
库兹涅茨克山火山一沉积地层矿产分布

的 基 本 规 律

直到近年来
,

尚未见到有关库兹涅茨克山火山一沉积杂岩含矿性分析方面的著作
。

以前

的一些学术著作
,

只涉及到了一定的矿产和 划定了狭义 的地层范围
。

本文是在区域火山一沉

积杂岩多年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写成的
。

其结论也是根据对二十多个被控制地段的资料研究而

得出来的
。

同时还查明了地层的组构和物质成分
,

它们的相互关斌
`

他层和建造归属
,

以及

成矿特征和规模等
。

在上述的及前人资料的研究基础上
,

证实了矿层受一定层位的控制
。

此

外
,

还作了建造分析
,

通过分析能表明含矿建造与区域地质构造发育过程中一定旋回和阶段

之间的关系
。

从剖面对比图 ( 图 1 )
,

可清楚地看到矿层是产在一定的地层层位中
。

例如铁矿床和矿

化点产于下一中里菲统的上科尔塔斯克组和下一中寒武统的卡内姆斯克组的火山杂岩中
,

并

且
,

在这里仅集中地产在这些地层直接覆盖于科尔塔斯克组之上的那些地区内
。

原生锰矿和

层状黄铁矿则产在下一中里菲统 的科尔塔斯克组底部
、

中里菲统的卡贝尔津斯组上部和下寒

武统的阿尔丹阶中下部
。

同样
,

磷灰岩也产在这些层位内
,

但是大量的磷酸盐类却集聚在文

德组中
。

建 造 特 征

人们通常认为建造就是岩石的自然组合
,

这些岩石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成 因联系
,
相应于

地质构造旋回的一定阶段
,

并产在一定的地质构造带中
。

按照这个原则
,

在库兹涅茨克山地

区
,

可划分出地台型和地槽型两种建造
。

地槽型建造的垂向系列是由具一定排列形式的韵律交互层组成
。

而建造 《 韵律 》 的形成

与区域地质构造发育旋回有关
,

特别是与剖面中火山周期性喷发现象有关 ( 图 2一 I )
。

根

据地质构造旋回出现的时间
,

可划出三个建造类型
,

即在地槽发育过程中的前贝加尔旋回建

造
、

贝加尔旋回建造和加里东旋回建造
。

目前仅在该区南部发现有前贝加尔旋回的建造
,

在这里分布有亚复理石的钙质层凝灰岩

建造及与其类似 的变质岩
。

亚复理石钙质层凝灰岩建造在成分上不同于下里菲统的卡法尔组 ; 其厚 度在 15 0 0 米以

上
。

该建造由具灰质基底胶结物的凝灰细砾岩
、

凝灰砂岩
、

凝灰粉砂岩
,

以及层凝灰岩和酸
·

性凝灰岩的韵律交互层组成
。

在韵律层的上部
,

是混有凝灰物质的灰岩层
。

碎屑物的分选性

爵 而滚园度很差
,

常常呈片状和带棱角状
。

由一些微晶霏细岩
、

英安纷岩
、

安山珍岩
、

晶

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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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库兹涅茨克山地槽带古构造中火 山— 沉积型矿产的分布

垂直建造系列
:

I 一前寒武纪基底 中的优地槽带
; I 一过渡带

; , 一刚性构造带 ;

I V一寒武纪基底 中的优地槽带

建造
: 1一安 山

一
玄武岩建造

; 2一粗面玄武岩建造
; 3一 红 色火山

一

陆源建造 ; 4一扮岩建造
; 5一庆

色凝灰
一

陆 源建造 ; 6一斑岩建造
; 7一灰 色陆源建造

, 8 一礁灰岩建造 ; 9 一

凝灰 质
一

硅 质
一

碳酸盆类 岩

石 建造 , 1 0一安 山
一

玄武岩建造
; n

一

碳酸盐
一

硅质
一
火山岩建造 ; 12

一

碳酸盐建造 , a ) 白云 岩 亚建

造 , 6 ) 碳 酸盐
一

白云 岩亚建造
, B )灰岩亚建造 ; 13

一

硅质
一

碳酸盐建造
; 14

一

辉绿岩建造 ; a
) 辉

绿岩建造中的灰岩
一

硅质岩
一

凝灰岩组合 ; 1 5
一

灰岩建造 ; 1 6一灰岩
一

层凝灰岩 亚 复理石建造 ; 17 一

沉 积层缺失 矿产
:

18 一铁矿
;

19 一黄铁矿
;

20 一锰矿
; 21 一磷矿

;

22 一综合性矿石

注
:

辉绿岩建造
: 1

一

含锰硫 化物
一

硅质片岩 ( 佩特 罗夫矿床 )
; 2 一

黄铁矿
一

磁黄铁矿矿石

(佩特 罗夫矿床 ) ; 3 一

赤铁矿
一

磁铁矿矿石
。

硅质碳酸盐建造
: 4 一含锰

一

磷
、

硫 化物
一

破酸盐
一

炭质

片岩 , 5 一炭硅质片岩 ; 6
、
7一 菱锰矿 矿石 (乌辛斯克矿床 )

; 8
、

9 一绿泥石一菱锰 矿矿 石 ( 乌辛斯克

矿床 ) ; 1。
、
1 1一灰质菱锰矿矿 石 (乌斯辛矿床 ) ; 1 2一含斧石 的含锰凝灰质

一

碳酸益
一

硅质岩石
:

(辛斯克矿床 )
。

碳酸盐
一

硅质
一

火山岩建造
: 1 3一含层状磷灰 岩的硅质凝灰 片岩 (新小河露头 ) ,

14 一含石英脉的菱锰矿矿 石 由西 西伯利亚地质局 中心 实验室分析 ( 此注 为表 2的 )



质霏细状的火山玻璃
、

石英及斜长石碎屑组成
。

灰岩层具有平行层理
,

有时为斜层理
,

常具

滑动构造
。

沿剖面向上
,

亚复理石钙质层凝灰岩建造逐渐过渡为灰岩建造
。

由下里非统含微植物体

的黑色礁相灰岩和碎屑灰岩组成
。

厚度不大
,

约 2 50 一 3 50 米
。

该建造的特点是组分相当纯
,

甚至连很少量的陆源物和火成碎屑物质的混入物都没有
。

发育的贝加尔建造类型
,

有辉绿岩建造
、

硅质一碳酸盐建造和碳酸盐建造
。

辉绿岩建造 ( 厚度大于 2 0 0 。米 ) 是从下一中里菲统的科尔塔斯克组划分出来的
。

沿深大

断裂带发育
,

由具微晶结构
、

玻璃交织结构及细碧结构的绿色岩一蚀变玄武质扮岩
、

安山一

玄武质功岩及其凝灰岩组成
。

喷出岩化学分析 ( 表 1 ) 表明
,

在该建造的岩石组分中
,

有色矿物具 明显优势 ( 占岩

石体积的 5 5% )
。

其中主要的组分是镁铁硅酸盐类矿物
。

岩石被钠长石化
,

特点是钠的含量

明显地大于钾
。

建造主要由喷出岩组成
,

仅在其上部广泛发育有火山 碎 屑岩 ( 粉砂质凝灰

岩
、

火山凝灰岩和砂屑凝灰岩 )
,

铁矿即产在其中
。

透镜状矿体是一些含铁
、

铜
、

铅和锌硫

化物杂质的磁铁矿矿石和赤铁一磁铁矿矿石
。

磁铁矿和赤铁矿为层状
、

透镜体
、

矿条及成浸

染状分布于凝灰岩之中
。

矿石中见有沉积构造 ( 透镜状
、

平行层状和交错层状构造 )
,

以及

矿化物质再沉积的层有被微侵蚀的现象
。

建造的底部是灰质一硅质一凝灰质岩石的组合 ( 厚 度 25 卜 50 咪 )
。

由基性成分的薄

层凝灰岩
、

炭质一硅质 页岩和带有凝灰杂质的灰岩组成 ; 有时可见到含铁石英岩层
。

在该段

的底部和顶部
,

已追索到磷灰石一锰一黄铁矿矿化的炭质一硅质页岩层
。

矿体为层状
,

厚度

25 一 30 米
,

具稠密浸染状和致密状 的黄铁矿一磁黄铁矿和黄铁矿矿石
,

其中还含磷 ( F
2
0

。

9
.

7% ) 夹层 ( 1一 5厘米 ) 和锰 ( M
n O I一 6% ) 的薄层页岩 ( 表 2 )

。

现已查明
,

在黄铁矿

矿石 中
,

金
、

银
、

铜
、

锌
、

铅和钡的含量都高于正常含量
。

硅质一碳酸盐建造分布于从刚性构造 ( 地块 ) 向优地槽带的过渡地区
,

是从中里菲统的

卡贝尔金斯克组划分出来的
。

是一套巨厚的 ( 达 12 0 0米 )
,

夹有黑色硅质页岩
、

硅质页岩和

炭质一硅质页岩薄层的碎屑灰岩
。

灰岩呈黑色韵律层
,

碎屑物质分选性较好
,

粒度从中等大

小的砂粒到粉砂粒
,

内混有基性和中基性成分的火山碎屑物质
。

在岩层的下部
,

见有安山一

玄武珍岩质的凝岩夹层
。

同时
,

在建造剖面的上半部出现磷灰石一硫化物一锰的矿北现象
。

它们产在具有硫化物

矿化作用富集的炭一硅质页岩层中
。

此外
,

这里还有贫锰灰岩 ( M ln 一 3% ) 及夹有贫碳酸锰

矿 ( M
n 12 % ) 和磷灰石 ( P

2
0

。

10 % ) 薄层及透镜体的页岩
。

碳酸盐建造主要分布于刚性构造 ( 地块 ) 发育的地区
。

在这里具有极大的厚度 ( 约 2 5 0 0

米 )
。

在该建造的组分中
,

随着所处构造带的位置不同
,

分别形成上里菲统和文德组
,

或中

下里菲统和文德组这两组不同的沉积组合
,

它们 中都有与其相应时代的微植物化石群
。

建造

的成分相当稳定
。

仅在其剖面的下部和顶部发现有某些变异
,

因此
,

该建造内又可划分出一

系列的亚建造
。

在稳定地块的中央部分
,

灰岩亚建造组成了整个建造剖面 ( 中里菲统卡贝尔金斯克组的

碳酸盐型建造 ) 的基底
,

是一些内夹变质碎屑物薄层和透镜体的黑色礁灰岩层
。

建造剖面的中部和上部的一部分是由白云岩亚建造组成的
。

它是一些灰色叠层灰岩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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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岩层 ( 厚度 8 00 一 1 0 0 0米 )
,

其中有很少数的白云岩碎屑和藻灰结核状的 白云岩 薄夹层

及小透镜体
。

根据地层的对比
,

该亚建造应属于上里菲统或上里菲统和文德组的沉积组合
。

硅质白云岩建造 ( 厚 50 。一 6 00 米 ) 构成了稳定地块边缘带内碳酸盐建造剖面上部
。

时代

相当于文德组
,

并且包括文德组剖面中硅质一白云岩沉积岩层分布的地带在内
。

亚建造是一

些夹有黑色隧石和藻灰结核状白云岩薄层的细碎屑状 白云岩层
。

在与白云岩亚建造的接触带

中
,

见有许多白云岩角砾
,

而且常是一些粗大的角砾
。

磷灰石的主要矿化作用就在该亚建造

的沉积岩层中
。

矿化组分有磷灰石一白云岩角砾
,

以及泥岩状碎屑磷灰石和而状磷灰右的薄

层和透镜体
。

由于库兹涅茨克山是一个加里东期的固结带
,

因此
,

区内分布有加里东期地槽发育旋回

各个阶段的建造
,

即从开始坳陷阶段到晚期造山阶段的建造都有
。

开始坳陷阶段的建造类型

也是沿深大断裂带集中分布
,

由安山玄武岩建造
、

碳酸盐一硅质一火山岩建造和凝灰质一硅

质一碳酸盐建造组成
。

碳酸盐一硅质一火山岩建造分布于该区的中央部分
,

是一套厚度达 1。。。一 15 0 0米的沉积

一火山岩地层
,

其中发现有属下寒武统阿尔丹斯克组下半部的动物化石群
。

建造剖面的成分是多种多样的
。

下部是安山一玄武玲岩
,

及其凝灰岩的小薄夹层
。

具微

晶结构和玻晶交织结构的喷出岩
,

在其岩流的边缘部分往 口伴有杏仁构造和角砾构造
。

就岩

石的化学特征来看 ( 表 1 )
,

它们属于暗色岩类
。

其中有色组分占60 % 以上
,

是一些镁铁矿

物的变种
。

就 a
与

c之比值来看
,

这些岩石的硷含量很低
,
钠的含量明显地大于钾

。

建造剖面的中部
,

是含有凝灰杂质的暗一灰色韵律层状碎屑灰岩
,

其中夹有安山一玄武

扮岩质的碎屑
一

凝灰岩
,

含黑色硫化物的碳一硅质和硅质岩层及海绵硅质岩薄层
。

锰矿石和磷

灰石即产在该碎屑灰岩层中
。

在研究程度最高的小乌留宾斯克锰矿点内
,

矿化形成含锰量为

2 0一38 %的菱锰矿层
,

厚度 2 米
。

在新小河矿点上
,

曾有人描述
,

在该同一层位的碎屑灰岩

中有含磷灰石层
,

它是一些薄层炭一硅质页岩与夹有这些炭一硅质页岩薄层 ( 厚度 。
.

2一。
.

5

米 ) 的凝灰页岩的交互层
,

而在炭一硅质页岩中
,

又夹有 2一 3毫米的泥岩状磷灰石小薄层和

透镜体
,

其中 P
,
O

。

的含量在 1 2一 3 3肠 ( 表 2 )
。

建造剖面的顶部是具有相变岩石的组合
。

此处
,

分布有火山碎屑岩和火山混杂岩
,

它们

往往是一些粗屑的
,

而且具有极少数的几个安山一玄武扮岩流
,

还有海绵灰岩透镜体
,

以及

带有凝灰杂质及海绵硅质岩和炭硅质页岩夹层的碎屑灰岩层
。

在碎屑灰岩层中 , 又见有锰和

金含量较高的磷灰石碎屑和透镜体
。

安山一玄武岩建造保留下来的仅是在靠近该区的扎洛多一卡塔姆斯克构造带中
。

它实际

上是一套下寒武统的火山沉积岩层
,

厚度达 1 0 0 0米以上
,

由安山一玄武珍岩及其 凝 灰 岩组

成
。

凝灰岩在成分上的特征及岩石化学数据与鉴定碳酸盐一硅质一火山岩建造时的记录是相

似的
。

建造剖面的底部
,

见有凝灰质灰岩和隧石薄层
,

在阿尔扎斯河剖面中 ( 图 l )
,

含铁

石英岩和含锰碳酸盐类岩石 ( M n
含量 7

.

9% )
,

即产在这两类岩层中
。

凝灰质一硅质一碳酸盐建造
,

代替了水平方向建造系列中的安山一玄武岩建造
,

属于下

寒武统阿尔丹组的下半部
。

它由灰黑色韵律层状碎屑灰岩组成
,

其中混有中基性成分的火成

碎屑物质和夹有海绵硅质岩薄层
。

锰和磷矿化与该建造的沉积岩层有关
。

如乌幸斯克锰矿宋

和塔马雷克锰一磷矿床就产在其中
,



在 乌辛斯克矿区内
,

建造剖而的下部与碎习岩和海织硅 g]’ 岩一样 ,

其中也有灰岩中的贫

锰矿变种 ( M n 含量为 5 0 % ) 和碳贻艺
_

型贫锰 石
’ `

石夹层 ( v 。 ;
一

量 5一 1 3% )
。

矿
一

层产在 lrtJ 面

的上部
,

厚度在 10 00 米以上
,

包括 10 个撅矿层 每层厚度 2
.

5 一刊来
,

犷尸火层的厚公方 2一

5米
。

矿石呈细韵律层状
,

补居物质分选性很好 汀石中信见的是粉砂状和砂状结构
,

有时也

见到含矿细砾岩和含矿角砾岩
。

在矿或矿层之下
,

于韵律层的韭底
,

常有滑动构造和行剥蚀

现象
。

根据成分
,

矿石可分为三种类型
,

即姜锰矿矿石
、

钙质芝锰矿矿石和纤泥石一菱锰矿犷

石 ( 表 2 ) ; 而根据结 钩钩造特征
,

可分为球粉碎屑状
、

碎屑球粉状又才粒代三种类型的犷

石
。

矿问夹层是植物灰岩和海绵灰岩
,
一

户的含姜贫矿钙质砂岩
、

角砾岩
、

杂色健石
,
以 及中基

性成分的火山灰凝岩
、

粉砂质凝灰岩
、

细屑凝灰岩等
。

矿石和矿间夹层特点是有凝灰杂质
、

薄央层 ( 厚 3 毫来 )
、

小透镜体
、

黑色泥岩状磷灰石的小结核和碎屑
,

以及细粉状硫化物亲

质
,

直到形 成致密状黄铁矿矿石的簿层 ( 厚度 5 厘米 )
。

在矿层中
,

特另iJ是在富含凝灰质的

夹层中
,

钦
、

钡
、

硼 ( B
:
0

。

合最达 2 % ) 的含量都超过了正常含量
。

在库兹涅茨克山加里东地槽发育过程中的造山前阶段
,

广泛发育了礁灰岩建造
。

礁灰岩建造是由浅灰色生物灰岩
、

植物灰岩和生物碎屑灰岩组成
。

在其上部广泛分布有

叠层灰岩和藻灰结核灰岩
。

建造岩石的特征是成分非常纯
,

甚至很少量的陆源 物 质也 米发

现
,

只是在建造底部的附近见有火成碎屑杂质
。

在稳定地块巾
,

礁灰六建造超覆于贝加尔地槽旋回的碳酸盐沉积建造之上
,

厚度 吸大
,

可达 1 5 0 0一 2 0 0。米
,

几乎占据了下寒武统的一半
。

在优地梢带中
,

礁灰岩建造的下伏岩层
,

为碳酸盐一硅质一火山岩建造和凝灰质一硅质一碳 酸盐建造
,

时代属于下寒武统的阿尔丹和

连斯克组
。

加里东地槽旋 回早期造山阶段的建造类型
,

包括下一中寒武统和中寒武经沉 积 中 的火

山一陆 又原杂岩
。

在其组分中
,

可划分出火山成因的〕分岩和斑岩建造及由灰色陆源建造和凝灰

质一陆源建造组成的下部磨拉石建造
。

斑岩建造主要分布在优地槽带 中
,

产于倒转地背斜的隆起部分
。

有时见于刚性地
本

匀勺
,

在这里
,

显然与造 山运功同时产生的断裂有关
。

斑岩建造的沉积岩层不整合地超覆于前地梢

旋回建造之上
,

实际上具有火山成因的成分
。

该建造是从卡内姆组划分出来的 ( 厚度大于 1 0 0 0米 )
,

时代原定为下一中寒武统
。

地层

未经古生物学鉴定
,

但恨据对未变质的石英斑岩全样进行的钾氢法测定的结果来看
,

其同位

素年令为 53 5一 5 4 5百万年
,

相当于中寒武统
。

在优地槽带内
,

建造由石英斜长斑岩
、

斜长斑

岩
,

及其 i疑灰岩组成
。

在其建造 的上部
,

出现辉石一斜长石劝岩和斜
一

长石扮 岩 及 其熔岩负

砾和凝灰岩
。

在中间地块内部
,

建造的组分便有所变化
。

在过里
,

分布的是碱含量较高的石

英斑岩 ( 表 工 ,

{羊品 4 )
,

并有相当数量的流纹斑岩和粗面班岩
,

及其凝灰岩
。

喷出岩的基

质除具微晶霏细结构和球粒结构之外
,

还广泛发育粗面结构
。

建造中大星的是叔灰岩
,

是一

些砂岩
、

砂岩和砾岩的变种 ; 就其成分来看
,

为晶屑凝灰岩
、

攻屑一石周凝灰岩及玻屑 凝灰

岩
, 在石英钠长斑岩中的晶屑凝灰岩里

,

见有原生岩浆角砾岩
。



建造的底部为沉积岩薄层
,

由一些韵律层状的砾岩
、

细砾岩及砂岩组成
。

其中还有再沉 }
积的碳酸盐类岩石夹层

。 · ,

这些岩相
,

据其分布局限的范围
,

建造的巨大厚度
,

凝灰角砾岩和熔岩角砾岩的广泛发

育
,

自岩浆角砾岩和球粒状石英斑岩的存在等来看
,

可能很大一部分的火山岛岩都属于近火

山喷 口相的岩石
。

该建造是含铁建造
。

铁矿化于凝灰岩一层凝灰岩层中
,
形成一些透镜体状和层状的磁铁

矿矿体
,

其厚度几米到几十米
。

矿体还有含铁碧玉硅质岩和层凝灰岩的夹层及透镜体
。

矿体

呈条带状
、

层状构造
,

有时见有斜条纹状构造
。

在水平方向的建造系列中
,

灰色的陆源建造代替了斑岩建造
,

并且不 整合地超覆于加里

东和贝加尔地槽旋回早期的建造之上
。

它由巨厚的 ( 2 5 0。米 ) 韵律层状陆源岩石组成
,

并且

在与斑岩建造沉积相伴生的带中
,

富含火成碎屑杂质及具有酸性凝灰岩的夹层
。

在建造的基底是底砾岩
,

含有下伏建造岩石的卵石
,

而这些下伏建造内又含 有 中 里菲

世
、

上里菲世
、

文德期及早寒武世的古生物化石
。

侵入岩的卵石是细晶花岗岩
、

花 岗岩
、

钙

碱性正长斑岩
、

石英正长斑岩
,

以及花岗斑岩
。

建造的沉积物特点是具韵律层
,

并常有斜层理
,

分选性好
,

在碳酸盐类岩石的夹层中
,

有以砂屑岩状和粉砂岩状为主的陆源物质中的多种矿物成分
。

扮岩建造 ( 厚度 6 00 到 10 00 米 ) 是从中寒武系的别里库利斯克和鲍戈龙利斯克岩 系中划

分出来的
。

它与底部的玄武砾岩层呈不整合接触
,

并超覆于灰色陆源建造之上
。

建造由基质具玻晶交织结构
、

交织结构和空隙充填结构的橄榄扮岩
,

橄榄辉石扮岩和辉

石扮岩
,

及其凝灰岩组成
。

同时还有广泛发育的安山玄武扮岩及其凝灰岩 ( 表 1 )
。

岩石中

二氧化硅是微不饱和状态
,

其中淡色矿物和深色矿物的含量几乎是相等的
。

在深色矿物组分

中
,

以镁铁硅酸盐为主
。

钠的含量明显地大于钾
,

也未见到钾长石
。

但与地槽旋回早期阶段

的安山玄武岩相比较
,

该建造的岩石是富钾的
。

另外在建造的组分中
,

凝灰角砾岩
、

凝灰砂

岩和凝灰砂岩的夹层相当少见
。

灰 色凝灰质陆源建造相变为扮岩建造由富含火山碎屑杂质及夹有中基性凝灰岩薄层的复

矿陆源岩类岩石组成 ( 砂岩
、

粉砂岩 )
。

在建造剖面中
,

再沉积的碳酸盐类岩层 分 布 很广

泛
,

间或也见有砾岩
、

砾岩角砾岩的夹层
,

并且在夹层的岩石碎屑 中
,

含有里菲纪和早寒武

世的古生物化石
。

加里东构造旋回晚期造山阶段的建造组合为下一中泥盆系的红色火山陆源建造
、

粗面玄

武岩建造及安山玄武岩建造
。

·

具有大沉积间断的红色火山一陆源建造的底部为底砾岩层
,

产于前寒武系及早古生界的

沉积之上
。

呈红色的火山岩层
,

其中砾岩
、

细砾岩
、

砂岩及粉砂岩广为分布
。

特别是在剖面

的上部
,

有大量的安山玄武扮岩和粗面玄武扮岩及其凝 灰 岩
。

碎屑的成分是多种多样的
,

其上部层位则是火山混合岩类的碎屑岩
。

岩石的碎屑物质分选性好
,

呈韵律层状
。

就其成分

和特征来看
,

相当于磨拉石建造 的上部岩层
。

安山玄武岩建造发育在区域西南部的上叠式或继承式山间洼地中
。

主要由安山玄武岩成

分的火山岩 及其 凝 灰岩组成
。

喷出岩具有岩壳的特征
,

为安山玄武扮岩
、

玄 武扮岩 及安

山扮岩
,

它们具有古熔岩基质的填间结构
。

在熔岩流的边缘部分
,

喷出岩呈淡紫色和紫色的



玻璃状
。

火山凝灰岩发育非常广泛
,

为石屑凝灰岩和晶质一石屑凝灰岩及凝灰角砾岩
。

粗面安山岩建造发育在库兹涅茨克山东
.

吱及上叠式山间洼地中
。

它包括下一中泥盆统的

贝斯卡尔斯克岩系及萨尔加英斯科岩系
,

并且在水平方向建造的系列中替代了安山玄武岩建

造
。

它由玄武功岩
、

安山 j方省
、

女 {
_

lJ 玄武扮岩
、

粗面玄武琦岩
、

粗面安山扮岩及其凝灰岩组

成
。

此外
,

苦瞰扮岩
、

苦撇玄武止分岩都相当发育
,

其特点是存在一系列含霞石岩类
:

沸霞斑

岩
、

硷玄岩
、

响岩等
。

它们较晚丁洲之山
.

名岩的基质
,

并形成层状的次火山岩体和岩脉
。

熔岩

流的厚度不大
,

具有完整清是的边绿部分
。

火山碎屑岩较少
,

是一些基性
、

中一基性成分的

凝灰和凝灰角砾岩
。

沉积岩形成几层淡色的
、

主要是火山混合岩类的砂岩和粉砂岩薄层
。

地台型建造是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大陆沉积岩层
。
在其组分中可划分出风化壳及其再沉积

产物的杂色建造
,

以及含煤建造和灰 色陆源建造
。

大 地 构 造 发 育 史

从一系列 的足造分析
,

证明了库兹涅茨克山历经 了从早里菲世到早古生代这个漫长的地

槽发育过程
。

最初关于地质构造发育史方面的报导
,

认为该区南部有早里菲世
。

这里分布有

灰岩一层凝灰岩的亚复理石建造
。

从层理成分和特征方面来看
,

相当于地槽发育过程中造山

前阶段的复理石建造
。

前贝加尔地槽旋回是以薄层灰岩建造的形成而结束的
,

很显然
,

这种

建造反映了构造条件行时稳定的周期性
。

在下— 中里菲 世的前贝加尔旋回末
,

稳定的构造环境被新的坳陷所代替
,

并形成与之有

关的辉绿岩建造
。

构造条件的再现
,

在时间上大约相当于贝加尔地槽旋回的初期
。

在垂直方

向的建造 系列中
,

碳酸盐建造替代了辉绿岩建造的沉积岩层
,

很显然
,

它的形成是和构造运

动形迹的变化
,
以及随后稳定的条件有关

。

这个局部回返现象在时间上相当于邻区中贝加尔

构造旋 回的末期阶段
。

但在库兹涅茨克山
,

这个局部回返也并未完成
。

加里东旋回开始出现了新的坳陷
,

到文德期末已经稳定下来
,

而在寒武纪早期坳陷作用

最强烈
。

一系列 的安山玄武岩建造
、

碳酸一硅质一火山岩建造
,

以及凝灰质一硅质一碳酸盐

建造的形成都与之有关
。

到早寒武纪的末期
,

下降运动区域明显地缩小了
,

而碳酸盐聚集区却

广为分布
。

这个阶段相当于加里东地槽旋回的造山前阶段
,

并形成了礁相灰岩建造
。

在库兹涅茨克山中
,

普遍地回返和形成摺皱山的过程
,

经历了从中寒武世到早泥 盆世这

个相当长的时期
。

在该阶段中还形成了灰 色陆源
、

凝灰质一陆源动岩和斑岩建造
,

而花岗岩

类建造内与造山运动同期的深成岩侵入体是在该阶段初期侵入的
。

由于造山阶段强烈的构造

运动
,

使得无论在优地 烤曹带
,

还是在造山阶段的火山岩建造与之有关的刚性构造区域中 ( 中

间地块的破碎带 ) 都出现 了大量的断裂构造
。

沿断裂面可清楚地观察到这些建造内熔岩成分

的变化情况
,

其巾包括从活动的优地槽带向中间地块型构造区熔岩的硷性由低增高
。

在库兹涅茨充山
,

地槽发育末期阶段的特点是形成红色的上磨拉石建造 ( 火山一陆源建

造 )
,

并有强烈的玄武质火日
_

}作用出现
。

在晚期
,

古生界和 中生界分布区形成一个剥蚀区
,

即陆源物质沉积于坳陷和盆地附近的
一

绷皱山区
。



因此
,

有人认为库兹涅茨克山是一个完整的地槽发育区
。

在其范围内
,

出现了两个不完

全的构造旋回 ( 前寒武纪和寒武纪的 ) 和基本完全的构造旋回一加里东旋回
,

在年青的山系

中
,

区域形变与此有关
。

水平方 向的建造系列分析证明
,

库兹涅灰克山地槽构造是复杂的
。

在这里
,

从早期构造

旋回开始
,

就发育有与古老基底的深断裂和刚性断块 ( 中间地块型构造 ) 有关的优地槽区
。

在这些刚性断块区内
,

从地槽早期开始
,

形成了灰岩建造
,

但在坳陷阶段开始
,

这里就有较

深水的沉积地貌
。

优地槽的特征是具有最大的坳陷速度和幅度
,

并可清楚地看到是产在洋壳

古老基底的深断裂带中
。

与坳陷同时
,

还伴有辉绿岩建造和安山玄武岩建造形成
,

据古熔岩

的特征和岩石构造判断
,

它是由海底裂隙吹应而形成的
。

碳酸盐一硅质一火山岩建造所分布的北东向优地槽带又有另外的一些特征
。

在这里
,

下

伏沉积是碳酸盐建造
,

在其组分中
,

广泛分布有中间地块型刚性构造剖面中所特有的叠层石

白云岩
。

由于北东向深断裂的存在
,

形成了碳酸盐一硅质一火山岩建造
,

从火山岩的特征来

判断
,

这种建造与中心式的链形 火山作用有关
。

火山沉积杂岩的含矿性分析

在库兹涅茨克山
,

现已查明了七个含矿层位
。

其中最年青的一个与风化壳及其再沉积物

中的地台型沉积建造有关
。

矿化休是一些次生的矿石 ( 褐铁矿
、

软锰矿
、

硬锰矿和溶洞型磷

灰岩 )
,

并富集在含矿地槽型建造之上的中一新生代风化壳带中
。

其余的六个含矿层位
,

则产在前寒武纪和早古生代的地槽沉积岩层中
。

其中的三个具有

磷灰石一锰一硫化物和磷灰石一硫化物一锰等
,

综合性的矿化作用
,

产在下一 中里菲统的辉

绿岩建造
、

中里菲统的硅质碳酸盐建造
,

以及下寒武统 阿尔丹阶的安山一辉绿岩建造
、

碳酸

岩一硅质一火山岩建造和凝灰质一硅质一碳酸盐建造之中
。

有一个层位 ( 含磷灰石层 ) 是产

在文德阶的硅质白云岩剖面中 ( 属于碳酸盐建造中的硅质一白云岩建造 )
,

还有两个层位 ( 含

铁层位 ) 产于下一中里菲统 ( 辉绿岩建造 ) 和下一中寒武统 ( 斑岩建造 ) 的火山沉积岩层

中
。

现巳查 明
,

成矿与火山作用密切有关
。

其表现为含矿层位产在火山沉积杂岩中
,

在围

岩和矿石内亦有火山碎屑物质和凝灰岩的夹层
,

同时还形成硅质岩
,

矿化往往是综合性的
,

矿层集中地产在优地槽坳陷的边缘地带和优地槽的深谷地带
。

在古老含矿层的范围内
,

黄铁矿一铁一锰矿石一磷灰石等
一

系列最 集中的含矿堆积地

带
,

从优地槽的中心部分到坳陷边缘地区呈有规律地变化
。

成矿规模亦随时间而不一致
。

这

点在分析具综合性矿化的含矿层位时表现得特别清楚
。

硫化物最大限度地聚集在早一中里菲

期辉绿岩建造的底部
。

在这里
,

于强烈的硫化作用形成物的背景上
,

锰和磷酸盐的聚集占优

势
。

这三种作用在中里菲统的硅质碳酸盐建造形成时
,

表现为均等的
,

并出现 了大量小型的

不含工业矿石的综合性矿化现象
。

库兹涅茨克山主要锰矿的时代是早寒武世
,

乌辛斯克矿床

及一系列的锰矿化现象都与该时代的沉积岩层有关
。

大量聚积的磷灰岩和黄铁矿类矿石也是

产在该时代的沉积岩层中
,

但 硫化物和磷酸盐类的聚积作用
,

要比锰矿矿化作用显得弱得多
。

在库兹涅灰克山的中部
,

大量的磷酸盐聚集在文德组的硅质一自云岩亚建造的沉积岩层



中
,

该亚建造的形成又与加里东地槽旋回初期的活化构造活动有关
。

它分布于从刚性构造中

的造礁浅海向优地槽坳陷中的深海过渡的地带
。

在造礁浅海区的毗邻地带中
,

随着造礁斜坡

的陡度不同
,

或是形成角砾状磷灰岩
,

或是形成碎屑状和砂屑状的磷灰岩
。

含铁层位与辉绿岩和斑岩建造有关
,

铁的矿化和铁矿床都集中分布在深断裂带的毗邻地

区
。

最古老的含铁层位产在辉绿岩建造剖面的上部
。

其形成显然与伴随优地槽中基性火山作

用末期出现的热液作用有关
。

从该时代矿化点和矿床的矿化规模来看
,

早一中里菲期的成矿

作用是很弱的
。

斑岩建造的形成
,

显然也伴有源于火山
,

并沿深大断裂和裂隙渗出的富含铁的热液
。

一

这

里的斑岩建造在空间上与辉绿岩建造沉积共生
,

这个作用导致了来自辉绿岩建造内含铁沉积

中成矿物质的迁移
、

富集及以后的再沉积
。

这里的矿化规模也相应地较大
。

从上述资料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1
、

含矿建造形成于地槽发育的初期阶段
,

并与贝加尔和加 里东构造旋 回的表 现相吻

合
。

2
、

在早期地槽的沉积剖面中
,

有两次矿化现象
,

产在火山活动旋回的初期和末期
。

因

此
,

最富集的矿化多半是与火山期后热液作用有关
。

这就是说
,

早一中里菲期和中里菲期的

含矿层位与在贝加尔构造旋回的早期地槽阶段中出现的火山作用时期有关
。

在加里东构造旋

回中的安山一玄武质火山作用伴有文德组一下寒武统含矿层位的形成
。

其中的一层产在上文

德和下寒武统剖面的底部
,

第二层富集在下寒武统乌斯季一孔达茨克岩系的上部
。

3
、

火山沉积建造内部的矿化富集
,

可能仅是在长时间
“
静止

” 的条件下
,

也就是火山

牛用相当微弱的条件下形成的
。

4
、

一系列黄铁矿一铁一锰矿石一磷灰岩的最大限度的矿化富集带
,

从优地槽的深谷到

尤地槽坳陷的边缘成有规律的变化
,

并且磷灰岩直接产在沿刚性构造倾向的斜坡上
。

5
、

硫化物的最富集带是产在贝加尔地质构造旋回中地槽早期 阶段的沉 积岩内
。

相反

池
,

锰却聚集于相当长的地质时代
,

即从古老的含矿层到下寒武统
。

通过对库兹涅茨克山古老地层含矿性的分析
,

可得出如下结论
:
凝灰质一硅质一碳酸盐

建造和碳酸盐一硅质一火山岩建造的地层对于寻找原生锰矿是很有远景的 ; 碳酸盐建造中的

洼质一白云岩亚建造可认为是产磷矿的层位
。

而对于寻找大型铁矿来说
,

,

最有远景的是下一

中寒武统的斑岩建造
。

( 刘秀君译 自苏联 《 岩石学与矿产 》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洛长义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