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动力构造带与磁海式铁矿
殷 先 明

( 甘肃省地质局第四地质队 )

研究磁海地区铁矿床时
,

笔者在辉绿岩的接触带发现
,

磁海铁矿床矿带顶板的变质岩
,

既不同于一般所称的
“ 热接触变质岩

” ,

也不同于
“ 区域变质岩

” ,

而是在辉绿岩动力场和

热力场综合作用下
,

形成了特殊的热动力构造带
。

这种由岩体侵入活动所形成的热动力构造

带
。

对一些产于接触带的矿床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

现将其叙述如下
,

仅供同 志 们 参

考
。

一
、

热动力构造带及时代

磁海矿区热动力构造带呈近东西向展布
,

东西长约 1 0 0 0米
,

南北宽约 150 一 30 。米
,

延深

超过 5 0 0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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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矿区地质略图 图 Z V线地质剖面图

1一第四 系 ; 2一热动力构造带 ; 3一浅色蚀 变带
; 4一矿化深 色性 变带

; 5一钠 长石 化

辉绿岩带

辉绿岩与地层接触界面清楚
,

呈脉状顺层或穿切地层层理侵入
。

界面有的规则整齐
,

有

的呈不规则状弯曲
。

热动力构造在矿区北部 ( 平面上 ) 和上部 ( 垂直上 ) 以地层为主
,

夹少

量辉绿岩
,

向南向下辉绿岩增加
,

辉绿岩与地层似呈互层
,

至深部地层消失
,

全变为中基性

杂岩
。 `

脉状侵入的辉绿岩章几厘米至几十米
,

一般在 : 。来以下
。

粒度变化明显
,

由中心至边部

粒度变细
,

假厚超过 2米者粒度变化都较显著
。

岩脉中心粒级与厚度呈正相关关系
,

同一脉

体粒度 由中心向边部变细
,

其相对厚度比与岩脉总厚度有关
,

脉越厚 中心粒级越粗
,

冷凝边

类似鸡蛋壳
。

辉绿岩具多次侵入的特点
,

构造成复脉体
。





石在动力作用下具波状消光
,

有的形成若干小碎块
,

碎块之间多为绢云母充填交代
。

斜长石

碎块之间常有细粒化现象
,

有时还具齿状变晶愈合结构
。

有的斑晶为绢云母鳞片集合体所代

替形成斜长石的斑晶假象
。

斜长石残斑有搓碎状
、

眼球状
,

斑晶边缘极不整齐
,

沿其边缘有

基质矿物的重结晶作用
。

斑晶 ( 残晶 ) 的长轴方向与岩石的结晶片理一致
,

基体中的细粒矿

物围绕斑晶并随斑晶的形态而弯曲
,

有的斜长石斑晶在应力作用下两端变尖形成细眼球状
。

眼球状构造
:

眼球体成分比较复杂多样
,

主要为斜长石残斑
、

假象斑晶
,

次为透 闪石
、

透辉石
、

石英
、

碳酸盐
、

钾长石等
。

一个眼球体有时由单矿物组成
,

有时由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具变晶结构的矿物集合体组成
。

眼球体主要 由原岩的斑晶
、

岩屑和杏仁体受动力 作 用 形

成
,

眼球体长轴方向与结晶片理一致
,

其外围的基质随眼球的形态而发生弯曲
。

三
、

岩石变形特点

磁海地区辉绿岩的热动力构造带大部分为第四系覆盖
,

致使对其大型构造无法进行直接

观察研究
。

小型构造形迹是在大型构造形迹背景上发育起来的
,

因此对小型构造形迹的分析研

究也能说明岩石的形变特点
。

岩石小型构造形态的研究表明
:

热动力构造带 内以塑性变形为

主
,

断裂
、

裂隙等脆性变形不甚发育
。

( 一 ) 结 晶片理
:

岩石的片理极其发育
,

鳞片状黑云母
、

绢云母
、

绿泥石
、

柱 状 角 闪

石
、

透辉石及拉长的粒状矿物石英
、

长石呈定向平行排列
。

由于矿物颗粒一般都比较细
,

多

形成显微片状构造
。

片理平行岩石的条带以及片状矿物围绕残斑
、

变余岩屑和杏仁体分布
,

致使岩石的片理显示的更加清晰
。

纤爵l介卜理无疑与岩石的塑性变形作用有关
,

是 由片状和柱

状矿物通过矿物颗粒的差异运动
,

并在运动 中通过旋转顺滑动面而定向形成的
,

这不是用单

纯的接触热变质作用所能解释的
。

( 二 ) 角岩结构
:

在近辉绿岩地段
,

矿物结晶较粗大
,

矿物定向不清楚
,

但总观岩石其

他线状构造
,

而又具微定向构造
,

或在很小范围内变为定向构造
。

( 三 ) 条带 ( 纹 ) 状构造
:

岩石 由深色和浅色两部分矿物平行相间排列而成 ( 图 3 )
,

条带内矿物也具平行排列的特点
。

条带宽 0
.

1一 5毫米
。

深浅色条带 (纹 )矿物成分相似
,

只是相

对含量不同
。

条带 ( 纹 ) 愈宽
,

二者界终愈清楚
; 条纹细者

,

其界限不清
、

有过渡现象
。

矿

物粒径一般 。
.

00 5一 。
.

01 毫米
,

暗色部分比浅色部分粒度更细
。

矿物粒度与条带 ( 纹 ) 的宽

度有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粗条带矿物粒径可达 0
.

3毫米
。

浅色条带分布不均匀
、

无一定间

距
,

但与深色条带之宽度相适应
。

条带 ( 纹 ) 有的规则
,

有的不规则
,

还有的呈波纹状
。

条

带宽度变化很大
,

在变质过程 中
,

浅色条带顺岩层拉伸引起厚度减小
,

受挤压变扁
,

常见豆

荚状
、

串珠状
、

眼球状和角砾状
。

( 四 ) 线状平行构造 ( 线理 )
:

线状平行构造形成的方式很多
,

这里主要指的是伸张构

造
。

岩石中的岩屑
、

砾石
、

斑晶
、 .

杏仁体等受强烈挤压和压扁伸长作用
,

原来等轴或近等轴

外形拉长而为不等轴状
,

长轴方向定向排列
。

有的受强挤压而呈纺锤形
。

有的虽未 明显拉

长
,

但这些单独的矿物集合体团块在岩石基体中呈线状平行排列
。

( 五 ) 构造透镜化
:

表现为石英和长石一石英块段在暗色的基体中呈透镜状 或矩形有规

律的排列
。

有的称为布丁构造或香肠状构造
。

透镜化是由于垂直层理的压力引 起 了 物质顺





男理狡 舅理坟

残留

图 10 应变滑劈理

J h 为黑 云毋 十 石 英 + 斜 长石

带点部分为石 英 十斜 长石

片理
、

线理
、

透镜化
、

条带状

构造是在地层 宜受强烈挤压和厚度

减小的地段形成的
; 褶曲的形成是

岩石塑性流动的一种复杂过程
。

因

此
,

片理
、

线理
、

透镜化
、

条带构

造
、

褶曲
、

不规则脉状构造
、

角砾状

构造等在成因上是紧密相关的
。

其

发育过程是连续的
。

构造形态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
,

一方面说明作用力

分布不均匀
,

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

成分的岩石对变形的反应不同所引

起的
。

石
·

脉八点à与片理一致或切穿片理
圈9条带!
·

脉状构造石英!长

四
、

热动力变质作用与交代作用

磁海式铁矿的成因虽存在分歧
。

但就其成矿方式各家认识趋于一致—
交代成矿

。

铁矿

形成
」

在时间上是辉绿岩侵入至岩浆期后热液活动连续过程 中一定阶段的产物
。

征空 f司上铁矿

产在蚀变地球化学分带的一定部位
。

上部为浅色蚀变带—
N a 、

K
、

iS
、

人 1和部分 C a
富

集带 ( 即在热动力构造带的基础上去铁作用形成 ) ;
中部深色蚀变矿化带

-

一 M g
、

F e 及部

分 C a
富集带 ( M g

、

C a
偏上部 ) ; 下部钠长石化杂岩带

。

成因上不仅同辉绿岩侵入活动有

关
,

而且同热动力构造带内的变形地层有关
。

( 一 ) 各类交代岩和矿石的构造特点
:

交代岩包括早 期的适辉石一斜长岩和较 晚的矽

卡岩
。

它们常见的构造有条带一条纹状
、

各类褶曲状
、

透镜状
、

角砾状
、

脉状
、

斑点状
、

斑块状

等
。

虽然各类交代岩石和矿石都是在热动力构造岩基础上形成的
,

经常呆持着 力力构造岩的

外貌特征
,

但随交代作用的增强
,

新成分的不断增加
,

也可形成一些星云状
、

云雾状
、

阴影

状等构造
,

以致热动力构造岩的全部特征被改造
,

完全为新的矿物成分所代替
。

( 二 ) 交代作用方式
:
( 1) 接触面交代 (或矿物集合体 )

:

气
、

液 ;吕不同成分的岩石接触进

行交代
。

这些接触面包括不 同岩石类型 (即层间 )
,

不同成分条带 (纹 )之间的接触而 以 及 角

砾
、

斑块
、

透镜体
、

斑点与基体的接触面
。

( 2) 各类裂隙和劈理交代
:

即沿简单裂 隙
、

复杂

裂隙
、

层内裂隙
、

片
一

理
、

破劈理及应变滑劈理进行的交代作用
。

( 3 ) 沿矿物间隙和矿物内的

裂隙
、

裂纹及滑动面进行交代
。

( 三 ) 交代作用与岩石变形
:

磁海矿区块状大理岩由于未受到动力作用的影响
,

交代作

用极不明显
,

而主要是充填作用
,

经热动丸构造变形所形成的片岩却易被交代
,

因此
,

这种热

动力构造带是矿床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

由于塑性流动形成了片理
、

线理
、

透镜体
、

角砾
、

斑块及褶曲
,

造成了岩石的不均一性
,

大大增加了不同性质的岩块问的据确虫面
; 其次

,

在塑

性变形时
,

岩石同时形成裂隙
、

微裂隙及各种劈理等破裂地段
; 第三

,

则是塑性变形反映在矿

物颗粒内部
,

矿物晶格产生缺陷
,

矿物颗粒内部和颗粒与颖粒间相接触的地方
,

因机械作用

而发生弱化
。

因此
,

热动力构造带是气液活动的良好通道和交代作用的有利场所
。



五
、

热动力构造带与铁矿的关系

与辉绿岩的侵入活动有成 因联系
,

并声于辉绿岩与地层接触带的铁矿床
,

具有很清楚的

垂直分带性
,

由上至下为
:

热动力构造带 , 矿带 ( 上部浅色蚀变带
,

中部深色蚀变矿化带
,

下

部钠长石化辉绿岩带 )
。

上部浅色蚀变带是 iS
、

A l
、

K
、

N a 和部分 C a 的富集带
,

中部深

色蚀变矿化带是 M g
、

F e 和部分 C a 的富集带 〔其上部是 M g和 C a 的富集带
,

即上部矽卡岩

亚带 ; 下部为铁的富集带
,

即铁矿 )
。

热动力构造带在空间上构成矿带的顶板
,

即与浅色蚀

变带相邻
,

二者呈渐变关系 ( 图 1
、

2 )
。

热动力构造带形成时间上与辉绿岩浆的侵入活动同

时产生
,

是岩浆侵入动力和热力作用综合的产物
;
而蚀变交代和成矿作用主要形成在辉绿岩

冷凝之后的气
、

液作用期
。

因此
,

热动力变质作用
,

蚀变交代作用及成矿作用是辉绿岩从岩

浆侵入至期后气液的连续作用
。

在热动力变质作用 中
,

原岩沉积岩
、

火山岩及其凝灰岩变为片岩
,

大量失水
,

由原岩的 4%

降至 2% 以下 ; 5 0
。
由 4

.

4 6%降至 0
.

0 1% ; N a :
O

、

5 1 0
: 、

P : 0
。

等都有相应的降低
。

说明在此

阶段
,

由侧分泌作用产生了富 51 0
: 、

N a :
O 和挥发分溶浓

,

尤其重要的是 F 。 :
O

。 、

F e o 大量

消失
,

由 6
.

9 9%和 7
.

58 %降至 3%
。

这种侧分泌热液连同岩浆热液的作用
,

使岩石进一 步去铁
,

形成浅色交代岩
。

根据磁海矿区矿化蚀变范围和各类岩石铁含量的变化
,

初步估算热动力构造

带的地层可提供铁 2千万吨以上
。

部分铁质来源于热动力构造带
,

这不但为交代作用过程中元

素含量的变化及蚀变特征所证实
,

而且氧同位素的测定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

根据国外文献

报道
,

火成岩中磁铁矿己一般为 1一 4%
,

最高 4
.

4%
,

而磁海矿区磁铁矿乙全部大于4
。

4 %
,

最

高 6
.

5% (据北京大学地质系 ) , 同样透辉石的同位素也高于正常火成岩中的 乙值
。

热动力构造带 中岩石特殊的物理性质 ( 岩石各种变形特点 )
,

极利于交代和成矿作用的

进行
,

因此
,

形成了成矿作用极为有利的场所
。

六
、

结 论

概括起来
,

磁海地区辉绿岩的接触热动力构造带有以下几个特点
:

l
。

分布范围具局限性
,

仅分布在岩体接触带附近
。

2
.

空间变化具递变性
,

塑性变形的程度
、

矿物重结晶程度及变质矿物的组合从近岩体至

远离岩体呈规律变化
:

即近岩体各类塑性形变发育
,

矿物重结晶程度高
。

3
.

岩石变质程度和变形特点具不均匀性
,

直接受岩体侵入活动所形成的热力场和动力场

控制
。

4
.

塑性变形的复杂性
,

热动力构造带 内发育 了一系列成 因紧密相关
、

发育过程相连续的

塑性变形 ( 片理
、

线理
、

条带
、

褶曲
、

透镜化构造等 ) 以及与其相伴的各种劈理和裂隙
。

岩

石外貌极似古老变质岩和棍合岩
。

5
.

褶曲构造具不协调性和多样性
。

6
。

岩石以塑性变形为主
,

脆性断裂变形不发育
。

7
.

磁海辉绿岩接触热动力构造带不但是容矿构造
,

成为岩浆一热浓交代及成矿作用的有

脚场所
,

为磁海式铁矿的
。
找矿标志

· (构成矿带的顶板 )
,

而且也是成矿物质的主 ; 来源之一
。

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