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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铜厂铁矿床是陕南铁矿石重要产地之一
,

与国内外一些类似矿床相比
,

该矿床有很

多独特之处
。

关于它的成因
,

众说纷纭
,

有的认为矿体靠近侵入体
,

属接触交代型铁矿床 ,

有的认为铁矿受一定的地层层位控制
,

属沉积变质改造型矿床 ; 也有人认为属与火山岩有关

的矿床
。

为了弄清矿床的成因
、

物质来源
,

并扩大找矿远景
。

近年来
,

我们对该矿床作了同

位素年龄和硫
、

氧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研究气 现将所获资料整理成文
,

介绍如下
。

( 一 ) 区域地质概况

本矿床位于勉 ( 县 ) 一略 ( 阳 ) 一阳 ( 平关 ) 三角地带
,

即康县一略阳一褒城俯冲带与

杨子准地台北缘阳平关一勉县俯冲带之间
。

区内元古代地层出露相当广泛
,

并具明显的三分

性 ( 图 1 )
:

上部九道拐和断头崖组
,

主要为正 常海相沉积岩
,

没有标准的火山岩
,

仅有少

量浅成斑岩脉侵入 , 中部郭家沟 组是一套细碧一角斑岩间泥 质炭质为主要成分的碎 屑沉积

岩
,

其中夹有碳酸盐层 ( 本组西部为灰岩
,

常有锰矿产出
;
东部变为铁白云岩

,

内有菱铁矿

出现
,

铜厂铁矿赋存于含菱铁矿和铁 白云岩的夹层 内 ) ; 下部蟠龙山
、

接官亭
、

鱼洞子组为一套

厚数千米的细碧一石 英角斑岩间磁铁石英岩及中基性 火山岩建造
,

鱼洞子铁矿 位于该组下

部
。

关于铜厂铁矿的赋存层位— 郭家沟组的时代问题
,

我们对近矿的石英闪长岩中角闪石

单矿物作了同位素年龄测定
,

其 K一 A r
年龄为 4 9 4

.

8百万年
。

另外
,

我们还采用 R b一 rS 法对

石英闪长岩体以北至铜厂铁矿以南一套地层的年龄作了 R b一 rS 全岩等时线年龄测定 ( 表 1
、

图 2)
,

图 2中的 t ;

和 t : 为两条规整的等时线
,

t , 二 5 9 2 士 3 2百万年
,

t : = 12 7土 14 百万年
。

这两

个年龄可解释为较早和较晚两期的变质年龄
。

需要说明的是
,

铜厂地区地层从元古代沉积后

遭受了数次较大的构造变动
,

从而破坏了局部的 R b一 S r
平衡

。

因此
,

对某一岩石和矿物的

R b
、

S r
来说

,

其年龄都不甚相同
,

我们曾作过四个 K一 A r
全岩年龄样

,

得出四个年龄
: 2 02

.

4
、

5 40
.

3
、

6 9
.

3 、 1 6 9
.

9百万年
,

这些年龄都不能代表地层的真实年龄
。

为获得接近真实的地层

年龄
,

我们选用图解法
,

作出了 t
:

较早的年龄
,

该年龄比石英闪长岩体年龄早一亿
,

这说 明

原始沉积作用与岩浆侵入作用无关
,

也说 明该区地层在古生代之前
,

就巳沉积成形
,

这同现

在在该区工作的地质人员认为这套地层属元古代沉积的结论是一致的
。

另外
,

从铭含量看
,

凡是银含量高的岩石
,

S r “ 7

/ S
r s “
比值偏低

,

这与 G
。

福尔
、

J
·

L
。

鲍威尔的观点一致
。

以 s r的 p p m为X轴
,

S : 吕
7

/ S
r “ “

为 Y 轴作直角座标系 (图 3)
,

呈现火成

.
参加研 究工作的还有修泽雷

、

高栋垂
、

李福东
、

朱美珠
、

吴俊彦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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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R b一 S :
全岩数据和等时线年龄表

样品号 样品名称 样品位置
R b

( P P m )

S r

( P P m )
S r “ 7

/ 5
r a ” ·

R b 8 7

/ S
r “ “

号析分

S O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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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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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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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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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2 3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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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岩
15 1

。

9 0 1 2 5
。

7 5 0
。

7 3 3 6 3
。

4 6 0 0

c F : 5一 1
…炭质千枚岩 } 3 9

。

5 1 1 2
。

3 4 0
。

7 4 4 9 9
。

3 4 1 6

7 9 E 3 4 透闪绿泥
黑云岩

1 0 8 5中段
4 进
9 9 5中段
2 穿

1 0 5 5一书段
7 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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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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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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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等时线年龄

及初始 比值

t ; = 5 9 2士 5 2百万年
, t : = 1 2 7 土 1连百万年

( S r 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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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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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时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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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相关图 一

夕
3 0 0 尹尸肚

变化趋势也不明显
,

在孔 2 4 0 5所作的四个样
,

其乙S
“ 4

值在垂深 15 0米内变化不超过 + 1
.

5陌

( 图5 )
,

这说明硫同位素组成的一致性
,

反映了硫源并不复杂
。

至于硫同位素的来源问题
,

目前研究矿床中硫同位素的一般方法是考 察乙 S “ `值对岩浆

中硫同位素值的偏离和变化程度
。

若硫化物的乙5
3 `

值接近 。 编
,

可解释为岩浆成因的
, ,

若各S
“ 4

值远离 。 %值时
,

且变化范围比较大
,

例如超过 10 肠
,

可认为是生物成因的
。

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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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硫 同 位 素 组 成 一 览 表

瞥}
编 号

{
位 置 ! 岩 ( 矿 ) 石名称 声 物

票掣爬黔
.

尸呱
)
矿

1

{
C F ` 1匕 ` a

爵霎{
石
馨
纹石绿泥石闪 黄铁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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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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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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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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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接近陨石硫
,

即 乙S
“ ` = 。 土 5肠

,

岩浆分异及演化作用对硫同位

素的组成有一定的影响
,

一般随着岩浆基性程度的降低
,

重硫同位素逐渐富集
,

变化幅度也

逐渐升高
。

铜厂铁犷硫同位素组成与超基性
、

基性
、

中酸性火成岩形成有关的铁
、

铜矿床有

着显著的差别 , 与接触交代型铜
、

铁矿床也不甚相同 ( 表 3 )
。

例如黑龙江弓棚子矽卡岩型铜

矿的 6 5
” `
值为 + 1

.

3一 + 2
.

6%
,

长江中下游矽卡岩 型铜矿的乙S
“ `
一般为 一 4

.

3一 + 6
.

。肠
,

安徽矾头矽卡岩型铜 〔铁 ) 矿犷床中的硫化物
,

在接触带乙 S
“ 4

值平均为 + 1
.

6%
,

接触带外

侧绿泥石一绢云母一硫化物矿物组合带其乙 S
“ `
平均值为 + 3

.

1肠
,

因此
,

铜厂铁矿床就硫源

而论与接触交代型矿床不大一致
。

另外
,

与火山岩型矿床的硫同位素比较
,

火山型硫除变化

表 3 几种不同类型矿床中硫同位素组成对比表

矿 床 类 型 产 地
样品数 { 乙S

“ 4

变化范围
( 个 ) ( 肠 ) 资 料 来 源

与基性一超基性岩类有关
金昌市 ( 甘肃

一 4
。

8一
干 0

。

9

的硫化铜镍矿床
会理力马河

+ 1
。

5一
+ 1 3

。

2
1 9 7 9年冶

红旗岭 1 号岩体
一 1

。

O一
+ O

。

6 金部同位素地

与中酸性灾山杂岩有

关的斑岩铜钥矿床

德 1 5 5 一 2
。

6一 +5
。

5

多 宝 山
质学 习班资料

一 5
。

0一
+ 1

。

2

接触交代型铜铁矿床

弓棚子
( 黑龙江 )

+ 1
。

3一
+ 2

。

6

地质地球化
学

,

1 9 7 6年 8期

据刘裕庆
( 1 9 7 9 )

一
文

一
·

接触带
+ 1

.

6

接触带外侧
` 3

.

1

一 0
。

4一
+ 1 0

。

5

一 3
。

7一
+ 1 3

。

7

+ 1 4
。

1一
+ 2 0

。

3

+ 7
。

1一
+ 1 7

,

2

+ 1
。

7一
十

20
。

O

集 巾于
十 9一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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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状硫化物矿床

火山一沉积层状硫化物铁
、

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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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不大外
,

更突出的是富集乙5
3 ` ,

投影在硫同位素组成频率图上离零线更远一些
。

其原

因是
,

在火山活动 中
,

呈 5 0 :
形式出现的硫

,

比气态的 H
: S更易溶解于水

,

使火山活动溶液中

的含硫原子团比气态含硫原子团富集 S 召
魂

同位素
,

若火山活动是在海底进行
,

那末在火山 喷

发时
,

海水 中富 集 5 “ 4

同位素的大量硫酸盐必然不可免地进入到火山喷发物中去
,

致使火山

喷发体系的重硫同位素明显高于一般侵入岩的重硫同位素
。

铜厂铁矿硫化物中各5
3 4
平均 值

为 十 10
.

5 ,

由于同地质时代海水 6 5
“ `
值为 ( + 3 1 ( ? )

,

所以
,

该铁矿的分离率△ ( 各5 3 ` ) =

各 5
“ `

(海水 )一己 S
习 `

( 矿床平均值 ) 为 + 2 0
.

5
。

就其分离率大小而言
,

铜厂矿床接近桑斯塔

尔 ( s a n g “ t o r ) 听指的
“

火山型
”
层状硫化物矿床的

特点 ( 图 6 )
,

桑斯 塔尔 的 △ (乙 S
” 4

)平均 值经 25 个
一

l
“
火山型

” 矿床的 统计为 十 1 7
.

4 ,

标准 离差为 .3 导
,

.

铜厂铁矿的分离率△ (乙5
“ 4

)为 20
.

5 ,

标准离差约为 4
。

从以上分析
,

一

可以认为 铜 厂铁 矿中矿体和 围岩中的

硫
,

来自当时
一

海水硫酸盆所含的重硫和海底火山活动

自深部 ( 上地慢上部 ) 带来 的原始均一硫的混合硫
。

2
.

铜厂磁铁矿氧同位素的组成及来源

在铜厂矿床共作丁 26 个磁铁矿的氧同位素样品
,

主要分布于 1 0 5 5和 10 8 5两个中段 (图 了 )
,

其数据列入

表 4和图 8
。

表 4
、

图 8表明
,
乙 O ` .

值均为正值
,

变化范围
十 1

.

32 一 十 5
.

92 陌
,

变化幅度 + 4
.

6编
。

在 26 个样品

中有
`

2 0个样品乙值集中于 + 2
.

0一 十 4
.

4肠之 间
,

变化

幅度 84 %以上的样品为 + 2
.

4骊
,

样品乙值很 集中
。

把

1 0 5 5和 1 0 8 5两个 中段不 同穿冰磁铁矿 各O
’ .
的算术平

均值加以比较 ( 图 9
.

10 )
,

从 1 0 8 5中段可以看出
,

四

个穿脉 4
、
8 、 1 2

、
1 8样品的各自平均值变化范围 + 4一 +

5肠之间 , 1 0 5 5中段 i
、
2

、
4

、
5

、
6

、
7

、
8七个穿脉的各自平

均值变化范围 十 2一 + 4肠之间
,

后者的变化范围略大

于前者
。
1 0 8 5中段磁铁矿的乙O

’ 吕

值略高于 1 0 5 5中段
。

矿带西部铜厂矿段 23 个样 己p
` “

值平均为 十 3
。

7%
,

矿

带东段张 家山钻孔内三个样品平 均值为 + 3
.

1编 两

者各O
` 名

值接近
,

充分说 明了虽然矿石类型不同
,

但

其物质来源是有联系的
,

成岩成矿作用的时间是一致

的
。

关于磁铁矿氧同位素的来源问题
,

由于岩石和矿

石物质组分的来源不 同
,

成岩成矿作用的物理化学条

件
、

形成方式不同
,

使氧同位素组成有很大变异
。

例

如磁铁矿的乙O
` “
最高为 + 24

.

4%
,

最低为 一 10
.

6肠
。

r

铜厂铁矿床磁铁矿的形成方式如何
,

磁铁矿是原始沉

积的
,

还是 由铁质氧化物变质而成的宁这是值得讨论的

长
. arJ二

( l`
·

, )

落
. “

}
( 每7

.

4 )

冬 6犷有

拐
.

(即
.

3、

. 拍 0 10 匆 加 (0 /侧

` (

嵘
一 “ 二

二 ’

图 6 .
火山型

”
层状硫化物矿 床△值

〔各5
3`
海水一各 S “ 4硫化物 )数值图解

极 大色矿石 : △位为矿 床极大的

各 S “ 心 , 平均色矿石
: △值为矿床平均

的各5 3 ` ; 极小 6矿石
: △值 为矿床极

小的 各S “ 屯 。

三角形及 璐括弧中的数位

代表平均位 ( 资漪来 自 朵斯 塔尔
,

1 9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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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铜厂铁矿床 1 05 5中段氧同位素样品分布图

1一大理岩
; 2一炭质板岩

; 3一透 闪片岩
; 4一蛇纹磁铁犷

; 5一磁铁蛇纹 岩
; 6一氛同位

素采样位置及编 号
; 7一穿脉及编号

表 4
`

厂铁矿床磁铁矿氧同位素组成一览表

顺顺顺 编 号
一一

·

位 置置 矿 、 岩 , 石 名 称

……
矿 物物 乙 O

` “
(% )))

序序序序序序 矿物 粒 度度度
((((((((((( 毫米 )))))

lllll
444 1 0 5 5中段段 块 止氏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

{{{
磁铁矿

……
O

。

2一 1
。

0 000 3
。

3 222
CCCCC F 5 1一 111 8 穿穿穿穿穿穿

22222 C F 5 4一 111 10 5 5中段段
`

块状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石 磁铁矿矿 0
。

3一 0
。

5 000 4
。

0 777

4444444 穿穿穿穿穿穿
33333 C F 5 4一 222

_

且D5 5中段段 中等浸染条带状磁铁矿型矿石石 磁铁矿矿 0
。

0 3一 O
。

1 000 3
。

6 333

4444444 穿穿穿穿穿穿
44444 C F 5 4一 333 1 0 6 5中段段 中等浸染条带状蛇纹石磁铁铁 磁铁矿矿矿 4

。

0 111

4444444穿 ::: 矿型矿石石石石石
55555 7 9 T 3 333 1 0 5 5中段段 中等浸染蛇纹石磁铁矿型型型 3

。

1 444

5555555穿穿 矿石石石石
66666 7 3 T 3 444 10 5 5中段段 中等浸染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石 磁铁矿矿 > O

。

1 000 2
。

0 888

5555555穿穿穿穿穿穿
77777 7 9 T 3 666 1 0 5 5中段段 中等浸染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 …磁铁矿矿

0
。

王一 O
。

4 000 4
.

0 111

5555555穿穿穿 0
。

1一 O
。

5 00000

88888 C F 1 3一 l aaa 1 0 5 5中段段 中等浸染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石 磁铁矿矿矿 3
。

1 555

5555555穿穿穿穿穿穿
`̀

ggg C F 5 3一 111 1 0 5 5中段段 块状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石 磁铁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6666666穿

’
`̀̀̀

> 0
。

0 333 3
。

5 000

111 000 C F 5 3一 222 1 0 5息中段段 中等浸染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石 磁铁矿
---

0
。

0 2一 0
。

1 000 3
。

0 777

6666666穿穿穿穿穿穿
111大大 C 玉

’

5 3一 333 1 0 5 5中段段
」

中等浸染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石 磁、
一

}

岁儡粽粽
3

。

1 333

CCCCC F l l一 l aaa 6穿穿穿 磁铁犷厄
.

0 1一 0
.

6000 2
。

0 222

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铁矿…> 。
.

1。。。

111 22222 1 0 5 5中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1111111 穿穿 蛇纹石绿泥石闪石岩岩岩岩
「「

1333 C F 5 2一 111 1 0 5 5中段段 块状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石 磁铁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7777777 穿穿穿穿穿 3

。

0 999

,,

1 444 C F 5 666 1 0 8 5中段段 不规则浸染状蛇纹石磁磁 磁铁矿矿 > O
。

1 000 3
。

9 333

1111111 8进进 铁矿型矿石石石石石
、、

巧巧
气

C F 5 5一 111 1 0 5 5中中 中等浸染状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石磁铁矿矿 0
。

0 5一 0
。

1 000 2
。

3 888

段段段段新 2穿穿穿穿穿穿
CCC F 5 5一 222 1 0 5 5中中中 磁铁矿矿 0

。

0 3一 O
。

1 000

段段段新 2穿穿穿穿穿

介OnUù日ù夕磁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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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5中
段新 2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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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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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丈 另之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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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产
归
声

八 八 仃 } 。 一 任 0

{ }一一一
-

}
一

二土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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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一一

n石一n乙一00一9曰ǹ一qo一土一O“
Jù
任一左ù一庄
小一二d

|泊尸|一!日一
l

ó

曰
.

1 8 C F 5 8一 1
1 0 8 5中
段 4进

中等浸染状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 磁铁矿 0 3一 O
。

1

C F 5 8一 3
1 0 8 5中
段 4进

块状蛇纹石磁 铁矿型矿石 磁铁矿
。

2一 O
。

5

C F 5 9
1 0 8 5中
段 8进

块状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 磁铁石
。

2一 2
。

0

八汀一nU一1
.一ql一

块状蛇纹石磁铁矿型矿石
磁铁矿

…
。

一
进中

l
公9口八石,上

10段
一

曰了L0FC9口

。 。

…。
二

品
一 ,

t
1
085 中 ! 公、 、 、 二 , ha 。 。 、 , 二

{
。 、 引

“ } 七
二 口 l

—
` } 哄几 1。 、

干仁 l 刁丈似、 爪 0之长 4刁 似诵戈入翎 二」三 甘 门刁 JI J泌下夕冤 1护 l

_
匕一一一口 扒

上 `
迈 } L- 一

~

}
0

。

0 5一 1
。

0 4
。

0 3

2 3 7 9 0一 0 3 2 4 0 5孔 硫化物碳酸盐磁铁矿型矿石 磁铁矿…

行了一O乙,口一gd
孟侠一,工

…一…一|2 4

…
2 5

…
三

7 9 0一 0 7 地 表
约 6线

含磁铁矿团块铁白云岩 磁铁矿 0
。

1一 2
。

0

C F 1 7一 1 2 7 0 2孔 硫化物磁铁矿白云岩 磁铁矿 0
。

0 3一 0
。

5

一 1
2 7 0 2孔

…
中等浸染状碳酸盐磁铁矿型矿石

_

巨
铁矿

}
_

仇 2
刊出

卜
·

问题
。

现将 铜厂磁铁矿与北大地质系及 有关资料列入 表 5 ,

表 5表明
:

产于火成岩的铁矿床

( 包括侵入岩与火山岩类 )
,

如河北黑山
、

矾山和安徽罗河以 及新疆磁海等
,

磁铁矿的各值

总的变化范围为 十 2
。

2一 十 6
.

6肠
,

变化幅度仅为 2一 3%
,

国外的某些铁
、

铜矿床中磁铁矿的

各值一般为 + 1一 十 4肠 ; 产于海相沉积地层中 的铁矿床
,

如河北龙烟
、

新疆莫托沙拉
、

陕西

大西沟
,

大部分为赤铁矿和菱铁矿
,

由于两者与海水之间的氧同位素分馏行为不同
,

故氧同位

素组成也就不同
,

若考虑变质作用
,

原来的含氧化物
、

碳酸盐或者硅酸盐的沉积层经变质产

生的混合成因磁铁矿氧同位素组成的范围可以为 十 2
。

9一 十 7
。

1肠
。

产于震旦亚界长城系串岭

沟组中的河北龙烟铁矿五个磁铁矿 样品 乙O
` “
为 十 1

.

5一 + 4
.

4%
。

铜厂铁矿与产于火成岩接

触交代带的铁矿床比较
,

如福建阳山
、

潘 田
,

内蒙古黄岗
,

河北小立沟
,

磁铁矿氧同位素组成

一般分为两组
:
各值高组为 十 1

.

5一 十 4
.

2肠 ; 乙值低组为 一 1
。

7一 + 1
。

0%变化范围较大
。

铜厂

磁铁矿氧同位素组成没有负值
,

变化范围也不大
,

这与接触交代型铁矿不相同
。

铜厂磁铁矿与

产于火山一沉积地层 中的铁矿床比较
,

则有类似之处
。

例如澳大利亚哈默斯利沉积铁矿床最

厚的铁矿层布罗克曼铁矿组底部铁矿层 中所作的磁铁矿氧同位素 乙O ` “

值为 。 一 + 5 肠
,

与

铜厂铁矿相似
。

从铜厂铁矿具层状构造这一特点看
,

不象与岩浆岩有关的矿床 ; 另外从铜厂

所处的岩相古地理环境来看
,

有必要考虑古火山带来铁质的因素
。

实际上
,

铜厂铁矿磁铁矿

石0
` .
值也接近火成岩成因的磁铁矿

。

铜厂磁铁矿氧同位素的组成
,

既接近于火山一沉积地



层中的铁犷成因
,

又相似于火成岩 (这里指的是火山岩 )成因
,

发带出
,

在一定的海盆沉积下来
,

形成了正常时海相沉积层
,

这说明铁质在海底由古火山映
。 姗矿层在后期又遭受过变

质作用的活化改造
,

但未明显见到有新的物质带入
。

由于以上的演化过程
,

致使磁铁矿氧同

位素具火山一沉积与火山成因的双重特点
。

表 5 几种不同类型铁矿床 中磁铁矿氧同位素组成对 比表

一

亘习三二二三下一 {盈压竺爵塑)二鱼三三巫二
声二 卜涂半 { 黑山 ( 河北 ) } 16 }

* 2
.

2一
十 4

.

9 }

体 中的铁矿床
+ 2

。

4一
+ 5

十 2
。

6一
+ 5

包括侵入岩 与
2 1 {

.

而一

…

。

3一
十 6

火山岩类 ) 低组
-

高组
十

O
。

连一
+ O

。

8

1
.

7一
+ 3

。

7

潘 田 ( 福建 )
…矽卡岩 中铁矿石
, + 1

。

8一
+ 3

。

2

我国若干铁矿床的

氧同位素研究

北京大学地质系

( 1 9 7 9 )

产于接触交

小立沟 ( 河北 )

代带铁矿床

}
、

石英磁铁矿石

1\卫生里二卫生旦
{

一

3
。

7一
一

7
。

吕

产于海相沉积地
层中的铁矿床

黄 岗 ( 内蒙古 )

龙烟 ( 河北 )

’

低组
一

1
.

7一
十 1

.

0
l d

一
之 r 官 闷 尸 n 八

— 博坚旦丝
, 旦二二兰些

+ 1
。

5一
+ 。

4 4

哈默斯利 ( 澳大利亚 ) O一 +5
。

O 氢氧同位素地球化
学

,

丁
1

涕平 ( 1 9 8 0 )

领厂 ( 陕西 ) 2 6 + 1
,

3 2一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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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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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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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8/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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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 0 8 5中段磁铁矿 乙O
` “

肠

值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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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O
` “

肠值变化图



河南老龙泉超基性岩体地质特征及

空心豆状构造铬铁矿矿石成因

漆丹志 黄子荣

( 河 南省地质局 )

老龙泉超基性岩体位于河南桐柏 山北麓
,

大河公社老龙泉村
。

该地处于秦岭东西复杂构

造带东段南支
,

彭家寨倒转背斜北翼
,

属桐柏双山一大河超基性岩带中的一个岩体
。

岩体侵位

于早古生代大河组蔡家湾段 ( P
z , dh

“
) 地层中

。

该区超基性岩 带沿桐 ( 柏 ) 一商 ( 城 ) 大

断裂带分布
,

或称豫南古板块构造缝合线
。

据河南省地质局区测队 〔 1 〕
、

原地质八队 〔 2 〕资

料
,

在该区先后发现超基性岩体 1 04 个
。

按岩体出露位置 划分为南
、

北两个 亚带
:

北亚带西

起双山
,

东至瓦屋庄
,

长 25 公里
,

宽 2一 3公里
。

包括的主要岩体有
:

双山
、

大山庄
、

罗沟
、

柳树庄
、

上瓦屋庄
、

台子庄
、

南冲和瓦屋庄等 18 个超基性岩体 , 其规模最大者长 6 8 0。米
,

宽

20 一 4 50 米
,

最小者长 1 00 余米
,

宽 50 余米
。

岩体形态呈细长条状
,

侵位于下古生界弧山头组

( zP
,

.s) 斜长角闪片岩
、

角闪片麻岩中
。

岩体走向为北西 3 0。
’ ;
南亚带位于北亚带之南 2一 3

公里
。

西起龙盘咀
,

东至大岭南
,

长 22 公里
,

宽 1一 2公里
。

包括的主要岩体有
:
龙盘咀

、

祖

师顶
、

老龙泉
、

八亩沟
、

吴家湾
、

高庄和大岭南 才评个 岩体
。

其规模一 般较小
,

最大 者长

50 0一 8 00 米
,

最小者几米一几十米 ( 图 1 )
。

超挂性岩体大多呈群出现
、

线状分布
,

侵位于

三
、

结 语

根据文中所述硫
、

氧同位素资料
,

即硫
、

氧同位素的组成及来源
,

对于铜厂这种类型铁

矿床的成矿机理
,

我们拟提出 “ 火山一沉积变质层 状铁矿床
” 的 观点

,

以供 讨论
,

不 妥之

处
,

诚望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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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南地质科技情报
,

第2期 ( 增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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