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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公婆泉地区铁铜矿床类型及成矿条件分析

唐 治 乾

( 甘肃省有 色地质勘查局 第四地质队 )

摘要 公婆泉地区位于甘肃北山褶皱带
、

公婆泉环形构造西南部
。

区内矿床 ( 点 )受环形构造 控

制
,

大多呈环形或弧形分布
。

矿床类型众多
,

主要有斑岩型铜矿
、

石英脉型铜矿
、

火山热液一沉

积型铁矿及火山一热液型铜矿等乙 与成矿有关的地层 ( 岩体 ) 主要为华力西早期的陆 相 次 火 山

岩
,

华力西中期的花岗闪长岩
,

以及早石炭世和二叠纪的产物
。

因此
,

围绕古火山 口的环形构造

是寻找铜铁矿床的重要标志
。

关健词 甘肃北山
,

环状构造
,

铁铜矿床类型
,

围岩蚀变

公婆泉地区是甘肃北山重要的铜铁成矿区
,

矿床类型以斑岩铜矿为主
。

如公婆泉铜矿床

主要为铜矿
、

铁铜矿共生矿床
,

其次为石英脉型铜矿
。

作者曾在该区进行地质普查和综合研

究工作多年
,

积累了一些资料
,

现撰写成文
,

意在与同行磋商探讨
。

1 区域地质概况

公婆泉地区
,

系指东到夹山
、

南至大 口子
、

北达三道明水西北梁
、

西到同昌 口所属范围

以内
,

已知有中型铜矿床 1 处
,

铜矿点 15 处
,

铁矿点 3 处
,

是一个找铜的远景 区
。

该区大地构造位置 ( 图 1 )
,

为北 山褶皱系加 里东马鬃山地背斜褶皱带中公婆泉环形构

造
、

马鬃 山弧形构造
。

经历了加里东
、

华力西等期造山运动
。

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上志留统

公婆泉群
,

局部为下石炭统柳园组和上二叠统
,

大多为火 山一沉积岩系
。

中上志留统公婆泉群
,

主要分布在公婆泉铜矿 1 矿区和 2 矿区
。

由角闪安山扮岩
、

石英

粗面岩
、

火山角砾岩
、

中基性凝灰熔岩等夹条带状大理岩和层状流纹斑岩
、

安山扮岩质 晶屑

玻屑凝灰岩组成
。

大理岩中产异常星孔珊瑚等化石
。

下 石 炭 统 柳 园组
,

分布在马鬃山西南

部外缘
,

出露面积较小
。

由砂板岩
、

砂质灰岩
、

砾岩及中酸性火山岩组成
,

产海相动物化石
。

沿走向岩性变化较大
。

上二叠统
,

出露面积极小
,

与下石炭统柳园组为不整合接触
,

主要由

砂砾岩
、

杳仁状玄武岩
、

辉石安山岩和大理岩等组成
。

华力西期侵入岩 比较发育
。

华力西早期主要是浅成一超浅成侵入体
,

如次安斑岩
、

花岗

闪长斑岩
,

一般规模较小
,

常是斑岩铜矿的成矿母岩
。

华力西中期侵入岩特别发育
,

组成马

鬃山弧形构造的主体
,

出露面积 占 2 3/ 以上
。

如黑石 山南闪长岩体
,

侵入于中上志留统公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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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公婆泉地区地质图

1
.

第四系
; 2

.

第三系砂岩
;3

.

上侏罗统一下白坚统砂岩
;4

.

石炭系 火山岩
;5

.

中上志留统中
、

酸性火山岩
; 6

.

花岗

岩 ;了
.

闪长岩 :8
.

辉 长岩
;9

.

铜矿床
;0 1

.

铁矿床
;1 1

.

断层
;1 2

.

向斜轴
;13

.

地质界线
;4 1

.

沉积不整 合

泉群
,

产状为岩株
, 红柳沟一尖山花岗闪长岩体

,

面积达数百 k o
Z ,

产状为岩基
,

其中见有

中上志留统公婆泉群捕虏体
。

部分地段侵入于下石炭统柳园组和中上志留统公婆泉群中
。

岩

体围岩发生混合岩化
,

可见条带状
、

条痕状
、

云雾状混合岩
。

岩体与围岩界线为渐变关系
。

2 矿床 ( 点 ) 类型及主要地质特征

公婆泉地区的铁铜矿床 ( 点 ) 较多
,

主要为产于华力西早期陆相次火 山岩 中的斑岩型铜

矿
、

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岩中的石英脉型铜矿
、

下石炭统及上二叠统中的火山热液一沉积型

铁铜矿床
。

2
.

1 产于华力西早期陆相次火 山岩中的斑岩铜矿
一 `

以公婆泉铜矿 1 矿区为例
,

为一中型斑岩铜矿及小型铁矿床
。

矿区大致成北东一东西半

环状的火山口构造
,

次英安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等次火山岩体和矿体群皆呈北东一东西的半

环形分布 ; 主要工业矿体产于次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
火山 口旁侧 l钩火山管追

.

:

}
「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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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矿体产于斑岩体的 围岩中
;

如火 山角砾岩
、

安山岩
、

气孔发育的石英粗面岩等
。

上述灭山

碎屑岩
、

熔岩沿火山口周边分布
,

花岗斑岩脉
、

闪长岩脉呈放射状或海星状
。

火山口的环 状

构造
,

既制约着 1 矿区矿体群大致成半环状展布
,

如 20 3号为弧形矿体
、

21 5号为环形矿体
,

又在火 山口构造部位常出现筒状扩体
。

矿区的磁异常以及 C u 、

A g
、

P b 等化探原生晕
,

也大

致沿古火 山口周边分布
。

1 矿区的斑岩铜矿主要产于次英安斑岩 和花岗闪长斑岩中
,

K
一
A r 法测定年龄为 3 40 M

a ,

为华力西早期少部分矿体产于斑岩体的围岩中
。

以 1 1 0矿体最为典型
,

其矿床 地 质 特征是
:

矿

体产 于华力西早期次英安斑岩中
。

次英安斑岩体产状为岩颈
,

走 向 3 3 0
。 ,

倾向南西
,

倾 角 7 5
。 ,

上下盘皆为辉长岩
,

属断层接触
,

可见辉长岩脉穿 插 其中
,

其西部与安山岩
、

石英粗 面 岩

皆为 断层接触
。

地表出露长 5 00 m
,

宽约 1 00 。一 2 00 m
。

岩石为黑色
,

斑状结构
,

块状构造
,

斑晶由斜 长石
、

角闪石
、

黑云母
、

石英组成
; 基质呈霏细结构

,

由黑云母
、

钾长石 及 少 量 石

英组成
。

该矿体位于次英安斑岩体中部
,

矿体外形大致成筒状
,

矿石矿物 以黄铜矿
、

斑铜矿

为主
,

辉铜矿
、

铜蓝
、

孔雀石次之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钾长石
、

绢云母等
。

矿石构造呈细脉

浸染状和稠密浸染状
。

铜平均品位为 1
.

2%
,

最高达 10 %
。

2
.

2 产于华力西中期花 岗闪长岩 中的石英脉型铜矿

该 区花岗闪长岩出露 面积最广
,

组成马鬃山脉主体
。

其中常有酸性一中性岩脉侵入
,

受

东西向断裂控制
,

且常有钾质花岗岩注入
。

含铜石英脉群
,

单体长几米 到 1 00 m 以上
,

厚数

厘米到 l m 以上
,

含 C u 0
.

1 %一 0
.

5%
。

2
.

3 产于下石炭统柳园组的火山热液一沉积铁矿

这类铁矿有 2 处
,

如红星 山铁矿
,

围岩为片理化发育的绢 云母片岩及大理岩
,

磁铁矿薄

层十余条
,

每层厚 0
.

Zm一 0
.

8 m
,

矿体与围岩呈整合关系
。

金属矿物为磁铁矿
、

黄铁矿
、

褐铁

矿和少量孔雀石
,

从采坑观察到黄铁矿有向下增多的趋势
。

矿石为致密块状
,

据采样 分析
,

T F e

平均在 5 0% 以上
,

C u 一般为 2 0 0 (
x 2 0 一 6

) 一 3 0 0 ( x 1 0
一 。

)
。

2
.

4 产于下二盈统的火山热液一沉积铜矿

这类矿点有 3 处
,

以贾不泉铜矿为例
,

主要和中一基性火 山岩有关
。

矿体产于辉石安山

岩中
, .

巨断续有矽卡岩化
,

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
,

走向北西
,

倾向北东
,

倾角 7 0
。 ,

矿 化带

断续长约 1 k m
。

单个矿体长儿十米到一百余米
,

厚几十厘米到十余米
。

金属矿物以磁铁矿
、

黄铜矿
、

赤铁矿和黄铁矿为主
。

地表褐铁矿
、

孔雀石发育
,

形成黄褐色铁帽
。

据 采 样 分 析

C u 0
.

5%一 1 %
,

T F e 1 5%一 2 0 %
,

Z n 0
.

2%一 1 0%
。

3 成矿条件分析

3
.

, 构造

从 1 : 5。万或 1 : 20 万地质 图上可看出 (图 2 )
,

公婆泉地区为直径约 72 k m的环形构造
,

是一断陷盆地
。

它制约着矿床 ( 点 ) 沿环形构造的边部分布
,

如环形构造自西而南有公婆泉

铜矿 1 矿区
、

2 矿区
、 3 矿 区

、

红柳沟铜矿等
,

同时还制约矿床
、

矿体的空间分布
。

又如公婆

泉铜犷 1 护区就是直径为约 1
.

2k m环状古火山 口构造
。

在更小的范围内
,

还有 20 3号 等 弧 形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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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2 环状构造与次火山岩体
、

矿体关系圈

1
.

花岗闪长斑岩
; 2

.

次英安斑岩
; 3

.

矿体
; 4

.

断层及编号

体及 2 15 号环状矿体
。

3
.

2 倪入岩

3
.

2
.

1 公婆泉地区 的斑岩成矿 带
:

位于北 山加里东地背斜内
,

火 山岩系发育
,

有安山 岩 建

造 及 陆 相 次火山岩 ( 斑岩 ) 建造
。

马鬃山一公婆泉一带
,

酸性岩体出露面积广
,

属多期
、

多阶段
、

多成因的复式岩体
,

岩性复杂
。

成矿斑岩种类较多
,

一般规模较小
,

出露面积多在

1 k m
“
以下

,

如公婆泉铜矿 1 矿区的次英安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3 矿区的细粒闪 长岩

、

角

闪辉长岩等都是成矿母岩
,

常产较大的工业矿体
。

该区是进一步寻找斑岩铜矿的有利地段
。

3
,

2
.

2 侵入体 定位与地层的关系
:

公婆泉铜矿 1 矿 区 已找到斑岩铜矿
, 2 矿区及 3矿 区 也

具备我斑岩铜矿的地质条件
。

已发现的斑岩铜矿多数定位于中上志留统公婆泉群
,

其原 因是

中上志留统公婆泉群中铜的丰度较高
,

如火山角砾岩 85 ( 丫 1。 ~ 。
)

、

石 英粗面岩 7 5( 又 1 0
一 “

)
、

次英安斑岩 8 5 ( x 1 0一 )
、

花岗闪长斑岩 1 0 0 ( x 1 0 一 “
)

、

细粒闪长岩 1 1 0 ( x 1 0
一 “

)
,

均 高出地

壳丰度平均值
,

起到了矿源层的作用
。

铜元素参与活化一迁移一富集成矿
,

故围岩中的铜
,

也是

成矿物质来源之一
;

.

又据公婆泉铜矿 1 矿区黄铁矿
、

黄铜矿等硫同位素测定
,

说 明成矿物质来

自上地慢
。

可见本区成矿物质具有多来源的特点
,

为形成该区富铜矿提供了有利条件
。

队乳 3 围岩蚀 变
:

斑岩铜矿的围岩蚀变
、

构造
、

矿体常是三位一体
。

如公婆 泉 铜矿 1 矿区

的 11 。矿体
,

产于次英安斑岩中
。

自矿体向外
,

依次为黑云母一钾 长石带
,

黑绿色
,

绿 泥 石

化
,

黄铁矿和黄铜矿的 比例约为 2 : 1
。

钾长石呈细脉状注入
,

其范围基本与 矿体一致 , 石

朴英一绢云母化带
,

原岩的 C a
、

M g 被带出
,

长石在热液作用下产生水解
,

’

形成浅色 的 绢 云



3 8 西 北 地 质 第 1 2卷

母和石英
,

使原岩退色
,

称退色带
,

这种色异常
,

为本区明显的找矿标志
。

青盘岩化
,

黑绿

色
,

绿帘石成脉状
,

有方解石
、

绿泥石
、

黄铁矿等
。

在宏观上
,

有明显的颜色差别
:

黑云母

一钾长石带 ( 矿体为黑色 ) 和石英一绢云母带 ( 白色 )
,

是
“ 白包黑

”
的关系

,

近矿 因黄铁

矿 ( 褐铁矿 ) 增多
,

则递变为
“
黄包黑

”
的关系

。

3
.

2
.

4 本区斑岩铜矿的成矿模式
:
华力西早期陆相次火山岩

,

如次英安斑岩
、

花 岗 闪长斑

岩等
,

常产于古火 山 口 环 状构造的周边部
,

区域上的环状构造或弧形构造
,

制 约 着 矿 床

( 点 ) 的分布
。

矿床内的环形 ( 弧形 ) 控制矿体群和围岩蚀变的分布
。

围岩蚀变
,

矿体与围

岩是
“ 白包黑 ” 的关系

,

近矿 由于褐铁矿的增多
,

则递变为
“
黄包黑

”
的关系

。

3
.

3 产于华力西中期花 岗闪长岩 中的石英脉型铜矿

此类矿床主要受东西向或北东 向断裂控制
,

已知矿化点有 9 处
,

有进一步寻找金铜矿的

希望
。

河北黄太山一带的石英脉型铜矿
,

就具有一定的工业价值
。

3
.

4 部分铁铜共生矿床

该类矿床虽铁矿体规模小
,

但具工业价值
,

更重要的
,

它 是 找铜矿的标志
。

如公婆泉铜

矿 1 矿 区
,

共生铁矿可以利用
,

同时可综合利用的还有伴生组分银
、

稼等
。

部分铁铜矿化点
,

亦有相似特点
,

有较好的找铜前景
。

参 考 文 献

l 冶金工业部地质研究所
.

中国斑岩铜矿
.

科学出版社
, 19 8 4

2 郑明华
_

现代成矿学导价 重庆女学出 版社
.

1 9 88

,

科技消息
,

甘肃发现一新的金矿类型— 砷一金矿床

由甘肃省地矿局第 3 地质队发现并普查探勘的甘肃省评定砷
一

金矿床的总结报告
,

最近 已通过评审
。

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一种新的金矿类型
,

也是甘肃省发现的第 1个独立的岩金矿床
。

评定金矿床位于西 秦

岭南亚带白龙江复背斜北翼褶断带次级向斜翼部
。

含矿地层为中泥盆统下吾那组黑灰色泥质粉砂质板岩和

泥质灰岩
、

灰岩
,

夹少量凝灰质板岩
。

区内北西向走向断裂及其派生的近东西向断裂控制了矿田和矿体的

分布
。

区内见少量花岗闪长岩脉
。

硅化
、

碳酸盐化
、

粘土化
、

黄铁矿化和雌
、

雄黄矿化同金矿化关系密切
。

金矿岩石为角砾状次生石英岩
、

角砾状和碎裂状凝灰质板岩及少量泥灰岩
、

花岗闪长岩等
。

矿体 呈 透 镜

状
、

似层状
、

布主矿体长 30 o m 以上
,

延伸 2 00 m 以上
。

矿石矿物以雌黄
、

雄黄为主
,

次为黄铁矿
,

其他硫化 物

很少
。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

方解石及粘土类矿物
。

矿石含砷高
,

平均 6
.

62 % , A u 平均 n
.

6 2 x 10
一 6 。

矿石

中未发现可见金
,

仅在黄铁矿溶矿渣中见很少的 。
.

2卜一。
.

4协的自然金
。

试验证明金是以独立的次显微状自

然金出现于黄铁矿的裂隙和间隙
。

目前认为该矿床属中
、

低温热液微细浸染型砷
一

金矿床
。

( 甘肃省地犷局 第早终质队 谭光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