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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枚岩中
,

黄铜矿呈细粒浸染状形成较稳定的铜矿体
,

细脉状黄铜矿又在浸染状铜矿体中洽

微细裂隙穿插
,

局部形成稠密浸染一块状矿石
。

按成矿的先后顺序
,

具以下 规 律
:

矿 源 层

( 碧玉蚀变千枚岩 ) 一浸染状铜矿一块状铜矿
,

反映铜矿的形成分为两期
,

第一期形成浸染

状铜矿
,

第二期形成稠密脉状一块状铜矿
,

这一现象在铜矿石中可明显见到
, ②黄铜矿呈细

脉状嵌入 V号铁矿体的节理裂隙中形成铁铜矿体
,

并只局限于铁矿体的下部接近铜矿体或碧

玉蚀变千枚岩处 , ③含铜碧玉在千枚岩中形成细小的条带
,

组成含铜碧玉千枚岩
,

这说明顺

层贯入成矿不能完全排除
。

当然
,

在顺 层贯入中也存在交代作用
,

可形成浸染状矿石
,

但其

品位贫于含铜碧玉
; ④经近年有关实验证明

,

铜的富集地段一般在火山喷发活动间歇期

—富铜的火山高温气液渗透
、

穿插
、

运行 至间歇界面成矿
,

同时发生硅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

化和碳酸盐化等热液蚀变
。

桦树沟铜矿赋于第一和第三岩层之间
,

正是火山喷发不稳定的阶

段
,

亦是较明显的火 山喷发阶段
,

对成矿有利
。

( 三 ) 铁
、

铜二者的关系
,

在讨论铜矿床成因的同时
,

不可能不涉及到铁矿 问题
,

对 于

铁矿 以往讨论较 多
,

这里只说明以下两点
:

①铁铜矿床均产于同一 构 造 位 置
,

含矿岩成一

系
、

矿体产状和矿石构造均具有相同特征
,

因此二者的成因应基本一致
。

②铁
、

铜矿共同构

铁铜矿带
,

位于第一和第三岩层之间
,

同与火山间歇有关
。

③黄铜矿呈细脉穿插入 V号铁矿

体的节理裂隙中
,

说明铜矿较铁矿富集时期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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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料
·

我国首次在碱性岩区发现新型金矿

世界传统的找金理论
,

将碱性岩地区找金列为禁区
,

以前也确实无一例金矿在碱性岩区发现
。

但 最近

在山东省平 邑县归来庄碱性岩分布区发现了大型金矿
,

从而在国际金矿找矿史上开辟了新的领域
,

也 为我

国在类似地区寻找金矿寻得了依据
,

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

该新型金矿称为
“
归来式

”
金

矿
,

现已将其同塔北
、

南海两油气田的发现一起列为我国近年找矿史上的三大重大发现
。

该矿床是山东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程师朱锡元经三年多的艰苦探索以及在科研
、

化验部门的配 合下

得到确证的
。

矿床属构造引爆蚀变角砾岩型大金矿
,

黄金储量30 吨左右
、

潜在经济价值约 15 亿元
。

( 据山 东省地质科技情报 1 9 9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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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仁荟任任淆兴旨荟奋层层洲匀荟 C心沁刽 层荟若恰怪任

.

层任心沁钊刹备层匕层任 奋怪行奋层怪怪 e 任奋号层心沁洲到旨层奋偌层层层怪任怪庵洲旨荟若怪层层 C层 C层荟层层 e 怪层 C荟 C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