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 太白维山矿田地质略图 (据张德佑,1989)

Kz.新生界;J3z.侏罗系上统张家口组;J3b.侏罗系上统白旗组;J3h.侏罗系上统后城组;C.石炭系;

O.奥陶系;∈-寒武系;Ch-Qn.长城系-青白口系;W5.五台群变质岩;δo2.变质石英闪长岩;λπ5.石

英斑岩;γ.花岗岩;1.正断层;2.逆断层

类断裂的主活动时代为燕山运动时期,是晚侏罗世

晚期或早白垩世时期的产物;而靠近盆地外缘的断

层为正断层,断层切割了寒武纪、奥陶纪地层,显

示了中生代仰冲,新生代下滑的特点。

2.3 岩浆岩

区内主要发育晚侏罗世早期的白旗期和张家口

期陆相火山岩。白旗期主要为中 (基)性-中酸性

偏碱性安粗岩类和粗面岩;张家口期主要以酸性流

纹质火山岩为主 (李兆龙等,1992年),主要为火

山碎屑岩,说明形成火山岩的岩浆富含挥发份。矿

体侵入于火山岩中,说明成矿时代为白旗期火山活

动与张家口期火山活动期间。
区内中深成侵入岩主要花岗岩。浅成、超浅成

岩浆岩主要有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并以石英斑岩

为主,二者形成时代相同,均侵入于白旗期和张家

口期火山岩中。矿区的 NW 端深部出露碱性长石

英斑岩,在其旁侧分布系列排列的角砾状石英斑

岩,成矿物质及熔岩物质呈胶结物对角砾进行胶

结。石英斑岩、碱性长石石英斑岩和隐爆角砾岩均

被细粒石英斑岩岩脉穿插。矿区的侵入岩岩性特征

和穿插关系说明区内在燕山期有两次以上岩浆

活动。

3 矿床地质特征

支家地银矿产于支家地石英斑岩体边部的隐爆

角砾岩中,受隐爆角砾岩体及断裂构造控制。根据

各个矿体构造体系、控矿岩体、空间展布、矿石类

型、矿物组合、蚀变类型、围岩蚀变等特征将该矿

区矿体划分为隐爆角砾岩型和断裂热液充填型两种

主要类型 (武俊厚,2009;袁见齐等,1985;肖秀

梅,1992;覃娴瑟,2010)。

3.1 隐爆角砾岩型矿体主要特征

该类矿体主要分布于矿区中部,呈北西西-南
东东展布,同时受石英斑岩与凝灰角砾岩接触带控

制。矿体沿NW方向分布在走向NW、倾向NE和

SW的两组断裂热液充填型矿体中间。空间分布具

有等距性。
(1)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长石 (钾长石为

主,少量斜长石)、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黄

铜矿、方解石、白云石等,次要矿物包括白云母、
绢云母、黑云母、绿泥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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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的结构构造主要有自形-半自形粒状、他

形粒状、碎裂结构,角砾构造、浸染状构造及细脉

构造。隐爆角砾岩型矿体主要为角砾构造,角砾形

态多种;成分主要为石英斑岩、火山角砾岩、白云

岩和硫化物矿化角砾,角砾间充填方铅矿、闪锌矿

等硫化物。
(2)由矿体边缘向内部、由上至下,隐爆角砾

岩型矿体显示出矿化分带特点,其矿物组合也相应

显示了从上到下、由外到里为方铅矿-(铁)闪锌

矿-黄铜矿化的由较低温度到较高温度的变化、越

接近矿体中心,闪 锌 矿 含 量 增 多,并 可 出 现 黄

铜矿。
隐爆角砾岩型矿体显示构造空间上的变化,以

矿化最强处为中心,在中心处矿石以角砾构造为

主,角砾成份主要为石英斑岩,且角砾磨圆度较

高,向外角砾磨圆度下降,逐渐过渡至未发生位移

的碎裂角砾,并可出现凝灰角砾岩等其他岩性

角砾。

3.2 断裂热液充填型矿体主要特征

该类矿体总体走向为115°~125°,倾向SW、

NE,倾角65°~70°。其形态特征与隐爆角砾岩型

矿体有明显差别,主要为脉状、似层状,主要发育

细脉状、条带状、致密块状构造,显示了明显的热

液沿裂隙充填的特征,矿化主要硫化物为黄铁矿、
方铅矿、闪锌矿。

(1)矿物组成较简单,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

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银矿物少见。脉石

矿物为石英、钾长石、斜长石、方解石、白云石、
白云母、绢云母、黑云母、绿泥石等;

矿石的主要结构为自形-半自形粒状、碎裂结

构、交代港湾状结构,偶见他形粒状结构,以及黄

铜矿的乳滴结构,主要结构与隐爆角砾岩相似,该

类矿体发育致密块状、条带状、脉状、角砾状等构

造。与隐爆角砾岩型矿体相似,该类型矿体的金属

矿物也具有可以反映矿化次序、成矿环境等意义的

结构、构造。
(2)矿区 NW 端与SE端都有星点状黄铁矿

化,但SE端的黄铁矿相对自形程度高,且在硅化

作用较强烈的部位黄铁矿粒径自形程度更好;矿区

NW端的闪锌矿基本上都含乳滴状黄铜矿,SE端

则较少含乳滴状黄铜矿,观察到闪锌矿脉中闪锌矿

含乳滴黄铜矿,而脉壁的闪锌矿则不含黄铜矿,说

明含乳滴黄铜矿闪锌矿形成于较高温度环境;闪锌

矿多产在石英、绢云母、方解石较多的部位;矿区

中部的方铅矿主要呈脉状分布,溶蚀自形黄铁矿、
闪锌矿,并被石英、方解石等溶蚀,当发育方解

石、绢云母脉时,方铅矿的颗粒更大、更纯净;

NW端与SE端可见含杂质较多的方铅矿,它们溶

蚀闪锌矿,且被纯净的方铅矿溶蚀。

3.3 围岩蚀变分带

矿区的蚀变有钾化 (绢云母化)、硅化、黄铁

矿化、碳酸盐化,其中与矿化关系最密切的是硅

化、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
(1)硅化在石英斑岩、凝灰角砾岩中普遍发

育,而叠加在叶蜡石化之上的硅化与银、铅、锌矿

化关系密切,成正相关。
(2)绢云母化的分布范围很广,说明矿区有较

广泛的钾化,钾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元古代和太

古代变质岩中出现的钾长石化。
(3)黄铁矿化多发育在断层破碎带内及石英斑

岩体内,在凝灰角砾岩中也有呈稀疏浸染状的黄铁

矿化。早期的黄铁矿化与银、铅、锌无直接关系,
但可作为一种找矿标志。多金属硫成矿期的黄铁矿

化与银、铅、锌有关联。
(4)碳酸盐化多发生在矿体中,以方解石化为

主,但脉状方解石并不发育,在局部矿体内部出现

少量延伸很短、宽度小于10cm的方解石脉,显示

其蚀变程度较弱的特点。

4 找矿标志

(1)岩石标志:该矿床的形成与该区晚期火山

活动的火山岩与后期的热液有关,这些火山岩主要

为石英斑岩。所以岩石找矿标志主要表现为与火山

通道、多期次的火山活动形成的碎裂石英斑岩、石

英斑岩质角砾岩。
(2)构造标志:环状或放射状断裂,当其中有

次火山岩发育时,说明它与火山通道相通,它就具

有成矿热液来源的条件,特别是含有石英斑岩质角

砾岩的断裂带,具多次活动及储矿条件,是找矿的

良好标志。
(3)矿化及蚀变标志:矿区的蚀变有钾化 (绢

云母化)、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其中,与

矿化关系最密切的是硅化、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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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区出现以上蚀变标志说明可能在蚀变的边部

或者深部有较好的找矿潜力。
(4)地球化学标志:矿区 As、Sb、Cu、Pb、

Zn、Cr、Au、Mo的高异常;轻、重稀土明显的

分馏,轻度δCe负异常,中度δEu异常的岩石出

露区均为良好的找矿区块。

5 矿床成因

该矿床成因主要概括为以下两点:
(1)火山活动形成太白维山破火山口以及相应

的火成岩,在火山活动初期由于岩浆上侵形成穹窿

和张性的断裂,岩浆通过这些裂隙喷发到地表形成

火山岩。由于岩浆喷发导致深部压力减小,上部岩

石在重力作用下下陷,形成一系列线状及环状构

造。火山活动的晚期,在破火山口的外围由于岩浆

侵入将火山通道堵塞,地下气液聚集,压力增大,
最终形成爆破角砾岩带,为矿液的迁移和储集成矿

提供了有利场所。
(2)破火山口深部岩浆的存在和上升,产生热

量,使火山后期成矿热液和地层水产生环流,在基

底地层及火山岩中溶解成矿元素,使之成为富矿热

液,在近地表条件下,由于压力和温度降低在角砾

岩带以及裂隙带沉淀成矿富集。
综上所述,支家地银铅锌矿床为与火山岩-次

火山岩有关的浅成中低温热液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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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琼河坝地区斑岩铜矿成矿潜力探讨

王瑞美,刘建朝,张海东,王得权,郑利宏

(长安大学资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琼河坝地区位于东准噶尔北塔山—纸房—琼河

坝岛弧带东段,该岛弧带是东准噶尔地区非常重要

的成矿带,也是中亚地区很重要的斑岩型矿床成矿

带之一。近年来随着地质工作的较深入进展在该地

区发现了蒙西、和尔赛、琼河坝、桑南、铜华岭、
赛北等铜矿 (化)点,显示具有较好的成矿潜力。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目前为止,在琼河

坝地区先后开展过1∶5万地质填图和相配备探槽、
化探扫面、磁法、电法、重力等工作,并且进行了

上万米的钻探验证,但结果并不理想,没有发现工

业斑岩铜矿体。那么,琼河坝地区不具有形成大型

或有工业价值的斑岩铜矿的地质条件还是该地区的

研究程度太低? 笔者通过蒙西斑岩铜矿地质特征描

述及与典型的斑岩型铜床进行对比来探讨一下琼河

坝地区斑岩铜矿的成矿潜力。

1 蒙西斑岩铜矿地质特征

蒙西铜矿位于琼河坝矿集区东北部,距离中蒙

边境约4km,是琼河坝地区很有潜力的斑岩型矿

床之一 (图1)。

1.1 地层特征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中-上奥陶统荒草坡群

(O2-3hcq)和下石炭统黑山头组下段 (C1h1),东

南边大部被第四系覆盖,只零星出露少量地层。荒

草坡群主要的岩性为变质晶屑凝灰岩、变质凝灰质

砂岩、闪长玢岩、粉砂质泥岩和石英角岩,是主要

的含矿岩石。对钻孔的岩芯进行编录,可见凝灰岩

中发育大量碳酸岩脉、石英脉及少量的钾长石脉,
多沿裂隙分布,脉体之间相互穿插。矿化主要以黄

铁矿和黄铜矿为主,分为浸染状、细脉状及沿碳酸

岩脉和石英脉边部分布3种类型,另可见少量磁铁

矿化,该地区存在多期成矿作用。黑山头组下段主

要的岩性为凝灰岩、英安岩和流纹岩等,没有蚀变

和矿化。

1.2 侵入岩特征

矿区出露的侵入岩主要为花岗斑岩,肉红色,
表面风化颜色为浅黄色,斑状结构,侵位于中-上
奥陶统荒草坡群,是最主要的含矿岩石。在地表发

育大量钾长石脉和石英脉,局部见有沿裂隙呈薄膜

状分布的铜蓝和硫化物蚀变形成的黄钾铁矾,在岩

体与凝灰岩的接触带附近绢云母化发育。钻孔岩体

中发育大量石英脉,矿化以浸染状、小细脉状黄铁

矿和黄铜矿为主。矿区花岗斑岩均为钙碱性系列岩

石,具轻稀土富集重稀土相对亏损的特征,形成于

大陆岛弧环境 (屈迅等,2009;王军等,2010)。

1.3 构造特征

矿区构造以断裂为主,存在NW 断裂带F1和

F2被NE断层F3错断,其中F1和F2断裂带分别

位于斑岩体南北两侧,为压扭性断裂深大断裂,控

制着斑岩体的产出,是矿区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

1.4 蚀变分带特征

蒙西斑岩铜矿具有很好的蚀变分带性 (屈迅

等,2009;王军等,2010;梁广林等,2010;肖鸿

等,2010),笔者通过野外调研将矿化蚀变分为3
个带,以岩体为中心向外依次为钾化带、石英-绢云

 收稿日期:2012-10-20
 作者简介:王瑞美 (1987-),男,长安大学在读研究生,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E-mail:71444266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