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成矿规律寻找隐伏矿床

不断扩大栖霞山矿区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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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山矿区
,

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中的重要矿区之一
。

矿区远景的扩大
,

是随

着地质认识上的进展取得的
。

五十年代
,

对

铅锌成矿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
,

以为裂隙控

制的中低温热液充填矿脉
,

规模不大
,

所以

没有找到具工业意义的原生矿
。

以后
,

根据

东部露头氧化矿深部有原生铅锌矿的线索
,

在黄龙组地层中找到了顺层产出的 厚 大 矿

体
。

到七十年代后期
,

运用层控理论进行成

矿预测
,

连续发现了几个隐伏矿体
。

近几年

来
,

在研究成矿规律的基础上
,

加深了对矿

区成矿规律与区域成矿规律关系的认识
,

找

矿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
。

一
、

应用层控理论总结成矿规律

栖霞山式多金属矿床
,

严格受海西一印

支构造层控制
。

海西一印支期
,

长江下游基

底隆起带
、

凹陷带和北东向
、

北西向活动性

大的断裂
,

为矿源聚集创造了有利的古地理

环境
。

矿源多沿海盆边缘聚集
,

往往处于沉

积相的过渡部位
。

构造层主要为碳 酸 盐 建

造
,

夹有多层含矿层
。

海西一印支期的含矿层
,

主要在沉积相

的过渡部位
,

有时在沉积间断面形 成 贫 矿

层
。

例如宁镇地区的四个含矿层有 以 下 特

征
: 1

.

从五通组顶部到船 山 组 下 段
,

bP
、

Z n
、

C u
、

M ll 的含量高于同类岩石平均含量

的几倍至几十倍
,

常见具生物碎屑结构的含

锰灰岩
、

粉砂状和草墓状黄铁矿层 ; 2
.

二叠

系除含有多层赤铁矿菱铁矿化层以外
,

还有

C u
、

bP
、

Z n 的硫化物层 ; 3
.

中下三叠统中
,

有含铜菱铁矿层
、

含铜黄铁矿层及其他硫化

物 ; 4
.

象山群下段砂砾岩中
,

沉积有黄铁矿

砂砾岩
,

含 A u 0
.

1~ 0
.

5 克 /吨
,

象山群与

石炭二叠系 不整合面 上还沉积 了铅锌 硫化

物层
。

这些含矿层
,

为热液叠加改造形成层

控矿床奠定了物质基础
。

含矿层既有碳酸盐

岩石
,

又有碎屑岩
,

经过多种地质作用的演

化
,

矿质多向碳酸盐岩性部位迁移
、

聚集
,

改造了原始含矿层
,

形成矿床
。

所以储矿层

几乎都是碳酸盐岩层
。

在宁镇成矿区 1 千多平方公里范围内
,

已知中酸性岩体 20 多个约 30 0 平方公里
,

它

是改造先期形成的含矿层的重要因素
。

岩浆

的热能促使了矿源层中的矿质活化
、

迁移
、

聚集
、

沉淀
,

同时含矿热液运移到 储 矿 层

中
,

形成具有明显叠加改造特点的
“

复合成

因
”
矿床

。

矿床多出现在控矿的点 (沉积矿

源点
、

褶皱转折点
、

断裂交叉点
、

岩体突出

点 ) 和面 (不整合面
、

假整合面
、

不同岩性

界面 ) 的复合部位
。

’

所以
,

矿床有规律地赋存在一定层位
,

具多层性
,

多沿层间断裂分布
,

主要顺碳酸

盐岩层产出
,

既有同生的特点
,

又有热液作

用的标志
,

是经过多期
、

多种地质作用形成

的层控矿床
。

二
、

建立成矿模式
,

开拓找矿思路

1
.

成矿层系模式

在长江下游地区
,

隆起构造和凹陷构造

控制着成矿区的分布
。

不同成矿区 虽 有 差

别
,

但是同一构造层的成矿地质环境
、

成矿

方式和矿化特征是基本类似的
。

因此
,

按构造

层把成矿沉积建造与成矿岩浆岩系列结合起

来
,

综合具有统一成矿过程
、

成因上有联系
、

时空上相关连的矿床组合成
“

成矿层系
” 。



加里东构造层成矿层系
,

是花岗岩类侵

入体与震旦系至志留系灰岩
、

砂页岩接触作

用成矿
,

形成斑岩型
、

矽卡岩型或层控型矿

床 ; 海西一印支构造层成矿层系
,

是石炭系

至三叠系的含矿层或矿源层
,

经过花 岗闪长

岩类侵人体和热液迭加改造作用
,

形成以层

控矿床为主的多类矿床
;
燕山构造层成矿层

系
,

主要是在火山盆地围绕火山作用成矿
。

按成矿层系综合建立的
“
概念模 式

” ` ,

对 指

导找矿是有意义的
。

特别是海西一印支构造

层成矿层系的建立
,

对寻找栖霞山式矿床起

到了一定作用
。

2
.

空间定位模式

栖霞山矿 区内虽未见岩体
,

但外围有中

酸性岩体和火 山岩
,

把矿区和宁镇地区联系
`

起来
。

综合分析控矿的
“

点
”
和

“
面

”
的诸

因素
,

看出栖霞山式的层控矿床与并他类型

的矿床
,

有一定
“

空间
”
上的关系

,

也有成因

上的联系
。

以岩体为中心
,

各种矿化类型赋

存于特定的位置
:

岩体内脉状
,

细脉浸染状

矿化一接触内带捕掳体中矿化一接触外带矽

卡岩中矿化一围岩中沉积一热液叠加改造矿

化、 围岩中热液脉状矿化一沉积矿化
。

这是

同一成矿层系的产物
,

是一整套矿床
。

把这

一系列矿化联结起来
,

组合成理想的空间定

位模型
,

可以对比找矿
。

3
.

一体多矿模式

把 栖霞山矿床与外围 其他 矿床 联系起

来
,

不仅在岩体周围有着多种矿化型式
,

而且

呈现多矿种
、

多层位
、

多矿带
,

显示
“

一体多

矿
,, 。

如伏牛山矿区
:

有 F e 、

C u
、

P b
、

Z n
、

A u
、

A g
、

M
O 、

S等矿种 ; 有层控矽卡岩 铜

矿体
、

层控含铜黄铁矿体
、

层控铅锌金银矿

体
、

层控菱铁矿体
,

热液脉状铅锌矿体
,

脉

状
、

细脉浸染状铜铂矿化
;
含矿层位有黄龙

组
、

栖霞组
、

青龙群
;
矿化组 合

、

矿 体 排

列
、

矿物共生
、

矿石建造
、

围岩蚀变
、

元素

含量等都有呈带状分布的特点
。

这种矿化模

式
,

成矿物质来 自岩层和岩浆热液
。

从现有

的资料分析
:

铜主要来自岩浆
,

铅锌主要来

自沉积岩层
。

此外
,

还建立了其它一些成矿模式
。

这

些模式开阔了找矿思路
。

经过实践
,

使一些

矿区远景扩大
,

取得了一定成效
。

三
、

运用规律找矿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研究成矿规律
,

建立成矿模式
,

可以深

化对规律性的认识
。

而应用于找矿 预 测 实

践
,

就需要从实际出发
。

1
.

运用规律找矿与就矿找矿相结合

长江下游地区
,

工作程度 高
,

掩 盖 层

厚
,

从事找隐伏矿床
,

就需要把运用成矿规

律
、

成矿模式与就矿找矿结合起来
,

才能够

取得好的找矿效果
。

在栖霞山矿区运用层控

矿床模式
,

顺着含矿层构造线
,

在北象山
、

五亩山等地找到了矿 ; 根据一体多层模式
,

在青龙凹的黄龙组
、

栖霞组中的矿层之下
,

又发现了青龙群中的矿层
。

2
.

运用规律找矿与找矿区 地质条件 相

结合

建立任何一种模式
,

都不可能适用于所

有成矿区
,

只有对找矿区的成矿地质条件具

体分析
,

有的放矢地运用模式
,

才能在预测

实践中取得好的效果
。

例如
:

虎爪山至甘家

巷长 6 公里
,

掩盖层厚度超过 2 50 米
。

顺地层

构造线
,

以 4 00 米间距打钻孔剖面
,

填制 1 :5

万深部地质图
,

进行地质分析
。

发现甘家巷

不整合面控矿构造与虎爪山相似
,

而复背斜

组成的地层与虎爪山矿段不同
,

出现了五通

组地层
。

这样根据虎爪山的成矿模式
,

又结

合甘家巷的具体地质特征
,

在不整合面及黄

龙组地层中找到了矿体
。

3
.

运用规律找矿与找矿信息相结合

在建立成矿模式的基础上
,

把它与找矿

信息和标志结合起来
,

综合具有地区特点的

找矿模式
,

可以减少片面性
,

避免盲目性
,

增强预见性
。

在宁镇地区
,

利用多种勘查技

术获得不少信息
,

例如
,

应用经过处理的重

磁数据
,

圈出了埋深三千米以下大岩体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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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其童要渗义
者 荣 丈看

究各种地质运 动发 生
、

发 展 的时

间
、

原因和特点 (包括各个成矿期

和成矿作用特点的研究 )
。

目前所用的研究方法很多
,

根

据测定对象不同而异
,

对第四纪以

前的地层和岩石
,

可采用钾氢法
、

枷

银法
、

铀铅法
、

氦法
、

氮法等
,

近年又

同位素地质学近三十年来在地质学中发

展较快
,

无论在月球
、

陨石
、

天体演化和宇

宙起源
,

还是地球演化及矿物岩石
、

矿床
、

水文地质
、

石油地质
、

海洋地质
、

大地构造

等方面
,

都已成为解决某些重要问题的必不

可少的手段
。

同位素地质学开阔了人们认识

事物的眼界
,

深化了人们对客观事 物 的 了

解
,

它的发展标志着地质科学当前发展的一

些重要趋势
:

①利用现代物理一化学最新成

就
,

较有效地解决地质科学中的重要问题
; ②

逐渐脱离单纯的
、

宏观的定性研究
,

而发展

成为更精确的
、

定量的学科 ; ③地质科学正

向深入方向发展
,

不仅研究地质作用对各种

地质体 (岩石
、

矿物等 ) 的影响
,

且逐步深

人到元素本身 (地球化学 ) 和原子内部 ( 同

位素地质 ) 中去
。

下面谈谈同位素地质学的研究现状
:

(一 )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整个地球

或地球上某一部分 (岩石
、

矿物 )
、

宇 宙 体

(陨石
、

月岩等 ) 的同位素地质年龄
,

并研

开展了衫钱法的研究
。

对第四系
、

考古及沉积

物和海泥的沉积速率
,

则采用碳法
、

铀系法
、

沉降核类法
、

以及热发光法和裂变径迹法等
、

其中钾氢法 (稀释法 ) 和裂变径迹法对古老

的和年轻的 ( 6 0 0 0~ 1 0 0 0 0年 ) 对象都能测

定
。

对陨石
、

月岩等样品可用氢法 (氨一氢

法 )
、

铆银 法
、

铀铅法等进行研究
。

(二 ) 利用各种同位素的对比
,

如 bP
、

S
、

O
、

C
、

iS 等同位素以及稀土元素
,

研究

内生矿床矿液的来源
、

矿床形成的 作 用 过

程
、

空间分布和形成温度等
。

(三 ) 利用岩石中的 C
、

日
、

O
、

S 等同

位素
,

研究地温
、

地热
、

古气温
、

古气候
、

古地理条件 ; 研究沉积物的来源
、

沉积速度

等
,

了解沉积矿产分布的规律以及天然气的

成因与运移
。

(四 ) 利用 P b
、

U
、

O
、

S r 、

R a 、

月
’ 、

H
Z

(氖 )
`

H
3

(氛 )
、

C a 、

B e 、

P
、

I 等同位

素进行找矿
,

尤其是寻找深部隐伏的矿产
;

并且解决二程地质及国计民生问题 (如农业
、

布范围
。

栖霞山矿区处于大岩体边缘局部隆

起处
,

隐伏深 1千多米
,

伏牛山含矿岩体是大

岩体分枝侵入突起部位
。

据此
,

结合成矿模

式
,

预测栖霞山西南部
、

伏牛山南 带 等 地

段
,

深部存在隐伏控矿构造
。

经工程验证
,

有的已见到矿化
。

4
.

运用规律找矿与大胆实践相结合

只有认真总结规律
,

开阔找矿思想
,

才

敢于大胆部署找矿工作
。

如在伏牛山外围
,

把九华山与南山成矿条件对比
,

预测在五通

组地层之下的石碳二叠系应有矿带赋存
,

经

深孔验证
,

见到了矿体
。

总之
,

要发现一个隐伏矿床是 很 困 难

的
,

需要发展地质找矿理论
,

开拓 找 矿 思

路
,

提高认识能力
。

需要用
“

概念方 法
” ,

掌握和应用建立在区域性对比基础上的各种

成矿模式
,

提高预测能力
。

需要建立找矿模

式
,

提高找矿效果
。

建立任何一种模式
,

都

不可能适应所有找矿区
。

只要从实际出发
,

运用得当
,

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