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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乃庙铜矿床成囚类型的新认识

聂 凤 军

自乃庙林舀 (它扫 多金属矿
,

是 内蒙 古中

南部一处规模较大
、

矿体集 中
,

品位较 高 llt

开采条件良好的金属矿山
,

井且是内蒙古自

治区近期爪点基本建设项 日之一
。

矿床自初

年代末
一

戈现和勘查以来
,

长期被 认为是 同加

里东期岩浆活动有关的
“

斑岩型
”
铜矿

。

笔

者通过对矿床产出环境
、

矿体产状和矿床地

球化学研究并且结合岩石地层最新同位素地

质年代数据
,

认为白乃庙铜 (铂 ) 多金属矿

是一较为典型的海相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

床
,

形成时代为 中元 古代
。

白乃庙铜成矿区范围内的自乃庙群主要

由角闪斜 长片岩
、

阳起斜长片岩
、

绿泥斜 长

片岩
、

长英片岩
、

凝灰质砂砾岩
、

硬砂岩和

板岩组成
,

为一套变质基性 一中酸性火山喷发

沉积岩系
。

白乃庙群的上部为中晚志留世类

复理石建造不整合覆盖
,

底部
一

与自音都西群

( 1 7 `
)() M

比 ) ;昆合片麻岩和斜长角闪岩 呈断

层接触关系
。

需要提及的是 自乃庙群 中的基

性绿片岩
一

址 卜要的含铜岩相
,

品位高和储 量

大的层状
、

似层状和透镜状矿体 与围岩呈过

渡或整合接触
,

铜矿床明显受一定层位控制

( 如南矿带 中的矿体 ) 此外
,

部分铜矿体可

在中酸性熔岩内及其
一

与垅性火 山岩过渡地段

产出 ( 如北矿带 中的矿
一

体 )
,

但品位和规模均

不及笨性绿片岩内的矿体
。

鉴 于中酸性熔岩

遭受到强烈动力变质作 用
,

部分学者误将其

划拭
“ 、
乞岗闪 长斑岩

” ,

并 比依此为据将 白乃

庙铜矿定为
“

斑岩型铜矿
” 。

白乃庙群角闪变

斑片
.

护:. 角闪斜 长片岩和绿泥斜 长片岩中角

闪石钾 一氢同位素 年 龄 依 分 别 为 5 l8 M : ,

招 。
M砰日」5 8M

a ,

依据 上述同位素 年龄值
,

前人将自乃庙群形成时代程 于奥陶纪一 单志

留世
,

并将其石作为早 古生代不戌熟岛孤火

11一岩系
。

详细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研究表明
:

区

域变质和强烈的动力变形变质作用不仅在自

乃庙群地层中形成广泛的糜棱岩化带
,

而且

受晚期岩浆侵入活动影响
,

绿片岩中各类造

岩矿物的热液蚀变
、

交代和重结晶现象极为

特征
,

因此
,

本区岩石地层中角闪石和变斑

晶角闪石的钾
一氢 同 位素年龄仅仅反映 了某

次地质热事件发生的时间
,

而不能代表主岩

的成岩时代
。

鉴于上述情况
,

内蒙古一 O 三

地质队
,

武汉地院和内蒙 古物 探 队 科 研组

( 1 9 8 3年 ) 分别对 白乃庙群绿泥阳起斜长片

岩
,

石英闪长岩和
“

花 岗闪长斑岩
”

(现称

之为英安质熔岩 )进行 了错石铀一
铅同位素点

年龄测定
,

计算得到的年龄数据分别为 1 7 80

M a ,

1 o 62 y
二和 6 91 M

a 。

由于测定的对象是

单样铅石
,

因此
,

部分地质学家对
一

于样品是

否具有代表性
,

表示怀疑
,

由此
一

详致了人们

在白乃庙地区构造演化历史
、

矿床成因类型

和找矿方向等方面的意见分岐
。

为 了解决成

岩时代问题
,

再次对 白乃庙群斜长角闪岩和

石英闪长岩中铅石的铀一铅 同 位素比值进行

测定
,

前者四件错石样品一致线年龄计算值

为 1 1 30 M a( 上交点年龄值 )
,

而后者五 件错

石样品不一致线年龄 值为 6 6 5M
: 、 (上交点年

龄值厂 这两组数据表明
:

白乃庙群至少是中

J已占代海相火 山喷发沉积的产物
,

晚 元古代

的岩浆活动形成
一

r 自乃庙铜矿区外围的石英

闪 长丫于
。

依据成矿围岩同位素年龄资料
,

结

合铜矿体产次
,

}司岩地球化学和矿相学特征

以及矿石矿物微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证据
,

可以推侧
:

自乃庙铜多金属矿足中元古代海

相火山件塑矿床
,

晚期的汉域变质
、

动力变

质和岩浆院入 对原生矿体的局部改造致使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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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 河北省山区旱庄形成的地质条件

与解决饮水途径的探讨

田 级 生

河北省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山区有许多地

方吃水 十分困难
。

在这些地方
,

每 年有 3 “
,

6

个月缺水
,

一些居民要到几里
、

甚至几十里

外去取水
。

人们把这种缺水的村庄称作
“

旱

庄
” 。

山区的人畜饮水问题
,

严重地影响着山

区人民的生活
、

阻碍 了山区的经济发展
。

河

北省欲争取在
“

七五
”

期间基 本解决常年缺

水村庄的人畜饮水问题
。

一
、

山区旱庄形成的地质条件

从各个旱庄所在地的岩性看
,

分布在碳

酸盐岩区的占73 %
,

分布在变质岩
、

岩浆岩

区的占 1 6%
,

分布在碎屑岩区的占 11 %
。

可

见
,

碳酸盐岩分布山区是缺水最严重的地区
。

现以其为例
,

分析旱庄形成的地质条件
。

缺水的太行山
、

燕山山区
,

主要为中一

低山地形
,

海拔 5 0 ()~ 1 0 0 0米
,

比高 2 0 0 ~ 6 C.O

米
。

组成中一低 山的碳酸盐岩主要有中
、

晚

元古代的自云岩
、

灰质白云岩及 古生代寒武

一奥陶纪的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这些山区
,

大 多经历过多次地壳运动
,

构造裂隙发育
,

岩石破碎
。

岩溶 也很发育
。

石矿物碎裂
、

胶结
、

揉皱
、

重结晶和溶解活

化从而形成细脉状或径染状硫化物矿石
。

白乃庙群成岩时代和白乃庙铜多金属矿

床成因类型的确定不仅对于深入探 讨成矿作

用
一

与本区地壳演化史的关系
,

重新厘定白乃

庙群 与温都尔庙群原始空间位 置和进一步完

善已有的大地构造理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

而
_

且有助于在内蒙古中南部草原覆盖区寻找

隐伏的火 山岩型铜多金属矿床
。

(地科院矿床所 )

溶沟
、

溶槽
、

溶隙
、

溶洞等地表岩溶形态到

处能见到 ; 地 F则以溶隙为上
,

溶孔次之
,

溶洞少见
。

地 下水 主要赋有于溶隙中
,

构成
“

岩溶裂隙水
” ,

是本区的主要含水层
。

含水层中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
,

来自大

气降水和地表水
,

这些水
,

通过透水性极好

的构造裂隙
、

破碎岩石和地 人
.

兴溶带 入渗到

地 下
。

然后在距补给区较远
、

地势较低的地

方以点状一岩溶泉集中排泄和以而状一补给

山前平原第四系的分散排泄两利
”

方式
。

因为地势的关系
,

岩溶地 「水的补给区

与排泄区
,CJ’ 差悬殊

,

而岩溶地 下水 水 力 坡

度
,

由于受集中点状或分散 面 状 排 泄的控

制
,

形成了地 下水统一的均衡动力场
,

水力

梯度较地形坡度变化小
,

在征个岩溶水域 内

的径流区和排泄区内
,

水力 梯 度一般为 2 ~

3%
,

补给区为 5 ~ 10 %
,

造成岩溶水补给区

段内地下水深埋 (一般埋深为 1 50 ~ 2 80 米 )
,

开采困难的局面
。

在这样的地区
,

就出现
一

r

一系列的旱庄
。

二
、

解决旱庄饮水途径的探讨

解决旱庄人畜饮水问题
,

应立足于本地

水资源
。

充分合理的调控天上水 (降水 )
、

地

上水 (河水 )
、

地下水 (井
、

泉水 )
,

因地制宜地

综合开发利用
“

三水
”

资源
。

要充分利 用发挥

水窑
、

水柜
、

水洞
、

水池
、

塘坝
、

水库拦蓄天 上

水
、

地下水的作用
。

在兴建人畜饮水 仁程中
,

要强调因地制宜
,

适宜搞什么 工程就搞什么

样的工程
。

即使在地 F水条件较好的乡村
,

也不应该忽视地表饮水工程的蓄水作用
。

因

为地下水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取之不

尽
,

用之不竭的
。

如遇连续几年干旱或超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