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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寿王坟一小寺沟

火山一侵人杂岩体找矿的新认识

杨志达 杨兆才 潘建业 张志钧 王湘萍¹

( 华北有色地质勘探公司研究所 )

提 要 通过 50 多个火山一侵入杂岩体近百个岩石化学分析和部分微量元素分析资料
,

认为柳树

沟
、

寿王坟等岩体是斑岩型铜矿的远景区 ; 洼子店崖门子等岩体为多金属矿床的远景区
;
雾灵山

、

水

泉子等岩体是金的有望区
。

关键词 寿王坟一小寺沟 火山一侵入杂岩体 含矿性 斑岩型矿床

自 19 8 5 年到 19 8了年以来
,

为解决寿王坟矿山危机
,

我们主要从成矿系列角度出发
,

对寿

王坟一小寺沟一带火山一侵入杂岩体进行了含矿性的研究
。

在分析大量区域地质资料的基础

上
,

通过对大量有关火山一侵入杂岩体的测试数据的电算处理
,

做出相应有关图件
,

并与 已知

国内外有关含矿岩体进行了对 比分析
。

突破了原来主要集中在岩体外接触带找矽卡岩型矿床

的局限
,

开展了对岩体内接触带和岩体内部找斑岩型矿床和其他有关矿床的找矿工作
,

从而对

寿王坟一小寺沟一带火山一侵入杂岩体的含矿性初步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

一
、

寿王坟一小寺沟一带成矿地质环境的主要特征

本区位于
“

华北地台
”

北缘
,

属天山一阴山东西向复杂构造带的次一级燕山沉降带的一部

分
。

区域地层有前震旦纪变质岩系和震旦纪及以后各时期沉积地层
,

其中又 以震旦系最为发

育
。

其后各时代地层零星分布
。

中生代以来
,

在前中生代形成的东西向复杂构造带基础上
,

一方面由于
“

华北地台
”

受太平

洋板块及 日本海扩张的挤压
,

古板块缝合线及古东西向断裂重新复活
; 另一方面由于燕山运动

强烈影响
,

广泛形成北北东
、

北东向为主的断裂构造和大量的中酸性一酸性的岩浆侵入和喷发

活动
。

本 区火 山活动具多期次特征
,

可划分 四次火山喷发旋 回和四期岩浆侵入活动 (表 1 )
。

火

山活动以第二至第四旋回为主
,

多为中基性
、

中酸性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
。

一般为钙碱性系

列
,

以富碱
、

高铝
、

贫铁镁为特征
。

侵入岩分属于第二和第三侵入期
,

同位素年龄为 116 一 156

¹ 参加本文工作的还有李万堂
、

曹倩文
、

赵恒芬
、

张武英和蔡文桂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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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名 协

盘山

图 例

巨口 侏罗纪火山岩系

}二口 震且纪沉积岩系

仁三口 太古界变质岩系

岩浆岩

酸性岩类
: ‘燕山早期 )

斑状二 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斑状花岗岩

石英斑岩

花岗 闪长斑岩

花岗闪长岩

斑状 石英二长岩

流纹岩

〔三日次粗面岩

巨困
斑状石英

巨口
石英正长

仁刃
正长岩

仁三〕正长斑笔

〔三」次石英
‘

「石丁 !吕梁万王

二二二或正长右

L竺习 岩体编专

吕梁期 一五 台期花

岗岩

天山期钠长斑岩

[三口闪长岩

【二] 闪长扮

【三刃二长功

〔三〕正长识

巨刃石英正

【二刁闪长功

巨习
吕梁邦

巨刃霍馨
巨三习吕梁

-

区困断裂
,

巨弓 天山弄

回回团口国口园口口口口

岗花状湍釜酬岩斑诸附长岩长�冈洲山石闪斑
一
一花川�明翔岚英长早岩花花花沛卜

图 l 河北省寿王坟 ~ 小寺沟岩体分布示意图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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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一白至纪岩桨活动构造作用简表

介bl e l
.

Jur 侧赔ic一Cre ta c eo us m a g m at te eto n ism

表 l

气曰,6RU断裂

群 (组)

汉诺坝
组

南
天
门

群

火山旋回 ! 岩浆侵入 构造运动
形变特征 1年代 !
及方向 (百 万年)

喜山运动

燕山运动

(第四幕)

第三纪

第四期

气
:

:厂

燕山运动
(第三幕 )

断裂 卜1 10

北北东

x瓦长
第四旋回

侏罗

二第期

巴债回一第二旋回
棋

、

一宾

亚上群

滦群平

据徐正聪

{ 长
山

峪
群

一
了丁一
头
沟

_

多 _

一

二马营

:
燕山运动
(第二幕)

孚
_

第一旋回件
第一期

一

燕山运动
(第一幕)

断裂为主

的
断块构造

北东

褶皱断裂

卜1 7 0 } 纪
1。东东 }

_

}
卜1 9 5 卜-一

印支运动
一

」褶皱 断裂 } }三叠纪

口玄武岩
巨习
安山岩

区习
流纹岩

匹]
闪长岩

区习
花岗岩

百万年
,

以中酸性岩
、

酸性岩为主
,

里

特曼指数多变化在 1一 5 之间
,

主要为

钙碱性 系列
,

碱偏高而铁
、

镁和铝偏

低
。

从 区域成 矿分析
,

本区 内生铜
、

铂
、

金及多金属矿床主要与燕 山期中

酸性一酸性
、

中一浅成的侵人体有关

(图 1 )
。

在卫星照片解译图 (图 2) 上
,

分

布有 13 个环状构造
,

对应有寿王坟
、

汪家庄
、

大水泉
、

柳树洼和马家沟等火

山一侵入杂岩体
,

并相应有不同的金

铜成矿显示
。

它们多分布在多组构造

断裂的交汇部位
。

这些火山一侵入杂

岩体也正是我们找矿的主要对象
。

基于上述对成矿地质环境的认识

和分析
,

初步得出如下基本成矿规律
:

¹ 成矿物质来源
:
主要来 自下太古界

和中元古界的变质岩系
,

其次来 自其

它时代地层和岩体本身
。

在矿区外围

迁西群变质岩系中取了一些样品经分析表明
,

具较高含量的 c u 、

Pb
、

z n 、

A u 和 A g 等 (表 2 )
。

迁西群变质岩系微量金属含量表

Ta b le
.

2 柑
c r o卜m e tal co n te n 亡in th e m e ta m o r Ph le ro e k s e ri e s of Qia n 》3 G ro u P

表 2

编编号号 岩 性性 微量金属 含量 ( PP m )))

CCCCCCC UUU Pbbb Z nnn M nnn S nnn S bbb 氏氏 A UUU

Aggg C 000
Niii

栗栗 lll 磁铁石英岩岩 30 000 6000 10 000 2
.

888 3
.

000 0
.

555 ] 0
.

7 777 0
.

8 222 333 1555 7 000

洒洒 222 混 合 岩岩 50 000 6 000 6000 1888 < lll 0
.

333 0
.

333 0
.

4555 111 333 666

洒洒 333 混 合 岩岩 24000 8 000 14000 1
.

666 < lll 0
.

444 0
.

444 0
.

0222 ]]] 888 8 000

洼洼 1555 斜长角闪片麻岩岩 4222 9333 1 9 000 2
.

333 4444444 0
。

29 999 0
.

5才才 l555 7333

在洼子店金多金属矿测得钾氢年龄为 0
.

89 一 1
.

00 亿年
,

但铅法为 17 亿年
; 峪耳崖金矿钾

氢年龄为 1
.

46 亿年
,

而铅法为 15 亿年 (李枝阴等
,

19 83 )
。

在这里钾氢年龄代表岩浆侵入时

期
,

而铅年龄则表明铅来 自前震旦纪变质岩系
,

同时也说 明前震旦纪地层是矿源层
。

º 控矿构

造
:
在多组断裂交汇或深断裂附近 (如洼子店 )

,

在环形构造或破火山 口 附近 (如柳树洼 )
,

成矿

的机会较多 (图 l )
。

» 岩浆活动 :
在时间上成矿主要与燕山中晚期 (第二一四火山旋回和第二

一 第三岩浆侵入旋回 ) 的中酸性火 山侵入杂岩有关
。

在空间上主要与浅成超浅成次火山岩有

关 (表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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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卜县65

困困困回口回

图 2 寿王坟一大杖子地区卫星照片解译成果略图 (据卢功一 )

图例说明
: 1

.

东西向构造 2
.

早期新华夏系构造 3
.

晚期新华夏系构造

东 晚期新华夏 系伴生的旋扭
,

直扭构造成分或火山构造成分 5
·

环状构造 6
.

1 : 5 万 区调工区

主要的环状构造
: 工

.

寿王坟 (前邦子沟) 2
.

汪家庄 3
.

大水泉 4
.

柳树洼

5
.

梅路沟 (马家沟 ) 6
.

大旗顶 7
.

小杨树沟 8
.

转山 子北 9
.

三道梁子 10
.

黄花 川(偏桥沟)

1 1
.

孙杖子南 1 2
.

大杖子南沟 1 3
.

下河西 (河 口 北 )

F ig
.

2 S e h e m a tje st r u e tu r a l m a P o f s h o u w a n g F e n 一
D a Z h a n g 2 1 a r e a in te rPre te d fro n l la ll d sa t ir丁飞a g

二
、

火山一侵入杂岩体含矿性的初步判断

寿王坟一小寺沟一带火山一侵入杂岩体岩类齐全
,

由超基性岩到酸性岩都有
,

但以中酸性

岩为主
,

其次为碱性岩 (图 1 )
。

一般北部以超基性岩
、

基性岩和中性岩为主
,

而酸性岩
、

碱性岩

则主要分布在本区的南部
。

由表 3 得知本区火山一侵入杂岩体岩石固结指数大部分都小于 4 。(慢源值 )
,

表明原始岩

浆并非直接来自地慢 (或深源 )
,

多为岩浆分异的产物
。

但从各岩体岩相带的划分上 又可看 出
,

多数岩体分异程度较差
,

且多具单一岩相
。

从图 3 可看出本岩带的岩体大部分为钙碱性系列
,

部分为碱钙性系列
。

I
、

Ii 区的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几乎都集中在钙碱性系列范围内
,

且含矿性较好
。

! 区花岗闪长岩多为含铜铁
、

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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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斗斗 代 戮 冲 沼 ; 1 丰 布布布

迁迁迁 串 落落落

昆昆昆 扛 脚 冲 沼 川 华 宋宋
三三理理理 斗 他他他

翼翼翼 峪 娜 岌 扣扣 蕊蕊

寨寨寨 肾 三三三

类类类 拿 华 退 组 成 乘乘 二二
车车车 目 任任任

/////一/ 一一
吮闷闷

宁宁宁宁,,

当当当当当
一一一一巨巨
司司司司卜 、、

~~~~~~~
益益

改榔

:。�Vno口一q的.0润X
·u。臼加u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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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买 冲 沼 Z 么 成 乘乘 董董母母母 扮 之之之

搜搜搜 卫 了 华 澎 契契
三三

普普普 粉 夏夏夏

二二二 襄 滋 娜 歌 巾 申 粉 范 尖尖
圣圣令令令 扮 贫贫贫

昊昊昊 劝 珠 Z 马 乘乘
三三删删删 江 平平平

}}}
￡￡ 于 彩 赞 当 来来

O :::

举举举 望 瑙瑙瑙

纸纸纸 了 卒 奋 有有

夏夏拭拭拭 碟 遭遭遭

蕊蕊蕊 胃 葵 屯 裂 圈 丰 李李
逛逛吕吕吕 曰曰曰

民民民 样 磊 岌 奔奔 鑫鑫

书书书 带 奥奥奥

贯贯贯 尽 上 冲 娜 减 乘乘

三三关关关 乍 霎霎霎
口口111

鉴 谭 了 华 富 架架
澳澳

口口口 掣 琳琳琳

戈戈戈 粉 卫 里 华 戒 和和

炭炭11111
’

1 铡 罄罄罄

盆盆盆 迎 范 里 琳 扣扣

嚣嚣1111111 划 探探探

卜卜卜 樊 〔 了 书 奋奋
迁迁

书书书 尽 翻翻翻

上上上 11 以 乘乘

童童书书书 履 担担担

出出出 冲 澎 减 和和
圣圣邺邺邺 三 串串串

旧旧旧 禅 报 里 华 狱 铆铆

炭炭常常常 室 举举举

肖肖肖 串 了 当 抑抑
蒸蒸

即即即 保 之之之

军军军 掣 了 半 井井
墓墓价价价 岑 之之之

二二二二
冲 娜 ! { 当 压 华 岌 卖卖

卖卖书书书 码码码
口口口 探 范 弓 事 宋宋

霎霎髦髦髦 革 创创创

沉沉沉 粉 返 乘乘
羹羹帝帝帝 军 粼粼粼

冈冈冈 11 当 劲劲

奎奎擒擒擒 叫 娜娜娜

闰闰闰 咚 抹 Z 平 乘乘

霆霆帝帝帝 日 划划划

口口口 翔 不 华 岌 架架

窦窦状状状 妥 碟碟碟
的的的 粉 日至 澎 炙炙

羹羹展展展 以 夏夏夏
的的的 举 嵌 霎 中 翔 洲 罕 巾巾 云云间间间 议 之之之
囚囚囚 祥 丑宜 日冲冲

聋聋林林林 侧 曰曰曰

歌歌歌 么 扮 范 和和 跪跪

柯柯柯 椒 蓄蓄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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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端

粼粼粼粼粼
织织织织织

舟舟舟舟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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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几个含矿岩体的对比

T a b le 4
.

eo 一n 四r iso n o f r o ek b o d ie s in 11 ebe i Pr o v in e e

表 4

矿矿床 名称称 寿王坟坟 小寺沟沟 贾家营营 三义庄庄 鸡冠山山 柳树洼洼

含含矿 岩石石 花岗闪长岩岩 花岗斑岩一花花 石英斑岩一一 次流纹斑岩岩 次流纹斑岩岩 花岗闪长岩岩

岗岗岗岗闪长斑岩岩 花岗斑岩岩岩岩岩

含含矿岩相相 中深
,

等粒岩相相 浅成 斑岩相相 火山颈一次次 火山颈一次次 近火山 口相相 火山颈一次次

火火火火火山岩相相 火 山岩相相相 火山岩相相

666 芳芳 2
.

7一 3
.

111 2
.

555 3
.

222 2
.

555 】
.

0333 2
.

7 444

555 1 开 关关 9
.

7一 1 3
.

000 9
.

333 3 000 2
,

111 1
.

555 1 5
.

3 222

NNN a 2 0 + K
,

OOO 8
.

444 7
.

666 1 0
.

000 8
.

777 6
.

111 7
.

6 444

NNN a O / K , 000 1
.

1 666 1
.

1 000 0
.

2 111 O
一

1 000 O
,

8 555 1
.

2 555

FFF e + ’

/ F e + ’’ 0
.

3555 }}} 0
.

4222 0
.

5 」」 0
.

6 00000

+++ F e十
’’’

0 2 55555555555

成成因类 型型 接触交代代 斑岩型型 斑岩型型 斑岩尸尸 火山气液型型 热液型型

金金属量 比比 M
o

> C uuu
M o < C uuu

M
o

> > C uuu
M

O < 二F七
·

Z nnn
M

OOO A u 、

C uuu

金金属分布布 M
。

在岩体 内内 同前前 同前前 M
。

在岩体内内 M
O

在岩体外外 A u 、

c 。

在岩体边缘缘

CCCCC u

在岩体外外外外 Fe
·

z n

在岩体外外外外

*

黎特曼指数
二 ,

固结指数 (据赵明因的资料
,

并加以 补充 )

铜
、

相和锡矿化系列的差别表

Ta b le 5
.

V a r ia 亡io n o f C u
、

M o
、

S n m in e r a liz a tio n s e r ie s e s

表 5

矿矿化类型型 A
、

0 杂岩体体 亨得森型铂矿床床 阿拉斯加加 锡矿床床 柳树洼洼

(((((金
、

铜矿化 ))))) 石英 山铝矿床床床床

有有关岩类类 石英二长闪长岩
、、

流纹岩一 花岗岩岩 石英二长岩岩 花岗岩岩 花岗闪长岩岩 强蚀变
、

花花

石石石英二长岩岩岩 花 岗岩岩 伟晶岩岩岩 岗闪长岩岩

蚀蚀变变 青盘岩 化
、

钾化
、、

青盘岩化
、

钾化
、、

未发现现 云英岩 化化 弱硅化
、

钾化化 弱硅化
、

钾化化

千千千枚岩化
、

泥化化 绢英化
、

泥化化化化化化

云云云云英岩 化化化化化化

微微微 FFF 7 0 0一 1 1 0000 3 0 00一 7 0 0 00000 2 0 00一 6 0 00000000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兀兀兀 C ooo 3 0一 5 000 777 0
.

5一 444 0
.

2一 444 666 1 0 000

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NNNNN iii 5 0一 1 0000 777 l一 333 2一 777 1 7
.

555 1 OOO

CCCCC rrr 3 0一 1 0000 5 000 4一 999 2 一 3 000 4 000 1OOO

BBBBB 888 16 0 0一 2 5 0 000 5 0一 20 000 15 0一 9 0000 4 0 000 1 59 666 62 888

TTTTT aaa 2222222 2 一 1 666 1 8
.

555 咬 888

NNNNN bbb 2一 5 000 10 000 30 一 1 0 000 2 0一 5 000 3 111 3888

(据 M
.

H
.

K a r i, 。 p o t ,r ,

并加 以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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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几个斑岩铜矿岩体岩石微量元素含量统计对比表 表 6

T a b le 6
.

C o m Pa r iso n o f m ie r小e倪m e n t e o 川e n t in p o rPhy r itie eu 一o r e be a r in g r o e k bod ies in C址n a

矿矿床名称称 岩石类型型 元素分析结果 (PP m ))) 资 料 来 源源

CCCCCCC UUU M仆仆 A ggg Pbbb Z nnn N iii C 000 VVVVV

维维 氏值值 酸性岩岩 2 000 111 0
.

0 555 2 000 6 000 888 555 4 00000

中中中性岩岩 3 555 0
.

999 0
.

0 999 1555 7 222 5 555 l000 1 0 00000

多多宝山山 花岗闪闪 3 1 7
.

333 4 333 0
.

1888 7
.

444 2 D
.

555 l000 8
.

777 3 0
.

444 冶金部地质研究所所

长长长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花花花岗闪长岩岩 7 5
.

666 1
.

111 0
.

1 888 1 0
.

666 3 3
.

333 13
.

222 1 1
.

999 9 lllll

安安安山扮岩岩 4 1
.

666 1. 666 0
.

2 333 1 3
.

777 1 0 9
.

777 1 3
.

666 1 3
.

999 13 2
.

55555

富富家坞坞 花岗闪闪 13 222 2 000 0
.

1999 2 333 3 666 3 000 1555 8 lll 同上上

长长长斑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千千千杖岩岩 12 888 2 1
.

000 0
.

2 333 3 666 1 5 55555 l999 1 1 44444

铜铜厂厂 花岗闪长岩岩 2 3 000 3
.

777 1
.

0 000 2 666 1 4 444 3 222 1444 9 OOO 地科院地矿所所

/// 又2又一一 花岗闪长岩岩 15 666 4
.

777 0
.

1888 3 OOO 7 00000
,

1555 4 000 冶金部地质研究所所

八八大关关 斜长花岗岩岩 5 666 1
.

666 0 1222 4 999 1 1 55555 咬2
.

555 们们 同上上

柳柳树洼洼 花岗闪长岩岩 2 0 000 】2
.

召召 0 5 555 4 0 000 2 2 000 2 555 666 6 000 华北有色地质质

(((((柳 l))))))))))))))))))) 勘探公司司

花花花岗闪长岩岩 2 8 000 6
.

555 333 1 OOO 6 000 < 333 666 刁刁刁

(((((柳 1 1 )))))))))))))))))))))

(据冶金工业部地质研究所斑岩铜 矿专题组等的资料
,

并加 以补充 )

.

各级矿石金属含量表

T ab le 7
.

Me ta l eo n te n t in v ar io u s一g r a de o r e

表 7

矿矿 石 等 级级

{
“ 属 “ 量

即即

CCCCC UUU Pbbb Z nnn A u (g / t))) A g (g八)))

富富 矿 石石 8
.

7 555 1 5
.

4 111 1 5 0 333 ] 7
.

8 222 2 4 7
.

5 000

中中等矿石石 1
.

4 222 0
.

9 666 6
.

6 555 2
.

6 333 1 3 6
.

工OOO

贫贫 矿 石石 1
.

0 888 0
.

2 000 0
.

3 999 0
.

5 888 9 7
.

] 000

近近矿围岩岩 0
.

0 2 444 0
.

0 1333 0
.

0 1 333 0
.

0 2 333 2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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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之O + N Z 之()

一 弋
4 5

.

4 2 3 6

·

寿王坟一小寺沟一带岩体

11 为成中
,

人型矿床范围

1
.

In 为成小型矿床范围

厂 5 h

2 h
.

5 1

6 7 8 9 1 0 1 1

S 一0
,

/ K 20 + N a
刃

图 S K
,

o + N a 之
0

,

5 10
:

八K
Z
o + N a o ) 关系图

F ig 5
.

sh o w in g r e la tso n s垃 p 比 tw e e n K
,

o + N a :
0 a

nd 5 10
,

/ (K
,

0 + N a ,

o )
.

钥岩体 (如西厂沟
、

寿王坟
、

柳

树洼
、

水泉
、

马家沟和五风楼
、

崖门子和小 寺沟等 )
。

n 区花

岗岩以含铝
、

金
、

铅和锌为主的

岩体 (如洼子店
、

轿顶山
、

下营

房
、

莫利山和水泉沟等)
。

从图 4 可看出
,

K
Z
o 随5 10

2

增高而有增大之趋势
。

且含矿

岩体多在 I区 (如寿王坟
、

小寺

沟
、

五风楼和甲山等 )
。

在图 5 中表 明
,

本岩带有

小寺沟
、

雾灵山
、

崖门子
、

五风

楼和柳树洼等岩体
,

落入成大

矿岩体范围内
。

寿王坟
、

贾家

沟岩体落入成小矿岩体范围内
。

泉沟等岩体接近成矿岩体范围
。

走向的岩带
。

在
“

华北地台
”

硅碱关系图

(图 6) 中
,

寿王坟一 小夺沟一

带的许多岩体化学特征与成铝

矿岩体接近
,

如本带的小寺沟
、

寿王坟
、

雾灵山
、

黄花顶
、

水帘

洞气大水泉
、

轿顶山
、

洼子店
、

峪

耳崖
、

下营房
、

莫利山
、

大野峪
、

太阳 沟
、

贾家沟
、

王坪石等岩体

均落入成铝岩体范围内
,

它们

的 51 0
,

含量 为 70 % 一 75 %
,

N a :
o + K

Z
o 含量为 7 %一 9 %

,

多位于岩带的中部
。

图 7 表 明
,

柳树洼等岩体

落入形成斑岩铜矿岩体范围
,

而寿王坟
、

小寺沟和五风楼等

岩体 则接近形成斑岩铜矿岩体

范围内
。

洼子站
、

黄花顶
、

大水泉
、

轿顶山
、

王坪石
、

西厂沟
、

下营房和水

以上岩体在空间上显示出一个宽 20 公里
,

长 1 00 公里呈北东

N a洲〕+ K ZO
】s

r

·

华北地台成钥岩体
.

寿王坟一小寿沟 一带岩体

4 0 4 5 5 0 5 5 6 0 6 5 70 7 5
5 10

2

图 6 华北地台硅一碱关系图 (久野 ! , 6 5 》

(据邵克忠等加以补充 )

Fig
.

6
.

Plot sh o w in s r e latio n be tw e e n 5 10
2

/ N
a :

0 十 K
,
0

o f Nor th ehi n a Pla tfo rm

在图 8 中
,

柳树洼
、

寿王坟
、

小寺沟
、

五风楼
、

水泉子和崖门子等岩体接近成斑岩铜矿岩体

范围
。

其 S jo
,

为 6 2 %一 6 6 %
,

K
,
o 为 3 %一 4 %

。

由上述可以看出
,

在寿王坟一小寺沟一带应重点对以下岩体进行地质找矿工作
:

柳树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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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子店
、

寿王坟
、

雾灵山
、

崖门子
、

水帘洞
、

水泉子
、

五风楼和西厂沟等
。

其中特别是柳树洼
、

水

帘洞和寿王坟等岩体着重找斑岩型铜矿
,

洼子店和崖门子等岩体着重找含金银多金属矿床
,

雾

灵山和水泉子等岩体重点找金矿
。

三
、

三个最佳含矿侵入一杂岩体的主要地质特征和找矿方向

5 10 : ( % )

73 「

凭 \
3 \
5 7 \

形成斑岩铜矿的岩体 (江西 ;

寿王坟一小寺沟一 带岩体

盛61幽户

,

:
。

、

\
.

\-’
\

.

3 1

\.
’

3 0 \

71的碑65幻

公�.‘

、、

、、

7 1
.

9 2 2
,

3 2
.

5

卜97-6r、�.、甘

A J刃
J

/ ( N a
刃

+ K 刃 )

图 丁 斑岩体铝/ 碱比值与斑岩铜矿成矿的关系 (据 P
.

G
.

F比
、 )

F 19
.

7
.

Plo t sh o w 玉n g r e 一a ti o n be t w e e n A L
:
0

3

八 N a ,
0 + K

:
O ) v a 一u e

o f roc k bod y a n d p 0 SS ib ilit y of po
r p hyr it ie e u 一o r e fo rm in g w i th in it

l 柳树 洼岩体
:

在寿

王坟东南 12 公里处
,

为一

侵入于侏罗纪安山质熔岩

的花岗闪长岩体
,

其钾氢

年龄值为 1 13 一 116 百万

年 ( 中国 地 质 科 学 院 测

定 )
。

其中心相为中细粒

花岗闪长岩
,

边缘相为花

岗闪长斑岩
。

中细粒花岗

闪长岩呈浅灰色
,

不等粒

古构
,

主要 由斜 长石
、

石

咚
、

黑云母和角闪石组成
。

花岗闪长斑岩为灰色
,

斑

状结构
,

斑晶 由长石
、

石

英
、

黑云母及角闪石组成
.

上述矿物微晶组 成丛质
,

长石多为中酸性斜长石
。

对柳树注岩体的岩石化学资料进行特征值电算
,

与河北省内的已知几个含矿岩体对比 (表

的表明里特曼指数更接近寿王坟铜矿
,

其次有固结指数
,

N a Z o + K
, o 及 N a Z o / K

: o 等数值也接

近寿王坟铜矿
,

表明该岩体以铜矿化为主
。

各级矿石化学全分析表

Ta b le 8
.

B u lk c h e ln ic吐 a n a lys is of v a

rio
u s一g ra d e o r e

表 8

石石 等 级级 SjOOO 八 1 0 ))) T 宜0 ,, C a ooo M g ooo F乌 qqq F e ooo P , 0 ,,

M n ooo K JOOO N a , OOO

富富 矿 石石 8 6 555 1
.

6 777 0
.

1111 11
.

1 777 0
.

0 777 1 4 1 88888 0
.

2 111 0
.

2 333 0
.

2 333 0
。

] OOO n
. 1 幼

匕
,

; :J .

时时

中中等矿石石 3 3
.

2 333 R n qqq n 夕666 19
.

9 555 0
.

7 333 6
.

3 00000 0
.

1111 0
.

4000 1
.

1 999 0
.

2888 2
.

5 222 15
。

7 444 5
,

7 tiii
------- .

一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贫贫 矿 石石 5 0

,

3 111 1 5
.

3 000 0
.

5 777 4
.

8 555 3
.

3 222 9
·

0 4 11111 0
.

1 999 0
.

1999 2
.

4999 1
.

5 888 一4
·

1555 3 2 竺竺 仓 6 飞飞

近近矿围岩岩 6 2
.

7 555 1 5
.

2 999 0
.

4666 3 2 666 2
,

5999 {
.

。
了了

3
.

2 222 0
.

1 333 0
。

1 666 1
.

2777 3 7 888 3 0了了 1. 3 0 ...

从铜
、

铂和锡矿化系列的差异 (表 5) 表明
,

在微量元素上
,

除 co 以外
,

多数与金
、

铜矿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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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O 杂岩体 (科罗拉多地区) 的数值接近
。

与我国几个斑岩铜矿体岩石微量元素含量对比分

析 (表 6) 表明
,

柳树洼岩体的含铜量中等
,

而钥
、

银
、

铅
、

锌和镍则含量偏高
。

我国已知几个含金斑岩铜矿床的岩体 (如多宝山
,

富家坞和铜厂等) 和柳树洼岩体全分析

数值
,

经电算处理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谭光国等计算 )表明
,

柳树洼岩体为一较好的赋存含

金斑岩铜矿的岩体
。

柳树洼已知含金银脉状铜

5 10
2 ( % )

‘

5 7
·

5 6

山成矿斑岩体 (江西 )

寿王坟一小寺沟一带岩体

书. 4

。”,抉

\
j 7 \

4 吕 \
·

5 6

6 () 。

\
\

0从

1
.口

.

U6

右8
.泊.川

.. .月二口

矿主要分布在中心相的中细粒

花岗闪长岩与边缘相的花岗闪

长斑岩之间
,

赋存在中细粒花

岗闪长斑岩一侧的近水平裂隙

中
。

水 平 裂 隙 沿 N E 70
。

向延

伸
,
S E 倾向

,

倾角约 1 00
。

已发

现十几条近水平分布的矿脉
,

宽者 5 一 15 厘米
,

窄者不到 1

厘米
,

延长达儿米到几十米
。

主要矿石矿物有黄铜矿
、

斑铜

矿和黄铁矿
,

呈致密块状结构
,

氧化淋滤后多形成粉末状褐铁

矿
、

铜兰和孔雀石等
。

在中细

粒花岗闪长岩与花岗闪长斑岩

之间的矿 化范围内
‘

,

发育有长

12 0 米
,

宽 50 米的蚀变带
,

主

\ K刃 ( % ,

0 4
.

0

图 8 斑岩体 K刀 含量与斑岩铜矿成矿关系 (据 P
.

G
.

Fe iss 1 9 7 8)

Fig
.

8
.

P I也t s
ho w in g r e lat io n

be tw e e n K
:

0 v alu e o f r
oc k b o d y a n d

PO
ssibi lity o f Po rPhyr itie e u 一o r e fo rm in g w it址n it

.

要为硅化
、

绿泥 石化
、

绢云母化和高岭石化
。

采样分析表明
,

矿脉中金属含量极不稳定
。

铜含

量百分之零点几到百分之十几
,

金含量为零点几 g 八 到几百 g /t
,

银由几 g 八 到上干 g /t
。

已知

金的最高含量为 6 8
.

5 9 /t
,

银的最高含量为 125 09八
,

铜的最高含量为 1 4
.

4 %
。

推测其深部可

能有含金的斑岩铜矿床
。

2
.

洼子店岩体
:

岩体位于平泉县北东约 10 公里
,

为北西
、

北东和北北东断裂的交汇部位
。

现依成矿地质特征划分为北区
,

中区和南区
。

北区金矿带产于太古代片麻岩的压扭性蚀变破

碎带中
。

钻孔控制矿化带长 3 00 余米
,

延深 1 10 米
。

矿化带由内向外可分三个带
: ¹ 金一多金

属角砾矿化带
,

宽 0 2一 0
.

3 米
,

金品位一般大于 10 9 /t ; º 绢云母
、

碳酸盐
、

绿泥石矿化带
,

宽一

般为 0
.

5 米
,

金品位 l一 7 9八 ; » 绿泥石化带
,

宽 2一3 米
,

金品位 59八 以上
。

中区矿化带产在石英二长斑岩压扭性破碎带中
。

破碎带走向近南北
,

倾向西一南西
,

倾角

45
。

一5 00 。

矿化带位于破碎带底盘
,

宽 5 米
,

长 200 米
。

矿化带高岭土化
、

绢云母化
、

硅化和碳

酸盐化较发育
.

并伴有铅
、

锌
、

铜及黄铁矿等
。

金品位变化在 l一 209 /t 之 间
,

且金矿化通常多

与多金属矿化为正相关 吕 组成矿体的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黄铜矿和银黝铜矿
,

还有少量金红

石
、

白铁矿和 自然金等
。

南区多为第四纪覆盖
,

但发现有较好的电法异常
。

在竖井中发育有较好的黄铁矿化
、

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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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王坟不同岩相的黑云母 c u Ti o
:

51 0
:

含量 表 9

Ta b le 9
.

C u ,

T IO
Z ,

5 10
: eo n ten t in b io tite eo llec ted fr o m v a r io u s roc k fac ies o f sh o u 丫V a

ng Fe
n r

oc k Ix xl y

序序 号号 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1 000 l 111 l222 l333 l 444 l 555 l 666 1777 1 888 1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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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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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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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黑云母中 Ti q 一Al 刀 变异图 (据付金宝资料 )

l一我国主要斑岩 cu (M o )矿 床岩浆黑云母分布 区
。

l[ 一我国主要斑岩 Cu (M o) 矿床热液交代黑云 母分布区
。

川一我国主要斑岩 cu (Mo) 矿床热液新 生黑云母分布区
。

四一某锡 矿床岩体中黑云母分布区
。

.

一寿王坟外围岩体中黑云 母及其编号
。

Fig 9
.

Plo t sh o w in g T i0
2

一 A 1
2
0

3

(in b io tite ) v a r ia n e e

化
、

绢云母化
、

黄铜矿化和方铅矿化
,

在钻孔中也发现铜
、

铅
、

锌
、

金和黄铁矿矿化
。

在矿区坑道中我们采取了富矿石
、

中等品位矿石
、

贫矿石和近矿围岩的样品
,

通过金属含

量分析(表 7) 发现
,

其铜
、

铅
、

锌含量与金
、

银含量基本为正消长关系
。

同时还发现与围岩间具

突变关系
。

我们还相应对各级矿石和围岩做了化学全分析 (表 8 )
,

从表 8 中可明显看出
,

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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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到围岩
,

由于所含金属硫化物逐渐减少
,

硫的含量明显减少
,

由 19
.

06 % 降到 0
.

26 %
。

相

应 51 0
、

AI O
。 、

Ti o
, 、

M g O
、

K刀
、

N a刀 和 H 刀 的含量却明显增加
,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 51 0
:

的含

量
,

由 8
·

6 5 环增 至 62
·

75 %
。

而 C a o
、

F e O
3

和C O
,

则明显减少
。

这些明显 与热液蚀变作用有

关
。

通过研究还可看出
,

在本区破碎蚀变带中找金
、

多金属矿还是有一定的前景
。

3
.

寿王坟岩体形成斑岩型铜矿床的可能性判断
:

寿王坟岩体已在接触带中形成中型矽卡

岩铜矿床
。

在寿王坟岩体内能否形成斑岩铜矿床
,

已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做了初步分析
。

最近我们又在寿王坟内接触带的金沟
、

大北沟和罗圈沟等地发现 了浸染型黄铜矿化花岗

闪长岩
,

个别样品铜的品位 0
.

4 6 4 %
。

寿王坟不同岩相 1 9 个黑云母单矿物 C u

含量的平均值为 52
.

6 p p m (表 9 )
。

由我国 已知斑

岩铜矿分析得知
,

若黑 云母含铜量在 50 一 1 00 即m 时
,

就可形成中型斑岩铜矿床
。

此外
,

我们

还依黑云母中 Ti o
Z 、

S心 的分析数值制图 (图 9) 表明
,

黑云 母大多数落入成斑岩 c 。 (M 。 )矿岩

浆黑 云 母分布区 内
。

这些都说明寿王坟岩体有形 成斑岩型 铜矿的 可能性
。

由此可进 一步 表

明
,

在原来寿王坟矽卡岩铜矿区今后应注意开展找斑岩型铜矿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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