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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尔泰地区阿舍勒型块状

硫化物矿床地质条件分析

程 忠 富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通过对新疆阿舍勒块状铜锌硫化物矿床的解剖
,

分析了苏
、

中
、

蒙阿尔泰成矿带中国

境内寻找阿舍勒型矿床的条件
,

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找矿方向
。

关键词 阿舍勒型块状硫化物矿床 阿尔泰成矿带 新疆阿尔泰

新疆阿尔泰地区哈巴河县阿舍勒矿床是新疆地质四大队于 1 9 8 4 年首次在该区发现的海

相火山岩型多金属矿床
, 19 8 5 年以来开展了普查和详查工作

,

探明为一大型矿床
,

并有再扩大

的希望
,

赋矿地层为中泥盆统阿舍勒组
。

笔者于 1 9 8 7 和 1 9 8 8 年两次赴该矿区进行硕士研究生

毕业论文的野外研究工作
。

本文是在四队研究的基础上
,

在导师李文达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

对阿舍勒矿床及在阿尔泰成矿带中寻找阿舍勒型矿床的条件作了初步研究
,

并提出了该类型

矿床的成矿方向
。

阿舍勒一带主体是苏联阿尔泰多金属成矿带延伸到中国的一部分 (图 l)
。

苏联 阿尔泰是

著名的多金属成矿带
,

有许多规模巨大的矿床
。

阿舍勒一带的地质构造特征和成矿条件与苏联

阿尔泰多金属成矿带有可类比之处
,

该地区是寻找多金属矿床的重要地带
。

1 地质构造特征

阿舍勒一带
,

按传统地质观点
,

属阿尔泰地槽褶皱系克兰复向斜褶皱带西段的一部分
。

按

板块学说
,

它属于西伯利亚古板块西南部边缘活动带的一段
。

其总体构造线走向 N w 一 S E ,

和

苏联阿尔泰构造带顺接 (图 l )
。

阿舍勒一带构造复杂
,

自加里东运动以来
,

经历了多次活动
,

致使这一带构造形迹复合叠

加
、

改造
,

造成构造形态的规模悬殊
、

形态各异
,

并形成网格状断裂
。

该区地层岩石变形破碎
,

岩

浆岩广布
,

东西两侧各有哈巴河斜长花岗岩体 (出露 4 0 0k m
“ ,

K 一A ,
年龄 29 0Ma) 和别列孜克

斜长花岗岩体 (出露 1 6 0k 砰
,
k一Ar 年龄 2 26 M a )分布

,

小型构造极为发育
。

主要褶皱为克兰复

向斜
,

阿舍勒矿床就产于该复向斜的阿舍勒一别斯铁热克背斜中
;主要断裂是玛尔卡库里深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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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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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舍勒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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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

构造线走向 N w
,

经历 了多次

活动
,

控制 了本区火 山一岩浆活

动和成矿作用
,

也控制了岩石和

矿床的分布
。

其它断裂如与火山

机构伴主的阿舍勒断裂束等
,

护

造 线 方 向 为 N w
、

N N w
、

N s 及

Ew 向
。

阿舍勒断裂束大部分表

现为层间断层和张性断裂
。

构造

与矿化关 系密切
。

本区出露的中泥盆统阿舍勒

组地层主要分布于玛尔卡库里断

裂带中及其旁侧
。

主要岩石有英

安斑岩
,

流纹岩
,

英安质火山角砾

岩
、

角砾凝灰岩
、

凝灰岩
、

凝灰质

砂岩
、

杂砂岩
、

部分玄武岩
、

安山

岩及生物碎屑灰岩等
。

生物碎屑

灰 岩 中 含 有 D is p hy llu m sp
. ,

exa d o p o ra S p
. ,

T h a m n o p o r a s p
.

等

属的中泥盆纪常见珊瑚化石
。

以

英安质岩石为主体
,

据岩石化学

资料
,

该类岩石属钙碱性系列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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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

.

中泥盆统托克萨雷组
: 2

.

「

1
,

泥盆统阿舍勒组
; 3

.

玛 尔 卜J车讯深

断裂洲
.

断裂及环形断裂
; 5

.

岩性界线
; 6

.

玄武岩
; 7

.

辉绿岩/ 闪长岩
; 8

.

流

纹 (斑 ) 岩
; 9

.

英安斑岩
; 10

.

英安质火山碎屑岩及火山碎屑沉积岩
; 11

.

安山

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 ] 2

.

安山质火山碎屑岩
、

火 山熔 岩 ; 1 3
.

安山英安斑岩
:

曰
.

火山育 丘 ; 15 阿舍勒矿床

图 2 阿舍勒一带火山构造示意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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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低钾特征
。

矿区及其周围是一个古火山机构 (图 2 )
。

矿区北部有一
“层状火山

” ,

为一环形断裂所围
,

由阿舍勒组的中酸性火山岩
、

次火山岩组成
。 “

层状火山
”

的火山通道直至火 山口为一熔岩弯丘

占据
,

岩性为英安 (斑 )岩和英安质火山角砾岩等
。

据钻探资料
,

该弯丘底部英安斑岩与周围英

安质火山碎屑岩呈侵入接触
。

英安斑岩体东南侧为阿舍勒矿床最主要的 I号矿体
,

英安斑岩体

内有浸染状的矿石分布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阿舍勒矿床产于火山机构的火山弯丘内
。

在苏联阿尔泰
,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阿尔泰的深部活动带在海西构造一岩浆活动旋回中十

分活跃
,

泥盆统同沉积构造是由 N W 向断裂与 N S 向
、

EW 向断相交形成的控矿构造
。

阿舍勒矿

床的构造特征与之十分相似
。

2 金属成矿元素在火山作用过程中的演化趋势

矿区及其周围出露的阿舍勒组地层
,

由两个火山旋回的岩石组成
,

第一旋回以流纹英安质

岩石为主
,

第二旋回以安山英安质岩石为主
。

据区域地层剖面中火山熔岩
、

火山碎屑岩及沉积

岩的厚度统计
,

以及两个火山旋 回中火山物质和沉积物质的比例
,

可以了解火山旋回大致经历

了喷溢
、

爆发
、

次火山侵入活动和火山喷发沉积等阶段
。

金属成矿元素主要富集于次火山侵入

活动和火山喷发沉积阶段
。

在矿区
,

矿化形成于第一旋回的晚期
。

这里汇集了阿舍勒组地层 2 75 个样品的金属元素数据 (引自地质四队 19息8 年 1 : 5 万区调

报告 )
,

对其中的 cu
、

Pb
、

z n 、

M。 、

Ag 等五种元素进行分析 (表 1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本区火山岩

中第一旋 回的 c u 、

Pb
、

z n
等含量普遍高出克拉克值

,

而第二旋回除 cu 稍高外
,

其余均较低
。

因

此本区在第一旋回火山岩中出现了较高的背景场
,

有利于成矿作用的进行
。

而第二旋回火 山岩

中背景值较低
,

没有发现明显的矿化
。

表 1 阿舍勒组成矿元素分布情况

T a b】e 1 M e ta l a b u n d a n ee in A sh e ld G r
ou P

元元 素素 第一旋 回回 第二旋回回 维氏酸性性 背景值/ 维氏克拉克值值

背背背景值(p pm ))) 背景值(PP m ))) 岩克拉克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16 8 个 ))) (1 07 个))) (PPm ))) 第一旋回回

‘

第二旋回回

cccuuu 8 444 5 333 2 000 4
.

222 2
.

666

PPPbbb 3 888 333 2 000 1
。

999 0
。

1 555

ZZZ nnn 8 999 6 222 6 000 1
.

555 l
。

OOO

AAAggg 0
.

2777 /// 0
。

0 555 5
.

444 ///

MMM ooo 7 444 0
.

6 444 1
。

000 7
。

444 0
。

6 444

(据地质四队资料编制)

随着本区火山活动的演化
,

这些元素的丰度随时代由老到新有缓慢下降的趋势
,

其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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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都在第一旋回和第二旋回之 间 (图

3 )
。

c u 、

Pb
、

zn 等元素背景值还受岩性

控制 (表 2 )
,

在中酸性为主的火山岩
、

火

山碎屑岩中
,

这些元素的背景值明显高

于维氏克拉克值
,

而中基性火山熔岩
、

碎

屑岩中这些元素的背景值只稍高于维氏

克拉克值
,

有的则低于维氏克拉克值
。

另外
,

这些元素的背景值还明显受

岩相控制 (图 4 )
,

从 图中可看出
,

从喷溢

相~ 爆发相~ 火山喷发沉积相
,

C u 、

P b
、

zn 总体为上升趋势
,

尤其在爆发相中上

部和喷发沉积相中
,

C u 、

P b
、
Z n
的含量较

2《) 40

\
\

\旋回

旋

四

图 3 阿舍勒组火山旋回 C u
、

Pb
、

z n
元素的丰度及演化

Fig
.

3 C u ,
Pb

,

Z n a b u n d a n ee a n d e v o lu tio n o f v o lca n ie ey
-

e l‘ in A s h e !创 G r
ou P

高
,

其相应的背景值 /维氏克拉克值较喷溢相高得多
。

以沉凝灰岩
、

凝灰岩及角砾凝灰岩为主体

的层位中显示小波峰
,

表明它们与火山活动晚期的热水溶液及沉积作用的关系更为密切
。

表 2 阿舍勒组各类岩石成矿元素含量

T a b le 2 Me ta l e o n ee n t r a tio n o f roc k s in A sh e lei G r o u P

岩岩性 { 岩 石石 样品数数 C llll Z nnn M
ooo

Aggg Pbbb

酸酸性岩维氏克拉克值 (PP 。 ))) 2 000 6 000 ]
.

000 0
.

0 555 2 000

中中中 变流纹岩岩 555 1 1000 12 000 777 0
.

1 888 1 999

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

性性性 变流纹质凝灰岩岩 222 5 000 2 7 555 1 000 3
.

111 5 555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变变变英安岩岩 444 5 000 7 555 4
.

2 555 0
.

2 555 1 1
.

2555

变变变角砾英安岩岩 555 9 000 7 000 6
.

444 0
.

333 1 444

变变变英安质角砾凝灰岩岩 1 555 5 555 6 000 5
.

555 0
.

1 111 1 4. 333

中中性岩维氏克拉克值(PP m ))) 3 555 7 222 0
.

999 0
.

0 777 1555

中中性性 变安山岩岩 1 lll 5 555 6 888 0
.

1 888 /// 14
.

5 555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变变变安山质角砾凝灰岩岩 333 5 000 8 333 0

.

6 777 /// 3
。

3 333

基基性岩维 氏克拉克值(PP m ))) 1 0000 1 3 000 1
.

444 0
.

1000 888

变变玄武岩岩 333 15 000 6 777 0
.

777 0
.

1 333 l000

变变枕状玄武岩岩 555 5000 7 000 0
.

777 /// 2 777

咙地质四队资料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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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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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 2

.

英安 (斑 )岩
; 3

.

玄武岩
; 4.

层状矿石
; 5

.

浸染状矿石
; 6

.

钻孔及编号

图 5 1号矿体示意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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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矿作用在时间上的发展

前 已述及金属成矿作用主要发生于两个火山旋回的过渡阶段或火 山旋回的末期
,

如阿舍

勒矿床即产于阿舍勒组第一旋回的末期
,

矿化发生于该旋回的次火山侵入及喷发沉积阶段
。

这

阶段正是火山喷出物减少
,

次火山活动
、

火山喷气
、

火山热液及沉积作用较为发育的阶段
。

从矿

区岩石和矿床的关系来看
,

矿床与次火山岩英安斑岩关系密切
。

次火山岩侵入就位之后
,

其间

的次火山岩体也往往是浸染状金属硫化物矿床的赋存部位之一
。

4 矿床类型

矿床位于玛尔卡库里深断裂控制的火山机构及与火 山机构伴生的阿舍勒断裂束中
,

矿石

赋存于阿舍勒组英安质岩石中
,

主要含 C u 和 z n ,

以及少量 Pb
,

伴生 A u 和 A g ,

是一个以 c u 、

z n

为主的综合利用价值较高的多金属矿床
。

矿床由数个矿体组成
,

其中 I 号矿体规模最大 (图 5 )
,

其金属铜储量占了已控制铜储量的

80 %左右
。

矿体直接围岩是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

在矿体附近由于各种变质作用的叠加
,

含矿主

岩蚀变强烈
。

围岩蚀变带与含矿带十分吻合
,

主要蚀变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及高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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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岩石变质相未超过绿片岩相
,

绝大部分岩石保留了原岩的组构特征
。

矿石主要有黄铁矿矿石
、

含铜黄铁矿矿石
、

含铜锌黄铁矿矿石
、 “

角砾状
”

矿石
、

硅矿石
、

次

黑矿石及黑矿石等
,

以前五类居多
。

这些矿石的 cu
、

z n 、

Pb
、

s
、

A u 及 A g 的含量变化范围和平均

含量见表 3
。

表 3 各类矿石主要元素含量

Ta b】e 3 C o n te n 切 o f ore 一 for m ln g el em e n ts in o res

森森黔垫
,,

A UUU

Aggg C UUU P bbb Z 刀刀 SSS

(((((p Pm ))) (p Pm )))))))))))

黑黑矿石石 0
.

9 0一 2
.

9 999 1 0 8一 5 0 333 0
.

9 4一 8
.

5 111 1
.

2 7 一 4
。

8 222 1
.

5 3 一 19
.

9 555 2 2
.

2 1一 4 5 9 111

11111
.

7 111 2 2 9
.

8 666 3
.

7 000 2
.

1333 1 1
.

0 888 3 6
.

2999

次次黑矿石石 0
.

8 3一 2
.

1 333 8 1
.

3一 1 77
.

555 1
.

8 7一 6
.

6 000 0
.

2 2 一 0
.

9 444 2
。

6 3一 1 0
.

1888 2 7
.

6 5一 4 6
.

3 333

11111
.

3 888 1 2 0
.

2 666 3
.

5 555 0
.

5 111 4
.

9 222 4 1
。

3 888

含含铜一锌矿石石 0
.

2 1一 1
.

3 222 3 2
.

9一 8 3
.

444 1
.

5 9一 8
.

4 444 0
.

04 一 1
.

1999 0
.

6 6一 2
.

7 888 2 5
.

6 2一 4 5
.

7 555

00000
.

5 777 58
.

999 3
.

9 111 0
.

2 777 1
.

2999 37
。

6 666

含含铜黄铁矿矿石石 0
.

0 3一 1
.

6 777 1 3
.

3一 8 0
.

888 1
.

0 2 一 1 7
.

111 0
.

0 1一 0
.

6666 0
.

DS一 1
.

5 000 32
。

2 9 一 5 0
.

1 999

00000
。

6 444 19
.

5888 4
。

3 888 0
。

1 222 0
。

3222 46
.

5 222

黄黄铁矿矿 石石 0一 0
.

8 333 0一 3 3
.

777 0
.

0 1一 0
.

9 000 0一 0
.

1 111 0
.

0 2一 0
.

8 444 35
.

5 一 5 1
.

1 555

00000
.

2 888 9
.

2 777 0
.

2 555 0
。

0 444 0
。

1999 4 3
.

6 999

““

角砾状
”

矿石石 0一 1
.

1 444 0 一 1 0 111 0
.

0 8一 4
.

4222 0一 1
.

0 777 0
.

07 一 6
.

4 222 9
.

5 3一 3 2
.

6888

00000 4 000 2 4
。

7 555 1
.

5 444 0
.

1 444 l
。

0 000 2 0
。

8 666

硅硅矿石石 0一 1
.

1 333 0一 4 2
.

1 000 0
.

5 0一 2
.

9 999 0一 0
.

1555 0
.

03 一 0
.

8 222 5
.

0 6一 29
。

8777

00000
.

2 222 1 4
.

0 888 0
.

8 000 0
.

0 777 0
.

2 666 1 6
。

8 444

稀稀疏浸染状矿石石 0 一 0
.

6 999 0一 5 111 0
.

3 0一 0
.

4 999 0一 0
.

2 444 0
.

0 1一 1
.

0 555 6
.

7 6一 2 7
.

555

00000
.

2 000 1 3
.

6 111 0
.

3 999 0
.

0 888 0
。

2 666 16
.

0 444

含含矿主岩岩 0一 0
.

3 555 0一 1 3
.

888 0 一 0
.

2 999 0一 0
.

1000 0一 0
.

3 333 ///

00000
.

1444 4
.

7 333 0
.

1 333 0
.

0 111 0
.

1000 ///

(根据四大队的 ZK 1 0 1
,

ZK 1 0 3
,

ZK 1 0 4
,

ZK
l o s

,

ZK 1 0 7
, z K l o s

,

ZK
40 2 孔矿石品位资料编制 )

矿床具有明显的分带特征
,

上面为层状矿带
,

下面为浸染网脉状矿带
。

层状矿带从下至上

可以分为黄铁矿带
、

粉末状含铜黄铁矿带
、

含铜锌黄铁矿带
、

次黑矿带
、

黑矿带
、

重晶石带
、

含铁

玉髓带
,

与典型的黑矿分带特征十分类似
。

从金属含量来看
,

层状矿带以 C u 、

z n
为主

,

浸染网

脉状矿带以 c u
为主

,

局部富 z n 。

另外在地表有显著的铁帽存在
。

矿床的形成与海底火山作用关系密切
,

它是广义的黄铁矿型多金属矿床中一个由海底火

山作用等形成的黑矿型块状硫化物矿床
。

矿床选择性地产于英安质火山碎屑岩和火 山碎屑沉积岩中
,

矿化发生在火山旋回的末期

或两个火山旋回的间隙期
,

这实际意味着矿化与火山构造存在空间一时间的并存关系
,

矿床的

形成和分布与火山和断裂 (如玛尔卡库里深断裂和阿舍勒断裂束 )的类型和分布有密切关系
。

矿床形成后经过变质
、

变形改造
,

使矿体原始水平产状变成陡倾产状
,

矿体被压偏成透镜体状
,

在空间上作雁形排列
,

并受到断裂的切割
。

笔者根据上述诸因素合成了成矿过程示意图 (图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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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矿床在表生作用下

的变化

表生富集作用

矿床具有明显的氧化带
。

该矿

床被侵蚀出露地表以后
,

表生作用

发育
,

矿石氧化较深
,

形成了硫化物

次生富集矿石
。

初步将矿床氧化带

再分为如下三个带
:

a
.

铁帽带
:

铁帽出露于山顶
,

呈

带状分布
,

走向南北
。

由于原生矿石

所含矿物不同及矿石组构的差异
,

氧化矿石形成的铁帽类型也不同
。

据实地观察
,

块状黄铁矿矿石氧化

形成致密碧玉状
、

角砾状和疏松状

阿阿舍勒块状铆铆
锌锌碗化物矿 床床

次次火 山岩体体

上上地懊一 下下

地地壳 物质质

图 6 阿舍勒矿床形成过程示意简图

F ig
.

6 Meta ll呢
en ic s c hem

e o f 户召he le宜Or
e

珑 p 招 Jt

等铁帽
,

浸染状黄铁矿矿石只形成具有片状结构的铁化片岩
,

没有形成真正的铁帽
,

这些铁化

片岩在矿区表现为广泛发育的赫石带
。

在该带中有蛋白石
、

高岭土
、

孔雀石
、

自然银 (自然金 )
、

银金矿
、

自然铜
、

方铅矿以及大量石英和褐铁矿等
。

b
.

淋失带
:

主要 由褐铁矿
、

石英等组成
,

可见黄钾铁矾
、
铅矾

、

胆矾
、

水胆矾
、

白铅矿等硫酸

盐矿物
,

其中也有部分黄铁矿散粒
,

另外还有孔雀石
、

硅孔雀石
、

臭葱石等矿物
。

c. 次生硫化物拿集带
:

以烟灰色块状辉铜矿为主
,

矿石易碎
。

辉铜矿呈细脉或网脉交代黄

铁矿和黄铜矿等
,

黄铁矿等愈破碎
,

辉铜矿愈发育
。

次生富集带矿石的铜品位较原生矿石高 6

一12 倍
,

金银也有富集
。

有些氧化带中次生硫化物富集带不发育或无
。

在氧化带中
,

主要有三种次生蚀变作用
:

a
.

黄钾铁矾化
:

富集于氧化带下部
,

当侵蚀出地表后
,

很快变成褐铁矿
。

愈接近矿体
,

黄钾

铁矾愈发育
。

一般在其下面有黄铁矿存在
。

b
.

次生硅化作用
:

呈碧玉状的含铁硅质片岩
,

其特点是 51 0 2

呈玉髓或蛋白石
,

具胶状结

构
。

该蚀变形成的产物呈角砾状结构
,

其中常有铁
、

锰物质加入
。

出露于地表至氧化带底部
。

值

得重视的是凡有次生硅化发育
,

附近又出露陷落地貌者
,

其深部就有块状硫化物矿体存在
。

c
.

高岭土化
:

见于淋失带和铁帽带
。

该蚀变常伴有水铝英石化
、

蒙脱石化等
。

由于硫化物矿

石氧化时产生大量硫酸水
,

经过风化带时对围带产生漂白作用
,

同时硫酸水本身含有的丰富金

属在氧化带底部再次沉淀
,

形成次生富集带或氧化富集带
。

故地表高岭土化的强弱是评价硫化

物次生富集带的重要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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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忠富
:

新疆阿尔泰地区阿舍勒型块状硫化物矿床地质条件分析

6 找矿方向

阿尔泰成矿带广泛分布古生代地层
,

尤其是泥盆纪地层
。

苏联阿尔泰成矿带中铜
、

铅
、

锌储

量的 9 5 %以上集中在泥盆纪火山一沉积岩中
,

其中中泥盆统艾菲尔阶约占 80 % (据谢尔巴
,

r.

H
. ,

19 83 )
。

在中国境内的阿尔泰成矿带具备生成阿舍勒型矿床的地质构造
、

含矿建造
,

地球化

学和地球物理条件
,

因此在该地区寻找该类型矿床前景广阔
。

在这里需强调几点
:

a
.

本区分布最广的除 cu
、

z n
及 Pb 外

,

还有 A u 、

A g 等
。

在苏联一侧已发现成型的金矿
。

在

中国境内
,

金矿的寻找 已有突破
,

在玛尔卡库里深断裂西南侧
,

距阿舍勒西 2 8K m 处的多拉纳

萨依发现了大型金矿
。

阿舍勒块状铜锌硫化物矿床伴生 A u 和 A g
,

其伴生的 A u 和 A g 储量也

相当可观
,

是一个伴生 A u 、

Ag 矿床
。

且阿舍勒一带还具备了生成金矿的地质构造
、

地球化学和

地球物理条件
。

故应重视金矿的勘查
口

卜 玛尔卡库里深断裂切割深度大
,

是深部岩浆上升的良好通道
。

在该断裂带内及其旁侧的

阿舍勒火山岩区
,

有次火山岩体及与火山作用有关的块状硫化物矿床分布
。

如前所述
,

矿床与

火山弯丘
、

爆发角砾岩
、

次火山岩体等有空间联系
,

而这些火山构造和岩相多受控于深断裂的

旁侧
。

因此区域性断裂与火山机构伴生的断裂相复合的位置
。

往往是有利的成矿部位
。

除此

之外
,

要重视后期构造活动对矿床的改造
,

这在勘查工作中是十分重要的
。

c
.

应加强火 山机构的研究
,

并着重在火山弯丘
、

火 山喷发中心
、

次火山岩体及火山管道等

附近寻找这类矿床
。

因为这些部位往往是地壳浅部热源的中心
,

它们可以把火山一岩浆活动带

来的成矿物质带至地表加人当时的海水一岩浆水循环系统
,

可见这些部位乃是最有利的金属

矿床成矿部位
。

d
.

矿床具有特征的矿石和元素分带性
。

从下至上
,

矿石有硅矿石~ 黄矿石~ 黑矿石
,

上部

还分布重晶石
,

成矿元素总体分布为 F e
.

C u 、

S ~ Fe
、

c u 、

z n 、

s
、

(A u )~ Fe
、

Cu
、

Z n 、

Pb
、

s
、

A u 、

A g
。

与之相应的蚀变也有分带性
,

中心为硅化
,

向外是绿泥石化
、

强黄铁绢英岩化
、

弱黄铁绢英岩

化
,

最外面为青磐岩化
。

上述特征可有效地运用于本区金属矿床的勘探工作
。

e
.

矿床具有显著的氧化带
,

铁帽和储石带分布广泛
。

与表生作用相关的次生蚀变作用也很

发育
。

它们与地下原生矿体和次生富集矿体关系密切
。

因此在地质勘查中要注意这些地物标

志的寻找
。

f
.

层位和岩性
。

阿舍勒矿床赋存于阿舍勒组地层的中下层位
,

赋矿岩石多为中酸性火山碎

屑岩和火山碎屑沉积岩
,

与英安斑岩关系密切
。

区域上成矿带所在层位的 c u 、

Pb
、

z n 、

A u
等成

矿元素背景值较高
,

矿床矿化带中成矿元素的背景值更高
。

因此系统而有效地对阿舍勒组地层

进行成矿元素的综合分析
,

再结合物化探资料
,

圈定成矿元素的高值区
,

可以提供成矿远景区

或找矿靶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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