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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 山矿田花岗质

潜火山杂岩与多金属成矿
¹ º

喻亨祥 刘家远
( 桂林工学院

,

桂林
. 5 4 10 0 4 )

提 要 水口山矿田
一

内的花简质岩石是由潜火山作用形成的包括浅成侵入的花岗闪长质岩石
、

次

火山侵入的英安粉岩质岩石及与其伴生的隐爆角砾岩三个岩相的岩石组合—
花岗质潜火山杂

今其成因属壳投混熔过渡型花岗岩
。

这类杂岩与铜
、

铅
、

锌
、

金
、

银多金属成矿的密切关系在水 口山

矿由李导到充分体现
.

矿田内多金属成矿符合多因复成成矿模式和多位一体复合成矿模式
。

重视潜火

山杂岩与有色
、

贵重金属成矿关系的研究
,

运用多因复成成矿理论在矿田内进一步扩大找矿
,

前景

良好
。‘

关键词 花岗质潜火山杂岩 多金属成矿 多因复成 找矿前景 水 口 山

水 口山矿田是我国著名的老矿山之一
,

多年来为国家的有色金属工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矿田内地质工作程度较高
,

进入 90 年代后
,

又开展了二轮找矿和立体勘查工作
。

如果矿田内老

矿区的深部及其外围存在进一步扩大找矿的前景
,

特别是紧缺金属 A u 、

Cu
找矿能取得进一步

突破
,

水 口山就有希望发展成为具超大型规模矿床的矿山
。

本文在消化吸收前人工作成果的基

础上
,

拟着重从花岗质潜火山杂岩成矿的角度
,

对矿 田内花岗质岩石及其与多金属成矿的时

空
、

成因联系加以研究
,

并运用多因复成成矿理论
,

对矿 田内进一步扩大找矿的前景进行讨论
,

不妥之处请指正
。

1 花岗质潜火山杂岩岩体地质及岩石学特征

矿 田内花岗质岩浆活动强烈
,

岩石类型复杂
,

构成了一个由潜火山活动在地下不同深度条

件下以不同方式所形成并规律结合的岩浆岩组合—
花岗质潜火山杂岩(图 1 ,

表 1 ,

表 2)
。

其

中
,

次火山岩判别的依据主要有
:

¹ E R T S( 地球资源技术卫星 )解译
〔‘, ,

老盟山
、

新盟山皆为火

山机构
; º 岩体呈侵入产状

,

与火山岩紧密伴生 (图 2 )
,

显示了次火山岩与火山岩同构造空间

的联系
; » 岩体常具 自身爆破特点 (图 3)

,

该现象可以作为次火山岩判别的一个有力证据
〔2 , 〔3 , ;

¼岩石具一系列超浅成环境下的成岩特征
,

如斑状结构
,

气孔
、

杏仁构造
、

流动构造
,

斜长石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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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带结构
,

黑云母和角闪石等暗色矿物呈现暗化边现象
,

并常被弯曲
、

揉皱
,

石英常被熔蚀成港

湾状
、

浑 圆状
,

表面具裂纹
、

波状消光
,

上述特征显示了次火山岩与火山岩呈相似岩石外貌特征

的联系
。

对于浅成相岩石
,

则以不具与火山岩同构造空间的特征与次火山岩相区别
,

岩石呈中

细粒花岗结构
,

斑状
、

似斑状结构仅在岩体边缘见及
,

暗色矿物暗化一般不明显
,

石英熔蚀较

弱
,

极少见气孔
、

杏仁构造
,

显示出其成岩深度大于次火山岩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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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 h e m a t ie g e o lo g ie m a p o f th e

roc k ma
ss

in S h u iko u sh a n o r e fie ld

矿田内目前有证据可以确立为隐爆

角砾岩的是老鸦巢 N 号含金角砾岩
,

其

确立依据主要有三条
:

¹ 角砾岩体的陡

立产状和热塑
、

高压状态下的成岩特征
,

如角砾的塑性变形 (压扁
、

弯扭 )
、

角砾定

向排列所形成的流动构造
,

同成分的英

安粉岩质角砾和胶结物的双重接触关系

(一头界线清晰
,

角砾与胶结物截然分

开
,

而另一头界线则模糊
,

角砾与胶结物连为一体 ) ; º 花岗闪长质及硅质岩震碎角砾岩的伴生

及外缘震碎带的存在 (图 4) ; » 受英安粉岩质母岩浆制约的角砾和胶结物成分的一致性
。

2 花岗质潜火山杂岩岩石化学特征

水口山矿 田花岗质潜火山杂岩岩石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3 ,

其特征归纳如下
:

与中国花

岗闪长岩相比
,

浅成相岩石 5 10 2 、

K ZO + N a ZO 相对偏低
,

Fe ZO 。、

Fe O
、

M gO
、

Ca O
、

M n O 相对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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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反映中酸性岩石相对偏基性
,

暗色矿物

含量较高
,

而次火山岩 比之 中国花岗闪长

岩和矿田 内浅成相岩石 51 0
:

含量都偏高
,

其原因可能与次火山岩后期硅化蚀变有

关
。

杂岩的里 氏指数 a 为 1
.

0一 3
.

7
,

属钙

性一钙碱性
;
含铝指 数 A / C N K 为 0

.

7 一

1
.

9
,

岩石过铝质
;
分异指数 D l 为 50

.

7 ~

7 0
.

7 ; 固结指数 5 1 为 22
.

5 ~ 2 1
.

2
。

隐爆角

砾岩角砾的成分接近花岗闪长岩
,

胶结物

的成分明显和英安纷岩接近
,

总体上
,

角砾

岩的成分为英安粉岩质
。

显示了矿 田内浅

成侵入岩
、

次火 山岩与隐爆角砾岩受同一

母岩浆—英安粉岩质岩浆制约的特性
。

从上可见
,

水巨山矿 田花岗质潜火山杂岩

的岩石化学特点与湘南过渡型花岗岩
〔。相

似
,

而与湘南壳型花岗岩印差别较大
。

一 2 17

几丢不 r,7 气嘛
,

名‘毖

\
; ,

万
PZ d

丫羊

B
一

M b
P ,
dj

匡三〕1 【互刃3 仁刃
匠巫习2 匡亘习4

区口

巨I }

巨至」

压眨l

}乙国

【二〕
1 2

压乙
12

1
.

下二叠统栖霞组 2
.

栖霞组角砾状大理岩 3
.

下二叠统当冲组 4
.

上二盈统斗岭组 5
.

花岗闪长岩 6
.

隐爆角

砾岩 7
.

震碎角砾岩 8
.

接触破碎角砾岩 9
.

金矿体及编号 1 0
.

黄铁矿体 n
.

地质界线 12
.

断层及编号

图 4 老鸦巢 Iv 号隐姆角砾岩体形态产状图 (据湖南有色 2 17 队资料整理 )

Fig
.

4 Oc
eu rre n ee

of L a

叮
a W b lin k e x plos iv e br ec e ia



3 8 第十二卷 第四期 地质找矿论丛

表 1 水 口 山矿田花岗质潜火山杂岩的组成

T a ble 1 C o m pos itio n o f th e g r a n itie su bv o lea n ie e o m ple x in Sh u iko u sh a n o r e fie ld

岩岩相相 岩体号号 岩石类型型 岩体形态产状状 延深(km ))) 分布地点点 年龄 (M
a )¹¹

隐隐蔽爆破相相 IVVV 英安纷岩质隐爆角砾砾 简状
,

透镜状
,, 0

.

5一1
.

555 老鸦巢巢巢

岩岩岩岩
,

伴有震碎角砾岩岩 不规则状状状状状

次次火山相相 lll 英安粉岩岩 岩盆
,

剖面呈漏斗斗 0
.

5一1
,

555 老盟山山 127
.

6一 12999

状状状状状
,

超覆产出出出出出

6666666 英安纷岩岩 岩墙
,

剖面呈脉状状 0
.

5一1
。

555 新盟山山山

浅浅成相相 222 花岗闪长岩岩 岩盆
,

剖面呈漏漏 0
.

5一3
。

OOO 鸭公塘塘 143一160
.

777

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状
,

超覆产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3333333 花岗闪长岩岩岩岩 中区

‘‘‘

4444444 花岗闪长岩岩岩岩 老鸦巢巢巢

22222333 花岗斑岩
,

花岗岗 岩墙
,

剖面呈脉状状 O
。

5一3
。

OOO 魔枯岭岭岭

闪闪闪闪长斑岩岩岩岩岩岩

¹ 冶金部桂林地研所 ( 19 76 , 19 83)
、

宜昌所 ( 197 4 )测定
,

资料来源于湖南有色 217 队
.

表 2 水口山矿田花岗质潜火山杂岩矿物组分特征

T a b le 2 M in e ra l e o n t e n t o f the g ra n it ie s u bvo le a n ie e

om ple x 访 S h u ik o u sh a n o r e fie ld

岩岩相相 岩石类型型 矿物种类及含量 ( 10 一 2 )))

石石石石英英 钾长石石 斜长石石 黑云母母 白云母母 角闪石石 副矿物物

浅浅成相相 花岗闪长岩岩 20一 3555 15一怒555 35一45
---

2一 155555 2一 555 磁铁矿矿

((((((((((( A n 25一37 )))))))))
.

黄铁矿矿

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磷灰石石花花花岗闪长斑岩岩 3一 5 000 3一2 000 20一6000 l一 1222 少量量 1一 555 榻石石

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石石

花花花岗斑岩岩 8一 4000 3一 1555 5一6000 5一1555 1一1000 l一 1222 金红石石

次次火山相相 英安扮岩岩 2一1555 2一1000 15一3555 10一1555 1一555 3一100000

((((((((((( A n 28一4 5 )))))))))))

3 花岗质潜火山杂岩地球化学特征

矿田内花岗质潜火山杂岩的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4 ,

其相对球粒陨石 (W ak ita
, 19 71) 的

稀土配分模式见图 5 。

从表 4 和图 5 可知
,

浅成侵入岩
、

次火山侵入岩和隐爆角砾岩稀土元素

均具轻稀土富集
、

重稀土亏损
、

铺弱负异常的特点
。

稀土元素特点的一致性反映了三者为同源

岩浆的产物
,

岩浆来源均属壳慢混合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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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 口山矿田花岗质潜火山杂岩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 )

T a b le 3 Pe t r o e h em ie a l a n a lys es o f th e g r a n itie s u bv o le a n ie e o m p le x in S h u ik o u sha n o r e fie ld

岩岩相相 岩石类型型 !
.

1 ___ 5 10 222 T .0 222 A 12O 333
几 2 0 333 F e《〕〕 M n OOO M四四 C a ())) 习a Zooo K Z OOO . Pz o sss 灼失失 总量量 古»» A / CN K ÀÀ D l切切 S了遭卜卜

右右右右 阵 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浅浅成成 花岗闪长岩岩 222 5 9
.

5 222 0 5 000 14 2999 1
.

6 666 3
.

3000 0 0 999 1 7 222 5 5 444 2 0 999 2
.

6 777 6 2888 6
.

6 888 9 8
.

3444 1
.

444 0
.

999 5 5
.

999 15
,

000

((( 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
成成 ) 相 ¹¹ 花岗闪长岩岩 333 5 5 6 111 0

.

6 444 14
.

6 555 3
.

2777 2
.

9 111 0
.

1444 2
.

4333 6 8 333 0
t

1 333 3
.

37 000 0
.

2222 6
.

6 999 9 9
.

2111 2
.

777 0
。

777 5 3
.

222 16
.

000

花花花岗闪 长岩岩 444 5 8
.

4 999 0
.

7 555 15
.

7 222 3
。

0 999 2
.

5 888 0
.

1555 1 7 666 4
.

8 999 1 5555 3
.

2111 0
.

4]]] 5
.

9 777 9 8
.

5 777 1 555 1
.

111 56 777 14
.

444

花花花岗闪长斑 岩岩 2333 5 7 6 111 0
.

7 888 14 5 888 1 。 9 555 4
.

5 333 0
.

1222 2
.

7 555 1 8 111 1
.

7 111 2
.

1111 0
.

4 444 7
.

9 111 9 9 3000 l 000 1
.

111 5 0
.

777 21
.

111

次次火火 英安粉 岩岩 lll 62
.

7000 0
.

5 999 16
.

8 444 5
.

2777 1 2444 0
.

0 777 1
.

7000 1
.

2000 1
.

6 777 3
,

7 444 0
.

2111 2
.

0444 10 0
.

7 〔〔1 1
.

555 1
.

999 6 9 。 777 12
.

555

山山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666666666 1
.

0 111 0 6 888 15
.

0 333 3
.

5333 2
.

5 999 0 。 1000 3
.

6333 2
.

3444 3
.

3777 4
.

6,, 0
.

2555 3 2222 10 0 。 2‘‘. 3 。

‘‘ l
‘

DDD 6 9 555 20 。 444

6666666660
.

8 555 0
,

5 555 15
.

0 999 4
.

0 666 1
.

7 555 0
.

0 999 2
.

2333 3 2333 3
.

9 555 4
.

299999 4 0 999 100 0 厂厂 3。 777 0
.

999 ‘乐 888 13。 888

平平平均值值值 6 1
.

5 222 0 6 111 15
.

6 555 4 2999 1
.

8 666 0
.

0 999 2
.

5222 2
.

2666 3
.

0 000 4
.

2111 0 . 1555 3
.

1222 100 .

笋卜卜 2
.

888 1 222 “
.

888 15
.

999

英英英安纷 岩岩 666 72
.

2444 0
.

4666 16
.

8 222 2
.

0 222 0
.

1111 0
.

0 888 0 0 666 0
.

0 555 0 0 222 0
.

0 111 0 。 0 444 7 ‘

2000 9 ,
. 6 1111111 反反反

7777777770
.

9 111 0
.

4222 17
.

2000 5
.

0 444 0
,

1777 0 0 111 0
.

0 666 0
.

0 333 0 。 0 333 0
.

0444 0 。 0 444 6
.

3 333 1的
.

3〔〔〔〔〔〔

666666666 8
.

8 111 0 。 4000 17
.

0 111 6
.

1666 0 。

盆888 0
.

0 111 D
.

0 555 0 。 0 666 0 0 444 0
.

0 111 0 。 1555 6
·

3qqq 男
·

妙妙妙妙妙妙

平平平均值值值 70 8 222 0
.

4333 17
.

0 333 4
.

4111 0
.

1999 0
.

0 333 0
.

0 666 0
.

0 666 0
.

0 333 0 。 0 222 0 . 0888 ‘
.

欲欲 毛公 , rrr 0 0 111 0
.

777 7 0 。 777 l 。 333

隐隐蔽蔽 隐姆角砾 岩岩 而而 5 6
.

9 999 0
,

6 000 12
.

4222 3
.

9 888 5 。 8 444 0 . 0 888 2。 7 222 3
.

0 777 0 。 7 000 2 , 4 000 Q. 韶韶 3 。 1888
州朽朽朽朽朽朽

姆姆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相相 ¹¹ 暗灰色角砾砾砾 5 0
.

3333 0
.

5 111 10
.

5 111 2
.

5 777 1 0 5 888 0
.

1222 3
.

0 555 4 8 333 1
.

0 555 1
.

8 111 p
一

邻邻邻邻邻邻邻邻

肉肉肉色胶结物物物 6 3
.

6 555 0
.

6 999 14
.

3222 5
.

3999 1
.

1000 0 。 0 333 2 。 3999 1 3 111 几 3555 3. 终终 0 . 3 6 ...

东照照 9 9一才00000000000

中中中国花岗闪长岩 ººº 6 4
.

9 888 0
.

5222 16
.

3333 1
.

8 999 2。 4 ,, 0 。 0 999 1
。 9444 3

.

7 000 3
。 6 777 :

:
, 555 0 。

3222 0 2999 10 0 。 0〔〔 2。 000 1。 000 6 9
.

888 15 。 000

湘湘湘南壳蟹花岗岩 ººº 7 2 . 7 666 0 。 2111 13 。 2999 0 一

书777 l 。

吕000 0. 夕888 0. 5 888 l 。 3444 2 。 7二二
卜S444 0

.

0 7777777 2。 000 l。 222 8 6
.

999 4
.

777

湘湘湘南同熔熔熔 6 3
. 4 888 0 . 5 111 14 .

4777 2一 5 555 2
。

5222 0 。

2咯咯 1.

幻幻 各 5444 1。 4盆盆 弓
,

2777 0 .

2 1111111 1 。888 1
.

111 6 9
.

444 14
.

555

型型型花岗岩ºººººººººººººººººººº

¹ 浅由相浅由 相侵入岩
、

老妈集、 号
二角珠岩资料来砚于翻育有色 2臼认

,

翻有水口山金的鹰犷烧律及挽矿方向

º 中国花岗岩闪长岩据黎彤
.

饶纪龙(l9 62)
.

湘南两类不同皮因花 肖肴妇庄 . 良‘1”a) 〔。
.

次火山相本文朋
-

» 古二 ( N a 20 + K 2 0 ) 2 /心0 2一弓3 )
,

A / e N K 二^ 12 0 5 / ( C‘ [) +南价+ 林田) ( 分予狡j, DI 二Q + Or + ^ B (标 准犷物 )
,

SI , M价 x loo / ( M因 + F“〕+ F e Z o : + , a Zo +

K Zo)
.

-
一

甘
-

-
-

一

表 4 水口山矿田花尚质潜火山杂岩稀土元素分析结果¹

T a ble 4 R E E a na ly se s of t坛 g tan i t ic 劝石初k a n ic ￡om p le x in sh 诫
o u sh a n or e fi e ld

岩岩相相 岩 石类 型型 I aaa
反反 N ddd Prrr 5 ... E uuu Gddd T bbb

户户
妇匆匆 公公 T 自自 Y 卜卜 L ... , 口公 旧旧 】月 E E I H R E EEE

一

( I J JY ‘) NNN (加 /如 ) NNN ( o d / Y b ) NNN E uuu

浅浅成 (超超 花岗闪长 岩ºº 4 1
。

0 99999 38 5 222 9
。

5 555 压 0 222 1
。

7 777 6 3000 0
。

, 777 4
。

匀匀 0
。

日333 2
。

5,, 0
。

4 888 0
。

2 000 0 2000 1, 3 3111 ,
。 7 666 12

。

1 111 3
.

2 000 l
。

, 222 0
.

8000

浅浅成 )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榨

廿廿廿廿廿七
.

j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卜卜卜
、。 长。岩

闰闰}
. , , ,, 8 1 8000 34

。

7 000 10 3 000 6
。

9555 l
。

肪肪 5。 0 111 O 诊诊 4
。

3 777 店 7目目 2
.

2444 O
。

加加 0
.

3444 0 。 3444 l, 3
.

吕999 1 1 1 111 1 1
。

l,, 3
。

8 000 l
。

3 777 1
。

0000

lllllll
-----------------------------------------

次次火火 英安份岩岩 34
,

5 444 6 6
。

1666 8
。

0666 29
。

7 555 4
.

, 666 0 , 999 3
。

6000 0
。 4吕吕 2

。

, 333 0
一

石555 4
。

4444 0
。

2222 1
.

2 777 0
.

1999 15 5
。

1444 13 5333 1 ,
。

‘111 3 9 ,, 2
。

4DDD 0
。

7 222

山山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两两两两两

7 4
.

1666 8
.

1999 31 2333 5
‘

6777 1 2 888 4
。

5333 0
。

6333 3 卜肠111 0
.

7111 1甲 , 888 0 3 000 1
.

8 444 0
。

2888 17 0
。

7222 1 1
。

1333 12
.

下111 3
。

6 555 2 0 888 0
。

7 吕吕

吓吓吓吓吓
8 5 7000 g

。

7444 37
.

2 444 6
。

1000 l
。

2 111 3 。

, 444 0
。

5555 2 aOOO 0
.

5222 1
。

2333 0
.

2 000 l
。

1333 0 】888 19 7 7毛毛 1 7
。

7444 2 ,
。

0 000 4 4 444 0
.

9 555 0
.

? 666

4444444 7
.

6 888 8 7
.

1999 9
。

6888 37 7 111 ‘ 5000 l
。

3555 4 3 666 0
。 5666 2

.

9 666 0
.

5 444 1
.

!333 0
。

2 444 l
。

4777 0
。

2444 20 1
.

9 111 1 6 1 111 2 0
。

9 999 4 2 111 2
。

5 111 0
.

7 888

华华南改造蟹花 比岩»» 4 1
。

4 333 93
.

2888 1 0
。

3555 39
。

5 222 1 1
.

1444 0 5444 10
.

9 222 2。 5 111 13
。

6 444 3
。

2 555 8
.

7 111 1
。

3444 】0
.

3333 l
。

4000 24 8
.

8 111 3
.

7888 2
。

3888 2
。

3 222 0
。

6 555 0 7 444

华华 南同熔型花 岗岩»» 2 6
.

6666 46
。

8 111 5
。

5 111 2 1
.

2 ,, 4
。

8 222 0 8888 4
。

0 777 0
。

7555 3
。

7000 0
‘

9 444 1 844444 0
。

3444 0
。

3444 12 0
.

0 999 7
。

5000 6
。

3888 3
。

4 666 卜 0 111

匣匣
含量单位为 10 一 6

花岗闪长岩
,

花岗闪长斑岩分析结果引自谭凯旋 ( 19 9 1 )
,

水口 山矿田构造地球化学和开放体系成矿作用研究 (长沙

大地所 硕士论文 )

华南两类不同成因花 岗岩分析结果引自刘英俊 ( 19 8 4 ) 川

º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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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二二自

502010冲巨衬舒、哈耸冲琳

据庄锦良等 ( 1 9 8 2 )〔
4〕
资料

,

矿 田内花

岗闪长岩
、

花岗闪长斑岩的” Sr / 86 Sr 初始

值 为 0
.

7 0 6 7 士 0
.

0 0 0 5
,

己
, 8
0 %

。

为 9
.

3 4 ~

n
·

60
,

具过渡型花岗岩的特点
。

综上可见
,

矿田 内花 岗质岩石是一套

典型的潜火山杂岩
,

岩浆活动具有侵位浅
、

高 温爆发侵入 的特 点
,

成 因上属 刘家 远

(1 9 8 9 )划分
〔‘〕

的过渡型花岗岩类
。

4 花岗质潜火山杂岩与多金属

成矿

l
.
a Ce

Pr N d S m 它u G d 仆 伪 H o E r T m 仆 I
一
u

4. 1 矿床类型及基本特征

矿田 内产 出的铜铅锌金银矿床
,

据前

人研究资料
,

依据矿床产出的特征
、

矿物的

1
.

浅成相花岗闪长岩 2
.

次火山相英安粉岩 3
.

隐爆角砾岩

图 5 水口山矿田花岗质潜火山杂岩稀土配分模式

F ig
.

5 C ho n d rite
一n o r m aliz e d R E E p a t te r n o f th e g r a n itie

s u b v o le a n ie e o m p le x in S h u iko u sh a n o r e field

组构特点
、

矿床形成的物化条件
,

可划分为五个类型 (表 5 )
。

表 5 水口山矿田矿床分类表

T a b le 5 C la ss ifica tion o f m in er a l d e posi ts in Sh
u ik o u sh a n o r e fi e ld

矿矿 床类型型 成 矿作用用 矿体产 出部位位 犷体产 出形
裂裂

困岩岩性性性 金周矿 物物 脉石 矿物物 结构构 构造造 围岩蚀 变变 矿床实例例
勺勺勺勺勺勺勺 . J卜 ,

‘, 少‘
,,,,,,,,

接接触交 代矽卡卡 高沮热液液 花岗闪长 岩与与 不理刻透透 条带状 含健石石 与燕山中期 浅浅 胜铁 矿矿 矽卡 岩矿矿 固熔体分分 块 状
、

条条 矽卡岩 化化 中区区

岩岩 型 铁炯
、

铅铅铅 艘酸盐 岩接 触触 镜状状 大理 岩岩 成相花 岗闪长长 黄们 犷犷 物物 离 结 构
、、

带状状 角岩化化化

锌锌 (金
、

银 ) 矿矿矿 带带带带 岩关 系密切切 方铅 犷犷犷 交 代残余余余 硅化化化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闪 锌犷犷犷 结 构等等等 大理岩 化化化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

热热 液交代充填填 高中退热热 超日花 岗闪长长 砚 状 不不 条带状 含健石石 与燕 山中期浅浅 方铅 犷犷 方 解 石
、、

交代残余余 块 状
、

条条 大理岩 化化 老目奥奥

必必 铅 锌
、

锅锅 液液 岩外接胜带带 砚 刚遭 镜镜 大理 岩
、

角岩岩 成柑 花比闪长长 闪 锌矿矿 石英等等 结 构
、

该该 带状状 角岩化化 科公姗姗

(((金
、

银)矿 床床床
---

状状状 岩关 系密 切切 黄价犷犷犷 嵌结构等等等 硅化化化

货货货货货货货货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然金金金金金金金

热热 液交代充填填 中
、

低 沮沮 倒转背 斜层间间 似 层状状 硅质 岩
、

硅 化化 与燕 山中期浅浅 方 份矿矿 石 英
、

方方 文代残余余 任 染 状
、、

强硅 化化 康家 清清

型型铅锌金银 矿矿 热液液 挤压破 碎带带 透锐 状状 泥岩
、

硅 化灰灰 成相 花岗闪长长 闪 锌犷犷 解 石
、

玉玉 结 构
、

徽徽 块状状 枯土 岩化化化

床床床床床床 岩岩 岩 关系密切切 黄铁矿矿 . 等等 晶结构等等等 砚吐 盆化化化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妞系列列列列列列列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物物物物物物物

隐隐娜 角殊 岩简简 岩泉蔺蔽蔽 花岗闪 长岩超超 简 状
、

透透 花 岗闪 长 岩
、、

与燕 山晚期次次 黄 铁矿矿 石 英
、

方方 压 碎 结结 慢 染 状
、、

绿泥 石化化 老 润典典

型型 金矿床床 姗 破 中
、、

硬 部位 下
,

英英 谈状状 泥 灰岩
、

硅 质质 火山相 英安扮扮 自然金金 解 石
、

冰冰 构
、

交 代代 块状状 绢 云母化化 W 号角味味

低低低沮热液液 安扮岩 边部部部 岩
、

大理 岩
、

英英 岩关峨密切切 方 铅矿矿 长 石
、

偏偏 结构等等等 硅 化化 岩蔺型金金

文文文代 充坟坟坟坟 安玲岩岩岩 闪锌犷犷 云母等等等等 硫 咬盐化化 矿矿

热热液 文代充峨峨 低沮热 液液 次火山 岩外缘缘 似 层软软 硅 质岩
、

硅 化化 与燕 山晚期次次 黄铁矿金金 石英英 文代晚余余 怪集状状 妞硅化化 康家掩掩

型型金 (银 )矿床床床 圈岩玻 碎带中中 通锐 状状 泥岩
、

硅 化灰灰 火山相英安琦琦 银 系列矿矿 玉 ... 结沟等等 细脉状状 帖土岩化化化

岩岩岩岩岩岩岩 岩关系密切切 物物 方幼石石石石 暇映盐化化化

萤萤萤萤萤萤萤萤萤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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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 山矿 田花岗质潜火山杂岩与多金属成矿

4
.

2 花岗质潜火山杂岩的成矿专属性

花岗质潜火山杂岩是中国东部乃至整个环太平洋成矿带一套极为重要又 颇具特色的成矿

岩浆建造
。

愈来愈多的实际资料表明
,

国内外
,

特别是我国东部地区
,

许多矿床
,

如黑龙江团结

沟
、

山东七宝山
、

江西银山
、

台湾金瓜石
、

山西耿庄
、

河南祁雨沟
、

湖北金井嘴
、

广西龙头山等
,

其

形成与花岗质潜火山杂岩都具有密切的成生联系
。

与花岗质潜火山杂岩有关的内生金属矿产

主要为 C u 、

M O 、

Pb
、

Z n 、

A u 、

A g
,

伴有 w
、

S n 、

Fe 、

U 成矿
,

这些金属矿产一起构成了一个重要的

成矿系列
,

刘家远 (1 98 9)
〔6

称之为斑岩矿床系列
。

水 口山矿 田铜铅锌金银多金属矿床的形成同

样与矿 田内发育的花岗质潜火山杂岩密切相关
,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1) 空间上
,

矿床围绕花岗闪长岩
、

英安纷岩的不同构造部位产出或直接产于与之伴生的

隐爆角砾岩中
。

(2 )时间上
,

高
、

中温铁铜铅锌矿床成矿年龄 为 1 50 M a 〔‘〕,

与浅成侵入花岗闪长岩年龄

(1 60
.

7M a一 14 3Ma) 相近
;
中

、

低温铅锌金银成矿年龄值为 132 M a 〔‘二 ,

与次火山侵入的英安纷

岩年龄 (1 2 9M a ~ 1 2 7
.

6M a )相近
。

(3) 物质组构方面
,

表 5 所示的高
、

中
、

低温复杂矿物组合及矿石的骸晶结构
、

交代残余结

构
、

固熔体分离结构等
,

显示了岩浆接触交代及其期后热液交代充填成矿的特点
。

据表 6 和表

7 资料
,

潜火 山杂岩中成矿元素的富集系数达 5 ~ 1 3
,

载体矿物黑云母
、

长石中成矿元素含量

高
,

表明矿床的形成与潜火山杂岩有着血缘关系
。

矿石的铅
、

氧
、

硫同位素测定及包裹体成分测

定资料 ¹ 表明
,

成矿物质来源于壳慢混合源
,

此外
,

在矿床中自然金成色为 980 %0
,

大于深成金

矿床的平均成色 ( 8 8 8%。)
,

亦说明成矿物质来源于深部
,

而并非来自岩体的围岩
。

表 6 水口山矿田花炭质潜火山杂岩徽t 元素含t
T a ble 6

’

T r a e e e le m e n t e o n t e n t s o f t he g r a n it ie su bv o lc a n ie e

om ple x in Sh u iko u sh a n o r e fie ld

岩岩 相相 岩体号号 C uuu Pbbb Z nnn A uuu A RRR A ,, sbbb H ggg Cooo N iii M nnn FFF C lll srrr Baaa VVV 丁‘‘

浅浅成相花岗闪长质岩石石 222 15 2
‘

555 1 96
.

000 229
.

444 4 4
。

666 0
.

8 777 5 3
.

000 9 9
.

000 0
.

8 777 20
,

999 130
.

999 1322。 777 6 14。 000 7 5
.

444 ] 20
.

555 26 2 111 10 6 111 20 6 9
.

666

4444444 1 6 7
.

666 114
.

888 16 3
.

555 7 6
.

444 2
.

666 35
.

666 50
.

000 2 666 27
.

888 29 000 79 0 。 000 8 7 2
.

222 8 7
.

555 132 111 5 5 5
.

222 ] 0 9
.

333 26 7 0 999

22222333 9 3
.

444 5 2 999 7 6
.

333 3 1
.

88888888888 14 222 15 555 6 0 。 111 8 6 0
.

000 5 0
.

555 19
,

444 9 3
.

777 15 1 333 37 下
.

888

次次火山 相英安纷 岩质 岩石石 111 28
.

999 6 2 666 1 0 6
.

999 9
.

555 0 1111 12
.

777 10
.

666 0
.

1111 28
.

222 19
.

333 6 5 2
.

444 6 38
.

777 8 6
.

000 114
.

888 8 5 7
.

555 116
.

555 39 7 777

6666666 29 777 5 4
.

444 33
.

222 4
。

999 0
.

0 222 34 777 13
.

777 0
.

0 222 15
.

666 12 111 8 3
.

666 310
.

777 25 777 135
.

111 19 5
.

333 10 0 999 4 0 6 2 111

花花 岗岩类克仇仇仇 3]]] 1555 6 lll 4
.

111 0
.

0 888 1
.

999 0
.

222 0
.

0 888 777 l555 5 4 000 5 2000 13000 37 555 42000 13555 5 7 0 000

资料引自文献〔l〕
。

A u 10 一 9 其它 10 一 “

(4) 围岩蚀变 (表 5) 均系潜火山杂岩及其岩浆期后热液与围岩作用的产物
,

空间上围绕岩

体的不同构造部位呈规律性的变化
。

4
.

3 多位一体及多因复成成矿模式

多位一体复合成矿模式表现为围绕同一成矿岩体的不同构造部位
,

以不同的成矿方式形

¹ 湖南有色 21 7 队
.

湖南常宁县水口 山矿田金的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
.

1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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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规律伴生的多种类型矿床(化 )
。

据现有资料
,

矿 田内围绕花岗闪长岩的不同构造部位
,

从岩

体内到外缘围岩
,

分别产出高温矽卡岩型铜
、

铅锌矿床 (伴有金
、

银矿化)
、

高中温热液交代充填

型铅锌矿床
、

铜矿床(伴有金
、

银矿化 )以及中低温热液交代充填型铅锌金银矿床
。

反映在矿物

组合特征方面
,

从岩体到围岩
,

成矿呈现由高温组合向低温组合递变的规律
。

围绕次火山英安

粉岩体则产出隐爆角砾岩筒型
、

次火山热液交代充填型金银矿床
,

深部可能有铜的相伴成矿
。

铜 铅锌金银在空间上呈明显的分带规律
,

垂向上
,

从深部到浅部
,

由 Mo( W
、

S n) ~ C u 、

A u
一

p b
、

Z n (A u 、

C u )~ p b
、

Z n 、

A g (A u )~ A u
变化

;
水平方向上

,

自岩体向围岩 由 C u (A u )~ Pb
、

Z n 、

A g (A u 、

c u )~ A u 。

这一规律也是我国东南部地区与次火山岩及其伴生的隐爆角砾岩有关的多

金属矿床所具有的普遍规律
,

如江西银山大型铜铅锌金银多金属矿就具如此规律
。

表 7 水口 山矿田花岗质潜火山杂岩单矿物徽t 元素含t (10
一“ )

T a ble 7 In d iv id u a l m in e r al tra ee e le m en t e o n t en ts of th e g ra n itie su bvo lc a n ie eo m ple x in Sh
u ik ou

s ha n o r e fie ld

岩岩 相相 岩体号号 石 英英 长 石石 黑云母母

AAAAAAA uuu A ggg FFF Clll A uuu A ggg P卜卜 Z nnn C uuu FFF Clll A uuu Pbbb Z nnn C uuu

浅浅成相花岗闪长质岩石石 222 5
.

2 222 0
。

0 444 2 5ppp 10 0000000 5 4
。

888 3
。

8 555 1 1
。

3333333 0
。

2 5 000 1 3 444 3 8 222 1 5
.

222

4444444 1 3
。

9 444 0
.

0 6555 5 2 000 4555 6
。

2333 0
。

0 5 555 , 3
.

555 1 7
.

777 4
。

0 555 4 6 0
。

000 5 000 0
.

4 7 000 2 9 888 5 7 333 3 0
.

888

22222 333 5 3 555 0
.

0 888 5 0 000 1 0 000 3
.

0 333 0
。

25 555555555 4 0 0 000 5 55555555555

次次 火山相英安粉岩质岩石石 111 0
.

0 0 555 0 0 666 5 000 1 0000000000000000000 4 1 888 3 9 333 4 2
。

1 555

6666666 3
。

9 555 0
.

0 8 555 3 222 1 000 1
.

5 888 0 7 555 36 111 5 8
.

999 18
。

222 26 000 57
.

55555555555

资料引自文献 〔l 〕

多因复成成矿模式是陈国达院士通过地洼成矿作用的研究而提出来的成矿模式
。

这一成

矿模式表现为在同一成矿带
、

矿田乃至同一矿区
,

可以存在多期次
、

多来源
、

多成因
、

多组分的

相伴成矿
,

即多种成矿作用形成多种类型矿床川
。

从表 5 可知
,

水 口山矿田内主要有两期成矿
。

早期为与浅成相花岗闪长质岩浆侵入作用有关的铅锌铜为主
,

金银伴生的多元素成矿
,

由于成

矿条件和成矿方式的不同
,

形成了类型丰富多彩的矿床
。

晚期为与次火山英安粉岩质岩浆侵入

及其隐蔽爆破作用有关的金银成矿
,

形成了隐爆角砾岩筒型金矿床和次火山热液交代充填型

金银矿床
。

整个矿田内
,

成矿作用复杂
,

显示了多因复成成矿的特点
。

另据现有资料分析
,

康家

湾铅锌金银矿床存在的两种矿体
,

一种是以铅锌为主
、

金银仅属伴生的铅锌富矿体
,

另一种是

以金银为主的铅锌金银富矿体
,

实际是两期成矿的结果
,

早期是与花岗闪长质岩浆侵入有关的

铅锌 (伴有金银 )成矿
,

晚期是与次火山英安粉岩质岩浆侵入有关的金银为主的成矿
,

晚期成矿

叠加在早期形成的矿床之上
,

从而形成了铅锌金银都达大型的多金属矿床
。

可见
,

在同一矿区

内亦显示了多因复成 的成矿特征
。

矿 田内多位一体及多因复成成矿模式可以用图 6 来示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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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口山矿田花岗质潜火山杂岩与多金属成矿

5 结语

水口 山矿田发育花岗质潜火山杂岩和空间上相伴产出铜铅锌金银多金属矿
,

这决非偶然
,

二者具有密切的成生联系
。

因此
,

围绕潜火山杂岩找矿是找矿的主导思想
。

据现有资料推测
,

矿田深部可能存在较多的隐伏岩体
,

如老鸦巢 4 号岩体之下就很可能隐伏一新岩体
,

钻孔 已探

新山盔.’’
老.山一康家闷老鸦集

知 4 号岩体之下存在较强的角岩化
、

硅

化
,

角岩中存在 5 米厚的铅锌矿体
,

铜矿

化也很 明显
;
康家湾南部的深部地段也

有资料显示存在岩浆活动的迹象
。

这些

线索表明矿田内扩大找矿完全可能
。

老

鸦巢 4 号岩体深部 (XI 中段以下 )已采出

很富的致密块状铜矿石
,

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信息
,

它提醒人们
,

在矿田深部
,

围

绕岩体寻找深部隐伏铜矿
,

值得引起高

度重视
。

江西银山深部铜
、

金矿的巨大突

破
,

对水 口 山的深部找矿是有启迪意义

的
。

目前看来
,

老盟山岩体
、

新盟山岩体

及其附近的围岩地质工作程度还很低
。

因此
,

对这两个岩体及其附近的地质情

况进行解剖
,

应是今后找矿工作的重点
,

注意在两期岩体接 触界面
、

附近围岩不

同岩性界面间
、

次火山岩体的超覆部位

及岩体本身深部寻找接触交代型
、

热液

交代充填型
、

隐爆角砾岩筒 型和斑岩型

金 (铜 )矿床
,

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

一旦

工作做到
,

就极有可能发现具工业价值

的矿床
。

1
.

花岗闪长岩 2
.

英安粉岩 3
.

层间破角砾岩 4
.

矿体 5
.

火

山锥 6
.

断裂

¹ 矽卡岩型铜
、

铅锌矿床 º 接触交代充填型铅锌矿床 » 花岗闪

长岩岩浆期后低温热液交代充填型铅锌金银矿床 ¼次火山英安粉

岩岩浆期后低温热液金矿床 ½ 隐爆角砾岩简型金矿床 ¾预测隐

伏岩休及斑岩型铜
、

金矿床

I

—
C u (Pb

、

Zn )矿化带 -

—
Pb

、

Z n ( C u 、

A g ) 矿 化带 I 一

A u 、

A g (Pb
、

zn ) 矿化带

图 6 水口山矿田多位一体及多因复成成矿模式示愈图

F ig
.

6 S yn th e s议in g o re -
lo rm in g m od

e l o f C u ,

Pb
,

Z n ,

A u

a n d A g i n Sh u ik o u sha n o re fie ld

总之
,

重视花岗质潜火山杂岩与有色
、

贵金属成矿关系的研究
,

运用多因复成成矿理论
,

对

本矿田的地质情况及以往地质工作成果进行再分析
、

再认识
、

再实践
,

矿 田内进一步扩大找矿

才会有新的突破
,

一个超大型规模的铜铅锌金银多金属矿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展示于人们的

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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