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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隐爆岩及隐爆角砾岩筒的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了隐爆角砾岩筒的形

成模式,认为隐爆角砾岩筒是经“自下而上-顺次推进-序次叠加”的形式爆破而成的,同时对隐爆岩

的各种岩石类型进行了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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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外隐爆角砾岩型矿床的不断发现, 这

种构造地质体以其在成矿及找矿中的独特作用逐渐

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隐蔽爆破作用的过程复杂,

且形成的岩石类型多种多样, 就使得在其命名上不

相一致,含义也比较模糊。如《鲁西归来庄金矿成因》

一书中,把隐爆成因的角砾岩总称为火成角砾岩, 并

按成因分为隐爆角砾岩、隐爆-塌陷角砾岩、隐爆-侵

入角砾岩等 3种类型[ 1]。另外《晋东北隐爆岩及其对

金银的控矿意义》一文中,将隐爆角砾岩定义为由隐

爆作用产生的各种岩石, 并按其生成方式分为围岩

震碎角砾岩、顶部岩层崩坍角砾岩、熔浆角砾岩、热

液贯入角砾岩、热液混杂角砾岩等 5种类型
[ 2]
。由此

可见, 以上引文中隐爆角砾岩的含义存在明显的差

异。

本文特为隐爆岩设定如下定义:

隐爆岩: 是指由隐爆作用形成的各种岩石的总

称。它包括隐爆角砾岩与围岩震碎碎裂岩两种岩石

类型。由隐爆角砾岩构成的筒状地质体称隐爆角砾

岩筒(体)。

1　隐爆角砾岩筒(体)及隐爆岩特征

1. 1　隐爆角砾岩筒(体)的一般特征

隐爆角砾岩主要是以岩筒的形式产出的, 另有

少量呈脉状产出。其产出多受构造控制,筒状体多产

在两条或多条断裂构造的交叉部位,而脉状体多受

控于一条断裂。岩筒平面形态以近圆形或椭圆形为

主。剖面上以圆筒状,漏斗状, 扁漏斗状居多, 但都随

着深度的增加而趋于尖灭。岩筒直径多在几十米至

数百米之间。且有成群分布的特点。国内部分隐爆角

砾岩筒的特征见表 1。
表 1　国内部分隐爆角砾岩筒特征一览表

Table 1　Features o f some crypto-explosion pipes in China

岩筒产地 控　制　构　造 平　面　形　态 剖　面　形　态 备　　注

山西耿庄[ 2] 335°与 25°断裂带交叉处 沿断裂伸展的不规则状 筒状或漏斗状 产金

河南祁雨沟[ 3] NW W 与 NE 向两组断裂交

叉处
椭圆形或纺锤形 陡立筒状、漏斗状

成群产出共有 30 余个, 部分

产金

江西阳储岭[ 4]

近 E W 向断裂与岩体接触部

位或 NEE 与 NNE 断裂交叉

处

近圆形 上大下小的漏斗状岩筒 产钨

安徽凹山[ 5] 纺锤形 漏斗状 产铁

浙江大岭口[ 6] 状似三角形 上大下小的偏心喇叭状 产银、铅、锌

山东卓家庄[ 7] 300°与 90°断裂交叉处 不规则的棒棰状 岩筒状 由 4个呈串珠状等间距产出

山东车往峪[ 8] 320°与 35°方向构造交叉处 近等轴状
岩筒状

漏斗状
共有 10余个呈网格状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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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爆角砾岩筒在平面上自中心向边部, 垂向上

自下而上,其角砾砾径具逐渐变大趋势。角砾成分与

围岩关系密切, 当围岩是沉积岩时, 含有较多的沉积

岩角砾; 当围岩是火成岩时, 则含较多的火成岩角

砾。角砾岩中常常可看到多次破碎的特征,即早期形

成并被蚀变胶结的角砾岩, 又被重新破碎与胶结。在

隐爆角砾岩筒的上部,往往可见到来自下部或深部

的角砾。理想的隐爆角砾岩筒剖面图如图 1。这里需

要指出的是, 由于各处隐爆作用形成时的地质条件

不尽相同, 再加上后期风化剥蚀作用的改造,有些隐

爆岩筒中的部分岩石类型发育不明显或已被剥蚀,

而往往造成部分类型岩石的缺失。

图 1　理想的隐爆岩筒剖面图

Fig . 1　Possible pro file of cr ypto-explosiv e pipe

1.原断裂破碎带及爆破裂隙　2.顶部隐爆角砾岩　3.正常隐爆角

砾岩　4.隐爆-塑变角砾岩　5.隐爆-交代角砾岩　6.围岩震碎碎

裂岩　7.侵入体　8.灰岩　9.白云岩　10.页岩　11.片麻状岩石

1. 2　隐爆岩的岩石特征

按照各种隐爆岩的岩石特征及其产出位置, 将

其划分为隐爆角砾岩与围岩震碎碎裂岩两种类型,

其中隐爆角砾岩又包括以下 5种类型:正常隐爆角

砾岩、隐爆-交代角砾岩、隐爆-“塑变”角砾岩、隐爆-

侵入角砾岩, 顶部隐爆角砾岩(简称顶爆角砾岩)。各

类隐爆岩的岩石特征如下:

1. 2. 1　正常隐爆角砾岩

构成隐爆角砾岩筒的主体, 角砾呈棱角状、次棱

角状, 成分复杂, 各种成分角砾相互混杂分布, 砾径

较均匀,且多小于 10 cm ,尤以 5 cm 左右的居多, 角

砾蚀变一般不明显,胶结物主要由与角砾同成分的

岩粉及硅质组成, 并常含有黄铁矿等金属硫化物。

1. 2. 2　隐爆-交代角砾岩

产于隐爆角砾岩筒的底部(根部) , 角砾以次圆

状、圆状为主,成分复杂,角砾因被交代而轮廓模糊,

胶结物主要由硅质等蚀变矿物组成。

1. 2. 3　隐爆-“塑变”角砾岩

多位于隐爆角砾岩筒的中下部,呈脉状产出, 角

砾成分复杂, 角砾具变长、变扁和定向排列特征, 角

砾及胶结物中显示流动构造特征,如图 2。

图 2　隐爆-塑变角砾岩中

具拉长定向排列的角砾素描图

F ig . 2　The or iented enlongation of deformed breccia

in cr ypto-explossiv e-plastically deformed

breccia ro ck

1.角闪石岩、闪长玢岩角砾　2.奥长花岗岩角砾

1. 2. 4　隐爆-侵入角砾岩

产于隐爆角砾岩筒的围岩中原有或早期形成的

缝隙内, 角砾为棱角状、次棱角状、次圆状、圆状, 有

时可见滚圆的卵石状角砾, 胶结物中有时可见塑性

流动特征,如图3。该类角砾岩可以其角砾成分复杂、

角砾往往与围岩在岩性上存在较大差别、以及角砾

两侧岩壁完整性较强等特征与断裂角砾岩相区别。

1. 2. 5　顶部隐爆角砾岩

产于隐爆角砾岩筒的顶部, 角砾呈棱角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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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隐爆侵入角砾岩中的

滚动角砾素描图

Fig. 3　Sketch of r olling breccia in t he intruded

cr ypto-explo sive br eccia ro ck

1.长英质角砾(边界已模糊)

2.白云岩角砾(棱角分明)　3.白云岩

不一, 砾径悬殊, 且常含有大岩块, 角砾蚀变一般不

明显,胶结物主要由岩屑、岩粉及硅质组成。

1. 2. 6　围岩震碎碎裂岩

产于隐爆角砾岩筒的周边地带, 成分与围岩完

全一致,无位移,裂隙可闭合,裂隙两侧岩块可对接,

胶结物以硅质为主。

2　隐爆角砾岩筒(体)的形成模式

在隐爆角砾岩筒及各种隐爆岩的岩石特征的基

础上,建立了隐爆角砾岩筒的形成模式(图 4)。其形

成过程如下:

在岩浆上侵活动的末期, 在岩体(尚未完全固

结)顶部聚集了大量含挥发组分的岩浆期后热液, 这

种热液会进入其顶部原有破碎带的裂隙中。由于热

液的不断聚集, 会使热液的温度、压力不断增加, 当

热液内部压力超过了其围岩的承受压力时, 即发生

隐蔽爆破
[ 9]
。

这是最初一次爆破,因为仅仅是在原有的裂隙

中,容积小,聚集的热液量少,其爆破能量较小,所以

仅形成了较小的空间。初次爆破尽管仅形成了较小

的空间,但是由于这次爆破,使其顶部原本破碎的岩

石变得更加破碎,裂隙会变得更加密集,再加上已形

成的角砾中的大量空隙, 从而为再次爆破提供了一

个有利热液聚集的场所。

爆破发生后,由于压力的突然降低,会导致热液

发生沸腾, 同时热液的温度、压力也会相应下降。但

是由于热液持续不断的供给, 会使热液的温度再度

升高, 当热液聚集到其内部压力再次超过围岩承受

压力时, 便发生第二次爆破。由于这次爆破的热液量

较上次多, 再加上初次爆破对围岩的破坏, 从而使得

第二次爆破形成比初次爆破更大的空间。

图 4　隐爆角砾岩筒形成演化模式图

Fig . 4　Evo lution model of crypto-explosiv e pipe

a.第一次隐爆　b .第二次隐爆　c.第三次隐爆　d .隐爆的全过程

　1.每次爆破开辟的空间　2.爆破的叠加部分　3.最后一次爆破

　4.爆破推进后的剩余部分

第二次爆破形成的空间又为下一次更大规模的

爆破提供了热液聚集的场所。这样经过“自下而上-

顺次推进-序次叠加”的多次爆破, 会使得角砾岩筒

越来越粗,越来越长。

最后一次爆破后,岩浆期后热液的供给量已达

不到引起再次的爆破,爆破便停止下来,热液活动减

弱, 角砾及其胶结物逐步固结,一个隐爆角砾岩筒便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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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种隐爆岩的成因分析

初次爆破形成的块度较大的角砾及岩块, 会在

第二次爆破中再次被破碎与混合, 甚至会在第三次、

第四次爆破中受到影响, 这样早期形成的角砾就会

多次叠加其后的爆破作用, 便使得其砾径越来越小,

也使得平面上与垂向上不同围岩的角砾被多次“混

合”,成分越来越混杂, 并趋于均一。只有当爆破位置

推移到爆破作用不再影响到早期形成的角砾时, 这

种叠加了多次爆破作用,变得砾径较均匀, 成分混杂

的角砾固结成岩后,便形成正常隐爆角砾岩。由于岩

筒中心部位比周围地带叠加的爆破次数多, 从而使

岩筒由中心向四周角砾砾径呈变粗趋势。同样由于

爆破的叠加,使垂向上的角砾相互混合,并使下部的

角砾在叠加爆破中多次被抬升, 即表现为在岩筒的

上部往往可发现来自下部, 甚至深部层位的岩石角

砾。

随着爆破位置的上移, 下部早期形成的角砾因

长时间处在热液的包裹中而与热液发生交代作用,

由于棱角处交代强烈, 所以使角砾变得浑圆,边界也

变得模糊。固结后便形成隐爆-交代角砾岩。

不断地向上爆破,就需要热液不断地供给,在热

液向上运移的过程中, 它会选择阻力较小, 易通过的

位置作为通道, 这样较长时间处在高温的、流动的热

液运移通道中的角砾,会逐渐变长, 变扁, 发生定向

排列,状似塑性变形, 固结后形成隐爆-“塑变”角砾

岩。而实质上,角砾并非是在塑性状态下发生的变

形,这可以从角砾中的矿物特征得到证明, 因为矿物

不显示塑性变形特征, 它可能是由高温、流动的热液

“交代-冲蚀”作用而形成。

隐爆作用形成的正常隐爆角砾岩、隐爆-交代角

砾岩或隐爆-“塑变”角砾岩会在热液的裹挟下侵入

到围岩的缝隙内, 形成隐爆-侵入角砾岩。

当最后一次爆破发生后。由于最后一次爆破形

成的角砾或岩块只经历了一次爆破作用, 所以其角

砾大小混杂,砾径悬殊。如果其中含有崩塌角砾, 也

只是个别的, 少数的。实际上爆破与崩塌在时间上很

难划界,而每次爆破后都可能会伴有崩塌发生。但是

非爆破引起的、单纯的因重力引起的崩塌应是局部

的、个别的。所以将其定名为顶爆角砾岩, 而不用崩

塌角砾岩。

此外, 隐爆角砾岩筒的围岩因爆破作用的冲击

而变得的较为破碎,但尚达不到角砾岩的程度,只是

表现为裂隙发育。因此这种裂隙发育,在原地不发生

位移,裂隙可闭合, 裂隙两侧岩块可对接的围岩称作

为围岩震碎碎裂岩而不用震碎角砾岩。

4　结语

研究隐爆岩的成因机制,是研究隐爆(角砾)岩

型矿床的前提。因此建立一个合理的形成模式,会对

该类构造、矿床成因研究及找矿工作起到积极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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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CRYTOEXPLOSIVE ROCKS

AND THE FORMATIONMODEL

WANG Zhao-bo

( Shandong N o. 7 E xp loration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 ineral R esour ce, L iny i 276006, China)

Abstract: 　Analysing the feature of cr ypto explo sive rocks and pipes the paper establishes model fo r the

pipe, exploding at depth-pushing upw ard-overlapping of explo sive r ocks in order . And discussion is made

on genesis of the br eccia r ocks.

Key words :　crypto explosive r ock; rock featur e; format ion model

(上接第 172页)

Abstract: 　Based on location of g old deposit s and Au enrichm ent characteristics Au deposits at the north

marg in of the north China plat form are devided into 9 types. Form ation of the gold deposit s is cont ro lled

by duct ile shear zones and they occur generally at the upper duct ile-brit lle zone. Gold w as mobilized and

enriched in 3 stages: the first stage——format ion of supercrustal ro ck ( sour ce bed) ; the second stage——

fo rmat ion o f ductile shear zone dur ing m ontage o f terranes and the third stag e—— format ion of m esozo ic

and som e palaeo zoic m agmat ic- tectonic bel ts. Arrangement o f the gold deposits is mainly contro lled by

EW ( Palaeo zoic) and NE ( Yanshanian) tectonic belts w hich are generally the long-lived inheritable f rac-

tures at boundaries of montaged terranes and gold or e deposit s are concentr ated at intersect ion o f the long-

lived fractures.

Key words :　Au deposit ; types o f Au depo sit ; Au or e belt ( zone) ; north marg in o f the no rth China plat-

fo rm

(上接第 191页)

Abstract: 　Au, Ag depo sits in Qingchengzi area share comm on ore-control factors. According to rift ing

extension-sediment precipitat ion-contr act ion uplift evolut ion of the area and analysis of ore format ion char-

acter ist ics at dif ferent stages prospect targ ets ar e lo cated at contact of Dashiqiao and Gaix ian Fo rma-

tion, 1 000～3 000 m about the intersect ion o f NW fault and EW structural belt , duct ile-brit tle shear

zones, periphery of Xinling rock body fo r altered lampr ophyr e type Au depo sit .

Key words :　Qingcheng zi ar ea; ore form ation; ore-control factor; Au, Ag deposit ; L 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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