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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基山铜矿含矿裂隙

分布特征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¹

雷秉舜 尚晓春 李嘉曾 施丙文 石庆会
(南京地质学校)

任启江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 系)

提 要 本文用定点等积测量法研究安基山铜矿地表含矿裂隙
,

结果表明
:

成矿期含矿裂隙集中分

布在矿化斑岩中
,

其含脉率等值线与铜矿化强度率等值线基本吻合
。

各成矿阶段含矿裂隙及矿体

展布方向均以北北西为主
,

平行于区域最大挤压应力方向
。

由此推断
,

斑岩体地表含脉率值可判断

深部铜矿化强度
,

含脉率等值线形态可预测矿体主要延伸方向
。

关键词 含矿裂隙 含脉率等值线 裂隙密度 构造应力

浅部就位的斑岩体及其围岩由于遭到强烈的构造破坏及热应力作用
,

在岩体内部及脆性

围岩中可产生高度的裂隙化
,

构成热液渗流的良好通道及矿质堆积的空间
,

形成密集的网脉

带
,

高度裂隙化的地段往往是有利的成矿地段
。

研究这类裂隙的分布对分析含矿裂隙成因
,

成

矿作用
,

查明矿化富集地段
,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

本文通过对安基山铜矿地表含

矿裂隙的定点等积测量及其数据的处理
,

探讨了斑岩体及其围岩地表含脉裂隙的分布规律
,

研

究了含矿裂隙的成因及其与铜矿的关系
。

为在新区利用地表裂隙找寻斑岩型盲矿体提供 了新

的工作方法和理论依据
。

一
、

成矿地质背景

安基山铜矿所在区域属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坳陷宁镇弯断褶束
,

其北缘与苏北坳陷相接
,

南

侧为句容盒地
。

区 内自震旦纪至二叠纪长期坳陷
,

发育一套海相和陆相稳定沉积
。

印支运动

晚期开始褶皱隆起
,

燕山运动时期褶皱及断裂活动加剧
,

火山
—

侵入活动频繁
,

形成较多的

内生矿床
,

构成长江中下游铜铁多金属成矿带宁镇铁铜多金属成矿亚带
。

据区域地质图和卫星照片资料
,

本区地区性构造环块属寄生式构造环块
,

区内北东和近东

西向线性断裂发育
,

岩浆主要受近东西向深断裂控制
,

大岩基呈近东西向展布
,

而安基山岩体

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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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受近东西和北北 西两组深断裂所控制
,

岩体呈长椭圆形展布
,

长轴平行北北西深断裂
。

矿区

位子安基 山岩体的 东侧
,

矿区断裂构造主要有北北西和北东东两组
,

北北西向断裂呈带出现
,

是孟塘
—

东阳断 裂带的东支组成部分
,

北东东向断裂是伴随褶皱作用出现的纵向逆断层
。

矿 区内出露 的岩浆岩为燕 山晚期中酸性花岗闪长岩类杂岩体
,

以花岗闪长斑岩和石英闪

长粉岩为主
,

花岗闪长斑岩侵入时间早于石英闪长扮岩
,

二者均蚀变并被矿脉穿切
,

但石英闪

长扮岩中矿脉明显减少
,

蚀变减弱
。

杂岩体侵入 的最新地层为象山群
,

围岩被吞蚀呈残块状捕

虏体
。

岩体呈岩株状
,

略向北北西倾斜
。

矿床所在部位恰好是岩浆侵入的前锋部位
。

斑岩型

铜矿体主要赋存在 花岗闪长斑岩中
,

而被花岗闪
一

长斑岩吞蚀的灰岩捕虏体则形成矽卡岩型铜

矿
。

(图 1)

心 矿 区蚀变较强烈
,

斑

岩体 内部 主要 有钾 长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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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安基山矿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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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黑 云母 化
.

形成钾化

带
,

在地表未见出露
。

地

表主要发育硅化
,

绢云 母

化
,

并有黄铁矿黄铜矿细

脉分布
,

构成石英绢云 母

化带
。

该带呈北北西向展

布
,

含矿裂隙发育
,

是斑岩

铜矿的主要赋存部位
。

泥

化带分布在岩体东部
,

石

英绢云母化带外侧
,

主要

为高岭土化
,

蒙脱石化
,

分

布狭窄
。

青盘岩化在花岗

闪长斑岩中少见
,

主要分

布于石英闪长粉岩中
。

在

矿区东部接触带上有矽卡

岩化带
,

是矽卡岩型铜矿

的主要赋存部位
。

二
、

含矿裂隙研究方法

作者在安基山铜矿地表含矿裂隙的研究 中
,

选用了定点等积测量方法
,

在安基山矿区中心

的 1
.

2 k m
,

范 围 内
,

以 5 0 m 只 5 0 m 的 网度 定点 等 积 测量
,

每 个观 测点 选 择有 代 表性 的

0
.

5 x 0
.

s m
,

的面积
,

以反映观测点 5 x s 叮 范围内的裂隙特征
。

在每个观测点上测定被测面

的方位
、

脉的长度 (
c m )

、

宽度 ( c m )
、

产状
、

结构构造
、

相互穿插关系
、

组成脉的矿物成分
、

脉旁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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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对被测面积内所有的含矿裂隙都进行测量
,

并进行素描
。

由于地表出露 条件的限制
,

在地

表浮土复盖较深的地方及测区边部
、

适当放宽了点距
。

根据 1 5 6 个观察点计 1 0 6 0 条含矿裂隙的对比分析
,

确定了含矿裂隙的生成顺序和矿化阶

段
。

根据测得的矿脉长度和宽度
,

对每个观测点上不同成矿阶段裂隙密度 (n )
,

含脉率 ‘k) 进行

了计算
。

裂隙密
颤卜群黑濡器

、
。、 *

、 , 、

_ 万(裂隙长度
c 。 又 宽度。

, )
、, t 。 。 。/

凶 丈川认 下
、 、几 2 一 一

一
一 改石爪二八

n
、

一

—
八

. U U / 。
t , U t 1 1乙 尸夕\ 口 U t 1 1 芯

其中
,

含脉率反映矿床成矿过程中渗透率的时空变化特点
。

另外
,

根据测区 内 5 1 个钻孔全孔中总的铜品位 (包括矽卡岩和斑岩体 )及 斑岩体中铜品位

资料
,

经加权计算求出它们的矿 化强度 二钻 L)
:

矿化强度率 (L ) -
刃 (样长 只 品位 ) + (孔深 一 刃样长 ) 只 该孔最低品位值

孔深
只 10 0 %

为了研究含矿裂隙的分布规律及其与成矿元素丰度之间的关系
,

将算出的数据用分块三

次多项式 H er m ite 插值趋势分析程序进行电算制 图
,

作出矿化强度率等值线图及 不同成矿 阶

段的含矿裂隙的裂隙密度和含脉率的等值线图
,

以便进行对比分析
。

为了了解含矿裂隙的分布规律及其产状变化特征
,

将被测面积分成 2 00 只 ZO OM 的网格
.

利用 Pc

一
, 5。。微机绘出各网格中的

巍
段含矿裂隙走向玫瑰花图和等密度图

,

;寸具有互

错关系的测点同时作了应力分析图
,

以了解含矿裂隙形成时的古应力场 方回
。

三
、

含矿裂隙特征及分布规律

(一 )
、

各阶段矿脉特征

根据测区 内含矿裂隙特征及穿插关系的综合研究 (图 2 )
,

结合坑道和钻孔观察及前人研

究成果
,

安基 山矿区的地表含矿裂隙可分为四种类型
,

分别代表了四个不同的成矿阶段
:

]. 石英阶段 (l )
,

地表为灰色石英脉
。

2
.

石英
—

黄铁矿
—

黄铜矿阶段 (II )
,

地表氧化后为含孔雀石和 褐铁矿的石 英脉
。

3
.

黄铁矿
—

黄铜矿阶段 (1I I)
,

地表氧化后为含孔雀石的褐铁矿脉

4
.

方解石
—

石英阶段 (汗)
,

脉中以方解石脉为主
,

有时含有石英
。

各阶段矿脉特征综合对 比见表 l
。

(二 )
、

铜矿化强度率与地表总含脉率及总裂隙密度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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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矿区 中占孔总的铜矿化强度率等值线图 (图 5 )
.

斑岩体铜矿化强度率等值线图 (图 6 )

与地表总含脉率等值线图(图 们和总裂隙密度等值线图 (图 3) 的综合对比可以看 出
,

总的铜矿

化强度率等值线 (图 5) 轮廓与地表总含脉率等值线 (图 4 )轮廓相近
,

与地表总裂隙密度等值线

(图 3) 轮廓相差较大
。

而斑岩体中铜矿化强度率等值线 (图 6) 轮廓比总的铜矿化强度率等值

线 (图 5) 轮廓与地表含脉率等值线 (图 4 )轮廓吻合程度要高
。

�
「) } 1 2 6

p 、 _ C P f 川 、

图 2 不同成矿阶段含矿裂隙穿插关系素描图

Q 石英 阶段
;
Q + Py + C p 石英

一

黄铁矿
一

黄铜矿阶段
; P y + C p 黄铁矿 黄铜矿阶段

。

Fi g
.

2
.

S k e 亡e h o f fis s u r e s o f d if加 re n 亡 s ta g e sh o w i n g t h e i r re la ti o n sh i p

T ab le

各 成 矿 阶 段 矿 脉 特 征 综 合 对 比 表

C o m Pa r is o n o f e h a r a c t e r is tics o f o r e 一v e i n s i n d iffe re n t I n e ta llo g e n ie s ta g e s

表 1

矿矿化化 矿化阶段段 矿 物 成 分分 鉴 别 标 志志 脉 旁旁 与矿 化化

阶阶段段 名 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蚀 变变 关 系系王王王王要> 25 %%% 次要 2 5 一 5 %%% 少量 < 5 %%%%%%%%%

11111 石英阶段段 石英英英 辉相矿矿 辉钥矿呈极细的 片状星散分布
,,

弱硅化化 成矿前前
黄黄黄黄黄黄铁矿矿 黄铁矿细脉分布在石英脉中

。。。。

}}} {{{ 石 英英 石英英 黄铁矿矿矿 黄铁矿 已褐铁矿化
,

黄铜矿氧化化 绢云 母化化 成矿期期
一一一黄铁矿矿矿 黄铜矿矿矿 成孔雀石

,

呈细脉状或 星散状 分分 黑云 母化化化
一一一黄铜矿矿矿矿矿 布于石英脉中

。。。。

阶阶阶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1111 黄铁矿矿 黄铁矿矿 黄铜矿矿 石英英 以 黄铁矿为主
,

黄铁矿 已 褐铁矿矿 绢云 母化化 成矿期期
一一一黄铜矿矿矿矿矿 化

,

黄铜矿变成孔雀石
,

石英呈薄薄薄薄
阶阶阶 段段段段段 膜分布在脉壁

。。。。

】】VVV .

方解石 一一 方解石石 石英英英 以 方解石 为主
,

石英呈细脉状状 碳酸盐化化 成矿后后
译译译石英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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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
,

含脉率比裂隙密度更能反映裂隙与铜矿化的关系
,

含脉率的大小与含矿流

体的运移直接有关
,

从而控制了铜矿化的强度
。

另外
,

总含脉率与斑岩体中铜矿化强度密切相

关
,

而与矽卡岩中的铜矿化强度关系不大
。

初抓
黎家山黎家山

图 3 地表总裂隙密度等值线图

171 9
.

3
.

C o n to u r of t o ta l fissu r e d e n sity a t su r fae e

图 4 地表含矿裂隙总含脉率等值线图

F ig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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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总铜矿化强度率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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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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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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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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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地表含矿裂隙 丁阶段含脉率等值线图

Fi g
.

7
.

C o n to u r sh o w i璐 th e r ati o o f or e 一v e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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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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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地表含矿裂隙 111 阶段含脉率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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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

地表含矿裂隙 冲阶段含脉率等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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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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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总含脉率与各矿化阶段含脉率的关系

将各矿化阶段的含脉率绘成等值线图
,

从这些图形与总含脉率等值线图的综合对比表明
:

总含脉率等值线 (图 5) 轮廓与矿化期主成矿阶段即石英
—

黄铁矿
—

黄铜矿阶段 (II ) 的含

脉率等值线 (图 8) 轮廓相似
,

与矿化期黄铁矿
—

黄铜矿阶段 (II l) 的含脉率等值线 (图 9) 轮廓

有一定的区别
,

与成矿前 (l )含脉率等值线 (图 7) 轮廓差别较大
,

而与成矿后 (W ) 含脉率等值线

(图 ‘o )轮廓有明显不同
。

成矿前的石英脉含脉率极值区位于矿区的东南侧 (图 7
崔近东西向

展布
,

成矿后的方解石
—

石英脉含脉率极值区位于矿区 东侧 (图 田 )
,

但较分散
,

孤立
,

主要

发育在灰岩地区 中
。

成矿期含脉率极值区分布在花岗闪长斑岩体的中心及东南侧
,

呈大致北

北西展布
,

与总含脉率及斑岩体铜矿化强度率的延伸方向大抵相仿
。

上述对比显示了成矿期含矿裂隙集中分布在斑岩体中
,

花 岗闪长斑岩 中铜矿化强度高值

区与石英一一黄铁矿—
黄铜矿阶段的含脉率极值区基本吻合

,

从表二中也可以看出
,

该阶段
_ 二

、
. _

_ 、 、
. .

⋯
_

、

⋯
、 . . 、

_ _ 、 、 _
.

_ _ _ 、

二
. .

_
、

二
_

_
_ _

_ 心
的含脉率

,

裂隙密度
,

脉宽的均值最大
,

相对丰度也大
,

表明该阶段脉体数量多
,

宽度大
,

具有最
-

大的渗透率
,

是最有利的成矿期
。

各成矿阶段含矿裂隙特征统计表 表 2

T a b le 2
.

C h a ra e ter is tie st a寸istie o f fissu r e s tak in g Pla e e in d iffer e n t m e ta llog
e n ie st a g e s

成成矿 阶段段 石英阶段
··

石英
一

黄铁矿一 黄铜矿阶尽尽三 黄铁矿一黄铜矿 阶段段 方解石一 石英 阶段段

蕊蕊覆
、

牡牡
含脉率率 裂隙密度度 脉 宽宽 含脉率率 裂隙密度度 脉 宽宽 含脉率率 裂隙密度度 脉 宽宽 含脉率率 裂隙密度度 脉 宽宽

(((((((((C M ))))))) (CM ))))))) (〔M 、、、、 (CM )))

均均 值值 之
.

8 5 777 0
.

0 6 111 0
.

47 888 5
.

9 5888 0
.

0 7 777 0
.

7 1 333 1
.

73 666 0
,

0 6 888 0
.

2 2 111 2
.

1 J lll 0
.

1 0 444 0
.

28 333

标标准离差差 5
.

1 0 555 0
.

0 6 000 0
.

85 666 6
.

58 222 0
.

0 6 444 0
.

9 0 222 2
.

70 777 0
.

0 5 555 0
。

3 9 土土 j
,

1 」111 0
.

0 1333 0
.

37 111

相相对丰度%%% 16
.

3 111 16
.

5 222 1 7
.

5 555 6 1
.

9 111 3 7 5888 6 1
.

6 222 2 0
.

0 222 3 0
.

4 111 1 8
.

2 000 2
.

1 777 lll 2
.

6333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0 88888

四
、

含矿裂隙成因

和我国许多斑岩铜钥矿床一样
,

安基山铜矿并不直接邻近中生代古海沟
,

而是位于大陆板

块内部
,

是各个断块或微大陆板块相互挤压
,

碰撞和板片俯冲过程的产物
。

环太平洋区斑岩铜

矿形成的构造环境研究表明
:

斑岩铜矿是在以挤压 为主的构造环境下形成的
,

其产生的构造裂

隙系统具明显的方向性
,

常平行最大挤压应力方向
。

图 11 及表三为本区各阶段含矿裂隙的走向玫瑰花图
,

等密图和含矿裂隙产状统计表
。

这

些图表显示了安基山铜矿地表含矿裂隙具明显稳定的方向性
,

成矿期与成矿前
,

成矿后的裂隙

产状变化不大
,

倾角均较陡
。

各阶段的含矿裂隙都是以北北西向 (3 3 00 一肠 5
。

) 为主
,

次为东西

向 (0o 一 3 0
“

)
.

北东东向 (6。
。

一 9 00 )
。

含矿裂隙的地 表统计资料与卫星照片显示的线性影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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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向及实测区域断裂构造方 向基本吻合
。

如前所述
:

宁镇弯断褶束的展布为北东东向
,

其北缘

为苏北坳陷
,

南缘为火山岩盆地
,

分别代表不同的构造单元
。

宁镇多金属成矿带的展布与宁镇

黎家山人

比例尺 l : 3 2 00 0

说明 ! 1
.

研究 区分成四大区域统计

2
.

因裂隙条数不等
、

各图极密下限不等
N

图例 :

尘

夕
第、1阶段全 区裂隙统计

走向 玫瑰花图

等密度图等值线

矿化阶段

F ig
.

1 1

习 11 地表不同阶段含矿裂隙的走向玫瑰花图和等密度图

R o se a n (1 c q u al ‘里e , isity o f
屯, r c

、

b e a r i丁
19 fis s t一r e o f d iffe r e n t 一n e ta llo g en ie sta g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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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裂隙产状统计表

A ttitu de
sta ti stie o f o r e一be a r in g fissu r e s

表 3

T a b le 3

石 英

一 黄 铁 矿

一 黄 铜 矿

阶 段

阶阶 段段 组 别别 走 向向 倾 角角 百 分 数数 强 度度

石石 英英英 3 3 0
。

~ 3 5 5
000

8 5
000

3 5
.

1 666 强强

阶阶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6666666 0
。

~ 9 0
000

8 3
。。

] 8
.

1 333 中中

4444444 0
0

~ 5 0
000

8 6
““

1 7
.

0 333 中中

四四四四 2 7 0
。

~ 2 9 5
””

8 1
。。

15
.

9 333 中中

五五五五 0
0

~ 3 0
000

7 8
000

1 2
.

6 444 中中

广广广
、、 3 05

0

~ 3 1 5
““

6 0
000

1
.

1 ]]] 最弱弱

石石 英英英 3 3 0
0

~ 3 5 9
““

8 1
。。

5 6
.

1 222 最强强

一一 黄 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一一 黄 铜 矿矿矿 0
0

~ 3 0
000

7 5
000

1 3
.

333 中中

阶阶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2222222 7 0
0

一 3 0 0
000

7 8
000

] 2
.

555 中中

四四四四 6 5
。

一 9 0
000

7 5
。。

7
.

9 888 马马马

五五五五 4 0
0

~ 5 0
““

4 5
0

~ 8 5
000

6
.

1222 马马马

六六六六 3 1 0
0

~ 3 3 0
000

7 5
000

3
,

9 888 最弱弱

黄黄 铁 矿矿矿 3 3 0
0

~ 3 5 5
000

7 8
。。

4 6
.

1 888 最强强

一一黄 铜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阶阶 段
-----

0
0

一 3 0
000

7 1
。。

19
.

1 222 中中

2222222 7 0
“

一 3 0 0
000

5 0
000

1 2
.

3 555 中中

四四四四 3 0 5
“

~ 3 2 5
““

7 9
““

1 1
.

4 777 中中

五五五五 6 5
。

~ 9 0
000

5 9
000

7
.

3 555 马马马

广广广
、、 4 0

0

一 5 0
000

7 0
000

3
.

5 333 最弱弱

方方 解 石石石 2 7 0
0

~ 2 9 5
““

6 9
。。

3 2
.

555 强强

一一石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阶阶 段段段 3 3 0
0

~ 3 5 8
。。

7 7
000

2 7
.

555 强强

0000000
0

~ 3 8
““

7 2
““

1 7
,

555 中中

四四四四 4 0
“

~ 5 0
000

8 5
000

1 7
.

555 中中

五五五五 6 0
0

一 9 0
000

7 9
000

5
.

000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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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断褶束的展布一致
,

花岗岩类岩基的分布与区域构造方向相同
。

这些都说明本区的深断裂

走向为近东西向
,

其挤压应办方向为北北西向
,

在安基山铜矿据节理互错关系求出的主应力轴

大部以北北西向为主 (图 1 2 )
。

这些均表明本矿区的地表含脉裂隙系统平行于最大挤压应力

方向
.

与区域构造应力方向一致
。

安基山矿区地表含矿裂

隙在各个成矿阶段均以北北

西 向为主
,

反映 了该区 区域

应力方 向无大的改变
,

且作

用时间较长
,

它不仅对岩体

定位起控制作用
,

而且还影

响岩浆冷凝过程中应力的释

放
。

矿区地表含矿裂隙的倾

角均较陡
,

水平节理极不发

育
,

这可能是岩体在冷凝过

程 中受到 了 区域 应 力的限

制
,

在北北西方向的挤压力

长期作用下
,

平行主应力方

向形成一系列的张性裂 隙
,

N O
‘

1 2 0 1 N N O : 2 1川 N

图 12
.

共辘剪节理应力分析图

曰 9
.

12 A n a ly sis o f y o k e sh ea r in g jo in t

它们限制了岩体侵入过程中产生的热应力裂隙和 冷凝收缩裂隙的产状
,

这三种成因力的复合

使应力更为集中
,

从而形成密集的裂隙系统
,

它们不仅有助于含矿溶液的渗滤和扩散
,

而且提

供了有利的成矿空间
。

总之
,

安基 山铜矿的含矿裂隙的分布严格受区域应力控制
,

区域作用力是主要的动力条

件
,

岩体的出露部位是地表含矿裂隙最发育的地区
,

是应力最集中的地段
,

也是成矿最有利的

场所
。

五
、

含矿裂隙系统与成矿的关系

安基山岩体在冷凝过程中受到北北西向断裂的控制
,

岩石蚀变分带及地球化学元素分带

受其影响
,

总的展布方向为北北西向¹ ; 地表总的含脉率以及主成矿阶段 (第 I] 阶段 ) 含脉率的

展布方向与深部的斑岩型铜矿化强度率的延伸方向也是呈北北西向的
。

根据笔者对已勘探钻

孔的岩芯测量和编录资料
,

绘出了某勘探线地下含脉率的曲线
,

通过 比较发现
,

地表及地下高

含脉率的地段
,

成矿元素的丰度较高
,

斑岩型矿体较厚
。

图 13 是含脉率及矿化强度率的变化

曲线与已勘探剖面的对 比图
。

从该图中可以看出
:

¹ 据冯学敏等 ( 19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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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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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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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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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义
、 /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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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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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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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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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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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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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K (地表 )

一
E

;
‘~ ~

- 一
司

砂岩

大理 岩

矽卡岩

角岩

花岗闪长斑岩

石英闪长纷岩

钻孔

斑岩型矿体

矽卡岩型矿体

地表总含脉率曲线

地下总含脉率曲线

总矿化强度率曲线

第 11 阶段地表含脉率曲线

第m 阶段地表含脉率曲线

矽卡岩型铜矿化强度率曲线

斑岩型铜矿化强度率曲线

象山群

上青龙组

下青龙组

龙潭组

栖履组

十十

一 6 0 0 M

F ig
.

1 3

图 1 3.

C o m Pa r iso n

安基山铜矿某线含脉率及矿化强度率曲线对比图

b etw eee n r a tio o f or e 一v ei n 一
b ea r in g fiss m e a

nd m 加e r a liz a tio n d eg ree o f a

e x Plo r a tio n lin n in A n jish a n e o p Pe r m in e

1
.

地表高含脉率的极值 区与地下高含脉率的极值区相近
。

反映含矿裂隙系统向下延伸

稳定
。

2
.

地表高含脉率极值区及地下高含脉率极值区及矿区总的铜矿化强度率极值 区大抵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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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在含脉率高的地段
,

勘探线剖面相应部位的深部斑岩矿体较厚
。

反映地表含矿裂隙的发

育程度与深部含矿裂隙的发育程度及深部矿化强度呈正相关
。

说明了含矿裂隙是热液渗流的

良好通道及矿质堆积的场所
,

高度裂隙化的地段是有利的成矿地段
。

根据地表含矿裂隙的发

育程度
,

有助于推断深部斑岩铜矿化强度的高低
。

图例

灰 岩

大 理岩

健 石结核 灰岩

砂 岩

矽卡 岩 型铜 矿体

斑 岩 型 铜矿体

推侧正断层

推侧逆断层

上青龙组

下青龙组

龙潭组

石英闪长扮岩

矽卡岩

花岗闪 长斑岩

目困圃目回囚固回困困回回囱口

蠢蠢蠢
一

蔚
’’

队队仁仁
梅梅厂刁刁

F ig
.

1 4

图 l月
.

安基山铜矿 一 Zo OM 水平断面图

(据江苏地 质三队资料简化 )

H o r iz o n 吐a l s e e tio n o t 一 2 0 0M le v e l o f A n jis h
a n C o PPe r M in e

.

3
.

斑岩型铜矿矿化强度曲线与主成矿阶段地表含脉率 曲线吻合程度很高
,

反映斑岩型铜

矿化与主成矿阶段含脉率的关系十分密切
,

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

说明在形成斑岩型铜矿化的

过程中
,

主成矿阶段的含矿裂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在寻找斑岩型铜矿时
,

应对地表裂隙系统

进行研究
,

确定主成矿阶段的裂隙特征
,

以便更有效地判明成矿前景
。

4
.

矽卡岩型铜矿化强度率 曲线与含脉率 曲线未能完全吻合
,

表明矽卡岩型矿化与含矿裂

隙无直接关系
,

地表含脉率虽不能有效地反映深部的矽卡岩型铜矿
。

但是
,

与含矿裂隙不发育

的斑岩体相比
,

含矿裂隙发育的斑岩体与碳酸盐围岩接触带的附近
,

更有希望找到矽卡岩型铜

矿
。

尽管斑岩型铜矿化与矽卡岩型铜矿化的成因机制不同
,

但二者均受北北西向的构造控制
。

在岩体内部
,

成矿溶液沿裂隙运移
,

经充填交代作用
,

形成斑岩型矿体
。

在岩体边部及岩体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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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溶液沿裂隙运移
,

与围岩及其捕虏体发生交代
,

形成矽卡岩型矿体
。

所以不论是斑岩型矿

体还是矽卡岩型矿体的展布方向
,

以及岩体中灰岩捕虏体的展布方 向
,

均受 区域构造应力场的

控制与区域最大挤压力一致
,

均为北北 西向(图 1 4 )
。

综上所述
,

根据地表露头的含脉率大小有助于 判断深部斑岩铜矿化强度的高低
。

根据含

脉率等值线的形态可预测矿体的主要延伸方向
,

在找矿费用 日益增加的今天
,

这种耗资少
,

收

益快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作者在野外工作期间得到江苏地质三队地质科同志的大力支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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