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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世界主要岩浆硫化物矿床一览表

国 别 矿床或矿带
采前储量

万吨

矿石品位 已采储量

万吨

保有储量

万 吨
时 代 地质环境

加拿大 萨德伯里 一 内 陆

未采 绿岩带

湖 未采 绿岩带

尽 湖 未采 绿岩带

汤普逊带 绿岩带

未采 一 陆 缘

中 国 金 川 陆 缘

黄山区 未采 陆 缘

俄罗斯 诺里尔斯克 陆 内

十 月 陆 内

塔尔纳赫 两个矿床 陆 内

太梅尔 不详 陆 内

澳大利亚 阿格纽 绿岩带

未采 绿岩带

未采 绿岩带

肠 。。 一 阿格纽 未采 绿岩带

康巴尔达 绿岩带

南 非 布什维尔德 陆 内

大岩墙 未采 陆 内

美 国 未采

氏 陆 内

注 资料据 滋 其它国外资料据 。 等 〕 金川和黄山储量统计到 年 。 据 。 和

耐‘
,

储量统计到 一 年
。

一太古宙 加 ,

一古元古代 一 一中元 占代 、 一 一

新元古代 一 一显生宙
。

全世界 〕 万 的矿床约有 个

的矿床 区 有 个
,

其 中 个都 已

开采
,

只有 沃依塞湾 一处
,

由于

年才发现
,

现在尚未开采

的矿床 区 有 个
,

绝大部分都未

开采
,

显然是 由于矿石品位低
、

经济效益相对较差而

未予利用
。

其中只有俄罗斯的诺里尔斯克和南非的

布什维尔德早 已 开采利用
。

前者是 由于矿石 中

品位 比 高 倍 一 倍
,

且 富含铂族元素 后

者是 由于低镍矿石 中富含大量铂族元素和金
。

还有

澳大利亚 的 基斯山 矿床于 年代 以后

亦 已开采利用
,

该矿床 品位虽 然较低
,

但规模大
,

地表出露面积大
,

适合露天大规模开采
,

因此经济效益较好
。

综上所述
,

本文提 出以下两条超大
、

超 巨型岩浆

硫化物矿床的划分标准

①超大型矿床是指足以改变一个 国家的矿业结

构
,

并对世界矿业结构产生影 响者 万
,

品位 若 品位
,

其中共生元素 或

族达到经济品位者 或因开采条件优越而经济效益

良好者
。

②超 巨型矿床是指能够改变世界矿业结构者

万
,

品位 若 品位
,

其中

共生元素 或 族达到经济利用品位者
。

按照这两条标准
,

可将 以下 个矿床 区 确定

为超 巨型岩浆硫化物矿床
,

即萨德伯里
、

金川和布什维尔德
。

另 个矿床确定为

超大 型 矿 床
,

即 汤 普 逊
、

诺 里 尔斯 克
‘ 、

塔 尔 纳 赫
、

十 月
‘

、

太梅尔
、

阿格纽 和康巴尔达
、

基斯山 和沃依塞湾
。

超大型岩浆硫化物矿床的分类

关于全球背景 的岩浆硫化物矿床的分类
,

于
、 、 、

几次提 出过划分

方案
。

和 于 年也提出过划

分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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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世界岩浆硫化物矿床分为

五大类

与古陨石坑有关的苏长岩一辉长岩型矿床
,

唯一实例即加拿大的萨德伯里

与大陆裂 谷有关 的相 当于溢 流玄武岩的侵

人体矿床
,

如俄罗斯诺里尔斯克一塔尔纳赫带上 的

一些矿床和美国明尼苏达的

前寒武纪绿岩带构造环境与科马提岩浆有

关的矿床
,

实例如西澳康巴尔达区的矿床

显生宙造山带中与侵入体有关矿床
,

如挪威

的
,

大型层状杂岩体中硫化物矿床
,

如布什维尔

德
。

和 将这类矿床分为

三大类

与科 马提岩系有关 的纯橄榄岩一橄榄岩类

矿床
,

如西澳的镍矿床

辉长岩类矿床
,

进一步分为 个亚类

①与超镁铁质一镁铁质侵人杂岩有关 的矿床
,

如金川
、

诺里尔斯克

②大型层状侵入体矿床
,

如布什维尔德

③萨德伯里侵人体
。

其它类 型矿床
,

如层状沉 积矿床
、

脉型 含砷

矿床等
。

前一种是按
“

构造岩石组合
”

的分类
,

这种分类

强调 了矿床形成的构造环境和母岩特征
,

但是这一

方案没有阐述金川矿床的归属
,

不能认为是全面的
。

第二种分类 只能看作按母岩岩石 的一种粗略的划

分
。

这两种分类都是 以全部岩浆硫化物矿床为背景

提 出的
。

汤中立 提 出过一个超大型
、

大型岩浆硫

化矿床分类方 案
,

在那个分类的基 础上
,

针对上述

个超巨型和超大型矿床
,

本文将这类矿床修改划

分为五种类型

元古宙与古 陨石坑有关 的苏长岩一辉长岩

型矿床
,

如萨德伯里

元古宙 以后 与大陆边缘裂解有关 的小 型 侵

入体矿床
,

如金川
、

沃依塞湾

显生宙
一

与大陆裂谷有关 的相 当于溢 流玄武

岩的侵人体矿床
,

如诺里尔斯克一塔尔纳赫带上 的

十月
、

诺里尔斯克
、

塔尔纳赫
、

太梅尔

太古宙绿岩带与科马提岩有关 的矿床
,

如西

澳阿格纽
、

康巴尔达基斯山
、

加拿大汤普逊带中的矿

床

早元古代大陆层状侵人杂岩体中硫化物与

铂族矿床
,

如布什维尔德等
。

以上这种分类既考虑
“

构造岩石组合
”

因素
,

但

又不拘泥于这种因素
。

如第 种类型突出了
“

小型

侵人体
”

这 一成岩成矿特征
,

各类矿床都注人 了成

岩成矿时代的因素等
。

总之
,

这是 以突 出矿床主要

特征为原则的分类
。

矿床地质与矿床定位

为了简明地 阐述这类超 大型 含超 巨型 矿床

的地质和定位问题
,

每种类型选择一代表性矿床
,

对

它们的岩体和矿床情况分别列 于表 和表
。

与绿

岩带有关的类型
,

由于变化较大
,

所以选择了西澳和

汤普逊带 个实例
。

综上所述
,

这类超大 巨 型矿床的定位主要受

制于以下方面的条件

特定的时空和丰富的矿质来源

这种类型的超大 巨 型矿床主要产 出于太古

宙和古一中元古代以及三叠纪
。

整个新元古代和古

生代还没发现这类超大 巨 型矿床
。

以镍铜为主 的超大 巨 型岩浆硫化物矿床仅

仅分布于全球的 个地 区
,

即金川
、

萨德伯里
、

诺里

尔斯克一塔尔纳赫
、

西澳耶尔岗东部绿岩带
、

沃依塞

湾和汤普逊带
。

以铂族为主的超大型矿床只确定 了

布什维尔德这一个地区
。

由于这类矿床的矿质主要

来 自不均匀的上地慢
,

因此可以认为
,

上述这些特定

的时空条件以及这些特定地区所具有的重大构造岩

浆事件和丰富的深部矿质来源
,

导致这些超大 巨

型矿床的形成
。

巨大的破裂性构造

萨德伯里的陨击构造直径达 耶尔岗东

部古裂谷带长约
,

宽约 诺里尔斯克

一塔尔纳赫深断裂延伸可达 以上 金川北祁

连裂谷带延伸也在 以上 还有马尼托巴
、

汤

普逊构造带
,

规模都很 巨大
。

所有这些构造都是深

部岩浆和矿质得 以上升和储存于现存空间的控制因

素
,

是形成这类超大 巨 型矿床的必要条件
。

断续重现和分段重现是普遍的分布型式
“

断续重现
”

是指像萨德伯里和布什维尔德这

样巨大的侵人岩体
,

沿着岩体周边或一定 的含矿层

位断续 出现同一类型 的矿床
,

如萨德伯里沿周边约

长度内
,

分布了约 座镍铜矿 山 布什维尔

德沿近 长的梅林斯基层
,

亦分布了近 个

铂族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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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超大型 一 岩浆硫化物矿床岩体地质

岩体名称

构造环境

萨德伯里 金 西澳大利亚 汤普逊带 布什维尔德

加拿大地 盾 区 萨

德伯里盆地

中朝古地块 西 南

边缘裂谷

西澳 耶 尔 岗地 块

东部古裂谷

分布型式

岩体 流

规 模
、

形

态

沿盆地 周 边 呈 环

带分布
,

盆状

沿推 覆大 断 裂上

盘呈带分布
,

岩墙状

诺里尔斯克塔尔纳赫

西伯 利亚 地块 西北

边 缘诺 里 尔斯克塔

尔纳赫深断裂

沿深断裂呈带分布

单个含矿 岩体可 达
,

岩盘状

加拿大前前武纪

地盾区绿岩构造

带

沿绿岩构造带呈

带状分布

岩体规模
,

地表有的岩体长

达
,

厚

呈 单个 规模 巨 大

的层状 侵人体

东西长
,

南

北宽
,

岩体

厚 一

岩浆系列 拉斑玄武岩系列

岩石组合 主体岩相 由上 而

下 微文象岩
、

石

英 辉 长 岩
、

苏 长

岩
、

富 石 英 苏 长

岩
。

亚 层 苏 长 岩

相 含有各种外来

的和 就 地 派 生 的

包 体
。

底 盘 为 角

砾 岩 相
。

以 上 三

相 为依 次侵 人 形

成
。

主 体 岩 相 本

身亦 属 多 次 侵 人

形 成
。

亚 层 苏 长

岩并 以 岩枝 状 插

人底板围岩之中
。

铁质超基性岩 拉

斑玄武岩系列

中细粒 二 辉 橄 榄

岩一橄榄二辉岩

中粗 粒 含 二 辉 橄

榄 岩一二 辉 橄 榄

岩一斜 长 二 辉 橄

榄 岩一橄 榄 二 辉

岩一二辉岩 中粒

纯橄 榄 岩
。

以 上

三种 粒度 相 以 三

期侵人形成
,

中细

粒 相一中 粗 粒 相

一中粒 相 呈 依 次

侵人的顺序
。

拉斑玄武岩系列

沿古裂谷 绿 岩 带

呈带分布

南段主要为喷发岩

流
,

呈层状
,

长几百

米
,

厚 一 北

段主要为侵人相
,

透镜状长 一

,

厚 一

科马提岩系列 科马提岩系列 拉斑玄武岩系列

喷发 相 为科 马 提

质火山堆积
,

底部

的科 马提 蚀 变 岩

流 夕
和分异的矿

化岩 流 富含 橄 榄

石 侵人相 为科马

提纯橄榄岩 夕
一 ,

为

不 整 合 侵 人 体
。

边缘镁量减低
,

围

岩有所变化
。

蛇 纹 石 化 橄 榄

岩
,

矿 化 主要 产

于黑云母片麻岩

中
,

只 在 一 处 见

矿带伸进到蛇纹

石化橄榄岩中
。

由上 而 下 岩体 分

为 上 部带 橄榄

闪长岩 主带 辉

长 岩
、

苏 长 岩
、

斜

长岩 临界带 古

铜 辉 石 岩
、

苏 长

岩
、

斜长岩 下部

带 方 辉橄 榄 岩
、

纯橄榄岩
。

由
一

于

超镁铁 质 岩 浆 和

斜长 岩 浆 多 次 注

人
,

互相混合和结

晶分异
,

形成了岩

体的层 次构 造 和

岩浆的反复旋回
。

围岩 顶板为 角

砾岩 底板为花 岗

质 巨 砾 岩
、

角 砾

岩
。

顶板 为花 岗片麻

岩
、

混 合 岩
、

斜 长

角 闪 岩
、

大 理 岩

底板为大理岩
、

黑

云母片麻岩等
。

士

如诺里 尔斯 克 岩体

由上 而 下 为 边 缘

相 浅 色辉长 岩
,

最

先结晶
。

上岩组 石

英闪长岩
、

磁铁辉长

岩
、

柱状辉长 岩
。

中

岩组 含橄榄石辉长

粗玄岩
、

橄榄石辉长

粗玄岩
。

下岩组 苦

橄 质粗粒 辉 长粗玄

岩
、

斑杂状粗粒辉长

粗玄岩
。

接触带 其

中和 下 部 为块 状矿

体贯人
,

中下 岩组之

间 为突 变接 触其余

皆渐变关系
。

顶 板 为三 叠 纪 暗 色

玄武岩 底板 为石 炭

纪煤系地层
。

顶板为矽卡岩 和

片麻 岩
,

底 板 为

石英岩
。

顶底 板 为元 古 宙

沉积 岩和 德 兰 士

瓦熔岩系
。

成岩时代 三叠纪

喷发相顶板缺
,

底

板为变玄武岩流
。

侵人 相 顶 底 板 皆

为变沉积岩 阿格

纽
。

,

可 能 一

属太古宙

所谓
“

分段重现
” ,

是指沿断裂构造带或线性构

造带
,

同一类型 的超大型
、

大中小型矿床分段重现
。

如诺里尔斯克和塔尔纳赫相 隔数十千米
,

在两 区都

分别产出一群矿床
,

其 中包括多个超大型矿床
。

另

外
,

此带向北延伸达
,

又有新的矿化岩体发

现
。

再如耶尔岗东部裂谷带和汤普逊构造带
,

都是

在延伸百千米至几百千米 以上 的带上
,

分布着十来

个至几十个岩浆硫化物矿床
,

其中包含 至几个超

大型矿床
。

以上说明
,

这一类型矿床的普遍分布型式是线

型延伸
,

局部地段呈面形分布
,

唯有金川矿床和沃依

塞湾矿床目前还呈孤立的岩浆中心式点状分布
。

两种岩浆系列两类元素浓度组合

这类超大型矿床分属科马提岩和拉斑玄武岩两

种岩浆系列
。

前者包括西澳和汤普逊带的超大型矿

床 后者包括金川
、

布什维尔德
、

萨德伯里
、

沃依塞湾

和诺里尔斯克一塔尔纳赫矿床
。

金川是这一岩浆系

列的超镁铁质端员 布什维尔德是这一系列镁铁质

一超镁铁质杂岩的代表 萨德伯里和诺里尔斯克一

塔尔纳赫是这一系列 的镁铁质端员
。

这一岩浆系列

相 当于我国的铁质超基性一基性岩浆
。

科马提岩岩浆矿床的 侧 为 以

为 一

为 料 一 。

拉斑玄武岩岩浆矿床的 口

为 一 一般为
,

为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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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超大型 一 硫化物矿床对比

矿床名称

分布形式

萨德伯里 诺里尔斯克塔尔纳赫

沿 区 域岩带于 诺里

尔斯 克 区 和塔 尔纳

赫区分段集中
,

呈群

分布
,

两段相距数十

公里
,

延伸将 近

西澳大利亚 汤普逊带 布什维尔德

沿盆 地 周 边 岩 带
断续产出

,

形成矿

床达数十个
。

在 区 域 岩带呈 点状

单独产出
。

沿 长的古裂谷
岩带的南北两段分布

,

南段主要与喷发岩流

有关
,

北段主要与侵人
纯橄榄岩体有关

,

形成
矿床达 为 多个

,

两段

相距约刀
。

沿构 造 绿 岩 带
断续分布

,

岩体
达数百个

,

已有
个 矿 床 投 人

开采
。

主 要 沿 岩 体 中
梅林 斯 基 层 和

分布
。

矿体类型 ①亚 层 苏长 岩 中
浸染状

、

角砾 状
、

块状矿体 ②底盘

角砾 岩 中不 规则

粒状
、

大斑杂浸染
状和块状矿体 ③
底板片麻岩 花岗
巨砾 岩 中脉 状

、

块状矿体 ④富铜
矿脉

,

铜矿 带 ⑤
底部 围岩 的 石 英
闪长岩 岩枝 中 的
浸 染 状

、

块 状 矿

体
。

①就地熔离矿体 与
第

、

两 期侵人 相

有关
,

以星点 浸染
状矿 石 为 主

。

②深

熔一贯人矿体 与第
期侵人相有关

,

由
海 绵 状 矿 石 组 成

。

③晚期贯入矿体 由

块状 矿 石 组 成
。

④
接触交代矿体 由稠
密浸 染状

、

脉状
、

块
状矿 石 组 成

。

⑤热

液叠加矿体 由星 云

状
、

云 雾 状
、

毛 毡状
变海绵状矿石组成

。

①苦 橄 辉 长一辉 绿

岩中浸染状矿体 ②
斑 杂辉长辉绿 岩 中
浸染 状 局 部 海 绵
状 矿 体 ③下 接触

带脉状 和致密块状
矿体 ④上伏岩石 中
浸染和交代矿体

。

喷发岩流底 部致 密

块状富矿小透镜体
,

下 凹 部位伴有 浸 染
状矿 体

。

纯 橄 榄 岩

侵人体下侧部块状
、

浸染状矿 体
,

近边部
为 脉 状

、

角 砾 状 矿

体
。

沿矿带分布
,

层

状岩 体 中分 布
有透镜状

、

角砾
状块 状 致 密 硫
化物矿石

,

向外
过渡 为 浸 染状
矿石

。

硫化 物 呈 稀 疏
浸染状

,

共生有

各铂 族 矿 物 组

成 的 浸 染 状 矿

体 层
。

主要 矿 石

类型

主要 金属
矿物和铂
族矿物

块状
、

浸染状矿石 海绵陨铁状矿石 块状
、

浸染状矿石 块状
、

浸染状矿石

磁黄铁矿
、

镍黄铁
矿

、

黄铜 矿
、

黄 铁
帮

、

磁 铁 矿
、

方 黄

铜矿 等
。

铂 族 矿

物有锑秘把矿
、

黄

啼把 矿
、

蹄 把 矿
、

砷啼把矿
、

等轴秘

谛把 矿
、

蹄 铂 矿
、

六方锡铂矿
、

砷铂
矿

、

六方锑把矿
。

磁 黄 铁 矿
、

镍 黄 铁
矿

、

黄铜 矿
、

方 黄铜
矿

、

马 基 诺矿
、

墨 铜
矿

、

紫硫镍铁 矿
、

褐
硫钾 镍 铁 矿 等

。

铂

族矿 物 有 砷 铂 矿
、

自然铂
、

金铂 把 矿
、

锡钥把矿
、

啼 铂 矿
、

秘把矿
、

蹄 秘铂 矿
、

啼秘把 矿
、

锑铂 矿
、

锑铂把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 矿
、

镍 黄 铁 矿
、

硫 铁 铜
矿

、

富铁镍 黄铁矿
、

富铁磁黄铁矿
、

陨硫
铁等

。

铂族矿物 自
然金 属

、 、

的铅
锌固熔体

,

和
、

、 、 、 、 、

的金 属 互 化 物
, 、

的 砷 化 物
、

锑 化

物
、

秘化物
、

硫化物
、

蹄化物
。

磁 黄 铁 矿
、

镍 黄 铁
矿

、

黄铁矿
、

磁 铁矿

和 少 量铜矿 和 富铁
铬铁矿 等

。

铂 族 矿
物在康 巴 尔达有砷
铂矿

、

把 啼镍 矿
、

一 啼化物
,

等轴秘

谛把矿
、

等轴磅锑把

矿
。

块状
、

浸染状矿

石

磁黄铁矿
、

镍黄
铁 矿

、

黄铁 矿
,

少量黄铜矿
、

白
铁矿

、

方硫镍钻
矿

、

红 镍 矿
,

偶
有辉铝矿

。

稀疏 浸 染状 矿

石

镍
、

铜 硫 化 物
铂族 矿 物 各个

地段不尽相同
,

大体有砷铂矿
、

蹄 铂 矿
、

硫 铂
矿

、

硫 镍 把 铂
矿

,

硫钉锹矿和

一 合金等
。

叮

以

喷出相
,

侵人相

喷出相
,

侵人

相

喷出相」、

殆

月礴

①
, 。

②喷出相矿床以康巴尔达为代表
,

侵人相矿床以西澳大利亚阿格纽为代表
。

③以 汤普逊带

矿床为例
。

多期成岩成矿 以晚期岩浆成矿为主 深部存在着岩浆房 岩浆库
。

笔者认为
,

硫化物的熔

表
、

表 明
,

这一特征在金川
、

萨德伯里
、

诺里 离和预富集作用主要是在岩浆房中和上侵途 中完成

尔斯克一塔尔纳赫几个 以镍铜为主的矿床都有明显 后再依次贯人到现存的储岩
、

储矿空间的 图
。

的体现
。

需要说明的是
“

晚期岩浆成矿
”

为主
,

是指 布什维尔德层状岩体的两大成矿特征

诸如金川第 期 中粒纯橄榄岩伴生 的矿体
,

金属储 第一个特征是
,

巨大的铂族储量 约 以洲 都

量 占到全矿区的 以上 萨德伯里最晚侵人的亚 与低品位 巧 一 , 一 、

层 苏长岩相及其底盘角砾岩相 中赋存的 低密度的硫化物层共生
。

这一点已经发挥了重大的

块状矿体和诺里尔斯克晚期的块状矿体都是各矿床 地质对比作用
,

许多重要铂族矿床 美国斯蒂尔沃特
、

的主要矿体
。

芬兰北部 等 因此而得以发现
。

深熔一多期贯人作用是主要的成矿机制 第二个特征是
,

具有完整的层序和矿化部位
,

下

金川
、

萨德伯里
、

诺里尔斯克一塔尔纳赫以及西 部带和临界带产有多层铬铁矿
,

其中的 铬铁矿

澳镍矿的研究者们都分别提出
,

在这些超大型矿床的 层和临界带顶部梅林斯基层是主要含铂层
,

主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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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硅酸盐岩浆 一含矿硅酸盐岩浆 硫化物 一富矿岩

浆 一矿浆 一接触交代矿化

还有多层铂矿化
,

而上部带只产磁铁矿
。

这一层序

和矿化部位
,

是这一岩浆侵人演化的产物
,

不仅可用

于其它地方层状岩体的对 比
,

还可作为类似镁铁质

一超镁铁质岩带上岩浆演化和成矿组合的对比
。

预测与找矿

预测与找矿的阶段

自从上个世纪 年代加拿大 的萨德伯里 被发

现以来
,

这类矿床已经有一个世纪 以上 的勘查开发

史
,

全世界发现 了数 以百计的成型 的这类矿床
。

因

此
,

在那些 已知或预测 可能有这类超大型矿床产 出

的地区
,

其预测与找矿一般都应经历三个阶段 ①地

质理论预测阶段
。

地质与矿产信息 的理论分析
,

判

断矿床类型
、

产出与成矿环境 的关系
,

预测形成超大

型矿床的最有利的部位
,

本文所论述 的意见是属 于

这一阶段性质 ②方法技术实施 阶段
。

部署并运用

现代高新技术方法如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
、

遥感等综

合方法手段
,

探索有利成矿条件
,

圈定矿体可能的产

出位置 ③工程验证阶段
。

布置必需 的工程验证
。

必需指 出
,

以上阶段划分不排除在那些空 白新 区
,

依

据地表露头直接发现超大型矿床的可能性
。

预测矿床类型

从世界范围来说
,

前述五种超大 超 巨 型矿床

类型
,

仍然具有很大 的找矿潜力
。

第 类型矿床

的成矿条件特殊
,

除萨德伯里之外
,

全世界再没找到

第二个矿床
。

它 的潜 力 主要 表现在矿 区 本身 的深

部
,

直到 年
,

在矿 区镍环深部 一 之下
,

还取得 了找矿 的重大突破
。

第 和第 类型

矿床的潜力 主要表现 于新 区找 矿有重 大发 现
。

如

年在加拿大拉普拉多 区发现的沃依塞湾矿床
。

母岩体长
,

厚仅 一 ,

在这样小的橄长

岩体中却赋含 万 镍矿
,

据 了解实际储量 比公

布的储量数还要大得多
,

是典型 的小侵人体超大型

矿床
。

第 类 型先后 在美 国 和芬兰 的

都发现了同类矿床 第 和第 类型矿

床的潜力主要反映在 已知矿区外围同一矿带找矿的

重大突破
。

现在的俄罗斯诺里尔斯克一塔尔纳赫矿

带和西澳镍矿带都是 由先后发现的许多个甚至达几

十个矿床组成的世界级大镍矿带
。

对中国来说具有找矿前景的是第
、

第
、

第 三种类型
。

第 类型在 中国已发现超巨 型

金川矿床
,

此外大型矿床红旗七
、

喀拉通克以及力马

河
、

白马寨等许多 中小型矿床亦属这种类型
。

在金

川矿床的深部及外 围矿带仍然具有很 大 的找矿潜

力
。

其它 已知大
、

中
、

小型矿床的深部和外围
,

也都

应当研究或部署新一轮找矿
。

总之
,

这是我 国最有

前景的找矿类型
。

第
、

第 两种类型
,

在我国

还未发现超大型矿床
,

但西南 区广泛发育 的二叠纪

峨眉玄武岩以及桂北地区存在的前寒纪科马提质喷

发岩等这样的地区为这类超大型矿床的形成提供了

条件
,

尤其应 当注意研究这类火 山岩 的管道相和岩

席状侵入体相中成矿的可能性
。

坚持就矿找矿
“

就矿找矿
”

就是在 已 知矿集 区 和矿集 区 外 围

找矿
。

由于已知矿床的存在
,

充分证 明该矿集 区具

有成矿的条件
,

因此这种找矿部署 比较容易凑效
。

在 已知矿集 区再找矿
,

需要 充分考虑这类矿床

的以下特征 ①矿质来源很深 来 自地 慢
,

成矿场

所亦就可能很深
。

如萨德伯里 在 一 以下仍

然取得找矿的重大突破
。

相 比之下
,

金川一矿 区 只

勘探到 一 ,

二矿 区勘探到 一 矿体 尚未

尖灭
。

因此
,

一矿 区 一 一 仍然是很有

希望的成矿 区
,

整个金川矿区 一 一 的

范围同样是有希望 的成矿 区 ②小 岩体成大矿 的机

制是深部熔离一多期 次 贯 人成矿川
。

先期贯 人

的岩浆较轻
,

不含矿或含矿质很少
,

侵人后分布范围

较广
。

后来贯 人 的岩浆
、

含矿 岩浆
、

富矿岩浆和矿

浆
,

它们的比重逐次增大
,

矿质越来越多
,

分布亦较

集中
,

越重的浆体分布越靠下
,

以致产 生
“

下盘
”

成

矿好
、

下伏地层 中成矿好 的结果
。

所 以要特别重视

下盘和下伏地层 中找矿
。

“
矿区外围

”

找矿应 当充分考虑 以下特点 ①在

已知矿集区存在的同一构造成矿带部署找矿 ②充

分研究并运用该 区矿床
“

分段重现
”

的构造控制规

律
,

寻找新矿床 ③充分研究并搞清该构造成矿带 同

种容矿岩石组合的分布及 与成矿 的关系
。

因为不同



第 期 汤中立 超大型 一 岩浆矿床的划分与找矿

成矿带的容矿岩石组合可能是不同的
,

但同一成矿

带容矿岩石组合却往往是相同的或相似的
。

④搞清

老地层 较岩体成矿早 的分布发育情况
,

对该 区老

地层中存在的物
、

化探成岩成矿异常
,

要特别重视检

查验证
。

⑤在区域背景分析的基础上
,

注意寻找新

的岩浆成岩成矿中心等
。

重视新区找矿

所谓新区是指以往未曾调查或调查研究程度很

低的地区
。

如我国的这类矿床主要分布于华北古陆

和杨子古陆的周边及其外侧造山区
,

塔里木 的北东

边缘以及阿尔泰和准噶尔接壤地带也有重要发现
。

而塔里木的北
、

西
、

南边缘带和柴达木的周边地区以

及不同时期造山带的接触地带等
,

由于 以往工作程

度很低
,

直接发现这类超大型矿床的可能性是不能

排除的
。

结 论

由于超大 巨 型 一 岩浆硫化物矿床

的经济价值极高
,

这类矿床所产的镍
、

铜
、

钻
、

铂族等

十几种矿产大部分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的

紧缺资源
,

加强和部署对这类矿产资源的科研和勘

查
,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
。

我国最具勘查远景的是小侵入体矿床类型
。

其

次是相当溢流玄武岩的次火山岩侵人体矿床类型和

与科马提岩有关的矿床类型
。

这类矿床的找矿
,

一般都应经历三个阶段 即 ①

地质理论预测阶段
,

②高新方法技术实施阶段
,

③工

程验证阶段
。

但并不排除新区勘查依据露头直接发

现矿床的可能
。

新一轮找矿应当针对三种地 区部署 ①有找矿

潜力的已知矿集区及深部
,

②找矿远景好 的已知矿

集区外围
,

③有成矿条件的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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