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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隐爆角砾岩与断层角 

砾岩和火山爆破角砾 

岩的区别 

本文 1996年 3月收到，7月改回，张旭龋编辑。 

岩石炸成粉碎状而形成凝灰岩，向外隐爆碎 

屑物由细变粗，由角砾岩到集块岩。如新民 

1号隐爆角砾岩筒中心为电气石一石英隐爆 

凝灰岩，向外依次是隐爆角砾凝灰岩一隐爆 

角砾岩一隐爆角砾集块岩一隐爆集块岩(其 

主要矿物成分都是电气石与石英)一隐爆震 

裂花岗闪长岩(当然也可用隐爆角砾岩系列 

这种排列模式以与断层角砾岩类相区别)。 

而火山爆破角砾岩中心是集块岩，向外火山 

碎屑物由粗变细，依次是火山集块岩一火山 

角砾集块岩一火山角砾岩一火山凝灰角砾岩 

一火山凝灰岩一火山凝灰沉积岩。且胶结物 

也各不相同，隐爆角砾岩系列的胶结物为富 

含挥发分的岩浆期后热液蚀变矿物，如电气 

石、绢云母、绿泥石等，岩粉(与角砾成分相同 

的细小晶屑、岩屑)与岩浆物质。而火山爆破 

角砾岩系列的胶结物是火山灰、塑性玻屑、熔 

浆、化学沉积物及粘土物质等。其它胶结物 

互相易于区别，而隐爆角砾岩系列的岩浆物 

质与火山爆破角砾岩系列的熔浆胶结怎样区 

分?隐爆角砾岩的岩浆胶结具浅成超浅成、 

次火山岩特征，如呈多斑结构，斑晶、基质都 

可有含摊发分的暗色矿物出现，可暗化也可 

未暗化，基质结晶程度较高如呈细晶、微晶结 

构等i火山角砾熔岩的熔浆胶结则成步斑结 

构，暗色矿物含挥发分者只出现在斑晶中，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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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化明显，基质结晶程度较低，甚至呈玻璃质 

结构。如吉塘隐爆角砾岩筒，产状为简状，出 

露面 约 5Om2，角砾是异源围岩灰岩、石英 

安山岩与次钠质粗面斑岩，胶结物为次钠质 

粗面英安岩，其为多斑结构，斑晶是更长石与 

钠长石，基质为微晶结构，所以具隐爆角砾岩 

特征。 

2 隐爆角砾岩筒上、中、下部隐爆 

角砾岩的区别 

因为隐爆角砾岩筒常产在中酸性岩浆流 

动前沿，即在超浅成 (次火山)岩的上部形 

成_4]，此处常富含硅质、碱质、挥发分与成矿 

元素。所以在浅成、超浅成岩的上部常常形 

成石英外壳，在石英外壳下更进一步富集了 

挥发分与成矿元素，易形成第二次沸腾，当内 

压力》外压力时，就会在构造薄弱带引起爆 

炸。例如我们在新民隐爆角砾岩筒所见，全 

是石英作角砾，电气石为胶结物，这正说明是 

上部石英外壳爆破，电气石作胶结物，又说明 

是挥发分未逸散的隐爆环境的产物，因此，新 

民的电气石一石英隐爆角砾岩应属隐爆角砾 

岩筒上部的特征。而吉塘 1号隐爆角砾岩筒 

其角砾成分有围岩灰岩、石英安山岩、次钠质 

粗面斑岩(次火山岩)，且以次火山岩为主，胶 

结物是次钠质粗面英安岩，这正说明是隐爆 

角砾岩筒下部的特征。现我们总结出划分隐 

爆角砾岩筒不同深度物质成分的特征如表 

1。 

3 含矿隐爆角砾岩特征 

怎样判别隐爆角砾岩是否含矿?其下部 

是否有斑岩铜矿体? 

首先是要根据以上判别标志，判断所研 

究的隐爆角砾岩是处于“岩筒”的什么部位。 

若是上部即或隐爆角砾岩未见或少见矿化， 

其深部不一定就不含矿。因为隐爆角砾岩筒 

的舍矿性往往是不均匀的，呈串珠状的。串 

珠状的珠体中心往往是挥发分、成矿元素与 

2 

表 l 隐爆岛砾岩筒上、中、下部物质成分特征表 

岩筒 上 部 中 部 下 部 

深度 

甯砾 石英壳与异源 异源围岩甯砾 同源次火山斑芒 

与同潭扶火山 甯砾为主，少量 成分 围岩角砾为主 
斑岩甯砾 或无异漂甯砾 

富含挥发分岩浆 

睦结物 期后矿物为主． 电气石、绿泥石 

如电气石、绢云 、绢云母等与岩 岩浆腔结为主 成分 

母、绿漉石等， 粉 

少量岩粉 

热液蚀变最强烈处，且同一矿床往往在平面 

与剖面上都是呈串珠状的，即在平面上呈等 

距性，剖面上呈等高性特征。如新民矿区的 

电气石一石英隐爆角砾岩筒，平面上沿南北 

走向呈串珠状分布，间距约 6oom。地表矿化 

断断续续并不明显，但措同一 6号矿体，从北 

到南，不同占孔的相近标高却打到了脉状的 

绢英岩化次花岗斑岩，其铜矿化品位也相近， 

如CK514、CK465都打在 6号脉带上，平面 

上相距约 900m，含矿标高都是 212m，Cu品 

位分别为 7 375％、7．450％；CK497、CK484 

和CK479平面上相距约 30m与 200m，各在 

标高 一9m、一13IIr～一15m和 一5m处见矿， 

Cu品位分别是 2．47％、2．86％、2．26％； 

CK494、CK51 1平面上相距约 900m，各在标 

高44m、53m处见矿，Cu品位分别是 0．21％ 

和0．65％，这些都说明地表、地下的隐爆角 

砾岩、超浅成岩，Cu矿化都是呈串珠状分布 

的，且预示着探部是同源的，可能有同源的含 

矿斑岩体。因为根据虹吸原理，只有同源、同 

裂隙系统，矿化才会出觋在同一标高，且品位 

相近和超浅成岩岩性也基本相届的现象。也 

就是说我们在上部遇到的是隐爆角砾岩型铜 

矿，却预示着其深部可能有舍矿斑岩体 J。 

若遇到的隐爆角砾岩筒是根部特征，则 

可直接观察其次火山(超浅成)岩角砾与胶结 

物是否含矿，若含矿，则预示着其深部有含矿 

斑岩体，否则则无。如我们在吉塘隐爆角砾 

岩筒中，发现隐爆角砾次钠质粗面斑岩与胶 

结物次钠质粗面英安岩都普遍含有细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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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染状黄铁矿一黄铜矿化，水平厚 7．3m，铜 往是 ：隐爆角砾岩、超浅成(次火山)岩、近矿 

平均品位达 1．12％．直接说明其下部次火山 围岩蚀变(如绢英岩化或黄铁绢英岩化)、细 

岩可能是含矿斑岩体。 脉浸染状铜矿体紧密相随。往往四位一体，以 

其次，我们发现含矿的隐爆角砾岩筒，往 新民矿区 11个占孔统计数字为例(表 2)： 

表 2 新民矿区隐爆角砾岩、超浅成岩 绢英岩与矿化关系表 

隐爆角砾岩 超浅成岩 绢英岩 见 矿 品 位 占孔编号 

标高(m) 标高(m) 标高(m) 标高(m) Cu(％) Ag(g／t) 

cK465 219～181 212～ 181 214～ 187 212～ 18l 7．45 473．75 

cK514 392．2l6～2O2 351．212～7．02 213～212 213～212 7 375 20 25 

CI~494 58～37 56～37 56～55 53 0．655 17．5 

CI(427 155～69 155～ 29 87～70 85 6 642 194 

CK435 w24 216～一317 24(娘泥石化) —24 0 710 47 50 

CK479 142 151 一151 2 26 59 08 

CK484 一 l3～ 一15 —13～ 一t5 2．86 134]78 

CK497 —50 —9～ 一18．一5O —9～ 一 18 2 47 1 ．63 

CK476 —193～ 一197 一193～ 一197 —-248～ ——249 —248 1 28 17．25 

CK459 102～74．44 

CK5u2 130～ 110．20 

由表2可知，隐爆角砾岩、超浅成岩、黄 

铁绢英岩化与矿化四者基本同步．说明隐爆 

作用、超浅成定位、围岩蚀变作用与成矿作用 

几乎全是相影相随，同时发生．其中又以隐爆 

角砾岩与超浅成岩分布范围比矿化宽，矿化 

与围岩蚀变绢英岩或黄铁绢英岩、绿泥石化 

关系更密切。 

4 与隐爆和成矿作用有关的超浅成岩 

特征 

与隐爆角砾岩有关的侵入岩定位，往往 

是同造山超浅成定位，因为 1 5～3kin以下 

位置，外压力》内压力．不易发生隐爆．并且 

同造山形成的构造薄弱带．应力释放，外压力 

减少，更有利于隐爆作用发生。超浅成岩往 

往是岩浆分异晚期的残余熔融体，它富含挥 

发分与成矿物质．常位于岩浆流动前沿的高 

处，这也有利于岩浆二次沸腾。内压力增大， 

有利于隐爆作用发生，所以它们易形成 四位 
一 体。 

与隐爆、成矿、同造 山有关的超浅成(次 

火山)岩，由于其定位时．处于突然降压、升 

温、淬火状态下，因此具有以下特征： 

4．1 超浅成岩顶部或上部往往呈火焰状、拔 

丝状．可能是同造山断裂形成的瞬时真空将 

其吸、拔成这种状态，如图 1超浅成次花岗斑 

岩呈火焰状分布在花岗闪长岩围岩中。 

4．2 酸性超浅成岩岩性很不均匀，很不典 

型，短距离内相变较大，可能是造山运动的同 

时，突然降压、升温、淬火、岩浆就地立即定 

位，局部石英集中就形成次石英岩、次石英斑 

岩或次斑状石英岩；局部钾长石集中，就形成 

次正长斑岩等；局部钠长石集中．就形成次钠 

长斑岩等；局部 3种主要矿物都出现，就呈次 

细粒花岗岩、次花斑岩、次花岗斑岩、次斑状 

花岗岩等。总之．同造山超浅成岩成分不均 

匀，结构变化大．但是总体上讲都是酸性超浅 

成岩。 

4．3 由于是同造山的酸性超浅成岩，其中钾 

长石、斜长石的三斜度、有序度都低，常为透 

长石、高温正长石，高温更钠长石等。 

4．4 同造山超浅成岩附近的接触变质岩常 

为透长石相角岩。 

4 8 含矿超浅成岩(次火山岩)岩石化学特 

征：分异指数高，极不相容元素 Cs、Rb、K与 

轻稀土元素 La、Ce、Nd富集．亏损高场强元 

素Nb、Sr、Ti、Zr、P，这正说明是火山弧、碰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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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同造山超浅成岩产状示意图 

1一砂质泥岩(DlY‘)；2一砂岩(D|，)；3 步卡岩化灰 

岩(DlY )；4一步卡岩(Dln)；5一燕山早期第一次花岗阎长 

岩(坩； )；6一燕山早期第二祆花岗斑岩(惭})；7一矿脉及 

编号 

表 3 新民 酸性侵人岩微量元素 

含量c×10 )表 

样 号 415／稿5 220／497 201／427 78f465 

岩石名称 花斑岩 敷花岗斑岩 次花岗斑岩 花岗闪长睾 

Rb 306．02 240 64 316．70 330 22 

Ba 917 71 502．67 570．68 766 09 

Th- 46．98 36．21 50 43 47．57 

K 51000 40300 39800 40500 

Nb 0 1O 6 05 9．79 0 10 

Ls 38 46 30 92 40．09 37 34 

Ce 75 15 61 57 79．99 72 61 

Sr 117 73 116 65 122．88 348 06 

Nd 29 22 24 10 29 88 27 90 

P 16o0 1600 1700 16o0 

zr 212．75 154．97 166．66 157 87 

Sin 5．49 4 47 5．49 4 98 

Tl 17∞ 39∞ 3700 39∞ 

n  0．62 0 60 0．50 0．63 

Y 35 46 25．24 23．51 36 60 

带火山岩、次火山岩(超浅成岩)特征 ，因 

为下插的大洋板块会携带易溶于含水流体相 

的强不相容元素与轻稀土元素，而大洋板块 

4 

1 997蚯  

也是富含铜等以及碱金褥的，它进入俯i巾带 

的深部，并通过熔融作用进入斑岩岩浆，形成 

含矿的斑岩岩浆L2】。如新民超浅成次花岗 

斑岩蛛网图属右倾型，数据见表 3，NbN ／Y 

>1，属强不相容元素富集型，R_b、K、Th、Ba 

Sm、Zr、P富集，Nb、Ce．Sr、Ti亏损，正属于火 

山弧与活动大陆边缘特征(图 2)。又如吉塘 

图 2 新民中酸性慢^岩微量元素蛛网图 

火山次火山岩蛛网图(图3、表 4)，也属右倾 

型，RbN／Y >1，属强不相容元素富集型， 

即Rb、K、h、Ce、Nd富集，Nb、Sr、Ti、Zr、P 

贫化，正属于火山弧火山岩特征(图 3)。并 

根据 K／Rb、K／Cs值低，非活动性元素 V与 

Hf含量增加，Ta／Nb~Zr／Hf、Ti／V值降低， 

都指 出该 斑岩体是分 离结 晶后 的残余熔 

体L3l，若能富含硫化物，其形成斑岩铜矿的 

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新民超浅层岩为富钾、 

富硅的次花岗斑岩，判断其含矿性用分异指 

数(DI)、K、Rb、K／Rb与 Cu含量的关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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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满意的结果(表 5)。 

表 5说明次花岗斑岩相对于花岗闪长岩 

分异指数(DI)、K、Rb高，K／Rb值低，说明 

次花岗斑岩浆为前者分离结晶后的残余熔 

体，有利于 Cu元素富集。又如吉塘钠质粗 

面英安岩等为碰撞带火山、次火山岩，在分离 

结晶后，残余熔体中非活动性元素Nb比Ta、 

V比Ti更加富集 J，Cu也在残余熔体中更 

加富集(表 6) 

表4 吉塘中酸性火山岩次火山岩微量 

元素含量(×10 )表 

样 号 旺 161 旺 1621 旺 160 旺 170 旺 177 

岩 石 石英安山 靠 细 嗷钠质相 次钠质相 扶钠质程 

匮火山角 斑 岩 面英安岩 面英安角 
名 称 砾岩 砾熔岩 面斑岩 

Rb 150 1 50．3 20 8 7 9 3 5 

K 59600 44000 8l0。 2100 1600 

Nb 9 02 9．55 9 84 9 3O 8．97 

La 62 03 39 80 62 82 27．93 16 40 

Ce 46．06 O 【H】 3607．65 15．78 0 00 

Sr 104 82 38．51 60 787 52 33 43．22 

Nd 40 53 25 86 28．76 16 44 18 47 

P 1700 1500 1700 l0∞ 1600 

Zr 19I 81 213．2'7 147 17 98．45 174．28 

Ti 25lB 92 2431 2B 2144．10 1352 53 2276帅 

Y 18 99 8 97 13 73 ¨ 82 13 02 

表 6说明吉塘燕山晚期的次钠质粗面英 

安岩较燕山早期的石英安山质火山角砾岩的 

DI、V、Nb／Ta值与 Cu含量都高，说明后者 

是成矿母岩。 

5 小结 

5 1 隐爆角砾岩常具流化角砾岩特征，往往 

不同磨圆度的角砾共生在一起，且滚圆角砾 

表面常有磨光面、擦痕、撞击坑等特征。隐爆 

角砾岩筒中 tL,岩石粒度细。为隐爆凝灰岩，向 

外粒度逐渐增加。 ． 

圉 3 吉塘火山发火山岩微量元素蛛网圈 

s．2 隐爆角砾岩筒上部角砾以石英壳与掏 

岩成分为主，胶结物以含挥发分的蚀变矿物 

与岩粉为主，下部角砾与胶结物都以次火山 

岩(超浅成岩)为主。 

5．3 隐爆角砾岩、超浅成岩(次火山岩)、近 

矿围岩蚀变、细脉浸染状铜矿化相影相随，四 

位一体。平面上具等距性，剖面上具等高性 

之串珠状分布，预示其深部可能有同源的含 

矿斑岩体。 

表5新民岩体特征值与矿化关象表 

岩石名称 样品数 DJ Kf％) Rh(×10 ) K／rb Cu{×10一 ) 

花岗闪长岩 6 79 64 3 B3 183 52 208．52 30．97 

敬花岗斑岩 5 88 16 4 ll2 277．75 148 05 9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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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名称 拌品数 Vf×1O一 ) Nb／Ta Cuf×10一 ) 

石英安山质火山角砾岩 l 87 87 67 20 5 56 82 55 

次锄质粗面英安岩 2 88 22 603 73 7 6l 1348 l5 

5．4 与隐爆角砾岩有关的岩体，往往是同造 

山、超浅成定位，产状呈火焰状、拔丝状，岩性 

不均匀、不典型，相变大，长石无序，热变质岩 

为透长石相角岩，含矿的超浅成岩(次火山 

岩)位于板块碰撞带、岛弧、活动大陆边缘，富 

含强不相容元素 Cs、Rb、K等，以及轻稀土元 

素La、Ce、Na和非活动性元素 Nb、V、Hf，贫 

高场强元素 Nb、Sr、Ti、Zr、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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