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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奴格吐山斑岩铜相矿

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模式

王 茵 黄锐华
(化学工业 部地质勘探 公司) (中南 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608 队实验室)

提 要 乌奴格吐山斑岩铜铝矿床是燕山晚期中酸性岩浆多次活动的产物
。

矿床的成矿母岩是

卜习源异期多阶段形成的四个二长花岗斑岩小岩体
,

岩体的直接围岩是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
。

矿

床形成于斑岩活动晚期
。

由于富含成矿元素及挥发组分的中高温气液流体
,

引起斑岩体及其外接

触带普遍遭受蚀变而产生多种蚀变类型
,

它 们以斑岩体为中心呈环状分布
。

铜铝矿体 主要赋存于

石英绢云母化带
,

次为钾长石化带
。

关键词 乌奴格吐山 斑岩铜钥矿床 二长花岗斑岩 蚀变

乌奴格吐山 (简称
“

乌山
”
)矿床于五十年代初发现

,

但前人都以
“

无工业价值
”

而做了否定

评价 直到 1 9 7 7 年
,

经过五年工作证实
,

乌格吐 山矿床是国内新发现的
,

比较典型的
,

以铜钥

为主的
,

超浅成的大型斑岩矿床
。

本文旨在对该矿床的地质特征及成矿模式进行综合评述和

研究
.

又寸总结成矿规律
,

扩大勘探新领域及指明找矿方向可能是有益的
。

一
、

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内蒙古满洲里市南 12 公里处
。

大地构造处于古生代额尔古纳隆起与中生代海

拉尔拗陷接触带附近
,

即得尔布干深大断裂的北西一侧
。

区内地层除南东部残留少量石炭系

变质岩之外
,

余者均为上侏罗系陆相中酸性火山岩系(图 1 )
。

区内构造一岩浆活动频繁 (表 l )
。

燕山期的岩浆活动特别强烈
,

从早期持续到晚期
。

燕

山早期受区域深大断裂次级构造控制的火山一岩浆活动主要有中酸性火山熔岩和黑云母花岗

岩
、

花岗细晶岩和闪长岩等岩类
,

它们组成矿区成矿前的基本地质背景
。

燕山晚期沿着火山岩

和花岗岩北东向接触带附近
,

又有受北东向和北西向两组共扼断裂控制的含矿斑岩体的复合

活动
。

由于燕山晚期的花 岗斑岩一二长花岗斑岩的岩浆多次活动
,

最终导致该区斑岩铜钥矿

床的形成
。

根据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

主要成矿期为 1
.

38 亿年左右的燕 山晚期岩浆活动
。

成

矿后
,

在环状断列范围内有爆发角砾岩筒生成
,

更晚期有流纹岩和安山岩脉沿着放射状断裂贯

才
气 入

·



4 8 第三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铂矿体

铜矿体

铜翎 矿体

英一 钾化带

英一绢化 带

绢水一伊 化带

钾一 英化带

皿目困翻困国国困国国

咖咖咖咖咖
那那那那那
闷闷闷闷闷

}乙习环 状断裂

l互〕
, 二长花岗斑岩

区二」
n 复合花肉斑岩

}互〕
, 花 肖斑岩

匡匀
“ :
。 发角
鳞

简

欧习‘爆 发角砾岩简

巨习地质 界线

压刁蚀变带 界线

巨习 矿化带界线

匡三卜
·

” 剖 面线

英一钾化 带

英一绢化 带

水一伊化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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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成矿母岩特征

.

矿区由四个同源异期多阶段的成矿母岩体组成
,

其直接围岩是黑云母花岗噜
。

它们在空

间上和成矿规律上有着 明显的差异
,

、

后来受到断裂乍
,

和 F
。

的错动而使构造复杂化
。

并据断

层将矿区划为三个矿段
。

I号和 11 号成矿岩体均为二长花岗斑岩
。

I号岩体先生成
,
H 号岩体

在后
。

据后者空间分布特点
,

可划为 n
, 、

H
Z

和 11
3

号成矿岩体 (图 1)

(二 )岩体的形态
、

产状和规模 (表 2)

工号岩体在平面上呈近等轴状 ( o
,

4k m
,

)
,

地面为一盆地 ; 剖面上是一个 向南西倾斜的岩

筒
。

岩筒周边接触界面陡立并有许多小岩枝穿入到围岩里 (图 2 )
。

钻孔控制深度达 53 8 m
,

地

质现象变化不大
。

n
,

号岩体在平面上呈北东向椭园形 ( 0
.

Zlk m
,

) ; 剖面上是近直立的岩筒
,

地表构成凸起

地形
,

钻孔控制深度为 56 0m
。

H
:

和 n
,

号岩体
,

平面上近等轴状
,

地形 凸起 ; 剖面上特点和 111

号岩体近似
。

钻孔控制深度为 52 6m (图 3)
。

(二 )岩相特征 (表 3)

I号岩体
:

中心相 由钾长石和石英大 网脉带组成
,

矿物颗粒清楚 ;中间相 由少量 围岩角砾和

近直立的方格状石英中网脉带组成
,

有 自变质作用和钥矿化
; 边部相 由多量的围岩角砾和长石

晶屑组成
,

蚀变强烈
,

有工业钥矿体
; 震碎带由环绕角砾岩筒最外带的宽 1一3 m 的高岭土和围

岩碎屑组成
、

H
:

号岩体
:

中心相 由次浑园状的花岗岩角砾和 I号岩体角砾组成
,

近平行的石英网脉发

育
,

硅化和绢云母化强烈
; 中间相 由次棱角状的上述角砾组成

,

硅化程度递减而石英颗粒破碎

增强 ; 边部相 由破碎棱角和次棱 角状直径 0
.

2 一 0
.

sm 的大角砾组成
。

最外边 由粘土矿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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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整个岩体为工业铜钥矿化的赋存空间
。

岩浆活动

T a b le 1
.

M a g n 一a tie a e tivi ty

表 l

活活动期期 主 要 岩 相相

⋯
代号号

⋯
产 获获 地表面面 含 矿 性性 年龄龄

积积积积积积 km
zzzzz

(亿年 )))

燕燕燕 成成 安山岩岩
。::: 脉脉 0

.

888 切穿矿体体 0
.

9 333

1111111 矿矿 流纹斑岩岩 入兀::: 脉脉 0
.

888 切穿矿体体 1
.

3 8 (一 )))

晚晚晚 后后 角砾晶屑流纹斑岩岩 V l
, .

V l
...

爆发角砾岩筒筒 0
.

3 555 捕虏体矿化化化

期期期期
‘

流纹质一花岗斑岩岩 V 1
.

V l
:::

爆发角砾岩筒筒 0
.

1 333 捕虏体矿化化化

!!!!!戈戈 花岗斑岩岩 IIJJJ 株或脉脉 0
.

0 222 弱矿化化 1
.

3 8 (+ )))

矿矿矿矿 二长花岗斑岩岩 11 :
.

11
333

侵入角砾岩筒筒 0
.

0 666 工业矿体体体
期期期期 二长花岗斑岩岩 IIII 侵入角砾岩筒筒 0 1 000 工业矿体体体

二二二二长花岗斑岩岩 III 侵入角砾岩筒筒 0
.

2 111 工业矿体体体

0000000000000
.

4444444

燕燕燕 成成 闪长岩岩 况况 脉脉 1 2 000 围岩岩岩

山山山 习
---

花岗细晶岩岩 Y{{{ 脉脉脉 围岩岩岩
早早早 目UUU 黑云母花岗岩岩

T王王 岩基基基 直接围岩岩岩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S ; : s 丈5
·

卜J之尸 卜诬

J

军
·

犷⋯
日

:⋯
,.

⋯卜:I:I讯y倡厂
l

刽暴一

图 2 北矿段八一A
,

剖面图

Fig
.

2
.

A一A
, se e tio n fr o m th e n o r th e r n

“U n e比U阴 tio n

图 3 南矿段 B一B) 剖面图

Fig
.

3
.

B一B
‘ se e tio n fr o m th e so u th e r n

m in e r a liz a 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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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和 11
。

号岩体
:

中心相由矿物颗粒 明显 石英和钾长石带组成
,

有工业铜钥矿体
,

其它各岩

相界线不清
,

周围岩石为渐变过渡关系
,

有工 业铜铝矿体赋存
。

综上所述可知 I号岩体的钥矿体赋存于 边部相
,

而中心相无矿 ; 其它岩体的铜铂矿体或矿

化分布于各个岩相 内
,

即整个岩体含矿
。

侵人角砾岩筒的形态
、

产状与规模 表 2

T a b le 2
.

S h a pe
,
o ee u r r e n ee a n d s lz e o f th e in t r u siv e b r e c c ia PIPe S

岩岩体编号号 形 态态 面积 (KM
了))) 地形形 产 状状 孔深 (M )))

}}}号岩体体 近等轴状状 0
.

444 盆地地 南西倾斜斜 5 3 888

1111
}

号岩体体 椭园形形 0
.

2 111 凸起起 走向东北直立立 5 6 000

fffl: 号岩体体 近等轴状状 0
.

0 666 凸起起 直 立立 5 2 666

1111
,

号岩体体 近等轴状状 0
.

1 000 凸起起 直 立立 5 2 666

侵人角砾岩筒岩相分带与矿化关系 表 3

T a b le 3
.

R e la tio n s h一P be tw e e n Pe tr o g r a Ph一e z o n zn g a n d 肋
n e r ali艺a t zo n o f tlle I n tr u s iV e br e c c e a PIPe S

岩体编号 中 心 相 中 间 相 边 部 相 震 碎 带

I号岩体

钾长 石
、

石英大网脉

带

围岩角砾 和 长石 晶 ⋯
’一 3 m 高岭土和 围岩

屑
,

强蚀变
,

有铝矿体 l碎屑

⋯花岗岩角砾和石英网
号岩体 ⋯脉发育

,

绢英岩化 强

{烈
,

有铜钥矿化

围岩角砾
,

石英中网

脉带
,

自变质
,

有铂矿

化

花岗岩角砾
.

碎裂增

强
,

硅化减弱
,

有铜铝

矿化

花岗岩大角砾
,

粘土

矿物发育
,

有铜铝矿

化

高岭土

11
,

和 11
3

号岩体

石英
,

钾长石带
,

有铜

铝矿体

界线不清
,

同围岩为

渐变过渡关 系
,

有铜

矿体

界线不清
,

同围岩为

渐 变过渡关 系
,

有铜

矿体

(三 )岩石化学特征

区内成矿母岩 (I 号
、

}! 号岩体 )及围岩 (黑云母花岗岩 ) 的岩石化学特点和查氏法数值特征

归纳如下
:

1
.

各类岩石的主要氧化物含量 ( 51 0
2 、

Al 刀
。 、

N a刀
、

K 刀 ⋯⋯ ) 和 a
.

b
.

c
一 等主要查氏指

数变化幅度不大
。

在查氏图解 (图 4 )a sb 面 上
,

向量均指向左下方
,

故岩石 应属 铝过饱和 类型 ;

2
.

1
、

H 号岩体在向量图解中的投影点较集中
,

显示 两者成分稳定
,

为同源岩浆分异的产物 ;

3
.

黑云 母花岩投影点靠近
s b 轴

,

且位于向量图解之下部
,

向量倾角 ( 1 50
,

说明它在受蚀变

过程中
.

Fe
.

M g 组分增加
,
K / N a 和 Al / M g 比值增大

,

而碱铝硅酸盐和钙长石减少 ;

4一 值
:

黑 云母花岗岩介于 13
.

5一 1 5
.

」之间
,

平均值为 l」
.

45 ; 11 号岩体 (花岗斑岩 )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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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比
.

。一曰
.

5 之 间
,

平均值 ] 2
.

2 5 ; l 号岩体 (二长花岗斑岩 ) 介于 1 2
.

65 一 15
.

4 之间
,

平均值

工3
.

3 4
,

说明有碱异常存在
.

对成矿有利
。

5
.

a/
c

值 ; 黑云母花岗岩介于 6
.

7 5一 2 8
.

魂之 间
.

平均值为 1 6
.

5 2
,

日号岩体介于 3
.

6一 4
.

7

之间
.

平均值为 4
.

15
.

{ 号岩体介于 3
.

38 一 5
.

1 之间
,

平均值为 3
.

洲
;

6
.

! 号岩体 51 0 含量 66
.

洲 一 7 7
、

7 8 %
,

K > N o
.

而 硅钙质含量微偏高
,

同时矿化剂 5 0
:

相应

增高
; s 值为 8 3

.

! 一 7 6
.

2
,

平均这 7 9
.

5 %
,

属酸度偏高
。

11 号岩体 51 0
,

含量 6 4一68 %
.

N a > K
。

了
、

碱值
:

花岗班 岩介于 6一 7 之间 (变化范围 6
.

7 2一 7
.

] 3 )
.

平均值为 6
.

96 ; 二长花岗岩介

于 9一 1 0 之间 (变化范围 9
.

2 0一 1 0
.

川 )
,

平均值为 9
.

6 5
,

所以高碱值 (1 0 左右)是成矿母岩的

重要 际志

另外
,

皮科克的钙碱指数图解 (图 5 )
,

计算的数值为 5 7
.

说明矿区岩石属太平洋型钙碱性

岩系

以上 资料表明 区 内岩石对 金属硫化物的富集是有利的

三
、

蚀变特征

矿 区蚀变范围大于 6k
, n ,

而 且找矿非一个中心
,

矿床的形成是 由于同源异期多阶段的斑岩

体复杂成矿活动与蚀变作用的结果
。

划分三个矿段综合叙述如下
:

(一 )蚀变类型

根据蚀变程度
,

矿物组合和蚀变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表 ;1) 划分如下蚀变类型
:

钾长石化

(石英一钾长石化 ; 石英一绢云 母一钾长石化 ; 碳酸盐一钾长石化) ; 石英一绢云母一水白云 化 ;

伊利石一水白云母化和碳酸盐化
。

(二 )蚀变分带

本区斑岩铜铂矿床的蚀变分带
,

从内向外依次是 石英网脉带~ 钾质带~ 石英绢云母化带

”粘土带
。

1
.

石英网脉带
:

北矿段呈方格状石英网脉产出 ; 南矿段呈近似平行状和交织穿插的石英
户大网脉和细脉

,

主要出现于 岩筒核部 (如多宝 山石英核 )
。

2
.

钾质带
:

位于 角砾岩筒中部
,

主 要蚀变矿物组合是次生钾长石
、

次生石英
、

叶片状绢云

母和碳酸盐
。

钾质带主要发育在北矿段 I号岩体中心附近及南矿段 H
3

号岩体和 围岩中
。

有铜

翎矿体或矿化
。

3
.

石英一绢云母带
:

位于钾质带外侧
,

主要分布于侵入角砾岩范围内
,

即成矿母岩体与直

接围岩之间的过渡带内
。

主 要蚀变矿物组合是石英
、

绢云母
、

水白云母
、

碳酸盐及高岭石等矿

物组成
。

石英多呈 网脉产出
,

有强烈的绢英岩化
,

有铜铂工业矿体
。

4
.

粘土带
:

主要分布于侵入角砾岩外缘和边部
。

蚀变矿物组合是伊利石
、

高岭石
、

绢云

三.-j 母
、

水白云母和碳酸盐等矿物组成
。

由于无绿 泥石 出现
,

故青盘岩化不发育
,

有铜钥矿化
。

(三 )蚀变岩石地球化学

各类岩石蚀变带中元素活化转移特点
,

根据巴尔特法计算对比和研究的结果 (表 5)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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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特征
:

1
、

蚀变过程中带入元素 (成矿溶液带来的元素 )
:

成矿和伴生元素 C u 、

M
O 、

A g
、

z n 、

Pb
、

C o o
,
A s 等 ; 矿化#lJ 元素 S

、

O H
、

F
、

C I ; 控矿元素 5 1
、

K 等
。

其中 C u 、

M
o 、

A g
、

F
、

S
、

K 等元素

在乌山矿床的石英绢云母化带带入最多
,

带入量与蚀变强度成正 比关系
。

号 个 传
一

子
5

子 传 伶 号
’.0 ’

矛
,
.
4 ’少

。

〔二 l号 岩体 }二〕石 英斑岩 巨习
黑 云 母

花 岗岩 巨〕
工工 号岩体 【二习流 纹 斑 岩

图 4 查氏岩石化学向量图解

Fig
.

4
.

C h a w a lisk i
‘ 5 v e et o r d iag r a rn fo r g e o eh e mi

s tr y

C a o
亡勺

次O白月Z十O人义

S 奋O
“勺

碱钙 质 钙喊 质 〔皮 科 克 1 9 3 1 年 )

图 5 岩石钙碱指数图解

F ig
.

5
.

Ca le
一a lk a li in d e x d ia gr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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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蚀变过程中带出元素 (活化转移的元素 ) : e a 、

N a 、

A I
、

F e 、

(K )
、

M g
、

T i
、

M n 、

S r 等来

自岩浆岩和 围岩的成分
,

一般在强蚀变带 (石英绢云母化带)带出
,

而在弱蚀变带带入
。

乌山矿

床属于 K
、

Si
、

o H 交代型
,
N a 、

C a
、

Al
、

Fe
、

M g 在蚀变过程中主要为带出
,

而 N a
、

c a 的大量

带出则是蚀变过程中的突出特征
。

蚀变带划分

T ab le 4
.

Al te ra tio n z o n in g

表 4

莎段 蚀变带名称 代号 } 主要蚀变矿物组合 } 矿化特点 }主要蚀变特征

钾长石一石英化带
石英钾长石为主

,

伴有

伊利石
、

水白云母
。

M 。
化

石英
、

绢云母一钾长石化

带

钾长石
、

绢云母
、

石英

为主
。

C U
、

MO

北袱

石英一绢云母化带 5 5
2
绢云母

、

石英为主
.

伴

有水白云母
。

伊利 石
、

水白云 母为

主
。

C u
、

A g

自变质
。

原岩结构基

本保存
,

石英网脉呈方

格状
。

直接围岩结构消失
、

石

英网脉细小
,

且 不 规

则
。

直接围岩结构时隐时

现
。

水白云母一伊利石化带 } S 直接围岩结构清楚
。

石英一钾长石化带
钾长石

、

石英为主
,

伴

有绢云母

⋯自变质
。

原岩结构不

Mu
、

Cu }清
,

石英 脉 近平行发

{ 育
。

南 {

二⋯
石英一绢云母化

绢云母
、

石英为主
.

伴

有水白云母
。

C u (Mo )A g
直接围岩结构基本消

失并时隐时现
。

绢云母
、

水白云母一伊利

石化带

水白云母
、

绢云母和伊

利石
。

C u
、

Pb
、

Z n

直接围岩基本清楚
,

黄

铜 矿呈矿条或细脉产

出
。

注
:

中矿段特点在两个矿段 间过渡 (即 F
7

附近似北矿段
,

F
:

附近似南矿段 )
,

并有叠加蚀变之特征
。

鸟山矿床二长花岗斑岩强蚀变带赋存有铜钥工业矿体
。

矿体的赋矿部位是 c u 、

M
o 、

A g

和控矿元 素 K 及 ( K
Z
o / N a Z

o >l ) 的强异常带
。

K
,
o 平均 含量 9

一
。% ; N a Z

o 平均 含量

0. 5 6洲
,

K
Z
O / Na 刀> 1 5

。

显然
,

K
o
o 强正异常与 N a Z

o 负异常重合部位是控矿与赋矿的靶区
。

所以
,

富 K 贫 N a 是乌山矿床最重要的地球化学特征 (表 6 )
。

二长花岗岩 K
2

0 / N a Z
o ) 1

,

含工

业铜铝矿体
; 花岗斑岩 K

Z
o / N a Z

o < l
,

含弱矿化
。

(四 )蚀变带模式

根据均化法包体测温结果
,

石英化可分为四期
: 5 40 一 4 10 ℃ (1 期 )

.

属早期无矿石英网脉 ;

42 0一 3 30 C (2 期)
,

是含铜石英脉
,

含黄铁矿石英脉和无矿石英脉
; 35 0一27 。℃ (3 期)

,

是含黄

铜矿石英脉
、

含黄铁矿石英脉和无矿石英脉 (单脉 ) ; 23 0一 1 70 ℃ (4 期 )
,

是铅
、

锌
、

银生成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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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蚀变带岩石中元素迁移对比 表 5

T a b le 5
.

C o r r e la tio n fo r e le m e n t tr a n sitio n in a lt e r a tio n z o n e s

.... .....钊月J. .l

l--
-

矿矿段段 蚀变岩岩 蚀 变 带带 岩 石 化 学 式式 在 1 6 00 氧离 子休 积中兀素带 出( 一 )带入 ( 十 )情况况

KKKKKKKKKKKKK N aaa C aaa M BBB F c +
,,

Fc 十
’’ A lll T iii S 111 PPP ( OH )))

北北北 氏氏 _ 长花岗斑岩岩 K
,

陇
‘.

ca M ‘ F州
’

几广
’

川 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

矿矿矿 花花花 51
.

。
P (。

L‘, ,

O H
,

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

段段段 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

斑斑斑斑 钾长石 一石英化化 K
.

N 气 ca
】

M g .

Fe 广
‘

。广
’

AI
,

Tiii + 5 666 一 5 555 一 2 666 一 」」 一 卜卜 000 666 OOO 十 2 777 OOO + 888

岩岩岩岩岩 Si
,

P ( 0 . O H
,
)))))))))))))))))))))))))

石石石石英一钾 匕石化化 K N a
.

c a M 民 F e

户
’
: 。户

‘

A 坛
卜

T lll 十 1 000 一 5 999 一 2 555 000 一 1222 十 lll 一 3 888 000 十 5 777 OOO + 1000

SSSSSSSSSI P 〔O
,

O H
‘

)))))))))))))))))))))))))

里里里里 石英一纲云 母母 民
,
N 民 ca

』

M g 、

氏广
’
Fe

.+
’

Al
l.

T ttt 十 222 一 S UUU 一 444 + 222 一 777 + 111 一 2 555 一 jjj 十 2 555 丁 lll + 1555
」」」 、

、
、、

水白云 母化化 51
.

氏‘q O H
.
)))))))))))))))))))))))))

ZZZZZ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母母母母 水自云 毋毋 K N 二 。
.

M g 几厂
’

氏户 AL
I,

戮戮 + 555 一 1 666 一 222 _ ,, 一 555 + 666 一 1111 一 333 一 lll 一 111 + 1 888

花花花花 伊利石化化 S、 P 旧 O Ha
,
)))))))))))))))))))))))))

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岗
岩岩岩岩 花岗岩岩 K

, .

Na
.

ca
.

M g
.
F抓十

’

Fe
一

卜
’

Al
,

T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SSSSSSSSS红
,
P (。

、

O 民 )))))))))))))))))))))))))

南南南 花花 到蚀变花岗玫 玉岩岩 K
、

Na
l

ca M‘ F 。
声

’

F汽十
’

AI
.

T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矿矿矿 岗岗岗 S与 Po( q 0 H
, ,

)))))))))))))))))))))))))

段段段 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斑
岩岩岩岩 石芡一钾 长石化化 K

‘.

N a .

ca M ‘ Fe广
’
F 。声

’

A L, Tiii 」 3 000 一 6 222 一 333 一 222 一 999 一 111 一 1555 一 333 十 3 111 一 111 + 666

sssssssssi “ P
〕

(o
‘

0 味
。
)))))))))))))))))))))))))

黑黑黑黑 石英 缩 云母母 K ,

肠 伪
,
M g

,
F

扩
‘
F

扩
1

从
丁::: + 222 一 5 000 一 444 十 Z JJJ} 一 了了 十 工工 一 2555 一改改 + 2555 一 111 + 1555

石石石石 水 白云 毋化化 s上 幼 p o (o
、 ,

o 氏 )))))))))))))))))))))))))

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花花花花
’

绢云 毋伊利石化化 K
‘

N氏 c a M g
、
F o

.+
’

F。声 A I T、、 + 555 一 1666 _ 口口 一 222 一 555 十 666 一 l ]]] 一 333 一 lll 一 111 + 1888

岗岗岗岗 水 自云 母母 Si. p 。了。
, .

O H
,
)))))))))))))))))))))))))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花花花花岗岩岩 K
, .

N a 二 e a‘ M : ,
。e

l

护
’

Fe

]+
’ ^ l

t

T ‘
,,,,,,,,,,,,,

sssssssssi.
,

P
」

(o
、 .

0 代 )))))))))))))))))))))))))

含矿斑岩 K刀 和 N a
刀 含量

,

碱值与比值

T a b le 6
.

K
Z
O a n d N a , 0 e o n te n ts , a lk a lj e o n t e n ts a n d th e r a tio s in o r e 一 be a r in g Po rPhy r y

表 6

岩岩 体 名 称称 K
,

OOO N a OOO K
:
O + N a 2

000 K
:
O成N

a Z
OOO

二二长花岗斑岩岩 8 6 444 0
.

5 666 9
.

2 000 1 5
.

444

二二长花岗斑岩岩 9
.

5 5 }}}}} 1 0
.

1 111 1 7
.

0 555

花花岗斑岩岩 2
.

SJJJ 3
.

8 888 6
.

7 222 0
.

7 333

花花澎斑岩岩 2
.

3 666 4
.

6 777 7
.

0 333 0
.

5 000

花花岗斑岩岩 2
.

9 000 4
.

2 333 7
.

1 333 0
.

6 999

均化法等温线与北矿段四个蚀变带的划分基本吻合
,

即石英化带 4 20 一 450 C
,

钾长石化带 3 90

一 42 0 ℃
,

绢云母化带 3 5 0一 3 9 0 亡
,

伊利石化带小于 3 5 O C
。

北矿段至少有 四个 蚀变阶段和两次矿化期
。

其 中 I号岩体有两个蚀变阶段和一次矿化

期
。

H
,

号岩体有两个蚀变阶段和一次矿化期
。

南矿段相对要简单
,

但至少也有两个蚀变阶段

和一次矿化期 (受 11
,

号和 111 号岩体影响 )
。

北矿段矿床的蚀变作用演化模式 (图 6 ) : A 图表示成矿母岩带来的气液和热量
,

因氢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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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使长石类矿物水解
,

环绕钾长石化产生水白云母及伊利石化
。

B 图表示 51 0
,

沿着先期密

集裂隙交代生成石英网脉发育的核心部位
,

向外侧石英递减
。

c 图表示绢云母
、

水白云母对钾

长石交代
,

形成叠加于钾长石化之上的石英
、

绢云母及水白云母化
。

南矿段矿床的蚀变矿化特点类似于北矿段
,

但主要差异在于成矿母岩体 H
Z

晚于 I号岩体
,

石英化带不发育
。

二二二二一 〔〔
AAA B

骊履履

囊囊一鑫誉
“
_ 矿段段

\\\ 三夕一1以一在
南 矿 段段

贾贾糯推 费泉
默 鹭默 黔溯履履

匕匕二或‘石 英 化 匕上J 蚀 变 带 界线 匕二洲袜滚孜
一

尹胃岁训 }甲甲

图 6 蚀变带形成模式

Fig
.

6
.

P a tt e r n s o f a lte r a tio n z o n e s

四
、

矿化特征

矿区内 I
、

11 号二长花岗斑岩体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与斑岩铜钥矿床的形成有密切的成因联

系
。

上述岩体赋存于北东向和北西 向两组共扼断裂的交切部位
,

以岩体为中心的环状断裂及

小构造的发育对蚀变与矿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

所以成矿母岩加上成矿构造是区 内斑岩铜

铝矿床形成的基本条件
。

(一 )矿体形态与产状

矿体在平 面上
,

为一环绕成矿母岩体的环带状
。

北矿段呈空心环带状 ; 南矿段呈实心环带

状 ; 中矿段为二者过渡形态
,

并被断层 E 和 F
,

错动而破坏
。

矿体在剖面上变化较大
,

北矿段

对称环带呈无底杯状 (图 2 ) ; 南矿段对称环带呈倒杯状 (图 3 )
。

矿体倾角上缓下陡
,

向下延伸

大于 60 0 米
,

并具有上宽下窄和逐渐尖灭之势
。

(二 )矿石特征

矿石成分
:

原生金属硫化物主要为黄铁矿
、

辉铜矿
、

黄铜矿
,

次为斑铜矿
、

闪锌矿及少量黝

铜矿
、

方铅矿
、

磁黄铁矿等
。

次生矿物有褐铁矿
、

辉铜矿
、

铜兰
、

孔雀石等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绢

云母
、

钾长石
、

水白云母
、

伊利石
、

高岭土及微量黑云母
、

碳酸盐
、

硬石膏等
。

金属元素组分以

铜
、

钥为主
,

伴生铅
、

锌
、

银
、

金
、

锌
、

锢等
。

矿石结构构造
:

原生矿物常见的结构有他形一半 自形晶粒结构
,

还见有熔蚀结构
、

包含结

构和固熔体分离结构等
。

金属矿物晶粒不等
,

一般呈微粒
,

0
.

2一 0
.

sm m
,

细粒 0
.

5一 1
.

s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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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粗粒 1
.

5一 3m m
。

矿石构造以浸染状
、

细脉浸染状为主
、

局部网脉状
,

角砾状和团块状
。

金属矿物组合
:

成矿母岩从内向外具有明显的金属矿物组合分带特征
:

黄铁矿一辉铝矿带

~ 黄铁矿一辉钥矿一黄铜矿带一黄铁矿一黄铜矿带一黄铁矿一黄铜矿一闪锌矿和方铅矿带
。

结晶顺序
:

黄铁矿~ 辉钥矿一黄铜矿
、

闪锌矿~ 黝铜矿一方铅矿~ 斑铜矿~ 铜兰~ 孔雀石

~ 褐铁矿
。

(三 )蚀变与矿化关系

岩体 内的元素迁移与蚀变矿化作用紧密联系并同时发生
。

岩体蚀变一矿化作用二者互相

依存
,

元素的迁移与变化的程度越强
,

岩体蚀变与矿化作用越显著
。

所以蚀变程度同矿化强弱

直接相关
。

一定的蚀变同一定的矿化有关 (表 3 )
。

乌山矿
,

床与国内已知斑岩铜钥矿床一样
,

矿体主要赋存于石英绢云母化带
,

其次是钾长石化带
。

蚀变与矿化的分布规律如下
:

北矿段
:

钾长石一石英化带无工业矿体 ; 石英一钾长石化带赋存以钥矿体为主
,

其外侧有

铜矿体 ; 石英一绢云母
、

水白云母化带赋存以铜矿体为主
。

其内侧有铝矿体 ; 水 白云母一伊利

石化带无工业矿体
。

南矿段
:

石英一钾长石化带赋存钥(铜 )矿体 ; 石英一绢云母 (水 白云母 )化带赋存铜 (钥)和

银矿体 ; 水 白云母 (绢云母 )一伊利石化带赋存铜
、

钥
、

铅和银矿体
。

中矿段
:

蚀变与矿化介于南北两矿段之间
.

有渐变过渡的变化特征
。

五
、

矿床成因

乌山矿床是在燕山早期深大断裂控制的火山一岩浆活动的基础上
,

又在燕山晚期北东向和北

西向交切构造 (共扼断裂)部位地壳深处上地慢硅铝层岩浆在高温高压下不断向地表爆发或侵

入
。

含矿斑岩体经历了多期多阶段的成矿活动从而形成斑岩型铜钥矿床
。

在空间上
,

矿体呈

环带状环绕 ! 号岩体赋存于内外接触带 中
。

在 工号岩体西侧 由于 H
,

号岩体的复合成矿作用而

形成厚大的铜铝工业矿体
。

围绕 H
,

和 Tl
,

号岩体的工业矿体赋存于直接围岩中
。

在时间上
,

主

要成矿期是在花岗斑岩岩浆活动的晚期阶段
。
工
、

H 号岩体是乌山铜钥矿床的成矿母岩
,

在岩浆

晚期阶段形成了富含挥发分的中高温热流体
,

它的强大上冲力使岩体内的岩石角砾化
,

同时流

体内的成矿物质向构造减压带运移
,

经多次叠加交代蚀变而形成规律巨大的环状浸染型及细

脉浸型斑岩铜钥矿床
。

根据黄铁矿和黄铜矿的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

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上地

慢岩浆
,

其次是地下水和围岩成分的加入
。

所以乌山斑岩铜钥矿床在成因上与上地慢火山作

用一岩浆构造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

六
、

结论

1
.

乌奴格吐 山斑岩铜铝矿床是超浅成的大型斑岩矿床
。

处于古生代额尔古纳隆起与中

生代海拉尔拗陷接触带附近
,

即得尔布干深大断裂的北西一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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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该矿床是燕 山晚期北东 向和北西 向两组共扼断裂控制的含矿斑岩体的复合活动的产

物
。

由四个同源异期多阶段的成矿母岩组成
。

二长花岗斑岩侵入角砾岩筒是成矿母岩
。

3
.

成矿与蚀变关系密切
,

具有明显的蚀变分带与矿物分带
。

矿床的形成与石英绢云 母化

和钾化关 系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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