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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对层控及某些内生金属矿床

空间分布的影响问题雏议

谭 顺 道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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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不但对层状及层控金属矿床的成矿和空间分布有毫无疑问的影响
,

对某些肯定

与岩浆
一
热液系统有关的金属矿床也有明显的作用

。

因此
,

在某些具体矿床的归类及
“

层

控矿床
” 一词的概念上存在着分歧意见

。

本文将不卷入这些争论
,

只从广阔的
、

区域的

角度粗浅地讨论一下地层对金属矿床成矿及空间分布的影响问题
,

而且涉及的对象将不

是沉积的层状矿床
,

主要是层控矿床和某些多数人都认为不属层控矿床的而与岩浆热液

系统明显有关的金属矿床
。

为扼要起见
,

作者在此说明之后
,

文中要涉及的这些矿床均

笼统地使用
“
金属矿床

” 一词
。

要比较深入地讨论地层对金属矿床成矿及空间分布的影响问题
,

需要广泛利用地质

学及矿床学各方面的成果
,

笔者的水平显然是难于做到的
,

但正确评价地层对金属成矿

的影响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
,

而是直接涉及到开阔找矿思路
、

正确选择靶区
、

合

理使用找矿手段等的一个实际问题
,

因此
,

笔者才敢冒昧地结合部分研究工作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

一
、

当前
,

不但有丰富的野外现象而且有丰富的实验室及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们考

虑地层对金属成矿影响问题有比较坚实的基础
。

矿床学及同位素地质学的研究结果已令

人信服地证明
,

金属矿床成矿流体不只岩浆期后热液一种
,

而是有多种来源〔 1 〕
。

雨水
、

地层建造水等非岩浆水也是金属成矿流体的重要来源
,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主要来源
。

原先封存在地层中的建造水或后来沿断裂
、

裂隙进入地层中的地表水 ( 其中可能主要是

海水或湖水 ) 在多孔的岩石 中浸取出金属矿床成矿所需要的成矿物质而成为含矿溶液
,

在受到岩浆活动
、

变质作用
、

异常地热流及构造变动的驭动时
,

在适当的岩性及物理
、

化学条件合适的部位沉淀出矿石
,

也可以掺和到岩浆期后热液中参与岩浆期后热液的成

矿作用
。

由于在成矿流体中肯定了雨水成分的作用
,

地层对金属矿床成矿影响的重要性

就更加突出了
。

硫同位素研究成果 已证明
,

某些与岩浆热液作用有关的金属硫化物矿床或金属矿床

中的硫化物
,

其硫来自海水硫酸盐或沉积围岩中硫酸盐的还原
,

也有的来 自沉积围岩中

的硫化物
。

矿床学的研究还表明
,

某些硫来自岩浆的金属硫化物矿床
,

而其金属又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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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中渗流热液对围岩的浸取
。

矿石及地层铅同位素研究结果证明
,

某些铅锌矿床的铅部分甚至全部来源于成矿时

的沉积或火山沉积地层
,

也有一些矿床来自成矿前的下伏甚至上覆岩系
。

由地层中的渗流水或封存水浸取围岩中的金属形成含矿溶液
,

单独或与岩浆水共同

形成的金属矿床
,

其类型是很多的
,

在同火 山岩系伴生的矿床
、

同沉积岩伴生的矿床
、

同侵入体伴生的斑岩型矿床
、

矽卡岩型矿床
、

热液交代或填充型矿床等各类矿床中都有

存在
,

矿种涉及几乎全部贱金属及银
、

金
、

铀等
。

地层中的金属元素除通过溶液的浸取
,

搬运最后沉淀形成矿石外
,

还可以在岩浆作

用过程中活化
、

分异
、

聚集成矿
。

徐克勤等把华南花岗岩按成因分为改造型和同熔型两大类〔 “ 〕。

根据这样 的 划分
,

由地壳物质 ( 时代较早的
、

位于上地壳下部的沉积或火 山沉积地层 ) 改造成的花岗岩
,

经多期
、

多阶段的发展演化
,

其中的亲花岗岩稀有
、

稀土元素随二氧化硅
、

氧化钠
、

氧

化钾
、

氟
、

硼
、

水等成分的逐步集中而富集成矿
。

我国华南花岗岩伴生的稀有
、

稀土金

属及钨
、

锡矿床
,

其成矿元素应同其伴生的花岗岩一样来源于产生这种花岗岩岩浆的母

体— 老的沉积或火山沉积地层
。

另一类型的花岗岩— 同熔型花岗岩的成矿也要受到

上地壳中地层的影响
。

地慢岩浆上升形成同熔型花岗岩的过程中要同化和吸收上地壳地

层岩石
,

被同化的地层岩石中的成矿元素因此而转入花岗岩成矿
,

这在铜
、

钨
、

锡等矿

种中都有实例
。

只要不再坚持花岗岩主要由玄武岩分异而来的观点
,

接受由沉积岩
、

变质岩演化形

成花岗岩类的观点
、

顺理成章
,

就一定要考虑岩浆中的成矿元素来 自地层及地层对成矿

的作用问题
。

某些成矿物质被认为来自深部的金属矿床
,

其成矿也不能忽视上地壳地层

的影响
。

例如
,

通常认为斑岩型铜矿床与消减带上产生的钙碱性岩浆伴生
,

其中的铜来

自形成于大洋
`

中脊的在消减带上熔融的洋壳物质
。

根据这样的认识
,

斑岩铜矿床最有利

的产出部位应在硅铝壳厚度小的岛弧带
,

因为那里岩浆侵入时所需要穿切的沉积地层不

厚
,

有利于保持岩浆中铜的浓度
。

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

目前已知的全世界的斑岩铜矿

床
,

分布在岛弧带上的无论是矿床的数量还是单个矿床的规模都不能同产在大陆边缘和

大陆内部的矿床相比
,

后者刚好是在由沉积或火 山沉积地层所组成的很厚的硅铝地壳背

景上形成的
。

从矿床的产出条件看
,

斑岩铜岩浆侵位在大陆边缘或大陆内部的过程中
,

很厚的硅铝质地层不但没有使岩浆中的金属稀释和分散
,

反而促成了铜的浓缩和集中
。

可

能的解释有多种
,

但有两个可能性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 一个是俯冲带上熔融的洋壳物

质不是斑岩铜矿床铜的唯一来源
,

另一个是岩浆在侵位过程中从所切穿的地层中吸收了

包括铜在内的斑岩铜矿床成矿所需的成矿物质
,

同时在成矿过程中雨水热液系统或雨水
一
岩浆水混合热液系统把成矿物质从侵入体的围岩地层中带进斑岩铜成矿系统

。

季克俭
、

昊学汉 1 )研究了我国著名的特大型德兴斑岩铜矿床的铜源
,

所得结论 是该

铜矿床的矿质主要来自围岩
,

成矿热液以外生水为主
。

在岩浆热的驱动下
,

地下水运动

并溶解岩石中的成矿物质
,

使铜元素搬运到合适的部位富集成矿
。

为了进行这项研究
,

l) 季克俭
、

吴学汉
:

关于德兴斑岩铜矿铜源等的研究 第三届全国矿床会议论文摘要 1 9 8 3年 3 13 一 3 14 页



愁期 谭顺道
:

地层对层控及某些内生金属矿床空向分布的影响向题雏议 11感

他们在矿田范围内进行了系统地采样分析
。

根据他们发表的材料
,

分析的结果可 以简化

成表 1
。

表 1 德兴铜矿田各地化场铜含 t 简裹 ( PP m )

T a b l e 1 C o p p e r e o n t e n t i n d i f f e r e n t g e o l o g i e a l f i e l d s

i n D e x i n g C o p p e r M i n e

地 化 场 矿 化 场 正 晕 场 降 低 场 正 常 场

铜平均含量 9 3
。

5 8 4 2 。
5 1 7 8

。

4 5

地化场面积 ( km
Z ) > 13 8 > 3 3 0

同岩距离

( km )

范 围 0
。

0一 0
.

9 0 一 3
。
5 0

。

8一 1 2 1
。

3一> 20

多 数 0
。

0一 0
。
4 0

。

4一 1
。

5 1
。

5一 5
。

0

( 据季克俭
、

吴学汉简化 )

德兴斑岩铜矿侵入体的围岩为双桥山群的千枚岩和板岩
。

由表 1 可以看出
,

在矿化

中心区之外
,

离岩体 1
.

5一 5 公里的范围内
,

有一个铜含量低于背景值的降 低场
,

降低

场向外是相当于地层背景值的正常场
,

由降低场向岩体方向
,

离岩体 0
.

4一 1
.

5公里的范围

内出现铜含量高于背景值的正晕场
,

靠近岩体时出现矿化场
。

这样的铜元素分布图景
,

无疑可以解释为
,

在矿田范围内从降低场带出的金属
,

被搬运到矿化场的中心形成了铜

矿床
,

侵入体的围岩为成矿提供了矿质
。

由上面的简单说明中可以看出
,

地层在金属成矿过程中不仅仅是矿液交代
、

填充的

对象
,

不仅仅是容矿空间
,

而是一个包括起提供物质来源在内的积极的
、

活跃的因素
。

笔者等在多方面考虑地层对金属矿床成矿的影响前提下
,

初步探讨了地层对金属矿床空

间分布的影响
。

二
、

初步研究成果表明〔 “ 、
4 〕 ,

某些地层对金属矿床的空间分布有明显 的 控 制作

用
,

地层在空间上的某些变化往往导致金属矿床的空间变化
。

这首先表现在某些沉积或

火 山
一沉积岩系构成一定矿种的矿源层

,

属于该矿种的金属矿床
,

在矿源层分布 的 范围

内成矿
。

矿源岩系往往就是某种特定的沉积建造
,

确定了建造的分布范围就可推定金属

矿床成矿区的范围
。

在一定矿种或几个矿种成矿区的范围内
,

由矿源层提供的金属
,

在

不同的成矿作用中形成不同类型的矿床
,

可能包括同侵入岩伴生的
、

同火山岩或火山作

用伴生的
、

同某种变质岩伴生的
、

同某种构造带伴生的
、

同渗流卤水伴生的等多种类型

的矿床
。

当然不一定在一个成矿区内出现所有的类型
,

而 以一
、

两个矿床类型为主
。

我国东部金属矿床成群成带产出的现象很明显
,

在很多情况下成矿区的出现是由原

始沉积矿源岩系的出现所决定的
。

以东部的金矿床为例
,

常常很多金矿床或矿化现象成群成带产在前寒武 系 变 质 岩

出露区
,

矿化同前寒武系变质岩的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
、

片理化
、

蚀变带发育
、

构造破

裂等地质作用有关
,

主要含矿岩石为富含绿泥石
、

黑云母
、

角闪石等深色矿物或富含炭

质
、

碳酸盐的绿片岩相或角闪岩相的变质岩
。

含矿岩系含金丰度可以高出地壳平均克拉

克值几倍到几十倍
。

东部的主要含金变质岩系出现在太古界鞍山群
、

建平群
、

桑干群
、

太华群
、

二道洼群
、

胶东群以及元古界辽河群
、

板溪群等地层中
,

金是在这些地层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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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沉积阶段富集成矿源层的
。

含金地层的原岩岩系一般都由交替出现的中
、

基性火山沉

积岩
、

陆源碎屑岩
、

粘土岩组成
,

属于地槽下沉阶段的陆源
一
火山沉积建造

,

其 中的陆

源岩石富含炭质
、

泥质和碳酸盐
。

在沉积过程中
,

由火 山活动带来的金
,

一部分保留在

富含铁的火山沉积物中
,

一部分则被富含粘土矿物
、

富含炭质
、

铁质和碳酸盐矿物的陆

源泥质岩石所吸附
。

矿源层 中初步富集的金经后来的地质作用活化
、

迁移
、

再次聚集而

成矿
。

关广岳
、

金成沫〔 “ 〕研究了产在辽河群地层中的白云山金矿床 的成因
。

辽河群的原

岩有明显的三套岩石组合
,

上部为粘土质的陆源碎屑岩
,

中部为碳酸盐岩
、

粘土质岩及

粘土质碎屑岩组合
,

下部主要是火 山岩
、

粘土岩及粘土质碎屑岩组合
。

整套地层 以含炭
、

含铁和碳酸盐为特点
,

已变质到片岩相
。

白云山金矿床产在中部大石桥上段碳酸盐岩和

下段粘土质岩
、

火 山沉积岩的过渡带
。

这 一段地层具有明显的复理石韵 律 特 征
,

含炭

较高
。

其变质岩组合为黑云母片岩
、

浅粒岩
、

大理岩等
,

含金背景值平均达 2 2
.

7 p p b
,

是

辽河群其它层位岩石的 3 一 6 倍
,

具有金矿源层的特点
。

金矿化出现在切割含金地层的

断层破碎带上
。

破碎带两侧发育褪色蚀变带
,

中心发育钾化
一
硅化交代蚀变带

。

金 矿 体

斌存在中心蚀变带
。

矿化蚀变带同围岩即矿源层相 比
,

成矿元素及微量元素的含量如表

2 o

衰 2 蚀变前后黑云母片岩的徽 t 元康含皿 ( PP m )

T a b l e 2 C o n t e n t s o f t r a e e e l e m e n t s o f b i o t i t e s e h i s t s

a r o u n d a l t e r a t i o n ( 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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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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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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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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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化片岩

黑云 母片岩

(关广岳
、

金成沫
,

地质与勘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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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
,

从未蚀变的黑云母片岩到交代蚀变岩 以及矿体
,

各种元素的含量呈

有规律的变化
。

具有特殊意义的是金和银含量的变化
,

从围岩黑云母片岩分别为 0
.

05 和

0
.

2。 ,

在褪色蚀变带降低为。
.

03 和 0
.

1 7
,

在矿体赋存的交代蚀变带上升到 0
.

34 和 0
.

27
,

矿体的金银含量分别为大于 2
.

7和 2
.

5
。

由上述金
、

银元素的分布图景
,

可以解释为金从

褪色蚀变带被带出来叠加到交代蚀变带形成矿化
。

关广岳等计算后指出
,

每平方公里的

矿源层岩石可活化浸出约 45 吨金
,

完全可以形成目前已知规模的金矿床
。

矿源层中的金

以机械
、

胶体
、

化学或生物等方式迁移出来
,

同辽河群地层一起沉积
,

矿源层中的金在

以后地质作用中活化转移而形成金矿床
。

前述鞍山群
、

辽河群等地层中
,

其原岩组成一般都有由中
、

基性火山物质组成的火

山沉积岩
,

有含铁泥质岩
、

含铁硅质岩
、

含炭泥质岩
、

含铁碳酸盐岩等含金丰度有可能

很高的岩石
,

使得这些前寒武系地层成为我国东部的重要的金矿矿源岩系
,

我们在划分

金矿成矿区的时候
,

必须考虑这些地层的分布情况和建造特征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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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地层作为矿源岩系控制成矿区的例子是南岭及其邻区的钨矿
。

分布在我国江

南的钨矿床不仅数量多
,

矿床类型也十分丰富
,

包括同侵入岩有关的
、

同火山岩或火山

作用有关的
、

沉积的
、

沉积变质的等多种类型
,

仅从同一区域内出现多种类型钨矿床这

一特点
,

就有理由要考虑矿源层的存在
。

钨矿床最集中的地区是南岭及其南北两侧
,

这

一地区是华南燕山期花岗岩集中发育的地区
,

以往普遍的认识是该区的钨矿成矿同燕山

期强烈的花岗岩类的活动有关
。

现在仍然要肯定花岗岩对钨矿成矿的作用
,

但有两点必

须强调
:

一是华南大面积的花岗岩类石可能是玄武岩分异的产物
,

经研究已确定它们主

要的是硅铝壳重熔的产物 ; 二是作为该区硅铝壳成分同时也是形成花岗岩的主要母岩成

分的前寒武系变质岩及被花岗岩所侵入的寒武系等地层都具有较高的含钨丰度
,

可高出

地壳同类岩石平均含量几倍到几十倍
。

侵入到含钨背景位高的地层中的花岗岩
,

其含钨

量也高
,

成矿也好
,

可以看出
,

华南花岗岩中的钨来 自产生这些花岗岩的地层和被它们

侵入的地层
。

区域性钨元素的初步富集作用是伴随着前寒武系地层的沉积作用进行的
。

该区古生界甚至中生界的地层中也有含钨高的地层出现
,

可见该区在古生代和中生代也

有钨的沉积富集作用出现
。

南岭及邻区前寒武系板溪群和震旦系地层是两套具有钨背景值高的重要地层
,

具有

复理石或类复理石建造特征
,

其主要组成为频繁交替出现的成熟度不高的 砂 岩 和泥质

岩
,

泥质岩含较多的铁
,

有时含炭质及碳酸盐
。

成熟度不高的砂岩含较多的含钨的长英

质矿物
,

含铁
、

含炭
、

含碳酸盐的泥质岩能够吸附较多的钨元素
。

所以
,

复理石和类复

理石沉积物是沉积过程中富集钨元素的良好媒介
。

古生界
、

中生界的含钨高的地层也都

是由砂岩和泥质岩石组成的地层
。

需要指出的是
,

华南的钨矿源层是在地层沉积过程中形成的
,

但成矿作用主要的不

是沉积作用
,

无论是陆源沉积还是海底火山喷气沉积形成的钨矿床都比较少
,

主要的还

是同花岗岩侵入活动有关的矿床
。

但是所有的钨矿床都分布在钨矿源层存在的区域内
。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在矿源层 的背景上形成金属成矿区的情况
。

我国东部的铅锌矿床大部是碳酸盐岩地层中产出的层控型矿床
。

其中有些在区域上

产于同一层位内的铅锌矿床
,

有的在空间上同火成岩有关
,

有的同火成岩无密切关系
。

同

火成岩无关的矿床物质来源无法和同期的岩浆活动联系起来
。

几乎所有产在碳酸盐岩层

中的铅锌矿床铜的含量不高
,

锌的含量大于铅
,

锌铅 比在二分之一左右
。

它们在区域上往

往集中产于一定地层层位的碳酸盐岩内
,

一定层位内的矿床在区域上形 成 矿 带
,

如秦

岭
、

川滇
、

南岭
、

辽吉等铅锌矿带
。

每个铅锌矿带都分别有一
、

二个主要含矿层位
。

但是

矿带的分布范围不是由产出矿床的碳酸盐岩地所唯一控制的
,

因为同样层位的碳酸盐岩

可 以延伸很大范围
,

但其中的铅锌矿床却未随之延伸
,

而且在矿带范围内还可以出现超

出主要控矿层位的矿床
。

实际上铅锌矿带的分布范围同主要控矿碳酸盐岩层的下伏岩系

有很大关系
。

从矿床与火成岩无密切关系
、

矿石中铅 同位素年龄有早于含矿地层的测定值

以及成矿具有上升水交代或填充的种种现象等情况看
,

成矿所需的金属至少是部分来自

下伏岩系
。

谢文安〔的研究了湖南某些层控铅锌矿床铅同位素特征
,

作者将85 个采自不 同矿床

的样品的铅同位素测定值
,

用 S t ac ey 的两阶段模型计算了年龄值
,

其结果为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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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南省层控铅锌矿床 st a c e y

摸式年龄值频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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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各矿床含矿 围岩的层位
,

湘西北

渔扩和董家河分别为下寒武统 和 下震 旦

统
,

其余四个矿床均为中泥盆统
。

从图中可

以明显地看出
,

各矿床的铅同位素模式年

龄值大部明显地集中在加里东期
,

除渔扩

和董家河外
,

均早于含矿地层的年代
。

后

四个矿床成矿的金属大部分来 自含矿围岩

的下伏基底的加里东构造层
,

且主要是震

旦系和寒武系
。

谢文安认为
,

基底的深部

矿源
,

是湖南这类矿床矿石铅等重金属的

重要来源
。

加里东基底的震旦系
,

寒武系

黑色岩层
,

则是湘中各矿床的重要矿源层
。

陈好寿等在研究了我国各地区不 同铅锌矿

床铅 同位素模式年龄值特征以后
,

早就得

出了部分层控铅锌矿床的铅锌及一些层控

铅锌矿床的部分铅锌来自含矿围岩下伏岩

系的结论
。

总的看来
,

湘
、

桂
、

粤广大地区层控

铅锌矿床中
,

铅 同位素模式年龄值相当于

加里东期的是普遍现象
,

可见加里东期在

南方有大量铅从源 区分离出来进 入 沉 积

物
。

湘西北加里东期的地层 以发育碳酸盐

岩和黑色粘土岩
、

硅质岩为特点
,

陆源混

入物相对较少
,

多出现还原环境
,

故有沉

积铅锌矿床的形成
。

渔扩和董家河矿床具

有明显的沉积特点
,

铅模式年龄大部分同

围岩一致
,

正是加里东期地层沉积阶段的

产物
。

加里东期在湘中
、

桂北
、

粤北及其以南广大地区
,

以发育类复理石建造和复理石

建造为特点
,

大量陆源混入物的于扰
,

不宜形成沉积铅锌矿床
,

仅形成了矿源层
,

但矿

源层中的铅锌等金属则是其上伏地层 中金属成矿的基础
。

实际上
,

从大部分地区的情来看
,

各矿带主要控矿碳酸盐岩层的下伏硅铝质岩系都

有下列特点
:

主要岩石成分是中酸性火 山岩
、

中基性火 山岩和火 山沉积岩
,

在有些地区

是类复理石地层或夹较多火山沉积岩的类复理石地层 ; 富含铅锌载体物质
,

如含铅或含

锌的矿物
、

吸附铅锌的有机物等 ; 具有较高的孔隙度允许溶液从其中淋取出金属
。

下伏

岩系为类复理石地层或中酸性火 山岩的
,

矿石含铜低 ; 如下伏岩系中出现较多中基性火

山岩
,

则矿石中含一定量的铜
,

区域上有较重要的铜矿床伴生
。

上述几个主要铅锌矿带

的分布范围
,

同主要含矿碳酸盐岩层的下伏类复理石地层或中酸性火山岩和 火 山
一
沉积

岩系的分布范围基本一致
。

对于层控铅锌矿床来说
,

铅锌在地层沉积阶段初步富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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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源层
,

矿源层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域性的控矿因素
。

三
、

地层不仅可以作为矿源岩系控制金属矿床的空间分布
,

而且
,

作为储矿层的地

层对金属矿床空间分布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

金属矿床趋向于集中在

一定层位的岩层内成矿
。

根据初步统计的结果
,

我国东部除铁矿以外
,

以产在碳酸盐岩

地层中的矿床数量最多
,

类型最丰富
。

有些矿种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矿床都产在碳酸盐岩

地层内
。

产在碳酸盐岩地层内的矿床
,

既有与岩浆
一
热液系统有关的矿床

,

也有非岩浆
一
热

液系统的矿床
。

从总体上来讲
,

碳酸盐岩地层有利于金属矿床成矿
,

但不是所有碳酸盐岩中都有矿

床产出
,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某一种或几种金属矿床往往集中出现在某一层位的碳酸盐

岩中
,

构成区域上的重要的储矿层
。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

在我国东部
,

一些厚大硅铝质

岩系的直接上覆碳酸盐岩地层是产出金属矿床最多的地层
,

在这样的碳酸盐岩中
,

无论

是矿种
、

矿床类型
、

矿床数量都要比其它任何地层多得多
。

这在我国东部不 是 个 别现

象
,

而是普遍现象
。

这类碳酸盐岩一般都出现在不整合或假整合面的海侵岩系上部
。

有意义的是
,

在我国东部的地质历史中
,

有几个明显的由不出现碳酸盐岩的硅铝质

沉积到出现大量碳酸盐岩的沉积作用的转变时期
,

而且这样的转变时期又分别出现在不

同地区
。

也就是说
,

在某一地区范围内
,

在这个沉积作用转变时期以前
,

该区的地层剖

面中几乎不出现连续的
、

稳定的碳酸盐岩层
。

沉积特征的这种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

是构

造
一
古地理环境改变

、

古气候条件改变所造成的
。

这方面的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
,

本文

所注意的是
,

岩相上的这种明显阶段性的
、

区域性的改变
,

在金属矿床的空间分布方面

有什么样的表现
。

兹举我国东部南方的情况说明之
。

南方最早的较稳定的碳酸盐岩沉积出现在
“

康滇地轴
”

上的昆明群地层中
,

以后首次

出现碳酸盐岩的层位往东
、

西两侧依次升高
。

东侧由于构造变动较小
,

这种变化的趋势

也就保存得更清楚
。

从滇东往东经黔西
、

黔东湘西
、

湘中直到赣东
、

浙西
。

首次出现碳

酸盐岩的层位由震旦系依次上升到石炭系
,

而其间主要的是 出现在上 震 旦 统
、

下寒武

统
、

中泥盆统
、

中石炭统及下二叠统等
。

有意义的是
,

上述层位首次出现的碳酸盐岩都

分别是各自所在地区的主要储矿层位
,

它们由西往东的向上依次更迭
,

主要储矿层位也

随之依次向上更迭
,

由此便可以根据储矿层的分布情况和矿化情况推定成矿带的范围
。

“
康滇地轴

” 上的铁
、

铜矿带
,

川南滇东的铅锌矿带
、

黔东湘西的汞锑矿带及湘南粤北

的铅锌矿带等
,

都根据矿带上的主要储矿层位
、

区域地层剖面中的第一套碳酸盐岩层来

推定它们的延展范围
。

某一层位的岩石之所以成为储矿层
,

不只是岩性和化学成分的问题
,

在地层剖面中

处的位置很重要
。

金属矿床的储矿层除碳酸盐岩之外
,

还有砂岩层
、

硅质岩层
、

炭质泥

岩层等
,

它们在区域上也都有一定层位
,

也往往是特定沉积环境下的产物
。

构造
一
古地理

环境不只是表现出对沉积矿床的控制作用
,

通过其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储矿层
,

对其它类

型的金属矿床的空间分布也有明显的影响
。

四
、

特定构造
一
古地理环境下沉积的地层构成金属矿床有利的 储 矿层

,

这些储矿层

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某种金属矿床矿带出现的范围和走向
。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

矿床在储矿层内产出的具体位置 同储矿层的岩相关系十分密切
。

这是因为
,

矿石沉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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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储矿层具有一定的原生或次生孔隙度和其它空间
,

要求储矿层岩石具有一定的化学成

分和矿物成分
,

要求有达到储矿层的矿液通道
,

这些条件都同沉积岩相有关
。

火成岩或

矿液作为活动通道的基底断裂
,

多数是长期活动的
,

很多在储矿层沉积阶段就存在了
,

所以它的存在也反映在储矿层的岩相变化上
。

不少金属矿床的特点说明内生成矿作用和

外生成矿作用往往叠加在一起
,

或者表现出联合成矿作用
。

可以用大厂锡铅锌多金属矿

床来说明储矿层沉积岩相对矿床定位的影响
。

大厂是一个与燕山期花岗岩有关的多金属矿床
,

矿石主要产于接触带以外的中泥盆

统碳酸盐岩地层内
,

有锡石硫化物型和铅锌硫化物型两种主要矿石类型
。

中泥盆统碳酸

盐岩是华南的主要储矿层
,

其中产有多种类型的铅锌
、

锡
、

钨
、

锑
、

汞
、

铁和铜等金属

矿床
。

在华南广大地区内
,

中泥盆统是地层剖面 中首次出现的厚度大
、

分布稳定的碳酸

盐岩
。

大厂矿床位于中泥盆统内南丹型沉积和象州型沉积的过渡带上
,

中泥盆世时
,

沿

南丹
一
忻城北西向基底断裂在碳酸盐岩台地上发育了北西向的南丹 台盆

。

盆地内的沉积

与台地碳酸盐岩迥然不 同
,

为一套黑色页岩
,

富含金属硫化物
。

在盆地内的凸起部位有

生物礁发育
。

北西向的南丹
一
忻城断裂是一构造软弱带

。

燕山期与成矿有关的花岗岩恰恰

沿这一构造软弱带侵入到原先发育南丹盆地的位置
。

本来多孔
、

性脆的生物礁
,

在构造

变动中发育了更强烈的破裂形变
,

产生了更加丰富的孔隙和空间
,

有利于矿石沉淀
。

台

盆相的黑色页岩含有丰富的铅锌和硫
,

花岗岩浆带来丰富的锡以及驱动成矿溶液的热
。

这许多有利因素联合组成了大厂矿床的成矿体系
,

形成了巨大的锡铅锌多金属矿床
。

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

储矿层岩相对金属矿床产出位置的影响
,

是多种因素联合作

用的结果
。

在碳酸盐岩储矿层内产出金属矿床较多的岩相有台地边缘相
、

边缘斜坡相
、

台盆相或台沟相
、

台地蒸发岩相等
,

沿边缘斜坡和台地内断裂带发育的生物礁对矿床定

位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

因为无论是生物礁本身还是这种礁所处的构造位置
,

对于矿液的

运移及沉淀都是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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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刊物质量
,

加强与国内外的信息交流
,

加快稿件的刊登速度
,

本刊编辑部针对目前来稿

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间题
,

重申和补充下列规定
:

1
.

稿件必须论点明确
,

文字简明
,

缮写清晰
,

每篇字数不得超过 8
,

0 00 字 ( 包括附图 )
。

2
.

附图尽可能简明
,

一般限制在 5 幅以内
。

图例和图例编号绘在图纸上
,

图注 ( 即图例的说明文

字 ) 不要抄在图纸上
,

请抄在文章中 ( 位置在图名之上
,

请参考各期沉积学报中的图件 )
。

表格中的

拦 目名称要求译为英文 ( 位置在中文栏目名称之下 )
。

图版限定 1版
。

3
.

外文摘要应 以反映文章主要内容为原则
,

一般应在1 00 0一 2 0 0 0字
。

英文的图名
、

表名
.

请另纸

附在英文摘要之后
,

以便编辑部校改
。

4
.

在参考文献中
,

稿件所引用如为期刊上的文章
,

必须依次写出作者姓名
、

发表年月
、

刊 物 名

称
、

卷期号
砂

页码
。

所引用如为图书上的文章
,

须写出作者姓名
、

发表年月
、

书名
、

出版 社
。

参考文献与正文必须有所照应
,

取得一致
。

正文中用上角〔 〕表示参考文献的序码
。

各文种排列次序

为
:

中
、

日
、

英
、

西
、

俄
。

英
、

西
、

俄文须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
,

中文按文章中出现顺序排列
。

5
.

请作者务必自留底稿
。

请作者配合编辑部实行上述规定
,

严格规范
,

使稿件以尽善的质量
、

尽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
。

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