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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腰山矿床蚀变岩筒特征研究
·

李向民 彭 礼贵 任 有祥 李玉忠 王 海臣

(地矿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西 安)  (白 银有色金属公司深部铜矿床组,白 银)

提 要 :折 腰山蚀变岩简产于折腰山大型古火山机构中。平面上呈椭圆形分布,具 明显的水

平分带,绿 泥石化带位于蚀变岩简中心部位,绢 云母硅化则位于其外侧;在 垂深上由于古火山机

构中 NW和 NE向 两纽继承性断裂系统浅部和深部开放性差异,致 使蚀变岩简中绿泥石化带形成

“
马裤

”
状产出样式;在 矿床深部形成

“
马鞍桥

”
无矿地段。

主题词:蚀 变岩简 折 腰山矿床

折腰山矿床蚀变岩筒位于白银厂古火山穹隆西部火山喷发中心的折腰山大型火山口内

(彭礼贵,任 有祥,1995),是 白银矿田最大的蚀变岩筒,著 名的折腰山大型Cu~zn矿 床就产

于其中。所谓蚀变岩筒就是热流体在对流循环成矿作用过程中,沿 对流循环通道与周围岩石

作用、发生物质交换所形成的蚀变体 (DF桑 斯特,1985)。 随着矿山开采的进行,矿 山地

质揭示出折腰山矿床形态的空间变化,在 1595m水 平中段之上东西矿体群联为一体,蚀 变

体也联为一体;159Sm水 平中段之下,矿 体分为东西两群,蚀 变岩筒也分为东西两个。由

于蚀变岩筒控制着矿床体 (群 )的 分布,所 以对蚀变岩筒的空间形态和产出特征研究、无论

是在成矿理论研究还是在找矿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1 矿 床浅部蚀变岩筒

浅部蚀变岩筒就是指 1595m水 平中段 (二 中段)以 上的蚀变体部分。平面上呈一不规

则椭圆形,长 约 13sO m,宽 约 500m。 蚀变岩筒长轴呈北西向,垂 深上呈筒状向下延伸,构

成白银矿田最大的蚀变岩筒。蚀变岩的原岩主要为石英角斑质碎斑熔岩,其 次有石英角斑质

晶屑凝灰岩和布丁砾岩等等。

折腰山矿床浅部蚀变岩的矿物组合因其出现的蚀变矿物种类、数量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矿

物组合,其 合计有:① 绿泥石十黄铁矿;② 绿泥石十石英 +黄 铁矿;③ 绿泥石 +镁 菱铁矿

(或富镁菱铁矿)+黄 铁矿;④ 绿泥石 +绢 云母 +石 英;⑤ 绿泥石 +黄 铁矿 +绢 云母 ;⑥

绢云母 +石 英+黄 铁矿;⑦ 绢云母 +石 蔡
+绿 泥石 +黄 铁矿;⑧ 石英 +绢 云母 +绿 泥石。

这些组合可归为以绿泥石为主的组合和以绢云母、石英为主的两类组合。前者可称为绿泥石

化组合,而 后者可称为绢云母硅化组合。它们在蚀变岩筒中的产出部位大体是绿泥石化组合

多见于蚀变岩筒的中心部位,绿 泥石化带具有分枝现象,但 总体上联为一体;绢 云母硅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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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则多分布于绿泥石化带外侧,向 外逐渐演变为弱蚀变或未蚀变带,使 蚀变岩筒呈现明显的

水平分带。块状矿体和网脉状矿均产于绿泥石化带中,大 部分浸染状矿亦产于绿泥石化带

中,该 带蚀变强烈,原 岩结构已不存在,长 石斑晶因蚀变交代作用消失殆尽,石 英斑晶少部

分保留、并发生细粒化现象。绢云母硅化带的岩石亦发生强烈蚀变交代作用,原 岩结构没有

保存,长 石斑晶被完全交代,但 常可见其假像 ,石 英斑晶和晶屑大部分保留下来 ,并 有程度

不同的细粒化,部 分浸染状矿产于此带中。

2 矿 床深部东西矿段蚀变岩筒

矿床深部蚀变岩筒是指 1595m水 平中段之下的蚀变体。镜下观察表明,蚀 变岩筒浅部

和深部蚀变矿物组合完全相同,无 明显差异,主 要还是以绿泥石为主的组合和以绢云母、石

英为主的组合,只 是在矿床深部蚀变体中碳酸盐化作用有所增强,显 示了蚀变岩筒矿物组合

上的垂直变化。

虽然矿物组合在浅部蚀变岩筒和深部蚀变岩筒中没有差异,但 蚀变体形态上却有很大差

别。浅部蚀变岩筒东西联为一体,而 深部蚀变岩筒分为东西两枝。如图 1所 示。这里所说的

分枝并不是说蚀变岩筒整体为枝,而 只是蚀变岩筒中的绿泥石化带分为东西两枝,绢 云母硅

化带和浅部一样东西联为一体,因 为绿泥石化带控制着主要工业矿体的分布,所 以它的分枝

和深部矿体群的分布完全一致,东 部绿泥石化体分布于 笏0线 一sS0线 ,宽 度 ⒛0m左 右,

在垂向上其东边陡立,西 边向东呈收缩之势;西 部绿泥石化体分布于 850线 —1100线 间,

宽度 150~⒛ 0m,向 南西陡倾。就整体而言,绿 泥石化体在空间上呈
“
马裤

”
形产出,在

绿泥石化体之间形成
“
马鞍桥

”
无矿地段。

图 1 折 腰山矿床 149sm水 平中段矿体分布平面示意图

1—石英角斑碎斑熔岩;2— 石英角斑岩;3一 矿体;4一 勘探线及绾号;5一 绿泥石化带

□ 1目 2囫 3曰 4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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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 深部无矿体
“
马鞍桥

”
地段的认识

对折腰山矿床马鞍桥无矿段的认识,其 实早在矿床勘探阶段就已初露端倪,只 是没有引

起人们的注意。正如前人所述
“
矿带延深的深度在各剖面不完全一样,从 整个矿床看,常 呈

锯齿状 ,这 在折腰山矿床表现的最为清楚,如 矿带东部 (3、 4行 )矿 体延伸到 13狃 层 ,在

中部 (5、 6行 )则 只延伸到 15%层 ,但 到西部 (10、 11行 )则 又深到 1490层
”
 (641

队)o。 所谓矿体在中部只延深到 15%层 ,其 实质就是现今所说的
“
马鞍桥

”
无矿地段。矿

山开采的深入和矿山保有资源的减少,势 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 什么矿体群在浅部东西联

为一体 ,而 在深部分为两个独立的矿体群,其 间的马鞍桥地段找矿前景驷何?答 案是否定

的。

3.1 蚀 变矿物组合

蚀变矿物组合显示,该 地段不利于成矿。通过 1s3sm水 平中段和 1475m水 平中段系统

采样分析鉴定,马 鞍桥地段矿物组合有:① 石英 +绢 云母 ;② 石英 +绢 云母 十黄铁矿 +碳

酸盐矿物;③ 石英+绢 云母 +绿 泥石 +黄 铁矿;④ 绢云母 +石 英 +黄 铁矿;⑤ 绢云母 +石

英。东西矿群蚀变体矿物组合有:① 绿泥石 +石 英 十绢云母;② 绿泥石 +石 英 +黄 铁矿;

③ 绿泥石 +石 英十黄铁矿 十碳酸盐矿物;④ 绿泥石十绢云母 +黄 铁矿 +碳 酸盐矿物;⑤ 绿

泥石 +石 英 +黄 铁矿 +黄 铜矿。从矿物组合可以看出,马 鞍桥地段矿物组合与东西矿体群地

段的蚀变矿物组合有明显不同,马 鞍桥地段以绢云母石英组合为特征,而 成矿地段则以绿泥

石组合特征,这 和矿床浅部矿体赋存规律完全一致,主 要工业矿体赋存于绿泥石化带中,而

绢云母硅化带只有小的浸染状矿体和矿化存在。表明马鞍桥地段不具有形成重要工业矿体的

蚀变矿物组合。

3.2 蚀 变指数或蚀变度空间变化

考虑到折腰山矿床蚀变中铁的作用和地位,对 h̀ikawa等 (1976)的 蚀变度计算式作

适 当 修 改 ,将 FeO参 加 计 算 ,其 计 算 公 式 为 (KzO+FeO+MgO)/(KzO+NazO+FeO+CaO

+MgO)× 1O0,将 计算结果标绘于剖面图 2上 ,从 图可见,由 矿体向外蚀变度逐渐变小,蚀

变岩筒的蚀变度均大于 65,65也 就是蚀变岩筒的边界。这个边界与前人所划定的无长石带

大体一致。其中绿泥石化带和矿体所在部位蚀变度均大于 9O。 另外在垂直方向上 1655m水

平中段 600线 蚀变度接近 100为 块状矿体,而 到了 1535m水 平中段 600线 蚀变度低于 90变

为无矿地段,说 明600线 从浅部向深部蚀变度降低。1535m水 平中段在水平方向上,350线

为 1号 主矿体的网脉状黄铜矿和块状含铜黄铁矿,蚀 变度大于 9O,向 西到 575线 为矿化绿

泥石片岩,蚀 变度大于 90,到 600线 蚀挛度低于 90,蚀 变岩石也从绿泥石片岩过渡为绢云

母石英片岩,说 明绿泥石化体大致在 1595水 平中段开始向东收缩,在 矿床中部形成马鞍桥

无矿地段。从蚀变度看马鞍桥地段蚀变度小于㈨,达 不到成矿蚀变程度。

3.3 断 裂系统对蚀变体的控制作用

研究表明,折 腰山矿床威矿作用受折腰山大型古火山口及其内部 NW向 和 NE向 两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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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质部甘肃省地质局 641队 ,1952~1956白 银厂矿床储量计算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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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折 腰山矿床蚀变度空间变化特征

1一含角砾石英角斑凝灰熔岩;2— 石英钠长斑岩;3一 石英角斑碎斑熔岩;4一 晶屑凝灰岩;5一 矿化绿泥石片岩;

6一绢云母石英片岩;7-1号 矿体;8— 坑底及 153sm中 段蚀变度变化

承性成岩断裂系统控制 (彭礼贵、任有祥 1995,彭 礼贵、李向民 1998)。 该断裂系统在成岩

阶段控制着火山机构岩相分布特征,在 其后成矿阶段不仅控制着矿体 (群 )的 空间分布,同

时也控制着蚀变体的空间分布,造 成绿泥石化体空间上
“
马裤型

”
产出特征,是 成矿断裂系

统在浅部和深部开放性差异所致。在矿床浅部 (1595m水 平中段之上),由 于接近于海底,

开放性增强,交 代作用彻底发生绿泥石和成矿作用,使 成矿蚀变交代作用连成-体 ,在 喷流

中心以外由于岩石开放性较差,交 代作用不充分只发生绢云母硅化,但 局部可能也发生绿泥

石化作用,使 成矿蚀变体具水平分带。在矿床深部 (15%m水 平中段之下)由 于压应力增

强,仅 在两组断裂交汇处 250~550线 之间和 gs0~1100线 之间,开 放性较强,并 且作为成

矿热卤水的喷 流通道,在 对流循环成矿过程中,带 来较充分的矿质并对围岩进行强烈的蚀

变交代作用,发 生绿泥石化和成矿作用。在两组断裂交汇部位周边和之间,即 550≈ gs0线 ,

开放性较差热流体温度降低,蚀 变交代作用不能充分进行,仅 发生绢云化和硅化作用,形 成
“
马鞍桥

”
以绢云母硅化为主且保留长石假象的蚀变体。

综上所述,折 腰山蚀变岩筒受折腰山火山机构及其内部两组继承性成岩断裂系统控制,

由于断裂系统深部和浅部开放性差异,致 使蚀变岩筒在空间产出上呈
“
马裤

”
型特征,在 矿

床深部形成
“
马鞍桥

”
无矿地段。

参 考  文  献

1 彭 礼贲,任 有祥等.甘 肃省自银厂钼多金属矿床成矿模式,北 京 :地 质出版社,1995.

2 DF桑 斯特.层 控戏金属矿床及其成矿作用.国 外矿床地质,1985,(坩 刊).

3 H¤ 咖 0hmoto等 .黑 矿型矿床及有关火山成因块状琉化物矿床新发现的汪要介绍.国 外地质,1986,(第 七辑).

4 彭 扎贲,李 向民等.甘 肃白银厂折腰山矿床成矿规律及深部找矿研究,西 北地质科学,1998,19(D,

回
日
囤
田

l±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