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矿  床  地  质

∞ ⁄∞° ≥ ×≥ 第 卷  第 期

文章编号

北祁连石居里地区 Χυ(Ζν)−Σ矿床

地质特征及综合成矿模式
Ξ

邬介人   于浦生   任秉琛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陕西 西安  

摘  要  文章主要论述了北祁连山西段石居里矿田内 √ 号沟 ! ¬ 号沟 !九个泉等矿床的基本地质特征 并与北

祁连山东段老虎山地区银硐沟 !猪嘴哑吧等矿床对比 ∀结合其早古生代构造演化历史 !古洋脊或弧间 !弧后拉张环

境确定矿床类型 将上述 个矿床归属为蛇绿岩 ≤∏ ≥型矿床 类塞浦路斯型 ∀建立综合成矿模式的基本要求

矿床具有一定的时控性 有一定的含矿层位 生长性断裂的积极参与 海底火山喷发 !喷气中心与次级盆

地双向控制 多元热流体成矿系统 ∀

主题词  北祁连山  早古生代  蛇绿岩型 ≤∏ ≥型矿床  石居里矿田综合成矿模式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西北海相火山岩地区块状硫化物矿床的勘查与

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急需铜矿资源的形势

下 ∀由宋叔和先生开创的西北海相火山岩及其黄铁

矿型矿床的地质研究事业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了

很大的进步 ∀这一西北的特色研究方向能长期延续

下来 是与宋叔和先生的一贯提倡 !执着坚持 !切实

指导 !热情帮助分不开的 ∀

在北祁连加里东褶皱带 与海相火山岩系有关

的铜 多金属 硫矿床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细碧岩

角斑岩岩系酸性端员的石英角斑质岩层间的矿床

可以白银市折腰山 火焰山 小铁山矿床为代表 另一

类是细碧岩 角斑岩岩系基性端员的细碧岩或玄武

岩层间的矿床 可以白银市猪嘴哑吧 !银硐沟 肃南

县的石居里 !九个泉 祁连县的阴凹槽为代表 ∀前者

矿床规模大 开发早 研究程度亦高 后者已知矿床

规模较小 开发晚 相应的勘查 !研究程度较低 ∀本

文就后者资料进行总结 并探讨其综合成矿模式 ∀

 祁连山蛇绿岩型 ≤∏ ≥ 矿床分

布概况

在北祁连加里东褶皱带 走廊南山南坡复背斜

带 祁连县 和其东延白银厂地区 中带 有寒武纪中

酸性火山岩系集中分布 走廊南山北坡复向斜带与

其东延老虎山地区 北带 有奥陶纪中基性火山岩系

与基性 超基性岩带的分布 走廊南山南坡复背斜带

南侧 !托赖山复向斜带 南带 亦出露奥陶纪中基性

火山岩系 并伴有基性 超基性岩带的分布 ∀在中带

有白银厂 ) 小铁山式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 一般归

属日本黑矿型 ∀产于北带与南带的 ≤∏ ≥ 矿床

通常归属塞浦路斯型 图 ∀随着蛇绿岩剖面的建

立 冯益民等 夏林圻等 和研究的深入

认为后者是在洋中脊或弧间 !弧后扩张脊的强烈拉

张构造环境下形成于蛇绿岩套中 亦称之为蛇绿岩

型 ≤∏ ≥ 矿床 ∀在北祁连西段 北带有错沟 !九

个泉 !石居里等矿床 南带有阴凹槽矿床 北祁连东

段有猪嘴哑吧 !银硐沟等矿床 ∀这些矿床规模小 矿

产地众多 成群成带分布 但研究程度较低 尚有扩

大资源量的前景 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该类型矿床

若在北祁连有重大突破 亦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

 石居里地区 ≤∏ ≥ 矿床地质 !地

球化学特征

在肃南县石居里地区塔墩沟蛇绿岩剖面的建立

冯益民等 为解释区内的火山岩 !≤∏ ≥

Ξ 本文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 编号 / 甘肃省石居里一带铜矿评价0的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邬介人 男 年生 研究员 从事矿床地质及地球化学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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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北祁连加里东地槽褶皱带及火山成因硫化物矿床 点 分布示意图 据邬介人等

) 塔里木 华北地台 ) 河西走廊边缘海褶皱带 ) 北祁连山海槽褶皱带 ) 走廊南山北坡 毛毛山复向斜带 北火山岩带

) 走廊南山南坡复背斜带 中火山岩带 ) 托莱山 门源 静宁复向斜带 南火山岩带 ) 中祁连山隆起带

图例 ) 深断裂 ) 构造分区界线 ) 硫化物矿床 点

ƒ  ∏ ∏ √ ∏ √ ∏

± ∏ • ∏

矿床形成于强烈拉张的扩张脊环境提供了重要依

据 ∀石居里沟一带火山岩型 ≤∏ ≥ 矿床 点 分

布较密集 由南往北呈带状产出 南带有九个泉铜矿

床等 中带有石居里 √ 号沟铜矿床 ! ¬ 号沟铜矿床 !

号沟铜 锌 矿点等 北带有 号沟铜矿点等 图

∀

211  矿床的地质位置

以石居里沟为中心的约 范围内 集中分

布了 个矿床和 余个矿 化 点 可构成一个 ≤∏

≥矿田 容矿岩系为早古生代奥陶纪阴沟群基

性火山岩及其火山沉积岩系 图 ∀从图 可见矿

田北东与志留系呈断层接触 南西部分与泥盆系呈

断层接触 在石居里沟东侧 ¬号沟铜矿床附近泥盆

系不整合覆盖于奥陶系之上 ∀据前人研究成果与资

料分析 结合笔者沿主沟剖面的考察 提出如下几点

认识 图 ≠ 断裂把奥陶系以 号沟 !¬号沟一带

为中心分为南北两大岩片 ∀ 自南向北由向斜 背

斜 向斜构成复式向斜带 ∀ ≈ 奥陶系可分为上 !中 !

下 个岩性段 ψγ ! ψγ ! ψγ 南岩片下部

ψγ 为含炭质 !泥质 !硅质细火山碎屑 沉积建造

夹有蓝闪片岩与超镁铁岩 具韧性剪切带特征 出现

细脉浸染状铜硫矿点 骆驼脖子 中部 ψγ 为中

基性火山喷发 沉积建造夹粗火山碎屑岩和碧玉岩

出现块状铜硫矿床 九个泉 !¬号沟 上部 ψγ 为

基性火山喷溢枕状玄武岩建造 有辉绿 辉长岩体的

穿切 ∀北岩片下部 ψγ 建造特征与南岩片基本相

同 在岩性组合及矿化特征上十分相近 但尚未发现

蓝闪片岩存在 在韧性剪切作用的规模与强度上不

如南岩片 ∀中部 ψγ 以中基性火山沉积建造为

主 夹有基性火山熔岩 !火山角砾岩透镜体及红碧

玉 !硅质岩层等 是南岩片 ψγ 北部向北过渡的层

位 ∀北岩片北部 火山熔岩 !粗碎屑岩增多 与其岩

片南部有所差异 上部 ψγ 以含火山质沉积岩为

主 与南岩片 ψγ 枕状玄武岩为相变关系 ∀ 号

沟铜 锌 矿点产于北岩片下部岩组的顶部 √ 号沟

铜矿床产于中部岩组的下部 ∀ … 在矿田范围内矿

产地呈南 !中 !北三带分布 块状硫化物矿体主要赋

存于 ψγ 岩组的同一含矿层位内 ∀在 ψγ ! ψγ

岩性段中的细脉浸染状含铜黄铁矿化可视为火山喷

气 沉积成因矿床下延的蚀变筒的产物 ∀

212  矿床地质

除九个泉外 石居里矿田的 √ 号沟 ! ¬ 号沟等

≤∏≥矿床均是在 年以来 经民采发现工业矿体

后由矿点升级的新矿床 ∀这些矿床属特富铜矿 有

较好的经济效益 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 亦推动

了该类型矿床找矿前景的研究与探索 ∀

1 1  矿床特征

√ 号沟矿床

位于中矿带复式背斜的北翼 含矿层为中基性

火山 沉积岩系 其中夹有细碧岩 !角砾集块岩和红

碧玉 !硅质岩 ∀向西延伸 与 号沟脑铜矿点 ! 号

沟铜 锌 矿点呈一带状分布 生成环境受南侧火山

机构北侧斜坡洼地和次级火山喷口双向控制 ∀经区

域构造演化 √ 号沟矿区处于区域构造线 •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石居里一带火山岩型铜矿分布略图 据甘肃省地矿局区调队 资料修编

) 第四系 ) 三叠系 ) 石炭系 ) 泥盆系 ) 志留系 ) 上奥陶统 ) 凝灰岩 ) 玄武质凝灰岩 ) 中基性火山喷发沉积岩夹

含矿层位 ) 火山碎屑 沉积岩 ) 玄武岩 !枕状玄武岩 ∗ 为奥陶系阴沟群 ) 基性岩 ) 超基性岩 ) 断层 ) 不整合

界线 ) 地质界线 ) 推测火山喷发中心 ) 裂隙式火山机构 ) 矿床 点 ) 水系 ) 剖面线 ≠ ) √ 号沟矿床 ) ¬号

沟矿床 ≈ ) 九个泉矿床 … ) 号沟矿床 ) 号沟矿床 ) 号沟矿点 ) 石居里沟 ÷ 矿点 ) 骆驼脖子铜矿点

ƒ  ≥ ∏ √ ≥ ∏

≥∏ ≤ ∏ ∏° √

图  石居里矿田综合地质剖面及矿带分布示意图

) 第四系 ) 泥盆系 ) 志留系 ) 奥陶系阴沟群上岩组枕状熔岩 相变为凝灰质砂岩 ) 奥陶系阴沟群中岩组中基性火山喷发沉

积岩夹含矿层位 ) 奥陶系阴沟群下岩组火山碎屑沉积岩 含炭质 !硅质 !泥质岩 ) 矿体 含矿层位 ) 断层 矿床编号 ≠ ∗ …同图

ƒ  ≤ √ ∏ ≥ ∏

向 局部转向 ∞ ≥ • 向 部位 岩层与矿体产状基

本一致 ∀

主矿体为近地表的盲矿体 图 呈向北东方向

倾向 • β 倾角 ∗ β 侧伏的似层状 !扁豆状

矿体产出 有分枝复合现象 ∀矿体的边界多样 除部

分为原始整合边界外 大部分为构造变形后的边界

因而矿体整体形态是原生的与变动的复合态 ∀为矿

区 以下深部找矿提供了重要线索 ∀

 第 卷  第 期        邬介人等 北祁连石居里地区 ≤∏ ≥矿床地质特征及综合成矿模式        



 
 

 

 
 

 
 

 

图  石居里 √ 号沟矿床不同中段矿体形态叠置略图

ƒ  ≥∏

√ ⁄ ≥ ∏

据主矿体 °⁄ !°⁄ 中段部分样品平均值 Ο 块

状 角砾状矿石铜品位 ω≤∏ 为 ∗ 网

脉状 浸染状矿石铜品位 ω≤∏ 为 ∗

ω 低 ∗ 个别可达 ∗

∀伴生组分据 °⁄ 中段组合样块状 角砾状矿

石 ω≤ 为 ∗ !网脉状 浸染状矿石

ω≤ 为 ∗ 矿体富铜 !富钴是其主

要特征 ∀ ω≤∏ ω !ω≤ ω 比值与铜品位变化相一

致 ∀

¬号沟铜矿床

位于中矿带复式背斜的南翼 南岩片复式向斜

北翼的转换部位 ∀容矿岩石为中基性火山熔岩 !凝

灰熔岩 !集块角砾岩夹凝灰岩 !碧玉岩 工业矿体为

盲矿体 ∀其赋矿部位正是基性熔岩层间碧玉岩和含

碧玉岩团块的基性火山岩层位 即火山喷发间歇期

喷气 沉积的时空位置 ∀据探硐观察矿体具有双层

结构 上部为块状 角砾状 ≤∏ ≥ 矿体 下部为

角砾状 !网脉 浸染状 ≤∏ ≥ 矿体 顶板是红碧玉

岩层 其产状变化与其下部矿体相同 图 ∀

矿石主要有两大类型 Ο ≠ 块状 角砾状矿石

ω≥ 为 ∗ ω≤∏为 ∗

锌含量低 ω ∗ 网脉状 浸染状

矿石 ω≥为 ∗ ω≤∏为 ∗

图  ¬号沟 °⁄ 硐矿体结构剖面示意图

) 基性火山质构造蚀变岩 ) 蚀变玄武岩 ) 碧玉岩

) 块状 角砾状 矿石 ) 网脉 细脉浸染状矿石 ) 断层

ƒ  ∏ ∏ °⁄

⁄ ≥ ∏

锌含量低 ω ∗ ∀与 √ 号

沟矿床相比 两者均有特富铜矿石和局部的含锌铜

矿石及富钴特征 差别在于 ¬号沟铜矿床角砾状 网

脉状矿石更为发育 ≤∏ 型特征更为明显 ∀

九个泉矿床

位于南岩片复向斜南翼 中基性火山 沉积碎屑

岩向熔岩过渡的部位 ψγ 早阶段喷发间歇期喷气

沉积成矿 ∀容矿岩石为蚀变玄武岩 !基性凝灰岩为

主夹 红碧玉 硅质岩 矿体为块状 ≤∏ ≥ 矿体 ∀

从勘探线剖面 图 可见 矿体被第四系覆盖 ∀在含

矿层位中 绿泥石片岩和硅质岩较发育 号矿体的

顶部为硅质岩层 因而推断直接容矿的近矿围岩除

熔岩外 主要为基性凝灰岩与硅质岩 属火山喷发间

歇期的火山 沉积岩层 ∀矿带与地层产状一致 矿体

近于平行排列 多呈透镜状 沿走向有膨大 !分支 !尖

灭及弯曲现象 亦见有绿泥石壳的/ 包蛋矿0 ∀这种

多变的特点是在初始喷气 沉积作用基础上经过后

来叠加改造 !变形 !变位的结果 ∀近年在矿区东延的

区段经物探与坑探结合仍能发现特富的 ≤∏≥ 矿体

盲矿 ∀

矿石类型 !主要金属矿物组合 !铜品位等与石居

里 √ 号沟 !¬号沟等 ≤∏≥ 矿床相似 ∀块状矿石 ω≤∏

为 ∗ 平均 浸染状矿石 ω≤∏

为 ∗ 平均 条带状矿石 ω≤∏

ω ω≤ ω≥ ωƒ

ω ≥ 张伟 ∀依据上

述数据 九个泉矿床的矿石应称为块状 条带状矿

石 是本区层纹状特征明显的 ≤∏≥ 矿石 亦是特富

铜矿石 ∀九个泉矿床矿化带的地质位置 !矿石的物

Ο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年专项总结报告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九个泉铜矿 √ 勘探线剖面图 据甘肃第四地

质队资料修编

) 第四系 ) 玄武岩 ) 基性凝灰岩 ) 凝灰岩 ) 绿片

岩 ) 硅质岩 ) 铜矿体及其编号 ) 锌矿体 ) 铜锌矿体

ƒ  ¬ 2

∏ ∏ °

∏° √

质组成及组构是其在火山喷发间歇期喷气 沉积成

因环境中成矿的重要佐证 ∀

1 1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容矿火山岩均属玄武岩类 √ 号沟矿床的容矿

岩石偏碱性 !富钠质 亦可称之为细碧岩类 Ο ∀硅质

岩 !碧玉岩 ω ≥ 为 ∗ 含铁质 !

泥质 !钙质 ω≤ ω ω 为 ∗ ≅

ω 为 ∗ ≅ 显示喷气沉积特

征 ∀本区碧玉岩及矿石中石英的 Δ ≥ 值变化范围

为 ϕ ∗ ϕ 平均为 ϕ 与火山岩及

某些深海放射虫硅质岩范围一致 ∀

本区玄武岩及其矿石中的黄铁矿 !黄铜矿的

° ° 为 ∗ ° ° 为

∗ ° ° 为 ∗ Λ
值为 ∗ 夏林圻等 邬介人等

Π ∀诸矿床数据离差小 比较一致 表明容矿岩

系与硫化物矿石具有共同的来源 ∀据黄铁矿 !黄铜

矿硫同位素数据 夏林圻等 邬介人等
Π 石居里 !√ 号沟 !¬号沟 !摆浪沟等矿床 Δ ≥

为 ϕ ∗ ϕ 九个泉 Δ ≥ 值较低 为 ϕ ∗

ϕ ∀一般认为 前者硫源可能为海水硫酸盐 后

者硫源可能为幔源硫 ∀

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应用 ≤°≥ 扫描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测定的岩 !矿石稀土元素数据

显示玄武岩 细碧岩 ∞∞配分模式稍右倾 即轻稀

土略富集型 红碧玉具有明显的 ∞∏亏损特征 矿石

显示轻稀土略富集的较缓的右倾趋势 ∀表明矿石与

容矿岩系稀土元素的继承性和不同矿床的一致性 ∀

1 1  同类型矿床对比

北祁连山东段老虎山 ) 银硐沟地区亦发育有早

古生代奥陶纪蛇绿岩套 Θ 其中产有小型铜 锌 矿

床 以老虎山猪嘴哑吧 !银硐沟矿床为代表 ∀

银硐沟 ≤∏ 矿床

产于细碧质熔岩向基性火山碎屑岩 !沉积岩转

换的部位 夹有含铁硅质岩 !凝灰质角砾岩和 ≤∏

≥矿体 邬介人等 底盘除基性熔岩外

还有辉绿岩体存在 ∀矿体属半盲矿 !盲矿体 地表为

铁帽 下部为块状矿体 ∀总体走向与区域构造线方

向一致 ∀这一点与石居里 !九个泉 ≤∏≥ 矿床相同

但后者无大量的中酸性岩脉侵入 ∀

矿体产状与熔岩层一致 呈似层状和透镜状 几

乎全部由块状矿石组成 ∀在块状含铜黄铁矿矿石之

上 往往有薄层的磁铁矿 自上而下呈上铁下铜 锌

分带 以 √ ≤ 为例 块状磁铁矿 ω≤∏ ! ω

! ω° ! ω≥ 块状含铜黄铁矿

ω≤∏ !ω !ω° !ω≥

属锌铜硫型 ω≤∏Β ω Β ∗ ∀主要伴生元素

为 ≤ ! !≥ !× Ρ ∀

猪嘴哑吧 ≤∏ ≥矿床

含矿层位为蛇绿岩套中的下部枕状细碧岩层

其间夹有角砾岩化 !绿泥石化的铁染细碧岩 !角斑

岩 !硅质岩 !板岩和块状硫化物矿体 属海底火山喷

发间歇期产物 ∀矿区的地质构造格架 !矿带分布 甚

至有关矿体向西陡倾 !向北侧伏等基本特征均与石

居里 √ 号沟矿床有极大的相似性 邬介人等 ∀

Ο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 甘肃省石居里一带铜矿评价0

Π 邬介人 甘肃省石居里一带铜矿评价专题总结资料

Θ 任秉琛 邬介人 黄玉春 等 北祁连东段块状硫化物矿床区域矿规律与找矿预测

Ρ 万冠儒 白银矿床成因和分类初探 白银地区找矿前景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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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 号矿体出露地表外 大部分为隐伏在 ∗

深度的盲矿体 以似层状 !凸镜状 !群鱼状为

主 ∀见有一横截面呈椭圆形的筒状矿体 主体为块

状矿石 边部有细脉浸染状铜矿化 ∀过去曾认为其

与白银厂折腰山磁黄铁矿筒类似 属热液通道 但据

现在对比考察 认为这是含矿层位在特定的压 !扭构

造条件下造成的矿体的复合态 ∀

就矿石的组成与组构特征而言 应属 ≤∏ ≥

型组合 以块状矿石为主 细脉浸染状 !条带状 !角砾

状次之 ∀ ≤∏品位最高达 平均 品

位最高达 平均 ≤ 品位最高达

平均 属一般的富铜型矿床 ω≤∏Β

ω ω≤ ω Ο ∀富钴是该矿床矿石的重

要特征 ∀总之 在成矿元素组合方面 北祁连山东段

老虎山 ) 银硐沟地区的有关矿床比北祁连山西段石

居里地区的有关矿床更富 ∀

 蛇绿岩型 ≤∏ ≥ 矿床综合成矿

模式

宋叔和先生在/ 关于国外黄铁矿型铜矿床的一

些问题0一文 Ο中介绍了/ 奥菲里0建造及其塞浦路斯

矿床 并认为/ 蚀变向深处呈管状 说明含矿火山岩

浆系从地幔沿管道喷发到海底 在上部形成块状而

在下部形成深蚀变带中的浸染状矿体0 ∀由于塞浦

路斯型矿床赋存于中生代未经变动的蛇绿岩系中

通常认为是洋中脊块状硫化物矿床的典型代表 ∀

在北祁连加里东褶皱带 奥陶纪蛇绿岩有着广

泛的分布 相应的铜 硫矿产地亦成群成带分布 除

若干小型矿床外 目前对其他矿床 矿 的研究程度

均很低 ∀

根据石居里 邬介人等 Π 和祁连山东段银

硐沟 ) 猪嘴哑吧 任秉琛等 Θ 等铜 硫矿床的

研究资料 以石居里地区为代表 拟建立蛇绿岩型矿

床综合成矿模式 ∀以此代表在北祁连一个矿田范围

内的区域成矿模式 以利于指导找矿 扩大资源量 ∀

311  石居里铜矿类型的归属

石居里铜矿床的基本特征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 矿床位于北祁连山加里东褶皱带走廊南山北坡

的复向斜带中 九个泉含蓝闪石片岩韧性剪切带北

侧 早奥陶世含蛇绿岩中基性火山 沉积岩带内 ∀

沿石居里沟 块状硫化物矿床位于以三条区域大断

裂带为界的两个岩片内 ∀自上而下沉积环境的演变

为早期深水盆地火山 沉积环境 ψ 中期中基性火山

喷发 沉积环境 ψ 晚期基性火山喷溢 沉积环境 ∀石

居里矿田 √ 号沟 ! ¬号沟和九个泉铜矿均产于中期

火山喷发 沉积旋回中 ¬号沟矿床 !÷ 矿点和九个

泉矿床等可能为近火山机构火山口 含破火山口 洼

地成矿 √ 号沟矿床则为主火山机构边缘次级喷口

火山洼地成矿 ∀ ≈ 矿床 点 与矿体成群成带出现

具层控性 ∀喷气沉积岩 红碧玉岩 的伴随是其特别

标志 ∀ … 矿体规模小 以块状矿石为主的富矿体资

源量可达到 中 小型 矿田范围内的矿产地累计资

源量有可能达到大中型 ∀ 矿体顶板一般为碧玉

岩 上部为块状矿 下部为细脉 浸染状或网脉状 !角

砾状矿 显示喷气 火山成因矿床双层结构的特征 ∀

矿石为黄铁矿 黄铜矿组合 富铜 !钴为其成分特

征 ∀ √ 号沟主矿体属 ≤∏型 !≤∏ 型矿 但于其西

南延向上已出现较贫铜的 ≤∏ 型 ! ≤∏型矿体

呈系列变化 ∀ ¬号沟矿床 °⁄ 平硐就存在 ≤∏型

高硫矿石 ∀ √ 号沟 !¬号沟等矿床主矿体具有盲

矿体特征 ¬号沟矿床与西侧主沟 ÷ 矿点归属同一

矿化带 两者高差 左右 √ 号沟在 °⁄ !°⁄

等硐发现深部的盲矿体 均说明本区域内剥蚀程度

低 矿化带延深较大 有利于扩大前景 增加资源量 ∀

综上所述 结合北祁连乃至国内外同类矿床的

分类状况 石居里式铜矿可归属海相火山沉积岩区

铁 铜 硫成矿系列 硫 铜型成矿亚系列 邬介人等

∀石居里 √ 号沟矿床类似红沟矿床的富铜 !德

尔尼矿床的富钴 由还原环境 含硫黑色岩系 递变

为半还原 !半氧化环境 含铁锰硅质岩 !红碧玉 ∀石

居里 √ 号沟矿床 ! ¬号沟及九个泉等矿床与蛇绿岩

套基性火山喷发 沉积岩系有关 形成于弧间或弧后

扩张的中基性火山喷发 沉积环境 而后发展为扩张

脊与前期火山沉积岩系拼贴 ∀可归属硫 铜亚系列

的蛇绿岩型矿床 类塞浦路斯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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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石居里矿田火山岩型铜矿综合成矿模式

≠ ) 海底上部火山岩 !火山 沉积岩 ) 海底下部火山岩 !火山 沉积岩 ≈ ) 海底深部火山 沉积岩系 … ) 前期火山 沉积岩系及

基底 ) 基性岩浆房与岩浆通道 ) 洋壳 ) 生长性断裂 ) 含矿层位喷气岩与矿体 ) 蚀变筒及浸染状矿体

ƒ  ≤∏ ≥ ≥ ∏

312  石居里铜矿综合成矿模式

塞浦路斯型单矿床 体 成矿模式亦具有双层结

构特征 上部为整合块状硫化物矿体 顶部有褚石层

碧玉岩 下部为火山岩蚀变筒 形成角砾状 !网脉

状 细脉浸染状硫化物矿体 ∀这种特征在石居里 ¬

号沟矿床与九个泉矿床主矿体中显示得比较清楚

表明主矿体是在火山喷发的间歇期穹隆上叠盆地水

岩界面附近就位的 ∀矿体具有明显的双层结构与

顶部的/ 硅质帽0 红碧玉岩 ∀石居里 √ 号沟主矿体

主体由块状 角砾状矿石组成 其中角砾状矿石是由

石英 硫化物组合胶结基性火山岩的角砾而成的 ∀

在 √ 号沟矿床 !九个泉矿床 块状矿体的顶板往往是

含铁 锰 硅质岩 碧玉岩 ∀硫化物矿体上覆/ 硅帽0

的存在即标志着喷气成矿活动有利于硫化物矿体的

保存 ∀

在石居里矿田范围内 矿床 点 的分布具有规

律性 这主要决定于含矿层位的时空位置 ∀九个泉

矿床的产出特征表明含矿层位是 ψγ 的水平分层

属中基性火山活动的早期产物 √ 号沟 !¬号沟等矿

床 点 是其同一层位的水平延展 ∀晚期的枕状熔岩

覆盖于前者之上 对早期火山岩系的矿化蚀变起叠

加作用 但它并不是本区的重要容矿岩段 ∀

石居里矿田综合成矿模式图是在综合上述诸多

因素与国内外同类型矿床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拟编的

图 ∀综合成矿模式的拟定 无疑对北祁连蛇绿岩

型 ≤∏ ≥ 矿床成矿规律的总结 !控矿因素的厘

定 !找矿模式的建立 以及找矿前景的认识 !资源量

的扩大有一定的意义 ∀虽然就已知矿床 点 而论

仍以小型 金属量 万吨 为主 但从众多的矿点

升级着眼 从一定区域 如一个矿田 而论 若干个

中 小型矿床的累计资源量完全有可能扩大到一个

大型规模 这种小而富 !小而多的矿床类型 同样具

有重大的经济价值 ∀当然 系统的研究若能在理论

上与找矿实践上获得重大突破 找到 ∗ 个大型矿

床 亦是大家所期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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