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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侵位机制对矽卡岩型矿床的制约
———以邯邢地区矽卡岩铁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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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北省南部邯邢地区与矽卡岩型铁矿有关的中酸性侵入岩形成!套深成杂岩体：符山杂岩体和武安

杂岩体。这!个杂岩体分别具有不同的侵位机制并对相关矽卡岩型铁矿产生制约：符山杂岩体属被动就位机制，岩

体内部形成呈捕虏体状赋存的铁矿体，远离接触带的深部仍具找矿潜力；武安杂岩体属主动就位机制，岩体内部捕

虏体罕见，相应的铁矿床主要产于岩体与围岩接触带处，少量形成于碳酸盐岩围岩中；主动就位机制下形成的褶皱

是重要的容矿构造。由于矽卡岩型矿床主要的共同特点是与中酸性侵入岩和碳酸盐岩有关，这一成矿规律同样适

用于其他矿种的矽卡岩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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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卡岩型矿床又称接触交代型矿床，主要是指

产在中酸性（少数情况下可以是酸性或基性!超基

性）侵入岩、火山岩与碳酸盐类岩石或其他岩石接触

带或其附近岩石中的矿床（薛春纪等，"##$）。而中

酸性岩体在上升就位过程中由于侵位机制不同在接

触带附近产生不同的构造类型，同时，必然影响相应

的矽卡岩型矿床的产出状态。本文拟以邯邢地区矽

卡岩型铁矿为例，探讨岩体侵位机制与矽卡岩型矿

床的关系。

% 区域地质背景

邯邢地区处于太行山南端河北省境内，是中国

重要的矽卡岩型铁矿成矿区之一。该区的铁矿床不

仅品位高，而且储量相当可观。由于其独具特色而

被称为“邯邢式”铁矿。

本区位于华北板块中部山西断隆武安凹陷区，

东邻太行山断裂带。主要断裂以&’!&&’向为主。

区内古老基底为太古宙赞皇群，与上覆地层为

角度不整合关系，岩性主要为片麻岩及部分片岩、斜

长角闪岩、大理岩等。盖层自下而上为中元古代长

城系海相碎屑岩、寒武系—奥陶系滨浅海相碳酸盐

岩和石炭系—二叠系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岩（图%）。

中奥陶世马家沟组和峰峰组为一套海相碳酸盐岩地

层，岩性主要为灰岩及大理岩类，每个组下部均发育

伴生石膏等盐类的角砾岩层，为该区主要铁矿床的

容矿地层。

岩浆活动发生于燕山期。侵入岩大多呈岩盖、

岩床和小岩株产出。岩体规模不大，空间上由西向

东组成(个近平行的岩浆岩带，呈北北东向串珠状

分布（图%）。由西向东分别形成符山、武安和洪山等

(个杂岩体。前两者为本区矽卡岩型铁矿重要的成

图% 邯邢地区接触交代型铁矿区区域地质略图（郑建民等，"##)）

%—石炭系—二叠系含煤碎屑岩；"—中奥陶统碳酸盐岩；(—寒武系—上奥陶统碳酸盐岩；*—中生代闪长!二长岩类；+—中生代正长岩；

$—中!大型铁矿／小型铁矿；)—断裂；,—地质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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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母岩，目前尚未发现与洪山杂岩体有关的有工业

价值的矿产。

! 岩体侵位机制分析

岩体的侵位机制通常分为!种类型：主动就位

（又称强力就位，包括穹起、底劈和气球膨胀）和被动

就位（包括顶蚀、破火山口沉陷和断裂扩张）。"#$%
$&’（())*）认为，深成侵入体的变形作用一般在岩浆

结晶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流动构造”），直到岩浆

完全固结之后（产生叠加塑性变形），整个结晶过程中

侵入体都在经受变形作用。而对于与矽卡岩矿床有

关的岩体而言，这种变形作用与成矿过程密不可分。

!+" 符山杂岩体侵位机制与矽卡岩铁矿床的关系

!+(+( 符山杂岩体侵位机制

符山杂岩体规模较大，面积约,*-.!。主要侵

入于奥陶系碳酸盐岩之中（图!）。按照侵入体侵位

顺序，从早到晚可划分为/个期次，岩性依次为：角

闪闪长岩、斑状角闪闪长岩、黑云母角闪闪长岩。不

同侵入体之间为脉动式侵入接触关系（罗照华等，

()))）。

符山杂岩体侵位构造特征：符山杂岩体平面上

形态不规则，与围岩的构造不协调；不同期次的侵入

体间接触界线不规则。有岩枝或岩墙侵入围岩；其

中所含的包体数量少，但分布较均匀，定向组构不明

显；岩体中见大量围岩捕虏体，成分为各种片麻岩、

角闪岩、石英砂岩、长石砂岩以及碳酸盐岩等。捕虏

体成长条状、棱角状及不规则的椭圆状，规模不等，

小者十余厘米，大者数百米。

岩石结构以细粒或中细粒结构为特征，并可见

图! 符山岩体分布图（据河北省区调研究所资料!修编）

(—奥陶系碳酸盐岩；!—黑云母角闪闪长岩；/—斑状角闪闪长岩；0—角闪闪长岩；1—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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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幔源橄榄岩包体和辉石岩包体（许文良，!""!），显

然具有起源深、定位较浅的特点。同时，稀土元素球

粒陨石标准化曲线缺乏负#$异常以及（%&’(／%)’(）*
的低值特点也表明岩浆没有或有极少的斜长石的分

离结晶和中上地壳放射性成因锶的混染，暗示岩浆

从源区分离到定位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中途滞留

（罗照华等，!"""）。这需要通畅的岩浆通道和拉伸

的构造环境。结合上述岩体侵位构造，可以断定符

山岩体是在张性环境下被动侵位的岩浆产物，具有

顶蚀就位的特征。

+,!,+ 符山杂岩体侵位机制与铁矿床的关系

在被动就位机制的构造背景下，大量的围岩碎

块被岩体在就位过程中捕获，形成捕虏体。其中大

量规模巨大的碳酸盐岩块体被捕获后与岩体接触形

成矽卡岩型铁矿，符山铁矿的几个重要矿体均与捕

虏体构造有关（图-），矿体产于侵入岩与其中碳酸盐

岩捕虏体接触处。此种类型的铁矿体可以远离岩体

与围岩接触带，深入到岩体内部达数百米。因此，在

与被动就位机制岩体有关的矽卡岩型矿床成矿区，

要注意挖掘岩体内部成矿潜力。

图- 符山四号矿体.&线地质剖面图（据华北冶金地

勘公司资料!）

!—中奥陶统碳酸盐岩；+—黑云母角闪闪长岩；-—斑状角闪

闪长岩；/—角闪闪长岩；.—矽卡岩；)—蚀变闪长岩；&—铁矿；

%—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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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安杂岩体侵位机制与矽卡岩铁矿床的关系

+,+,! 武安杂岩体侵位机制

武安杂岩体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磁山—矿山

村—綦村一带（图!），由一系列串珠状分布的小岩株

组成。围岩主要为中、下奥陶统，局部侵入石炭系煤

系地层中。主要岩石类型由早到晚为二长闪长岩、

二长岩 ，不同期次侵入体之间为涌动或脉动型侵入

接触关系（罗照华等，!"""）。下文将以中部矿山村

岩体为例探讨其侵位机制。

岩体侵位构造特征：矿山村岩体一般剥蚀程度

较浅，岩体顶部常见碳酸盐岩残留顶盖，但在西石门

矿区一带，仍可见到不同期次的侵入体呈环状分布，

晚期有相对偏酸性的岩石出现在岩体中部（郑建民

等，+NN&）。矿山村矿区岩体中钾长石柱状晶体具

有较好的定向排列，形成矿物流线，呈同心环状分

布。近岩体碳酸盐围岩由于受岩体就位时膨胀挤

压，形成背斜、向斜相间的褶皱构造，同样呈环状分

布（图/）。另外，其中的闪长质包体虽然含量较少，

但不象符山岩体那样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岩体

中，而是集中在岩体边部和岩体内部不同期次侵入

体接触带附近，且经常呈“脉”状集中产出，定向特征

明显。据此可以判断，矿山岩体应属主动侵位机制，

具“气球膨胀式”特征。

+,+,+ 武安杂岩体侵位机制与铁矿床的关系

由于主动就位机制下形成的岩体中很少见围岩

捕虏体，因此，在武安杂岩体中罕见呈捕虏体样式的

铁矿体，岩体内部的找矿潜力不大，铁矿体主要呈层

状或透镜状产于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附近（图/），并

且多形成规模较大的矿床，如西石门铁矿矿体呈似

层状置于岩体的弧型凸起之上（郑建民等，+NN&）；少

量铁矿体赋存于碳酸盐岩围岩中。武安杂岩体的主

动侵位机制在围岩中产生了诸多的褶皱构造，大量

的勘察资料表明，背斜褶皱核部是本区重要的控矿

构造，其中具代表性的如綦村矿田褶皱控矿构造（图

.）。

- 结 论

邯邢地区与矽卡岩型铁矿有关的+个中生代岩

体具不同的侵位机制，符山杂岩体属被动侵位机制，

! 华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邯邢地区接触交代型磁铁矿矿床地质特征、控矿因素与矿床成因的探讨,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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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矿山村矿区岩体侵位构造示意图（据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等资料!）

"—石炭系碎屑岩；#—奥陶系碳酸盐岩；$—中生代闪长岩类；!—铁矿体；%—矿物流线走向；&—矿物流线倾角；’—断层；(—向斜／背斜

)*+,! -./0/+*12034.516728/956..78021.7.:535;<15<;./956.*:5;<3*=.*:56.><2:+362:1<:/;.?*35;*15
2;@/:*9.;/<310235*1;/1412;@/:25.;/14；#—A;?/=*1*2:；$—B.3/C/*1?*/;*5.；!—D;/:/;.@/?E；%—F*:.2;G90/H35;*4./97*:.;20；&—F*:.2;G90/H?*8

2:+0./97*:.;20；’—)2<05；(—IE:10*:.／2:5*10*:.

图% 綦村矿田褶皱控矿构造特征（据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等资料!）

"!第四系；#!中奥陶世碳酸盐岩；$!闪长岩；!!矽卡岩；%!铁矿体

)*+,% J62;215.;*35*13/9/;.G1/:5;/09/0?3*:56.K*1<:/;.9*.0?
"!K<25.;:2;E；#!B*??0.A;?*=*1*2:12;@/:25.;/14；$!L*/;*5.；!!I42;:；%!D;/:/;.@/?E

! 华此地质科学研究所，河北地质学院,"M’&,太行山等地区邯郸式铁矿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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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顶蚀就位的特征；武安杂岩体属主动侵位机制，具

“气球膨胀式”特征。主动侵位机制下围岩形成的背

斜褶皱是该地区铁矿床重要的容矿构造。被动侵位

机制下岩体内部往往形成捕虏体样式的铁矿体，因

此，岩体内部或远离岩体与围岩接触带深部仍具有

成矿的可能，而主动侵位的岩体则一般很少具备岩

体内部找矿潜力。

由于不同的侵入体往往具有不同的侵位机制，

在岩体内部及围岩中产生相应的构造现象，如岩浆

底劈形成的穹隆构造、气球膨胀模式下形成的环状

褶皱及与岩体就位同时产生的断裂等，这些构造均

可约束成矿物质的运移和淀集，因此，研究岩体的侵

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鉴于矽卡岩型矿床的共性，即均产于中酸性侵

入岩与碳酸盐岩或其他类型的围岩接触带及其附

近，因此，上述成矿规律同样适用于其他矿种的矽卡

岩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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