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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庐极地区脉状铜 (金 )

矿床成矿远景的地质预测

任启江 杨荣勇 王实 徐兆文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提 要 安徽庐极地区(1 5 00km
, )范围内有 104 处脉状矿床

、

矿化点及 44 处铜的地球化学异常区
,

但是目前只有 4 处小型铜 (金 )矿床
.

对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

脉状矿床分布规律
、

有经济意义的矿床

形成条件和矿床成因的系统研究证明
:

庐极地区形成脉状铜 (金)矿化的矿源
、

水源 及能源较充足
,

但成矿物质未能在小范围内被集中
,

大量成矿元素被分散
,

因此
,

庐极火山一构造洼地内外缺少形

成大型
、

超大型铜矿的条件
,

大量的矿点
、

矿化点和广泛分布的地球化学异常
,

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矿

元素被分散的标志
,

不是形成大型
、

超大型矿床的有利标志
。

关键词 脉状铜 (金 )矿床 矿床成因 成矿条件

1 前 言

安徽庐极地 区中生代火山岩分布广泛
,

火山岩及其基底沉积岩中有铜和铜金矿点
、

矿化点

1 04 处
,

其中有经济价值的只有 3 处小型脉状铜矿
、

1 处脉状铜金矿
。

根据区域化探资料
,

¹ 全

区共有 44 个铜次生晕异常
,

总面积达 8 0k m 2 ,

约占测区面积的 1/ 20 ,

其他物探异常也有较好的

显示
。

但至今为止
,

本区铜矿找矿工作仍是
“

只见星星
,

不见月亮
”

的局面
。

庐极地区脉状铜矿
、

铜金矿的找矿前景如何
,

这不仅有其实际意义
,

而且在矿床成因研究上也很重要
,

正确地回答

这一问题对我国东部其他火山岩地区脉状铜
、

金矿床的找矿与评价也有启迪
。

本文将通过对庐

极地区脉状铜
、

金矿化的地质背景
、

时空分布规律
、

矿床成因的研究提出对脉状矿床找矿前景

的认识
,

使理论研究与找矿实践紧密结合
。

¹ 地矿部第一综合物探大队一O 八队
, 19 8 2 ;

安徽省区测队
, 19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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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脉状铜
、

金矿床形成的地质背景

成矿地质背景及区域地质构造特征对研究庐极地区脉状铜
、

金矿床的形成条件十分重要
。

2
.

1 矿床位于中生代继承式火山一构造洼地内
、

外

庐极火山一构造洼地内部主要由晚侏罗统一早白至统陆相火山岩组成
,

其直接基底是中

一下侏罗统的陆相碎屑沉积岩系
,

三叠系地层见于盆地外围
。

庐橄火山一构造洼地是在三叠系

沉积拗陷和早一中侏罗世陆相断陷盆地基础上进一步发育而成
。

中三叠统东马鞍山组膏盐层

和铜头尖组的含铜砂岩层
、

下侏罗统磨山组煤系地层也有出露
。

2
.

2 火山一构造洼地内
、

外区域性断裂及基底断裂十分发育

根据大量断裂及近 5 万条节理研究结果 ¹ ,

结合卫片影象分析
,

重
、

磁资料解译
,

初步确定

全区有 5 条 N E 一N N E 向
、 8 条 sN 向和 7 条 E vv 向及 4条 N vv 向基底主干断裂

,

将火山岩和基

底切割成格状
, N、v 向压应力及应力释放后回复期的剪切一拉张作用交替出现

,

这些使得庐极

地区岩石在 Js 一K l

期间具有很高的渗透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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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辉石二长岩一二长岩 2
.

砖桥组火山岩 3
.

双

庙组火山岩 4
.

矿点 (横线为矿脉走向 ) 5
.

浮山

组火山岩 6
.

断裂

图 1 巴家滩岩体附近的两期脉 状铜矿脉产状

日9
.

I T七e oc cu r r e n e es o f tw o pe r io d s o f co Ppe r v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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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火山岩之下存在大型的浅部岩浆房
根据庐极地区重力

、

地磁
、

航磁资料
,

并利

用地矿部第一综合物探大队三条磁精测剖面数

据
,

进行频谱分析
、

场源分离
、

向上延拓及正演
、

反演拟合
,

推断火山盆地以下存在一个大的隐

伏岩体
,

其顶板与地表距离为 1一 4k m ,

平均为

Zk m
,

面积约 8 0 0km
2 ,

底板距地表 6一 15kln
,

磁

化强度为 22 0 0一 25 0 0 x 1 0 一 6 e
· G ·

s
·

M
,

相

当于粗安岩
。

这一浅部岩浆房对本区中生代的

构造
、

岩浆和成矿活动有直接影响
,

作为驱动

地下热水大规模对流循环的能源
,

并为岩浆流

体提供来源
。

2
.

4 强烈的多中心多期火山喷发活动

庐极火山一构造洼地是在区域构造与岩浆

喷发引起的补偿性陷落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

该洼地进一步划分为 4个二级火山构造区
,

初步确

定了 18 个火山机构 (破火山口
、

侵出弯窿
、

爆发岩管
、

残余层火山
、

岩颈 )
。

火山活动分为两大

期
,

即晚侏罗世 ( 16 0士 SM a一 137M a ,

包括龙门院旋回和砖桥旋回 )
、

早白奎世 ( 137M a一 10 0M a ,

包括双庙旋回和浮山旋回) ,

两期火山岩为不整合接触
,

每一期喷发又可大致分为强烈喷发一

喷溢
、

主沉陷
、

复活隆起及全面隆起四个阶段
。

¹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庐极中生代火 山岩地区铜
、

金
、

硫矿床成矿预测
, 1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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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庐极地区脉状铜 (金)矿床成矿远景的地质预测

3 脉状铜
、

金矿床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

庐极地区脉状铜
、

金矿化在时间上的主要分布规律有二
,

一是两期矿化
;
二是矿化出现于

每一个火 山活动期的晚阶段
。

表 l 巴家滩一带两期脉状铜矿特征对比

Ta b】e 1 T b e c o n tr a . t of geo l侧梦cal
char a d er肠柱CS be 幻附

~
. 业皿y 朋d 肠te pe ri od of c 0 PPe r (90 】d ) v ien m 加 eral 如汾

d 。拙 纽 Ba j加加口 d肠七 ICt

二二谕户
~

遗
~~~ 早期脉状矿化化 晚期脉状矿化化

矿矿化类型型 单脉一复脉脉 细脉带蚀变岩岩

矿矿体长 /宽比比 > 5 000 < 3 000

矿矿脉走向向 N 、VVV S NNN

围围岩时代代 砖桥组 (J: ))) 双庙组
、

浮ilJ 组 (K , )))

矿矿体与围岩界限限 明显显 不明显显

控控矿构造造 断裂带带 网状破碎带带

成成矿期及成矿前脉岩岩 粗安斑岩
、

二长斑岩
、

辉石二长岩
、

玄武粗粗 正长岩
、

正长斑岩岩

面面面岩
、

闪长粉岩岩岩

成成矿后脉岩岩 正长岩
、

正长斑岩岩 正长斑岩脉 (极少见 )))

近近矿围岩蚀变变 蚀变带窄
、

常有硅化化 近矿蚀变带宽
、

常有碳酸盐化
、

泥化
、

绿泥泥

石石石石化化

远远矿围岩蚀变变 面型硅化
、

高岭土化
、

明矾石化
、

蚀变强强 蚀变弱弱

脉脉石矿物物 石英为主
、

次为方解石
、

重晶石
、

萤石石 铁锰碳酸盐较多
、

石英较少少

矿矿石结构构造造 块状
、

条带状
、

团块状
、

斑点状状 细脉
、

网脉
、

浸染状状

典典型矿例例 冷塘注
、

毛狗笼
、

石门庵庵 双庙南
、

黄山寨寨

两期矿化的直接证据见于巴家滩地区
。

巴家滩位于庐极火山一构造洼地中心
,

围绕巴家滩

辉石二长岩在 60 k m
2

范围内共有 25 个脉状铜 (金 )矿床
、

矿化点分布
,

其中 14 个矿化区的矿脉

产状为
二N vv 7 0a 一 4 00 / N E 乙 6 0a 一85

。 ,

与区域性 N w 向张性断裂大致平行
,

均位于岩体东部或

东侧 (图 1 )
,

产于砖桥组 (J
3 2 )火山岩中

,

与燕山早期次火山岩及脉岩组合
,

从不穿切燕 山晚期

的侵入岩和次火山岩
,

这期脉状矿化出现时间应在砖桥旋回以后
,

双庙旋回之前
,

属晚侏罗世

末
。

巴家滩岩体以西的 n 个脉状铜 (金)矿化区均产于双庙组 (Kl s )及浮山组 (Kl f) 火山岩中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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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矿脉明显穿切燕 山晚期的正长岩
、

正长斑岩
,

其走向均为近 S N 向
,

陡倾
。

表 1 将巴家滩一带两期不同的脉状铜矿化特征进行了对比
,

显示出二者的地质特征具有

明显的区别
。

除此之外
,

整个庐极地区晚期脉状矿床中 A u 和 Bi 的含量也较高
,

甚至形成小型

cu 一A u
矿床 (如天头山)和重要的 c u 一 A u 矿点 (如杀虎台

、

朱家洼
、

盘洼 )
, A u

的平均品位可

达 3一 59 /t
。

早期脉状矿床大多含 A u 和 Bi 较低
,

An 含量一般不超过 1一 2 9 /t
,

很多矿脉中矿石

1 000 0

LO加

了
/ /
玄

~ , ‘

.

.
-

00

�q白山�,碱

/ 沪 口
.

.

、 :

⋯\ \之鑫二七二_ ,

的 A u 含量在 0
.

19 /t 以下 (图 2)
。

脉状矿床中石 英的

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分析结果表明
:

早期脉状矿床中

5 0 谧一 较高而 Na
+ / K + 比值较低 (图 3 )

。

气相成分分析

结果 (图 4) 显示
:

早期脉状矿化的流体包裹体中 CO Z

及 CO 含量较低
,

晚期趋于增加
。

流体包裹体成分的上

述变化规律与 A u
一Bi 在矿石中含量的变化趋势一致

,

显示了流体包裹体成分与成矿元素组合之间有一定的

内在联系
。

两期脉状矿化如果在同一地区重叠出现
,

就

有可能在晚期脉状矿的深部出现早期矿化
,

呈现
“

双层

矿化
”
格局

。

根据我们对 巴家滩附近冷塘洼矿点的观

察
,

民窿中地表矿脉产状 (s N 向 )与较深部矿脉走向有

区别 (N w 向)
,

围岩时代也明显不同
,

不排除出现双层

矿化的可能性
。

但是
,

是否在浮山组与双庙组火 山岩之

下能找到隐伏的早期矿脉 (图 5 )
,

且有重要经济价值
,

目前看来困难较大
,

因为本区浮山组和双庙组火 山岩

分布区均靠近于破火山 口
,

晚期火山岩浆活动十分强

烈
,

深部早期矿化难免不受破坏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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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早期及晚期脉状矿化中流体包裹体液相成

分 5 0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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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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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早期及晚期脉状矿化流体包裹体中气相成分 CO 一

CO :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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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庐橄地区脉状铜(金)矿床成矿远景的地质预测

庐极地区两期脉状矿化均出现于两大火山岩浆活动末期
,

它们均穿切了同期的火山岩
、

次

火山岩
、

成矿后的同期岩浆活动或完全终止
、

或极弱
,

根据成矿时上覆火山岩可能最大厚度估

计矿脉形成深度上限不超过 50 0 ~ I 0 0 0m
,

成矿时相当于
“

全面隆起阶段
” ,

这对矿体的保存极

为不利
。

NNN E S WWW

⋯⋯降甲哪丫丫
4 工业矿体出现的有

利条件

巨二
,

匡三」
Z

j二习
3

【二习
4

压习
5

区口
。

区口
7

巨口
:

图例说明
:
1

.

基底沉积岩 2
.

晚侏罗世侵入岩 3
.

早白至世侵入岩 4
.

早期火山岩
(J 3L 、J。) 5

·

晚期火山岩 (K
, s 、K , , ) 6

.

早期矿脉 7
.

晚期矿脉 8
.

断裂

图 5 庐极地区两期脉状矿化空间分布示意图 (示双层矿化格局)

F i
.

5 肠
a gr a m sh o w in g th e sPa ti al d 怡tr ibu ti o n

皿n er n o f ea r ly an d 扭 te ve in

、

m 山 e
, 11明tio n in the L 一 2 d istr ie t

根据对庐极地 区有工业价

值的 4 个矿床 (拔茅 山
、

井边
、

石门庵
、

天头 山)与其余 40 处

矿点
、

矿化点的对比
,

初步确定

形成有工业价值的矿脉有利条

件是
:

4
.

1 矿脉的延长稳定

本区矿脉走向为 S N
、

E w
、

N vv
、

N E 一N N E 4 组 下据 60 个矿

床
、

矿点
,

16 2 条 矿脉统计结

果
,

以 sN 和 EW 向最重要
,

与

区域性断裂走向及发育顺序大

致接近
,

因此矿脉主要受区域

性 (贯通性 )断裂及基底断裂控制
。

有工业价值的矿脉一般长 1
.

5一Zk m ,

少数可断续长达 3k m
,

力学性质以剪切为主
,

且多次活动
,

而无经济价值的矿脉多不稳定
,

延长短
。

4
.

2 矿化期和矿化阶段的次数多少与矿化规模有关

有经济意义的矿床其矿化阶段一般在四个以上
,

脉体穿插
、

交截现象较普遍
,

矿物种类复

杂
,

除石英
、

黄铁矿
、

黄铜矿
、

镜铁矿外
,

还有斑铜矿
、

兰辉铜矿
、

铜兰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铝矿
、

重晶石
、

萤石
、

铁锰碳酸盐等
,

石英的世代较多
,

而无经济意义的矿化点其脉体中矿物种类简

单
。

4
.

3 有经济价值的矿床都产于次火山岩体中或其附近
,

并有较复杂的脉岩相伴

如井边铜矿产于粗安斑岩中
,

拔茅山铜矿和石门庵铜矿产于辉石粗安斑岩内
、

外
,

天头山

铜金矿脉附近有较多的次火山岩体
,

相反
,

一些矿化点多远离次火山岩体
。

4
.

4 有经济意义矿体的构造位置

脉状铜矿
、

铜金矿均位于火 山一构造洼地边缘
,

在箕状盆地的较浅部
,

接近于基底沉积岩

处 ;在破火山口内(如矾山
、

七家山
、

浮 山)则无或极少见脉状矿化
;
在火山一构造洼地西部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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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脉状矿化出现
,

其基底沉陷较深
。

这一现象对查明脉状矿床的成因很有意义
,

表明脉状矿

化与沉积岩关系较密切
。

4
.

5 有经济价值矿体的化探异常特征

铜 (金 )脉状矿床
,

其原生晕和次生晕 C u 、

A u
的化探异常峰值高

,

沿走向稳定
,

但分布范围

小
,

水平分带清楚
,

自脉体中心向外为 c u( A u 、

A g
、

Bi )~ M。
~ Mn

、

Ba
、

Pb
、

z n ,

垂直分带明显
,

有

多种异常相伴 (如
:

脉状金矿 出现地电化学异常
,

水系沉积物 A u 异常 )
,

电阻率异常明显而稳

定
,

并有弱激发极化异常相伴
。

以上研究表明
:

庐极火山一构造洼地的很多地段缺少形成具工业价值矿体的有利条件
。

5 脉状矿床的成因

在地质研究的基础上
,

作者还进行了与成矿有关的测试
,

现将各类与判断矿床成因有关的

数据概述如下
:

表 2 部分脉状矿床均一法测温结果(石英)

T able 2 H o m og
en eo业 te m pe r a tU res of , 0 幻口e v e加 de 侧浦1 . (for q u 侧d z )

矿矿 区区 样 品 类 型型 测 定 数数 均一温度 (℃ )))

天天头山山 金
、

铜石英脉脉 2 888 17 0 ~ 2 4 555

盘盘 洼洼 金
、

铜石英脉脉 2 555 17 5 ~ 2 7 000

巴巴家滩外围围 石英
、

方解石铜矿脉脉 444 2 1 5 ~ 2 7 555

测定者
:

王实

表 3 部分脉状矿床爆裂法测温结果

Ta ble 3 E x PI璐加n te m pe r a加比臼 of 翻洲m e
ve in de 侧湘its

矿矿 区区 天 头 山山 巴家滩外围围 盘 洼洼

样样品类型型 1 号脉脉 2 号脉脉 3 号脉脉 石英英 石英英

石石石英英 镜铁矿矿 重晶石石 黄铁矿矿 石英英 重晶石石石 石英英 重晶石石 镜铁矿矿矿矿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饮侧侧侧侧侧侧侧

测测试数数 1999 222 333 111 444 111 111 lll 222 111 555 333

温温度范围围 2 5 0 ~~~ 2 2 0 ~~~ 2 3 0 ~~~ 2 5 000 2 4 5 ~~~ 2 6000 2 3 555 2 8 555 2 7 0 ~~~ 2 7 000 32 0 ~ 39 5
璐璐

3 2 0 ~ 3 9 0
...

(((℃ ))) 3 3555 2 8 000 2 8 00000 2 8 555555555 29 222222222

测定者
:

王实
; , 测定者

:

黄熠生
,

质谱法
,

供参考

5
.

1 成矿的物理化学条件
5

.

1
.

1 温度 表 2 和表 3 为部分脉状矿床
、

矿点均一法和爆裂法测温的结果
,

本区脉状矿

床的均一温度为 1 70 一 27 5 ℃
,

由于形成深度浅
,

压力校正值小
,

上述均一温度接近成矿温度
。

在天头 山矿区勘探深度范围内 (一 44 5 m )
,

未观察到同世代矿物均一温度的明显变化
,

表明温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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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梯度小
。

5
.

1
.

2 流体包裹体的液相成分 根据三个矿区 n 件测试结果
,

脉状矿床中阳离子的相对

浓度是
,

Ca
Z + > N a+ > K + > M g Z + > Fe

3十 ;
阴离子的相对浓度是

: 5 0 专一 > H C O 矛> cl 一 > F一
,

各矿床

中液相成分均以富 s例
一 和 H o c 矛为特征

。

5
.

1
.

3 热液的 PH 值 根据流体包裹体提取液的 PH 值经计算校正后热液的 PH 值为 5
.

2

一 7
.

2 , E h 值为 3 2
.

5一 1 2 8
.

4 m v ,

矿液为中一弱碱性
,

较氧化
。

5
.

1
.

4 盐度和密度
’

根据脉状矿床流体包裹体的液相和气相成分估算成矿流体密度为 0.

8 7一 0
.

9 99 / e m , ,

盐度为 4
.

5一 13
.

lw t%N a C I ,

少数为 2 0
.

g w t%N a CI
。

表 4 庐极地区脉 状矿床包裹体溶液 H
、

o
、

c 同位素成分

Ta ble 4 H 一
,
0 一

,
C 一 妇以OPlc c

姗, ”ltlon of fl u」d 加 fi u ld 加d 山10川 in , o m e c 0 PPe r (即ld ) ve 恤 de , 旧lts

采采样地点点 样号号 H 2 0 中同位素组成成 C仇 中同位素组成成

6666666 18 0 编编 6D编编 6 , 3 C编编 6 , 日0 阶阶 6 1 8 0 编编

(((((((SMO 习V ))) (S MOW ))) (P D B ))) (PD B ))) (SM OW )))

天天头山 I号脉脉 2 4 999 一 4
.

9 999 一 6 8
.

5 999 一 3
.

4222 一 2 9
.

5 444 0
.

4 111

天天头 山 l 号脉脉 2 3 000 一 5
.

6 111 一 6 4
.

9 666 一 1 3
.

8 000 一 2 9
.

4 000 0
.

5 555

盘盘洼洼 M 0 3000 一 0
.

1444 一 8 2
.

6 000 一 1 2
.

1 111 一 2 8
.

7 444 1
.

2 333

巴巴家滩外围围 B2 444 一 5
.

2 777 一 6 9
.

1 888 一 4
.

2 555 一 2 7
.

9 444 2
.

0 666

测定者
:

王实

表 5 庐极地区脉状矿床成矿热液的 H
、

o 同位素成分

Ta b le S H 一
,
0 一 is ot 0 Plc c o 幻n侧昭itio n of h ydr o th er“田1 so lu tio n

矿矿区区 杀虎台台 石门庵庵 凤鸣庵庵 和尚桥桥 井边边 南塘注注

胡胡‘
2 0 编(sM

o W ))) 一 6 9
.

0 222 一 6 8
.

2 4 55555555555

666 , . 0 石英编(sMO 、v))) 5
.

14 888 11
.

13 444 5
.

2 2 888 9
.

1 0 666 10
。

1 8 999 9
.

2 0 888

温温度(℃ ))) 2 7 000 2 7 000 2 7 000 2 7 000 2 7 000 2 7 000

666 18

山
20

编 (sMO W ))) 一 2
.

999 3
。

0 777 一 2
.

8 333 1
.

0 555 2
.

1 333 1
.

1555

测定单位
: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中心实验室 石英一水氧同位素平衡方程 6Js 咙
2。 一脚。石英 一 3. 38 只 10叮

一 ’+ 3. 4

(cl ay ton
, 1 9 7 2 )

5
.

2 矿液的同位素成分
5

.

2
.

1 硫同位素 脉状矿床硫化物的 户s 值为一 0
.

1 ~ 一 8%。(N 一 9 )
,

由于矿液中 CO +

cH
;

/c 0 2

> 0
.

1 ,

因此成矿溶液的 尹s路值也接近上述值
,

表明成矿热液的 S 是多来源
,

似以深源

为主
。

5
.

2
.

2 碳同位素 流体包裹体中 c o Z

的 6la CPD B

值为 一 3
.

4一 一 13
.

8编 (表 4)
,

与一般热液矿

床相近
。

5. 2. 3 氢
、

氧同位素 用两种方法求得了矿液的 尹oH
Z。 、

6氏
2。

值
,

一是直接测定 (表 4 )
,

另

一种是根据矿物一水同位素交换平衡计算 (表 5 )
,

测定结果表明本区的成矿热液 犯 值为一

2 1



第七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6 4
.

9 6 ~ 一 8 2
.

6 0%。 ,

主要为一 68
.

2一一 6 9
.

2输之间
,

6 , 8 0 值为一 5
.

6 1一 3
.

0 7%。,

多在 2
.

1 ~ 一

5
.

2%。之间
,

似以天水为主
,

但有不同程度的岩浆水或建造水混入
。

上述数据表明
:

本区脉状矿床成矿热液体系总的特点是形成深度浅 (< 1 0 0 0m )
,

温度低

(< 30 0 ℃ )
、

含盐度中等
,

相对富含 s例一 、

H c o 矛和 ca
, 十 ,

成矿热液似以天水为主
,

但有岩浆流

体或建造水混人
。

从庐极火山一构造洼地的中心 (巴家滩一带 )向边缘 (天头山
、

杀虎台
、

盘洼)

天水成分更趋增加
,

成矿温度减小
、

盐度增加
。

上述变化规律结合本区脉状矿床形成的地质背

景
,

提出以下成矿模式 (图 6)
:

由于庐极火山一构造洼地火山岩之下 1一 4 k m 处存在一个大型

浅部岩浆房
,

为驱动 J 3 一 K ,

时期地下水的对流循环提供了能源
;
断裂十分发育

,

火 山岩及基底

沉积岩的渗透率极高
,

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地下热水对流循环系统
,

其范围将远超过大型岩浆

房的面积
;
由于基底沉积岩中具富铜层位 (如铜头尖组 )和富膏盐层位 (如东马鞍山组 )

,

使得热

液 5 0 里一 和盐度较高
,

从而萃取了大量围岩中的 c u ,

使热液中含铜较高
;
从深部岩浆房中上升

的富 H Zs 岩浆流体与富 e u (呈 e u e l矛
、

e u s o 4 、

e u (H e o 3
)
2

形式被搬运 )的地下水热液相遇
,

形成

硫化物沉淀
。

由于矿源
、

热源
、

水源丰富
,

矿化范围大
,

这是多达 1 04 处矿床
、

矿点
、

矿化点及 44

处广泛出现的次生晕异常产生的原因
。

据初步估算
,

造成区域性 c u
异常消耗的 C u

金属量为

1 0D 。万一 3 0 0 0 万吨
,

由于大量的铜被分散
,

对于形成大型矿床极为不利
。

尽管现有的数据资料
和对成矿条件的研究结果

,

还不足以否定在庐极地这进一步找到中
、

小型脉状铜
、

铜金矿床的

可能性
,

但是评价找矿前景应持客观态度
。

赘赘挤介嵘嵘
6 结 论

目
,

巨困
6

口
3

口
4

匡2 5

匹刁
,

图例说明
:
1

.

基底沉积岩 2
.

火山岩 3
.

隐伏岩体 扭
.

岩浆 5.

地下水热液 6
.

岩浆热液 7
.

断层 8
.

已剥蚀部分

图 6 庐极地区脉状矿床成矿模式示意图

F堪
.

6 D ia gr a m s h o w in g th e m e ta llo g e n ie m o d el o f v ein

d e POS its in the L 一2 dis tr ie t

a
根据对庐极地 区脉状矿床形成地质背

景
、

工业矿体形成条件
、

矿床成因的研究
,

认为

该区广泛出现的铜矿化和铜异常是由于较充分

的水源
、

热源
、

矿源所引起
,

但大范围的分散矿

化消耗了大量成矿金属元素
,

不利于形成重要

的有很大经济价值的矿床
。

b 在一定条件下
,

大范围出现的物
、

化探

异常并不是有利于形成重要工业矿体的标志
,

而是成矿元素被分散的标志
。

只有在详尽的成

矿地质背景
、

成矿条件和矿床成因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物
、

化探资料才能正确评价区域的找矿

前景
。

C
要形成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矿床

,

除需充足的水源
、

矿源
、

热源等成矿条件以外
,

还需成

矿物质在一个小范围内集中而不被分散
,

这是对本区脉状矿床研究的主要结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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