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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南岩株黑云母特征及其找矿意义

黄 锐 华

(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六 O 八队 )

近年来
,

国内外利用岩株中黑云母成分
,

特别是氟和氯等卤素成分的研究
,

作为岩体是

否含矿的标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并在斑岩型铜矿床的找矿评价中有一定成效
。

但是
,

也

有一些不含矿的岩株的黑云母中
,

亦含有较高的氟和氯
,

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

在一些地区
,

含铜矿化的斑岩侵入体中的黑云母
,

含氟
、

氯和铜等元素显著偏高
。

因而
,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元素的含量和成分变化特征作为找矿标志
,

对扩大斑岩型矿床的找矿远

景
,

加速矿床的评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岩株黑云母研究意义

鄂东南岩株中的黑云母作为一种常见的铁镁质造岩矿物分布甚广
。

黑云母一般可分为岩

浆
、

交代和热液三种成因类型
。

分析研究这些岩株中黑云母的卤素和铜夕 有关元素的含量及

其变化特征
,

并作为一种找矿标志
,

对于寻找和预测与斑岩岩株有关的铜
、

铝
、

钨
、

锡
、

金

及稀有金属等类型矿床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从岩株中的黑云母
、

角闪石与流体包裹体成分的变化特征来看
,

具有某些共同特点
,

基

本上反映了成矿溶液的特征
。

因此
,

黑云母 中卤素的含量及其变化特征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成矿作用的某些特点
。

国外早已开展这项研究工作
,

并在寻找斑岩类型矿床方面有较大的进

展
,

引起人们的重视
。

近年来
,

我国的地质工作亦已做了一些工作
,

逐步榴
‘
应用

。

利用黑

云母等标志矿物特征
,

寻找与岩株有关的隐伏矿床
,

将起重要作用
。

二
、

鄂东南岩株黑 云母 中氟和氯的含量

鄂东南铁
、

铜成矿区除一些大岩体外
,

燕山晚期的小岩体有42 个
。

其中分布于 大 岩 体

外围三迭系碳酸盐岩层和志留系砂页岩层中的
“

卫星
”

岩体34 个
; 分布于大岩体中的小岩体

5 个 ; 分布于大岩体与沉积岩的接触带中的有 3 个
。

上述这些小岩体的分布直接控制着矽卡

岩型铜矿床和斑岩型铜矿床的分布
。

在时间和空间上
,

矿床与小岩体有着密切联系
。

因此
,

利用岩株黑云母中的卤素和铜含量及其成分的变化特征
,

圈定斑岩铜矿的有望远景区是一种
.

有效的 方法
。

本区的丰山洞和铜山口铜矿床
,

是一种产于碳酸盐岩层中的矽卡岩一斑岩型复

合类型的矿床
。

前者赋存于角砾岩筒的边部
,

后者则赋存于斑岩周边的内侧
。

而 白云山铜矿
,

主要赋存于斑岩中及其附近围岩中
。

含矿岩株黑云母中卤素和铜的含量明显偏高
。

我们对鄂东南 13 个不同的小岩体中的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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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氟和氯
.

做 j
’

牡个样品分析 、见表 l )

鄂东南花岗闪长斑岩岩株黑云母

氟和氯的含量
、

重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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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含铜矿化的斑岩
,

如丰山洞
、

铜山口等岩体的黑云母卤素含量异常
,

其它有铜矿化岩体的黑云母
,

卤素等元素含量亦偏高
。

白云山斑岩铜矿的流体包裹体中
,

含

氟
、

氯挥发分及钾
、

钠
、

钙
、

镁等高盐度的成矿溶液
,

表明与黑云母
、

角闪石的成分有着成

因联系
。

斑岩铜矿受全球性的板块构造所控制
,

各大洲的斑岩型矿床的成矿模式和找矿标志都大

致相同
。

邻东南的斑岩型矿床也不例外
,

岩株中黑云母氟和氯的含量与北美的斑岩铜矿黑云

母相似 (表 2 )
。

斑岩钥矿岩株黑云母的报和
, 东南地区若千小奢体盆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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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斑岩栩矿床伴生的黑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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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美西部和加勒比地区的35 个不同岩体的92 个黑云母样品中分析氟和抓的结果来看
,

与斑岩铜矿有关的岩株的黑云母
,

奴和锐的平均含量比不含矿岩体高
,

而铜的平均含量比不

含矿岩体低
;
富钾岩株的黑云母

,

卤素的平均含量高于贫钾岩体
。

许多斑岩型矿床都与钾化

带有密切关系
,

钾化带中常伴有高盐度的气液包裹体
,

且卤素富集
。

富钾斑岩是寻找斑岩型

铜铂矿床的重要标志
。

鄂东南的丰山
、

白云山和铜山口等与铜矿有关的小岩体
,

钾和卤素都

非常富集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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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智利和中美一系列侵入岩的全岩和黑云母的氟
、

氯测定结果
,

热液黑云母和岩浆后

期黑云母含有较高的卤素
,

但研究表明氟和氯这两种元素与铜矿化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
。

例如鲍德石英二长岩岩基的原生黑云母的卤素浓度与矿化地段没有明显的变化关系
,

虽然在

岩基周围的蚀变岩中黑云母的氯含量降低
,

但铜的含量可作为矿化标志
。

鄂东南的鸡笼山和

铜山口等岩株与此很相似
,

在风化很强的蚀变带的黑云母中含铜很高
,

可作为找矿标志
。

这

种黑云母中的铜
,

很可能与矿体的剥蚀一风化淋滤和吸附作用有关
。

因此
,

在具体评价时
,

除卤素之外
,

还应考虑其它因素
。

岩株黑云母中氟和氯的含量
:

1
、

氟的含t
:

鄂东南 13 个小岩体 41 个样品的黑云母含氟0
.

06 % 一 2
.

00 % ,

含氯 < 0
.

01 % 一 0
.

32 %
。

磷

灰石比伴生的黑云母中的氟和氯更富
。

氟的最大含量往往是矿化深成岩体黑云母的特征
。

在

非矿化深成岩的黑云母中
,

也能出现氟的最高浓度
,

但详平均值上则含矿岩体要超过无矿岩

体
。

最近
,

发现磷灰石中的卤素含量
,

有希望成为花岗岩矿化与否的指示剂
,

因为花岗岩的

C l一 /O H’比值
,

可作的区分花岗岩含矿与不含矿的标志
。

含斑岩铜矿的岩体
,

往往氟磷灰

石富集
。

我国几个主要斑岩铜矿的岩体中
,

都含较多的富氟径基氟磷灰石
。

这是一种斑岩铜

矿的特征矿物
,

一般呈短柱状
,

并具熔蚀特征
。

如铜厂斑岩铜矿的黑云母含氟0
.

52 % ,

而铜

山口铜矿的黑云母含氟高达 1
.

巧%
。

2
、 .

氮的含量

据美国西部深成岩黑云母的分析结果
,

含氯为0
.

1 一 0
.

25 % ,

这些岩体大部份都是含矿

岩体
。

而鄂东南富家坞花岗 闪 长斑岩含氯为 0
.

29 % ,

丰山花岗闪长斑岩含氯为30 %
。

如果

斑岩黑云母中含氯偏高或偏低
,

一般是不含矿的特征
。

据有关分析结果
,

氯的最高含量出现

于与辉石共生的黑云母中
,

且往往与交代铁矿有关
。

从岩株黑云母中氯化物的含量和石英矿

物中高盐度流体包裹体来看
,

岩体矿化溶液是含水氯化物溶液
。

含矿岩体黑云母含氯较高
,

可能是蚀变和矿化过程中迭加的
。

因此
,

侵入岩全岩含氯大于5 00 PP m 可能是矿化柄志
二

但

是
,

亦有含氯大于5 00 PP m 不含矿的
,

如德国的花岗岩类
。

三
、

岩株黑云母的成分变化特征及其与找矿的关系

据鄂东南 15 个小岩体的43 个黑云母成分的系统分析结果
,

镁
、

铁
、

钦和铜等元素的成分

变化
,

具有一定规律
。

岩浆黑云母
,

铁
、

钦含量较高
,

镁的含量较低
; 而热液黑云母

,

则相

反
,

镁的含量较高
,

而铁
、

钦含量较低
。

此外
,

从卤素和铜的含量以及M g / M g + 艺Fc
·

的

比值来看
,

一般热液黑云母大于岩浆黑云母
。

热液黑云母往往以富镁为特征
,

同时又是活化

活动的矿物标志
,

所以
,

可利用黑云母含镁高的并常作为找矿标志
。

例如
,

鄂东南岩株黑云母

含镁达 2 % 以上的
,

一般都显示出矿化作用强烈
。

铜山口岩株黑云母含镁 2
.

5 % ,

而铁山岩

体黑云母含镁 2 一 3 %
,

龙山角岩体黑云母含镁大于 10 %
。

这些黑云母中高浓度的镁异常
,

是矿化的重要标志
。

铁山
、

龙角山岩体黑云母中的M g / M g 十 芝Fc 比值都较高
,

其中以铁

山为最高
,

达 0
.

27 一 0
.

6 6
。

这些来自上地慢的富镁黑云母和金云母的广泛发育
,

可能与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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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东南地区若干小岩体主元素含且 (% ) 表 4

编编 号号 网 目目 岩 体体 C uuu

毗毗 T iii F CCC M g / Mg 十F eee 备 注注
CCC 111 < 8 000 龙角山山 0

.

0 444 > 10 ,, C
.

888 > 1 000 > 0
。

555 矽卡岩铜钨矿矿

CCC 卜--- > 8 000 尸尸 0
。

0 111 } 111 111 555 0
。

1777 尸尸

CCC 卜::: < 8000 厅厅 0
。

0 222 lll o
‘

8 }}} 555 0
.

1 777 I,,

CCC 3-lll > 8 000 刀刀

! o
·

o‘‘ 1
。

555 1
。

222 555 0
。

2333 ,,,

CCC s心心 < 8 000 即即 O
。

0 333 lll 0
。

888 555 0
。

1 777 ,,,

CCC 一弓弓 > 8 000 李何福福 {
0

·

0 1222 1
.

222 0
.

888 555 0
。

199999

CCC 一222 < 8 000 尸尸 0
。

0666 222 lll 555 0
.

2 88888

CCC 7 一 ,, > 8 000 富家山山 O
。

0 888 lll 0
.

666 333 0
。

2 555 矽卡岩钨钥矿矿
CCC似似 < 8 000 护护

} 0
.

111 1
.

222 0
。

888 444 0
。

2 333 护护

CCC 卜 lll > 8 000 声声

} o
·

0 333 l
。

222 1
。

222 444 0
。

2 333 ,,,

CCC 卜 222 < 8 000 尸尸 0
.

0 444 l
。

555 0
。

888 444 0
.

2 777 I,,

,,,,,,,,,,,

CCC , 刁刁 > 8 000 I’’

! 0
.

0 111 1
。

222 lll 444 0
.

2333 ,,,

CCC 。嗯嗯 < 8 000 尸尸

「下吞厂厂
222 0

。

888 444 0
。

3 333 ,,,

CCC 一
叫叫 ) 8 000 仲仲 0

。

0 555 222 111 555 0
。

2 888 介介

CCC i
时时 { < 8 000 沙沙 0

。

0 666 222 0
。

666 555 0
。

2 888 即即

CCC 1 1弓弓 ) 8 000 ,,, 0
。

()444 1
。

555 0
.

666 444 0
。

2 777 刀刀

ccc z x以 ---

厂二万犷一一 尸尸 0
.

0555 222 0
。

666 555 0
。

2 888 甲甲

CCC 1 2一一 > 8 000 富家山山 0
。

0 666 222 0
.

888 555 0
。

2 888 矽卡岩钨铂矿矿

CCC , 2一::: < 8 000 朋朋 0
.

0555 222 0
。

666 555 0
。

2 888 尸尸

CCC , 3月月 > 8 000 铜鼓山山 0
。

00 444 1
。

555 0
.

666 444 0
.

2 77777

CCC 一
种种 < 8 000 刀刀 0

.

00 555 l
。

888 0
.

777 444 0
。

3 11111

{{{ C ; 一;;; > 8 000 ,,, 0
.

0 111 1
.

888 1
.

222 555 0
。

2 66666

CCC l一_ ::: < 8 000 ,,, 0
.

0 111 1
。

888 lll 444 0
。

2 66666

BBB 111 > 8 000 铜山口口 > lll 2
.

555 111 666 0
。

2 999 矽长岩一斑岩复合铜铂矿矿

BBB 222 ,,,

何锡铺铺 0
。

0 111 1
。

888 0
。

888 444 0
.

311111

厂厂 B 3

下下
I,,

螺丝山山 0
。

0111 222 0
。

888 444 0
。

333333

BBB ;;; 扩扩
鲁达山山 0

。

0 1 222 222 0
。

888 555 0
。

2 88888

BBB 555 ,III ,,, 0
.

0 111 1
.

555 0
.

于于 444 0
。

2 77777

BBB 。。 厅厅

金钟盖盖 0
.

888 222 0
。

777 555 0
。

288888

BBB sss ,,,

马岭芦芦 0
.

0 ]]] 1
。

888 0
。

777 555 0
.

2 66666

呱呱
,, ,,,

李家湾湾 0
。

444 1
。

555 0
.

666 333 诊
.

3 33333

MMM
; ooo l,,

鸡笼山山 lll l
。

222 0
。

666 444 }
0

.

2 555 矽卡岩铜金矿矿

呱呱
222 ,,, 即即

0
.

0 111 1
。

555 0
.

777 444 0
。

2 777 ,,,

呱呱
。。 ,,, 护护 0

。

0 1 222 1
.

555 0
.

777 555 0
。

2 333 l,,

梧梧
;;; > 14 000 殷 祖祖 0

。

00 888 l
。

555 0
.

777 555 0
。

233333

下下 梧
。。 > 14 000 殷 祖祖 0

.

444 l
。

888 0
。

888 666 0
。

233333

JJJ 。。 > 8000 铁 山山 0
。

0 0555 222 0
。

333 lll 0
。

6 666 金 云 母母

TTT l --- > 1 4 000 铁 山山 0
,

0 1222 222 0
。

666 444 0
。

3 33333

TTT Z --- I,, 沙沙 0
。

0 111 222 lll 333 0
。

4 000 矽卡岩铜铁矿床床

TTT 3 。。 l,, llll 0
。

0 1 888 l
。

888 0
。

lll 333 0
.

3777 l,,

TTT ; 333 尸尸 护护 0
.

0 0 888 222 lll 444 0
.

3 333 ,,,

TTT ; --- 朋朋 I,, 0
一
0 1 555 222 0

。

888 444 0
。

3 333 尸尸

坑坑
333 厂

, ~ 。 。。 I,, 0
。

0 777 333 0
。

555 888 0
。

2 777 金 云 母母
!!!!! 久乙u UUUUUUUUUUUUUUUUU

单矿物分选
:

黄锐华 分析
:

中南勘探公司六 O 六队化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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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因联系
,

它们常呈脉状
、

网脉状或团块状与富矿体伴生
。

从表 4 的分析结果来看
,

黑云母成分的变化显示出镁增高
,

而钦明显陶氏
,

铁相对稳定

且有上下浮动的趋势
。

富镁黑云母一般卤素和铜的含量较高
,

含金0
.

1}1 5 一 0
.

肠克 / 吨
。

七

株黑云母中金含量异常也是矿化度的标志之一
。

丰山
、

鸡笼山
、

白云山和铜山口等岩株豹盟

云母中都含有伴生金
,

说明这些岩株可能是铜
、

金矿床的成矿母岩
。

岩体中铁镁质角闪石
、

黑云母
,

由于矿化
、

蚀变所产生的退色现象
,

也是成分变化的坟

映
,

同样可作为找矿标志
。

例如
,

白云山等斑岩铜矿岩株中的角闪石~ 阳起石~ 透闪石
; 黑

云母一绢云母~ 水白云母
。

这些暗色矿物的颜色由深变浅
.

引起了一系列矿物的物理化学和

结构形态的变化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矿环境和成矿作用中矿物成分的变化
。

从宏观
_

上看

各种蚀变带的形成与演化
,

与矿物成分的变化以及元素的运移
、

淋滤
、

交代等地球化学行为

密切相关
。

因此
,

只有把微观的和宏观的找矿标志有机地结合起来
,

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

才

能获得较好的预测效果
。

岩株黑云母的成分变化
,

除氟
、

氯和铜含量的系统变化有可能成为划分含矿与否的指标

之外
,

铁
、

镁和钦等主元素成分的系统变化
,

对特殊侵入岩的含矿与非含矿的确定
,

同样具

有指标意义
。

例如
、

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和潘古纳西海兰斑岩铜矿床
,

用电子探针
一

对矿化

岩体中的黑云母沿晶体横切线进行分析
,

发现向黑云母边缘 Ti q 降低
,

而M g / M g + 艺F :

增加
。

认为有意义的变化值
:

置信度在95 %
,

Ti 0
2
土 0

.

3 %
,

M g 似 g 十 乏Fc 士 0
.

了 %
。

含矿岩体中角闪石与黑云母的成分变化相似
,

镁角闪石核心“阳起石质角闪石 ~ 阳起石边

响边缘镁富集 )
,

并具特征的环带构造
。

总的趋势是边缘 舒
。 减少 ( Al Iv也减少 ‘而镁增

加
。

因此
,

可初步表明含矿岩类角闪石的边部富镁
,

而非含矿岩体的角闪石边部富铁
。

众切

石成分的不连续性也是含矿岩类的特征
。

岩株的含矿与不含矿取决于结晶时岩浆条件的差异
,

这种差异可从镁铁质矿物成分变化

的差异反映出来
。

这种差异可以解释成产生矿化的岩石系列结晶时的氧逸度较高
。

这些条件

是晚期热液成矿的标志
。

岩株黑云母的系统变化
,

显示斑岩铜矿床形成的环境特征
。

氟
、

氯和铜之间的含量变化

并 不 是 简单的关系
。

据有些含铜矿化斑岩的分析结 果
,

其新鲜岩石样品的黑云母
,

其成分

变化亦可构成这样一个总体
:

即氟
、

氯平均含量比其它无矿化岩体高
,

而平均含铜量低
。

所

以
,

要对含矿与不含矿岩体进行评价时
,

要结合多种变量综合考虑
,

才可能得出比较可靠的

结论
。

四
、

结 论

1
.

岩株黑云母的卤素和铜含量是评价岩体含矿性的主要指标
。

卤素在成矿流体中呈络合

物携带大量铜
、

铂等金属元素
,

在成矿过程中活化
、

迁移和沉积
.

是斑岩铜矿成矿作用的重

要因素
。

2
.

岩株黑云母中
,

除指示元素氟
、

氯和铜外
,

主元素铁
、

镁和钦的系统变化及其不连续

性
,

对特殊侵入岩体含矿性的确定
,

同样具有指示意义
。

黑云母的边部含镁增加
,

而铁
、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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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

一般是矿化岩体的特征
。

3
.

通过岩株黑云母卤素和铺含量及其变化特征的分析研究
,

对于找矿远景区的评价
,

尤

其是对隐伏斑岩型铜 (铂) 矿床的预测
,

将起重要的指示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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