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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双井子铁矿的成因

王 殿 惠

提要 本文通过对甘肃双井子铁矿的地层
、

岩石
、

地球化学特征
、

构造等因素的研究
,

认为双并

子铁矿的成因应属
“

基性火山岩
、

花岗岩化热液矽卡岩型铁矿
’, 。

关键词 双井子铁矿 花岗岩化 矽卡岩

双井子铁矿位 f新疆一甘肃两省交界处
,

在人地构造上处 」
飞

天山中间隆起带与北山中间

隆起带的接合部位
。

从板块构造观点来看
,

位于大陆板块内改造型花岗岩带上 º ,

前入曾对

双井子铁矿进行过普查勘深和研究工作
。

他们对双井子铁矿的成因提出 了两种看法
: 一种认

为双井子铁矿是远离母岩的矽卡岩型铁矿¹
,

其成矿母岩是矿区西北一公里以外的小伊雷克

山闪长岩体
:
另一种则认为是火山沉积型铁矿

: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
,

双井
一

予铁矿应属于花岗

岩化热液作用所形成
。

一
、

矿床地质

1
、

地层
、

岩石及构造

区内地层为下石炭统红柳园组
。

是一套丛性火山凝灰岩一碳酸盐一陆源碎屑岩建造
,

总

厚度为115, 米
,

向东北方向变厚
。

经岩矿鉴定
,

原岩恢复
,

将矿区原岩分为三人类
;

( 1 )
、

啮源碎屑岩
;
长英质砂岩

,

砾岩
、

砂砾岩
、

泥质粉砂岩
。

砾岩和砂砾岩主要分布

寸
1

红柳园组的底部 ( C l h } , 部分分布在项部 ( C Zh : ) C l h ; 地层中主要为长英质砂岩
,

其中含

有
一

不等量的基性火山凝灰岩和碳酸盐
, ‘

常常形成透镜体
,

分布 j
l

长英质砂岩中 该类岩石占

地层总厚度招%
_

“2 。
、

沉积碳酸盐
;
该类岩石主要分布 j

l C l h了地层中
,

呈灰白色
,

条带状构造 在〔
. h芝

长英砂岩中碳酸盐透镜体 呈白色块状构造
:

占地层总厚度的26、 :

( 3 ,
、

基性火山凝灰岩
:
黑色块状构造

,

薄片中可见交织结构
,

斜长石为而一 6。号的拉

长石
,

其池化学成分也为基性
,

基性火山岩化学成分见表 l ,

该类岩石占地层总厚度的 26 % 。

旷区位 于北东向双井子一岳飞井背斜的西北翼
,

由十构造作用和浸入作用使该翼又形成

了一个小向斜 矿区内断裂构造 十分发育
,

有多组多条断裂相交
,

其中有的断裂被脉岩充填
,

通过地表观察和航片解译
,

发现有四组 十儿条断裂相交
,

其中以 I
、

H
、

111 组为主
,

其详细

情况见断裂分布图 ( 图 l)

由十褶皱
、

断裂的挤压作用
,

矿区内的层间构造十分发育
。

这种层间构造被后来的花岗

¹ 甘肃地质局第三地质队 19 66年 《甘肃省肃北县双并子铁矿详细普查评价报告》
。

º 杨树锋
:

论板块构造与成对花岗岩带的形成机理 (内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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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二 断裂及编号

屡勿 矽卡岩

互习 混合岩范围

‘鬓
矿体及

j 国铁矿体及编号

巨二

图 l 双井子矿区断裂构造分布图

宕技所允填
_

矿区附近的浸入右很发 育
.

仃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和花岗岩
,

妓人的闪长岩体在矿区西北一公

l牡以外
_

矿区中的浸入岩为花岗

岩和中酸性岩脉 在花岗岩周围

了j’混合岩
_

双并 f 花岗岩为红色
.

肉红

色和灰白色
,

这三种颇色的花冈

宕为渐变过渡关系
,

其岩石的结

钩构造和矿物成分均无差并
,

只

是氧化度的不同
,

般地表多为

红色
,

而钻孔中灰白色的较多
_

岩石为块状构造
,

交代结构 、照

片 l
、

2 少 在人的钾长石和钠长

石颗粒中或其之间
,

有大小不冷
.

形态不 的更 中长石和石英的残余
,

有的残余更一 中长石

的聚片议晶 ,叮见
,

这种结构与
一

般由岩浆结品形成的花岗岩的花岗结构不同
。

主要矿物为杀

双井子矿 区和M
Z 。

异常区基性火山岩化学成分表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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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长石
、

等纹长石
、

更一中长石
、

石英和黑云母
;
副矿物有磁铁矿

、

捐石和错石等
,

有的错

石部分被磨园
,

这表明错石曾在地表被搬运过
。

花岗岩与围岩的接触关系有两种情况 ¹ 过渡关系
:

从花岗岩到围岩依次为花岗岩一混

合岩一角岩
,

没有岩体与围岩之间的接触带
。

岩体本身也没有浸入岩所具有的中心相一过渡

相一边缘相的分带
,

在花岗岩 中常有角岩的残余
。

º 浸入关系
:
这种花岗岩为岩枝

,

它沿着

断裂和层间构造贯入
,

切穿 了混合岩
、

角岩
、

矽卡岩和铁矿体
。

地表大部分花岗岩多为岩梅
与围岩呈过渡关系的花岗岩为原地的

,

呈浸入关系的为半原地的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稀土元素总量很高
,

轻重稀土比值较大
,

旅
u
明显亏损

, R b / sr 比

值较大
, sr s , / Sr 8 6 > 0

.

71
。

这些数值特征都说明该花岗岩为改造型 花 岗岩
。

花 岗岩
、

长

英角岩和斜长角闪角岩的稀土配分曲线都是左陡右缓
,

向右倾斜的曲线 (见图 2 ) ,

其总的分

布趋势是一致的
。

说明花岗岩是 由围岩改造形成的
。

花岗岩形成的铁矿及其伴生矿产
:

铜
、

铅
、

锌
、

银和金
,

亦是围岩中丰度较高的成矿元



第 二卷 第二 期 地质找矿论丛

素
,

这表明成矿物质系来自围岩
,

这也是改造型花岗岩的一个特征
。

花岗岩属原地一半原地的改造型花岗岩
。

花岗岩特征数值表
奋

从上述特征可知双井子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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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井子的混合岩有两种
:

黑云母斜长混合岩和透辉斜长混合岩
。

这两种混合岩为块状构

造
,

交代一残余结构 (照片 3 ) 与花岗岩为渐变过渡关系
,

黑云斜长混合岩的主要矿物成分为

更一中长石
、

钠长石
、

(其中有更一中长石残余) 石英
、

黑云母
、

少量钾长石
,

透辉斜长混合

岩主要矿物为更一中长石
、

钠长石
、

透辉石
、

(有少量角闪石残余) 有少量石英和磁铁矿
。

在混合岩之外有一个热变质角岩晕
,

由混合岩向外
,

变质程度由高到底
,

变质相依次为

辉石角岩相一角闪角岩相一钠长绿帘角岩相一未变质岩石
。

矿物粒度由粗变细
。

辉石角岩相

一般不太发育或保存不好
,

角闪岩相较发育
。

角岩为块状构造
,

细粒均粒镶嵌变晶结构一角

岩结构 (见照片 4 )
,

大理岩有时结晶较 粗达中粒结构
。

暗色矿物有辉石
、

角闪石
、

黑云母
、

绿泥石 ;
浅色矿物有中长石

,

更长石
、

钠长石
、

石英和绢云母
。

各变质相主要角岩见表 3
。

一一盐 岩

l一酸3一l杀一碳双井子矿区角岩分类表

变质岩

夕

入 原岩 }

灸入 ⋯
“ 质 粉 砂 “ 石英长石砂岩 基性火山凝灰岩

钠长一绿帘角岩相
绢云母角岩

、

黑云绿

泥钠长角岩
结 晶灰岩

角闪角岩相

红柱石黑云更长角岩

黑云长英角岩

黑云母角岩

黑云长英角岩

角闪长英角岩

长 英角岩

黑云斜长角岩

黑云斜长角闪角岩

斜长角闪角岩

黑云母 角岩

大 理 岩

辉石角岩相 辉石长英角岩
斜长辉石角岩

辉石斜长角岩
透辉石大理岩

(参照长地院变质岩 分类 )

矽卡岩主要分布在混合岩外缘的斜长角闪角岩和大理岩中
,

这两种岩石在地表为长英角

岩中的透镜体
。

矽卡岩呈分散状态地分布于不同方向断裂的交会处
,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矽

卡岩带
,

更没有内矽卡岩带和外矽卡岩带之分
,

矽卡岩主要为透辉石矽卡岩
,

其次是石榴石矽

卡岩
,

石榴石透辉石矽卡岩
.

,

透辉石石榴石矽卡岩和绿帘石矽卡岩
。

其矿物成分主要为次透

. 这些特征数值参照
;

涂克勤等1 9 82年
,

华南花岗岩成因与成矿
; 边致增

,

刘金全
,

福建花岗岩类型及演化
。

国

际花岗岩地质及成矿关系学术讨论会
。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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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石
、

钙铁榴石和绿帘石
。

矽卡岩的形态分布见图 l
。

2
、

铁矿及其伴生组分
:

几乎所有的铁矿体都产生在矽卡岩中
,

矿体和矽卡岩在空间分布上都是孤立分散的
,

受

断裂构造和岩性控制
。

铁矿体呈囊状不规则状
,

矿石为块状和脉状构造
。

铁矿体中往往有矽

卡岩的残余块体
,

矿石中的脉石矿物是透辉石和石榴石
、

矽卡岩矿物
。

金属矿物主要是磁铁

矿和少量假象赤铁矿
。

磁铁矿穿切交代矽卡岩
,

铁矿在空间分布上与矽卡岩共生
,

而在时间

上则晚于矽卡岩
.

。

铁矿中常伴生有
:

钥
、

铜
、

锌
、

铅和金
、

银等之类
。

在平面上它主要分布于矿区的西半

部
,

垂向上分布于近地表的3 00 米之内
。

它与中上部铁矿相迭加
,

含金石英脉分布于铁矿体

之上部
。

伴生元素在垂直方向上具有分带性
,

从上到下分布顺序为
:

金、铅
、

锌
、

铜砷铝
。

这反映矿化温度从上到下是从低温一中温一高温变化
。

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

铅矿
、

闪锌矿
、

辉钥矿
、

磁黄铁矿
、

白铁矿
、

自然金等
,

表生矿物有孔雀石
。

二
、

控矿因素及成矿作用

双井子铁矿的控矿因素有五个
; ¹ 成岩成矿的源岩 ; º 多组断裂交会

; » 花岗岩化 ;
田

有利围岩
; ½ 矽卡岩化

。

花岗岩化产生了基性前锋
,

这个基性前锋交代有利的围岩形成矽卡

岩
,

又被成矿溶液交代形成铁矿及伴生矿产
。

1
.

断裂构造
:
三组十几条断裂相互交切

,

形成了深部成岩成矿物质和热能上升的良好通

道
。

导致了原己的花岗岩化和混合岩化
,

产生了变质晕
,

形成矽卡岩
、

铁矿和伴生矿产
。

断

裂还控制了矽卡岩和铁矿的空间分布
,

铁矿和矽卡岩多分布于断裂交会处
。

(见图 1 )

2
.

花岗岩成岩作用
;
双井子花岗岩是矿区岩石经改造形成的

,

其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阶

段
:

( l )
、

变质角岩阶段
:

花岗岩化发生在下石炭世地层时
,

使围岩受到了热变质作用
,

形

或了角岩变质晕
。

其变质相达角闪角岩相和辉石角岩相
,

石英长石砂岩变质为长英角岩
,

基

性火山凝灰岩变质为斜长角闪角岩
,

灰岩变质为大理岩
。

( 2 ) 、

混合岩化阶段
:
混合花岗岩化使原来的角岩受到了钠交代

。

长英角岩的更一中长石

被钠长石交代
,

形成了新的钠长石和残余的更一中长石
,

形成黑云斜长混合岩
。

而斜长角闪

角岩的更一中长石部分被钠长石交代
,

大部分角闪石被透辉石交代
,

形成透辉斜长混合岩
.

。

( 3 ) 、

花岗岩化阶段
:

钾交代和钠交代形成了条纹长石和等纹长石
,

二者之和为60 % 土
,

更一中长石大量减少成为残余矿物
,

含量为巧一20 %
,

黑云母减少到 5 % 士 ,

石英为15 ⋯20

% ,

这些矿物组成了具有交代结构和块状构造的花岗岩
,

上述三个阶段形成了花岗岩带
、

混

合岩带和角岩带
。

( 4 )
、

花岗岩枝上浸阶段
:
在花岗岩化的后期改造作用达到 了高级程度

,

花岗物质达到

了塑性状态
,

在构造作用下
,

沿断裂和层间构造上侵
,

使花岗岩浸入到混合岩和角岩中
,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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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种形态的岩枝
。

3
.

成矿物质来源
:

改造型花岗岩的成岩成矿物质来源
,

具有明显的层控性
,

成矿物质主

要来自围岩
、

双并子铁矿和伴生矿产就是来 自矿区中的围岩
,

围岩中成矿元素丰度见表 4
,

从

表中可知双井子
.

矿区岩石中成矿元素较一般地区同类岩石中的成矿元素丰度高
,

这就为矿化

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

除了铁主要来自基性火也岩外
,

其它成矿元素主要来 自所有的围岩
。

4
,

成犷元素的带出与主要矿化阶段
:

在花岗岩化约第二
、

三阶段
,

带进了钠
、

钾
、

硅
,

交

代了角闪石
、

黑云母和斜长石
,

带出钙
、

镁
、

铁
、

铜
、

铅
、

锌
、

金
、

银
,

这些元素分批分阶

段地向外运移
,

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矿化阶段
。

双井子矿区和 M 2 5岩石中成矿元素丰度 表 4

一一一
,

奢哎哎
FeO %%% Fc :

O 。。 C u p p mmm P b p Pmmm 乙 n PPmmm A
u

PP mmm A g Pp mmm

原原 岩
’’’’ %%%%%%%%%%%%%

类类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基基性火山岩岩
,

、气气
7

.

6 111 4
。

1777 8 777 4
。

OOO 10 000 0
.

0 0 888 0 1000

MMMMM 25 双井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7777777
.

jsss 2
.

了777 3 222 4 777 11 222
一一

0
.

0888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00000000000000000
.

0()6 一一一

8888888 6222 3 5 333 5 222 1 1了了 3 3 111

卜下蕊
--- 0

.

4名名

长长石砂岩岩 M 25 双井子子子子 q 八八 1nnn 凭f、、 n n n qqq
一万

.

万一一
{{{{{{{{{{{{{{{{{ }}} {{{
lllllllllllllllll

}}}}}卜卜卜卜

————————
{{{{{{{{{{{{{{{{{{{{{

bbbbbbbbbbb 444 j 111 匕OOO 吸巨 .

LI气J了了 叹)
.

U乙乙

}}}}}}}}}}}}}}}}}}}}}
666666666000 2 444 7 333 C 〔)1000

双井子

盐 岩
⋯

州一卡了一书升
.

{带陈升
酸岩

(l )
、

矽卡岩阶段
:

钙
、

镁
、

铁 (部分) 最先从花岗岩中运移出来
,

在混合岩的外缘形

成一个基性前锋
,

这个基性前锋在有利的构造
,

岩性部位进行交代
,

形成了矽卡岩
。

有利的

构造是断裂和断裂交会处
,

有利的岩性就是斜长角闪角岩和大理岩
。

( 2 )
、

铁矿化阶段
:

这是铁质带出的主要阶段
,

带出的铁质进入了矽 卡岩
,

交代透辉石

和拓榴石
,

形成了磁铁矿
,

同时从矽卡岩中带出了二氧化硅
,

二氧化硅在矽卡岩带之外围形

成 了硅质岩带
。

(3 )
、

伴生矿产矿化阶段
:

在矿化的晚期阶段铜
、

铅
、

锌
、

金
、

银等成矿元素从花岗岩

中带出来
,

形成了金属硫化物和部分金
、

银迭加在矽卡岩和铁矿体上
,

一部分以含金石英脉

的形式
,

产于矽卡岩之上的断裂中
。

( 4 )
、

成矿后阶段
:

在矿化之后
,

花岗岩枝和脉岩上侵
,

穿切了矽卡岩和铁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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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地球化学特征

据矿区岩石矿物的地球化学特征进行矿床成因和成矿机理的分析
:

习
、

稀土元素配分特征
:

我们将矿区中主要岩石
:

斜长角闪角岩
、

长英角岩
、

花岗岩
、

矽卡岩和磁铁矿石的稀土

元素含量计算了特征数值
,

作了球粒陨石标准化图解
。

(见表 5
,

图 2 )

双井子矿区岩矿稀土元素特征数值 表 5

岩岩矿编号及名称称 L R E EEE H R E EEE L R E E / H R E EEE

888 一 l磁铁矿石石 1 1
.

7 555 1
.

5555 7 5 888

888 一 3 矽卡岩岩 23
.

3 555 5
.

1888 4
.

3 ]]]

1116 一 2 7花岗岩岩 4 7 8
.

6 555 14
。

7 888 3 2
.

5 444

专专( 8 一 l + 8 一 3 + 1 6一 2 7 ))) 2 5 6
.

3888 1 0
.

7 666 2 3
.

8 333

GGG 一 5 斜长角闪角岩岩 2 2 1
.

5 000 18
,

6 666 1 1 8 777

3332 一 2 长英角岩岩 69 1777 8
.

9 333 7
.

了555

G 一 5

3 2 一 12

料长角 闪岩

长英角岩叹
、

000006050村邪加

‘ 16 一 2 7

5
{

4 七
3

}

G 一 5

.

32 一 12

匕一一一
-

L a C e P r N d S m E u G d T 卜 n 。 目 0 F r T m y b !

曰料叼晰05帕

图 2 双井子矿 区岩矿稀土配分图

斜长角闪角岩和长英角岩的

稀土配分曲线
,

为一向右倾斜的

铺 不 亏 损 型
,

曲线 左 陡右

缓而平滑
,

富钵族稀土
,

L R E E

/ H R E E ~ 7
.

7 5 一 1 1
.

8 7
。

花岗岩

稀土配分 曲线为一向右倾斜的曲

线
,

左陡右缓
,

从总趋势看与围

岩相似
,

但镜明显亏损
,

轻稀土

非常富集
,

稀土总量很高
。

矽卡

岩和铁矿石的稀土配分曲线从铜

到衫与围岩和花岗岩的曲线型式

相似
,

但斜率变小
,

含量大大减

少
。

但衫以右的曲线与围岩和花

岗岩大不相同
,

围岩为起伏较小

的平滑曲线
,

花岗岩为奇数稀土

元素亏损
,

偶数元素富集型
,

而

矽卡岩和铁矿石的稀土配分曲线

型式与花岗岩的相反
,

为奇数富

集
,

偶数亏损型
,

这两种曲线型

式为互补关系
,

如果将花岗岩
、

矽

州洲州翻粼侧川川一耐引侧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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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岩和铁矿石三者的稀土配分数据标准化后和的二分之一
,

作配分曲线
,

这个曲线为向右倾

斜
,

左陡右缓
,

铺不亏损型曲线
,

它的形态与围岩的稀土配分曲线相近
,

特别是斜长角闪角

岩的相近
。

(见图 2 )

2
、

稀土元素在成岩成矿中的演化
:

花岗岩的稀土配分型式总体上与围岩相似
,

说明花岗岩中的稀土元素主要来源于围岩
,

其与围岩稀土配分的差别是在成岩成矿过程中
,

由于花岗岩化带入了钠
、

钾
、

硅
,

带出了钙
、

镁
、

铁
,

由于钙的带出
,

造成 了铺等奇数元素在花岗岩中的亏损
,

铺以右的偶数元素相对富

集
。

当钙
、

镁
、

铁等元素形成矽卡岩和铁矿时
,

箱等奇数元素就在矽卡岩和铁矿石中沉淀
,

形成了铺尧奇数元素在矽卡岩和铁矿中的富集
。

元素如果在花岗岩中亏损
,

就必然造成它在

矽卡岩和铁矿中富集
。

反之
,

如在花岗岩中富集
,

就必然在矽卡岩和铁矿中亏损
。

造成这种

奇数
,

偶数元素富集一亏损对应互补关系是交代分离所致
。

稀土元素的交代分离及铺等偶奇

元素富集一亏损对应互补关系是作者对双并子
.

矿 区稀土元素配分特征及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后

得出的
。

托威尔和哈斯金等人将布什维尔德苏长岩中铁镁组分与斜长石进行了分离
,

亦得出

了铺等奇偶元素富集一亏损对应互补关系
。

而斜长石中铺等奇数元素富集
,

偶数元素亏损和
,

铁镁组分中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

从苏长岩中分离出斜长石
,

即从其中分离出钙
。

双井子矿

区花岗岩化过程中钙的带出
,

形成富钙的矽卡岩是极为相似的
。

3
、

磁铁矿氧同位素特征
:

双井子磁铁矿氛同位素对比表 表 7

样 品 号 } 8 一 l } 12 一 l } 5 一 2 1 12 一 3 } 3 2一 l 一 17 } 3 2 一 18 32 一 2 14

山 。 0 % { 一 0
.

9 0 } 一 0
,

86 } + 0
.

12 ! 一 0
.

6 3 { + 0
.

12 } 一 0
,

5 1 十 O
。

2 3

岩桨和火山一岩浆型

接触变质和热液型
.

-
一叫

卜
.

一- 月 国内资料

卜一
曰 国外资料

~ 双并子资料

沉积一变质型

卜一 ~ 一 ~ 叫

卜一一
~ ~ 一一~ ~ ~

一
- - - - 一一- 叫

卜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月

飞5
一 ’; 0 少5 占 弓 而 了厂弓了刃

5

d 1 .
0 %

o

图 3 不同成因磁铁矿氧同位素组成

从上表可知双井子磁

铁矿氧同位 素组 成为 一

0
.

90 一 + 0
.

2 3%
。,

在接触

交代和热液型磁铁矿氧同

位素范围内 (见图 3 ) 说

明双井子磁铁矿是热液交

代矽卡岩型铁矿
。

4
.

成矿溶液氧同位素

特征
:

双井子磁铁矿氧同位

彭且成变化范围很小
,

反

映形成磁铁矿的成矿溶液
:

¹ 成矿溶液来源单一
,

º
·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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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很小
。

磁铁矿 右, . 0 %。
为一 0

.

90 ~ + 0
.

2 3%。,

包体测温为4 7 5
)

⋯5 8 5℃(平均5 3 0
’

C ) 寸: 一 寸z

= A (10 .
子

2 ) + B
‘

计算
:
( 寸: 为磁铁矿 d ‘

eO 输
,
‘:
为成矿溶液 d ‘80 % , ^

·

B 为常

数
,

当温度大于5 0 0
’

C时
,

A == 一 4 7
, B = 一 3

.

7 0 )
,

求得 ‘’“o 成矿溶液等于4
.

9 7 ⋯6
.

1 0%
。。

这个数值落到了变质水 (包括温合岩化
,

花岗岩化热液 夕 80 ~ 5 一25 场) 范围内
,

说明双

井子铁矿的成矿溶液是花岗岩化热液
,
(包括源岩中矿物的结晶水

,

结构水及其岩石中的孔像

水
,

吸附水等)
,

在花岗岩化时释放出来的水
,

携带了铁等成矿元素
,

形成 了铁矿和伴生矿产
。

I 一 I一 I : 12
几

1 5 1一 I一 I: 11:

矿矿矿
‘

厂澎 以以

顺顺万洲 {{{
必必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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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厂 t+\笋川 VVV

,,

砚寿钳钳
八八

,

户二+. 了
‘

丫丫
/// 以俨

‘

中
’

+j 汁 , 、、
/// 沪

绣才汀弄理八八

图 〔习 断级
。

!互互}. 合岩

例 Lc
。_ 卫上一多列 伴生矿产

A u A . M o

l卫刃矽卡岩
l兀花, 交待花

一
阅岩

l二刃铁矿 〔亘巴 . 伏矿体

【2 习矿液运动方向

图 4 双井子铁矿成因图解

双井子铁矿从物质来源看
,

铁质主要来自变质基性火山岩
,

从形成方式上看
,

它是花岗

岩化热液形成的
。

总的看来双井子铁矿的成因应是
“

基性火山岩花岗岩化热液矽卡岩型铁矿 ,’o

四
、

结语

不同成因的矿床
,

其评价和勘探方法也就不同
。

双井子矽卡岩不太发育
,

规模小分布零

散
,

矿体形态产状各异
,

铁矿规模一般不大的小型矽卡岩铁矿
。

目前尚未发现具有形成规模

较大铁矿的地质条件
。

双井子川匕还有几个磁异常
,

其中M25 号异常的东部基性火山岩十分发育
,

厚度较大
,

分

布广
,

具有丰富的铁质来源
。

但断裂不发育又没有花岗岩化
,

所以
,

未发现 (几乎没有)铁矿俗
西部长英矽卡岩中

,

有东西向和南北向断裂
,

又有花岗岩化
,

但没有基性火山岩
,

因此这里也

没有铁矿的形成
。

只在混合岩边缘与基性火山岩接触的地方才有些小铁矿
。

M2 5号异常区的

. 王英玉 19 82 年氧同位素和铁矿的成因 《地质研究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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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矿因素没有集中在一起形成有利的配合
,

因此
,

不能形成具有工业意义的铁矿
。

对铜
、

金
、

银来说
,

矿区西部具备了五个控矿因素
,

但有的控矿因素不太发育
,

我们在那里取 了几个样

品
,

有的样品铜
、

金
、

银达到了工业品位
,

圈定了一个铜
、

金
、

银矿化带
,

可作为一个找矿

线索
,

在这里进一步开展工作
。

据双并子花岗岩以其地质特征
,

同位素年令
,

化学成分上富碱等标志
,

应属天山晚期 (海

西晚期) 花岗岩
。

该类型花岗岩在区域上分布较广
,

从北天山
、

中天山到南天山都有分布
。

这就为在区域上找与该类型花岗岩有关矿产提供了地质前提
,

双并子的控矿因素
,

成矿机理

的研究可为区域上开展找矿提供参考依据
,

双井子往北就断断续续地分布着这种花岗岩
,

而

不同地质构造单元之间的断裂带往往是金矿化的较有利地段
。

因此
,

除找铁以外
,

还应注意

金及其他金属的找矿评价工作
。

本文是在专题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写成的
,

参加该专题工作的同志还有李守林
,

刁娟
,

支

根成
,

在专题工作期间得到西北冶金勘探公司甘俞台金地质五队的大力支持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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