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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劳河一带
¹

华力西期基性喷出岩系含矿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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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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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研究区华力西期基性喷出岩系具明显 的旋回性和韵律性
,

属滨一浅海相喷发
一

沉积环境
。

随着区 内华力西期基性岩浆演化分异作用的进行
,

其含矿性 (铜
、

铅
、

锌等 ) 呈现递增的变化规律
。

第

l 、 Iv 旋回玄武岩系 ( P护 和 PZ h )是 区内重要的矿源层和赋矿层位
。

关镇词 宁菠地 区 华力西期 基性喷出岩系 含矿性

O 引 言

滇西北宁菠地区树扎
一

树劳河 一带华力西期基性岩浆喷发于晚二叠世
,

活动时间长
,

喷发

强度大
,

分布范围广
,

构成本区具一定含矿性的上二叠统玄武岩组 (P :
印和黑泥哨组 (P Zh) 两套

玄武岩系
,

为区内喜山期斑岩体外接触带的热液型铜矿带 (树扎
一

树劳河铜矿带 )的形成提供了

重要的物质基础
。

树扎
一

铜厂河
一

树劳河铜矿带系区内喜山期斑岩体外接触带玄武岩系中的矿产
,

分布于本

区近南北向主干断裂 (包都
一

波罗断裂 )弧形西 凸的内凹部位 (图 1 )
,

总体呈南北向展布
,

矿化

均产于华力西期基性喷出岩系中
,

即 P Z
日与 PZ h 地层中

。

因此
,

对其含矿性的分析探讨
,

具有一

定的找矿勘探意义
。

1 华力西期基性喷出岩系基本特征

.

1 玄武岩系主要岩石类型

区内玄武岩系主要由致密状玄武岩
、

杏仁状玄武岩
、

气孔状玄武岩
、

斜斑玄武岩等岩石类

¹ 收稿 日期 19 95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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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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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断裂 (压扭性)

图 1 树扎
一

树劳河斑岩外接触带玄武岩系中热液型铜矿带地质图

(据胡受权
,

1 99 1
,

云南宁菠地区喜山期斑岩成矿带构造控岩控矿特征 (硕士论文 ))

F ig
.

1 G e o lo g ie a l m a p o f hy d r o th er m a l eo p p e r o r e b e lt in ba s a lt fo r m a tio n o f o u ter p o r ph y ry e o n t a e t

fr o m S hu z a ro S h u la o h e

型组成
,

并分别含有自然铜
、

硅孔雀石等铜矿物
。

1
.

1
.

1 致密状玄武岩 暗灰
、

棕灰
、

深灰色
,

致密块状
,

填间结构 (图 2)
、

间隐结构 (图 3)
、

斑

状结构
。

普遍含有浸染状
、

星点状自然铜
,

尤其黑泥哨组上部层位的致密状玄武岩中
,

铜含量明

显高于其下各层位的同类岩石
。

致密状玄武岩是自然铜产出的主要岩石类型
。

1
.

1
.

2 杏仁状玄武岩 灰色
、

深 灰色
、

灰绿色等
,

杏仁状构造
,

杏仁体 含量 5 %至 30 % ~

4。%不等
,

成份主要是蛋白石
、

绿泥石
、

方解石
、

沸石等
,

含 自然铜和硅孔雀石
。

基质具填间结构

和间隐结构
,

少数具显微斑状结构
。

1
.

1
.

3 气孔状玄武岩 灰色
、

灰绿色
,

气孔含量 20 % ~ 40 %
,

形状
、

大小不一
。

含硅孔雀石
,

基底见填间结构
、

显微斑状结构
。

1
.

]. 4 斜斑玄武岩 灰色
,

斑状结构
,

基底具填间结构
,

含星点状 自然铜
。

1
.

2 玄武岩系剖面特征

区 内华力西期基性岩浆喷发 活动
,

形成 了本区上二叠统玄武岩组 (P
Z

团和黑泥哨组 (P
Z

h)

两套地层
,

整个 喷发过程具四个明显的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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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地层为玄武岩组 (P
2

印
,

由三个岩浆喷发旋回形成 了特征互异的三个岩性段
,

均具海

底 喷发性质
。

上部地层为黑泥哨组 (P
Z
h )

,

由一个喷发旋 回组成
,

具四 个清晰的韵律层
,

属滨海相
一

沼泽

相沉积
。

图 2 玄武岩的填间结构

(单偏光
, 1 0 义 10 )

Fig
.

2 In te r s e r t a l te x t u r e in ba sa lt

图 3 玄武岩的间隐结构

(单偏光
, 1 0 又 1 0 )

Fig
.

3 In t e r a p h a n itie te x t u r e in ba s a lt

1
.

2
.

1 上二盛统玄武岩组 (P
Z

印

根据玄武岩的岩石成分
、

结构构造和韵律层特征等
,

可将该套地层划为三个岩性段
,

代表

岩浆喷发的三个旋 回
,

其特征为
:

上覆地层
:
P

Z
h

— 整合—
玄武岩组上段 (P

2

牙)
:

7
.

深灰色致密状玄武岩
,

上部为杏仁状玄武岩
,

致密状玄武岩中含星散状

自然铜
。

5 1 4
·

4 m

6
.

深灰色
、

黄绿色致密状及杏仁状玄武岩
、

夹紫红色凝灰质页岩
、

凝灰岩

及斜斑玄武岩
,

杏仁体中含 自然铜及硅孔雀石
。

3 7 6. 6 m

5
.

深灰色斜斑玄武岩
,

顶部夹玄武质凝灰角砾岩
。

53
.

6 m

玄武岩组中段 (P
2

详)
:

4
.

深灰
、

灰绿色杏仁状玄武岩为主
,

夹致密状玄武岩及紫红色凝灰质页岩及

凝灰岩 (由下而上 由致密状玄武岩一杏仁状斑岩一凝灰质页岩及凝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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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几个小旋回 )
。

4 20 m

3
.

深灰
、

黄绿色致密状及杏仁状玄武岩自下而上由致密状玄武岩一杏仁状 1 1 52
.

Zm

玄武岩组成几个小旋 回
。

玄武岩组下段 (P
Z

尸)
:

2
.

灰色
、

灰绿色玄武质凝灰角砾岩
。

2 4 2. 4 m

1
.

上部黄绿色杏仁状玄武岩
; 下部致密状玄武岩

;
底部紫红

、

黄灰色中
-

细粒凝灰质砂岩
。

1 24 m

一 一 一假整合一 一 一

下伏地层
: P l

m

1
.

2
.

2 上二至统黑泥哨组 (P
Z

h)

区内黑泥哨组为一套喷发
一

沉积岩系
,

由上而 下可分四个明显的韵律层 (IV
, 一 ;

)
,

显示凝灰

质岩 (偶含化石 )一致密状玄武岩一杏仁状 (或气孔状)玄武岩的变化规律
。

无论对黑泥哨组喷

发
一

沉积岩系而言
,

还是就每一喷发韵律层而论
,

在喷发晚期
,

由于岩浆分异作用的进行和气液

相组分的增加
,

往往导致含铜组分的递增
,

成为区内喜山期斑岩体外接触带铜矿的主要物质来

源
。

剖面特征
:

上覆地层
:

下三叠统腊美组 (T
l
l)

一 一 一假整合一 一 一

第四韵律层 (IV 咯
)

13
.

深灰色斜斑玄武岩
,

含 自然铜 17
.

74 m

12
.

暗紫红色玄武质凝灰岩 24
.

08 m

第三韵律层 (W 3
)

n
.

灰色致密状玄武岩夹杏仁状玄武岩
,

致密状玄武岩含 自然铜
。

n s
.

6 m

1 0
.

紫红色
、

灰色
、

灰黄色气孔状玄武岩
,

含硅孔雀石
。

12
.

15 m

9
.

灰色致密状玄武岩
,

含自然铜
。

7
.

67 m

8
.

紫红色玄武质凝灰岩
。

9
.

19 m

第二韵律层 ( IV :
)

7
.

灰色杏仁状玄武岩
,

杏仁体中偶见孔雀石
。

55
.

18 m

6
.

灰色蚀变玄武岩
。

92
.

55 m

5
.

褐灰 色
、

灰黄色粉砂质页岩
、

灰黑色碳质页岩
、

灰褐色玄武质岩屑砂岩
,

含腕足类化石
。

87
.

50 m

第一韵律层 ( IV , )

4
.

灰黑色杏仁状玄武岩
。

42
.

3 o m

3
.

灰黑色致密状玄武岩
,

含 自然铜
。

3 5
.

7 2 m

2
.

灰色
、

灰黑色玄武质岩屑凝灰角砾岩
。

6 9
.

3 8 m

1
.

灰色
、

灰黄色玄武质凝灰岩
,

含腕足类
、

有孔虫等化石
。

17
.

45 m

—
整合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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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伏地层
: P Z

俘

2 华力西期基性喷出岩喷发旋回和喷发环境分析

本区华力西期基性喷发岩系
,

按其喷发特征可分出四个喷发旋回 (表 1 )
。

第 I 旋回
,

喷发中心位于金沙江河谷一带
,

喷发规模较小
,

分布范围局限
。

该旋回以玄武

岩
、

玄武质凝灰岩为主
,

超覆于下二叠统茅 口组 (P
lm )之上

。

T a b le

表 l 基性岩浆喷发旋回的划分

D iv isio n o f er u Ptio n c yc les in b a sie m a g m a

喷发旋回

地层代号

喷发环境

喷发特征

P
Z

俘
‘

浅海相

规模较小

分布局限

P
Z

日
2

浅海相

喷发高峰

分布广泛

岩石组合 }玄武岩
、

玄武质凝灰岩 } 玄武岩
、

凝灰岩

浅海
一

滨海相

间歇性喷发

喷发中心西移

玄武岩夹凝灰岩
、

凝灰质页岩

P
Z
h

滨海
一

沼泽相

间歇性喷发

间隙多而短

玄武岩夹砂岩

第 I 旋 回
,

连续喷发
一

沉积于第 I 旋回之上
,

属喷发高峰期
,

喷发物广布全区
。

该旋回底部

以一层玄武质凝灰角砾岩为底界
,

顶部具灰岩或页岩夹层
,

系海底喷发间隙期的海相沉积物
。

第 皿旋 回
,

喷发中心西移
,

喷发间隙增多
,

具较多的凝灰质页岩
、

凝灰岩夹层
,

分布范 围广
。

第 IV 旋 回
,

岩石组合以玄武岩夹砂岩为主
,

喷发间隙多而短
,

滨海
一

浅海相沉积夹层频繁出

现
,

局部还有沼泽泥炭相沉积
。

就 区内基性岩浆的每一喷发旋回来看
,

具 明显的韵律特征
,

每一旋回内可分一个或多个韵

律层
,

岩性组合自下而上呈现凝灰质岩一致 密状玄武岩一杏仁状 (或气孔状 )玄武岩的变化规

律
。

这是 由于控岩构造活动的多期次性和岩浆喷发过程的脉动性所致
。

第 班
、

IV 旋 回普遍出现

斜斑玄武岩
,

表明在岩浆分异作用后期
,

岩浆喷发的物理化学条件发生了改变
,

这对其含矿性

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

区内玄武岩系中常有较稳定的海相沉积物夹层
,

且具典型的枕状结构特征
,

表明本区基性

岩浆的喷发环境为滨海
一

浅海相
。

这种海相的基性火山喷发条件
,

有利于有用金属组 份的沉积

和富集
。

3 华力西期基性喷发岩系岩浆演化分异特征与含矿性探讨

本区华力西期基性岩浆喷发早
、

中期具浅海相喷发性质
,

第 I 旋 回 ~ 第 皿旋回中期属持续



第十卷 第三期 地质找矿论丛

稳定阶段
,

喷发
一

沉积了厚度较大的玄武岩层
。

岩浆演化分异至第 班旋回晚期
,

喷发活动渐趋频

繁
,

喷发强度也相应增强
;到黑泥哨期

,

喷溢活动具裂隙喷发的特点
,

表现在早期旋回玄武岩的

硅化
、

碳酸盐化或沿 已固结玄武岩的裂隙进行侵入穿插
。

就区内玄武岩系的矿物成分的变化而言
,

自下而上
,

斜长石具从基性一中性的演变规律
;

辉石以单斜辉石为主
,

且 由下而上逐渐增多
;绿泥石

、

绿帘石
、

石英
、

玛瑙等杏仁体发育
。

随着岩浆分异作用的进行
,

气液相组份增多
,

铜(铅
、

锌等 )元素亦渐趋富集
,

并导致了不同

喷发旋回的玄武岩系中自然铜
、

硅孔雀石等铜矿物含量和岩石中铜等元素的规律性递增 (表

2 )
。

至玄武岩浆喷发晚期
,

由于岩浆分异作用较为彻底
,

铜等元素的含量更趋富集
,

尤其第 w 旋

回地层 (P
Z

h) 上部致密状玄武岩中
,

铜元素含量可高达 。
.

1 %以上 (表 3 )
。

表 2 各旋回玄武岩 Cu
、

Pb
、

Zn
含t 分析表

T a b le 2 C u
、

Pb
、

Z n eo n te n t a n a lysis in e a e h e ye le b a sa lt

取取样层位位 第 I 旋 回(P Z

日
,

))) 第 I 旋回(PZ

俘
, ))) 第 皿旋回(PZ

归
3

))) 第 IV 旋回 (P o h )))

样样品数数 1 888 1666 1 888 2 444

含含含 铜 (C u ))) 2 ~ 555 10 ~ 5000 2 0 ~ 4 0 000 1 0 0 ~ 1 0 0 000

矿矿矿矿 (最高 2 5 )))))))))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只 1 0 一 石))) 铅 (Pb ))) O ~ 111 < 1 ~ 222 1 ~ 555 1 ~ 222

锌锌锌 (Z n ))) < 1 0 ~ 1 000 < 10 ~ 1 000 < 1 0 ~ 2 000 < 1 0 ~ 1 000

(((((((((((最高 3 0一 6 0 )))))

成都理 工学院测试中心分析 (原子吸收光谱法 )

表 3 第 班
、

第 加旋回玄武岩铜元素分析

T a b le 3 C u Co n ten t a n a lys eis in b a sa lt o f the th ird a n d fo u r th c yc le

第 l 旋回(P :

俘
3 ) 第 丙旋回 (PZh )

样品岩石名称
样品数 l平均含量 (火10

一 6

) l 样品数

致密状玄武岩

气孔
、

杏仁状玄武岩

斜斑玄武岩

平均含量 (火 1 0 一 6

)

6 5 0 (个别大于 1 0 0 0 0 )110一386

成都理工学 院测试中心分析 (原子吸收光潜法 )

区 内第 l
、

Iv 旋 回不同岩性玄武岩的光谱分析结果表明(表 3 )
,

第 l 旋 回(P
2

俘
3
)铜总平均

含量达 24 9 x 1 0 一 6

左右
,

高于玄武岩中铜 的丰度值 2
.

8倍以上
,

高于克拉克值近 12 倍
。

第 Iv 旋

回 (P
Z
h )铜 总平均含量达 43 。又 1 0 一 6

左右
,

高于玄武岩中铜的丰度值 5 倍
,

高于克拉克值约 20

倍
。

对宁菠
一

丽江地区区域铜矿资料的统计结果表明(表 4 )
,

铜矿床 (矿点 )主要赋存于黑泥哨

组 (P
Z
h )

,

赋矿机率高达 55 % ;
玄武岩组上段 (P 刹)次之

,

赋矿机率为 30 %
。

该统计结果清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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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岩浆分异作用与含矿性变化之间的关系
。

表 4 宁菠
一

丽江地区区域铜矿斌矿机率统计

T a b le 4 R e g io n a l m in e r o g e n e tie ra te o f e o p Pe r o r e in N in g la n g
一
L iji

a n g a r e

赋赋矿层位位 P Zhhh P Z

日
,, P Z

日
222 P

Z

俘
,,

合计计

铜铜矿床 (矿
』

点))) 2 222 1 222 匕匕 lll 4OOO

赋赋矿机率率 5 5 %%% 3 0 %%% 1 2
.

5 %%% 2
.

5 %%% 1 0 0 %%%

总之
,

本区晚期玄武岩浆喷发
一

沉积的第 皿
、

IV 旋回地层 (P
Z

日和 P
Z
h )

,

是 区内铜 矿的重要

矿源层和主要赋矿层位
,

亦是本区找矿的显著层位标志
。

另外
,

区内玄武岩系中铅锌元素的的含量
,

随着玄武岩浆演化分异作用的进行
,

也显示与

铜元素同步增长的趋势
。

成文前野外工作过程中
,

曾得到徐旗章教授
、

张寿庭副教授的热心指导
,

成文后 又承蒙我

的博士导师童崇光教授的仔细审阅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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