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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东川滥泥坪矿区因民组顶部

硅质岩成因及其找矿意义

杨成奎
(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 桂林 5 4 1 0 0 4)

提 要 通过对云南东川滥泥坪矿区 因民组 顶部硅质岩 的产状
、

常量元素
、

微量元素
、

稀土元素
、

氧

同位素等地球化学特征进行综合研究
,

表 明其成 因应 为海底喷流热水沉积产物
。

该硅质岩层还含较

富的铜 矿体
,

根据地质条件相似性原则
,

指出了找矿方 向
。

关键词 硅 质岩
、

海底喷流热水沉积 铜矿床 云南东川滥泥坪 矿区

云南东川铜矿 田滥泥坪矿 区的地形条件险峻
、

地表出露差
、

地质情况复杂
,

铜矿体产出也

很不规则
,

是整个东川矿田地质研究较为薄弱的地区
,

为进一步查 明东川铜矿诸多控矿因素
,

导致大富铜矿体
,

我们对研究程度最低
、

地质情况最为复杂的滥泥坪矿区进行了较为深人系统

的研究工作
,

在工作过程中
,

发现了在该 区南 区因 民组顶部有一层状硅质岩产出
,

由于其分布

较为局限
,

加上其表面特征不很明显
,

前人对其认识不充分
,

也没有做详细工作 ;通过我们所做

的较详尽研究表明
,

其不是一般正常生物化学沉积成因的硅质岩
,

而是一套海底喷流热水沉积

产物
,

对今后开展本区乃至整个东川地区的地质找矿具重大意义
。

1 硅质岩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1
.

1 硅质岩的产状

该硅质岩层分布较为局限
,

仅在滥泥坪矿区 的南部蓑衣坡矿段 的几个采矿中段 的坑道 内

见到 ;其主要产于因 民组顶部的紫色砂泥岩 (紫色层 )中
,

硅质岩岩石致密坚硬
,

呈层状及网脉

(角砾)状
,

据我们实测其为一大扁豆状
,

长约 5 00 多米
、

宽 1 00 多米
、

厚 O一 7
.

5 米不等
,

中心层

厚
,

往两边变薄至夹灭
。

整个地质体基本上没受到变质作用的影响
,

且与上下岩层均为整合接

触
。

1
.

2 硅质岩岩性特征

1
.

2
.

1 颜色

主要为浅肉红色
、

灰一灰白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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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2 矿物组成

主要为微晶石英
,

局部黄铜矿
、

黄铁矿富集
,

还含有部分 白云石及其 一些很细的泥质物和

碳质物条带 (条纹 )
。

1. 2. 3 沉积构造

(1) 块状构造
:

由内部组构均一的厚层状硅质岩组成
,

主要分布于中心部位
。

(2) 条带 (条纹 )状构造
:

主要由硅质条带
、

含铜
、

铁硫化物碳酸盐条带
、

泥质条带等组成多

分布在硅质岩层的边部
。

(3) 网脉状构造
:

有两种情况
,

一种是硅质小脉呈网脉状分布于紫色砂岩层中
,

而另一种是

硅质岩小脉呈网脉状产于硅质岩 中
。

上述沉积构造指示了本区硅质岩是古地热系热水活动产物
。

条带 (条纹 )状构造在桂西北

丹池盆地热水成因的榴江组 (D
3
1) 硅岩中亦有发育

,

其 中富 51 0
:

的条带是热水沉积活动高峰

期的产物
,

而富铁硫化物条带可能是热水活动安静期的沉积 ; 另外块状硅质岩可能是由于热水

溶液与海底稠冷的海水混合或热水溶液去压沸腾使 51 0
:

迅速沉积的产物
。

近热泉喷 口是碧玉

岩形成的理想场所 (周永章
,

1 9 9 0 ; C h e n ,

1 9 9 0 )
。

网脉状构造
,

特别是后一种
,

实际上也是一种特征的热水活动标志 (周永章
,

1 99 4 )
,

它在哥

斯达黎加和美国加洲 F r a n e is e a n 热水成因硅岩中 很发育 (K u ijp e r s a n d D e n ye r ,

1 9 7 9 ; C r e r a r e t

a l
. ,

1 9 8 2 )
。

据研究 (K e ith a n d M u ffle r
,

1 9 7 8 )
,

这种构造是后期热水喷发作用对稍先形成的固

结或半固结硅质沉积物破碎的结果
,

网状石英脉代表了 弥散到初生硅质沉积物中的热水活动

通道
。

1
.

3 硅质岩常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Fe 、

M n 、

A I等主要元素的含量对于 区分热水沉积与非热水沉积物 (指正常海水中的沉积 )

具有重要意义
。

表 1 列出了本区硅质岩的化学成分
。

表 1 因民组硅质岩常且元素含且 (% )

T a b le 1 A n a lys is o f n o r m a l e le m en ts o f s ilie io u s r o e k f r o m Y in m in Fo r m a tio n

样样 号号 5 10 : T IO : A 12 O 3 Fe : 0 3 F eO M
n O Mg O C a O N a Z() K Z() I

, 2()
5

烧失量 总和和

LLL 。、

一 1 444 9 5
.

8 3 0
.

0 4 4 1
.

3 3 0
.

4 8 0
.

8 7 0
.

0 9 0
.

7 9 0
.

2 2 0
.

0 2 0
.

3 6 0
.

0 6 0
.

6 5 1 0 0
.

9 444
...

1 8

一1 222 ttt

LLL 04

一2 333 9 3
.

0 4 0
.

0 8 8 1
.

3 0 0
.

8 0 0
.

5 0 0
.

0 6 0
.

4 7 1
.

3 1 0
.

0 2 8 0
.

7 2 0
.

0 6 1
.

7 7 1 0 0
.

6 555

LLL
7

一2 444 8 6
.

0 2 0
.

0 8 8 1
.

7 9 5
.

1 3 2
.

8 4 0
.

0 9 0
.

3 1 0
.

1 1 0
.

0 1 2 0
.

5 1 0
.

0 4 3
.

9 4 1 0 0
.

8 888

LLL 。

一2 111 8 5
.

9 6 0
.

1 3 3
.

0 1 2
.

7 1 1 1 6 0
.

1 3 0
.

9 4 1
.

9 6 0
.

0 2 8 0
.

9 5 0
.

0 8 3
.

8 8 1 0 0
.

9 444

LLL S

一1 666 8 3
.

3 1 0
.

1 7 2
.

3 2 7
.

1 1 0
.

6 7 0
.

1 2 0
.

3 1 1
.

0 7 0
.

0 2 0
.

8 6 0
.

0 8 4
.

4 8 1 0 0
.

5 222

LLL 7

一1777 7 4
.

8 3 0
.

4 9
.

6 4 1
.

6 0 1
.

0 8 0
.

1 1 2
.

8 0 1
.

5 7 0
.

0 4 9 3
.

3 7 0
.

2 8 4
.

5 2 1 0 0
.

2 555

77777 4
.

8 4 0
.

2 2 3
.

4 8 1 0
.

8 5 0
.

7 9 0
.

0 9 0
.

6 9 0
.

5 3 0
.

0 2 7 1 2 4 0
.

2 1 6
.

3 9 9 9
.

3 666

从表 1 可知
,

本区硅质岩的 FeO
、

F e Z
O

3 、

M n O 的含量相对较高
,

A 1
2
O

3

含量相对较低
,

A l/

(A l+ Fe + M n) 的平均值为 0
.

3 4( 表 2 )
,

其比值符合热水沉积判别值 (表 2 )
。

与表 3 所列的世界

一些已知热水沉积硅质岩 比较
,

可见本区硅质岩展示了与热水成因硅质岩具强烈的相似性
,

而

与生物成因硅质岩则差异较大
。

在 TI O
Z一

A 1
2
0

3

投影图上
,

本区除 1 个样品外
,

全部样品投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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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位于火山或海底热 卤水成因 区内(图 1 )
,

说明本 区硅质岩属较典型热水沉积硅质岩
。

表 2 不 同矿区硅质岩化学 元素比值

T a b le 2 R a tio e s o f e le m e n t to e le m e n t o r e le lm en t g r o u P o f silicio u s r o e k fr o m d iffe r e n t m in e a re a s

矿矿区区 样品数数 Fe
/ T iii A I/ (A I+ Fe + M

n ))) (Fe + M
n ) / T iii 资料来 源源

热热水沉积判别值值值 ) 2 000 < 0
.

3 555 > 2 000 据 B o s t r o m (1 9 8 3 )))

秦秦岭八方 山山 222 3 0
.

1 555 0
.

3 555 3 1
.

2 888 据 吕仁生等等

秦秦岭铅铜 山山 333 2 3 5
.

2 000 0
.

1 000 2 3 9
.

3 99999

秦秦岭邓家 山山 444 2 6
.

8 999 0
.

3 555 3 9
.

8 99999

东东川槛泥坪坪 777 3 1
.

555 0
.

3 444 3 1
.

7 111 本院科研队队

表 3 不同成因硅质岩常t 元素含且(% )

T a b le 3 N o r m a l e le m e n t a n a lysis o f v a r io u s s ilie eo u s r o e k s

岩岩石 类型型 样 品数数 510 2 T IO Z A 12 O 3 F e ZO 3 F e O Ca O M g O M
n O K ZO N a ZO PZO S 烧失量 总和和 资料来源源

生生物成 因因 1 333 9 5
.

9 6 0 0 3 0 7 1 0
.

4 3 0 0 8 0
,

3 0 0
.

0 2 0
.

0 2 0
.

0 5 0
.

0 6 0
.

0 2 2
.

9 3 1 0 0
.

2 111 韩发发

的的硅 质岩岩岩岩 R
.

W
.

哈钦森森

((((((((((((((((((((((((((((((((((((((((((((((((((((((((((((((((((((((((((((((((((((((((((((( 1 9 8 9 )))

与与海底热泉泉 888 9 2
.

3 1 0
.

2 3 2
.

8 9 0
.

4 3 0
.

9 4 0
.

4 7 0 9 5 0
.

2 5 0
.

4 2 0
.

3 3 0
.

0 6 0
.

6 3 9 9
.

9 33333

有有关硅质岩岩岩岩岩

与与火山 有关关 3 444 未 测 0
.

3 6 5
.

6 3 3
.

7 2 0
.

6 2 1
.

2 8 0
.

2 3 1
.

0 9 1
.

0 1 未测 未测测测

的的硅 质岩岩岩岩岩

大大厂 矿区 海海 1 OOO 7 6
.

6 8 0
.

2 5 5
.

6 5 2
.

0 6 4
.

1 3 5
.

9 3 0
.

7 9 0
.

0 6 1
.

3 7 0
.

0 5 0
.

1 3 5
.

5 0 9 9 6 00000

底底喷流热水水水水水

沉沉积硅质岩岩岩岩岩

本本区 硅质岩岩 777 8 4 7 5 0
.

1 6 3
.

3 6 4
,

0 9 0
.

8 4 0
.

1 0 0 9 0 0
.

0 3 1
.

1 4 0
.

0 3 0 1 2 3
.

6 6 1 0 0
.

SCCC 本院科研队队

((((((((( 1 9 9 3 )))

1
.

4 硅质岩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表 4 因民组硅质岩微量元素含且 (X 10
一 “)

T a ble 4 M ie r o
一e le m e n t a n a ly sis o f siliee o u s r o e k fr o m Y in m in Fo rm a tio n

样样号号 C u Pb Z n C o N i C r V M n T i S r B a T i/ V N i/ C
ooo

LLL 6峨

一 777 ) 5 0 0 0 2 8
.

8 2 3 1
.

5 4 1
.

4 1 3 3
.

7 5 1
.

5 4 3
.

8 7 5 0 1 6 4 3 2 2
.

0 7 3 2 8 3 7
.

5 3
.

2 333

LLL 6‘
一 1 333 5 3 1

.

4 < 7
.

5 9
.

8 1 1
.

2 2 6
.

4 5 0
.

7 9
.

4 1 7 1 2 2 7 7 1 5
.

4 8 4
.

6 2 9
.

4 2
.

3 666

LLL 6、
一 1 444 1 0 5 9

.

6 7 5
.

9 1 8
.

1 < 3
.

5 < 5
.

0 3 2
.

1 9
.

5 9 0 2 4 2 7 1 5
.

4 1 4 3
.

8 4 4
.

9 5 1
.

4 333

III
J 6 ,

一 2 333 3 4 7
.

6 1 9 0
.

6 2 0
.

4 3
.

7 < 5
.

0 4 9
.

9 4 0
.

5 6 1 1 1 0 3 0 1 5
.

4 9 7
.

9 2 5
.

4 3 1
.

3 555

LLL 7

一 1 777 ) 5 0 0 0 7 2
.

4 2 6
.

5 5 3
.

4 2 1
.

1 6 2
.

6 2 3 7 7 4 2 1 2 6 1 1 5
.

4 9 9 6
.

8 5 3
,

2 1 0
.

3 999

LLL 7

一 2 000 > 5 0 0 0 3 3
.

7 2 4
.

8 2 6
.

8 2 0
.

3 6 0
.

9 3 2
.

0 8 8 9 1 0 9 1 1 9
.

4 1 4 8 8
.

4 3 4
.

0 9 0
.

7 666

LLL 7

一 2 444 2 8 3 4
.

2 1 2
.

3 4 7
.

2 8
.

8 1 7
.

1 4 4
.

8 3 8
.

8 1 1 9 3 9 2 4 1 5
.

9 3 9 6 8 2 3
.

8 1 1
.

9 444

LLL S

一 1 000 8 5
.

6 < 7
.

5 < 7
.

5 < 3
.

5 < 5
.

0 3 1
.

5 1 6
.

5 1 3 5 2 3 8 7 1 5
.

4 4 3
.

5 2 3
.

4 5 1
.

4 222

LLL s

一 1 666 ) 5 0 0 0 1 0
.

7 2 6
.

0 3 2
.

2 1 0 7
.

6 5 6
.

2 1 2 0
.

2 1 1 0 8 3 7 5 6 2 6
.

4 7 3 8
.

9 3 1
.

2 5 3
.

3 444

LLL S
一 2 444 2 9 2 6

.

7 9
.

0 4 4
.

0 2 6
.

3 2 8
.

8 5 3
.

1 2 2
.

1 1 1 8 3 1 3 5 0
·

1 5
.

4 4 3 2
.

4 6 1
.

0 9 2
.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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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0 2 (% )

0.0.

了
.
5

0
.

0 5

生物沉积成因区

0
.

0 2

1一I
J

S一 2 1

2一 I
J

6 4一 1 4

3一 L 6 4一 2 3

4一 L S一 1 6

5一 L S一 1 2

6一 I
J

7一 1 7

7一 L 7一 2 4

0
.

0 0 5

0
.

0 5 0
.

1 0
.

2 0
.

2 5 1 0 A I : 0 3 (% )

图 1 不 同成 因硅质岩的 T IO Z 一A 12 0 3

投影 图

F ig
.

1 T io Z 一A 12O
。

d ia g r a m o f v a rio u s g e n e tie silie e o u s r o e ks

表 4 列出了本 区硅质岩微量元素含量及特征元 素比值
,

由此可见
,

其 以富 B a 为特征
,

且

B a > Sr
,

而 B a 富集可在哥 斯达黎加和桂 西北热水成 因硅质岩 中观察 到 (H ei n et al
,

1 9 83 ;

Ch e n a n d C he n
,

1 9 9 0 ;周永章
,

1 9 9 0 )
。

另据资料表明一般海相热水沉积物的微量元素比值 T i/

V 大于 2 0
,

N i/ C O 小于 3
.

6
,

本区硅质岩也具相类似的特征
。

又在 C 。+ N i一A S + C u + M O 十 Pb

十Z n + V 判别图上 (图 2 )
,

本区硅质岩微量元素含量点均落在热水沉积区 内
。

属较典型热水沉

积硅质岩
。

1
.

5 硅质岩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硅质岩稀土元素含量特征是 区分热水沉积和非热水沉积的主要标志
。

本区硅质岩稀土元

素 含量见表 5
,

稀土元素的分析结果经标准化处理 (据里德数值 )得 出稀土元素配分模式 (图

3 )
。

由上述数据可 以看出
,

本区硅质岩的稀土总量低
,

其变化范围为 1 1
.

44 火 1 0 一 6

一 23 8
.

09 x

1 0 一 6

之 间
,

这与东太 平洋海隆现代 热液矿床 的稀 土元 素总量 特征相似 (8
.

5 x 10 一 6

一 4 97 X

1 0 一 6
)(F le et

,

A
.

5
. ,

1 9 8 4 )
,

桂西北丹池盆地上泥盆系热水成因硅质岩 的 R E E 总量也大多只有

几十个 PP m (周永章
,

1 9 90 ) ; 另外
,

绝大多数样 品的 L R E E / H R E E > 1
,

曲线右倾
,

出现饰亏损
,

大多数样品有铺正异常
,

这些都是明显的热水沉积岩特征 (李志群
,

1 99 6 )
。

为 了进一步表 明本

区 硅质岩的成因
,

我们对 比了不 同成 因硅质岩与本区 硅质岩 中石英的稀土元素特征比值 (表

6 )
,

通过对比发现
,

其稀土元素特征比值与 已知热水沉积硅质岩十分相似
,

而明显 区别于秦岭

地区生物化学沉积成 因的硅质岩
。

以上这些稀土元素的特征强烈地支持了本 区硅质岩是热水

沉积成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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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热液区

热液区

1
.

6 硅质岩氧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形成

温度

经测定
,

本区 硅质岩 氧 同位 素组成 创
“
O 为

4
.

9 2%
。

一 1 6
.

2 7 %
。 ,

平 均 1 2
.

4%
。 ,

分 布 在 C la y t o n

(1 9 8 6 )的热泉 华石英 己
‘8
0 变化 范围 (1 2

.

2%
。

一

2 3
.

6%
。
)之 内

,

表 明本区硅质岩应为热水沉积作用

产物
。

另外
,

经测定
,

本 区硅质岩的均一温度为 1 43

一 22 9 C 之间
,

为中低温形成
,

由此清楚地表明了

其热水沉积成因属性
。

1
.

7 硅质岩形成的古大地构造背景

�次�斗�一之+。口

1 00 }卜
、 、

~

A
S + C u + M o + Pb + V + Z n ( w t % )

、

一今
、

派
~

。一 。\ \

图 2 热液沉积岩与非热液沉积岩判别图

2 D ia g r a m s h o w in g d i s e r im in a t io n o f h y -

d r o th e rm a l a n d n o n 一 h yd r o th e rm a l s e d i
-

m e n t a r y r o e k s

女“
.

该

心

一
办

q

飞 7

冲经娜肠\哈壮

)1/一gO/一
.

n ‘

O/一

甘

一 6

从区 域地质特征看
,

东川地 区受元古宙 0. ‘

饮成流言益花芯式哺龙万淤布左
康滇古裂谷的控制

,

该裂谷夹于东侧的小江

断裂
、

两侧 的安 宁河一元谋一绿汁江断裂之 1 一 L 7 一 17
,

2 一 L 7 一 24
, 3 一 L S 一 12

, 4 一 L 、一 16
, 5一 L S 一 21

,

6

间 (图 4 )
,

在裂谷内部的东北边缘
,

被纵横断 一 L 6 ‘一 14
, 7一 L 6 4 一 23

裂围限的东川火山断陷盆地为控岩控矿的二 图 3 硅质岩的稀土元素图型

级盆地
,

而在断陷盆地 内部受落因破碎带控 F ig
.

3 R E E Pa t t e r n 。f 。i一ie e o u 。 r o e k

制的东西宽几公里
、

南北 长十多公里的落因盆地则为三级构造盆地 (图 5 )
。

事实上世界大多数

喷流热水沉积物一般都产于沉降构造环境中
,

并且受三级不 同规模的沉降盆地制约
,

而在本区

的区域地质背景正是如此
。

另外
,

据大量 已有的贫料表明
,

喷流作用往往与生长断裂一起共存
,

尤其在三级盆地 内更

是如此 ;本区 因民组底部大量同生角砾与火山角砾岩共存
,

反映了生长断裂的活动情况
。

从当

时的沈积相及古地理特征也可知道
,

本区沉积相
,

岩性组合及厚度在小范围内发生急剧变化及

其沉积背景为一套深水浊积岩 (紫色层 )
,

表 明其生长断层的活动性及深水环境下的沉积作用
。

由上述对硅质岩的地质特征研究表明
,

本区硅质岩确为热水沉积产物
,

且其形成环境为深

水环境
,

形成温度为中低温
,

所以我们认为云南东川滥泥坪南区 因民组顶部的硅质岩属海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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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热水沉积硅质岩
。

表 5 硅质岩稀土含最及特征参数表 ( x 1 o一
5

)

T a ble 5 C h a r a te r istie Pa r a m e tr es o f R E E fr o m s ilic e o u s r o ek

样样号号 L s一 12 L s一 22 L s 一 16 L
7 1 7

1
一 7 : 、

l
斌。4 : 4 L 6 咤一 : sss

LLL aaa 4
.

2 8 0
.

4 0 4 9
.

0 1 4
.

8 4 2 9 2 3 2
.

4 0 6
.

3 666

CCCeee 3
.

6 3 0
.

9 2 1 0 4
.

9 5 2 9
.

3 8 5 9
.

4 4 3
.

3 6 1 4
.

3 777

PPPrrr 0
.

6 6 0
.

1 3 1 1
.

9 3 0
.

7 5 8
.

0 6 0
.

5 2 1
.

9 333

NNN ddd 2
.

0 5 0
.

7 7 3 6
.

6 2 2
.

9 1 2 8
.

0 6 1
.

7 5 6
.

7 888

SSS rnnn 0
.

3 9 0
.

5 5 4
.

3 1 1
.

6 8 2
.

4 6 0
.

3 1 0
.

6 777

EEE uuu 0
.

1 1 0
.

2 1 0
.

8 3 1
.

1 0 0
.

6 0 0
.

1 0 0
.

1 333

GGG ddd 0
.

4 3 0 6 3 3
.

5 7 1 5 9 1
.

4 4 0
.

3 2 0
.

4 222

TTT bbb 0
.

0 8 3 0
.

1 2 7 0
.

5 4 3 0
.

2 7 8 0
.

2 0 6 0
.

0 5 2 0
.

0 6 222

DDD yyy 0
.

5 2 0
.

8 7 3
.

3 2 1
.

6 9 1
.

1 6 0
.

3 0 0
.

4 111

HHH ooo 0
.

1 1 9 0
.

1 9 8 0
.

6 8 2 0
.

3 2 8 0
.

2 6 6 0
.

0 6 9 0
.

0 9 999

EEE rrr 0
.

3 4 0
.

6 3 1
.

9 3 0
.

9 2 0
.

7石 0
.

1 9 0
.

3 222

TTT mmm 0
.

0 5 8 0
.

0 9 9 0
.

3 0 2 0
.

1 4 7 0
.

1 1 8 0
.

0 3 2 0
.

0 555

YYY bbb 0
.

3 7 0
.

6 9 2
.

0 1 0
.

8 9 0
.

7 5 0
.

2 0 0
.

4 000

LLL uuu 0
.

0 6 0
.

1 0 3 0
.

2 8 5 0
.

1 3 2 0
.

1 1 3 0
.

0 3 1 0
.

0 666

YYYYY 3
.

1 8 5
.

1 7 1 7
.

8 0 9
.

3 9 6
.

4 6 1
.

8 0 2
.

6 777

乏乏R E EEE 1 6
.

2 5 1 1
.

5 2 2 3 8
.

0 9 3 3
.

5 7 1 3 9 2 8 1 1
.

4 4 3 4
,

7 333

III
子

R E E / H R E EEE 2
.

1 6 3 0
.

3 4 9 6
.

8 2 1 1
.

1 5 1 1
.

3 5 4 2
.

8 1 8 6
.

7 3 333

EEE u
/ E

u 、、 0
.

8 2 5 1
.

0 9 7 1
.

9 4 5 0
.

9 0 4 0
.

9 7 1 0
.

7 0 444

CCC e
/ C

e ,, 0
.

5 2 4 0
.

8 8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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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1 0
.

7 8 3 1
.

1 1 999

LLL a
/ Y bbb 1 1

.

5 6 0
.

5 8 2 4
.

3 8 5
.

4 4 3 9
.

1 7 1 2
.

0 1 5
.

999

表 6 不 同成 因硅质岩稀土元素特征比值对比

T a ble 6 R E E fe a tu r e o f v a r io u s silic e o u s r o ek s

成成 因因 地 区区 样 品数数 乏R E EEE 资料料
类类型型型型 乏C e /艺Y E u / E u

“

C e / C e 备

L a /Y b sm / N ddd 来源源
ttttttttt X I U 一 。

)))))

海海底 喷流一一 秦岭泥盆 系系 555 2 6
.

2 8 7
.

0 6 0
。

4 2 0
.

62 2 2
.

5 0 0
.

2 0 555 吴健民民

热热水沉积积 广西大厂厂 222 7 8
.

0 2
.

6 2 0
.

6 7 0
.

60 1 1
.

0 7 0
.

2 1555 黄永平平

(((((((((((((((((((((((((((((((((((((((((((((((((((((((((((((((((((((((((((((((((((((((1 9 9 5 )))生生物化学沉积积 秦岭泥盆系系 111 1 7
.

0 7 0
.

4 9 0
.

7 0 0
.

52 1
.

6 0 0
.

300000

本本本 区区 777 7 7
.

6 7 6
.

3 4 0
.

7 7 0 92 1 9
.

1 6 0
.

1333 本院院

科科科科科科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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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云南 东川地区地质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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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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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ke te h o f

r ift

Do
n
gc hu an

一

Yi m en Z 硅质岩的含矿性及其找矿意义

众所周知
,

世界上许多大型 贱金属矿床均与海底喷流丈

水沉积有关
,

因此对于本区硅质岩的成因属性的确定 ; 不但可以确定本区沉积大地构造环境
,

更重要的是其对我们找矿中的重大作用 ;在我们研究的该层硅质岩 中
,

发现其含有较富的铜矿

床
,

品位为 0
.

36 %一 2
.

4 2 %
,

矿床严格受硅质岩产状控制
,

表明了该硅质岩为含矿性海底热水

沉积的喷流岩
。

本区含矿喷流热水成因硅质岩的发现
,

对本 区乃至东川地区寻找富大铜矿具重大意义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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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拓宽 了找矿思路
,

如何利用新认识
、

新理论指导老矿 山找新矿
,

解决当前老矿的普遍存在的

问题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

其二
,

根据区域地质相似性原则
,

可望在相关的地区
、

地段找到相

关的矿床
。

其三
,

据资料表 明
,

海底喷流成 因的贱金属矿化带一般具如下分带性
:
(自下而上 )

:

下部为细脉矿化带
,

往上为块 (层 )状矿石带
,

最上部为隧石带
。

根据上面的研究表明
,

本区硅质

岩带可能相当于上部隧石带往块 (层 )状矿石带过渡的层位
,

那么则在该硅质岩层的下部
,

还应

存在有真正的块 (层 )状矿石带及细脉矿化带
。

这样如通过进一步工作
,

很有希望找到富大铜矿

体
。

据悉
,

矿里根据我们研究结果已采取了相应的找矿工程
,

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

进一步表

明了该硅质岩成因的确定对找矿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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