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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耳群及其金成矿背景研究中

存在的几个问题
¹

刘红樱 周顺之 胡受奚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南京 21。。9 3)

提 要 本文在综合前人资料和实际研究的基础上
,

认为熊耳群火 山岩系是在 18 0 0 ~ 14 o 0M a
的

活动大陆边缘岛弧带形成的
,

具低金背景的特征
,

并指出其金成矿背景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

关键 词 熊耳群 火 山岩系 金丰度 成矿背景

熊耳群是一套分布广泛
,

厚度巨大的火山岩系
,

位于华北古板块南缘
,

作为古老大陆地壳

基底的下部盖层
,

与下伏基底和上覆的上部盖层均呈不整合接触关系
。

熊耳群 中有大量金矿

(点 )产出
,

类型从蚀变破碎带型
、

石英脉型
,

复合型到爆发角砾岩型
,

还有斑岩型伴生金及砂金

矿等
,

具 良好的金成矿背景
。

由于熊耳群所处构造环境的复杂性
、

其地质演化的长期性和空间

上的差异性
,

有关熊耳群基本特征仍存在争议
,

其成矿背景研究中仍存在问题
。

本文在综合前

人资料和进行实际研究的基础上
,

阐明对熊耳群基本特征的看法
。

指出其金成矿背景研究 中存

在的几个问题
。

l 熊耳群的分布
、

岩性及构造特征

1
.

1 熊耳群的分布及划分

熊耳群火山岩系分布很广
。

在晋南呈北北东向的狭长带状 ; 在陕东
、

豫西地区呈近东西向

展布
,

大致西起陕西兰 田
,

东到河南宜阳和确山
,

南山黑沟一架川断裂
,

东西延伸近 3o ok m
,

东

段 宽约 5 0 km
,

西段宽约 2 0k m
,

分布面积约 530 0k m “ ,

总厚度达 6 0 0 0m
,

平面略呈三角形 ( 图

1)
。

熊耳群火 山岩系划分沿革见表 1
。

其中 19 8 5 年的划分方案是河南省第一地质大队进行架

川北部熊耳山地区 1 : 5 万 区域地质填图的基础上提出的
,

较为符合金矿集 中的熊耳山地区
。

熊耳群 由 19 5 9 年原秦岭区测队创活于熊耳 山
,

时代相 当于 中元古界长城系 (Pt
Z ‘ )

,

在晋南与

其相当的地层称为西洋河群
。

¹ 收稿 日期
: 19 9 6

.

7
.

24 改回日期
: 19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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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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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熊耳群 形

成环境的争论

关 于 熊 耳 群

(以及西洋河群 )形

成的地质环境问题

目前仍存在很大争

议
,

主要有裂谷 形

成说和岛弧形成说

两大观点
。

孙枢等

( 1 9 8 1 ) 通 过对 8 6

个岩石化学分析数

据 的研究
,

认 为熊

耳群火山岩系是一

套 以钾 质玄 武岩
-

安 粗 岩
一

英 安安 粗

岩
一

流纹安粗岩
一

流

纹 岩组合 为主体
,

形成于早期裂谷环

境
。

贾承造 (1 9 8 5 )
、

胡受奚等 (1 98 8 )通

过野外地质调查及

2 6 1 个岩石化学分

析数 据综合研究
,

认为熊耳群火山岩

系是一套 流纹岩
、

英安岩
、

安山岩
、

玄

武安山岩
、

安粗岩
、

粗面岩和碱性玄武

岩组合
,

其 中以 安

¹ 黑沟一栗川一确山一固始断裂 ; º 潘河一卢氏一马超营断裂 ,

» 太要一固县一阳 平断裂 ;¼三门峡一宜阳一临汝一郊县断裂 ;

½ 嫩江一长治断裂

图 1 华北地 台南缘熊耳群的空间分布 (据胡受奚等
, 198 8)

Fig
.

1 T he d is t r ibu t io n o f X ion g e r G r o u p in so u the r n m a r g in o f th e

N o r th C h in a Pla t fo rm

山岩和英安岩为主体
,

形成于安第斯型火山弧环境
。

此外
,

尚有许多中间性观点
,

如胡德样等

( 1 9 8 7) 通过对 自己所采近 200 个样品 的岩石化学数据研究
,

认为熊耳群火山岩系以马超营断

裂为界
,

其北为一套形成于弧后裂陷盆地环境的基性
一

酸性双峰态火山岩
,

其南为一套形成于

安第斯型火山弧背景的以安山岩为主体的钙碱性系列火山岩
;郭继春 ( 19 9 2) ¹ 认为

,

以坡前街

组上下段为界分为两部分
,

下部是一套以安山岩为主体的玄武岩
一

安山岩
一

英安岩
一

流纹岩组合

¹ 郭继春
,

胡受奚
.

从造 山带岩石圈板块 的伸展作用再论熊耳群火 山岩 系及有关矿床形成的构造 环境
.

南京大学 地

球科学系开放实验
.

室年报
, 19 9 2 , 6 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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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

是在挤压背景下产生的
,

形成于安第斯型火 山弧环境
,

上部为英安岩
一

流纹质英安岩
一

粗

安岩
一

粗面岩组合类型
,

是在拉张背景下产生的
,

形成于弧内盆地环境 ; 陈衍景等 (1 9 9 2) 认为
,

豫北 的熊耳群和晋南的西洋河群并非同一套火 山岩建造
,

熊耳群形成于安第斯型 活动大陆边

缘火山弧区
,

西洋河群形成于与活动大陆边缘垂直的大陆内部裂谷区
,

熊耳群火山岩系虽具双

峰式特征
,

但并非裂谷火山岩所应有的双峰特征
。 一

,

1
.

3 熊耳群的基本特征认识

表 1 中元古界熊耳群地层划分历史沿革

T a ble I T恤e sca le o f s tra t啥r aPhica l d i
v isio n o f M id d le Pr o te r o z o ie x io n g e

r G r o u P

秦秦秦岭区测队队 河南 区测 队队 河南 区测 队队 喻积贤等等

11111 9 5999 19 6 555 1 96 555 1 9 8 555

11111 / 2 0 万
,

洛宁幅幅 1 / 2 0 万
,

洛 阳幅幅 l/ 2 0 万
,

临汝幅幅 熊耳山区区

中中中 Pt lll 高山河组组组 云梦 山组组组 云梦山组组组 高山河组组组

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兀

古古古 Pt孟孟 上熊耳群群 西西 马家河组组 西西 龙脖组组 熊熊 眼窑寨组组
ehyyy

界界界界界
’

阳阳阳 阳阳阳阳阳阳阳 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

.........

河河河
.

河
...

马家河组组
’

群群 坡前街组组
e hPPP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中中中中熊耳群群群 鸡旦坪组组组 鸡旦坪组组组 焦园组组 e hjjj

下下下下熊耳群群群 许山组组组 许 山组组组 张合庙组组
e h zzz

大大大大大大古石组组组 大古石组组组 磨石 沟组组
e h mmm

下下元元 Pt
iii

太华群群群 铁山河组组组 登封群群群 太华群群群

古古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据前人资料及笔者的实际工作(主要熊耳山
、

蜻山和鲁山地区 )
,

熊耳群基本特征如下
:

1
.

3
.

1 岩石组合及喷发旋回

通过对熊耳山红庄地区熊耳群火山岩的研究
,

薄片鉴定与岩石化学 (下述文中括号内为样

品数 )判别一致的岩石类型分布为
:

眼窑寨组 (10 个 )以流纹斑岩 (6) 和英安斑岩(2) 为主
,

其次

是 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 (l) 等 ; 坡前街组上段 (1 8 )以玄武粗安(斑)岩 (7 )
、

晶屑凝灰熔岩 (3) 和

碱性玄武岩 (3) 为主
,

其次为安山粉岩 (1 )
、

碱流岩 (l) 和粗安岩等 ;坡前街组下段 (32 )以玄武安

山岩 (1 1 )
、

碱性玄武岩 (8 )
、

玄武粗安 (斑 )岩 (5 )
、

安山岩 (3) 和玄武岩 (3) 为主
,

部分具杏仁状和

枕状构造
。

狮子庙张合庙组实测剖面中岩石薄片鉴定(4 2 个岩性段 )
,

部分配合岩石化学资料
,

确定岩石组合主要为安山 (粉)岩 (1 9 )
、

英安 (斑 )岩 (4 )
、

凝灰质砂岩 (4 )
、

粗安岩 (3) 和晶屑凝灰

岩 (3 )和玄武安山岩 (3) 等
,

喷发单层顶部具氧化红顶
。

熊耳山的瑶沟
、

上宫
、

祁雨沟
、

康山和 婿

山 的张村以及鲁山的背孜等地的部分样品 (薄片鉴定与岩石化学判据一致 32 个 )主要为玄武

安山岩 (1 0)
、

安山岩 (5 )
、

玄武粗安岩 (5 )和英安岩 (4) 等
。

熊耳群火山岩随时
、

地不同
,

喷发环境

有变化
,

岩石组合有差异
。

据河南地调一队 1 : 5 万区测资料 (喻积贤等
,

1 9 8 6 )¹
,

并结合笔者的研究
,

熊耳群古火山

¹ 喻积贤
,

杨建朝
,

蒋爱国
.

架川北部眼窑寨古火 山喷发机构地质特征
.

豫西地质
, 19 86 ,

(2 亨
: 13 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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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可划分为两个喷发旋回
:

第一旋回 由早到晚表现为河湖沉积一中基性~ 中酸 (碱 )性火山喷

发
,

共 24 个韵律组
,

其 中磨石沟组为河湖相泥砂质沉积 ; 张合庙组下段 9 个韵律组
,

每个韵律

组由大斑 (玄武 )安山岩~ (玄武 )安山岩
,

上段 3 个韵律组
,

以安 山岩~ 玄武安山岩 (玄武岩 )组

合为特征 ; 焦园组有 12 个韵律组
,

岩性变化复杂
,

有两种趋势
:

¹ 中基性~ 中性
,

º 中基 (基 )性

~ 中酸 (酸 )性
。

第二旋 回从早到晚为中基 (中 )性~ 偏碱 (碱 )性~ 酸性
,

其中坡前街组有 8 个韵

律组
,

爆发 (沉积 )一熔浆溢流
; 眼窑寨组表现为酸性 (偏碱 )熔浆的溢流

。

熊耳群分布区存在众

多的古火山构造
:

喷发盆地 (如大坪等 )
、

熔岩弯丘 (如眼窑寨等 )
、

火 山溢流通道 (如篙坪等 )和

爆发通道 (如东坡等 ) ; 相应形成喷溢相
、

爆发相
、

火山管道相
、

次火山相和 火山喷发沉积相 产

物 ;间歇期有时有正常沉积物形成
。

L 3. 2 形成时代及物质来源

不同单位和研究者对熊耳群火山岩用 R b
一

S r 等时线法进行定年测定
,

河南舞 阳许山组为

17 10 士 7 3
.

6M a (孙枢等
, 19 8 1)和 16 7 5M a (关保德等

, 19 8 0 ) ; 山西垣曲同善等地许山组为 14 59

士 48M a 、

马家河组为 1454 士 36M a 和 1439 士 35M a (乔秀夫等
,

19 8 5 ) ;陕西坝源一洛源地区 的

火 I-IJ 岩为 16 5 0士 2 6M a (黄营等
, 19 9 0 ) ; 此外还有 18 7 0 士 25M a (张德全等

, 19 8 5 )
。

大古石组白

云 母 K
一

A r 年龄为 17 7 8Ma( 关保德等
, 19 8 0 ) ;陕西坝一洛地区马家河组粗面岩错石 U

一Pb 年龄

为 15 45M a (李钦仲等
, 19 8 5 )

。

陕西坝一洛地区熊耳群下伏地层铁铜沟组 (与其层位相当地层

高 IJJ 群 R b
一S r 等时线年龄为 17 9 9M a )中侵人的张家坪岩体为 15 7 oM a (黄营等

, 19 9 0 ) ; 上夜高

山河组下部绢云母板岩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 1394 士 42 Ma( 陕西地矿局
, 1 98 9 )

。

上述资料表明熊

耳群形成年龄在 18 0 0一 14 OOM a
之间

,

与华北地台长城系相当
,

属中元古界
。

18 5 0 士 150 M a 是豫西地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构造热事件 (中岳运动或 吕梁运

动 )
,

导致华北古板块的形成
,

并为以后出现具有威尔逊旋 回特征的板块构造运动奠定了基础
。

熊耳群火 山岩惚 同位 素初 始 比 ( 8, S r / 8‘S r ) 一般为 0
.

7 12一 0
.

7 0 7 (孙枢等
, 19 8 1 ; 乔秀夫等

,

19 85 )
,

而何瑞芳等 ( 19 9 1) ¹ 研究认为中基性火山岩应为 0
.

7 06 士
,

形成深度 25 一 35 km ,

酸性

火山岩应为 0
.

7 45 7 。

据地球物理资料 (杨守渠
, 1 9 8 7 ) º

,

火山岩区地壳厚度 35 ~ 37 km
,

黑沟一

架川断裂下延 Z Ok m 后向北倾角变缓
。

因而可 以认为熊耳群火 山岩是慢源基性岩浆侵人地壳

后与壳源物质发生不完全混染作用的产物
。

此外
,

熊耳群定年测定还有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 95 1

士 56M a (乔秀夫等
, 19 55 )

,

K
一

A r 年龄 120 0M a 、 136
.

2~ 435M a (河南地质局科研所
, 19 7 5» 孙

岩东¼ ,

19 93) 等
,

说明熊耳群形成后蜻熊运动
、

卢临运动
、

加里东运动和 印支一燕山运动对其

有强烈影响
。

1. 3
.

3 分布特征及变质程度

熊耳群主体部分分布于 兰 田一小秦岭一熊耳山下外方山一鲁山等结晶基底隆起带
,

这一

基底隆起带呈长垣状 NW W 向展布与古大陆边缘平行 ;且以高角度不整合覆盖在晚太古一早

何瑞芳
,

安三元
,

段联合
.

北秦岭与华北 地台南缘火 山岩地球化学
、

成 因及其壳慢演化
、

构造环境特征
.

矿物岩石

地球化学通讯
, 19 9 1 , ( 4 ) : 26 9一 27 1

杨守渠
·

利用重磁成果对豫西断裂构造 的初步探讨
.

豫西地质
,

19 87 , ( 1 ) :

48 ~ 56
河南地质局科研所

.

豫西熊耳群火山岩地质特征及铁铜矿方向初步探讨
.

研究报告
, 19 7 5

孙岩东
.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 系博士论文
, 19 9 3

¹º»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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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古代结晶基底之上
。

地层倾角一般较缓
,

有些地形仅 1 00 ~ 3 00
,

仅在潘河一卢氏一马超营断

裂带两侧较陡
,

可达 50
“

一 6 00
。

在马超营断裂带以北 (上盘 )主要为宽缓的褶皱
,

以南褶皱较紧

闭
,

并向北倒转
。

区域变质作用较弱
,

一般只达低绿片岩相
,

构造变形主要为韧
一

脆性 ;变质
一

变

形作用有从北向南加强
、

加深的趋势
。

这些特征与下伏太华群变质岩有较大区别
,

说明熊耳群

下面存在有刚性的大陆地壳基底
。

L 3. 4 岩石组合特征

贾承造等 (1 98 5) 据 2 61 个岩石化学数据
,

按王德滋等岩石化学分类图投影
,

绝大多数为安

山岩和英安岩 (表 2 ) ; 里特曼指数 (的 3
.

59 ~ 1. 50
。

平均 2
.

85 ;皮科克钙碱指数 (C A )在 60 士
,

表

明属钙碱质岩系
。

阎中英 (1 9 8 5) 据 3 78 个岩石化学数据
,

认为安山岩和英安岩共 占 83
.

6 %
,

矛

一 1
.

8 ~ 4 (少部分< 1
.

8 或 4 ~ 6)
,

属富碱的钙碱性系列
,

C A 一 52
.

6
,

属钙碱性系列
。

表 2 熊耳群火山岩岩石类型

T a ble 2 T yp es o f X io n g e r G r o u P V o le a n ie ro ek s

钙钙碱性系列列 7 6
.

6 9 %%% 流纹岩岩 1 0
.

3 4写写

英英英英安岩岩 2 6
.

8 2 %%%

安安安安 山岩岩 3 1
.

8 0 %%%

玄玄玄玄武安山岩岩 1 0
.

7 %%%

弱弱碱性系列列 1 8
.

7 7 %%% 安粗岩岩 1 4
.

9 4 %%%

粗粗粗粗 面岩岩 1
.

1 5 %%%

碱碱碱碱性橄榄玄武岩岩 2
.

6 8 %%%

碱碱性系列列 1
.

5 3 %%% 碧玄岩岩 1
.

5 3 %%%

据贾承造 (19 85 )

笔者在熊耳山
、

蜻山和鲁山地区采集的火 山岩
,

其中野外地质特征和薄片鉴定与岩石化学

符合 的(5 1 个 )
,

其 舀值主要为 1
.

9 0 一 3
.

0 0 (2 0 个 )和 1
.

1 7 ~ 1
.

7 8 (1 9 个 )
,

故主要属强一正常

太平洋型 (钙一钙碱性 )
,

与上述结论大致相符
。

1
.

3
.

5 分异指数

熊耳群火山岩在分异指数 (D I) 频布图上具单峰特征
,

与岛弧型相似
,

而与裂谷型 双峰式

迥然不同 (贾承造等
,

1 9 8 5 )
。

笔者的上述 51 个样的 D l频布图上 (图 2 )
,

D l 集中在 45 一 55 和

80 一 85 两个区 间内
,

具双峰特征
,

但与裂谷火 山岩的双峰特征 (< 35 和 75 一 95 )不同
,

而是活

动大陆边缘和岛弧火山岩的双峰
,

代表中性一 中基性岩与中酸性一酸性岩之间的间断
。

1
.

3
.

6 地球化学特征

熊耳群火山岩碱含量相对较高
,

且 K 2
0 > N a ZO ; 当 51 0

2

> 63 %时
,

全碱含量有降低趋势 ;

里特曼指数随 51 0
:

含量增加而降低
。

笔者对火山岩 (2 6 )稀土特征研究显示
:

富稀土元素
,

艺R E E = 2 0 1
.

3 3 X 1 0 一 ”~ 5 5 7
.

4 4 X 10 一“
,

L R E E / H R E E = 2
.

6 7 ~ 9
.

2 8 j E u = 0
.

6 4 ~ 1
.

0 1 ; 稀土

配分 曲线型式 (图 3) 为轻稀土富集型
,

L R E E 相对富集且分馏 明显
,

H R E E 接近 ; 稀土特征 与

俯冲带有关的大陆火山岩较为一致
。

T i
、

V
、

Zr
、

N b
、

R b
、

S r
、

B a 和 T h 含量散高
,

与结晶基底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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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
1。

仁

3 0 4 0 5 0 6 0 70 8 0 9 0 D l

圈 2

Fig
.

2 D l fre que n c y

熊耳群火山岩 D l 频布图

d istr ibu tio n o f X io n g e r G r o u p v o lc an ie r
oc k

s

华群基性岩类有类似的地球化学

性质
。

1
.

3
.

7 大地构造位皿

熊耳群分布于华北古大陆板

块南缘 (有古老大陆地壳基底 )和

东秦岭地槽褶皱带分界断裂
—

亲川断裂 (宽坪群是古洋壳碎片)

的北侧
,

而这条断裂被李春显等

( 1 9 7 8) 确定为古俯冲带
,

这一构

造背景可认为具大陆边缘活动带

性质
。

而由于大规模的古大洋板

块俯冲
,

可使长治一嫩江基底断

裂发生堑沟式裂开
,

使熊耳群 向

N E 突出分布和晋南西阳河群呈

N N E 向延伸
。

2 熊耳群的含金背景

100
二

50

冲涅娜淤\哈扯
近年来在熊耳群火山岩中

先后
.

发现许多 金矿 床和金矿

点
,

其 中熊耳群的主要分 布区

被认为是河南最有找金远景的

地区
。

熊耳群火 山岩金的丰度

究竟如何 ? 是否成为金的矿源

层 ? 是 目前金矿地质工作者所

关注的问题之一
。

据近年来不

同研究者的测定资料
,

整理成

表 3
,

由表中数据可看出
,

熊耳

群火 山岩金的丰度都很低
,

大

致 在 I X IO一 9

左右
,

多数样 品

乙a C e P r N d S m E u G d T b D y H o E r T m Y b L u

图 3 熊耳群火 山岩稀土配分 曲线

Fig
.

3 C h o n d r it e n o rm a liz e d R E E Pa t t e r n s o f

X io n g e r G r o u P v o le a n ie r o ek s

小于该值
,

个别较高的数据估计与蚀变及矿化有关
,

如瑶沟
、

康山地区
。

熊耳山南坡元岭地区火

山岩金含量因不同类型蚀变影响而不同
,

如钾长石化
一

硅化安山岩为 1 6
.

s x lo
一 g

(n 一 9 )
,

黑云
.

母化
一

黄铁绢英岩化安山岩为 26
.

8 大 10 一 ’

(n 一 5 ) ; 因构造作用影 响而变化
,

如硅化碎裂岩为

6
.

8 又 1 0 一 9
(n = 2 )

,

绢英岩化糜棱岩为 2 4
.

3 x 1 0 一’(n = 3 )
,

马沟断裂带剖面为 2
.

6 9 x l o 一 9
(n =

1 5 )
。

和小秦岭地区的基底太华群相似
,

熊耳群中的金矿床是在低金背景上发育的
。

同样
,

熊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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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含金背景的高低并不是成矿的关键 因素
,

重要的是熊耳群本身硫含量和促使成矿元素活化

转移的地质条件
。

因此加强成矿地质构造
一

热液条件的研究
,

才是熊耳山等熊耳群分布区金矿

远景评价和预测的主要问题
。

3 熊耳群及其成矿背景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3
.

1 熊耳群火山岩地层划分问题

熊耳群分布面积广
、

总厚度大
。

河南地质一队曾进行 1 , 5 万地质填图和详细研究
,

国内不

少地质单位亦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

发表了许多论著
。

但从总体上看
,

研究程度仍较低
。

对

熊耳群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
:

(l) 形成时代较老 (14 ~ 18 亿年 )
,

其后又经历 了多次构造变动和

叠加变形
,

导致火山岩的原始面貌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在不同地区和地段被改造的程度和方

式有所不同
,

因此沿走向或倾向追索有一定困难
。

(2) 形成时间跨度大 (约 4 亿年 )
,

火山 口较多

(4 o 多个)
,

既有裂隙式喷发溢流
,

又有 中心式喷发溢流等等
。

在漫长的 4 亿年地质形成史 中
,

不可能是一次喷溢完成的
,

而是多期
、

多阶段喷溢的产物
。

每一喷溢作用
,

都会围绕着喷发中心

(或裂隙等 )堆积有不同的火山物质
,

而不同期或阶段的喷溢堆积物也不尽相同
。

因此
,

简单地

用沉积地层学方法来研究
,

可能与原始情况大有出入
。

(3) 过渡性岩石多
,

岩性变化频繁
,

没有

明显的标志层
,

从已有的地层剖面分组来看
,

除少数岩性标志清楚 (如砂岩
、

砾岩等)外
,

各组的

大多数岩性并不十分明显
。

据笔者在熊耳山
、

蜡山和鲁山地区 (实测剖面 4 k m
、

路线地质调查

71 k m 以 上
、

矿区 12 个 )的实际研究
,

火山岩的明显划分十分困难
。

实测剖面的系统采样和路

线剖面零星采样经薄片鉴定结果表明
:

¹ 岩石基本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蚀变和改造
,

有的已面 目

全非 ; º 原岩特征保存尚好的岩石
,

多为安山 (粉 )岩
一

英安 (斑 ) 岩
一

粗安岩
一

安粗岩等过渡性岩

类
,

宏观上很难分出 ; 有的岩石宏碗上为杏仁状安山 (粉 )岩
,

薄片鉴定却为蚀变 (或变质 )英安

岩或粗安岩 ;宏观上的英安 (斑 )岩薄片鉴定为安山 (粉 )岩
,

石英
“

斑晶
”

系后期形成
。

另外
,

斑晶

的多少或大小
,

往往是局部的
,

沿走向延伸不大
。

这样有可能将同一
“

层
”

在不同剖面上划成另

一
“

层
” ,

也可能将不同
“

层
”

在不同剖面上划分为同一
“

层
” ,

导致地质平面上
“

岩层
”

勾划不合

理
。

(4 )火山岩中石英角砾屡见不鲜
,

主要为大小不等的浑园形
、

角砾状和宽窄不等的
“

层状”以

及团块状
,

它们延伸不远
,

沿走向断续分布或呈稀疏分散状 ;其成分除少量岩砾外
,

绝大多数为

质地纯净 的脉石英 (图 4)
。

是否为火山喷溢时从下部太华群中带人的难熔组分
,

值得进一步研

究
。

(5) 断层和褶皱
、

褶曲构造往往造成火山岩的缺失或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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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熊耳群火山岩金丰度 (X IO一 9 )

T a b le 3 G o ld e o n ee n tra tio n o f X io n g er G r o u p vo lea n ic r
oc k s

变变化范围围 样品数数 平均值值 资料来源源 备 注注

OOO

一
’“

一

⋯⋯⋯
7

_

⋯⋯】
“

·

777 陈衍景等
,
1 9 9 222 上宫宫

。。
·

6 7 。
’

7‘

)))

⋯
‘比

⋯⋯
⋯

0
‘

666 石毅
,
1 9 8 7¹¹ 熊耳群群

。。
.

卜
_ ‘

_

⋯⋯
}

6 5

{{{1
。

’

‘‘ 胡受奚等
, 19 8 888 大古石组一许山 组组

’’
_
’“一 ‘

_

朋

111
}

5 0

111
⋯

。
‘

666 任富根等
, 19 9 000 马家河组组

‘‘
_

“一1
’

5

⋯⋯
{

“0

!!!{
“ 2‘‘ 黎世美

, 19 9 0ºº 许 山组组

。。
.

3一 z
·

4

111

1
4 ”

!!!
1

0
‘

8 666 张振海
, 19 5 7»» 鸡蛋坪组组

。。
.

3一 2
·

‘

⋯⋯
⋯:: ⋯⋯

{ 0. 9 999 张振海
, 19 87 »» 马家河组组

。。
.

3一 5
·

“

{{{} 55 1))) 1
‘

444 张振海
, 19 8 7 »» 瑶沟

,

未蚀变火 山岩岩

000
.

4~ 2
.

444 { ‘26 {{{{
2

’

4 222 邵克忠等
, 19 9444 瑶沟

,

蚀 变火 山岩岩

000
.

3~ 0
.

777
⋯

5 7

{{{{
2

’

。。 张玲素等
, 19 9111 康 山熊耳群群

000
.

5~ 3
.

222
⋯

‘5

⋯⋯1
0

·

555 白万成
, 1 9 92¼¼ 熊耳群上部部

⋯⋯⋯
‘0

⋯⋯!
。

‘

““ 河南省地矿厅
,

.19 8 222 熊耳群中部部

IIIII 招 ⋯⋯

⋯
“

’

‘‘ 河南省地矿厅
, 19 8 222 熊耳群下部部

55555

⋯⋯⋯
‘

’

3 666 河南省地矿厅
,

19 8 222 元岭张合庙组剖面面

11111 4 {{{1
5. 2888 河南地矿厅

, 1 9 8222 元岭焦 园组剖面面

}}}}} 7 3 }}}⋯
艺

’

艺艺 于听
, 19 9 2¾¾ 元岭安 山岩类类

{{{{{{{
。

·

7 222 于听
, 19 92½½ 元岭英安 岩类类

{{{{{{{
0

·

”444 南大地球科学系
, 19 9 000 元岭粗 安岩类类

jjjjjjj o
‘

月月 本文文 熊耳山
、

蜻山
、

鲁 山山

⋯⋯⋯⋯
“

’

8888888

⋯⋯⋯⋯
0. 85555555

⋯⋯⋯⋯:::::::::
{{{{{{{

”
‘

5555555

}}}}}}} 1
·

14444444

石毅等
.

豫西地区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及主要矿产远景研究
.

内部报告
, 1 98 7

黎世美
·

熊耳山 地区蚀变岩型 金矿成矿模式及矿床成 因
.

豫西地质
, 19 90

,

(1 ) : 1~ 10

张振海
.

河南某地鸡蛋 坪组含金性及找金工作浅探
.

河南区 测
, 19 87 , 48 一5 0

白万成
.

豫西北部地质与金的成矿研究报告
.

19 9 2

于听
.

豫西瑶沟金矿成矿机制
、

分布规律及含矿层熊耳群形成的地质构造背景研究
.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硕士论

文
, 19 9 2

¹º»¼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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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4 0

。

‘~ ~ ~ - - 曰‘ -一~ - ~ J

匹卫
1

匹习
2

匹国
3

区亘困
4

巴四
5

1
.

安山岩 2
.

杏仁体 3
.

片理化

4
.

石英或石英岩角砾或砾石 (图中砾石等被放大 ) 5
.

强烈片理化安山 岩

图 4 安 山岩中的石英角砾或砾石 (朱家村公路旁 )

Fig
.

4 Q
u a rtz b r e e eia o r g ra v e l in a n d e site (a t r o a d

一s id e o f Zh u ji
a e u n )

综上所述
,

对于 如

此特殊的火山 岩
,

单纯

依靠地层学的研究方法

显然不够
。

为了全面了

解熊耳群的原始面貌和

后期 构造
一

热 液叠加而

发 生 的 变 质
一

变 形
一

蚀

变
,

建议采用如下方法
:

(1 )首先运用各种方法

和手段正确确定岩石类

型
,

以及该类型的变质
、

变形和蚀变特征
,

然后

按岩石类型填图
。

(2) 利用岩性填图的方法和特征性岩石类型及其空 间分布
,

确定古火山机构

及其位置
,

并尽可能研究不同期次火山喷滋特征
。

(3) 在上述基础上综合分析
,

利用明显的有特

殊意义的岩石组合
,

确定火山喷溢旋回及其特征和分布规律
,

如石泡流纹岩
、

火山角砾岩和凝

灰岩等
。

另外
,

笔者在狮子庙地区还发现多层 比较稳定的砂岩或凝灰质砂岩
,

序粒层构造明显
,

如王府沟
、

寨沟西延至冷水沟的香磨后继续西延
,

羊道的马沟 口 砂岩西延至黄 岗以西
,

东侧元

岭 9 8 0 脉钻孔中还有发现 ;火山岩中还夹有可能由泥质沉积岩 (? )变质而成的灰绿色千枚状片

岩 ; 夹有断续分布的磁铁石英岩等
,

这些地质现象综合分析喷滋旋回和研究区域构造都是可资

利用的
。

(4) 据岩性填图和综合分析
,

重建熊耳群区域火山机构和构造环境
。

3
.

2 熊耳群火山岩的含金背景问题

最初的研究者都是以熊耳群火山岩金含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金丰度来讨论含金背景 ; 后

继研究者也用相同方法收集前人资料作累计平均值来确定含金背景
。

笔者认为这种结果并不

能代表熊耳群金含量的实际情况
。

因为
:
(1) 熊耳

、

群总面积超过 1 万 km
Z ,

厚逾 6k m
,

不可能各

地区和地段含金量一致 ; 反之
,

某地金含量不能代表区域性的
。

(2) 不同期和阶段的火山喷溢物

金含量不会相 同
。

(3) 同一喷溢旋回中各种岩石类型
,

或不同喷溢旋回中各相同或相近岩石类

型金含量有差异
。

(4 )同一种岩石类型不同变质
、

变形或蚀变后
,

其金含量不同
。

(5 )同一种或

不同种岩石类型蚀变和 矿化强弱不同
,

金含量也不同
。

因此
,

利用简单的算术平均值并不能代

表整个熊茸群的金丰度
,

为了建立真正熊耳群的含金背景值
,

缩小金的找矿范围
,

有必要在重

新整理前人金分析资料的基础上
,

开展熊耳群含金背景研究
。

首先建立地区性含金背景值
,

即
:

¹ 避开蚀变带
、

变质带
,

按不同的岩石取样 ; º 同一类型岩石按同一蚀变或矿化强弱取样 ; » 同

一类型岩石按变质类型或变质强弱取样 ; ¼对不同喷溢旋回的火山岩按上述方法取样 ; ½ 对同
一类型岩石沿走向定点取样

。

将上述样品金分析结果逐项整理后综合分析
,

方能得出某一种岩

石的原始金含量及在蚀变
、

变质变形和矿化过程中金的地球化学行为
,

以及金局部富集地段
,

缩小找矿靶区
。

其次
,

在建立地区性金丰度基础上
,

逐渐扩大
,

用同样方法建区域乃至整个熊耳

群的金丰度
,

这具重要实践和理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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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对熊耳群火山岩岩石化学运用的质疑

笔者认为
,

对熊耳群形成的地质构造环境判别
,

须以地质研究为基础
,

岩石
一

岩相学研究为

依据
,

岩石化学
一

地球化学研究为手段进行综合分析
,

才能得出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

单凭收集的

岩石化学数据在有关判别图上投影而划分岩石类型
,

只能作为参照
,

不应作为主要依据
,

因为
:

(l) 熊耳群受多次构造热事件影响
,

其岩石成分必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和置换 ; (2 )前人采集的

分析样品其地点
、

层位大多不清 ; (3 )笔者对部分样品的岩石化学数据在有关判别图上投影
,

其

结果与对应薄片鉴定差别大 (表 4 )
,

甚至完全错误
,

如变质砂岩投影到流纹岩或安 山岩区 ; 硅

化安山岩投影到流纹岩或英安岩区等等
。

故单凭岩石化学定岩石类型甚至
“

双峰
” 、 “

单峰
”

不 可

取
,

需有薄片鉴定和地质特征为据
。

表 4

T a ble 4 T h e d iffe re n c es

利用岩石化学确定羊道沟张合庙组火 山岩类型时的差异

o f tyPe s o f Z h a n g h em ia o Fo r m a tio n v o l c a n ic r o c k s in Ya n g d a o g o u a c e o r d in g to

Pe tr o c h e m istr y

序序号号 样号号 标本
、

镜 下确定定 岩石化学确定定

国国国国国际地科联 (1 9 8 9 ))) 王德滋 (1 9 8 2 )))

11111 P
一
222 绢英岩化英安岩岩 流纹岩岩 英安流纹岩岩

22222 P
一
777 阳起石化硅化英安岩岩 流纹岩岩 英安流纹岩岩

33333 P
一
1 777 碳酸盐化

、

绢云母化糜棱岩化粗安岩
...

粗安岩岩 安粗岩岩

44444 P
一
2 000 绿帘石化

、

碳酸盐化杏仁状 安山岩岩 英安岩岩 英安岩岩

55555 P
一
2 222 碳酸盐化

、

硅化安 山质绿泥片岩岩 安山岩岩 安 山岩岩

66666 P
一
3 555 阳起 石化

、

绢英岩化安 山岩岩 玄武安山岩岩 拉斑玄武岩岩

77777 P一 3 666 阳起石化安 山岩岩 玄武安山 岩岩 安 山岩岩

88888 P一 3 888 绿泥石化安 山岩岩 玄武安山 岩岩 安 山岩岩

99999 P
一
4 000 中粒凝灰质砂岩岩 流纹岩岩 流纹岩岩

lll000 P
一
4 333 中粗粒凝灰质砂岩岩 粗安岩岩 安 山岩岩

111 111 P
一
5 000 强黑云母化安山岩岩 玄武安 山岩岩 安 山岩岩

111 222 P
一
5 222 绿 泥石化英安岩岩 安 山岩岩 安山岩岩

111 333 P
一
5 777 阳起石化

、

绢英 岩化安 山岩岩 玄武粗安岩岩 安粗岩岩

111 444 P
一
7 000 绢云母化

、

碳酸盐 化碎裂安 山岩岩 粗面玄武岩岩 碱性橄榄玄武岩岩

夏林析等 (1 9 9 0 )曾对某地熊耳群进行了详细和有说服力的岩石学
、

矿物学研灸后认为
,

下

熊耳群主要由钾细碧岩组成
,

中熊耳群主要由钾石英角斑岩组成
,

上熊耳群主要为钾细碧岩和

钾细碧角斑岩
。

这是否意味着广布的熊耳群 (包括西 阳河群 )中某部分属大陆裂谷的产物 ? 陈

衍景等(1 9 9 2) 提出熊耳山区的
“

熊耳群为山弧火山岩
” ,

济源垣曲的
“

西阳河群为裂谷火山岩
”

的构想是值得考虑的
,

但历史上通常视熊耳群
一

西阳河群为一整体
,

既然划出
“
山弧 型

”

和
“

裂谷

型
” ,

二者界线在哪里 ? 二者间是否存在可辨认的界面
,

二者间有何具体地质依据 ? 同样单凭岩

石化学划分是不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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