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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闽粤地区铁矿床存在三种成因类型: 海底热液喷气沉积型、夕卡岩化海底热液喷气沉积

型和风化淋滤海底热液喷气沉积型。建立了海底热液喷气沉积型铁矿床的宏观和微观标志, 探索

了新的找矿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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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人们将闽粤地区铁矿类型分为沉积变质

型、夕卡岩型 [ 1]、风化淋滤型、火山岩型等; 80年代以

来,人们从成矿物质来源及演化角度将其划分为陆

源和火山喷发源
[ 2、3]
两种类型。

笔者研究了该区不同时代、不同规模、前人已定

不同成因类型的众多铁矿床,并主要考虑以下原则:

¹ 成矿作用与成岩作用一样, 是一定地质构造背景

条件下的产物, 可反映在时代上, 甚至层位上, 但又

不拘泥于某一时代或层位,具有穿时性; º 与“矿”有

关的围岩的成岩作用, 常常可提供成矿信息,两者具

统一性; » 成矿是一个过程, 由若干阶段组成, 具序

列性。通过研究,确定本区富铁矿的生成过程具有许

多共性,其生成序列可追溯到海底热液喷气(溢)沉

积成矿作用。这个作用跨越的时间很长,从震旦纪,

一直到中生代。涉及的矿种从钨锡、铜铅锌、铁锰到

锑汞,十分丰富。

本区富铁矿的形成过程, 主要包括初始的海底

热液喷气(溢)沉积成矿和后期改造两大阶段, 成矿

的基础在前者。整个成矿历程可归纳为由三步组成

的序列(表 1) : ¹ 早期海底热液喷气(溢)沉积(与火

山活动有关或无关的)作用。形成最初的矿质聚集定

位, 是本区铁矿的初始成矿作用,是以后矿床演化改

造的基础。º 后期岩浆活动。本区已知主要是燕山期

岩浆活动的“接触交代”作用是一种重要的后期改造

作用。» 表生风化淋滤作用。改变原矿体的组分、组

构和空间定位。

表 1　成矿作用历程

T able 1　Ore-fo rming histo ry

构造背景 时代 构造特征 岩浆活动 成矿作用
成矿期后

主要作用

对已成矿床

的改造作用

大陆边缘

活动带

第三纪—第四

纪
断块差异升降 少量陆相火山

局部表生风化

淋滤

晚三叠世—白

垩纪
断块差异升降

大量岩浆侵入

陆相火山喷出

陆相火山堆沉

积为主

以岩浆热液作

用为主

接触处的夕卡

岩化作用

准地台岛
群海盆

晚二叠世—晚

三叠世

回返褶断 ( 挤压为

主)
少量岩浆侵入

以挤压变形变

质作用为主

泥盆纪—晚二

叠世

沉降局部火山 (引张

为主)
局部海底火山

海 底 热 液 堆

(沉)积

地向斜

海盆

奥陶纪—志留

纪

回返褶断 ( 挤压为

主)
少量岩浆侵入

以挤压变形变

质作用为主

震旦纪—寒武

纪

沉降部分火山 (引张

为主)
部分海底火山

海 底 热 液 堆

(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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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始成矿作用——海底热液喷气

(溢)沉积(成岩成矿)作用

海底热液喷气(溢)沉积作用出现在盆地发育的

早期, 由引张力导致的沉降阶段。这个阶段中,沉降

与张性同生断裂的活动同步。该断裂带就是壳内热

液的循环通道。通过喷气(溢)堆沉积形成矿床。这种

喷溢作用正在现代海底(热泉热卤水)进行, 提供了

类比依据, 笔者曾类比分析地球化学数据, 阐述了本

区内一些岩、矿石的热源物质和热水沉积特征 [ 4] , 本

文主要探讨它们的产出状态和矿物岩石组合特征

(表 2)。

表 2　闽粤地区铁矿床海底热液喷气沉积成矿特征

T able 2　Featur es of Sedex iron deposits in M inyue area

主要特征 沉积-喷气铁矿 火山-喷气沉积铁矿

所处区域构造位置 古断裂拗陷带和古台陷区 古断裂拗陷带和古台陷区

主要含矿层位 寒武系,中泥盆统—上泥盆统,石炭系—下二叠统 震旦系、寒武系、泥盆系石炭系—下二叠统、侏罗系

围岩及主要赋矿部

位

正常沉积的砂岩-粉砂岩、碳酸盐岩,砂岩和碳酸盐岩

相变部位为主要赋矿部位

火山喷发间歇期沉积的砂岩-粉砂岩、碳酸盐岩。砂岩

和碳酸盐岩的相变部位为主要赋矿部位

含矿建造 碳酸盐岩-铁建造、硅质岩-铁建造、砂岩-铁建造
玄武岩-碳酸盐岩-铁建造。碳酸盐岩-铁建造、硅质岩-

铁建造、砂岩-铁建造

矿床分布特征 成带、成群(矿田)产出 成带、成群(矿田)产出

控制铁矿带断裂 NE向及 NNE向深、大断裂 NE向及 NNE向深、大断裂

矿床与同生断裂的

关系

矿床就位于主级 NE (或 NNE) 向同生深大断裂与

EW(或 NEE)向次极同生断裂交汇部位

矿床就位于主级 NE (或 NNE) 向同生深大断裂与

EW(或 NEE)向次极同生断裂交汇部位

成矿古地理环境
矿床就位于古陆(或古水下隆起 )边缘浅海相或浅海

台地相的一系列局限海盆和断陷海槽中

矿床就位于古陆(或古水下隆起 )边缘浅海相或浅海

台地相的一系列局限海盆和断陷海槽中

“T”字型矿体形态及

金属分带

¹ 顶部为层状矿石相,形成层状或似层状矿体,与地

层呈整合关系;底部为热液溢口形成的交叉矿石相,

形成网脉状及角砾状矿石,与地层呈交切关系。º 金
属矿物垂直分带:下部硫化物相,中部铁氧化物相和

上部锰氧化物相;水平分带:由喷口向外为硫化物相-

铁氧化物相-锰氧化物相

¹ 顶部为层状矿石相,形成层状或似层状矿体,与地

层呈整合关系;底部为热液溢口形成的交叉矿石相,

形成网脉状及角砾状矿石,与地层呈交切关系。 º 金
属矿物垂直分带:下部硫化物相,中部铁氧化物相和

上部猛氧化物相;水平分带:由喷口向外为硫化物相-

铁氧化物相-锰氧化物相

成矿温度 110～395℃ 110～395℃

典型热液沉积岩 硅质岩、钙硅质岩、钠长石石英岩、含电气石的岩石
硅质岩、钠长石石英岩、石英钾长石鲕绿泥石岩、含电

气石的岩石

主要金属矿物 赤铁矿、磁铁矿 赤铁矿、磁铁矿

铁质来源 下伏地层 下伏地层和部分火山来源

矿石结构构造 条带状、层状、层纹状、块状 条带状、层状、层纹状、块状

喷气成因判别的地

球化学因素

岩、矿石化学成分,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包体温度、稳

定同位素

岩、矿石化学成分,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包体温度、稳

定同位素

金属矿产演化特点

寒武纪以 Fe, Cu为主, 泥盆纪以 Fe, Zn , Pb, Cu , Sb ,

Hg, W , S n, Mo, Bi 为主, 石炭纪—中三叠世以 Fe,

Mo, Au, Ag 为主。具体矿床可以其中若干(或单一 )

种金属矿产为主

元古代以 Fe, Cu, Mo, Ga, Ge 为主,泥盆纪、石炭纪—

中三叠世以 Fe, Mo, Au , Ag 为主,侏罗纪以 Fe, Cu ,

Pb, Zn, Mo 为主

典型矿床 银顶格 大宝山

　　这种成矿作用的基本特征,其一是内生物质(热

液、矿质)采取沉积这种外生方法定位,这就使其具

有沉积作用特有的成层性构造和热液作用特有的热

矿物组合; 其二是内生喷溢作用与外生沉积作用同

步进行,形成海盆中局部的高能环境,出现自生碎屑

堆积、脉状体和层状体共生的T 型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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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成层性

由层面叠置而成,是沉积形成物的标志,构成这

种宏观层的单元由小到大有: ¹ 矿体:由矿石和脉石

组成; º 容矿岩系: 主要由热液矿物组成; » 围岩: 正

常的冷水沉积物、碎屑沉积物或化学沉积物。成层性

可分为以下几类:

( 1)整合层状: 矿体、容矿岩系均呈层状,整合产

于层状围岩中,和围岩协同褶皱。这种铁质沉积层的

出现受控于盆地的发育演化。矿区内一般不见侵入

体,较少受后期改造, 铁一般不很富, 常是多元素矿

床。Mo, W, Sn, Cu, Pb, Zn, S 等可综合利用。

( 2)似层状:矿体和容矿岩系呈似层状、透镜状,

它们和围岩以整合为主。三者在矿物成分和结构上

常呈突变, 不具连续性。矿区内见有花岗岩侵入体,

是受到后期改造的矿床,矿石比较富。

( 3)局限层状: 矿体和容矿岩系呈透镜状到不规

则团块状,常与围岩明显不整合。矿体受后期花岗岩

侵入破坏,接触变质作用发育,铁品位较富。

( 4)残留层状: 矿体形态不规则,团块状、甚至角

砾状, 明显不整合, 受夕卡岩化作用强烈改造。铁品

位很富。

1. 2　层状热液矿物组合

前述 4 类成层性不同的矿床中, 容矿岩石和脉

石都是一套硅质、钙硅质岩, 有透闪石、透辉石以及

石英、碳酸盐和石榴石等。不同时代、不同成层性类

型的矿床基本都如此。

这套层状热液矿物组合特点: ¹ 具层状构造, 宏

观的和微观的层纹层带; º 发育热(液)环境下生成

的矿物: 富含气液包体的石英、透闪石(阳起石)、透

辉石、石榴石、钾钠长石、黑云母以及硅镁石、碳酸盐

等; » 伴生有萤石、电气石和磷灰石等含挥发分矿
物。按矿物成分划分为如下组合:

( 1)铁金属矿物和脉石矿物的组合。铁金属矿物

主要包括磁铁矿、黄铁矿、赤铁矿和褐铁矿。划分组

合的标志主要是脉石矿物: ¹ 铁-硅组合: 即石英和

铁矿物的组合, 广泛发育,按矿物颗粒特征分两种,

一种是粒状铁矿物与粒状石英组合, 粒度约 0. 3

mm ,两者呈网纹、层纹状叠置, 层纹厚 1 mm 左右。

另一种是铁质“胶结”自碎屑石英形成含砾铁矿层与

自碎屑石英堆集形成的硅质层相互叠置。石英碎屑

粒级由细砾级、砂级到粉砂级, 韵律层厚 1～2 mm。

º 铁-泥硅质组合:含长石(云母)的石英和铁矿物的

组合,有时见黑云母-铁组合。粒度在 0. 3 mm 左右,

层纹厚从< 1 mm 到几厘米不等。脉石纹层中常伴生

有电气石、磷灰石。此类组合较少见,仅见于大宝山

铁矿。» 铁-钙硅质组合:广泛发育铁-石英-透闪石组

合、铁-石英黑云母透闪石组合, 透闪石透辉石组合

和铁-透辉石组合。粒径 0. 5 mm 以下, 纤状矿物长

0. 5～1 mm ,常见萤石。

( 2)脉石矿物与脉石矿物的组合。在整合层状矿

床中很发育。基本组成有三类:硅-钙硅质、钙硅质和

硅-泥质, 石英-透闪透辉石组合中两者叠置粒状矿物

粒径 0. 5 mm 或更小,单纹层厚钙硅质层 0. 2～2. 5

mm ,石英纹层 1～5 mm。钙硅质组合中有透闪石与

透辉石叠置和透辉石与石榴石叠置两种,粒度< 0. 2

mm ,单纹层厚 0. 2～1 mm。

泥质组分主要出现在林湾、大宝山等与火山有

关的矿床中,无火山活动的矿床中以硅、钙硅两种组

分为主。组合矿物粒径细、具层纹状、显示粒序区别

于夕卡岩的特征。

层状热液矿物组合与正常(冷)沉积围岩在组分

上具独立性和不相容性,不存在构造不连续,两者变

质程度明显不同;组构上协调一致, 两者协同褶皱。

反映容矿岩系原生沉积形成。

1. 3　自生特征

空间上,是海底内自生; 时间上, 是同沉(堆)积

或同成岩早期自生的。其生成都是热液矿物群,生成

方式反映在容矿岩石、矿石和脉石的结构上。

( 1)鲕状和球粒状结构, 整合层状矿床中, 赤铁

矿鲕粒粒径 0. 3 mm, 微球粒赤铁矿粒径 0. 03～

0. 15 mm。

( 2)自生纤状结构或丛生结构。最常见的是透闪

(阳起)石,其次是黑云母。前者单独与铁矿物叠置成

纹层,或者丛生状与透辉石伴生。后者与磁铁矿共生

于同一纹层中。

( 3)自生粒状结构。常见的是石英和透辉石等粒

状矿物。有两种形态: ¹ 微霏细状, 一种矿物集合体

组成,粒度0. 03～0. 2 mm。不同微层的粒度不同。º

不等自形、半自形状,粒径 0. 3 mm 左右。

( 4)自生碎屑结构。碎屑的成分有硅质岩、钙硅

质岩、铁金属和泥质岩等,其中以石英呈碎屑被铁物

“胶结”最为常见。自生碎屑的产出形态有两种,一为

层状,同一种碎屑基本固定出现在一定层纹内,碎屑

粒度从细砾级到粉砂级,碎屑以石英为主; 二为非层

状堆积或充填堆积状产出, 碎屑砾级为主, 粗砾到巨

大岩(矿)砾(数米) , 碎屑即破碎的容矿岩石和矿石

为主,是早期喷溢物崩解坍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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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T”型构造

“T”型构造是指上部的层状地质体(即层状相)

与下部的筒状脉状地质体(交叉相、管道相)的同生

组合,是海底热液喷气(溢)沉积作用形成物特有的

构造(图 1、图 2) , 以银顶格铁矿床为代表。

图 1　海底热液成矿构造背景示意图

F ig . 1　T ectonic backgr ound o f formation

of the sedex iron o re deposits

　　银顶格铁矿层状相,构成纹层的是铁矿、石英或

残留的透闪石透辉石, 与容矿岩石、围岩整合产出。

管道相整体与南靖群高角度不整合,由边缘相石英

岩、过渡相角砾岩和内部相矿块角砾岩构成,不是单

纯的充填物, 而是充填→破碎→再充填过程多次反

复的结果。过渡相角砾岩形态不规则, 宽度不大, 明

显是边缘壁状石英呈角砾被铁矿物“胶结”形成角砾

状矿石。这种角砾化显示壁状石英岩形成后, 经过了

爆裂并被后形成的铁质“胶结”的过程。内部相是由

大的矿块组成的角砾岩, 大到数立方米到几十立方

米不等, 所见有两种, 一种是纹层状铁-硅组合中的

含砾铁矿层与自碎屑石英岩层叠置而成的条带状硅

铁层, 这种砾块就是近喷溢中心的层状体坍塌陷落

堆积形成的; 另一种是较富的铁矿块体被平行分枝

状、脉状硅质岩充填,脉体宽一般不大于10 cm ,脉体

内部具不等粒角砾状,而不见梳状结构,少数颗粒有

自形趋向, 与边缘相壁状石英岩的结构相同,脉体的

产状也与壁体相似(与层状体高角度切交)。这是早

期管道相内的矿石后期硅质喷气(溢)过程中开裂充

填的结果。

图 2　海底热液矿床相、带分布示意图

Fig . 2　Facies zonation of the sedex depo sits

1. 5　层状内碎屑石英岩

这种层状石英岩的特征是: ¹ 独立成层,厚几米

到几十米, 层内韵律不明显; º “碎屑”组分均为石

英, w ( SiO 2 ) = 75%～90%; » 与容矿岩系或矿层紧

邻而居其下部: ¼具有碎屑特征, 可以混有陆源物

质,但以内碎屑为主。这种富含硅层与管道相的硅壁

相呼应,同是早期喷气(溢)硅质形成的。许多矿床的

矿层下部都发育有层状石英,其结构共性是: ¹ 两级

粒度:粗粒级石英 3～10 mm 者约占 10%～30%, 细

砂级 0. 5～2. 5 mm 者约占 30%～50%; º 不规则解
离: 石英以单晶为主,也见集合体; » 不等磨圆:不同

粒级或同粒级内部磨圆程度不均一;¼无分选:一般

不定向, 不显韵律; ½ 支撑接触、充填“胶结”。

在硅质喷溢过程中, 较早喷溢中经历碎裂、剥

蚀、堆积, 如此多次反复, 形成这种几乎是单成分的

硅质内碎屑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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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含长石石英岩

岩石中的 w ( SiO 2) = 40%～50%。主要组分除

石英外有钠长石、黑云母和后期生成的白云母,有些

矿区见钾长石、堇青石。细片岩到角岩状。石英与非

石英矿物形成两种集合体, 前者在后者中呈纹带状、

透镜状、云纹状、蟹状; 后者或呈网纹状“胶结”前者。

集合体排列定向。集合体内除后期生成的白云母定

向排列外,其余组分均不定向。石英粒较粗而非石英

颗粒较细, 后者中常见有电气石和磷灰石等富挥发

分矿物。石英粒中除气液包体外, 还见长石、云母等

固态包体。

本类岩石成层状地质体成为含矿岩系的围岩并

与之横向过渡,并显示非碎屑自生特征。

1. 7　海底热液喷气(溢)沉积成矿作用

1. 7. 1　成矿阶段

可以划分出 4个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的形成

物不同, 4个阶段中有 3个阶段可以形成工业矿体:

( 1)早期硅质期: 喷溢物主要是硅质, 形成硅质

岩层(自碎屑硅质岩)。

( 2)中期硫化物期:以喷溢硫化物为主, 硫化物

品种繁多, 以 Mo, Cu, Pb, Zn,黄铁矿为主 。与之伴

生的有硅质和钙硅质岩。

( 3)晚期铁氧化物期:以形成铁的氧化物和氢氧

化物为主,有时形成菱铁矿。伴生的有硅质和钙硅质

岩。

( 4)末期锰氧化物期:沉积锰的氧化物和氢氧化

物,伴生的以碳酸盐为主。

4个阶段的层状矿产在垂向上为自下而上的有

序叠置分带, 在平面上也有分带的显示。

1. 7. 2　矿床结构相

( 1)网脉相: 地质体呈充填脉状, 以近于垂直交

切地层为特征, 或交织成网状。有铁矿也有多金属

矿,一般见于管道深部。

( 2)管道角砾岩相:一般由简单角砾岩组成, 角

砾组分几乎全部是喷溢产物, 角砾岩由铁质和硅质

两部分组成。这种角砾岩位居管道的上部,在网脉相

之上,是管道成熟的标志。

( 3)近管道相: 层状矿体的近喷溢部分, 由组分

复杂的角砾岩构成,角砾组成除喷溢物外, 常有围岩

和硅酸盐岩等, 胶结物以喷溢物铁质、硅质为主, 角

砾有双透岩、石英岩、磁铁矿、赤铁矿等。本岩相的出

现指示喷溢中心的位置。

( 4)近源层状相:许多矿床矿体的主要部分都属

于该相,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自生碎屑, 呈细粒

状到粉砂状, 一般无分选,不均磨圆, 等轴粒状的不

定向堆积, 每一种碎屑严格限制在一个薄的纹层内;

二是自生粒状和纤状矿物集合体,该层状体中有多

金属硫化物,铁和锰的氧化物、氢氧化物,碳酸盐等,

非金属以硅和钙硅质为主。形成的矿石以条带状、角

砾状为主(少数致密块状) , 是勘查和研究工作的主

要对象。

( 5)远源层状相: 即前述的钠长石石英岩层状

体, 是容矿岩系的外围晕圈, 既有热液喷溢组分也掺

入有正常沉积组分,通常不含矿或只见矿化。

2　后期改造作用

对初始形成的矿体,后期有 3种改造作用:

2. 1　岩浆(夕卡岩化)作用

是本区最主要的后期改造作用。主要是燕山期

中酸性侵入体和次火山岩。夕卡岩化的改造破坏原

来的层状构造, 发育块状、角砾状构造, 同时粗晶化,

不同组分分别集中,破坏原结构而成致密块状磁铁

矿或不规则块状、网脉状磁铁矿集合体,使原矿石富

化。

2. 2　风化淋滤作用

主要表现为变不可用的菱铁矿为氧化铁、氢氧

化铁; 碱土金属流失,形成具假象的次生石英岩, 由

于矿石和容矿岩石含铝低, 从而形成很富的褐铁矿

石。

2. 3　构造作用

后期造山运动中,矿体与地层一起形成同步褶

皱, 主要有 3种控矿褶皱构造类型。

( 1)平卧褶皱和推覆构造;

( 2)紧闭褶皱翼部片理化带;

( 3)复式褶皱的次级褶皱控矿构造,计有 5种构

造类型: 叠加褶皱、褶皱转折端、牵引褶皱、裙褶、不

协调褶皱。

上述 3 项后期改造作用都是铁矿的加富作用,

尽管不一定有外来铁质的加入, 但对富矿的形成十

分重要,特别是接触交代作用和风化淋滤作用,形成

许多中小型易选的富铁矿。

3　矿床成因类型

从矿床成因类型角度来看, 本研究区的铁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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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矿床可以分为两大类。

( 1)单成因类型矿床。如震旦系中的林湾铁矿,

寒武系中的四村、荔枝坑铁矿可以以单成因类型

——海底热液喷气 (溢)沉积矿床来概括它们的特

征。过去资料分别定为沉积变质型和夕卡岩型,主要

是认为那些层状钙硅质自生矿物是变质生成的或接

触交代生成的, 本文已论证它们属热液沉积物,这些

矿床就可用本种成因类型统一起来。

( 2)复成因类型矿床。即初始成矿加后期改造的

矿床, 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海底热液喷气(溢)沉积叠

加后期夕卡岩型,这类矿床,如果归入单一的夕卡岩

型矿床, 在成矿构造环境、成矿时代、矿质来源与控

矿条件等诸多方面导致不正确的结论。反之, 如果归

入单一海底热液喷气(溢)沉积型矿床, 在产状组构

方面,与现存矿体常常不符, 组分也明显改变, 因此,

应采用复成因类型; 第二类是海底热液喷气(溢)沉

积型叠加风化淋滤型, 同样难以用单一成因类型来

概括。考虑到夕卡岩化作用和风化淋滤作用基本上

不生成新的矿质,只是对原有矿床进行改造,不宜与

初始成矿作用并列。因此,拟分别命名为夕卡岩化海

底热液喷气(溢)沉积型和风化淋滤海底热液喷气

(溢)沉积型(表 3)。基本的类型只有一个,就是海底

热液喷气(溢)沉积型。

表 3　铁矿床成因类型

T able 3　Genetic types o f ir on or e deposits

成因类型 海底热液喷气沉积型 夕卡岩化海底热液喷气沉积型 风化淋滤海底热液喷气沉积型

生成时代特征 同生,同沉积期 叠加后生岩浆期改造 叠加后生表生期改造

产状 层状、筒状、脉状 似层状、囊状、不规则状 地表被覆状、囊状

矿石构造 纹层状、角砾状 块状、角砾状、变余层纹状 土状、残余层纹状,角砾状

矿石结构 细晶粒状、鲕状 粗晶块状 针状、粒块

主要矿石矿物 赤铁矿、磁铁矿、菱铁矿 磁铁矿 褐铁矿、针铁矿、赤铁矿

矿床示例

林湾、楼洞;

怀集大坪、四村、荔枝坑;

麻地、灰塘 (部分)、大宝山 (部分)、单竹坑

(部分)、铁山嶂(部分) ;

马坑(部分)、阳山(部分)、银顶格(部分)

藤铁、黑石岭、地豆岗、金门、将军

头、铁山嶂(部分)、汤泉、马坑(部

分)、阳山(部分)

大宝山 (主体)、单竹坑 (主体 )、

银顶格(主体)

　　按海底热液喷气(溢)沉积成矿作用的观点, 成

矿“层”不一定受某一时代的“层”的控制, 而是受盆

地发展动力态势的控制, 成矿作用活动中心受古陆

边缘纵向同生断裂和次级横向断裂交叉部位控制;

铁矿产在下部砂岩和上部灰岩的沉积界面上, 即岩

相转变部位。

运用本成矿类型找矿, 不限于“顺层找矿”,虽然

对于层状矿是重要的, 还可以由层状矿找管道矿、网

脉矿, 反之亦然。关键是运用本类型的相模式,就硫

化物矿找氧化物矿,就铁金属矿找有色金属和锰金

属矿。在粤北、湘南一带后期岩浆活动较少地段, 找

铁、锰叠加矿床有前景。本类型初始形成的主要是赤

铁矿,应注意对弱磁性异常的探索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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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石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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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FORMING FLUID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OF YONGPING COPPER DEPOSIT

TIAN Jing-hui, NI Pei, FAN Jian-guo

( S tate K ey L ab f or M ineral D eposits Resear ch, N anj ing Univ er siry , Ear th Science

Department of N anj ing Univ er siry , N anj 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Yongping copper deposit , Jiangx i pro vince, occurs in the Yejiaw an Fo rmat ion ( middle-Car-

boniferous period) . It is contr olled by Pingx iang-Leping fault depression. The ore-fo rming f luid is com-

posed most ly of sea-w ater w ith possiblely a few amount of deep derived f luid and salinit ies most ly range

fr omt 1. 5 to 5 eq. w t . %NaCl . T he metallogenesis can be div ided into three stag es: fo rmat ion of st raif ied

deposit at 220～350℃; format ion o f veined deposit at 280～360℃; fo rmat ion of sulfide-quartz stockw ork at

180～300℃. It is a Sedex-type massive sulphide deopsit similar to Kuruko-type and Cyprus-type.

Key words :　ore-forming fluid; f luid inclusion; Yongping copper deposit ; Ji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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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 STUTY OF IRON DEPOSITS IN MINYUE AREA

LI Hong-chen

( T ianj in Geological A cadeny , T ianj in 300061, China)

Abstract: 　T here are three genet ic types of iron ore depo sit s in M inyue area, ie. Sedex , skarnized sedex and

leached sedex types. The author establishes micro and macr o marks of the iron ore deposit s and develops

new philosophies o f explorat ion fo r such deposits.

Key words :　iron deposit ; genet ic type; ore-forming process; M inyu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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