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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亚系峨眉地慢柱有关的岩浆硫化物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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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钟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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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忠
` ,

马润则
“

中国科学院矿床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
,

贵阳 55。。02 ; 2
.

成都理工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
,

成都 61 。。5 9

如果将西扬子地区古生代以来的大陆增生归结

为峨眉地慢柱活动导致的垂向大陆增生和特提斯洋

闭合导致的侧向增生的话
,

峨眉地慢柱在扬子板块

构造演化中的特殊地位显而易见 ;同时
,

峨眉地慢柱

也造就了重要和极具特色的各类矿床
。

1 峨周火成岩省的基本特征

扬子地块西部晚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
、

镁铁
一

超

镁铁质侵人岩和正长岩是峨眉地慢柱活动的直接产

物
。

根据峨眉山玄武岩的分布
,

该火成岩省的西界

为青藏高原东缘金沙江缝合线
,

向南延伸到越南北

部
,

面积超过 5 x lo
, k耐 l[]

。

层状岩体错石年龄

表明峨眉地慢柱的活动介于 258 ~ 2 63 M alz l
。

峨眉山玄武岩系厚度
、

成分
,

以及侵人岩规模和

岩石组合在空间上的规律性变化
,

反映出峨眉火成

岩省具有非常典型的同心环状分带和从早期到晚期

的岩浆作用演变
。

大型层状岩体
、

多数镁铁
一

超镁铁

杂岩体和正长岩分布在火成岩省内带 (攀西地区 )
,

外带仅有少量的镁铁
一

超镁铁杂岩体
,

如火成岩省北

缘四川丹巴地区和南缘云南金平一越南北部地区
。

峨眉火成岩省以高钦玄武岩浆活动为主
,

而在峨眉

火成岩省的内带
,

玄武岩系的中下段则出现低钦玄

武岩〔3一 5〕
。

喷出岩和侵人岩的这种分布特点都反映

了地慢柱的时空动力学演化
。

峨眉山玄武岩的地球

化学特征还揭示出地慢柱一岩石圈地慢
,

以及玄武

岩浆一地壳的物质交换 困
。

2 峨眉地帆柱 iN
一

C
u 一 《P G )E 硫化物矿床的成因类

型和分布

峨眉火成岩省的矿床类型较齐全
,

分带性明显
,

尤其是 iN
一

C u 一

( P G E )硫化物矿床的成因类型复杂
,

特点鲜明
,

分带清楚
,

是研究地慢柱成矿的理想场

所
。

峨眉火成岩省有三类矿床与地慢柱有直接关

系
:

大型 一超大型钒铁磁铁矿矿床
,

岩浆 iN
一

C -u

( P G E )硫化物矿床
,

玄武岩系内的自然铜矿
。

钒钦

磁铁矿矿床和大部分 iN
一

C -u ( P G E )硫化物矿床分

布在火成岩省的内带
,

反映出成矿效应与地慢柱的

时空动力学演化有密切的因果联系
。

然而
,

成矿作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4 0 3 7 3 0 3 0)

用与地慢柱动力学演化关系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

视
。

这大大阻碍了对地慢柱成矿作用规律的深人认

识和对该地区找矿工作的指导
。

由于篇幅限制
,

在

此探讨岩浆 iN毛
u 一 ( P G )E 硫化物矿床

。

据不完全统计
,

整个火成岩省有大小 iN
一

C --u

( R子E )硫化物矿床 10 余处
,

矿点及矿化点星罗棋

布
,

多分布在峨眉火成岩省的内带
,

侵人于元古代一

古生代地层中
。

根据矿床学特点
,

将其划分为五类
:

( 1) 与硫化物熔离作用有关的 iN
一

C u 一 ( P G E )硫

化物矿床
:

这类矿床仅发现于火成岩省北缘的四川

丹巴地区
,

代表性矿床是杨柳坪和正字岩窝
,

该区还

有协作坪
、

打枪岩窝
、

石窝棚子等矿床和矿化岩体
。

这些岩体侵人于古生代地层中
。

这些含矿的层状镁

铁
一

超镁铁岩体为玄武岩浆的通道
,

矿体产于岩体下

部
。

其突出特点是沁染状矿体硫化物含量向下逐渐

增加
,

透镜状致密块状矿体产于沁染状矿体底部或

岩体底板裂隙中
,

上覆峨眉山玄武岩有 R
一

P d 亏损

层位
,

地球化学特征显示玄武岩与含矿岩体有成因

联系v[, s]
。

这些特征表明类似于诺里耳斯克矿床的

成矿作用
。

( 2) 含钒钦磁铁矿的层状岩体内的 P G E硫化

物矿床
:

这类矿床发育于火成岩省内带
,

代表性矿床

有四川米易新街矿床和云南元谋安易矿床
。

新街岩

体侵人于峨眉山玄武岩系的下部
,

韵律层理发育
,

有

三个旋回
,

每一个旋回由下至上均由橄榄岩
、

辉石岩

和辉长岩构成
。

主要的钒钦磁铁矿层产于 I
、

n 旋

回的顶部
,

旋回 I 至少发育三层 3 ~ s m 厚的 tP
一

P d

富集层
,

P -t P d富集层的 ( P t + P d )含量为 1~ 3岁 t
。

R
一

P d 富集层仅含 1 % 以下 的硫化物
,

但同时有富

铬铁矿和磁铁矿的薄层
,

其氧化物含量为 5 % 一

15 肠
,

最高达 20 %
。

目前的研究表明
,

R
一

P d 富集层

的形成受新岩浆注人混合和氧化物的结晶作用控

制 .st ’ 。〕
。

安易岩体的 P卜 P d 富集层出现在岩体下

部
,

平行岩体底界展布
。

(3 ) 与深部熔离作用有关的贯人型镍铜硫化物

矿床
:
这类矿床数 t 最大

,

分布于四川德昌一会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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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元谋
,

以及南部边缘带的云南金平一越南北部
。

这类矿床可能是峨眉火成岩省最重要的岩浆硫化物

矿床
,

典型矿床包括会理力马河镍铜硫化物矿床和

金平白马寨镍铜硫化物矿床
。

矿床赋存于小型镁

铁
一

超镁铁杂岩体内
,

矿床的突出特点是
:
岩相分布

呈多期侵人 ;矿体常分布在岩体的侧部或中上部
,

与

其它岩相呈不协调的关系而难以用原地分离结晶解

释 ;特别是不规则的块状矿体往往贯人岩体中部 (如

白马寨矿床 )或上部 (如会理清水河矿床 )
。

这些特

点均说明硫化物的熔离发生在更深部的次级岩浆

房
,

甚至发生过不止一次的硫化物熔离作用
。

暗示

该地区 N i
一

C -u ( GP E )硫化物矿床深部找矿有巨大

潜力
。

这类矿床的出现还说明在地慢柱活动整体拉

张环境下
,

仍有可能出现局部和短暂的挤压应力
。

(4 ) 超镁铁岩床内的贫 C -u iN 的层状 P G E 矿

床
:

这类矿床的代表是产于火成岩省内带的云南弥

渡金宝山铂把矿床
。

金宝山岩床侵入于泥盆系地层

中
,

辉橄岩占岩体的 90 %
,

辉石岩呈夹层分布于岩

体的上部
。

三层 P -t P d 矿层产于岩体的中下部
,

平

行岩体底板展布
,

厚度为 4一 16 m
,

( tP + P d) 平均

含量为 0
.

9 ~ 1
.

“ g t/
,

层内硫化物含量一般小于

3 %
,

但铬铁矿的含量却可高达 9 % ~ 20 %
。

iN 和

C u

含量很低 (分别小于 0
.

2 和 0
.

3% )
,

但 ( R +

P d) 含量与 C
u
呈正比关系

。

另外还有一些 P -t P d

富集层分布于岩体上部 l[ ’ 〕
。

这些特征表明
,

金宝山

岩体为岩浆通道
,

tP
一

P d 矿层 的形成与岩浆分离结

晶
,

特别是氧化物的分离结晶作用导致的硫逸度的

增加有关
。

( 5) 与镁铁
一

超镁铁岩体边缘同化混染作用有

关的 P G E 硫化物矿床
:

这类矿床主要分布在会理一

德昌一带
,

以大槽和杨合武矿床为代表
。

岩体侵人

于元古代变质沉积岩或火山岩内
。

矿床产于小型镁

铁
一

超镁铁岩体边缘内接触带
,

岩体一般以橄榄岩
、

辉橄岩等超镁铁岩为主
,

边缘相为辉石岩和辉长岩
。

矿化沿接触带内带展布
,

特别是沿岩体底板展布
,

主

要产于辉长岩相内
。

硫化物呈稀疏沁染状分布
,

以

P G E 硫化物矿化为主
,

N i 和 C
u
的矿化范围小和强

度弱
。

( R + dP )品位一般为 0
.

3 ~ 1
.

0岁 t ,

iN 品

位一般小于 0
.

5 %
。

P G E 矿化很可能是同化混染的

结果
。

3 峨眉地棍柱成矿的时空特点

鉴于峨眉火成岩省成矿作用的上述特点和初步

认识
,

我们认为岩浆硫化物成矿作用与地慢柱的动

力学时空演化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

1) 岩浆硫化物成

矿主要发生在火成岩省内带
,

与钒钦磁铁矿床以及

低钦玄武岩的产出区域重叠
,

也是玄武岩最厚的区

域
,

显示出岩浆硫化物成矿与岩浆活动强度有关 ; 2)

内带的岩浆硫化物成矿可能主要与低钦玄武岩浆活

动有关
,

并早于钒钦磁铁矿成矿 ; 3) 岩浆硫化物成

矿不仅与低钦玄武岩浆有关
,

也与高钦玄武岩浆有

关 ; 4) 岩浆硫化物成矿不仅与岩浆分异有关
,

也与

同化混染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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