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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实际工作 中的体会，探讨 了与岩浆有关的热液矿床矿体赋存部位与岩浆岩类型、矿种类 

型及构造 开放 条件的 关 系，并运 用连通器原理 ，解释 了一些矿 田中常见 的矿体等 高性 的成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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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岩浆有关热液矿床矿体赋存部位的研究 。有 

重要 的预测和找 矿意义 。矿体 是赋存在岩体 内还 是 

在岩体外?如果 矿体是 全部赋存在岩 体外 ，矿体距岩 

体的远近如何?如果矿体是全部赋存在岩体 内，矿体 

距 岩体顶面 的远 近如何?如果 矿体 部分赋存 在岩体 

内 ，部分 赋存在岩体外 ，二者 的 比例 如何 ?矿体根 部 

和头部的位置在 哪里? 以上这 些问题都是在 成矿 预 

测和找矿 中经 常遇到 的实 际问题 。本文结合作 者在 

实际工作 中的一些体 会 ，对上述 问题作 一探讨 。 

1 岩浆岩类型与矿体赋存 部位 

不 同类 型的岩 浆岩 其形 成深 度有 明显 的差异 。 

如 ：火 山岩大多形成 于地表或近地表 环境 ，斑 岩形成 

深度一般较浅 ，而花 岗岩则形成深 度较深 ，是大家公 

认 的事实 ；与火 山岩有关 的热液 矿床 明显受 火 山机 

构控制，矿体主要赋存在火山岩内，少数在其附近的 

火山一沉积岩中；与斑岩有关的热液矿床其矿体赋存 

部位 大多是 在岩体 的内外接 触带 ，而 与花 岗岩有 关 

的热液矿床其矿体赋存部位主要是在岩体外，个别 

的可 以在 岩体 内。其原 因可能决 定于含 矿流体 的分 

离作 用和成 矿时 的封 闭开放 条件 ：火 山岩 浆在 近地 

表 喷 出时压 力骤 降 ，含矿 流体迅 速在 近地 表 达到饱 

和而沸腾 ，由于和周围环境压差很小，矿体主要赋存 

在火 山岩 内，成 岩成矿 的时间差也很小 ；斑岩浆侵入 

于地 壳浅部 ，含 矿流体在 浅压下 达到饱 和而 沸腾 ，当 

裂 隙发生 时 出现 较小 的压 差 ，矿体 主要 赋存在 斑岩 

的内外 接触带 ，成岩成矿 的时间差较小 ；花 岗岩浆侵 

入 于地 壳较深部 ，含矿 流体 在较高压力下分 离出来 ， 

当裂隙发生时出现较大的压差 ，矿体主要赋存在花 

岗岩体 外 ，成 岩成矿 的时间差较大 。因此 ，在 同一地 

区对同一 矿种 同一类 型 的热液 矿床 而言 ，可 以根据 

岩体的侵位高度来判断矿体是赋存在岩体内还是岩 

体外或估计二者的内外比例。如在金堆城钼矿区，有 

与 成矿有关 的金 堆城 和两 叉 沟两个 花 岗斑 岩体 ，二 

者均沿北 西 330。方 向展 布 。金堆城 花岗斑岩体 面积 

较大，侵位较高；两叉沟花岗斑岩体面积较小，侵位 

较低 ，只是在 矿 山开采过程 中才被揭露 。相 应地 ，与 

金堆城花岗斑岩体有关的钼矿化，除了在岩体外接 

触带中的钼矿化以外 ，还可以见到岩体 内接触带中 

的钼矿化 ，而与两 叉沟 花 岗斑 岩体 有关 的钼矿化 则 

主要在 岩体外 。 

2 矿种类型与矿体赋存部位 

对同一岩浆岩体来说 ，不同矿种相对于岩体常 

常表现出明显的分带性 ，这对判断矿体赋存部位和 

矿体 的头和尾很 有意义 。如从斑岩铜矿床一斑 岩钼 

矿床一斑 岩钨矿床一斑 岩锡矿床 的深 度渐浅 。对于 

一 个斑岩矿床来说 ，铜 、钼 、钨、锡等成矿元素也有类 

似的深度分带口]。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所说 的“正向 

分带 ”和 “逆 向分带”，实 际上是笔者提 出的“对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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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 特 殊 情 况 。如 西 华 山 钨 矿 中 的 典 型 矿 脉 

(299 矿脉)的矿石分带长期有“正 向分带”还是“逆 

向分带”之争。笔者通过较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在西 

华山区别出“岩浆”和“渗浸”两类花岗岩。前者以似 

斑状中粒黑云母花岗岩(y )为代表，后者以中粒浅 

色花 岗岩 (Tb)为典 型 ，二者 间有似 伟晶岩壳相 隔。研 

究表明，成矿与中粒浅色花岗岩有关，矿脉的展布主 

要 受 中粒 浅色花 岗岩 (y )与似斑状 中粒黑 云母 花 岗 

岩 ( )接触 面 的控制 3]，矿 脉 中矿 石 的分带 实 际 也 

以这 一接触面为准 。在接触 面上方 ，矿 脉 中向上 的矿 

石先是以黑钨矿(硅铍石、铍榴石、绿柱石 、锡石)为 

主 ，然 后是黑 钨矿 、辉 铋矿 、辉 钼矿 、磁 黄铁 矿 、黄铁 

矿等矿石组合 ，再向上(如 745中段)可以见到较多 

的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毒砂、闪锌矿等 ，即表现 

出正 向分带 的特征 。在接触 面下 方 ，矿脉 中向下 的矿 

石先是 以黑钨矿(绿柱石、锡石)为主，然后 是黑钨 

矿、辉铋矿、辉钼矿、磁黄铁矿、黄铁矿等矿石组合 ， 

再 向下 ，在矿 山开采 299 矿脉到 431中段和 378中 

段时，笔者正在矿山考察，观察到其中有较多的黄铁 

矿 、黄 铜矿 、方铅 矿 、毒砂 、闪锌矿 等 ，即表 现 出逆 向 

分带的特点。因而 ，随研究和开采程度的提高 ，笔者 

得 出了“对称 分 带”的认 识 ，再 通过 西华 山一大龙 山 

成矿分带性的比较，进一步认识到一般所说的“正向 

分带”和 “逆向分带”实际上是“对称分带”的特殊情 

况。与类花岗岩有关热液矿床分带究竟表现为正向 

的还是逆向的，主要决定于岩体侵位的高低。对于一 

些侵位较高的岩体(如西华山)，伴随中粒花岗岩体 

的结 晶裂 隙顺次 向下 张开 ，分带 可 以表现 为 以逆 向 

为主；对于一些侵位较低的岩体(如大龙山)，裂隙主 

要是在岩体外顺次 向上张开，分带可以表现为以正 

向为主。在岩体中，如 230中段和 180中段，矿脉中 

矿石分别为钨、锡和钨、钼组合，显示逆向分带的痕 

迹 。显 然 ，“对称分带 ”的认识 ，对于判断 与岩浆有关 

热液矿床矿体的赋存部位是有实际意义的。 

3 矿体赋存部位与连通器原理 

与岩浆有关热液矿床矿体的赋存部位，常常表 

现出某种程度的等高性 。如西华山、木梓园、大龙山 

钨矿 床分别是与一个 北东 向延展 的燕 山期 花 岗岩基 

3个突起有关的钨矿床。3个突起顶面的高度向北东 

方向依次降低 ，而有关含钨(钼、锡)石英脉矿体在西 

南方向的西华山一荡坪主要赋存于岩体内，在木梓园 

赋存于岩体内外，而在北东方 向的大龙山则主要赋 

存于岩体外，矿化的顶端大致在相近的标高上。再如 

小秦岭金矿田中的含金石英脉等距地分布于文峪花 

岗岩体的外围，花岗岩体标高以老鸭叉为核心，向西 

和 向东 分别 降低 。与之相适应 ，矿化类 型虽有石英脉 

或构造蚀变岩型的变化 ，但其标高却大体相等。如文 

峪含金石英脉大体赋存在1 524～2 014 m标高，金 

洞岔含金石英脉大体赋存在1 759～2 034 m标高 ， 

等等 。 

上述 现象 可 以用连 通器原理来解 释。在一个连 

通的容器 中，只要环境 的压力相等 ，容器 的液 面有一 

定的高度。以西华山、荡坪、木梓园、大龙山钨矿 田为 

例，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连通的热液系统 。前已述及， 

在西华山可以区别 出“岩浆”和“渗浸”两类花岗岩， 

后者与成矿有关，在花岗岩浆演化后期可以形成富 

含挥发分和含矿组分的熔体一溶液。在相对封闭条件 

下 ，这些熔体一溶液可以保存并浸泡于亚固相的花岗 

岩粒间，一旦出现相对开放的条件，熔体一溶液 向裂 

隙渗浸一注浸而汇集一分馏 ，从而导致矿脉和岩脉的 

形 成 。笔者在西 华 山曾见到一 条含矿 的石英脉切过 

中粒浅色花岗岩(y )与似斑状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y )的接触面，接触面上下脉旁蚀变呈现对称 的形 

状 。即接触 面上方为开 口向上 的抛物线 形 ，并 出现显 

示 水分不 足 的内钾化 带 ，而接 触 面下方 为开 口向下 

的抛物线形，且代表水分与挥发分的云英岩集中于 

蚀变带之内部。根据矢量分析原理，接触面上方开 口 

向上的抛物线所代表的和矢量 ，可分解为向上和向 

外的两个分矢量 。即：接触面上方流体的运移是向上 

和向外发散的，反映流体沿矿脉向上和向外的发散 

流动；类似地，接触面下方流体的运移是向上和向内 

聚集的，由此可见确实存在粒间熔体一溶液向矿脉的 

汇集和运移。因而，成矿时由于存在粒间熔体一溶液， 

西 华 山、荡 坪 、木梓 园 、大龙 山钨 矿 田可视 为一个 连 

通器 。对 于一个矿 田来说 ，成矿 时地形起伏可能不会 

有太大变化。因而，由于西华山热液柱高而大龙山热 

液柱低形 成压差 ，导致 大龙 山花 岗岩粒 间 的含矿 流 

体 向上进入围岩的裂隙中，而形成与西华山矿脉大 

致等高的矿脉。 

4 矿体赋存部位 与构造开放 

矿体赋存部位常受构造开放条件控制。简单的 

说 ，成矿 必张 ，即矿质 的沉 淀必须要 有一个相 对张性 

的环境。在一个造山带 ，其挤压、碰撞过程可以有成 

矿物质 的运移和聚集，但矿床形成往往是在造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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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隆升期或其后。对一个剪切带 ，韧性变形带往往有 

利于矿质的运移，脆性变形带往往有利于矿质的沉 

淀，以及矿床往往富集于断裂交汇部位和分支部位， 

是众所周知 的事实 。如西 华 山钨矿有矿 脉 600余 条 ， 

其走向有北东东和近东西向两类 ，前者主要分布于 

北区海拔较高的几个中段 (即 745~594中段)，后者 

主要分布于南区海拔较低的几个中段(即 378～230 

中段)，而在 中区 (即 438～ 431中段 )两类 矿体 频繁 

交切 。虽然 近东西 向的矿 脉较少 ，但其 10余条 富矿 

脉却集中了全矿约一半的储量。结构面力学性质的 

研究表 明[4]，北东 东向矿脉 主要是压扭 性的 ，近东西 

向矿 脉 主要 是张 扭性 的 ，反 映成矿 时构 造开 放条件 

对矿化贫富的控制。应该指出，矿质的运移、聚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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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笔者关于与岩浆有关热液矿床矿体赋存 

部位的几点粗浅认识。在实际找矿中，矿体赋存部 

位 的研 究是很 重要 的 ，尽管现 代化 的测试 手段 为人 

们深入认识问题开辟了许多新途径 ，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还是需要地质研究并且要注意其区域性和系统 

性 。因此，这个虽老但却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还需 

要引起足够 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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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e—·body location of hydrothermal deposits related to mag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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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of the ore—body location to types of magmatic rocaks，ore kinds and open—closed 

conditions of geological structures in hydrothermal deposits related to magma is discussed，and the origin 

of the equihighness of orebodies，which is a common sight in some deposits，is interpreted applying funda— 

mentals of the U—like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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