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矿床地质若干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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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了苏联的矿床分类
,

也总结了对成矿区和成矿期方面的研究
。

最后
,

评述了有

关全球矿产资源方面的争论间题
,

雄辩地指出
,

人类是不会受到矿产资源短缺威协的
。

矿 床 分 类

`

苏联采用的矿床分类与其他国家稍有不同
。

按成因提出三个矿床系列
:
内生矿床

、

外生

矿床和变质矿床
。

每系列又分为类 ( g
r o u p )

、

次为型 (
e l a s s

)
、

再次为建造 ( f
o r nt a t i o n

) (表 i )
。

表 1 苏联矿床分类表 内生矿床系列

系列 }
{液体不混溶 `熔离 ’

岩 浆 }早期岩浆 (堆积 )

l 晚期岩浆 (熔融或岩浆后期 )

伟 晶 岩

碳酸盐岩 …
矽 卡 岩

}
蔽藉二会… 一一

—英岩 …
液

{
黄 铁 矿 …
红土

砂矿

沉积

残余
淋滤

变
质

进一步细分为七类
:

岩浆类
、

伟晶岩

类
、

碳酸盐岩类
、

矽卡岩类
、

钠长扮岩一

云英岩类
、

热液类和黄铁矿类
。

( 1 ) 岩浆类
:

有主要产在科拉 半 岛

和西伯利亚的液体不混 溶 型 ( 熔 离 型 )

铜镍硫化物矿床 , 西伯利亚含金刚石的金

伯利岩型 , 乌拉尔的铬铁矿以及早期岩浆

(堆积 )型钦磁铁矿
。

岩浆类还包括晚期岩

浆型 ( 岩浆后期的或熔融的 ) 基比尼岩块

(科拉半岛 ) 中巨大的铬铁矿
、

钦磁铁矿

和磷灰石矿床
。

(
`

2 ) 伟晶岩类
:

包括在伯西利亚
、

乌

克兰
、

斯堪迪纳维亚地盾东部结晶的前寒

武系伟保
,
岩型云母矿床和稀有金属矿床

。

( 3 ) 碳 酸盆岩类
:

主要是指 1 9 5 0年以

来在苏联西 北部和东部发现的矿 床
,

包 括

铁
、

磷灰石
、

金云母
、

稀有金属和稀土矿床
。

( 4 ) 矽卡岩 类
:

其矿床种类繁多
。

包

括乌拉尔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铁矿
,

中亚和远东的钨矿 ( 白钨矿 )
,

高加索和远东的硼矿
,

以及铜
、

钻
、

锡和稀土矿
。

( 5 ) 纳长珍岩和云 英岩类
:

其矿床形成一种含稀有金属的特别型
,

如锡
、

钨和钡矿
。

它

们产于哈萨克斯坦
、

外贝加尔
、

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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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热液类
:

该类矿床不是根据成矿 作用中的温度细分
,

而是进一步划分为深部 成因

的
、

火山成因的和非岩浆成因的三类
。

它们包括主要产在高加索
、

乌拉尔
、

中亚
、

西伯利亚和

远东北的显生宇地槽褶皱带杂岩体中著名的非铁金属矿
、

稀有金属矿
、

贵金属矿以及放射性

金属矿
。

( 7) 黄铁矿类
:

由与乌拉尔
、

鲁德内一阿尔泰
、

高加索以及中亚地槽蛇绿岩伴生的铜
、

铅和锌矿床组成
。

外生矿床系列

包括三类
:

( 1) 红土类
:

细分 为残余型矿床和淋滤型矿床
。

残余型的典型代表是在南乌拉尔风化的

古生代脱 玻一纯橄岩质 ( a p 。 一
d u in it c ) 蛇纹岩中的镍硅酸盐矿

。

苏联的红土型铝土矿 是 不

典型的
。

自然硫是淋滤型中特有的矿床类型
,

它产于伏尔加盆地
、

中亚和喀尔 巴吁山北坡含

硬石膏的碳酸盐中
。

( 2 ) 砂矿类
: 主要以发育在苏联东部第四纪含金的冲积相 (水道

、

河谷
、

阶地和三角洲 )

矿床为代表
。

现代海滩砂矿并不典型
,

但在苏联的南部和北部找到了古生代和第三纪的钦铁

矿
、

金红石和错石类矿床
。

( 3 ) 沉 积类
:

它包括铁
、

锰和铝 ( 铝土矿 ) 矿床
。

古生代沉积铁矿产在 鸟 拉尔
、

哈萨

克斯坦
;
侏罗纪沉积铁矿产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地台

,

而新生代同类矿床则产在克里米亚的

刻赤半岛
。

古生代沉积锰矿床以著名的高加索奇阿图拉矿床和乌克兰尼科波尔矿床为代表
。

最重要的铝土矿是乌拉尔泥盆纪铝土矿
。

变质矿床系列

包括产在乌克兰 (克里沃罗格铁矿区 ) 和俄罗斯地台 (库尔斯克磁异常区 )中元古代 巨大的

含铁石英岩型矿床
。

包括在变质矿床系列中的
,

还有广泛分布的主要为含云母的伟晶岩矿床
。

成 矿 时 期

苏联具有从太古代到全新世各个地质历史阶段形成的岩石建造
、

地质构造和矿床
。

在内

生矿床的演化中发生了两起主要事件
: 一是 3 8 0 0百万年前

,

玄武岩类组合和变质伟晶岩的岩

浆型矿床和黄铁矿型矿床开始形成 , 二是 2 5 0 0百万年前
,

岩浆期后花岗岩类矿床 第 一 次 出

现
。

玄武岩类组合的典型代表是铬铁矿
、

钦磁铁矿和铜镍硫化物的岩浆矿床
。

另一方面
,

花

岗岩类杂岩体却是以岩浆期后的伟晶岩型
、

钠长扮岩型
、

云英岩型
、

矽卡岩型和非铁的
、

稀

有金属
、

贵金属以及放射性金属的热液型矿床为特征
。

这些矿床重复出现在较晚的地质时代
,

玄武岩类成矿于地壳引张阶段
,

而花岗岩类矿床形成于挤压的时期中
。

这种脉动规律的重复

出现
,

使我们有可能把矿床形成的历史分成为十个成矿期 ( 图 1 ) :

科兰期 ( 3 80 0一 2 8 0 0百万年 ) 标志着与绿岩带和花岗岩一片麻岩弯丘伴生的最古老的内

生矿床开始形成
。

白海期 ( 2 8 0 0一 2 3 0 0百万年 ) 包括了原始地槽阶段的前半期和相应的古地槽的产生
。

卡累利阿期 ( 2 3 0 0一 1 8 0 0百万年 ) 标志着原始地槽鼎盛和衰退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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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生矿床建造历史

戈斯期 ( 1 8。。一 1 5 0 。百万年 ) 是活跃的内生矿化作用中暂时平静的内地槽时期
。

格连维拉期 ( 1 5 0 0一 1 0 0 0百万年 ) 为地槽区重新活动时又开始的一个新的阶段
。

贝加尔期 ( 1 0 0 0一 6 0 0百万年 )
、

加里东期 ( 6 0 0一 4 0 0百万年 )
、

海西期 ( 4 0 0一 2 5 0百万

年 ) 以及启莫里期 ( 2 50 一 1 00 百万年 )
,

它们是以壮年期地槽的矿化作用来区分
。

阿尔卑斯期 ( 小于 10 。百万年 )
,

它以控制内生矿石建造
、

引起断裂构造发生发展 的地

槽活动性的中止为特征
。

通过这一漫长的历史
,

自岩浆作用在各处反复出现以来
,

还没有一个内生的类型经历了

任何性质上的显著变化
。

玄武岩类矿物组合形成于每一阶段或时期的开始
,

结束于花岗岩类

组合的终止
。

典型的内生矿床的类和型
,

形成于整个地壳演化阶段中
,

从成矿时期的早期到

晚期
,

均无明显变化
。

矿床形成的环境

内生矿床不仅形成于活动地槽向固定地台转化的时期
,

而且形成于其他的地质环境中
。

可以划分四大区域
:
地槽区

、

地台区
、

向大洋过渡 区以及大洋区
。

V
·

V
·

别洛乌索夫 ( 1 9 7 6)

提出
,

每一区域的特点是具有不同的岩浆分异程度 以及相应的矿床富集程度 和 矿 床 序列
,

而矿床序列则与一整套递减的生成岩浆的壳下系统相一致
。

地槽区是以最完整的和最广泛的从超基性到超酸性岩类的岩浆分异和最丰富的矿化作用

为特色的
。

在苏联
,

加里东
、

海西
、

克里米亚和阿尔卑斯的全地槽旋回的特点是具有下述最

重要的岩浆建造和与之伴生的内生矿床
:

含铬铁矿和铂族岩浆矿床的纯橄岩类 ,

含钦磁铁矿岩浆矿床的辉石岩类
,

含铁铜矽卡岩矿床的斜长花岗岩类多

含铜
、

锌和铅黄铁矿型矿床的玄武岩一流纹岩类 ;

含稀有金属的伟晶岩型
、

钠长扮岩和云英岩型矿床的花岗岩类 ;

含非铁
、

稀有和贵金属的深成热液矿床的花岗斑岩类多



含非铁
、

稀有和贵金属的火山成因热液矿床的安山岩一流纹岩类
。

地台区的特 征是岩浆分异的范围较小
。

在西伯利 正地台和有关的古生代和中生代的构造

一岩浆活动中
,

可以找到
:

含岩浆型铜镍硫化物矿床的暗色岩类 ,

局部含金刚石的金伯利岩类
,

含铁和稀有金属矿床的碳酸盐岩类
;

含非铁金属
、

稀有金属和金的热液矿床的碱性花岗岩类 ;

活动的大陆边缘是地台区向海洋区的过渡带
。

在苏联
,

火山岛弧以太平洋的西部边缘为

代表
,

那里的特点是矿床范围狭窄和更为有限的岩浆分异
。

与玄武岩一安山岩岩浆作用有关

的主要是无火山成因意义的热液矿床和非铁金属的黄铁矿型矿床
。

最后是有原始玄武岩的太

平洋大洋区
,

它仅含有黄铁矿矿化作用的痕迹
。

全球矿产资源评述

从地球中提取的金属 比例一直在增长中
。

例如 1 9 6。一 1 9 8 0年间
,

世界铜产量 的增长超过

了两倍
,

而同期内锌增长了 1
.

85 倍
,

铅增长了 1
.

4倍
。

有人认为矿床中金属的储量可 能 会迅

速下降
,

但奇怪的是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

相反
,

其储量一直在增加
。

举例来说
,

一方面全球

铜产量在 1 9 6 。一 1 9 8 0年间增加 3 00 万吨
,

另一方面总 的储量反而增长了 2 8 0 0 0万吨
,
储量的增

长是产量增长量的 1 00 倍之多
。

在五十年代
,

人们曾估计铜的储量只能持续开采 3 0年 (到八十

年代 )
。

但是三十年 已经过去
,

储量还可再开采 55 年
。

对这种似乎是矛盾的事情可以这样来

解释
,

商业性矿产储量一直在持续不断增长
,

一般是由于金属 品位低而储量大的新 矿 床的发

现
。

例如
,

美国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
,

苏联从三十年代 以来
,

小而富的脉状铜矿床已被

大型低品位斑岩铜矿所代替
,

后者在产量和储量方面都一直是增长的
。

另外
,

层状矿床也一

直有新的发现
,

品位低储量大含铜黄铁矿型矿床己变得十分重要
。 ·

因此
,

在十九世纪初时
,

铜的开采品位是 10 帕
,

到 1 8 9 。年为 5肠
, 1 9 1。年为 2肠

, 1 9 3。年

为 1
.

5肠
,

而在 1 9 8 0年
,

甚至下降到。
.

3 肠
。

在上述 同一时期
,

世界铜储量至少增 加 了 4 0。。。

万吨
。

因此
,

当铜的品位下降时
,

储量的增长则超过 了增长中的金属产量
。

在勘探大型低品位金属矿床中
,

采矿业的利润也 已经增加
,

这是因为开采大量矿石使得

人们有可能引进新的更有生产效益的采矿和选冶技术
,

特别是从地下把矿石运到露天采矿区
。

当然
,

在 已查明的世界的矿床中
,

可利用的金属只占金属总量的很小比例
。

正如地壳中

的元素平均丰度所表明的那样
,

大部分金属分散在整个岩石 中
。

例如锌
、

铜和铅的克拉克值

分别为。
。

62 肠
、 0

。

0 1肠和。
。
0 0 1 6肠

,

这些值大约比经济矿床中金属平均含量的百分之一还要

低
。

像这样分散的金属储量是极大的
。

于是
,

所有 已知矿床中锡的已知储量仅相当于 30 立方

公里中岩石的平均含锡量
。

对 于铝和锌的储量来说
,

相当于 2 00 立方公里的含量 , 铜相当于

80 0立方公里的含量
。

因此
,

依靠改进采矿和选冶技术
,

我们将能开采更多的金属含量更低的岩

石
,

以便能永远地满足我们的需要
。

人类肯定不会被矿产资源的短缺所吓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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