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 金
、

锑
、

锡 矿 床 近 矿 触 变

围 岩 含 金 性 探 甜

胡 然

一
、

矿床地质概况

本区含矿石英脉
,

赋存中板溪群紫叙色板岩中
,

沿层朋刹离裂隙充琪
,

呈似层状之脉状矿体
。

受张开

倾伏式小褶数的控制
,

矿化富集于小褶数轴部 特别

是小背斜轴部
。

走向不大
,

倾斜特大
,

一般的倾斜

延深大于走向五到六倍
,

形成瓦形矿柱
。

矿化可分三

个阶段
,

第一阶段为石英白鹅矿化阶段
,

主要产物石

英
、

白钨
,

其次有黄跌矿及少量的 自然金和鹅敛矿
。

第二阶段为石英硫化物矿化阶段
,

主要矿 物 是 辉 锑

矿
、

自然金
、

石英
、

黄跌矿等
。

最后为碳酸盐矿化阶

段
,

仅有碳酸盐矿物产出
。

具有工业意义的矿物有白

锡矿
、

辉鲜矿和 自然金三种
。

在石英脉 中
,

均具有单

独开采的价值
。

二
、

围岩触变

一 围岩性质及触变种类和规模
。

石英脉赋存于捐云母
、

褐跌矿板岩中
。

板岩呈桨

征色或灰紫色
。

受桩微的变质作用
,

具弱棘箱光泽
。

层理构造明显
,

单层厚 至 公分不等
。

紫 赶色 板

岩中
,

主要矿物成份有捐云母
,

彼此平行排列
,

含量

在 以上 石英一般含量在 左右
,

呈扣粒星散

状分布 褐跌矿合量 一
,

均匀污 染于拍 云 母

中 碳酸盐矿物在板岩中
,

普遍发育
,

但在中上部层

位中合量较高
,

局部层位中
,

夹有 一 层
,

每 层 厚

一 公分的扁豆体状的碳酸盐矿物
。

桨杠色坂岩的几种主要化学成份的平均含量二 二

氧化矽 氧化镁 氧化 钙 三

氧化二跌 氧化亚跌
。

近矿脉两侧之板岩
,

由于受到热液的影响
,

有退

色化
、

黄跌矿化
、

矽化
、

碳酸盐化
、

椽泥石化等触变

砚象等
。

这些触变就称为触变带
。

矿区由 条触变带

粗成
。

触变最强者为
、 、 、

四条触变带 其次
,

为
、

号触变带 最弱者
,

别为
、

号触变带
。

二 几种主要触变的特征

退色化 本区主要触变之一
,

广泛发育于石英

脉及成矿裂隙两侧
。

退色化触变的产生
,

系紫杠色板

岩
,

在矿化过程 中
,

受到热液的作用
,

使其中原来较

为均匀分布的高价敛
,

一部份被还原为低价铁 一部

份则集 中形成黄攀矿
。

原柴杠色板岩中
,

三氧化二跌

及氧化亚跌平均含量分别为
、

樱退色

触变以后
,

三氧化二敛与氧化亚铁
,

平均含量分别为
、 ,

高价跌减少
,

低价铁相对增高
。

所

以
,

由紫杠色退色而变成黄褐
,

黄白或微肉征色
。

但

是板岩原来的桔构
、

构造仍然保存完好
。

退色化触变

的强弱和宽度
,

与矿脉厚度
,

矿化强度
,

围岩的裂隙

发育程度
,

有成正比的关系
。

由于触变强弱不同
,

退

色化可晃明显的分带砚象
。

第一带
,

紧靠 脉壁厚 一

公分范围内为黄褐色 第二带位于第一带外侧
,

厚

一 。公分
,

多为黄白或淡黄色 再向外 为 第 三

带
,

呈肉征色
,

并渐变为柴缸色板岩 图
‘

一般

只兑有二
、

三带
。

在退色化中重迭有 黄 铁 矿 化
、

矽

化
、

撇泥石化
、

碳酸盐化
。

黄铁矿化 黄敛矿产出于脉壁两侧的退色化蚀

变板岩第一
、

二带中
,

分布普遍
、

稳定
。

但其强弱变

化救大
,

平均含黄跌矿 左右
,

局部地段 可达

以上
。

由于矿床的矿化具多阶段性
,

因而每一矿化阶

段所产出的黄跌矿
,

在产出形态
、

粒度大小及其桔晶

的完整都各不相同
。

石英白鹅矿化阶段所形成的黄跌矿
,

主要是在退

色化过程中
,

板岩中的铁与矿液中的硫粗成星点状黄

敛矿
,

均匀分布于板岩中
,

呈五角十二面体桔晶 占

以上
,

极少数为立方体
。

粒度以粗
、

中粒为主

道径 。 毫米
。

石英硫化物 矿化阶段 形成 的黄

跌矿
,

它 沿退色化板岩之裂隙和层理面充琪或者交

代
,

呈翩脉状和条带状产出为特征
。

除少部分为五角

十二面体桔晶外
,

大部分桔晶不完整
。

粒度以耙粒为

主 直径 。 毫米
,

部分为 中粒 直径 一 毫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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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列
,

大致可分为 矽化分黄敛矿化令碳酸盐化峥椽

泥石化
。

这种分带清晰之处
,

在矿区内见及还是较少

的
。

从各种触变形成的次序来看大致是 退色化 。黄

敛矿化令矽化分椽泥石化令碳酸盐化
。

根据它们空简

分布及伴生关系 表 和形成的先后次序 表

歹表如下

表

图 退色化触变分带示惫图

一黄褐色触变 一黄白或淡黄色蚀变 一肉

杠色锹变 一紫杠色板岩 一石英脉

黄跌矿化在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都具有明显的强

弱分带
。

在紧靠脉壁上下两侧富集
,

越离矿脉越远
,

剧渐趋微弱
。

在水平方向上
,

随着退色化触变的强弱

不同
,

而黄敛矿即随之变化
,

两者有呈正比的关系
。

黄铁矿的产出形态不同
,

在退色化蚀变板岩中的富集

位置亦有区别
,

近脉壁部位
,

星点状
,

条带状及翎脉

状三种混合产出
,

远离矿脉
,

则仅见有 星点 状 的 分

布
。

矽化 矽化分布范围广泛
,

从矿脉边椽直至紫

征色板岩中均有出现
,

但不稳定
,

同时以近矿脉部位

相对较强
。

矽化作用以充琪方式为主
,

石 英 呈 耙 脉

状
、

棚粒状充瑛或星散分布于箱云母中 其次为交代

方式
,

即不规则之石英及石髓交代栩云母而成
。

总的

靓来
,

矿区的此种触变是很微弱的
,

这与围岩的性质

有关
。

碳酸盐化 在蚀变板岩中的碳酸盐矿物为 白云

石和方解石
,

产出形态呈圆粒状集合体或栩粒状较为

均匀分布为主 其次为不规则的翩脉或条带穿捅
。

此

种触变在空阴上来看是分布在矽化
、

黄铁 矿 化 的 边

椽
。

称泥石化 椽泥石在矿脉与围岩中均有出现
,

但不稳定
,

而且较性微
。 ’

色常与碳 酸盐 矿 物一起 伴

生
,

呈暗椽或浅椽色的麟片状
,

星点状分布
,

有的期

呈条带状产出
。

一般的有椽泥石出现
,

只予示着矿脉

即将尖灭
。

三 各种触变的相互关系

退色化他变由于强弱不同
,

而可以根据其颜色深

浅分带
。

黄跌矿化
、

矽化
、

碳酸盐化
、

椽泥石化之阴

就无明显的分带
。

它侧在空简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

而且是此起彼伏
,

互相重迭
,

相互影响而伴生在一起

的
。

但是就它们距离矿脉远近
,

在退色化触变范围内

矿矿脉脉 围 岩岩
退退退色化板岩 柴杠色板岩岩

子 二弋 一一 ,,, 二二
矽矽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聋聋铁矿化化 二二 二二二

炭炭酸盐化化 二
翻翻一

涤涤泥石化化 诊

⋯ 二二二

一
主要蚀变范围

⋯袒微蚀变范围

表

会会
矿了了匕阶段段

石石石英白鹅阶段段 石英英 碳酸盐阶段段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硫化物阶段

邑邑化 翻 目 日

二二二
列列匕

一一

没没矿化化 。

二 叫叫
日 目目目

泥泥石化化

⋯⋯
的 月 胜胜一一

二二
酸酸盐化化 。

科科
日

触变主要
产出阶段

敛变次要
产出阶段

三
、

金与各种触变的关系及斌存状态

触变板岩中金的矿化
,

主要是和退色化
、

黄跌矿

化
、

矽化有密切而明显的关系
。

如前所述
, ‘

自们三者

之朋又是相互联系
,

互相影晌
,

相伴而生的
。

普遍的

规律是退色化触变强烈地段
,

黄敛矿化亦是强烈的
,

井伴随有矽化的产出
。

对退色化触变板岩中含硫量的

分析
,

换算成黄铁矿的含量
,

作出的金
一

与黄敛矿的曲

找图 图 中
,

可以看出
,

它们是很有规律的成同

升同降变化
。

当黄跌矿含量增高时
,

金的品位亦相对

增高
。

否 反之
。

从金与硫的相关系数 二 。 表

明
,

金与硫亦有密
一

切的正比关系
。

另外
,

通过黄跌矿单矿物化学分析拮果表明
,

黄

铁矿单矿物中含金品位远超过触变板岩中金品位 当

黄铁矿中合合高低
,

道接影响触变板岩中金含量的高

低
,

亦有成正比的关系 另从选出黄铁矿以后的触变

板岩含金品位看来
,

一般 很低
。

因而可以肯定这一

事实 触变板岩中的金
,

主要产于黄跌矿中
。

但也应

敲指出
,

还有极少数的金不存在于黄铁矿中
。



品位

图 触变板岩中金和黄铁矿品位

对比曲簇图

通过对黄铁矿单矿物光谱分析
,

其中合 八 一
·

一 一
· ·

一
。

从上面几种主要的杂质元素的存在和含量对

比
,

对于热液型合金黄铁矿矿床中
,

黄跌矿所含的几

种主要标型杂质元素
、 、 、

等
,

在这

里亦得到敲实
。

触变板岩中
,

黄铁矿富集地段
,

一般靓来金的矿

化是好的
。

但是根据野外观察及查料对比
,

不是所有

的黄铁矿都含金很好
。

它和不同矿化阶段产出的黄铁

矿
,

不同产出形态
,

粒度大小有关系
。

石英白魏矿化

阶段产出的黄跌矿特点是 桔晶完整
,

粒大
,

拜以星

点状浸染分布于触变板岩中
,

含金品位低
。

石英硫化

物矿化阶段产出的黄跌矿特点是 大 部分 桔晶 不 完

整
,

粒度翩小
,

井呈翘脉状和条带状充填或交代于触

变板岩的裂隙及解理面中
,

含金品位较高
。

黄铁矿粒

度大小与含金高低
,

有明显的反比关系
。

粒度大合金

差
,

粒度越小
,

含金越好 图
。

从矿山的 生产 实

矽化与金的矿化
,

既有道接的关系
,

亦有 闭接的

关系
。

所韶直接的关系
,

就是以琪充方式形成的矽化

地段内之石英韧脉 中
,

含有极少量的 自然金 而背接

的关系
,

就是矽化与黄跌矿化握常紧密 的 伴 生 在一

起
,

凡有矽化的地段
,

黄铁矿化是强烈的
,

因而可以

作为金在触变板岩中是否富集的另一标志
。

至于与其

它触变
,

如椽泥石化
,

碳酸盐化
,

通过观察
,

研究与

触变板岩中金的矿化无相依关系
。

触变板岩中的金
,

主要斌存在黄铁矿中
,

还有极

少数产于石英韧脉 中
,

在触变板岩的微裂隙中 亦发

现有微量的 自然全存在
。

表 中之 号样尾砂金品位

很高
,

从野外观察与镜下蕴定
,

敲样中石英脉发育拜

且含有 自然金
。

从其它献料的野外观察和绳下谧定查

料
,

亦发现有类似情况而得到靓实
。

通过 片光片 观察 放 大 倍
,

其 中 有

片中合黄数矿
,

但仅有 片中晃到黄 跌矿的裂隙

内有 自然金充填
,

这和黄跌矿单矿物金的化学分析枯

果对比
,

显然是不相吻合的
。

为此
,

郭臣福等同志对

孩矿区的黄跌矿进行了加温锻烧献墩
,

获得了比较好

的效果
。

锻烧 片光片 中
。

当温度达 时
,

其中

有 片黄敛矿中金的粒度增大而显示出 来成 为 可 兄

金
。

由此可兄
,

黄铁矿中的金更多的可能是呈扣粒分

散状或次显微状产出
。

另外从黄铁矿中金 可兄金

的光片粒度曲钱图 图 中的变化来看
,

大部分金

的粒度都 。 毫米以下
,

这也靓 明金是趋向扭粒

状或次显微状的
。

位数

‘盆‘

品位

践 中也 得 到 了 靓

实
。

这是因为石英

硫化物矿化阶段是

矿脉中金的主要矿

化阶段
。

合矿溶液

在分离过程 中
,

其

中的金就同辉锑矿

和黄铁 矿 相 伴 沉

淀
,

因而形成了与

这两种硫化矿物紧

密共生的关系
。

粒

度翩小
,

呈粕脉状

或条带状产出
,

又

刃

图

命贫糯喘渝笋‘

黄铁矿中金的光片粒度曲族

婚 粗粒 中粒
宜径 李 道径

琶术 一 毫
馨馨

米 毫米

图 不同粒度黄铁矿含

金品位图

是此矿化阶段形成的黄跌矿的特点
,

所以它比石英 白

始矿化阶段形成的黄跌矿含金要高得多
。

同时这是与

矿脉 中金的矿化阶段相吻合的
。

石英韧脉及触变板岩微裂隙 中的金
,

虽然合量极

少
,

却与黄缺矿中的金产出形态完全不同
,

均呈片状

或粒状的可兑金
,

远比黄铁矿中金的霜粒大得多
。

四
、

触变板岩中金的矿化与含矿石英脉的关系

围岩触变中的黄跌矿化发育强弱
,

与矿脉有密切

的相依关系
。

触变板岩中黄铁矿的分布
,

不靛沿走向

或倾向
,

随着矿脉的变化而变化
。

矿脉厚大的地方
,

黄铁矿化强烈
,

厚度亦增大 矿脉变薄或尖灭
,

它也

随之变贫变薄以至逐渐消失
。

因而黄铁矿化带形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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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脉形态完全是一致的
。

也就是触变板岩中含金矿体

与含矿石英脉的矿柱是相吻合的
。

这抬附带开采带来

了极大的方便
。

挤 狱

井弓
产

丫
藏料

了
厂门 厂二 军门

福号

、、、产、甲

儿止了件汀一
‘

口拍

图 矿脉中金
、

锑
、

鹤品位曲族

与触变板岩中金品位曲桩对比图

对矿脉中与触变板岩中同一矿化阶段产出的辉锑

矿和黄铁矿
,

分别作了单矿物的含金化学分析它俩含

金都很富
,

而且品位高低相差亦不大
。

这不是偶然的

巧合
,

而是同一矿化阶段中
,

金在两种硫化物中均衡

沉淀的桔果
。

它们不但在成因与成分上有 密 切 的 联

系
,

而且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富集也是趋于一致的
。

所

以矿脉中锑
、

金矿化好的地段
,

触变板岩内同一矿化

阶段形成的含金黄铁矿也是富集的
,

金的品位就相应

增高
,

它俏之简出现了成正比的关系 图
。

至于与

白拍矿化就无一定的规律了
。

总之
,

触变板岩内金的

富集与矿脉形态
,

厚度
,

空简位置
,

以及其中金
、

锑

的矿化强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就一体
。

五
、

桔晤

从上述的输述中可知
,

近矿触变围岩中的金
,

主

要斌存于黄跌矿中
,

它不但可以作为一种具有工业意

义的矿床开采利用
,

而且 , 由于与含矿石英脉的关系

密切
,

可以作为找寻本类型矿床盲矿脉的重要指示标

志三 同时对于相类似的矿床扩大远景
,

提供了新的找

矿意义
。

某铜镍矿区物化探工作的初步握聪

李系住绳

为了积极地寻找国家急需的镍矿资源
,

通过粽合

物化探工作方法
,

发现了脉状含矿岩体
,

袒过歇征蔽

矿体比盆状合矿岩体质量好
,

储量大
,

现将物化探工

作初步体会介貂出来供大家参考
。

一
、

地质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概况

木区位于两种性质不同的大地构 造 单 元 的街接

处
,

其阴为一课大断裂所隔开
。

区域地层主要由前震

旦耙古老片麻岩系粗成
,

出露之岩层为黑云母花岗片

麻岩
、

角丙片岩
、

角冈斜长片麻岩
、

花岗质片麻岩
、

拓

榴子石片岩
、

云母片岩
、

大理岩等
,

矿区南部被中生

代砂砾岩覆盖
。

矿区南部深大断裂长期活动
,

导生了次一毅呈侧

幕状垂直于大断裂方向之羽毛状断裂系就
,

控制了基

性
、

超基性岩体的分布
,

全区的基性
、

超基性岩体规

模不等呈串珠状和带状
,

受四个主要断裂的控制分成

四个岩带
,

其中第一岩带为成矿有望地段
。

岩体在平

面上一种呈舫捶状
,

另一种呈狄长带状
,

前者岩浆分

异完善
,

横断面多呈盆状
,

赋存有熔离型底部
、

边部

矿体
,

后者横断面多呈豚状
,

握常呈岩体即矿体
。

本区之基性
、

超基性岩体
,

多由杆辉岩
、

辉岩
、

辉长岩系列粗成
。

矿石主要由镍黄跌矿
、

黄铜矿
、

磁

黄铁矿
、

黄铁矿等
,

呈海林晶铁状
,

侵染状和微密块状

构造
。

含矿杆辉岩和杆辉岩
,

具有较强的磁性
,

而触变

辉岩等与围岩磁性差别不大
,

因此磁法可以圈定基性

程度较高的岩体
,

基性
、

超基性岩中铜
、

姑
、

镍元素

含量随着基性程度的增高而增高
,

而铜含量的增高还

与岩石中硫化物含量的富集有关
。

次生最用来初步评

价岩体的含矿性
。

矿石比其围岩
、

超基性岩具有较强

的电化学活动性和较高的极化率 含矿 杆 辉岩 刀 值

为 一 。、

合矿辉杆岩刀,

为 一 。,

富矿辉杆岩 飞

值为 一
,

用 自然电场法和激发电位能 够直接找

到硫化铜
、

镍矿体
,

对本区找矿郭价上起着重要的作

用
,

但 自然电场法在表土覆盖较厚情况下没有反映
,

因此
,

激发电位就显得有其独到之处
。

二
、

以往物化探工作情况

本矿区南部含矿岩体处于深大断裂附近
,

地表全

被复土掩盖
,

年曾在敲 区投 入 过磁法 普 查 工 作

测网 米
,

比例尺
,

发现了点异常
,

当时认为是突变点没有被注意
,

翌年考虑敲区位于一

号岩带南端有找到新岩体的可能性
,

因此
,

又投入较

大比例尺的磁法
、

次生晕 分析铜
、

镍
、

然 物化探祥

查工作
,

由于化探采样未达到层位没有异常
,

仅有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