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夹 皮 沟 金 矿 地 质特 征 及 成 矿 规 律
队 郑永生

夹皮沟矿床规模大
、

品位高
,

迄今已有

百余年的采掘史
。

多年来
,

在矿山开采和勘

探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

一
、

矿区地质概况

矿 区位于阴山东西复杂构造带东端与新

华夏系张广才岭的交汇处
。

地层 矿区内除河谷见现代冲 积 层

外
,

大部分为前震旦纪老变质岩系
。

岩层走

向一般为北 一 东
,

倾向南东
,

倾角 一
’

图 局部见折曲现象
。

区内变质岩

主要为角闪斜长片麻岩及黑云母斜 长 片 麻

岩 , 其间常因暗色矿物含量变化而形成过渡

变质相
,

如黑云母角闪斜长片麻岩
、

角闪黑

云母斜长片麻岩
。

角闪斜 长片麻岩为主要近

矿围岩
。

因受区域不 同强度及表现形式的混合岩

化作用影响
, 区 内片麻岩多被混合交代

,

形

成三种混合岩相 注入片麻岩
、

混合片麻岩

及混合花岗岩
, 组成混合杂岩

。

构造 区域某山字型构造的反 射 弧

呈北西向弧形构造纵贯矿区西部
。

次一级构

造均于其上盘 东部 成群出现
,

与主构造

成大角度交汇
,

为控制成矿及含金石英脉分

布的主要塞间
。

次一级构造群大致旱三条平行的构造断

裂带
,

沿缓倾单斜构造 早期构造 作相间

分布
。

而 以中部构迭断裂带规模最大
,

含矿

最好
。

已查明该带由数十条平行的含矿断裂

组成 ,

作疏密相间的侧幕状排列
。

含矿断裂

产状陆所处构迭断裂带局部方向而变化
,

由

西 向东
,

其走向变化为北东一东西一北西
,

倾向南东
,

倾角 一

含矿断裂的形成具有长期性
、

多次性
、

复杂性的特点
。

初步认为含矿断裂为张扭力

复合作用所形成
。

成矿后构造有北西
、

北东及北 东 东 三

组
。

前两组为横切断层
,

破坏或断移含金石

英脉 , 后者则搓碎含金石英脉或沿其走向呈

粘土线分割矿脉
。

火成岩 矿区内未 见侵入休 出 露
。

但咏岩颇为发育
,

按与成矿关系可分为成矿

期及成矿后两种脉岩
。

前者主要为闪长份岩

及石英正长斑岩
。

后者为闪长兴
、

细粒闪长

岩
、

煌斑岩及长英岩

二
、

矿床地质特征

二

了贾界聆煞

。

矿休形态
、

产状及规模
,

含全 石 英

脉多呈单脉产 出
,

复脉少见
。

脉体沿走向及

倾斜一般不稳定
。

单一含金英咏常由数个石

英透镜体组成
,

其本间排列及形态变化特点

有三 一是侧幕状排列
,

沿单脉之走向
、

倾

斜均较发育
,

但 以倾斜较明显
。

特点是前行

石英透镜体 , 均位于后行石英透镜体之上盘

倾斜延深部 图 一
。

二是尖灭再现
,

沿单脉走向发育
,

两个间断的石英透镜体为

一含矿粘土线所衔接
,

透镜体与粘土线长度

比大钓为 一 图 一
。

三

是分支复合
, 洽单脉之走向及倾斜 均 较 发

抖带母卜吐凡变讹云派酷甸触硅姐如洲

〔于 」含全石英脉

巴玉〕断 层

胆 某神探线地质创面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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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弓时幽 巨弓硬以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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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瓦策护厕黔叼重嗜 、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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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庵镜体呈侧幕状排列

矿 脉 形 态 示 宜
沿走向石英脉尖灭再现

育
。

平面上有侧分支及走向分支两种
。

前者

支脉延长不大
,

排列较乱
,

有时相互交织网

络密集 图 一 , 后者支脉多呈束状
,

近主脉收敛
,

远离主脉则分散
,

最终常为粘

土线所代替 图 一
。

含矿构迭空 间控制着含金石英脉的几何

形态 ,

使脉休沿长
、

深
、

宽呈不同特征 图
, 以各脉之最低侵蚀面为上限

,

含金石

英脉之变化有二 ①长 深 走向延长大于

倾斜延深
,

纵剖面呈 “
扇形

,

但因侧伏使

顶角偏移
,

两边不等
。

沿倾斜横剖面旱 上宽

下窄的 “
楔形

” 。

此种形态多为高温期含金

石英脉所特有
。

②长《 深 走向延长小于或

等于倾斜延深 ,

纵剖面呈 “

尖刀状
” 。

沿倾

斜横剖面呈 “
中宽上下窄

” 的透镜状
。

此种

多为中低温期含金石英脉所特有
。

含金石英脉产状可 分 四 组 ①走向北

’西 ,

倾向南西 ,

倾角 一 , ②走向北

’东
,
倾向南东

,

倾角 ’士 , ③走 向 北

东
,

倾向南东
,

倾角 士 , ④走向近东

西 ,
倾向南东或南

,

倾角 一
’ 。

①组 由单

矿脉组成
,

。

俩分支
。

束状分支

其走向与构造断裂带呈大角度相

交
,

但其矿化范围仍受构造断裂 带 控 制
。

②
、

③
、

④组矿脉群沿构造断裂带作平行分

布
。

脉群条数
、

密度不均
, 沿走向疏密相间

或首尾超复
。

上述 以 ①
、

②
、

③组 矿 化 强

烈
,

为主要工业对象
。

矿区 内以中部构浩断裂带规模最大
,

含

矿最好
。

矿床之全部黄金产量几乎都来源 丁

此
。

经工程控制走 向长达数千米
,

延深数百

米
,

水平宽数十至数百米
。

其中含有数
一

条

工业矿脉
。

工业矿脉最长达 一 米
,

一般

一 米 , 最深达 一 米
,

一般 一

米 , 最欠幅宽 一 米
,

一般 。 一 米
。

阅
走向坛 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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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溯含允行。盼

圈 含盘石英脉班深匀越长及瓜裸与宽度之

闻的关系

矿石结构构造 见表
。

含金石英脉类型及蚀变与矿 化 的关

系 根据矿物共生组合
、

结构构造及脉石英

等特征
,

将含金石英脉分为五 种 类 型 表
, 图

。

主要蚀变类型有硅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

母化
、

碳酸盐化及黄铁矿 化
。

其中以绿泥石

化及绢云母化与矿化关系密切
。

多众属硫化

矿物颗粒常沿脉状绢云毋或绿泥石 断 续 分

布 ,

有时亦呈微细的小脉条沿叶片状绢云母

或丛生的绿泥石晶隙填充及交代
。

各种蚀变

常互相迭加
,

构成复杂的蚀变粽合体
,

可作

为直接找矿标志
。

含金石英脉侧部围岩因受动力变质作用

影响
,

常形成片理化
,

并有热液蚀变迭加
,

形成 以矿脉为中心的对称蚀变带
,

单侧蚀变

宽度拘 米
。



衰 ,

结结 构构 特 征征 出现现 构 造造 特 征征 分布布 工业业
情情情情况况况况 情况况 意义义

自自 形 晶晶 黄 铁 矿 呈 完 好好 常见见 块 状状 黄铁矿
、

黄铜矿矿 常见见 不大大
他他 形 晶晶 立 方 体 晶 形形 常见见 浸染状状 集合体呈块状状 常见见 不大大

斑斑 状状 方悟矿
、

黄铜矿呈他他 少见见 网脉状状 黄铁矿
、

黄铜矿矿 常见见 较大大
乳乳 浊 状状 形粒状集合体体 少见见 条带状状 呈个体晶粒散布布 常见见 大大

骸骸 晶 状状 自形黄铁矿斑晶为他他 常见见 皮壳状状 黄铁矿或黄铜矿矿 少见见 小小
结结 状状 形黄铁矿 基质 溶蚀蚀 常见见 晶洞状状 呈细脉状沿交错错 少见见 小小
交交代残余状状 黄铜矿呈乳滴状分布布 常见见 角砾状状 裂 隙 充 填填 常见见 较大大

压压 碎 状状 于 闪锌矿中中 少见见见 ①多金属矿化矿物物 常见见见
揉揉 皱 状状 黄铁矿被交代呈骸晶晶 常见见见 呈条带状与石英英英英

为为为方铅矿胶结结结结 平行相间排列
,,,,

黄黄黄铜矿呈脉状贯穿黄黄黄黄 条 带 窄 厘米米米米
铁铁铁矿晶粒集合体边缘缘缘缘 士 排列密集集集集

黄黄黄铁矿
、

黄铜矿被方方方方 ②磁铁矿呈透镜状状状状
祀祀祀矿交代代代代 沿石英脉内缘作作作作
黄黄黄铁矿晶粒呈压碎状状状状 扁平状不连续分分分分
方方方铅矿解理呈弯曲状状状状 布

,

构成对称条条条条
带带带带带带状构造 条带带带带
宽宽宽宽宽宽

一 厘米
、、、、

排排排排排排列作散散散散

黄黄黄黄黄黄铁矿晶粒沿磁磁磁磁
铁铁铁铁铁铁矿透镜 沐边缘缘缘缘
分分分分分分布布布布

石石石石石石英脉中见垂直直直直
脉脉脉脉脉脉壁呈扁豆状晶晶晶晶
洞洞洞洞洞洞

,

晶簇矿物为为为为
石石石石石石英

、

方解石石石石

石石石石石石英颗粒为方铅铅铅铅
矿矿矿矿矿矿胶结

,

石英被被被被
交交交交交交代

,

有时呈斑斑斑斑
点点点点点点状状状状

悔巅赓赫心
彝 希 毽肇 众圈 含金石英脉构造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一 白钨矿 一黄铁矿 一 磁铁矿 一黄铁矿 一黄铜矿 一方铅矿 一方解

石 一石英正长斑岩 一 白钨矿含金石英脉 一 磁铁矿含金石英脉 一 黄铜矿 、

黄铁矿含金石英脉 万一多金属含金石英脉 一 方解石石英脉



班

类类类 含金石英英 矿 物 组 合合 结 构构

⋯二二 ⋯
脉石英特 ··

⋯
光

一一别别别 脉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金金金金属矿物物 非金属矿物物物物物物

白钨矿含含 白钨矿
、

黑黑 石英
、

绿泥泥 白钨矿呈不不 块状
、

浸染状
、、

孚白色
、

玻璃光光 、
、 、 、

‘
、 口一一

金金金石英脉脉 钨矿
、

磁铁铁 石
、

绢云母母规则块状集集角砾状状 泽
、

晶 拉 粗 大大
、 、 、 、、

矿矿矿矿
、

黄铁矿
、、、

合体 磁铁铁铁 一 毫米
,,

“
、 、 、

‘
、 ‘‘

黄黄黄黄铜矿
、

白白白 矿与菱铁矿矿矿 结构松歌歌 】
、 、

”
、

”‘
、

铁铁铁铁矿
、

菱铁铁铁 伴生生生生生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磁铁矿含含 磁铁矿
、

黄黄 石英
、

绿泥泥泥 磁铁矿与菱铁矿矿
,户户 、 、 、 、 、、

金金金石英脉脉 铁矿
、

磁黄黄 石
、

绢云 母母母 组成透镜 体 沿沿沿
、 、 、 、 ,,

改改改改矿
、

黄铜铜铜铜 脉平行分布
,

成成成
、 、 、 、 、、

矿矿矿矿
、

自铁矿矿矿矿 宽大条带状 皮皮皮
、 、 、

菱菱菱菱铁矿矿矿矿 壳状
、

网脉状状状状

黄铁矿
、、

黄铁矿
、

黄黄 二 。 。 , ,

少量磁铁矿矿 条带状
、

网脉状
、、

灰白色或 深 灰灰
、 、 、 、 、 、、

黄黄黄铜矿含含 铜矿
、

白铁铁 车 」护之、 牛门 八 落」 书多 节下
、 、、

晶洞状状 色 油脂光泽
、 、 、 、 、、

金金金石英脉脉 矿
、

磁铁矿
、、 尸 乙 奉

、

冲月 」三 日工 门八 、、、

晶粒较细 二
、 、 、 、 、、

菱菱菱菱铁矿
、、 ‘

赞 、 竺刊卜 口匕 睁 , 、 二 二 勺兮兮兮
毫米 结构致密密 、厂 、 、 、 、

七 存刀 丁 一 为佰 二以门尹、 丁 车 〕〕〕〕〕〕〕〕〕〕〕〕〕〕〕〕〕〕〕〕〕〕〕〕〕

万万万 多金属含 黄铁矿
、

黄黄 石英
、

绢云, 杆 乍 吉纷 目」 八川 二 落离,,

条带状
、

网 脉脉

⋯⋯⋯⋯⋯⋯⋯⋯⋯⋯⋯⋯⋯⋯⋯
金金金石英脉

‘

铜矿
,

白铁铁 母
、

绿泥石
、、 匕户之月价 扭叨六场叨

、、

状
、

晶洞 状
、、、 、 、 、 、 、、

矿矿矿
、

方铅矿
、、

方解石 担 一一一一一一 又
、 、 、 、 、、

闪闪闪锌矿
、

磁磁 石英
、

绢云 尸
、 、 、 、 、、

铁铁铁矿矿 母
、

绿泥石
、 、 、 、 、 、

方方方方解“

方解石一 黄 铁 矿矿 石英
、

方解解解 浸 染 状状 洁白或蛋自色光光
、 、 、 、 、 、、

石石石 英 脉脉 石
、

绿泥石石石石 泽稍显灰暗
,

其其 习
、 、 、 、 、、

间间间间间间间常有方解石块块
、 、 、 、 、、

、 、 、 、

三
、

矿床成矿规律

矿床原生分带 矿物组合的带 状 分

布特征为 上部 以高温氧化物组合白钨矿
、

磁铁矿为主
,

聂铁矿少量 , 中部以多金属硫

化矿物为主 ,

磁铁矿少量 , 下部以石英
、

方

解石为主
,

有少量黄铁矿
、

绿泥石
。

这种分

带现象对单一含金石英脉表现尤为明显
。

如

一些脉在某中段 以上为高温氧化物组合
,

向

下则为多金属组合所代替
,

使矿床具有间歇

逆向垂直分带的特征
,

可作为指导矿床勘探

和追索深部矿脉的标志
。

矿化及其 , 集特征

①呈暗灰或灰白色
、

油脂光泽
、

结构致

密的脉石英中矿化好
,

常构成工业矿体
。

呈

块状乳白或蛋白色
、

晶粒粗大的脉石英矿化

弱
。

②石英脉中微裂隙愈发育
,

矿化愈强
,

尤以其中充填绿泥石
、

网络交错密集处矿化

富集
,

多数构成工业矿体
。

③呈侧幕状排列的石英脉于其首尾衔接

处矿化较富
,

金属硫化物常呈矿团状产 出
。

④主脉 比支脉矿化强
,

主
、

支脉复合处

矿化较富集
。

⑤石英脉中围岩夹石密集处矿化较富
。

⑥石英脉宽度与矿化强度成反 比 ,

石英

脉愈宽则矿化弱
,

脉窄者矿化稳定 而 富 集

少数例外
。

①片 理 化 与热液蚀变愈强则矿化愈富

集
。

⑧多金属矿物为主 的石英脉矿化强
,

为

主要工业对象
,

而富含氧化物组合的石英脉

矿化较弱
。

。

金的赋存与硫化矿物的关 系 镜 下

观察表明
,

显微状 自然金呈粒状 粒径

一 毫米 填充
、

熔蚀硫化矿物 其赋存形

态有 熔蚀交代黄铁矿及黄铜矿 , 熔蚀交代

黄铁矿 , 沿方铅矿裂隙填充
。

自然金形成晚

于黄铁矿
、

黄铜矿
, 而与方铅矿沉淀时间相

当
。

金的富集与硫化物的关系是 ①金与硫



化物的富集地段一致
,

硫化物集中则金含量

亦高
。

②黄铁矿呈细垃集合体者含金高
, 呈

粗大晶体则含金少
。 ,

国黄铁矿呈发丝状 细脉

者并伴有绿泥石细纹则金 含 量 高
。

④金与

铜
、

铅
、

银 品位变化旱正 比 ,
金银之比一般

为 至
。

四
、

矿床形成地质条件及其

成因探舒

形成地厦条件

构造是控制成矿的主要因素 矿床的形

成及分布严格受近北东向构造断裂 带 的 控

制
。

成矿前的断裂不仅是矿液上升的通道
,

而且是矿液沉淀的场所
。

构造断裂的几何形

态及赛间排列方向
,

控制着含金石英脉的形

状
、

产状 、 矿化及其富集
。

表现为 以张力作用为主的含金石英脉
,

其延深较小
,

脉壁不规则
,

主脉分支强
,

支

脉小而不规则
。

石菜脉体不稳定
,

沿走向
、

倾斜均有膨缩尖灭分支再现现象
,

其中围岩

捕掳体形态不完整
,

分布零乱
。

这是高温期

含金石英脉的主要特征
。

表现为 以扭力作用

为主的含金石英脉
,

其延 深 较 大
,

脉壁规

则
,

支脉较少且分布具方向性
,

脉 体 较 稳

定
,
一般呈透镜状或似板状

,

其中围岩捕掳

体呈拉长之透镜体沿脉体作扁平状分布
。

这

是中低温期含金石英脉的主要特征
。

火成岩条件 如 前所述
,

矿区 内未见火

成岩侵入体出露
,

仅见成群出现的中酸性脉

岩
。

最早 明的成矿 期脉岩为 闪长价岩及石英

正长斑岩 , 二者呈复 合咏先后侵入于储矿构

造中
。

光谱多元索分析表明
,

脉岩与含金石

英脉化学成分上有某些共性
。

与同一矿 田 邻

区 同一类型矿床之燕山期花岗闪长岩的岩石

学
、

岩石化学
、

地球化学特证对比
,

初步认

为 , 闪长场岩
、

石英正长斑岩与花岗闪长岩

系同源岩浆分异不 同阶段的产物
。

燕山期岩

浆活动及其派生 的脉岩类与矿床成矿在成因

上
、

时间上
、

本间上都有着密 切 关 系
。

因

此
,
研究和掌握燕山期宕浆活动及其派生脉

岩的产状和分布规律
,

对指导找矿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
。

围岩条件 强片理化和热液蚀变的角闪

斜长片麻岩为主要 之近矿围岩
。

勘探工作表

明
,

工业矿床均富集于此岩相内
,

而大面积

出露之混合片麻岩内虽亦有矿化但均不达工

业要求
。

当同一含矿裂隙穿越两种岩相时
,

矿化在混合片麻岩中便骤然减弱
。

可见矿化

对围岩岩性有一定的选择性
。

矿床成 因

成矿阶段 从含金石英脉的相互穿插
、

切割和破坏等情况可知
,

矿床并非 一 次 成

矿
。

根据矿物组合
、

构造间隔 等 将含 矿 热

液的沉淀大体分为三个活动期 表 即

高
、

中
、

低三个热液期
。

高温热液期以富含

高温氧化物矿 物 组 合 如白钨矿等 为特

点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绢云母及少 量 绿 泥

石
。

该期有自然金形成
。

中温热液期富含多

金属硫化矿物
,

黄铁矿被方铅矿穿插
。

脉石

矿物有石英
、

绢云母
、

绿泥石
。

以少量方解

石沉淀的出现而结束中温期
。

该期有大量 自

然金生成
。

低温热液期为成矿之尾声阶段
,

矿化矿物大量减少
,

方解石相对增多
,

该期

没有 自然金生成
。

总之
,

矿床中金的沉徒 以

中温热液期最为富集
,

是主要的工业矿脉
。

矿液沉淀方式 含金石关脉与围岩接触

外线比较清楚
,

即或在构造交又处
,

虽形态

变化复杂
,

但很少形成突然膨缩
,

脉中有发

育的栉状构造
,

并于尖火处旱现楔形
,

时 ’’

有围岩捕块或岩屑被包裹
,

说 明矿液以 舟填

作用为主
,

仅局部困岩受硅化
。

综上所述
,

根据矿脉产状
、

形态
、

围岩

蚀变
、

成矿阶段及含矿热液沉淀方 式 等 特

征
,

初步认为该矿床成因类型为 远离侵入

体的中温热液裂隙充填型含金多金属石英脉

矿床
。

下 抢 扭‘ 、 口 只 ,

矿区近东西向构造断裂带是控制成矿

的主要因素
。

构造活动的多次性
,

导致矿液沉



裹

碳碳碳
高 温 热 液 期期 中 温 热 液 期期 低 痴痴痴 农 生生

热热热热热液 毕毕毕 成矿 切切

第第第一阶段段 第二阶段段 第三阶段段 第四阶段段段段

白白 钨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黑黑 钨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磁磁 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菱菱 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石石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绢绢 云 毋毋毋毋毋毋毋毋

绿绿 泥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方方 解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自自 然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黄黄 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黄黄 铜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方方 铅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闪闪 锌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白白 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磁磁黄铁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褐褐 铁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孔孔 雀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兰兰 铜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铅铅 矾矾矾矾矾矾矾矾矾矾矾矾

淀的多期性
。

构造断裂的几何形态及空间排

列
,

控制着含金石英脉的形状
、

产状及分布
。

矿床的形成与燕山期岩浆活动有成因

上的联系
, 而中酸性脉岩群与含金石英脉在

时间上
、

空间上有击切关系
,

故燕山期岩浆

活动及其派生的脉岩类可作为寻找含金石英

脉的重要标志
。

在同一构造条件下 ,

成矿作用对围岩

有一定的选择性
。

以角闪斜长片麻岩对成矿

较为有利
,

是矿床之主要近矿围岩
。

含金石英脉均成群出现 , 沿构造断裂

带呈侧幕状疏密相间分布
。

成矿作用的间歇性
,

不仅促成有用矿

物的再次富集
,

并使矿物组合具有垂直逆向

分带的特点
。

不同成矿阶段含矿溶液的沉淀对金的

富集有明显的差异
。

中温热液含金石英脉中

金的富集程度高
,

工业意义最大
。

高温热液

含金石英脉中金只在局部富集
,

工业意义较

差
。

低温热液石英脉无工业价值
。

不同特征的脉石英矿化强度有明显差

异
。

一般呈暗灰或灰白色
、

油脂光泽的脉石

英矿化好
,

构成工业矿床
,
而乳白或洁白色

祖晶脉石英矿化较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