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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充分利用南乌拉尔铜矿中的多

种元素
,

弄清金的分布规律是有重要实际意

义的
。

本文以盖依铜矿
、

南盖依铜矿
、

塞巴

依钢矿
、

莫洛焦 日铜矿等矿区为例
,

阐述这

类矿床中金的一些分布特征
。

彼得洛夫斯基和
· ·

普舍 尼 契

尼曾通过他们的研究工作
,

划分出三个共生

矿物组合
,

即 早期的
,

为杂有细粒

黄铜矿矿物的黄铁矿矿石和杂有细 粒 黝 铜

矿
、

闪锌矿
、

重结晶的粗粒黄铁矿和黄铜矿

的黄铜矿矿石 , 晚期的 , 为黄铁矿一黄

铜矿一闪锌矿矿石
,

含黝铜矿的闪锌矿一方

铅矿矿石
,

黄铁矿一斑铜矿矿石 , 末期

的
,

为石英
、

碳酸盐
、

重晶石
、

纯闪锌矿
、

粗粒黄铁矿
、

黄铜矿和黝铜矿 由早期的矿

物重结品形成 的集合体
。

这些矿石可分为四个主要类型 黄铁矿

型 硫 矿石
、

黄铜矿一黄铁矿型 铜 矿

石
、

闪锌矿一黄铁矿型 锌 矿石和闪锌矿

一黄铜矿一黄铁矿型 铜锌 矿石
。

在各种

矿石中
,

常见有多种矿物细小颗粒 的 连 生

体
。

根据文献资料
,

矿石 中所含的金基本

上是 自然金
,

有时也可见到少量金 的 啼 化

物
。

自然金多呈游离状
、

细粒浸染状和弥散

状
。

弥散状和细粒浸染状的 自然金主要与硫

化物共生
,

偶而 也与硅 酸 盐 共

生
。

金出现在从早期到末期的所有矿物组合

中
,

并与一切矿物形成连晶
。

在盖依铜矿
,

弥散状 自然金大多见于早期黄铁矿矿石中
,

而游离状 自然金则常与晚期黄铁矿一黄铜矿

一闪锌矿矿石共生
。

在研究南乌拉尔黄铁矿型铜矿中金的分

布规律及其与其他金属的关系时
,

我们采用

了相关分析和图表法
。

通过数理统计整理了

个样品的分析结果
。

应用线性相关分析

确定了下述相关系数 一个是用来评价两种

组份之间相关程度的偏相关系数 , 另一个是

可以表征两种组份之间相关关系的对偶相关

系数
,

并根据它们来确定各金属组份之间总

的相关关系
。

此外
,

还计算了标准离差和金

的基本分布参数
。

相关系数用最小二乘法求

出
。

根据相关系数的临界值和样品的数量
,

判定了它们的置信度
。

矿石中金的分布主要取决于矿石 的类型

及其空间位置
。

这一点可以从南盖依矿床和

莫洛焦 日矿床剖面上看出 图
、 。

在

盖依矿床和塞巴依矿床等地也确定了同样的

相关关系
。

通过对图表资料的分析
,

我们查

明了金在矿石中的一些分布规律 最富集的

部位基本上是在矿层接近上盘的地方和矿体

的顶部
。

这种程度的富集有时也见于矿层的

中部和接近下盘围岩的部位
。

这时
,

金主要

富集在铜锌致密块状矿石中
,

其次则为浸染

状铜锌矿石和致密块状铜矿石 中
。

金含 俄最

低的部位主要是矿层接近下盘的部位和矿体

的深部
,

也就是浸染状铜矿石
、

黄 铁 矿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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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黄铜矿矿石和铜锌浸染状矿

石 比较发育的部位
。

矿石 ‘ , 银的分布规律与金相
同

。

这两种元素在上述儿个矿床

中的分布特征十分接近
, 以致富

集程度高低不同地段的轮廓儿乎

是完全一致的
。

这可说明金
、

银在

黄铁矿型矿石中的成因关系
。

矿

石中铅与钡的分布规律一 般来说

与金近似
,

但后者与这两种元素

的关系不如与银那样明显
。

在分

布上
,

金与砷是否有关尚未查清
。

表 列举了金与银
、

铜
、

锌的俪

相 关 系 数
,

它们的标准离差
,

以及这些 参数的 皿 信 度
。

在表 中列举了金 与锌之 间

具有较密切的相关关系的样品的

对偶相关系
,

标准离差

和这些参数的没信度
。

金与

银
、

铜有正相关关系
,

从而证实

了它们在成因上有关
。

金与银的

相关关系见于所有类型 的 矿 石

中
,

但在盖依矿床表现 不稳定

金与银的相关关系主要表现在铜

锌矿石中
,

在铜矿石内很少见
。

金与银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

银 已经是 自然金 的一个 组 成 成

份
。

此外
,

金与银在斑铜矿
、

黝

铜矿
、

方铅矿
、

黄铜犷
、

闪锌矿

等矿物中是同时存在的
。

金与银是 自然有关的
,

因为

最普遍的含金矿物都是黄铜矿
、

斑铜矿
、

黝铜矿等铜矿物
。

在各

种铜锌矿石中
,

金与银的密切相

关表明在形成黄铁矿一黄钢矿一

闪锌矿集合体时析出的铜与金有

关
。

同时
,

金与铜矿物的析出在

时间上是接近的
,

而金与这些矿

物处于细小的相工乙连生状态 细

粒浸染状的金
,

还可能有弥散状

的金
’

和游离状态
。

一般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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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锌含量之间不存在正线性相关关系
。

这

一点可从个别相关系数的低值得到证实
。

但

是
,

金与锌的对偶相关系数值高
,

又表明这

两种元素之间存在较密切的相关关系
。

说明

金与锌有关的还有另一个情况
,

即在闪锌矿

含量很高的黄铁矿一黄铜矿一闪锌矿富矿石

中
,

金的含量也很高
。

金与铅
、

金与砷之间

的相关关系都不存在
。

对上述各矿床所有类

型矿石来说
,

金与铜
、

锌
、

银
、

铅
、

砷的相

关系数都很高
,

而且极少例外
。

这表明金与

许多金属的相关程度都比较高 多
,

这就反映了成矿作用过程的统一性
。

根据均方差 可以确定 随着矿石中

金含量的加大
,

其非均匀分布的程 度 也 增 注 矿床与矿石类型见表



高
。

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呈游离状态

的金的数量增多
。

金含量高而且矿化不均匀

程度也高 乡 的现象
,

主要见于盖依矿

床致密块状铜锌矿石
,

其次则为南盖依矿床

的同类矿石
。

在这两个矿床的上述矿石中
,

游离状态的金 占 一 多
。

另外儿个矿床由

于游离状态金的含量低 一 多
,

其分布

也较 为均匀
。

金 与铜
、

锌明显的相关关系表明金矿化

主要是与黄铁矿一黄铜矿一闪锌矿集 合体有

关
。

在黄钢矿和黄铁矿中
,

金与铜的 阳关程

度较低
,

且不稳定
。

金与锌则全无 相 关 关

系
。

这 证明在这类矿石中与金有关的主要不

是铜
、

锌矿物
,

而是黄铁矿
。

因此
,

在南鸟

拉尔的这儿个矿床中
,

金的分布规律是 在

晚期黄铁矿一黄钢矿一闪锌矿矿石中
,

游离

状态的金含量较高 而在早期黄铁 矿 矿 石

中
,

金呈弥散状出现
。

黄铁矿一斑铜矿矿石

中有时金的含量很高
,

但这是只见于 益依抓
矿的一种局部现象

。

这似乎是 由于在该成矿

阶段发生了金的再分配和颗粒加大
,

此外还

可能有金的输入
。

总之
,

这两种过程的作用

还不十分清楚
,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上面捉到的矿物集合体的作用
,

在不同

的矿床上是不一样的
。

根据对乌查岭
、

赛巴

依及莫洛焦 日等矿床大量矿石的研究
,

查明

了大部分的金
‘

纬 是呈细弥散状存

在于黄铁矿甲
。

这证明金与早期黄铁矿集合

体有关
。

对盖依
、

南盖依矿床的矿石来说
,

晚期黄铁矿一黄铜矿一闪锌矿集合体的意义

极大
。

在这方面最基本的
,

而对某些类型矿

石 来 说 又 是 最 主要的意义在于与上述各

种矿物集合体有共生关系 的 游 离 状 的 金
。

从所做的工作来看
,

可 以 明 确以下几

点

一
、

南乌拉尔黄铁矿型矿床中金的分布

取决于矿石类型及其空间位置
。

金的高度富

集一般见于矿体接近上盘的部位和 矿 体 顶

部
,

主妥赋存于钢锌矿石 ‘ , ,

在铜矿石 ‘尸的

含量较低
。

从矿体的上盘到下盘
,

由上部到

下部
,

发育的主妥是浸染状铜矿
、

黄铁矿与

黄铜矿 金的含量一般也是由上至下逐渐降

低
。

二
、

矿石 中金
、

银
、

铜的正相关关系说

明它们有成因上的联系
。

在所有矿 石 类 型

中
,

金与银都有关 , 金与铜的关系仅见于各

种铜锌矿石中
,

在致密块状铜矿 中较少见
。

此外
,

铜锌矿石 , , 金与锌的关系 也 比 较 密

切
。

三
、

矿石 中金含量的升高往往是出于游

离状态的金较多
,

这也使金 的分布不均匀性

有了相对增长
。

四
、

金的主要来源是与游离状态的金有

关的晚期黄铁矿一黄铜矿一闪锌矿矿石
。

弥

散状态的金赋存在 期的黄铁矿矿石中
。

它

们所起的作用
,

在各个矿区不尽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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