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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位于 “ 雪峰古陆 ” 西缘
。

汞矿带主

要受北东
、

北北东向华夏
、

新华夏 构 造 控

制
。

各矿
一

田大多分布在北东
、

北北东向之大

背斜轴部或近轴部
,

并受背斜上的纵向张断

裂或压扭性断裂控制
。

矿 田中的矿床往往同

时受 与北东
、

北北东向纵 向 张 性 或压扭

性 断裂斜交的一组北东东一东西向张扭性

断裂控制
。

矿床多位于相交的二组构造之北

东象限 “ 锐角区 ” 。

矿体常沿北西西
、

北西

向次级断裂和褶皱产出
,

少数沿北北东
、

北

东东向分布
。

华夏
、

新华夏系二
、

三级以至

更低级的构造分别控制矿带
、

矿田
、

矿床或

矿体
。

矿 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寒武系
,

次为奥陶

系
、

板溪群
,

产状平缓
。

中
、

下寒武统为主

要含矿地层 图
,

根据岩性差异
,

下寒

武统可细分为五层
,

中寒武统分十层
。

汞矿主要产于中寒武统第三
、

五分层及

下寒武统第三分层
,

次为中寒武统 第 七 分

层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巢状
、

囊状
、

一向伸长状产出
。

矿石类型简单
,

为单一的

辰砂汞矿
。

主要金属矿物为辰砂
,

次为自然

汞
、

汞 的 硒 化物
、

辉锑矿
、

闪锌矿
、

黄铁

矿
、

雄黄 , 主要脉石矿物为石英
、

白云石
、

方解石
,

次为重晶石
、

沥青
、

萤石等
。

矿石

结构有 自形粒状
、

他形粒状
、

半自形粒状
、

边缘溶蚀结构
、

交代残余结构及骸 晶 结 构

等
。

矿石构造主要有整合脉状条带状
、

角砾

状
、

浸染状
、

斑点状
、

细脉状
、

皮膜状
、

块

状等
。

近矿蚀变主要为硅化
、

白云石化
、

方

时代代 剖面面 说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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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主要含矿层剖面图

解石化
,

次为黄 铁 矿 化
、

沥青化
、

重晶石

化
、

萤石化
。

属大型似层状整合类型汞矿床
。

二
、

各时代地层中汞矿的分布

本省汞矿资源丰富
,

分布广泛
,

从前震

旦系到三迭系均有产出 , 第三系内亦有辰砂

发现
,

为世界上少见的多层成矿区 表
。



不 同 地 层
、

岩 层 中 产 汞 矿 产 出 规 律 统 计 表 裹

系 统 性 矿 床 规 模

第四系

第三系

白圣系

侏罗系

三迭系

上二迭统

砂
、

砾岩 见辰砂

上二迭统

下二迭统

石炭系

泥盆系

志留系

奥陶系

上寒武统

中寒武统

下寒武统

震旦系

板溪群

石灰岩
、

泥质石灰岩
、

页岩

石灰岩
、

泥质石灰岩
、

页岩
、

煤层

玄武岩

石灰岩

石灰岩

石灰岩

石灰岩
、

砂岩 页岩

石灰灰
、

页岩

石灰岩
、

白云岩

石灰岩
、

白云岩

石灰岩
、

白云岩

石灰岩
、

石英岩
、

砂岩

石灰岩
、

板岩
、

千杖岩
、

粉砂岩

大型

大型

小型

小型

小型
、

矿点

小型
、

矿点

矿点
、

小型

⋯三亘二丁万
卜些主型一一

⋯一 主翌一一 一

⋯一 兰恻
矿点

三
、

各种沉积岩 中汞的分布

如表 所列
,

本省汞矿
,

尤其是大型
、

特大型矿床
,

几乎都产于石灰岩
、

白云岩相

地层内 已探明的 余个大中型汞矿床亦都

分布于上述地层中
,

说明汞矿围岩基本上是

沉积岩
,

而首先是石灰岩和 白云岩
。

矿区内沉积岩中的汞明显高于 克 拉 克

值
。

据上万件各类岩石样品的汞量分析
,

用

算术平均法求得各类岩石的汞含量为

页 岩 一 。 毛 ,

泥 质 白 云 岩 一

“ ‘ ,

泥质石灰 岩 一 。 一 毛 ,

白 云 岩 一

一 ‘ ,

石灰岩 一 一 今 。

四
、

几种主要脉石矿物中汞的分布
石 英 硅化是本区汞矿最主要的近矿

蚀变 , 工业矿体往往就是硅化极强烈的微石

英岩体
。

因此
,

在硅化形成 的 各 期 分四

期 石英中含汞都较高
,

尤以成矿期石英脉
、

期 含量最高
,

一般达 。 “ ‘ 。

除汞外
,

据单矿物分析石英中还含有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等杂质元素
。

。

白云石 白云石化亦是本区汞矿的近

矿蚀变之一
。

白云石脉不仅含有很高的汞
,

而且还发现不少与汞有成因关系的杂质元素

表
。

另外还有 一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等
。

。

方解石 方解石化是汞矿较 次 要 的

近矿蚀变
,

但含汞仍很高
。

不论是以整合形

式或交错形式产出的方解石脉
,

含汞均高于

克拉克值
。

据部分方解石单矿物光谱半定量

分析 表
, 汞 含 量 普遍在 以

上
。

沥青 沥青化为次要近 矿 蚀 变
。

光



白云石脉条 分析结果衰 衰

层层 位位 样 数数 汞平均品位 男

呈呈

孟孟

呈呈
’’ 。

孟孟
。

璧璧

平平均均

五
、

辰砂单矿物中杂质元滚的组合形式

据多批数十件辰砂单矿物光谱半定量分

析及比色分析
,

本区辰砂中普遍存在下列元

素 一 、 、 、 、

、 、 、 、

表 另外还存

在含量很高的硒 , 可与汞同时综合回收
。

部

分辰砂单矿物样含硒
,

品位一般
,

最高 表
。

辰砂单矿物杂质元素含 衰 裹

谱半定量分析发现以下杂质元素
、 、

、 、 、 、 、 、 、 、

、 、 、 。

重 晶石 卫晶石化为永矿的 次 要 近

矿蚀变
。

光谱半定量分析发现如下杂质元素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等
。

方解石中汞 , 分析荡果裹 表

标标 型 杂杂 含 此 元 素素 含

质质 元 素素 样 品 件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自自自自自 至至 平 均均

一微痕迹
,

一浪迹
一 中等

, 一 中上
,

一最弱
, 一弱

,

了一 强
,

一最强

层层 位位 样 数数 平均汞含量 拓
件

’扩扩 。。。‘‘

盆盆
呈呈

二二

⋯
。 。。。

呈呈

盒盒

孟孟

平平 均均均

六
、

与辰砂共生的硫化矿物中的杂质

元案
闪锌矿 闪锌矿为最常见的 硫 化 物

之一
。

本区中寒武统矿床闪锌矿单矿物光谱

半定量分析查明
,

最主要的共生 元 素 为
、 、

表
,

其次尚有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等
。

。

黄铁矿 本区黄铁矿按其成因可分两

类 一为沉积成因 ,

黄铁矿呈星点状
、

浸染

状分布于围岩
,

主要是页岩
、

泥质灰岩内 ,

另一种为热液成 因 ,

为与汞矿体紧密共生的

脉状
、

团块状黄铁矿
。

据采于 贾
、

全两个主

含矿层矿体内的黄铁矿单矿物样光谱半定量

分析
,

发现的主要元素见表
。



展 砂 中 硒 含 分 析 结 果 衰 衰 肠

⋯
、 、 ,

见 硒 硒 含 量

布一

乐 层 位 件 双
、 , ,

—
⋯一 ———

一

阵 竺一
卜』一 一二一一

兰卫
一

冷 风 铜 。 。 。 。 , , 。 。 , 。 , 。 。

一 。 匕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 ’“

⋯
。 “‘

黑 碉 子 。 。 。 。 。 , 。 , 。 。

七 “ ’ ’ ‘ “

“ , “ ‘ “ “ ” ’ “ “ ‘

“ 伴 ‘

大 兴 砚

一 ‘ ‘ 。
’

‘’ ‘ 。
‘

’

。 , 一
些 、 不寻 平不 乞

‘

,

二 妇 一 叮

⋯ ⋯
二

二 ⋯
⋯

,

,

闪锌矿中主共杂质元素分析结果衰 裹

⋯坚 ⋯
一

竺生 拓

、

辉 锑矿 为本区较常见的共生矿物
,

多产于矿床 矿体 中心富矿部位
。

单矿物

光谱半定量分析发现 “ 、 、 、 、

、 、 、

等杂质元素
,

另外还有含

量很低的佗
。

雄黄 雄黄为辰砂的主要低温共生矿

物
,

一般分布于矿床 体 边部
、

浅部
。

据

部分单矿物 分 析
, 主 要 发 现

一 。 , 一 , 一 ,

其次还见 了
’

、 一 ,

,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等元素
。

价铁矿中杂质元素分析结果班 衰

层 、

卜
一

生一一 一垦
一 一

一兰一一 ⋯

一里粤
一一二竺 」⋯些二 二兰些夕些一卫迎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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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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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元索共生组合及汞的地球化学分类

本区汞矿的共生元素主要有
、 、

、 、 、 、 、 、 、 、

、 、 、 、 、 、 、 、

等
。

根据各元素的地球化学特 征
,

并 从

元素的原子结构理解元素相互结合的内在原

因
,

我们认为本区与汞共生的上例元素应属

硫化矿床典型成矿元素族
。

其中成 矿 元 素

为
、 , 标型杂质元素为

、 、

、

等 , 次要杂质元 素 为
、 、

、 、 、

等 , 成矿区域性 杂 质元

素为
、 、 、 、 、 、

等

八
、

汞矿床四周的原生分傲晕

本区所有的汞矿床
,

无论矿体规模和特

征为何
,

在汞矿床范围内和矿体周围
,

不仅

汞的克拉克值较整个地壳或某一特殊地球化

学区域内的平均克拉克值高
,

而且还形成 了

分带清楚并有一定规律的原生晕
,

对普查
、

勘探汞矿具有重要意义
。

。

禾矿 周 围原生 晕的最主 要指 示 元素

汞矿体四周能形成最完好的原生晕的指示元

素是
、 、 、

是标型杂质元

素
, 它们在矿床 区 内 普 遍存在并与

成正比关系 图
、 ,

能在矿体四周形成规

律的原生晕
。

其他元素与汞之间虽有一定关

系
,

但由于出现的机会少
,

含最低
,

与汞不

一定都成正比
,

在矿体四周也难形成规律的

原生晕
,

因此未列为汞的原生晕指示元素
。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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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矿体四周 原生 晕的一般 变化规律 通

过对几个大
、

中型汞矿床原生晕的研究
,

得

出上述五个指示元素在矿体周围的变化规律

是 无论在垂直或水平方向 , 由近 矿 到 远

矿
,

指示元素的含量均逐 渐 减 少 图
、

由 ,
,

由 ,
,

由
,

由 ‘ 了 ,

由 、 ,
。

原生 晕的分带性 矿体周围往往形成

明显的原生晕分带
。

按多数矿床相近的分带

特征 图
、 ,

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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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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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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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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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变化关系剖面图

指 示 元 素的 背景值及异常下 限 按照

矿区
、

矿化区
、

无矿区围岩内系统分层
、

分

岩性取样分析
,

用算术平均法求得矿区指示

元素背景遭及异常下限的方法
,

对上万件样

品分析结果处理后
,

初步得出本区上述五个

指示元素的背景值为 丫 一 · ,

一 , 一 , , 一 。

异

常下限为 一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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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矿带 丫 , ,

, , 。

中 间 带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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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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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 晕的形态
、

规模
、

产状及其与矿

体的关 系 原生晕的形态
、

产状和规模与矿

体的形态
、

产状和规模基本一致
。

一般说
,

异常 丫 异常圈略大于矿 体 ,

比矿体大 倍 , 丫 比 矿 体

更大一些
,

大致是 倍
。

异常 近 矿

异常清晰
,

其峰值就是矿体中部
,

离开矿体

即迅速减弱到不出现
。

异常 比 异 常

清晰
、

广泛
。

叮 矿 体中部大于
,

离

开矿体逐渐减小 至 小 于
。

异常 变 化

快
,

主要在矿体中部反映明显
,

最大范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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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的 倍
。

断裂与永原生 晕的关 系 当含矿层部

位超出了上列原生晕的影响范围
,

例如在含

矿 层被超过矿体厚度 倍的上覆层掩 盖

的地区
,

断裂几乎是唯一的找矿线索
。

实践

研究表明
,

矿区内凡属成矿前的断裂
,

如有

矿液活动
,

在断层带及其两侧一定范围的围

岩 内
,

均形成 了一定强度的异常
。

通过测制

横切断裂的短剖面
,

就会发现从断裂破碎带

向围岩
,

汞量总是逐步由高变低的
,

并且异

常值始终大于较远离断层的围岩的汞量
。

其

他四个指示元素亦常如此
。

因此
,

沿断裂带

在走向和倾斜方向上作系统研究
,

就有可能

提出有利的找矿异常区
。

原生 晕方 法找矿 远 景区分类 根据原

生晕的研究结果
,

本矿区可划分成四种类型

找矿区

客矿岩层广泛出露 区
,

可确定远景

成矿带
。

容矿岩层
、

上覆岩层同等出露区 ,

可圈定远景矿区
。

覆盖区
,

但断裂发育
,

可 借 助 断

裂
,

寻找远景地区深部盲矿体
。

覆盖区
,

断裂又不发育
,

效果差
。

九
、

次生分做晕

这里谈的次生分散晕
,

仅指机械分散晕

部分
,

即以辰砂搬运的部分
。

由于风化
、

重

力
、

流水的作用 , 原生矿床或矿化围岩内的

辰砂可发生破碎
、

搬运
,

形成矿床周围的次

生分散晕
。

本区的重砂找矿工作证明 , 由于

辰砂的高度稳定性
,

重砂找矿是一项行之有

效的方法
。

沿矿区内的大小沟谷
、 ‘片河床

、

河滩
,

选择适 当的取样层位
,

一般 是 “ ”

层
,

系统掏砂
,

根据辰砂的数显
、

粒度
、

磨

圆程度往往可追索到原生矿 化 露头
,

或

圈出远景找矿地段
。

十
、

汞的地球化学找矿结论

汞矿分布层位极广
,

首先应注意多层

找矿
,

其次是注意中
一

下寒武统
、

震 旦 系
、

二迭系
、

三迭系的研究
。

汞矿床主要赋存于沉积岩内
,

而且又

以石灰岩
、

白云岩为主
。

因此
,

应注重碳酸

盐岩相中的找矿
。

汞在各类沉积岩中的含量各有差异
。

但作为一个汞矿 区其平均克拉克值和不同岩

层的平均克拉克值常高于地壳或某一地球化

学区域的平均值
。

这是区域找矿的 重 要 依

据
。

找矿中那怕较粗略地测定一个区域的永

及其它几个指示元素的平均克拉克值
,

对远

景区的初步选择也有一定意义
。

某一地球化学 区域内各类常见的脉石

矿物
、

硫化矿物内杂质元素的检定
,

其含量

高低
、

组合形式
、

变化规律的研究 , 直到硫

化矿床典型成矿元素族的确定
,

在普查勘探

工作中均是很重要的
。

原生晕和次生晕在矿区普查和矿床勘

探阶段
,

对矿体的查明 , 均是有效的方法
。

本文系据我队广大职工多年来
,

特别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辛勤劳动积累的

丰富资料整理写成
,

属中间性成果
,

其中有
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