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结沟斑岩型金矿床的地质特征

长春冶金地质学校

黑龙江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和七 四 队党委
,

坚持党的基木路线
,

广泛发动群众
,

深入开展

“工业学大庆 ” 的群众运
·

动
,

学习
、

运用毛主席的

哲学思想指导找矿
、

勘探
,

近年来发现并探明了团结

沟这 个特大型的原生金矿

床
,

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

了一批黄金矿产资源
。

从一九七三年九月开
、始

,

我校地质研究室配合
’

七 四 队对本矿 区进行了

一些工作
,

得到了公司和

七 四 队党委和广少职工

一热诚帮助和重旨导
。

下面是

我们对该区成矿规律的一
·

些初步认识
。

团结沟矿 区位于华夏

系与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的
’

复合部位
。

华夏系构造体
一

系基本形成 于 古 生 代末

期
,

区内主要表现为太古

界黑龙江群结晶片岩构成

的北东一南西 向复背斜
。

、

新华夏系构造基本形成 于

中生代晚期
,

主要表现为

断陷带边 缘北北东向压扭

性断裂带
,

严格地控制着

中生代以来 火山岩 与次火

山岩及与其有关矿产的分

布 图
。

口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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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忿一

图 团结沟区域地质解即
古川汝砂 砾

,

一粘十 亚 钻 土 砂 土 已 ‘
’ 飞

,

日 一玄 武 岩‘ 厂统

一 中 肚 州 称
、

竹 火山 兴 考统 下
护 哥 少冬 伪七认

一

梦
‘

冰 尸 落加二公子认 龙毛 红了 梦‘ 卜 月‘

一 南 醉 性 火 山 碎 砖 毕卜 下娇 、 ,

侏 叨 系
入 一 含 钦 绿泥 石 片

岩 、 长石 于丹 片岩 、 止 卜 界 , 龙 汀 解 人 沪
一

一含科 铁 矿
、

绿泥 石 绿 帘 了 代 兴 长 石
二 冬 片 岩 介 满 电组

, 人
, 一

一 矛 母 石英
一

岩
、

石 思 二 件 卜 岩
、

石英 长 石云 毋 片岩 及
科 石 石英 叶 勺 个满 小约 、, 六

“

一石 英 卜石 片兴 阵 少 丹 绿 彻 石 尸 石 叶 仍
、

坎洲 石
云 母 石 英 ,

吕华央绿 弋片 公 大
、

凡沟 月
, 、一咫 球 状 绿泥 石

一

下
、

绿帘 石 阳起 石
长 石 仆 笋 及 织 云 丹 长石 石 英 件 兴 大 平 沙组 、 , 燕 阳 。一 欲 劣 兴

, ‘、 , 一 要 山斑
岩

, 丫九护一
,

酸性 次火山岩侵 入 体 一新华夏系 压 扭 性折裂 带 , 一张扭性断裂带

文中图
、 、 、 、

、

系据 七 四 队资料
, 我们只 作了少 修女



铆召只另坦砚于臻召燕﹃象乘材知吸川埃益

铸

钾大呜织珠枢长︸舒
︸扣游硬树摇卯,树耀匹湘︸留

困玛裂因协协职之妍五时困

匀娜以贬钾匹理︸成
,明︸吵兀吸目城,口

日



岩 石 化 学 成 份

祥祥 品品 岩石名称称 岩 石 化 学 成 份份

抽抽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人 昌 七 ￡ 盆 名

。 。 。 。 。 。 。人 次料长花花
。 。 。 。 。 。 。 。 。 。

岗岗岗斑岩岩
。 。 。 。

。 。 。

飞一 ,,,,,
。 。 。 。 。 。 。 。

。 。一 次花 肉闪闪闪闪
。 。 。 。 。 。 。

长长长斑岩岩岩岩岩岩岩
。 。

一““ ,,,,, 。 。 。 之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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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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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仁 。 。

夺 英 安 岩岩岩岩岩岩岩
。 。

三三三
。

一

,,, 。 。 。 。

。

仑仑仑仑仑仑仑仑
。 。。 。 。 。

一 ,,,,,,,,,,,,
。

一 少斑英安启启
。 。 。 。 。 。 。

一
、

含 矿 次 火 山 岩 林 的 认 定

矿区主要地层 太古界为黑龙江群太平沟组结晶片岩 主要 由变斑状钠长石云母片岩
、

解长绿泥片岩
、

阳起石片岩或阳起石斜
一

长片岩互层及云母长石石英片岩等组成
。

其中含有石

榴石
、

电气石
、

蓝闪石 , 中生界上侏罗统为中酸性火山岩组 主要由辉石安山岩
、

英安岩

夹火山碎屑岩组成 , 下白至统为中酸性火山碎屑岩组 新生界第三系为玄武岩
、

粘土
、

砂

砾岩 , 第四系为阶地与现代河床冲积层
。

一

一 含矿岩体的主要地质和岩性特征

全 岩体的产状与形态 岩浆沿断陷带边缘 匕北东向压扭性断裂带侵入到上侏罗统的中酸

性火山岩与太古界结晶片岩接触的不整合面上
,

呈岩镰扒小侵入体产出
。

岩体的出露情况及与上覆岩层的接触关系 矿区西部含矿 岩体呈隐伏状态产出 , 中部
与东部苔矿岩体多直接裸露于地表 图

。

西部隐伏岩体的上部多直接与上侏罗统火山岩

接触 , 中部和东部
,

由于含矿岩休受晚侏罗世末期构造活动的影响而升高
,

并遭受到强烈的

风化剥蚀
,

故上侏罗统火山岩多已缺失
。

因此
,

中部和东部岩体多直接与下 白至统火山碎屑

台接触
、 亦即矿 区西部隐伏岩体多与上侏罗统火山岩呈侵入接触关系 而矿区中

、

东部 由于

块失上侏罗统火山岩
,

岩体多与下 白至统火山碎屑岩呈沉积接触关系
。

含矿岩体接触带的主要地质特征 含矿岩体
一

与围岩呈侵入接触
,

其边缘可见很薄的淬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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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一
‘

︵原子数︶
火边

,

局部可见 明显的杏仁构造 气孔充填物为纤维

球粒状玉髓
。

结晶片岩捕虏体一般很少产生变质现

象
,

仅局部可见薄层角岩带
。

岩体边 缘超覆佑端部具

有明显的板状节理
,

并伴随十分发育的爆发角砾岩
。

含矿岩体的岩性 主体岩性由次斜 长花 岗斑岩

组成 , 边缘多为次花 岗闪长 斑 岩 岩体超覆的端部

主要 由爆发角砾岩形成过程中产生碱质交代作用所形

成的次花岗斑岩组成 次花 岗闪长斑岩经碱质交代形

成次花岗斑岩时
,

元素带出
、

带入情况见图 , 矿区

内有关岩石硅酸盐化学全分析及其扎氏化学计算数位

特成见表
。

二 含矿岩休的岩相特征在矿物和岩石结构
、

构造上的反映
。

在岩石斑 晶上的表现

斜长石 具有典型的淬火自碎结构 图
、

姚

睽
峪盆 二二二二

次花岗闪长斑岩
鲤妇轰淮

‘

次花岗斑岩

为薄二七 四队的习惯用法 , 本文采用相应 的浅成岩名称前加
“ 次 ” 字来命名本区 的火山岩

。

图 巴尔特图解

次花 岗闪 长斑岩为样品 一 ,

次花岗斑岩为样品 一



环带结构 局部可见一个晶体的环带达四十圈以上
,

聚合斑晶较常见
。

石英 均由六方双锥状高温 田石英组成
,

普遍具有不同程度 的 熔 蚀 现 象 由

明显至极明显
,

并常含多量包裹体 玻璃
、

石基
、

黑云母等
,

聚 合 斑 晶与环 边结 构较

常见
。

黑云母 常 以黑褐至褐黑色的假六方柱状产出 常见磷灰石包裹体
。

有时可见

明显的蚀变镶边结构 由高岭石化黑云母四周镶有一圈褪色黑云母组成
,

图
。

此种结构为黑云母在近地表的环境下
,

由于截化作用
,

其四周三价铁的相对含量高于内

嘟 二价铁的相对含量高于外部
,

故其内部将比外部更有利于后期热液淋滤作用 主要形

成褪色黑云母 的进行
。

亦即经热液淋滤后褪色黑

云母的内都
,

其硅铝富集程度将高于外部 故在晚

期含二氧化碳的酸性水溶液作用下
,

其内部将 比外

都容易产生高岭石化
,

在蚀变不甚强烈时
,

其边部

皇褪色黑云母镶边保存下来
。

透长石 粒度 一般为 毫米
‘

比上述斑晶均小的多
,

但 又 比 石 基 大 石 基 为
·

。

、
。

毫米
, ·

故亦列在斑 晶 之 内
。

镜下观

案
,

呈无色透明的长板状
,

具有明显的卡氏双晶与

石基包体
。

因含量较少
,

故不常见
。

。

在岩石 结构
、

构遗上的表现

图

一斜 长 石斑 品的悴火 自碎结构 ,

一黑云母斑晶 的蚀变 边结构
。

一斜长 石 , 一斜 长 石环带 , 一淬

火裂坟 一燕云毋 , 一祖 色黑 云母

一高岭石 , 一褐铁矿

斑状与聚合斑状结构
。

石基具微花 岗状结构
,

粒度为 、 毫米 仅岩体和围岩接

触处可见石基呈半晶质结构
,

块状构造
。

岩体的边缘有时可见杏仁构造
。

‘

三 含矿岩体的主要地质
、

构造特征

本区含矿岩体的主要地质
、

构造特征
,

可归纳出 以下几点

含矿岩体与火山岩受同一构造体系 新华夏系构造体系 严格控制 图 ,

含矿岩体与围岩呈侵入速冷的接触关系
‘

组成岩体的矿物
,

均具有接近于地表而产生高温速冷的淬火特点 ,

从岩石的结构
、

构遣上看
,

具有较为明显的熔岩外貌

从岩石中 。 ’ 的比谭看
,

含矿岩体低于相应熔岩的比值 表 ,

表

样样 品 号号 标 本 号号 岩 石 名 称称

一 一 少 斑 英 安 岩岩
。

英 安 岩岩
。

一 一 次花 岗闪长斑 努努
。

一 次花 岗闪长斑岩岩
。

含矿岩体与火山岩紧密共生
,

并具有同源关 系
,

二者化学成份呈明显的过渡关系

图 与 ,
·

含矿岩体与火山岩为同期产物 均属晚侏罗世

含矿岩体超覆端部的爆发角砾岩带与矿床的关系极为密切
。

一 刁君 一



亡 ‘

乙土七 」色

一
一仁 公

图 有关次火山岩与火山熔岩化学成分变异图

‘︸,内‘
。

嘴一

图 有关次火山 岩与火山熔岩的扎氏化学图解

一 少斑英安岩 为 次火 山 岩 选一
、 连一

、

一 的 班 者层

综合上述
,

本 区含矿岩体 为在外貌上似火山熔岩
、

在产状上与火山岩紧密共生
、

在时 间

上与火山岩为同期产物
、

在成因上与 火山作用有关臼超浅戍侵入休
。

因此
,

我 们将矿 区内含

矿岩体定为次火山岩
。

二
、

矿床的主要控矿构造 —爆发角砾岩带的主要

地质特征及其成因探讨

一 爆发角砾岩带的主要地质特征
。

产状与形态 主要分布于岩体边缘超覆的端部
,

靠近其下盘呈上宽下 窄 的 不 规则脉

状
,

与接触带呈平行或近平行产出
。

爆发角砾岩主要分布于岩体内部
,

在接触带上则居次要

一 习 一



今

地位 图
、 、 。

爆发角砾岩带的织成 以同源角砾 以次花岗斑岩最为常见 为 社 异源角砾 结晶

片岩等 为次
。

角砾 友小参 犷
一

不齐
,

并 多具明显的棱角
。

胶结物 以偏胶体玉髓状 石英为主
,

后期黄铁碳酸盐等为次
。

规模 爆发角砾 六带 的总宽度一般约为 、 米
,

倾向延泊卜
一

般小于 米
,

前已

有工程控制的多在 、 米
。

门卜
图 勘探线示 奋地质剂而图 标

吸一第四系 ”积 层 凡 一 卜

统火山碎 展岩 , 丫“ 一 次火 山 划

体
一

一太古界结 品 片岩 ,

自乎

侵 入

一隐

撼
蔽爆发角砾 兴 , 一 余可体 矿脉 、 、、灾

护 、 、

、 、 、

、 ‘ 、

然然要 势 赞 傲
二

义⋯
二

击霹谕券娜拳拳

臀臀珠
哀哀

,, 、 、 、 、
,

、 , 、
一

、 、 , ,

一一 一 一 万万 门 ‘口卜自

功探
’

戈示怠地质洲而图

图例 冬

侏 罗 系火 ’ 犷矛为近 ’引工 程 夜 ’ 的 ,

图 , , 未 表示 出 。 毅一
八

、
、 、﹃一、 ﹄、

、﹄、、、卜

队卜卜匕

了

心卿 屏
一

衬
“

军
、、 一尸 ,

。 斗

厂
、

曰勺

双
口

冬 落功探线
,

七意 也觅图 、

几
、

一隐蔽爆 发角砾 丫

一金 矿体 ,

一碎裂次火 岩

其余图 咧 几 图

, 、

令令分
、

二卜亡
十 犷 乙

十 丫
、 十 小 护

分
、

气了 十 干

介 一 、丁士一 十

志 十
八

了
工 十

二 爆发角砾岩带形成的主要地质
、

构造条件
。

次火山岩休的伶入 与板状 竹即的产生 次 火山宕休超哭端部产状较平缓 倾角一般约



幼 、
“ 。

、侵入体上覆岩层为上侏罗统火山岩
,

下部为结晶片岩
。

因此
,

岩体在冷却过程

中顶 、 底板将产生 显著的差异性收缩
,

从而产生大 鼠板状节理
。

岩体超覆端部的板状节理
,

控制 了爆发角砾岩带的形成 由于火山活动造成了火山岩的

喷出与次火山岩的侵入
,

导致深部岩浆 由原来的相对封闭系统急剧转化为相对的开放系统
,

从

而引起深部岩浆的分异作用
,

当残液的含量超过挥发份的临界含量时
,

它将 由液相转化为气相

岩浆的分馏作用
,

从而形成 巨大的内压
。

富含
、

等的气液
,

在强大的内压推动下
,

先沿围岩的缝隙不断向 渗透
,

并在有利的地质构造条件下产生聚集 碱质交代围岩形成次

花 岗斑岩
。

次火山岩超覆端部不但具有大量板状节理
,

同时其下部及岩体端部的围岩又是由

塑性大
、

渗透性小的结 晶片岩组成
,

因而为气液的聚集创造了 良好的地质构造条件
。

气液沿板

状节理不断聚集
,

其内压不断增加
,

内压大大超过上覆岩层的外压时
,

即产生气体爆炸形成爆

发角砾岩
。

由于板状节理控制了气液的聚集
,

故爆发角砾岩带的产状与其一致 , 由于外压为上

小下大
,

故气体爆炸时爆炸力表现为上大下小
,

致使爆发角砾岩形成上宽下窄的不规则脉状
。

在次火山岩爆发脑帅石英斑晶中
,

我们观察 在厚为 毫米的薄片中 到大量而晌

一一、才咋,
、

月吐口勺、司月月门

显的次生气液包裹律 图

广百下了

。

这是气体爆炸的有力证据
。

‘

谕才
汽

· ’

、

色翼

切

。口 “

。

沪
〕 。

一一一一一一

刁。苍弓

卜

佗

月,,‘之口

图 石英斑晶中的气液包裹体

八 一石 英斑耐 , 争一聚 台斑 议, 分界线 , 一汽液包裹 沐观察区 , 一钻石 , 观察

区内气 液包襄 体的形态 分布 , 六边 形 气液包襄体的形态

采样地点 线地表 矿体

三 爆发角砾岩带的控矿作用
’

本区爆发角砾岩带 的控矿作用十分明 掀
。

矿化作用随爆发角砾岩的发肯而增 强
、

随爆发

角砾岩的减少而减弱的现象
,

在矿 引 , 表现得十分清楚 图
、 、 。

一 , ·

四 爆发角砾岩的形成对矿液性质的一些影响
绍 由于爆发角砾岩形成时

,

温度
、

压力极剧降低
,

有利于气相转化为液相 , 溶展由稀 向浓

转化 , 真溶液转化为胶体溶液
,

使 含矿溶液性质发生了改变
。

这 不但有利于 含 矿 元素的携

带
,

也促进了含矿元素的沉淀 ,

三
、

矿 床 的 主
,

要 地 质 特 征

一 矿体的产状与形状

矿体产于中酸性次火山岩斑状侵入体超覆端部的爆发角砾岩带中
,

并受其严格控制
,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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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态以不规则的脉状为主
。

二 主要矿物成份

金属矿物 自然金 ‘含少址 自然银
、 ,

偶见 自然铜
,

硫化物以黄铁矿为
一 ,

白铁矿为

次
,

辉锑矿有时可见
,

黄铜矿
、

方铅矿偶而可见微量
,

其他硫化物极少见
。

非金属矿物 以偏胶体玉髓状石英为主
,

方解石
、

白云石为次
。

次生矿物 以褐铁矿最常见
。

三 矿石的主要结构
、

构造

主要结构 偏胶状结构
、

胶状结构 图
、

显 晶粒状与显微粒状结构
。

主要构造 以角砾 状 构造最为显著而普遍 图
,

环状构造 图
、

脉

状与网脉状构造
、

晶洞构造
、

柑 梳 状构造
、

浸染状构造等为次
。

图 胶状结构 孔
,

光 片

一次火山 者碎屑 , 一黄铁矿 反光 镜下 的反 射色 黄 色
,

棕黄色 一石英

卜

一
, 一 趋璧翌丛盗三

标本编号 原 大

一次花岗斑岩角砾 ,

一 含金热液偏胶体 仁曲伏石英

,

米者心 ,

标本号 原 大

一 次火 山岩 花 岗质 角砾 ,

忿一偏胶体工曲状石英角练

一黄铁碳 酸盐化 ,

一胶状 硅质碳酸盐 脉 晚期

图 角砾状 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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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环绕角砾状 环状 构造 标本号

一 次火 山岩 花 岗质 角砾 , 一偏胶工 髓状 行英 , 一细拉黄铁 矿 , 一方解石

四 矿石的自然类型

贫硫化物偏胶体玉髓状石英脉 型矿石 肉眼观 察偏胶休玉髓状 石英为灰白
、

灰
、

嘿灰

色
,

具 明显的腊状光泽及贝壳状断口
,

并可见显著的收缩孔 胶体凝聚 作用的产物
。

金 主

要呈 自然状态产出
,

硫化物很少见
。

富硫化物黄铁碳酸盐型矿石 主要由黄铁矿 白铁矿为次 和碳酸盐 方解石
、

白云

石 组成
。

自然金主要 以 包裹物状态赋存于金属硫化物中
。

贫硫化物碳酸盐型矿石 碳酸盐主要由含铁 白云石及少量方解石组成
。

肉眼观察
,

新

鲜面一般呈灰 白或浅肉红色
,

风化面常呈浅褐色
,

有时 可见明显的晶洞构造
。

一般金属硫化

物仅在镜下方可见到少量呈稀疏浸染状的显微粒状 出现
。

自然金主要赋存于碳酸盐 中
。

褐铁矿型矿石 为氧化带所具有的矿石类型
。

“五 金的主要赋存状态及其形态

目前发现的金均 以 自然状态出现
。

自然金的主要赋存状态及其形态见表

表

斌 存 状 态 ⋯ 偏 胶 体 、 , 状 石 英 黄 铁 矿
、

舀 获万了石瓜下厂
相 又古 含 公吟 了书 , , 。

形 态 类 别 角 粒 状 军 。‘ 粒 状
·

才充 令卜 介 枯 仆

相 对 含 星 一 一 。 左 。 。

之 朽表 引 自 占 冰省 冶 二研 究听《 团 结 匀全汀 可选性 试脸报告 》 ,
共 中对贫硫 比物浅 敌盐 型 矿 石未 作统 计

。

六 矿化作用及围岩蚀变的主要地质特征

含金丈拟夜硅化作旧 明显地受爆 发角砾岩带控制
。

硅化作用的产物以偏胶体玉髓状石

英 占绝对优 势
,

以 不规贝 论脉状
、

网脉 伏或极不规则的形态胶结次火山岩的爆发角砾 包括

部份结晶片岩等角砾
,

而成爆 发角砾 宕产出
。

呈脉状者
,

其宽度不二
,

宽者 可达 。、 厘

米或史大
,

窄者约 毫米或更小
。

脉体与角砾一般均具有清晰的界限
。

含金热液黄铁碳酸盐化 主要由黄铁 矿 白铁 矿为次
、

方解石 白 云 石 为 次 组

成
,

常呈脉状
、

网脉状或星散浸染状沿爆发角砾岩带或在次火 岩的下了期 张性裂隙中分布
,

一 了 一



故脉体形态多不甚规则
。

呈 脉状者具宽度一般为 、 厘米或更大
,

窄者约 毫来或更小
。

呈浸染状产出者
,

黄铁 矿 包括 白铁 矿 其粒度最小 可达 毫米
,

最大者一般可达

、 毫米
。

此 外
,

常见此种蚀变产物 挂脉状或以胶结物的形式 穿插或 结前期含金热液硅

化作用的 七物
。

含金热液白云岩化 主 要沿次火 岩体中的张性裂隙 呈不规则的脉状产出
,

晶洞构造

较常 见
。

脉体 与围岩间的界限清晰
,

脉宽 口前所见为 、 厘米不等
,

主要由含铁 白云石组成
。

由
一

硅化
、

黄铁碳酸盐化
、

自云宕化木身即带含矿元素
, ,

玫上述三种围岩蚀变木身即多

为矿体的组成部份
。

。

高岭石化 包括部份水云 母化
、

白云 母化 褪 色黑云母 为 仁要的近矿围岩蚀变
,

绢云母化
、

褐铁矿化次之
。

七 超浅成矿床的一些特征

矿床的形成与次火山岩休 东空间
、

时间及成因上均具有
一

十分密切的关系
。

其中构成本

区矿床主体的含金偏胶体 玉髓状石英表现的极为显著
,

离开次火山岩体爆发角砾岩带的其他

地段很少见到有 含金偏胶体玉髓状石英
。

胶状矿物
、

偏胶状矿物与晶质粒状矿物相互重叠
、

混杂的现象常甚为明显
。

矿石品位变化很大
,

具有明显的不均匀性
。

矿体距地表的垂直深度一般均小于 、 米
。

。

未见矿体具有水平与垂直分带的现象
。

八 低温热液矿床的一些特征
。

矿体的形成以热液沉淀充填式 为
一

。

具有以典型低温矿物为主的矿物组合
。

金属 矿物有胶状黄铁矿
、

白铁矿
、

辉锑矿
、

自然 银
、 ·

自然铜等
。

非金 属 矿 物 有偏胶体

玉髓状石英
、

胶状方解石
一

与自云石等
。

矿石的主要结构
、

构造
,

均以 低温型为特征
,

如胶状
、

偏胶状结构 角砾 状 构造

古绝对优势
,

其次是环绕角砾状 环状 构造
、

晶洞构造
、

栉 〔梳 状构造等
。

主 要围岩蚀变也以低温 ’健的为
一

三。

由偏胶体玉髓状石英所构成的硅化
、

高岭石化
、

白

云岩化等
。

九 矿床的主要成矿阶段 期 及其主要矿物的生成顺序见表
。

矿床的成因类型与工业类型
。

矿床的成囚类型 根据矿床
一

护要地质特征的综合分析
,

我们认为应属次 火 山岩型低温

热液金矿床
。

矿床的工业类型 从工 业应用的角度 仁看
,

该矿床具有以
一

「儿个主要特点

矿化面积娥 不算大 、
,

但具有特大的规模 指工业储量 除直接裸露于

地表的工业矿休外
,

还有相 当现模的盲矿体埋藏也不深 , 矿石矿物主要由自然金组成 , 矿物组

合简单
。

金属矿物主要 山黄铁矿 白铁矿次之 组成
。

非金属矿物以偏胶体 丘髓状石英 和碳

酸盐为主 经 占林省冶金研究所对该区金矿床所做矿
一

石 叮选性试验证实 “ 物质组成简单
,

有碍混求和氰化的元素含 〕,乏很少
,

选矿法采用混永加全泥氰化法其回收率
‘丁达 拓 ” 。

综上所述
,

该矿床在工业 几具有规模 大
、 ,

产位不高以及易采
、

易选 和回收率 佰等特点
。

因此
,

我们将该矿床的工业类型 初步确认为斑 岩型金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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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迁塑
成矿

‘

阶段

表

外 生 期

主要矿物

早期 贫硫化物

介金偏胶 本玉

髓状石 英阶段

监 热 液

中期富硫化物

含金 黄铁 碳再安

式挂阶段

期

晚期贫硫化物

含金碳酸盐

阶段

偏胶体玉髓状石英

胶状黄铁矿

显微 粒状 黄铁矿

粒状黄铁矿

粒状 白铁矿

自然金

自然银
、

铜

胶状方解石

方解石

辉锑矿

胶状 白云石

白云石

揭铁矿

砂金

州
一

三
叫 一

口 卜

口

四
、

对 成 矿 规 律 的 初 步 认 识

一 主要构造对成矿作用的控制

华夏系构造体系 相对隆起 的部位 与新华夏系构造体系 相对凹 陷的部位 衔接处
,

所产生的深断裂 断陷带边缘北北东 向压扭性断裂带 严格的控制着燕山期中酸性火山岩与

次火山岩及其有关矿产的分布
。

为此
,

沿该断裂带两侧分布的火山岩与次火山岩均可作为寻

找火山成因金矿床的远景区
。

复背斜 轴 向北东一南西 在接近断陷带处
,

受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的干扰使其西北翼

背料褶曲的轴 向转为近东西 向 图
,

它与上侏罗统火山岩组成的不整 合而控制着本区岩

体与矿体的位置
,

因而
,

使本区含矿带呈北西西 向
。

展布
。

矿带长 米 左 右
,

幅

宽 米左右
。

次火山岩体超覆端部的脉状爆发角砾岩带
,

严格地控制着本区矿体的形态及其在空间
‘

上的分布
。

二 主要岩性对成矿作用的控制

从岩性上看
,

矿区内矿床的形成主要受 中酸性次火山岩斑状侵入休
,

特别是岩体超覆端

部的次花岗斑岩以及有结晶片岩作为盖层的部位所控制
。

三 可作为找矿标志的围岩蚀变
。

含矿围岩蚀变 即围岩蚀变本身即含矿
,

并多为
一

’业矿休的组成部份 硅化 其产物主

要为偏胶体玉髓状石英
、

黄铁碳酸盐化 二者爪叠部 位
,

矿石 品位显著升高
、

白云岩化
。

近矿围岩蚀变 高岭石化
、

白云母化 褪色黑云母 为
一 ,

绢云母化
、

褐铁犷化次之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
,

工作也不够深入
,

如有不妥之处
,

请予批评
、

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