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 东 地 区 金 次 生 晕 异 常 特 征 及 找 矿 效 果

辽宁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朱喜臣

自 年以来
,

我们在辽东地区几个金

的成矿带上
,

以 为直接指示元素
,

以
、

、 、

为辅助元素
,

用分散流
、

次生

晕
、

原生晕等手段与地质相配合
,

进行了地

球化学找矿工作
。

先后投入 千的 公里 , 、

万的 公里“ 、

万的 公里 的次

生晕工作和 万的 公里 么 的分 散流工

作
。

由试验
、

试验性生产到大面积投产
,

都

取得了一定的地质效果
。

并对金在表生环境

中的变化
,

不同类型金矿床中次生晕成晕特

征
,

异常推断解释和评价方法
,

以及金的直

接指示作用等
,

有了初步认识
。

辽东主要金矿床类型及其特征

辽东地区金矿床
、

矿点分 布 很 广
,

类

型也多
,

大部分产在古老地层 中
。

目前发现

具有一定工业远景的金矿床
,

按地质成矿条

件及矿化特点
,

主要可分为如下两种类型
。

含金石 英脉型金矿 床 , 这是辽东常见
的金矿类型

,

矿床多产于前震旦纪古老变质
岩系中

。

成矿的有利围岩如黑云母花岗片麻

岩
、

斜长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和混合岩化较

低的混合岩类
。

矿床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
。

控制矿体展布的含矿断裂多半是北东或北北

东向挤压带
,

张扭或压扭性断裂
。

在矿化带

内含金石英脉往往是成群成组出现
。

石英脉

宽 米乃至十几米
,

延长几十米至几百

米
,

含金一般为几至十几克 吨
。

矿床围岩蚀

变以硅化
、

黄铁矿化为主
,

次有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高岭土化
。

金属矿物种类可分为

黄铁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
、

自然金含金石英

脉 , 黄铁矿
、

辉钊矿
、

毒砂含金石英脉
。

为

中高温或中低温热液充填交代含金石英脉型

金矿床
。

含金蚀 变带型金矿床 此类金矿床可

称层控型矿床
,

多产于太古界
、

元古界区域

变质岩系中
,

矿床受一定的层位控制
,

以 沟

和 沟金矿床为例
,

矿床赋存 在辽 河群盖

公组底部黑云母变粒岩与薄层状变质砂岩互

层带中
。

矿化带随含矿地层展布
。

沟 金矿

床含金蚀变带长达几公里至十几公里
,

带宽
一 米不等

,

由 一条主带及其上下盘伴

随的平行或斜交的副带 条组成
。

走向

近东西
,

呈舒缓波状
,

向 南 倾
,

倾 角
“ ,

蚀变有钾长石化
、

硅化
、

黄铁 矿 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及退色化
。

金矿体呈脉

状
、

层状
、

扁豆状
,

在蚀变带中
,

一般长

米不等
,

最长 米
,

延深百米或数百

米
。

矿体厚度变化大
,

米至数十米
。

一

般是厚度大金品位高
。

金品位一般为

克 吨
,

最高达百克 吨
。

金属 矿 物 种 类单

一
,

主要由黄铁矿
、

自然金组成
。

元素组合

单一
,

以
、

为主
。

由于 在 整个 成矿

带或矿化带
,

有其他金属成矿作用的叠加
,

因而在含金蚀变带的局部地段也有 或

元素出现
。

金的次生晕异常特征及异常评价方法

金在不 同岩石
、

矿物 中的分配 表

从元素平均值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

盖县组地层中金的平均值高出克
拉克值 倍

。

目前发现的层控型金矿床均产

于该地层中
,

初步可认为
,

此层既是金的矿

源层又是含矿层
。

大石桥组大理岩含铅高
,

含金接

近区域正常值
。

目前所发现的大中小型铅矿

床 或矿点
,

大多产于该层
。

区域各种火成岩含金低
,

接近区

域正常值
。

区域上含金蚀变带 或 含 金 石英
脉

,

由于所处的地质构造部位不同
,

元素组

合也有不同
。

含金蚀变带型大体可分为金银

组合和金银砷组合
,

并有微量的
、

出

现
,

组合较简单 含 金 石英脉型可分为

组合
,

组合
。

因此
,

在以金作指示元素时
,

针对不同地质

环境
,

适当选择与金有关的伴生微量元素作

辅助指示元素
,

才能取得良好的地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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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色分析 , 其他元素为光谱分析 ,

金在土壤中的分布及表生 变化特点

通过在
、 、

三层土壤中 多次取样
,

表示未侧

可以看出
,

与 在土壤中成晕类型及特

加工至 目
、

目
、

小 于 目

三种粒级试验结果表明
,

在矿体所形成的次
生分散场范围内

,

随采样深度加深而金含量

逐渐增高
。

层平均值为 。 ,

层为
, 层 为

。

若以 层平均值为 时
,

层的 含量

为 层的三倍
, 层又是 层的三 倍

。

不同

粒级中金含量无明显差异
,

蚀变带型富集粒

度偏细些 图
。

从金在土壤剖面晕的发育状态 图

点是不同的 ,

金在深层富集
,

银则相反
。

在

矿体正上方残积物中
,

金与银同时出现
,

异

常范围同矿体地表出雳宽度基本一致
。

在坡
积物中

,

金
、

银晕分离
,

金晕在 层接触
线以下出现埋藏晕

,

银晕悬浮在 层 以上
,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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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暴露地表
,

甚至在 层中晕值 有增高趋

势
。

原生金矿石中金与银的含量基本是共消

长关系
。

在土壤中造成金
、

银分离的原因
,

是由于两者在成土过程表生作用中地化行为

不同所致
。

不 同类型金矿床金的次生晕异常特征

及异常评价方法

这里主要指含金石英脉和含金蚀变带两

种不同类型金矿床
。

它们的金次生晕异常特

征
,

有同有异
。

金的富集层位一般都 在
、

层

以下
,

随采样深度增大金异常强度也增高
。

不同粒级所形成的异常强度和幅宽
,

无明显

差异
。

石英脉型粗粒组分含金量偏高
,

含金

蚀变带细粒组分金含量也高些
。

金异常的幅度和梯度变化与矿床

类型
、

脉体形态
、

大小等因素有关
,

一般含

金蚀变带金异常幅度宽
,

梯 度 变 化 小 图
, 含金石英脉型

,

成群成 组 出 现 的脉

群
,

异常幅度宽
,

梯度变化大
,

单脉的异常

梯度人而幅度狭窄 图
。

受断裂构造控制的热液充填含金

石英脉型金矿床
,

金异常在平面上 多呈扁豆

状或不规则状
,

反映异常中心含矿构造中
,

金矿化较强地段
。

含金蚀变带型金矿床
,

金

异常在平面上多呈带
、

线状
,

扁豆状
,

异常

比较宽大
。

从元素组合看
,

含 金石英脉型除

异常外
,

往往伴随与 有关的微量元素

异常
,

具有多元素组合的特点
,

含金蚀变带

型金矿床
,

元素比较单一
。

以 为直接指示元素找金时
,

在古 老

片岩或片麻岩地区
,

由于地层的含金性
,

也

容易 出现金异常
。

对区分矿异常与矿化异常

以及非矿异常
,

在异常处理与评价中
,

我们

的具体办法是

①掌握异常特征
。

总体上看
,

矿异常一

般 异常强度大
,

剖面上有一定 的幅宽
,

平面 有一定的方向性和范围
,

元素组合复

杂
,

异常再现性好
。

②由于金多以机械晕形式存在
,

根据金

含量随采样加深而增高的特点
,

故而加大采

样深度 米以上
。

以三点顺移均值法作

剖面曲线
,

计算异常区间剖面金属量总和
,

来估计矿化体含金平均品位
,

用异常范围推

算合金矿化体出露宽度 表
。

表

备注
含 金 蚀 变 带 次生晕异常剖面

护让﹄一

一一,二一吧

工程号 出时宽度
米

平均品位
克 吨

晕 宽
米

晕中金
扭总

线
残积

线
坡积

线
坡权

当矿体走向与地形坡向相交时 , 位移大 , 异常宽

度为矿体厚度的 倍
。

③用 与金有关的伴生微量元素也可以评

价 异常的含矿性
。

矿致异 常多为多元素

组合
,

与矿体有关的元素均有异常显示
,

这

是分散矿化所引起的金异常所不具备的
。

④单点高峰 异常
,

以异常点为中心
,

采用双十字交叉剖面
,

沿双 十字剖面方向以

米点距采样
,

如果异常稳定并能获得

有一定方向的异常点或

面
,

大多是矿致异常
,

而矿化或非矿异常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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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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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币夕

备这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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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详细了解地质情

况
,

在异常地段采集各

科,岩石
、

矿化蚀变休标

本
,

直接分析金
。

扑

百回姗

丁

又大

找矿效果

巴困““ ’止 侧
口

妇取砂肖

司 创 犷

爪 、爪泪别 麻六

含众石英脉

含全蚀变节昔

图 图

例一 年在辽

宁庄东某地投人 公

里 之 万路线法次



生晕
,

获得了三个比较好的异常区
。

在新

区 进行了 公里 详细找矿工作
。

该区主要

地层为鞍山群城子瞳组
,

由黑云 斜 长 片 麻

岩
、

斜长角闪岩
、

混合片麻岩组成
,

在测区

西或南部
,

有震 旦纪榆树位子组地层出现
,

主要岩石由板岩
、

千枚岩
、

石英岩组成
,

两

者呈角度不整合
。

含金石英脉主要充填在南北向或北东向

断裂之中
,

石英脉多呈扁豆 状
、

不 规 则脉

状
,

具尖灭再现
、

膨胀狭缩等特点
,

金属矿

物以黄铁矿为主
,

并有方铅 矿
、

黄 铜 矿出

现
。

金与硫化物的多少有密切关系
,

硫化物

多
,

金含量就高
。

次生晕网度为 米
,

用细管采样器

采集 层或 层样品
,

以
、 、

为指示元

素
,

背景值 为
, 、

为
。

异常下限 为
。

金用 丫

圈定异常
,

获得了三个异常带 图
。

、 、

异常断续出现
,

异常带有

效地圈定了南北向的含矿断裂
,

异常反映

了石英脉中金矿化较好 地段
,

品位一般

为
,

最高 以上
。 、 、

三元素组合异常出现地段金品位最高
,

脉体

中金品位 克 吨 以上
,

最高达 克 吨
。

该

点除 脉带和 脉带 北段为已知矿外
,

其

气‘

, 、干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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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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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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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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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口

图

余均为新发现
。

经钻探工程控制
,

获得了一

定的金储是
,

具有一定的找矿远景
。

例二 辽宁白 山地区
。

该区 出露主要

地层为辽河群大石桥组和盖 县组地层
。

盖县

地层主要由黑云母变 浅 粒岩
、

硅线石云

母片岩
、

云母片岩组成
。

大石桥组地层主要

由上段岩石组成
,

其下为白色大理岩
,

逐上

为条带状大理岩
、

透辉透闪片岩组成
。

地层

近东西展布
,

倾向南
,

倾角
。

含金

蚀变带产于黑云变粒岩成云 母片岩中
,

产状

同地层基本一致
,

分布在石英斑岩的上下盘

部位
。

含金蚀变带以钾化
、

硅化和黄铁矿化

为主
,

次有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
。

金属矿物
种类单一

,

主要为黄铁矿
,

在石英脉中有黄

铜矿 出现
。

元素组合简单
,

分为
、

型

和
、 、

型
。

该区为金的成矿预测区
,

砂 金 分 布广

泛
,

但解放以来
,

从未发现含 金 蚀 变 体
。

年开展了地质化探找矿工作
,

在丁二三

沟区段
,

通过检查 年分散流
、

弱

异常
, 在辽河群盖县组底部互层带中发现了

含金蚀变带
。

该区覆土掩盖面积大而且厚
,

为进一步肯定该区的找矿远景
,

同年 月
,

地质与化探同时开展了详细找矿工作
。

化探
作 米 米的次生晕 剖 面

,

并 在

矿化蚀变转石多的地段
,

局部加 密至 一
。米 火 米

,

又配以原生 晕剖面或转石打
块

,

控制了整个 号分散流异常区
。

工作效

果是 号
、

异常带断续长 米
,

异常带反映了含金矿化带的规模和位置
。

其

中 线间 异 常
,

最高
,

异常幅度较宽大
,

清 晰地反映了覆

土掩盖下含金蚀变的位置和规模
。

经钻探进

行深部评价
,

到 目前为止
,

仅在 线召

段就获得了一个大型金矿床的远景储量
。

在
线以西

,

以 米测网进行 万次

生晕工作
,

主带向西有所延长但矿化减弱
。

在主带上盘发现 号异常带
,

长达 米
,

宽 米
。

向西尚未封 闭
,

向东进入河

谷到 线
,

经槽探验证
,

见到多条含金蚀变

带和含金
、

铜石英脉
。

异书洲梦圈定含 金矿化

带
,

单一 异常圈定了 含金蚀变 带脉体的

规模
, 、

异常日定了含金
、

铜石英脉

体的规模
。

一般脉体宽 米
,

长 一

米
,

品位达
,

克
‘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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