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阐述了矿化分带对找矿的指示作用
。

将斑岩铜

相矿床
、

斑岩铜铅锌矿床
、

斑岩铅锌矿床以及外

围脉状金
、

银 铅
、

锌 矿床归为同一成矿系列
,

并强调了圈定面型浸染状矿化范围的意义
,

配合

蚀变
、

矿化
、

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以明确不同部

位可能产出的相应矿化
。

在阐述斑岩钨钥矿床分带模 知寸
,

提出了

帐北
“

斑岩钨矿四层楼成矿模式
” ,

对比赣南一

粤北所通用的石英脉型
“

五层楼
”

模式
,

赣北是

倒向
“

四层楼
” 。

此外
,

本文从找矿角度剖析了翰

北几种不同类型斑岩钨矿的蚀变
、

矿化
、

元素地

球化学特征
,

提出 了普查找矿过程应注意的方法

和地球化学指标
户

初步划分 了赣北斑岩铜铅锌矿床和斑岩钨

矿床的基本类型及其对比特征
,

为今后在不同地

区
、

不同矿田
、

矿床不同部位 子找相应类型的斑

岩矿床提供 了一些线索和设想
。

白 云 金 矿 床 的 成 因

东北工学院 关广岳 金成 沫

流一
倾教加伟帅

白云金矿床为辽宁省内新发现的破碎带浊变

岩型矿床
。

矿床的品位虽不太高
,

规模也不很大
,

但是由于它赋存在辽河群中级变质岩中
,

矿石组

分简单
,

易采易选
,

是一种很有找矿前景的类型
。

因此
,

研究和探讨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机理 不

仅可以丰富成矿理论
,

而且有利于指导找矿
。

我

们结合辽宁冶金地质 队的勘探工作
,

进行了

矿床成因和金的活化迁移
、

富集规律研究
。

本文

仅就矿床成因方面的问题
,

提出初步认识
。

质年龄频数直方图 图 表明
,

在辽河群地层

沉积后
,

曾经历 了多次较大的地质事件 而以吕

梁期 门 一 百万年 和海西到燕山期 一

百万年 最强烈
,

对本区的构造一岩浆活动

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

所以
,

本区吕梁期近东西

向复式褶皱构造发育
,

显生代北东
、

北北东向压

性
、

压扭性断裂明显地叠加在褶皱构造之上
。

区域地质概况

白云地区位于辽东台隆
、

营口一宽甸古隆起

北部
,

营口一草河 口复向斜的南缘
。

区内出露辽河群变质岩
,

其上部为盖县组
,

主要是片岩组成的粘土质碎屑岩建造 中部为大

石材性且
,

主要为大理岩夹片岩
、

变粒岩组成的碳

酸盐建造和粘土一半粘土质碎屑岩建造 下部为

浪子山组
,

主要为变粒岩
、

浅粒岩夹片岩
、

角闪

斜长岩组成的半粘土一粘土质碎屑岩和中酸性火

山碎屑岩建造
。

上述变质岩为复理式建造
,

以沿

走向和倾向沉积序列
、

岩石组合
、

岩相及厚度变

化较大为特征
,

并含有一定数量的有机质 藻质

的碳化物
。

这些特征显示其沉积物质多半来源于

古陆壳
,

并在动荡不定的浅海
、

滨海环境下沉淀
。

辽河群岩层严格受鞍山群基底构造控制
,

呈

近东西向展布
。

区内已知地质体 一 同位素地

图 辽东地区辽河群 一 人 同位 帝

年龄侧率 方图

区内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吕梁期混合岩化斜

长花岗岩和海西一印支期黑云母花岗岩
。

前者以

硅过饱和和贫碱为特征
,

浸入年龄为 百万年

后者以硅过饱和并富碱为特征
,

侵入年龄为
一 百万年

,

它不仅对辽河群变质岩有混染
、

吞食现象
,

而且使岩石发生了硅化
、

夕卡岩化
、

绿帘石化
、

蛇纹石化和绢云母化等蚀变 又在岩

体周边形成了夕卡岩型铜
、

铂矿化和石英脉型金
、

铅
、

铜矿化
,

以及沉积变质
一

长热液改造型铅
、

锌
、

金矿化
。

在燕山期主要侵入了过渡相小花岗岩体



和一系列岩脉
。

金矿床的地质特征

白云金矿床赋存在白云山倒转背斜南翼大石

桥组中段变质岩中
,

并严格受破碎带热液交代蚀

变岩控制 图
。

一 矿体围岩 —矿源层

区内仅出铸大石桥组上
、

中段变质岩
。

上段

的上部为厚层白云质大理岩夹薄层斜长角闪岩
,

中部以含石墨大理岩为主
,

下部以薄层透闪透辉

片岩为主 中段的上部以变粒岩
、

浅粒岩夹薄层

大理岩为主
,

下部是黑云母片岩 黑云母变粒岩
、

一 ,

味热之
、

叫‘七一 刁全、

、

王五
一

兰
回
口

第四系 区习
一

几长斑岩

愧风 丫

习
人石价

几
,

口
‘姗

一

‘
一

上

岖习计彬段 卜如矿“
,

口
闪长 ”口

石‘斑岩

圃
含沙化 硅化交代蚀变 岩

团
“ , 必 ”与‘“ “

图 自 云 矿区地质图

硅线黑云母片岩
、

浅粒岩互层夹薄层或透镜状大

理岩
。

含金蚀变岩 带 和矿体严格赋存 于中段

下部互层带之中
。

矿体围岩岩性变化频繁
,

层薄
一 片公 ,

宏观与微观韵律发育
,

复理式建

造清晰
,

普遍含石墨及碳化物
。

岩石构造和化学

成分特征表明
,

片岩类岩石
,

错石等副矿物磨圆

度良好
,

含碳质一般 一 ,

最高
,

, 、 、

含量
,

,

尼格里岩石化学特征值均落在沉积岩区
,

原

岩为粘土一半粘土质碎屑岩石
。

变粒岩和浅粒岩
,

多数矿物分选性和磨圆度较差
, ,

、 、

含量
,

加 二
, ,

含 大大超过地壳 值 一般 一
,

最高

可达
,

尼格里岩石化学特征值均落在火

成岩区
,

其原宕可能属于远火山中酸性英安一凝

灰质沉积岩
。

少数变粒岩则相反
,

石英分选性和

磨圆度较好
,

具有明显的变余砂状结构
,

含碳质

最高达 、
,

,
具沉积岩特征

,

原岩属于

陆探碎属岩
。

·

矿区及其外围岩石的含金量分析结果 表

表明
,

在赋存有矿体的大石桥组中段下部
,

岩石

含金最高
,

平均
,

最高
,

具有

矿源层的特征
。

变质岩中发育有规模很小的伟晶

岩和长英质脉
,

其中伟晶岩也含有极不均匀的金

矿化
,

含量约 八
。

这是由于区域变质作用
,

使岩石中的金发生活化迁移
,

重新再分配的结果
。

二 构造控矿

矿源层岩石
,

由于岩相
、

岩性变化频繁
,

层

薄 岩石的机械物理性能很不均匀
,

容易发生形

变
,

所以在各期地质事件中形成了复杂的地质构

造
。

各期构造对金从矿源层中发生活化转移和再

分配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

前震旦纪区域变质作

用形成的褶皱构造
,

使金发生活化迁移
,

并相对

富集于褶皱发育地段
。

例如 矿区褶皱极复杂的

荒沟地段
,

黑云母片岩平均含金
,

而褶皱

相对简单的阳沟地段
,

黑云母片岩中金的平均丰

度只有
。

海西一印支期构造
,

主要是继承

前期褶皱构造方向
,

沿机械物理性质不均匀的互



白云及蕊外 告石 全皿趁计班
据辽宁冶金地质 队资料盆理

岩岩岩 性性 样 教教 含

范范范范范 圈圈 平 均均

早早早 盖 县 组组 黑 云 片 岩岩

元元元元 黑云变拉岩岩岩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代代代 大大 上上 大 理 岩岩

辽辽辽 石石石 片 岩岩
。

何何何 桥桥桥 变 较 岩岩

群群群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地地地 段段 下下 大 理 岩岩

层层层层层 熟云母变拉岩岩

硅硅硅硅硅线云母片岩岩

熟熟熟熟熟云片岩岩
。

浪浪浪子山组组 石 英 岩岩
。

含含含含砾石英砂岩岩

棍棍棍棍 合 岩岩

脉脉岩 早元古代 石 英 脉脉

伟伟伟 晶 岩岩

花花幽岩 海西期 边 缘 相相

过过过 艘 相相

中中中 心 相相

脉脉 岩 燕山期 花 肉 斑 岩岩

石石石 英 斑 岩岩岩

层带
,

形成层间或斜切岩层的破碎断裂带
。

其走

向近东西
,

局部随地层产状而变化
,

倾向南
,

倾

角多变
,

一般 一 。 ,

延长大于
,

延深大

于
,

宽 一 。

它是深部高温气化热液上

升的主要通道
,

同时又控制了蚀变岩 带 和矿

体的分布
、

产状和形态
,

对成矿起着重要作用
。

三 岩脉与矿化的关系

在矿体附近未发现较大的岩体
,

但石英斑岩
、

闪长纷岩和二长斑岩等岩脉广泛发育
。

其中石英

斑岩和闪长扮岩与金矿化蚀变岩 带 有着密切

的空间关系
,

常出现在蚀变岩 带 的顶盘或底

盘
。

岩脉中见少里的原生岩浆包裹体
,

均化温度

约
“ ,

次生包裹休发育
,

具有超浅成的特征
。

岩脉普遍受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和轻徽的硅化
、

黄铁矿化
,

局部见金的矿化
。

一 同位素年龄

值 百万年
,

与区域花岗岩

百万年 和矿体 百万年 接近 表

硫同位 素组成 招 , 刁 为十 编
,

与 区域 花 岗岩
〔 哈 一致

。

由此可以认为
,

矿区内的脉岩

白 云犷区及蕊外 盆 一 年价班 班

侧侧 定 对 样 品品 地 区区 一
年年年年年龄 百万年年

地地地 砚合变较岩岩 皿皿 青青

层层层 浪子山组瓜云变拉岩岩 石石 城城
盖盖盖县组热云片岩岩 母母 子子 幼

大大大石桥组燕云片岩岩 全 岩岩 白 云云

伟伟伟 大石桥组大理岩中中 白云母母 青城子子

晶晶晶 大石桥组燕云片岩中中 白云母母 白 云云云

岩岩岩岩岩岩岩

岩岩岩 大顶子拼长花肉岩岩 皿皿 青青

桨桨桨 双顶沟斑伏燕云母花阅岩岩 万万 城城
岩岩岩 新岭熟云母花岗岩岩 母母 子子

岩岩岩 辉峨扮岩岩 全全 白白

脉脉脉 闪长份岩岩 岩岩 石石

石石石英斑岩岩岩岩

含含金钾化一硅化交代蚀变岩岩 钾长石石 白 云云

为深部海西一印支期岩浆活动的晚期派生物
,

并

与成矿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

四 热液交代蚀变

区内热液交代蚀变发育
,

并形成了规模较大



的蚀变岩 带
。

按交代或蚀变类型组合
、

强度以

及与矿化的关系
,

可分为褪色蚀变带和钾化一硅

化蚀变岩带
,

破碎带严格地控制了褪色蚀变带
,

褪色蚀变

带又控制了钾化月洼化交代蚀变岩带
,

钾化一谁
化交代蚀变岩带则控制了金矿体 图

。

南 、

巨 线 , 云母片岩巨刃, 云 片岩

困
‘云 , “ 岩

回
‘ 理岩 , “ , “ 互‘

口
‘“ , “ 岩

困。。闪片岩

口
闪长‘ 岩

口
石“ 岩

四
次生石 。

口
含 ”化一硅化 , 代鼓岩

因
金矿体

口跳触带界。

圈 白 云矿区 线地质剖面图

褪 色恤 变带 发育于破碎带两侧
,

其产状

与断裂带相近
,

形态复杂
,

呈多层平行分布
。

控

制长度大于 、 ,

宽 一 ,

延深大于

蚀变类型有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和少量硅化

等
,

主要是高温气成热液对矿源层酸性淋滤作用

的产物
。

黑云 母蚀变后析出了部分
、

等色素

金属离子
,

使其褪色成为浅绿或灰白色的绿泥石
、

绢云母和其他过渡性矿物
。

在蚀变矿物附近形成

少量不规则状黄铁矿
。

暗色矿物的褪色化蚀变
,

以交代蚀变岩为中心
,

向外逐渐变弱
,

逐步过渡

为正常的变质岩
。

钾化一硅化交代蚀 变岩带 主要出现在破

碎带中
,

呈带状分布
,

并被褪色蚀变带包围
。

产

状为 乙 一 “ ,

连续性比褪色蚀变带差
,

形态复杂
,

多是平行斜列分布
。

主带规模较大
,

长约
,

毛宽 一 ,

主矿体赋存其中
。

支
·

带圳刻
、 ,

出〕见在主带两侧
,

连续性较差
,

多半

是金的矿化体
。

交代蚀变主要有钾长石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和黄映矿化
,

以及少量高岭石化和玉

侧七
。

交代蚀变矿物的生成顺序为钾长石

石英 一钾长石
卜

绢云母 , 石

英 一绢云母 一碳酸盐
卜
石英

一方解石
。

其中第二阶段石英
一
钾长石 一绢云母 和第三阶段石英

一绢云母 一碳酸盐 与金的关系密切
。

上述交代蚀变岩沿垂直方向略呈分带出现
,

近地表次生石英岩发育
,

深部块状钾长石发育
,

两者间为钾化与硅化混合过渡带
,

其他蚀变多半

叠加在上部或中部早期蚀变上
。

五 矿体和矿石

矿体 金矿体多半出现在钾化一硅化交代

蚀变岩带的上盘或下盘附近
,

形态复杂
,

连续

性差
,

多呈不规则状
、

团块状或似脉状
,

并有

尖灭再现或分枝复合现象
,

延深也不大
。

产状

匕 一 “ ,

并以
”

角向西侧伏
。

矿体的

大小受交代蚀变岩的规模控制
。

矿体一般上部厚

而富金
,

下部变薄而贫金
。

矿体与交代蚀变岩呈

渐变关系
,

只能靠化验品位圈定
。

矿石 矿石的矿物成分简单
,

贫硫化物
。

金属矿物主要是黄铁矿
,

局部见少量黄铜矿和微



量方铅矿
、

闪锌矿及辉镶卿
‘ 。

矿石结构以自形一半自形粒状为主
,

构造常

为浸染状
、

角砾状和细脉状
。

工业矿物以金银矿 诚色率 一 为主
,

自然金 诚色率约 较少
。

可见金粒不多
,

主要以包体金
、

晶隙金和以间隙金形式存在于黄

铁矿中
。

金粒一般 产 ,

最大 严
,

皇薄片状
、

不规则状
、

细脉状和粒状
。

从黄铁矿

的含金量与可见金 镜下 数量的比率来看
,

金

在黄铁矿中除了可见金形式存在以外
,

可能还有
一部分是呈次显微状态散布于晶格缺陷之中

。

矿床成因

搜
翻

一 成矿物质 —金的来源

含金钾化一硅化交代蚀变岩仅产 于矿源层

中
,

其化学成分与矿源层岩石基本相近 表
,

微量元素种数亦相同
,

仅含量存在着规律性的变

化 表
。

从表 和图 可以看出
,

由金含量较高的黑

云母片岩 等正常矿源层岩石
,

到褪

色蚀变岩带 有所降低
,

向含金交代

蚀变岩带 有所增加
。

这种变化反映

了在高温气化热液对矿源层进行褪色蚀变的过程

中
,

金从矿源层活化带出来
,

并迁移富集在交代

蚀变岩的有利部位形成矿体
。

这与矿床中褪色蚀

变岩带愈厚
,

交代蚀变岩也愈厚
,

矿体变大的实

际情况相吻合
。

以上述观点和金平均丰度值计算

出的每平方公里的矿源层岩石活化浸出的金
,

大

约有 吨
,

形成 目前程度的矿床当无问题
。

以上

事实证明
,

成矿物质金是来自就地矿源层
。

二 运矿介质 —热液的来源

矿石中的硫主要集中在热液成因的黄铁矿

中
,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黄铁矿的硫同位素组成和

热液成因石英包裹体水之氢同位素组成来解释热

液的来源
。

由表 可见
,

矿石 招
’礴

变化区间为

一 编
,

平均 一 。 ,

以趋近陨石值并富

氢硫为其特征
。

它既不同于矿体围岩的硫 鹉
’礴

平均 十 编
,

也不同于围岩之伟晶岩的硫

招
’礴 为 十 。

和本区域同群地层中的其他

类型矿床的硫
,

如沉积变质一热液改造型青城子

余蟹汉名翻欠翻每侣侧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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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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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吐岩

叼
‘ 色蚀变岩

团
金矿 ,

钾气 一 硅 交代蚀变岩

闪长‘岩厦 」破碎带口
囚

伟晶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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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今曲线

口回口

图 白 云矿区 线地质剖面图及 原生带图

铅锌矿 犯
’月

平均 十 。,

沉积变质型四道沟金

矿 ’ 平均 、 。‘,

所以
,

不能简单地认为矿

石硫也和金
一

样是来自就地围岩
,

或者来自区域

变质作用均匀化了的硫
。

矿石中不同阶段生成的黄铁矿的硫同位彩且

成也不同
,

它 又反映了硫来源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

例如
,

早期钾长石化阶段黄铁矿 “ 平均为

编
,

更接近于陨石值
,

这不仅与苏联远东巴列

伊金矿 平均
、

我国五龙金矿 平均

喻 等戒橄 期岩浆热液型金矿相接近
、

而 且

又与矿区附近印支期新岭花岗岩 〔招
’礴 为 卜

编
、

矿区内闪长扮岩 招
’ 为 。 相接近

。

由

此可以认为
,

成矿热源和早期富含矿化 剂 包括

的气成热液
,

主要与深部岩桨有关很 与新

岭花岗岩同期的
。

在成矿中
、

后期的硅化阶段形

成的黄铁矿的硫同位未组成 招
’‘ 平均 一 与

,

具富轻硫的特征
。

这个阶段生成的石英包裹体水

的 沙 为 一 编
,

与美国卡林金矿 占 为
一

一 输
,

属与浅成大气水有关的热液浸

染交代型 相近
。

这都说明
,

在成矿过程中渗入

了一些浅部循环大气水
,

它既降低了成矿热液的

温度 又促使矿物质沉淀成矿
。

三 成矿物理一化学条件

包裹体的特征 在矿化交代蚀变岩中 包

裹体丰度高
,

类型复杂
,

分布很不均匀
、

以液休

包裹体为主
,

气体包裹体次之
,

另有少量含 几矿

物的包裹体和含特殊流体的包裹体 还 见到很少

量的纯气休和纯液体包裹体
。

气休包裹体大小多数为 一 群 个别达
一 产

,

气液比大于
。

均一温度多数在

以 上
。

此种包裹体多出现在矿体的上
、

下盘 与

早期钾长石化关系密切
。

液体包裹体大小不一
,

形态复杂 均一温度

在 一 〔之间
,

多数在 以下
。

主要出

现在硅化
、

织云母化和碳酸盐化发育的交代蚀变

岩中
。

含子矿物的包裹体约占包裹体总数的 。 ,

子矿物主要为石盐
,

还有少量氯化钾
、

黄铁矿
、

方解石等
。

均一温度多数为 一
、 。

含特殊流体包裹体
,

除少量含 包裹休

外 还有灰一嘿色者
,

在开始冷冻时气相消失

到
’

左右时又出现气相
,

而且冷却到
一

℃也

不见冻结
。

这种末知气体包裹体的成分可推测为

类型的有机物质
。

它们分 布很不均匀 有时

在矿体附近聚集出现
。



白云扩区及 附近
、

同位分侧定

据辽宁冶金地质 队
、

队资料

地地 区区 类 别别 样 欲欲 “ 沁

哈变变变变变化区间间 口口口

白白白 口 岩岩 片岩
,

变较岩岩 一
。 。

云云云云 伟晶岩岩岩岩
。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区区区 岩 脉脉 闪长扮岩岩
。 。

矿矿矿 体体 钾化蚀变岩岩 一 一

硅硅硅硅化蚀变岩岩 一 一 一
。 。 ,

平平平平 均均
。 一 一 。 。

青青青 铅 矿矿 青城子矿矿

管管坡坡坡坡 吕家最子子子 , 。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矿矿矿 金 矿矿 王家东沟沟 十 。 。

一一一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岩岩岩 体体 蔽岭花岗岩岩 十 。

外外 国国 金 矿矿 四 道 沟沟
。

五五五五 龙龙
。 十

。 ·

只有一个样品
。

此外
,

在矿体部位常见到一群大小不一
,

气

液比相差悬殊
,

但均化沮度相近的沸腾包裹体群
。

其中常有含子矿物或气体包裹体
。

均一沮度大部

分在 , 以上
,

还出现在
’、 “

和 ℃部位
。

根据上述包裹休类型与沮度的关系
,

可以推

汤随沮度等物理一化学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成矿

流体的状态变化
,

即本矿床的成矿介质在高
二

扫临

界沮度 ℃时
,

主要是富含挥发份的气成热液

状态起了作用
,

在 ℃以下时就变为典型的浪相

状态今加了文伐成矿作用
。

成矿沮度和压力 对遗明矿物采用了均一

法
,

对不透明矿物采用了爆裂法
,

其压力校正值

为 ℃
。

侧定结果 图 表明
,

成矿流体活动

沮度范围为 。 ℃
,

众数在 一 ℃和

℃
。

主要载金矿物黄铁矿是多阶段沉淀

的
,

主要沉淀成矿沮度区间为 一 ℃
,

是高

一中沮热液作用的产物
。

成矿压力是利用二载化碳包裹体来估计的
,

其压力范围为 一 巴
,

属 区间的

中一浅深度环境
。

沸腾包裹休群的多阶段发育
,

也说明了成矿过程中曾出现过多次释放压力的

作用
。

成犷溶液的成分
、

盆度
、

和 硅化

在矿床中普遍发育
,

与成矿关系密切
,

因此可以

℃

气

‘ 冬
布令 今令 哎

今 令

今
令 令

泰
令

今今

而一花一倾 狱
钾长石货铁矿石英

场烈法 均一法

口
翻

气体包 体

沸腾包班体
团
国

液体包盛体

姗裂沮度

图 组度侧 定幼果图

用不同阶段的石英包裹体成分测定值来估计成矿

热液成分和性质 表
。

结果表明
,

高温热液为

富 的 型
,

中温是富 含 的 一型
。

从

高温到中温 ,,’和 各自增加 倍和

倍
, 、

也有增加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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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佘佘佘佘
。 。 。

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

阴阴阴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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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子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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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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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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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厂
。 ,

。 、、 。

。 。

。 。

辽 宁冶 地质 队提供
。

成矿流体盐度的侧定
,

对含子矿物包裹体采

用了热台熔解法
,

对液体包裹体采用了冷台冰冻

法
。

结果 表 表明
,

在高温气热阶段盐度很

高
,

这与许多富金斑岩钥矿中富金钾硅酸盐蚀变

带的盐度相似
,

可能与早期成矿流体长期沸腾作

用下的去水作用有关
。

同时表明硅化发育时的热

液盐度显著降低
,

与包裹体成分计算值很相近
,

这可能与大气水的加入稀释有关
。

从共生矿物组合的生成顺序可知
,

成矿溶液

发生过 多次由弱酸性到弱碱性间的重复变化
,

而

在大体上接近中性 、 条件下成矿
。

随着成矿介质 比值的变化
,

由高

温到中温 值有所增加
,

大致在半封闭的弱还

原条件 ‘ 一 下发生成矿
。

以上成矿物理一化学特征可以看到
,

高温高

盐度畜含矿化荆的成矿介质
,

在沮度
、

压力
、

盐

度
、

和 变化的环境下
,

通过化学交代皿换

及充填裂隙等方式完成了成矿作用
,

是具有明显

的热液成矿的特征
。

综合归纳分析白云金矿床的地质特征和成矿

物理一不七学环境特点
,

本矿床有以下控矿因素

矿床的矿源层有着明显的时代 中元古

代
、

层位 肛河群大石桥组中段 和建造 粘

土质一半粘土质碎屑岩建造 的特征
。

因此
,

在矿

盆 度 侧 应

翻翻翻 包班休类里里 样 品 位 工工 矿化程度度 目目 洲 定 幼 果果

定定定定定定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方方方方方方 次次 均一组度度 熔点沮度度 冰点沮度度 盐 度度
法法法法法法 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 圈圈 平均均

热热 台台 含石盐子矿物物 钾长石化为主的钾化化 矿化为主主

熔熔解法法 系生气体包襄体体 一硅化交代蚀变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冷冷 台台 原生或假次生生 硅化为主的钾化一硅硅 矿体 为主主
一

冰冰冻法法 液体包裹体体 化交代蚀变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源层的 丰度首先与沉积原岩有着直接的关系
。

也就是说
,

以机械
、

胶体
、

化学或生物等方式迁

移来的人 是与矿原层岩石同时沉积的
。

这是矿床

形成的墓本物质墓础
。

在吕粱期区域变质作用过程中
,

变质热液

使 从岩石活化
、

运移到有利的岩性 黑云母片

物
、

有利的构造部位 摺皱及破碎带
,

提高了

金的丰度
。

海西 印支期构造一岩浆活动
,

首先为成

矿热液创造了活动通道
,

而且为 的活化迁移提

供了热源和高温气化介质
。

这是最终形成矿体的

最主要的外界因素
。

上述成矿因素表明
,

本矿床是在多次地质营

力叠加作用下形成的
,

具有明显的继承
、

发展的特

征
。

据此
,

提出如 下矿 床 成矿模式设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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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白 云 石一

床成矿模式圈
月 一中元古代早期

,

在 古隆拐边绪姑陷盆地内接受含 , 丰度荀 于地尧 绝的粘上质一半枯 土质碎 洲建选沉

积物
一 中元古代晚角发生的区城变质作 用 使气 活化 短巨离迁称 富集到有利岩性和构造部位

一海西 一印支构造一 宕浆活动期形成矿床

一 。 一 早期构造的过活以及岩桨期后气化热液 七升

一 一矿 评层受气化热液的蚀变作用 形成褪色蚀专节的同时 活化浸出
,

形成成万热液 并向压 力趋减

的玻碎带方向戮动

一护 一 成矿热催沿玻碎带进行文代的同时沉淀 气

大气水时 大 沉淀出 而形成矿体
。

总之
,

根据白云金矿床的地质特征和成矿机

理以及涂光识教授的有关层控矿床的定义和分

类
,

认为本矿床的成因类型为沉积变质一岩浆热

液受加改造型层控矿床
。

形成含 钾化
,

硅化交代蚀变岩 当遇到浅部肺环

在研究过程中得到 了辽宁冶金 队和辽宁

冶金地垂勘探公司研究所同志的大力支持
,

在此

深表谢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