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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岭头金银矿床是在查证 年 万区域

化探 水系沉积物和重砂测量 金
、

银
、

铜
、

铅
、

锌等元素综合异常的过程中找到的
。

它的发现打开

了本区寻找金银矿床的前景
,

进而确定了诸置一龙

泉川级金银成矿带
。

地质概况

矿区有两个构造层 下部为前泥盆纪陈蔡群变

质岩
,

以副片麻岩为主 上部为晚侏罗世壳源型中

酸性一酸性陆相火山岩建造
。

燕山中晚期钾质花岗

蒸
图 矿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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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断层 一金银矿露头 一矿体地表投

影 吕 一地表采样范田

矿
、

黄铜矿
、

金银矿 系列
、

蹄金矿
、

蹄银矿
、

辉

银矿等 脉石 以石英为主
,

次为绢云母
、

蔷薇辉

石
、

含锰碳酸盐
、

绿 泥 石
、

绿 帘石
、

长石
、

石 墨
。

近矿围岩蚀变有浅色和深色两种
。

早期以浅色

蚀变为主
,

主要是硅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蔷薇辉石

化
、

含锰碳酸盐化 深色蚀变以绿帘石化为主
,

叠

加于浅色蚀变之上
。

矿床成因尚有争议
,

持变质热液说或变质热液

叠加火山热液成矿说者居多
。

, ,

岩呈小岩株产出
,

以霏细斑

岩岩脉为主的脉岩成 群 分

布
。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与含

石榴石黑云母斜长片麻岩是

金银矿床的主要围岩
。

矿带

严格受近东西向一北东向张

扭性断裂控制
。

矿带长约

米
,

包括 个矿体
,

长
一 余米不等

,

由贫硫

化物石英脉
、

网脉及脉旁黄

铁绢英岩组成
。

整个矿带仅

西端出露不足百米
,

向东沿

走向侧伏
,

是个半隐伏矿床

图
。

矿石矿物以黄铁矿 为

主
,

另有少量方铅矿
、

闪锌

含量高于火山岩 而
,

岩 矿 石中微量元素
分布分配特征

一 元素分布特征

微量元素平均含量见表
。

矿区主要岩石与矿石中

由表 ’知 变质岩中的

, ,

则相反
。

火山岩的
,

高于克拉克值淇他元素低于或接近克拉克值
。

霏细斑岩中大多数元素含量较高
。

矿石中
,

含量低
,

矿上出现相对负异常
,

其余元素比赋矿围

岩高 一 ,

倍
。

矿区无矿地段钻孔中的变质岩及远离矿区的同

时代变质岩化学光谱法测定金的分布如图 所示
。

远离矿区的变质岩地段金含量为 一 , ,

能

是初始富集金 银 的矿源层
。

由沙剖面 金的含

量接近片麻岩类金的含量 经卜一 剖面金的贫化

区
,

到矿区
,

金的含量迅速增加 平均
,

表明金在区域变质作用过程中发生了活化
、

转移和

重新富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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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曰
,

一 矿区

圈 曰
曰 变质岩中金的变化趋势

一变化区间 一金含量常见值范围

一片麻岩类金的丰度

二 元素组合特征及其地质愈义 表 中所

列元素分两类 一类是
, , ,

高值带

反映变质岩 另一类是成矿成晕元素
,

其中
,

是找矿的直接指示元素
,

形成矿物有金银互化

物
、

蹄化物
、

辉银矿等
,

赋存于硫化物晶体中
,

或

呈胶体微粒赋存于长英质矿物中
, , ,

为近矿指示元素
,

前三者呈硫化物
,

由早

到晚则呈蔷薇辉石一硫锰矿一含锰碳酸盐
,

瓤瓤瓤嫉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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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矿体尾部指示元素
,

呈细鳞片状辉铝

矿
,

可能以细粒分散状独立矿物或类质同象形

式存在
。

原生晕异常特征

一 矿带头部 地表 原生异常特征 矿区

以盲矿为主
,

出璐矿体约占矿带长的
,

查明 其

异常特征对指导盲矿找矿是干分重要的
。

矿带头部

原生异常如图 所示
,

异常最高值为
,

最高值为
,

晰
, ,

,

异常浓度分带清

的套合异常包

围了出礴的
、

号矿带及蚀变体 的线金属

量及纵向水平梯度自出璐矿带的探梢 向东

渐减
,

反映矿带自 起变为隐伏盲矿
。

异常

向东有渐增趋势 表
。

同一
,

异常展布于变

质岩和犯欠山岩上
,

据此可追索火山岩砚盖下的盲矿
。

、、

祥枷骂犷 幽幽幽

岩伪体线到拍斑矿矿界合及翅银锌质生层确翁金恰地不断老

图 线地球化学剖面
” 一 凝灰砂砾岩 ‘ 犷之一 提灰岩

、

熔握灰岩 一前泥盆系变质岩 ” 一花斑斑岩 , 。解一安山纷岩岩脉

“



除
,

异常外
,

还有
, , ,

异

常相伴
。

各元素异常都分布于 断层以东
,

反映

了
,

是成矿的地球化学障
。

二 钻孔剖面异常特征 在剖面上
,

元素具

垂直分带特征
,

和 居上
, ,

和

居中
, 。 和 偏于尾部 和 异常浓度

与宽度自上而下渐减
,

》
、

的异常在矿体尖灭后 米消失
, ,

的中高浓度带在矿体尖灭后可继续延伸百米以

上
, 。 异常的浓度和宽度自下而上渐增

,

在矿体

尾部有较大延伸
。

在剖面上
,

矿体呈左行斜列出现
,

当矿体间距

小于 一 米 时
, ,

高浓度带包围剖面上的

所有矿体
,

否则各自分开
,

而
,

高浓度带

则包罗了斜列的所有矿体
,

愈近矿带东部
, ,

浓度愈高
。

矿带 矿体 顶板各元素异常较底

板发育
,

这与矿带顶板比底板蚀变强度和宽度大相

对应
。

据钻孔控制
,

在隐伏矿体上方 米处
,

金银异常仍清晰
,

金可达 一 。

三 异常元素的相关性 代号矿带 个见矿

工程组合样化学定量分析 个元素的相关系数列于

表
。

在
。 , 二 水平上

,

将元 素分为两

以元素相关性为基础的 型因子分析结果表

明
,

矿区原生异常中有四个成矿主因子
。 、

一

一 一 一 与铅锌矿化有关 厂

一 是金银矿主因子
,

、

一

反映了上述成矿作用的早中阶段沉淀作用
一 则为成矿作用初期产物

。

因子得分图解

将金银矿带四周变质岩中的铅锌矿脉与火山岩中铅

锌矿脉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地质事件
,

而金银矿 与
,

姜

四周变质岩中铅锌矿脉则是同一地质事件的 产物

图
。

沙沙丫脚万弓一了万 一一仙仙仙

。 金银矿 金银矿附近变质岩中铅锌材 。 火山岩中铅锌句

偏
。

相 关 系 傲 表
’

。 。 ·

川

《 《川

川
·

呀

。

‘

〔 〔川

《、

吸 日

川 《

么

分析 减 去组成
,

后剩

余视为组成
。

群 一 一 与 一 一 么
。

前者

反映了成矿作用的早期阶段
,

仅有少量包体金银产

出
。

后者为金银主成矿阶段组合
,

金银呈连续的互

化物出现
。

金与其他元素及相应矿物的相关性按下

列顺序递增
么

。

这一序列与单矿

物中的分配率是一致的
。

金在黄铁矿 中分配率为
,

闪锌矿 中为
,

方铅矿 中为
。

一 △ 密切相关
,

一 △ 不相关
,

与热液成矿

作用中金与硫的相对亲合力大于银与硫的相对亲合

力
,

金比银更富集于黄铁矿中的地球化学行为一致
。

图 线
、

线矿体因 子图解

一变质岩中金银矿及铅锌矿脉 一火山岩

中铅锌矿

金银矿原生异常的 为正得分异常
,

为负

得分
。

在矿体中下部厂 出现正异常
,

矿体尾部出

现 负极值
。

而火山岩中的铅锌矿脉
,

为正得

分异常
,

则以负值为主
, , 、

均为正异常
。

多元素组合异常的因子得分异常组合类型是判别异

常找金银
、

还是铅锌的重要标志
。

四 元素对比值 成矿成晕元素含量的研

究和赋存金银工业矿体的矿带钻孔剖面原生异常对

比表明 的等值线可 以圈定工业

矿体
,

从矿体边界至矿体中心
,

比值渐

增
,

最高可达
, ,

和

其值均 一
,

在矿体部位

出现 的高值带
,

分散矿化或已被剥蚀到尾部的

矿带不具此特征 区内金银矿床
、

黄铁矿床
,

铅锌

矿点矿石及异常中 的研究表明
,

金银矿

引起的近矿异常出现 一 一 连续高值

带
,

其他矿引起的异常无此特征
。

矿区中副变质岩的 平均值为
,

火山岩中 平均值为
,

燕山期火山热

液形成的黄铁矿中 平均值为 占 二

,

含金石英脉中黄铁矿的 平均值

为
,

金银矿原生异常的



值是 一
。

由此可见
,

矿区含金石英脉与

典型的岩浆热液矿床 有区别
,

可

能为变质热液型
。

五 金银矿体原生异常分带模式 根据原生

异常的元素组合
、

规模
、

形态特征
、

浓度中心相对

位置和分带指数等
,

确定了金银矿体原生异常的分

带模式 图
。

图中 剥蚀水平代表了以盲矿为

,
。

这一 序列与金属

正电性的增加
、

氛化物络合物稳定 是一致的
。

用

计算分带性指数方法研究了因子垂直分带
,

其结果

由下而上为 ,
,

,
、

。

元素的因子的

垂直分带与矿体中矿物共生组合空间变化对比表

明
,

因子垂直分带能更好地反映矿体中矿物共生组

合的变化
。

原生异常形成机制的探讨

本矿床为复成因矿床
,

其形成与区域变质作用

和火山作用有关
。

测温资料表明成矿温度 一

。℃ ,

为中高温变质热液矿床
。

一般地说
,

地球化学上的共性和变异的连续性

是成因止有联系的重要证据之一
,

区内变质岩属绿

片岩相
,

原岩为砂泥质沉积岩夹火山岩
,

局部混合

岩化较强
。

大部分岩性段含金 一 ,

少 数

岩性段含金 一 ,

矿 区达一 ,

变

化规律如图
。

据此认为
,

雪峰运动之后
,

区内接

受了准地槽型砂泥质海相沉积岩夹火山岩
,

形成了

含金量高于克拉克值的初始富金银等成矿元素的矿

源岩层
。

在区域变质过程中
,

矿源岩层中的成矿元素

与岩石内囚水产生活化转移
,

形成变质热液
。

矿区

含金石英脉包裹体以液相为主 气液比 一 ,

子矿物以 为主
。

包裹体成份侧定结果 表

表明
。

变质热液盐度高
、

富含矿化剂
,

呈弱酸

州刃妇︺叮
‘

图 原生异常组分分带模式
一轴向及水平分带 一 垂直分带

主的侧伏矿带头部出露部位
,

即成矿作用的前缘
,

其由内向外的水平分带序列是

、
,

无
, 。

金银矿体原生

异常组分由下而上的垂直分带是 。

石 英 包 班 体 成 分 表 襄

样样 品品 之 之
了了 , 〕

名名 称称 八

变变质岩岩
。 。 。 。 。 。

石石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石石英脉脉
。 。 。 。 。

石石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据省金矿专题组 年资料
。

性
,

这就增强了它搜取运移途中金属的活力
,

导致

大部分岩段金降至 一 ,

形成金的贫化区
。

而使成矿物质浓度不断增高
。

围岩蚀变及组分研究表明
,

金银在成矿溶液

中以复杂络合物形式迁移
,

早期以抓化物络离子

一 一 , 一 〕
一

形式为主
,

晚期演化

为多硫化物络离子
,

如 〔 〕
一 ,

〔 〕一
当成矿溶液运移至断裂构造带和有利的岩性地段

,

由于物化条件的改变
,

络离子解体
,

以充填交待方

式成矿成晕
。

在矿液自下而上运移过程中
,

由于渗

滤和扩散作用
,

成矿成晕元素按其负电性增加和络

合物稳定的方向 、

顺序发生沉淀
,

形成了元素的 垂 向 分

带和水平分带
。

矿石中铅同位素年龄为 一 百

万年
。

燕山期强烈火山活动形成的火山岩喷发物不整

合于变质岩之上
,

次火山岩相脉岩群鱼贯矿区
。

正

①吉林 省冶金 地 质 勘探 公 司 研 究 所 编
,

金矿参

考资料汇编第四集
, , 一 页

。



常火山岩类金的含量如表
,

硅化
、

黄铁矿化
,

绿泥石化后金的平均值增至 一

,

这表明燕山晚期火山活动也携带了较多

的金银等成矿元素
。

在区内火山岩中形成了富银铅

锌矿脉
,

在石英脉型金银矿中不仅益加了富金银的

硫化物团块和脉体
,

而且形成了啼金矿
、

蹄银矿
、

辉银矿等矿物组合
,

某些脉岩附近矿体增厚变富迹

象明显
。

同时
,

形成了金银等原生异常的
“

穿层 ”

‘

嚼时
”
分布

。

找矿地球化学标志

一 陈蔡群变质岩块具金的正常分布和异常

分布的双重分布地段
,

特别是金增高与亏损匹配的

地区
,

是这类矿床产出部位
。

二 金银矿引起的异常具有
,

且伴有
, , , ,

及 异常 的特征
。

三 指示元素具有明显的浓度分带
,

形成带

状或面型偏心异常
,

指示元素在垂向上
,

上部为
,

,

中部为
, , ,

晰
,

下部为
。

四
、

的硅化
、

细粒黄铁矿化蚀变带是直接找矿标志
。

细粒黄铁矿

含 一
, 一 一 即

,

本文使用了矿区工作者和省地科所金矿组的测

试资料
。

徐外生等工程师审阅了初稿
,

提出了宝贵

修改意见
,

工作中得到矿区杨富田等工程师帮助
。

图件由燕美华同志清绘
、

一并致蛛 限于水平
,

不

当之处请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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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方式

,

探矿工程的种类
,

工程 的大小
,

探矿工程 以后的详细勘探所采用的手段
,

除寡天开采的矿床
,

和试验研究任务的技术复杂程度
,

以及建设单位的探 可打少量坑道和浅井
,

主要为加密钻探外
,

坑内开采

矿施工和技术力童等因素
。

的矿床均应 以坑探为主
,

坑 内及地表钻 探 为辅 的原

有的同志也许会担心
,

一个矿床经过详细勘探
,

则
。

所施工的探矿井巷工程
,

绝大多数能为矿 山开拓

会不会因地质情况发生 变化 而 失去开发利用 的价值 和 开采所利用
,

可减少工程重复
,

节约资金
。

呢 说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
,

未免太绝时化 了
,

只 由于探矿工作是密切联系生产实际的需要
,

因此

能说这种可能性极小
。

这是因为
,

决定一个矿床由初 在基建期间也不再需要因勘探程度不足而进行补充勘

步勘探阶段转入详细勘探是有足够依据的
,

也就是 探 了
。

这样就解决 了以往因勘探
、

研究程度不够
,

资

说
,

详细勘探是在具备一定的勘探研究程度和工作质 料不 完备
,

而 经常与地质部门发生矛质和拉皮现象
,

要求的初步勘探的基础上进行的
。

只要把好初步勘 而加快建设速度
。

探的质全 关
,

技术经济评价工作搞得路实
,

就可以使 总而 言之
,

勘探工作改革的穷出效果
,

就是使得

矿床失去开发利用价值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

为此
,

探矿与建设做到紧密街接
,

把矿 山建设所需的各种试

我们初步设想 了一个地质勘探阶段转变的依据和标准 验 包括采矿方法试验
、

浏试和研究工作搞深搞透
,

见 表
。

减少投资决策的风险程度
,

提高成功率
,

取得良好的

上表所列 内容
,

并不见得都合适
,

只是提出个初 建设经济效果
。

步的设想
,

关健是时初步勘探应提 出一 个明确的要 不是说西方国家承 包建设 的工厂
,

因投产后能很

求
。

时详细劫探的要求
,

一般可 由建设单位在所编制 快地
、

顺利地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

而被称为
“

钥匙工

的详勘设计提出
。

厂
”

吗 我们也设想
,

如果因探矿工作的改革
,

为矿

勘探工作改革的预期效果 山设计提供的各种试脸研究成果等地质资料
,

不但在

勘探工作合理化问题
,

主要是针时以往地质勘探 数童上而且在质贵上也能符合矿 山建设设计的要求
,

与矿 山建设脱节
,

勘探研究工作的深度
、

内容和质蚤 那么
,

建成
“

钥匙矿 山
”

也不是不可能的
。

不能满足矿山设计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
。

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