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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包装 碗塑料瓶
,

克玻确瓶
发行喇立 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研究院标样室

。

嫡和幽 月幸河东区中山门

在山句所有支持
、

协助本批标栩讲制的单位和个

人一并表示衷
,

已感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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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七省位润匕北东向太行山一武陵山重力橄变带

与近东西向阴山重力梯变带交汇处 ” 是华北地块成

矿省的 一 个重舜且成部分 七 其北带采凉山区处 阴

山纬向构造带南缘的 次级东西向构造 —阳高破碎

带 中部的恒山和南韵勺五台山则处 于祁吕 一 贺 兰

山字型前弧东翼临近反射弧部位及其与古北东向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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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太行山经向构造带北端和广灵山字型糊直四者的

复合部位
。

各种褶皱 轴向多为北东向 和断裂构造

走向主要为北西向 均十分发育 为 矿

的导矿与容矿提供 了先决条件
。

古北东向构造和古东西向沟查既是太古代五台期

一元古代吕梁期酸性
、

中基性
、

基性
、

超基性岩浆及

岩浆期后热液与海底中酸性
、

基性火山喷发岩桨的良

好通道
,

又是
, , 。等元素随之迁

移畜集的良好场所
。

与金矿有显著依存关系的中基性

力 』』岩基底成分 在五台群 绛县群及其上的中条群

中占有极大比例
。

因此
,

五台群的构造线方向 北东向

构造 就成了晋东北 地化韵勺总林展布为句图瑰

太行山经向构造不但控制着省内

,
二

‘ 、

八 、
大同市

或
。 ,

三场落
、夕丫 几

三多
,

、
广灵

、

乃
、

助
氏

卜

汤厂
一竹

一

嗯

’ 应县 厂叹《耀 撬 澡
书

创伟洲户,

黎
要之扮

口代

八泛二上夕

国
,

回
团

的沉积型元素异常的分布 而且

控制着中生代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的

展布
。

当然也控制着以它为母岩的
, , , , ,

等元素

的迁移和富集
。

占全省出露面积和岩

体个数 左右的燕山扣撇性
、

中酸

性岩浆岩分布在晋东北
,

从而使
,

, , ,

等元素再次

富集
。

另外
,

一些夕卡岩型元素异常

的形成亦多与此有关
。

可以说川了山

经向构造是本省热液型元素异常的主

要控制因素 其他构造只是叠加或改

造作用而已
。

然而从分布酶忆上看
,

广灵山字型构造似乎控制着晋东北东

部异常群
, , ,

的展布
。

大量中圳生岩浆为主的海底火山

喷发作用
、

原始沉积作用
、

区域变质

作用和混合割七作用形成 了
,

元素局部富集
。

本区常见与 气 矿有关的围军汹
变有黄铁矿化

、

揭铁酬七 《地表氧化

带
、

绢云母化
、

硅化
、

夕卡岩化
、

高岭土化
、

碳酸盐化 靛晶召七
、

绿

泥石化
、

叶腊石化等
。

值社服调的是

与燕山期酸性一中酸性笔撇岩有成因

联励勺斑岩型
、

爆发弃两岩型
、

热液

型
、

构查蚀变岩型和夕卡岩型 矿

化 绝大多数都伴有黄铁矿化
、

辉铝

矿化和较复杂的多金属 翎
、

铅
、

锌

硫化矿物 组合
。

大多数 矿 点

床中都伴生有 矿 图
。

除晋南铜矿峪理俐 句拓乏峪一蓖子

州姗补
,洲独翠羚 , 盆

改丫

刚冰

叫白强

‘灿

彻

然
五台 氏

少尸附穿尸、,尹洲洲

图 一 晋东北地质略图

一新 生 界 一中 生 界 ,一古生界 一长城系 一晰它系
一
二 五台群 「 一龙泉群 一 桑干群 一阜平群 夕一第三系玄

武羚 侧一花岗斑宕 斑斌一石英斑岩 占诫一花阂闪长斑岩 如卜石英

几长岩 川一花岗岩 泞孟试一石 英 长斑 岩 杀 一闪长岩

子一闪 长岩 抖一花岗岩 一次幻妇口堪发角砾岩

灰一花岗闪长岩

一 断裂构造
‘

一不俄合地质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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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产 塑尹里 序
、

, 群犷
·

之
天彼

阳裔
、

· ’

、
, 、

,

’
卜

迈
二

州

一
尹

‘

沟型铜矿的伴生金矿床外
,

山西省其

他类型已知岩金矿床的 产在晋东

北
。

其中成型岩金矿床 斑
,

砂金矿

床 处
,

岩金矿点 处
,

矿化点 余

处
。

大同市 地化省的某些

地球化学特征
、
、

﹄卜

枯
、

、月了·

· 、、 二 ,
、口 、。

碑尸
护

广 灵

钾
,’厂

胭
。

应县

夕仁

。

,

灵丘

⋯梦
,

‘

口二

赞峙
,

二二
匆

,

伯强

卜

兮
上

,

了

洲
· ‘ ’

‘ ’

·

云

、

口 金异常
、

五台 。
,

银异常

图 晋东北金银矿点及水 系沉积物 土城 侧 量异常分布略图

注 人 异常均为水系沉积物测 成果 异常除大同一阳高地区为上坡侧量

外 其余均为水系沉积物侧 成果
。

一 万土滚 部分为水系

沉积物 洲 成果

地球化学省的北带为叫氏一中

高沮热液型
, , , ,

的高含量地球化学区 堡子清一

胡窑为 。 的高背景带 天镇一阳高

是
, ,

的高背景带和 异

常的主要展布区
’

似具有以 异常

为中心
,

卜 二 卜一 的

水平分带的特征
,

其中
, , ,

异常规模较大 值 规格化

面金属量
,

等于衬度乘面积 ‘“ 〕多在

一 之间
,

异常一般都有浓度中

带或浓度内带含量

等元素呈小片状或点状异常
,

值多小于
,

一般无异常浓度分带现

象
。

另据山西省地 质局 队化学样

资料
,

九对沟矿点中 。 ,

常伴 生

出现
。

其中 最高含量
,

一般为 一 , ,

,

朋
,

,

琐乡卜
,

重砂测量成果有 处铜
、

铅
、

辰砂
、

金及锭
、

担异常分布于本区中西部
。

地化省的川七缘
,

是阳高一天镇
,

元素高背景带的东延部分
。 ,

仅在该区西南部

出现局部异常和点异常
。 , , 。基本为背景含

量 分别为
,

炙 一 , 一 ,

多为小片状和

点异常
,

异常规模大多在 值以下
,

均无浓度
一

分带
。

重砂测量结果
,

仅在本区的西北和东南二隅各

见一小的铅异常
。

恒山和五台山处于地化省的中部和南部
,

是晋

泪七 地化省的精华部分
。

其地理范围西起

应县
、

代县
,

东至晋冀省界
,

北起阳高县
,

南至五台

县豆村
。

该部分是以中低一中高温热液型 。 , ,

, , ,

元素为主
、

混杂有超基性岩型
,

,

元素和火山一沉积变质
, , 。 元素局

部高含量地球化学区
。

该区地质地球化学演化历史长

而复杂
,

物质来源十分丰富
。

浑源一 灵丘
,

元

素高背景带
、

灵丘老潭沟 。 ,

元素高背景区
、

浑

源中庄铺一青磁窑和繁峙
、

伯强一桥儿沟 元素高

背景带都位于本区
。

主要异常轴向呈北东向 少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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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向和北北东向
。

从异常规模来看
, , , ,

,

等多数为 一 ,

少数 一

。

部分异常可见浓度中带
,

少数见浓度内带

含量
。 , 。 元素多为小片状或点状异常

,

一般无

浓度分带现象
。

太那水
、

义兴寨
、

伯强
、

刘庄
、

滩上 等

中小型 矿床和 余处矿 化 点均位于本区
。

金矿 点 床四周常出现 犷 一 卜一 一

一 。一 等以亲硫元素为主的组合异常
。

少数

矿床原生晕中可见
, , , ,

等元

素
。

与 元素的伴生关系密切
,

是 异常的有

效探途元素
。 ‘ , , , , , , ,

, 。等元素可做为间接指示元素
,

其中 元素与

元素之间多数呈正消长关系
。

万重砂测量结果
,

该地化省内共有 处

铜
、

铅
、

金
、

铝
、

秘
、

辰砂
、

金红石异常与各种化探

异常重合或半重合
。

二 近期 万水系沉积物测 , 成果

代县滩上地区约 ’基岩出露范围匆
,

以上的 元素高背景区面积 ’,

占基岩总

面积的 以上的 元素异常区面积
’,

占基岩总面积的
。

如果按上述 异常与

基岩总面积比例的半数预测
,

则晋貂匕 基岩

出露区今后经过 。万或 万化探重新扫面和化

学光谱法测定 元素之后
,

将以准确的量值圈出一

个数百平方公里的 元素二级地球化学省 “毛

部分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和原 万

化挥成果综合统计
,

互不重复的 异常在晋川匕

地化省内共 处
,

总面积 ’ 占基岩总

面积的
,

异常强度 一
,

一般 一

。

已 经达到了二级 元素地球化学省的规模
。

从 万灵丘和滩上地区 元素地化图上检

视
,

其背景值为 一 异常下限为

单个 异常面积 一 ’。

面积达 一 ,

的 异常均可见到浓度内带
,

面积小于 ’的

异常一般仅见浓度中带
。

代县滩上地区矿致 异常的分布主要受北西

向断裂破碎带 带宽 一 米 控制
。

在王家会一高

凡一滩上一马桥之间 长的断裂带上见到强度

以上的 异常 处
。

异常总长
,

宽 一

。

这种北西向断裂破碎带控制 。 异常展

布的构造地球化学规律
,

在晋东北地区很石代表性
。

例如繁峙县义兴寨一三条岭
、

伯强一茶房
、

白砂洞一

庄旺等地区都有类似特征
。

另
一

侧组 元素异常的长轴引匕东向展布
,

与 上

太古代五台群地层构造线方向大体一致
。

代表性异常

为代县甘霖头
、

油篓梁
、

灵丘县东驼水等
。

北西向断裂构造与北东向 断裂 构造的交汇处及

其附近地段
,

往往是 矿异常形成的 有利

部位
。

根据区域化探和部分矿区化探资料综合研究结

果
,

地化省内 异常的元素组合主要有以下 。种

一 一 一 一 一 代

县滩上
、

繁峙县伯强
、

灵丘县老潭沟等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灵丘县刘庄
、

浑源县岔口等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繁峙县庄旺
。

一 一 一 一

一 卜 繁峙县耿庄
。

一 一 一 卜 一 灵丘县刁泉
〔

一 一 代县殷家会
。

一 一 一 灵丘县太白维

山支角地
。

一 代县羊蹄沟
。

一 一 一 一 一 灵丘县鹿

沟
、

黑寺等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繁峙县

柏枝岩
。

三 在不同时代地层及岩桨岩中的分

配特征 表
,

晋东北 地球化学省的形成工 八 价洲

性
、

多期性
、

多元性的特点
。

元东的分配转

有不均匀性的特点
。

太古代五台期
、

元古代吕梁期
、

中生代燕山期等各期构造运动
,

都对 。 元男的

原始沉积
、

迁移与活化迁移
、

分配与再分配产生过较

大影响
。

馒长的地史阶段中 创 都有齐自。工付

的富集因素
。

其中太古代五台期以中从性海底火山喷

发作用
、

沉积变质作用和变质热液作用影响较 气 , 〔

古代昌梁期以沉积作用和沉积变质作用为 卜 中‘州弋

燕山期〔脚 裂构造和中一中酸性岩浆期后热故作用爪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侣 东 北 金 银 矿 层 位 襄 ,

地地 层层 岩 石 与 产 地地
、、

浓度度 已 ”矿化化 相当的。内外外

‘ ’’

克拉克值值 规 模模 矿床类型型

晚晚更新统统 冲洪积砂砾石层 灵丘东窑 “
·

, 一 ‘沪沪沪沪 小型矿床床 沉积砂矿矿

中中更新统统 砂砾
、

红土层 代县滩上 》》 。
·

, 一
·

‘’’’’ 小型矿床床 沉积砂矿矿

早早更新统统 砂砾石层 灵丘料堪 小型矿床床 沉积砂矿矿

展展旦系高于于 白云岩及俗石条带白云岩 繁峙
、、 ‘

一 矿 ·· 卡林型 、叭叭

庄庄组一
、

三段段 黄草
、

正沟 》》》》》》》

沐沐沱群群 变质砾岩夹变质砂岩
、

绢云石英片片 一 矿点点 兰 德 型型

四四集庄组组 岩 五台
、

代县
、

繁峙
、

灵丘

五五台群群 揭铁矿化绢云大理岩
、

大理岩
、

白白 矿化点点 金 厂 峪峪

羊羊蹄沟组组 云母大理 岩 代县 变质热掖型 》》

千千千枚岩 代县 矿化点点 金厂峪 变质热液型

灰灰灰绿色含班铁矿凝灰岩 代县 矿化点点
,’’

黄黄黄铁矿化绢云片岩 代县
。

矿化点点
,,,

揭揭揭铁矿化粉砂岩 代县 矿化点
,,,

古古古火山岩
·

尹 代县 矿化点
,,,

黄黄黄铁矿化石英岩 代县 矿点
夕夕

五五台群群 磁铁石英岩 凡峙柏枝岩
‘

矿点 霍姆斯塔克型型

柏柏枝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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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组组组组组 二二二云母石英片岩 《灵丘北山 》》 矿点
,,,

五五台群群 变质基性岩 代县
。

矿点 黄 性 矿型 矿 床床

石石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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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组组组组组 蚀蚀蚀 变 片麻 岩 繁峙 茶房 。 一 一
·

《, 一 矿点 金厂峪 ‘变质热液型

黑黑黑云角闪片麻岩 《繁峙
、

灵丘 , 一矿点
,’’

为重要
。

从表 明显可见 燕山期各类酸性一中酸性斑

岩
、

次火山岩以富含
, ,

和伴生
,

,

为特征
,

元素组合往往比较复杂
,

部分 矿

点 床尚含
, , , ,

等元素
。

这

种情况与我国东部地区典型斑岩
, , 。

矿床相类似
。

与此相反
,

五台期 各类荃性岩
、

中酸性岩和石英

脉中与 异常有关的组合元素却少而简单
,

一般仅

见
,

偶见少量
, ,

元素
,

则少见
。

根据表
、

和已知金 银 矿床 点 中成

矿元素及主要伴生元 素组 合特征 试将该地化省中
。的原生异常作如下分类

同生异常 潭沱群砂砾岩建造中的 五

台群 中基性海底火山喷发岩和泥质
、

含铁建造中的

一 一 震旦系高于庄组镁质碳酸盐岩

建造中的 。 。

前两种是区域性的
,

后者是局部

性的
。

局部后生异常 中酸性斑岩型 。一 一

。 一 一 二 爆发角砾岩型

一 一 , 构造蚀变岩型 一 一 一

一 蚀变花岗闪长岩型材。一 一 安山

集块岩型 一 变质热液石英脉型 。

一 一 “一 一 一 含硫化物热液石英

脉型 一
。

金 银 矿远景区预测

一 尽管晋貂七 地球化学省的物质来源

比较丰富
,

然而单一因素 女暖古北东向构造控制的

矿源层
、

主要受经向构造带控制的燕山期酸性一中酸

性岩架岩及次火山岩等 却难以形成具有显著经济效

益的高品位的 。 ,

矿床
。

只有同时具备了北西向

断裂构造与北东向
、

北东东向
,

北西西向断裂等构造

交汇部位 及其附近 的条件
,

才极可能形成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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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岩象岩
、

含 简斑 斑

期期次次 岩 性性 产 地地 样品品

个个个个个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均均均均均均值值 浓度克克 均值值 浓度克克

拉 克值值 拉克值值

燕燕燕 松脂岩岩 萦崎黄草草

山山山 黄铁矿化长石斑岩岩 ,,,

期期期 石英正长斑岩岩 灵丘鹿沟一照寺寺
月月

石石石英斑岩岩 阳高正白柳沟沟
气气

发角砾岩岩 繁峙庄旺旺
。 。

花花花岗斑岩岩 繁崎耿庄庄

花花花岗闪长斑岩岩
,,, 。

花花花岗闪长岩岩 浑源岔口口
。

辉辉辉绿岩岩 萦峙施房沟沟

灵灵灵灵丘鹿沟一黑寺寺

五五五 石英脉脉 灵丘恒山东段段
。

台台台 含 石英脉脉 代县羊蹄沟沟

期期期
,,,

代县西泉沟沟
,,,,,

代县八塔塔
。 。

片片片麻状石英闪长岩岩 代县张仙堡堡

变变变基性岩岩 代县段头头
。

矿矿矿化辉绿岩岩 代县甘霖头头
。

蚀蚀蚀变辉绿岩岩 灵丘料堪堪
。

灵灵灵灵丘照寺一鹿沟沟
。

灵灵灵灵丘恒山东段段

繁繁繁繁峙卒庄庄
。

繁繁繁繁峙义兴寨寨

萦萦萦萦峙黄草草
。

单位 为克 吨 人 都是化学分析结果
。

矿床
。

因此 构造地球化学的深入研究将对

晋刹匕 矿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

二 现以构造地球化学为主要依据
,

结合其他

地质地球化学因素
,

提出 个 矿预测区 ①

六埠卜一堡子湾一胡窑 九对沟 ②六棱山一岔口一中

庄铺 ③川匕一鹿沟 ④东驼水一支角地一老潭沟

⑤太那水一刁泉一刘庄 ⑥三条岭一义兴寨一辛庄

⑦茶房一伯强一黄草 ⑧金岗库一石咀一榆树沟 ⑨

庄旺一白砂洞 ⑩王家会一殷家会一高凡一马桥 叼

安头尸 甘森头一羊蹄沟一八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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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谢学锦
、

邵跃二位专家指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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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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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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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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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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