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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金矿位于辽宁虹螺山花岗岩体东侧
,

其

周围构造发育
,

是一个有色金属成矿远景区
。

区域地质概况

区内出露地层有长城系常州村组长石石英砂

岩
、

石英砾岩
,

大红峪组含砾长石石英砂岩
,

高

于庄组白云岩
,

杨庄组粉色白云岩
、

砂岩
,

雾迷

山组健石条带白云岩
,

景儿峪组含海绿石石英砂

岩
、

角砾岩 寒武系紫色粉砂质页岩和侏罗系义

县组安山岩
、

凝灰岩等 图
。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

通过全区的主要有老虎

洞水泉一钢屯
、

营盘一杨家杖子两条东西向断裂
。

北东向断裂多条一显压性特征
,

和垂直北东向断

裂的
一一组北西向张断裂

。

岩浆活动主要有太古代和燕山期两个旋回
,

主要侵入岩见表
。

区城内的主要及入岩 衰 口

旋旋 回回 代号号 岩石名称称 产 状状

燕燕燕 介孟」
一

,, 花岗斑岩岩 岩 株株

山山山 声 罗
一

, ,,
闪长扮岩岩 岩 脉脉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加加加了
,

一

’’

辉绿岩岩 岩 脉脉

创创创
, 一弓弓

闪长岩岩 岩 脉脉

冷冷冷 细粒花岗岩岩 岩 脉脉

对对对
一之 红色花岗岩岩 岩 株株

占 ‘‘
花岗闪长岩岩 岩 株株

太太古代代 材丫 混合花岗岩岩 岩 基基

回
,

团 曰 团 回 回 国于
含含含

矿床地质特征

含矿 岩 体 本区含矿岩体主要为闪长岩
和花岗斑岩

。

图 水泉金矿区域地质略图

一第四 系 几 一侏罗系义县组 安 山 岩 和凝

灰岩 仑一寒武系紫色砂质页岩 一簇 旦系

景儿峪组越石角砾岩 , 一震旦 系雾迷 山组缝

石条带白云岩 一展 旦 系杨庄组健石条带白

云岩 一该旦 系高于庄组健石条带白云岩

一展旦 系大红峪组含砾长石石英砂岩 一

, 旦 系常 州村组 石英 长石砂岩
、

石英砾岩

珍
一 ’一 ’

一花岗斑岩 内
一 ’一 ’

一辉绿岩 司
’ ‘

一闪长岩 川 ”一细较花岗岩 川 ”一红

色花岗岩 一混合花岗岩 , 一花岗斑岩

一不整合地质界线 一压性断层 一压

扭性断层 一 新华夏系断层 一金取砂异

常 一金矿床和矿化点 一铝矿床



闪长岩 岩体为似哑铃状岩脉
,

东西 过饱和系列
, ‘ 二 一 , 二

向展布
,

长
,

宽 一 ,

出露面积约 一 , 二 一

,

同位素年龄为 百万年倪岩石呈深灰色
,

含矿带和矿体 含矿带产于闪长岩体内
,

中细粒或斑状结构
,

块状构造
,

主要由中性斜长 主要有三条
,

总体呈东西向展布 地表出礴二

石
、

普通角闪石
、

黑云母组成
,

次要矿物有石英
、

条
,

长 一 ,

宽 一 图
,

倾向

钾长石
,

副矿物为磷灰石等
。

沿节理裂隙常见有 北
,

倾角 一 ” ,

延伸 一 。

含矿带由角

石英
、

黄铁矿等硫化物细脉
。

闪长岩属正常系列 砾岩
、

石英网脉等组成 角砾主要是闪长岩
,

砾

岩石
,

一 ,

铁镁含量高
, 十 径约 伙

,

为含硫化物的石英脉所胶结
,

石英脉
一 , 。

宽 一 字
,

含脉率 一 。

花岗斑岩 岩体呈不侧组的岩枝状
,

三个含矿带共圈出主要矿体 个
。

矿体埋藏

地表出露长
,

宽
,

倾向北西
,

倾角 一 浅
,

长 一
,

厚 一 ,

延续性好
,

。 ,

同位素年龄 百万年畏岩石呈肉红色
,

斑 厚度变化稍大
。

矿体多呈脉状
,

产状与矿化带一

状结构
,

斑晶为钾长石
、

斜长石
、

黑云母和石英
,

魏 矿脉地表出礴不全 图
,

品位 一 饱
,

斑晶粒径为 一 ,

含量约 基质为花 伴生有
,

等
。

相矿化多沿花岗斑岩接触带

岗质结构
,

副矿物有错石
、

磷灰石等
。

岩石属铝 和北西向破碎带分布
。

曰
团

车 , ’ 鳃
气 弓 ‘

扮岁 ‘献

讯 十

翼厂阅应崛孵 夔
西 耀

图 水泉金矿含矿带和矿体分布略图

一展旦 系高于庄组一段含锰白云岩 一高于庄组二段 白云岩 二一花岗

斑岩 古一闪长岩 占 一含矿带 一金矿体及其编号 一断裂及其产状

金矿物以含银自然金为主
,

其次为银金矿
、

其次有钾长石
、

方解石等
。

自然银等
。

主要金属硫化物为黄铁矿
、

黄铜矿
,

矿石可分为含金石英一黄铁矿型和碳酸盐一

其次为辉钥矿
、

黝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韧 黄铁矿型 少见 等类戳
矿

、

硫砷铅矿等
。

脉石矿物以石英
、

白云石为主
,

含银 自然金常呈树枝状 照片
、

不规则粒

①辽宁省地质矿产局综合研究队徐详成采样
,

长春冶金研究所侧定
, 。

②核工业部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洲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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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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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沪沪沪沪沪沪沪沪

两者呈固溶体
。

金矿物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见

表
。

主共 矿二子探针分析

样样 号号 采样位皿皿江 金矿物物 金银分扩 杂质 ‘相““

】强胎
人人人人人 人

含银 自然金金
。 。 。 。

,, 银金矿矿
,

图 水泉金矿
,

号矿体立体剖面图

一闪长岩 花岗斑岩 占 一含矿带

一 金铜矿体 一 钻孔 一穿脉坑道

状 照片 分布于黄铁矿裂隙中
,

电子探针

射线象 嘿片 显示
,

元素分布均匀
,

核工亚部北京袖地质研究所张宜
、

黄玉柱分析
,

人 。

含 已归一化
。

围岩蚀变 与金矿化关系比较密切的蚀

变有硅化
、

绢云长时七和绿泥石化

服片 产于黄快矿

裂隙中的 自然金

白色矿物为自然金

服片 背色放电子旅

宜流象

象中发亮部分为沿早期黄铁矿

裂欧充城的含银自然金

被黄钥矿 包含
,

旅片 一元索 射艘象

硅化主要分布于东西含矿带
,

充填或交代

碎裂岩
、

压碎岩
,

并伴有金矿化
。

绢云母化主

要分布于含矿角砾岩带
,

显微针状
、

鳞片状的

绢云母化岩石中见有含金黄铁矿等金属硫化饥
含矿带及其两侧之闪长岩中均见有程度不同的

绿泥石化
,

沿岩石节理
、

裂隙不规则分布
。

含矿

带膨大部分
、

含矿带及其两侧闪长岩中绿泥石化

亦发育
。

成矿规律的初步研究

金质来派 水泉金矿与闪长岩关系密切
,

主要矿体均赋存于闪长岩内
。

岩体人工重砂中见

有自然金
。

不同岩石微量金分析以闪长岩中含金

丰度值高
,

为 八 表
。

矿区主要含矿部

位 一 勘探线一 中段 见图 闪长岩含

矿带宽
,

含 平均
。



橄 金分析

岩岩 石 名 称称 样 数数 金平均含量量

白白云岩岩
、

炭炭质板岩岩
。

闪闪长石石
。

花花岗斑岩岩

钾钾长石 脉

早早期石英脉脉

晚晚期白色石英脉脉

煌煌斑岩岩
。

本队综合室杜长安
、

王盛君采样
,

辽宁地矿局中心实

验室分析
。

样号

硫同位 侧定结二 编

丁一落夸「
一百誉

一 ‘ 一 “
·

。‘

一 ’ 一 “
‘

, ,

一 一
’

吕‘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一 ’

‘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一一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侧定
,

样品教

一

月 输

图 硫同位素的分布

矿区硫同位素测定资料 表
,

图 表明

占 , ‘ 值接近陨石值
,

且均为变异小的负值
。

据王

义文 ①研究认为
,

遭到溶蚀和褐铁矿化
,

黄铁矿

中的硫呈硫酸盐形式转入溶液中

遨
礴 , 二 通 , 弓

二

导致硫化物中占 ’
降低

。

该区矿体在河床下面
,

矿石中黄铁矿的硫易遭溶蚀
,

使
‘

降低
,

推测

未遭溶蚀之原生黄铁矿 ’ 可能为不大的正值
。

该区硫值具有火山岩特征
,

金
、

硫同源
,

可能都是

来源于上地鳗之闪长岩浆
。

容矿构造 主要有两熟 第一期
,

燕山

早期闪长岩侵位之后
,

由于构造应力的作用
,

形

成东西向节理裂隙带
,

为热液活动
、

的迁移富

集形成有利的容矿空间
, , , , ,

等充填裂隙
,

形成早期含矿带
,

即石英网脉带
。

第二期是燕山晚期
,

由于花岗斑岩的侵入
,

使早

期构造复活
,

部分石英脉破碎成构造角砾岩带
,

构造角砾岩带是良好的容矿构造
,

是矿液沉徒的

场所
。

花 岗斑岩的畜集作用 花岗斑岩中含金

量亦较高
,

平均为 见表
,

仅次于闪

长岩
,

可作为成矿的金质来源和矿化作用的热源

有利于金的活化
、

迁移和富集 该区主要矿体都

赋存于花岗斑岩附近的东西向含矿带内
,

特别是

富矿 品位 土 都靠近花岗斑岩体
,

距花岗

斑岩体远者
,

金有变贫的趋势 远离花岗斑岩的

矿化带
,

石英网脉带再宽
,

含金品位低
,

难形成

工业矿体
。

成矿阶段 该期成矿作用大致可分为

个阶段
。

第一期石 英一黄铁矿阶段 在动力变质作用

下
,

闪长岩中的角闪石和斜长石转变为绿泥石和

绢云母
,

将有 释放出来据 齐尔文斯

基 ④的资料
,

普通角闪石转变为绿泥石时
,

含量由 降为 斜长石 转

变为绢云母时
,

含量邮 降为
。

从闪长岩中析出的 和原岩中携带的
, ,

等
,

由于结晶温度的差异
,

形成含金黄铁矿

③王义文 硫同位素研究在金矿床中的应用
, 。。

④ 齐尔文斯基 火成岩
、

变质岩
、

沉积岩的主

要矿物的平均化学成分
,



石英脉 照片
。

爆裂沮度 ⑤石英包裹体为 一

℃
,

黄铁矿为 一 ℃
。

石英分布于脉壁
,

黄铁矿分布于脉中间
,

金呈次显微状分散于黄铁

矿中
。

服片 脉早幼 的石英 空旅

被晚结晶的黄铁矿充坟

第二期石 英一黄铁矿阶段 是金的主要成矿

阶段
。

花岗斑岩的侵入所带来的热源和构造应力

作用
,

使第一期黄铁矿破碎
,

热液沿黄铁矿裂隙

充填交代
,

形成粒状
、

脉状
、

树枝状 自然金
。

第三期石 英脉阶段 主要为晚期白色石英脉
,

分布于花岗斑岩体及其附近构造带中
,

含金较低
,

微量金为 见表
。

这期石英脉是辉

相矿形成阶段
,

可圈出相矿依
第四期破酸盐化阶段 主要形成方解石脉

,

方解石均一温度为 ℃
。

成矿过程 笔者初步认为
,

本区的早期

东西向构造带为闪长岩的侵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该带的继续活动
,

又切断了闪长岩体
。

在构造运

动产生的温度
、

压力作用下
,

闪长岩带来的

等在适当的条件下形成石英脉 构造的继续活动
,

石英脉又遭破坏
,

这时 和其他金属硫化物
,

沿节理裂隙运移
、

沉淀
,

在闪长岩体内的东西向

含矿带形成大量含金石英网脉
。

后期花岗斑岩侵入
,

使石英网脉中的 再

次活化
,

花岗斑岩脉携带来的 也参与了成矿

过程
,

在角砾岩带中富集成工业矿体
。

矿床属中一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

矿床分布规律 矿带的分布与熔浆演化

密切相关
。

该区燕山期的侵入活动
,

有由中性向

酸性演化的趋势
。

水泉岩体由闪长岩而花岗斑岩
,

老虎洞岩体由角闪二长斑岩而花岗斑岩
,

营盘岩

体由花岗闪长斑岩而花岗斑岩
。

在矿种上
,

一般花岗斑岩体及其内接触带为

铝矿化
,

外接触带和围岩为铜
、

铅
、

锌
、

金和银

矿化
。

矿床 点 受东西向构造和北东向 华夏系

构造的复合部位控机 区域内的水泉金矿床
,

盘

道沟
、

影壁山矿化点
,

以及与金有关的老虎洞
、

营盘钥矿床
,

均产于这种构造的复合部位
。

含矿带内石英脉密集和出现角砾岩带的部位
,

常出现富矿体
。

工业矿体多富集于含矿带内而又

靠近花岗斑岩的部位 经多次活动的构造带含金

富
。

石英脉中金属硫化物增多者金富
,

黄铁矿比

黄铜矿
、

辉钥矿中含金富 表
。

单矿物中金银的平均含 ,
一 衰

矿物

黄铁矿

黄铜矿

辉相矿

擎州专洲省
。

。

。

本队综合室杜长安
‘

王盛君采样
,

核工业部北京铀矿

地质研究所分析
, 。

找矿标志 有利的构造部位
、

石英脉密

集区
、

金重砂异常和黄铁矿化的出现
,

可做为本

区的找矿标志
。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张家炳总工程师的指

导 金的赋存状态研究
,

蒙崔笑梅
、

赵海鹏
、

杜

长安和王盛君工程师的协助 刘克成和刘士兰同

志清绘附图
,

在此一并致谢
。

⑤辽宁省地矿局中心实验室侧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