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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贫 石翻

老柞山式金矿床特征及成矿模式

李伟实

黑龙江 有色地质研 究所

质
·

矿 床

老柞山金矿位于黑龙江省东

部老爷岭山脉北段
,

是近年找到

的大型岩金矿
,

具有多来源复合

成因热液矿床的特点
。

该矿产于

佳木斯隆起内中生代火山盆地边

矿质来源于前寒武纪花岗岩一绿岩带
,

并有

后期深源组份叠加
。

花岗质岩类在成矿中起重要

作用
。

北西西向断裂破碎带是成矿定位因素
。

本

文将讨论矿床物质组成特征
、

矿质来源
、

热液性

质
、

元素迁移富集作用和成矿机制等内容
,

并提

出老柞山式金矿床成矿模式
。

地质概况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属吉黑地槽褶皱系佳木斯

隆起
。

西侧为依一舒地堑和牡丹江大断裂
,

并与

三道沟中生代火山盆地接壤
。

东邻敦一密深大断

裂北延分支
。

次级构造为桦川复向斜北东翼
。

矿

区范围约 平方公里
。

矿区所在的金成矿带
,

为南北向展布的前寒

武纪花岗岩一绿岩带 张秋生称为残留体
,

麻山

群柳毛组是矿带中的重要含金层位
。

它的地质年

代曾认为是元古代
,

近期研究可解体为两部分

一是有磷灰石铅同位素 “ 年龄

亿年
,

可归太古宙地层 另 一部分
,

据发现的

型动物化石
,

可归为元古宙 并可含

寒武系 地层 ’ 。

包括黑云斜长片麻岩
、

黑云角

闪斜长片麻岩
、

云母石英片岩
、

石墨片岩和大理

岩等
。

原岩恢复在 加 一

图解中
,

大部分样品落在火成岩区
,

少量落在泥

钙质沉积物区
。

古生代很少沉积
,

仅晚古生代有

海侵
。

中生代侏罗纪后断陷盆地发育有中酸性火

山岩类和碎屑沉积
。

前兴凯期
、

兴凯期有大量交代成因花岗质岩

含混合岩
。

海西中晚期及燕山期则有大量中酸

一酸性岩浆活动
,

以岩基
、

岩株状产出
。

从性
、

中基性和酸性岩脉也很发育
。

蚀变岩种类多
,

蚀变作用强烈
。

绢云岩化或

钾化 微斜长石交代斜长石 或晚期夕卡岩化强

烈发育
,

并含较多毒砂等金属硫化物时
,

金往往

富集达工业品位
。

矿 床特征

空间分布 截止 目前
,

全区发现约 条

金矿体 脉
,

均呈脉状产出
,

走向 一
“ ,

倾

向以北东向为主
,

南西向为次
,

倾角 一 。 。

分

布在东
、

西
、

中三个矿带内 图
, 。

中矿带

最大
,

有百余条金矿体 脉
,

赋存于花岗岩
、

混

合岩等破碎带
、

裂隙和节理中
。

其次为西矿带
,

有

数十条金矿体 脉
,

赋存于花岗岩
、

斜长花岗岩等

破碎带和裂隙中
。

东矿带工作程度稍差
,

有二十余

条金矿体 脉
,

由夕卡岩层间破碎带控矿
。

全矿区

平均品位 一 八
,

规模已成大型金矿 “

姜维健
、

刘 五民 等参加 部分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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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老柞山金矿区地质略图

”一兴凯期棍合花岗岩 一兴凯期棍合岩 一海西期花岗岩类 一燕山期闪长岩 武一燕山期花岗斑岩

”、 一燕山期斜长花岗斑岩 ‘产一闪长扮岩脉 丸二一霍细岩脉
。 一麻山群黑云 斜长片麻岩 一麻山群人理岩

一含金铜矿体 一夕卡岩 一断裂 一金矿体 一隐伏岩体

矿物共生组合 三个成矿带因为地质环

境的差异
,

矿物组合略有不同 表
。

常见矿物共生关系 即矿石类型 是

自然金一浸染状毒砂一石英

自然金一浸染状毒砂一黄铁矿

自然金一块状
、

浸染状毒砂一磁黄铁矿

一黄铜矿

含金磁黄铁矿一碳酸盐
。

矿石构造有浸染状
、

脉状和角砾状等
。

矿石

结构有 自形
、

半自形晶粒状
、

交代
、

充填及碎裂

结构等
。

金矿物 及其赋存状态 自然金多赋存在

毒砂晶隙或裂隙中
,

呈多边形或他形
,

粒度

左右
,

称裂隙金
。

此外
,

还有包裹金
、

连生

金以及次显微金和胶体分散金等
。

金的载体矿物以含金多少顺次为 毒砂
、

黄

铁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
。

其中毒砂为金的主要

载体矿物
,

矿区分布普遍
,

产于矿脉和蚀变带中
。

爆裂法侧温 以 一 为主
, 一

“

为次
。

高温毒砂最多含金可达 八
。

黄铁矿在围岩

和矿脉中均有产出
,

多为浸染状和细脉状
,

爆裂温

度为 一
“

和 一
“ ,

多 世代
。

含金一

般在 左右
。

其他矿物含金不具重要意义
。

自然金的成 色 在自然金与 自然银两端

员固溶体系列中
,

本矿大部分为金银矿 一

和 自然金
。

从西矿带
、

中矿

带至东矿带
,

金成色均值有 一 一

的变化趋势
,

而 值 相 应 有 一

一 的变化
,

即从西到东金递增
,

银递减
。

而

银减少方向可指示矿质来源
。

本矿金成色为高值
,

推测与成矿较深
、

变质作用较强有关
。

同位素地质特征

硫同位素组成见表
。

由表 可见
, ’礴 为 一 ,‘。 ,

是

较小的正值
,

极差 标准差
。

与国内若

干金矿对比
,

变化范围窄
,

离散值小
,

直方图塔

式分布形态明显
,

更近陨石硫 图
, 。

可划

为涂光炽 所分三个类型硫源中第 类壳

梭混源型 ’心 一 。 。

硫源复杂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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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成矿带的矿物姐合 裹

矿矿物物 西 矿 带带 东 矿 带带 中 矿 带带

金金金 毒砂
、

黄铁矿 毒砂
、

黄铁矿
、、

毒砂
、

盛黄铁铁

脚脚脚 黄钢矿 白铁矿
、、

进 黄铁矿
、

黄铜铜 矿
、

黄铁矿

矿矿矿 辉铂矿
,

方铅矿
、、

矿
、

闪锌矿
、

胶胶 黄钢矿 闪 锌锌
物物物 闪锌矿

,

班黄铁铁 黄铁矿 自铁矿
、、

矿 辉翎矿
、、

矿矿矿
、

胶黄铁矿
、、

自然金金 「然金金

自自自然金金金金

脉脉脉 石英
、

川云母
、、

透辉石
、

件通角角 石英
、

方解石
、、

石石石 方解石石 闪石 绿帘石
、、

组云 母
、

绿泥泥

矿矿矿矿 符山石
、

石榴石
、、

石石

物物物物 阳起石
、

方解石
、、、

石石石石英英英

图 中矿带 兮剖面图

一麻山群黑云斜长片麻岩 一麻山群人理岩夹层

沐一 兴凯期棍 合岩 名一 兴凯期滋合花岗宕 一海西期

花岗质宕 一 夕 卡岩 一金矿体及其编 叶
’ ”一断层

上地慢分异所生
,

也有壳源硫加入
。

矿区内硫源

墓本一致 有相似的演化历史
,

虽经多次构造一岩

浆活动
,

发生交换反应
,

但分馏 系 数 不 大
。

硫

同位素特征反映出热液矿床的特点
,

这类矿床 多

分布在大地构造单元边缘
,

与深断裂有关
。

矿区内铅同位素组成稳定
,

变化差 咒
。

矿石铅与岩石铅同位素组成几乎一致
。

沙叼 沙以

值变化在 之 ’
,

沙“ , 沙 值变

化在 一 之 ’
。

所有相关比值都 , ,

落图在 的单阶段增长曲线附近
,

投入

演化图小三角形内 可认为铅来源于古

生代后现代正常铅
。

产 值为 一
。

用霍姆

斯一豪特曼斯公式
、

拉塞尔一法夸尔常数计算
,

必值年龄为 百万年和 一 百万年
,

与其他

硫 同 位 衰 组 成 襄 衰

侧侧定矿物物 样品数数 朽
, 名 。。

变化范 目目 均 仇仇 极 差差 均 方差差 矿 体 和 目 岩岩
。 》》 编

进进黄铁矿矿 十 十 月月 , 棍 合岩
、

花岗岩
、

闪长扮 岩岩

毒毒 砂砂
十 弓弓 十 。

矿体
、

蚀变带带

黄黄 铁 矿矿 十 各 棍 合岩岩

黄黄 钢 矿矿 村村 十 。

含金铜矿体 棍合花岗岩岩

辉辉 钳 矿矿
。

花尚岩岩

多数
,

呈浑圆形或不规则状
,

无色透

以成
,

偶尔可见暗色
。

气液比一般为 一
,

小明方法测得年龄撰本吻合
,

反映了古生
一

弋以来成岩

成矿时代 并可证明来源 自地壳深部或奴地梭

与同熔岩浆同源
。

’

矿物包裹体特征和成矿 温度

包燕体特征 各类岩石中石英和方解石

等包裹体都很发育
。

镜下观察
,

分布零散
,

个体

液相居多
,

也有气液比 的气相包裹体
,

分多是
,

等 并含 子晶
「飞

有三相包裹体
。

有次生包裹体
’

仁脖子包裹体
”

等
,

含盐度较高 一般为 一 ‘ 鼓高

可达 一
。

包裹体特祖几反映出成矿热

」



月月 黄铁矿矿

几几几
形 砂砂

门门门 磁 黄铁矿 占

度 为 卜
“ 。

成矿晚期
,

含金居次要地位

夕卡岩成因类型 以贯穿三个成矿阶段 成

矿温度为 一
。

样数
户

图 硫同位 素组成频 数直方图

老村山

岁

毛亘岔 粉 矿物包斑体均 一 益度分 布 钊

数样即

‘

泊

一

道沟

卜伐台

八
‘

水 “

匀 岛

妇飞 家

玲 珑

含 卜 占 ‘ ’

图 硫同位 素组成与国内 儿个金矿对比图

液性质 详后
。

成矿温度 经 测温数据频数统计
,

直方

图呈正态分布
,

并可分出四个热活动阶段 图
,

。

以
“

为主成矿温度
, “

居

次位
。

毒砂地质温度计计算得 一
,

反映

矿物的 高温生成温 度
。

硫同位素矿物对计算得

一
’ ,

是后期硫化物晶出温度
。

爆裂曲线

形态复杂
,

拐点 多
,

系地质构造条件多变
、

物理

化学环境不稳定以及金属硫化物多期
、

多世代所

促成
。

结合矿石类型
,

划出如下成矿阶段

气成一高温热液
、

金一毒砂一石英矿化

阶段 矿化温度为 一
“ 。

毒砂单矿物含金

八
、

含银 一 八
,

是主要含金阶段
。

高中温
、

金一多金属硫化物一石英矿化

阶段 矿化温度为 一
“ 。

毒砂单矿物含金

八
、

含银 八
,

是次要含金阶段
。

含金磁黄铁矿一碳酸盐化阶段 矿化温

水川 切 ”
‘

图 硬 心砂爆裂温户变分 布 侧

中矿带热趋势分析 经 多项式拟合趋势

面计算
,

迸尔转绘成平面
、

制面等温线图 图

由图 ,
‘

见
,

矿带西部
,

卜 洲米标高有

隐伏热异常
。

东部也可能有一热异常
沪

与地质资

料对照
,

相应部位恰为岩浆授入体
,

应是热液和

热动 力供给者
,

与断裂配合
,

控制中矿带诸矿体

生成 与演化
。

花岗质岩 类及其成矿 意义

本区 ”布花岗质岩类
。

混合岩及棍合花岗岩

等与地层谈和谐过渡关系
。

岩石化学分类属 正常

型和铝过饱和型 位为 黑云母 值
· ,

富铁 成岩过程中 值低
。 ”’ 哪

为
,

艺 一
,

龙
·

〔
、

,

由陆壳改造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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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曰
图 中矿带 平面热攀图

一劫探线号 一热流向

介介介
恢共盆少少

岁
一一

汉汉二夏之之、、、 洲产产产产

之之之卜、

一一一一尸产口 ,

乡
··

对对夕夕刀刀口护护护护护

之之卜户匕匕匕匕匕
一 口阅 曰 尸一一一一一

,, 、 口尸口口口口口

,

显示深成侵位特征
。

落图于
·

德

黑纳拉 一 三角图岩浆小区内
。

碱 质 偏

高
,

且
。

爪 值为
,

微

量元素 一 , 一
, 一

。

, 吕 为 土 ,

与福建同类 岩石

银 同位素初始值 相似
。

艺 为
一 ,

龙 为 一 ,

稀土 配 分 模

式曲线右倾
、

不平滑
,

有中等铺亏损
、

高饰型
。

系同熔岩浆作用所生
,

有异地侵位活动
。

物质来

源于壳下或上地梭
,

教一密
、

伊一舒超壳断裂系

统为其侵入通道
,

在热事件参与下
,

与早期建造

发生交代或同熔作用
。

熔融岩浆上侵
、

分异
、

结

晶成岩
。

成岩时代为海西中晚期 一 百万

年
。

它们与金的成矿关系
,

主要是提供热液和热

能 是金等矿质迁移
、

富集的动力与媒介
。

金浓

集需 一 倍方可成矿
,

要有区域变质
、

混合岩

化及同熔岩浆作用等创造必要的物理化学条件
。

级
成矿机制探讨

曰
,

曰
,

图 中矿带垂直纵剖面热晕图

一 米中段坑道 一热流向

黑云母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斜长花岗岩
、

石英闪长岩等多为隐伏岩体
,

与混合岩界线明显
。

钙碱指数为
,

里特曼指数为 一
,

相

当于强钙碱性与弱 钙碱性过渡型
。

氧化指数为

老柞山金矿矿质和成矿介质 气液或热液

是异源的
。

金主要来自地层
,

并有深源金盛加
。

硫
、

砷
、

铅
、

铜等其他组份是深源
。

成矿溶液是

复杂的
、

多源的
。

金的运移
、

聚集作用经历 了多

期
、

多阶段
。

简言之
,

本矿是不同地质时期
、

成

矿物质是异源的复合成因热液矿床
。

成矿物质来源 从全岩微量金分析结果

表 看
,

麻山群柳毛组黑云斜长片麻岩含金

老 柞 山 矿 区 各 类 岩 石 含 金 对 比 衰 衰

岩岩岩 性性
·

夕 平均值值 样品数数
〔

麻麻 山 群群 黑云斜长片麻岩岩
柳柳 毛 组组 石 英云 母 片 岩岩 」」

大大大 理 岩岩
。

交交代成因因 棍 合 岩岩
花花岗质岩岩 混 合 花 岗 岩岩

蚀蚀蚀变混合花岗岩岩 母母

岩岩浆成因因 花 岗 岩岩 灯

花花岗质岩岩 花 岗 斑 岩岩岩岩岩岩

脉脉 岩岩 闪 长 扮 岩岩
户

‘‘‘

作 细 岩岩岩

⋯
。

夕夕夕 卡 岩岩岩



,

高于克拉克值近 倍
,

是本区含金

丰度最高的岩石
。

因为是本区年龄最老地层
,

称

原始矿源层
。

混 合岩含金
,

混合花 岗岩含金
,

高于地壳金克拉克值几至十几倍
。

混合岩化物质来源是
“

就地取材
” ,

有原有矿物的

消失
,

有新矿物的结晶生成
,

元素发生交代作用

和重新组合
。

其中金系承老地层而来
。

混合岩及

混合花岗岩在本矿也是金质来源之一
,

称
‘ ·

衍生

矿源层
” 。

闪长扮岩 脉
,

包括石英闪长纷岩和辉绿扮

岩等
,

岩脉走向多与北西西向断裂 或矿脉 一

致
,

有钾氮法 一 百万年全岩年龄值
,

含金
,

甚至比麻山群矿源层含金量还要高
,

富集地段可达工业品位
。

关于闪长扮岩的成因
,

有人主张与混合岩化有关
。

我们则认为是深源岩

浆活动的代表
。

理由是它切穿地层及花岗质岩
,

有截然界线
,

年代证据也说明是燕山期中晚期的

产物
。

所含金系由深源携带而来
。

硫
、

铅基本是深源的
,

可能有少量地层硫相

混
。

砷次生晕平面趋势分析可以反映金的富集状

况
。

砷与金明显正相关
。

硫
、

砷 加 铁 形成 主 要

载金矿物毒砂
。

秘与砷同为元素周期表第 主族
。

经因子分析
,

本矿秘与金密切相关
。

秘
、

硫
、

铅

形成辉秘矿及其亚种
。

砷与秘可以成为老柞山式

金矿的次生晕指示元素
。

砷
、

秘可直接来源 自火

山喷发
。

银与金原子半径相等 人
,

可成连

续固溶体
。

二者可能有相同来源
,

但因为地球化

学性质有差异
,

故其迁移
、

富集行径不同
。

本矿

银含量不多
,

与金有反消长关系
。

热液性质和 金的迁 移富集
· · “ ”

等人 曾指出
,

在确定

矿床成因时
,

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不是关于矿质

的来源
,

而是关于矿质的萃取机制和富集方式
。

亦即矿液的来源
、

性质和元素的迁移特征
,

是矿

床成因的重要内容
。

然而
,

这些不是可以直接观

察的
。

本文仅从同位素和矿物包裹体研究中得出

几点认识
。

推测含金热液来源时
,

要考虑其成分
,

如水
、

二氧化碳
、

碱质和卤族元素等
。

本矿区热液为多

来源
,

有区域变质热液
、

混合岩化热液
、

岩浆热

液和岩浆期后热液等
。

表水的加入
,

并不象对团

结沟金矿那样具有重要意义
。

区域变质作用
,

几

乎没有大的构造变动
。

以升温升压和碱质
、

硅质

带出活动为主
, , ,

等组份随之析

出
,

形成变质热液
。

古老含金建造在此过程中
,

经火山成分去玻璃化
、

结晶作用
,

部分矿质 可以

进入热液
。

新的矿物生成时
,

也可能使金等矿质

活化转入热液
。

活动组份含量高
,

反映变质深
。

在区域变质的主阶段或稍后
,

发生混合岩化

和花岗岩化
。

碱质
、

硅质和挥发份在去气作用
、

去碱作用和低熔组份分熔过程中分离出来
,

局部

形成热流体一混合岩化热液
,

从而造成金的再

次富集
。

但从岩石微量金分析结果看
,

混合岩含

金 一 口
,

较麻山群黑云斜长片

麻岩含金 降低
。

其原因可能与本

区混合岩化以区域性
‘

近同期
”

前寒武纪 作用

为主
,

而与成矿关系密切的
“

后花岗岩化作用
”

刘平
,

并不占重要地位有关
。

混合岩化

作用的规模
、

强度都不大
,

加之后期构造一岩浆

活动叠加和改造
,

区内未见山东玲珑式金的含金

石英脉
。

至此
,

金的聚集仍只是以形成
‘

面型
”

浓集区为主
。

海西中晚期
,

东侧毗邻的张厂
‘ 一

才岭地区
,

随

着地槽褶皱回返
,

岩浆活动强烈 并造成我国东

北部十分醒 目的花岗岩带
。

它对本区的波及
,

加

之 以后燕山期的断陷活动
,

使与之相关的岩浆热

液和岩浆期后热液对本区金成矿起关键作用
。

构

造一岩浆活动加剧
、

物理化学环境的改变
、

强大

热能的供给
,

使热液对矿源援中金萃取作用人大

加强
,

促进金的迁移和富集
。

蚀变混合花岗岩含

金量 较正常混合岩含金偏低
。

这

与某些金属矿床近矿围岩中往往存在成矿元 素低

值场现象一致
。

原因是金等矿质被蚀变作用所活

化
,

并被热液攫取出去所致
。

现代成矿作用研究表明
,

热液矿床的一元成

矿论和一 次成矿论是不切实际的
。

矿质
、

热液多

来源
,

成矿多期次
,

老柞山矿即是例证
。

如前所

述
,

均化法镜下所见石英包裹体群体
、

个体特征
,



以气液相为主和气
、

液
、

固三相包裹体出现等
,

可以反映热液成矿作用的某些性状
。

成矿初期
,

氧逸度 ’。、 低
,

为相对封闭的还原环境
。

气

相包裹体成分与
,

相关
。

硫主要不是

以 孟
一 ,

而是以 形式 存 在 值偏 高

显碱性
。

呈 , 十

离子
、

以 ’ 一 、

〔 、 ’‘

门’ 等络合物形式运移 与
,

同为元素周期表 副族
。

核外电子排布特征为
’ ’” ,

核对外电子吸引力大
,

电离势高
,

欲

使 成 为离子进入溶液
,

需要较强氧化条件
,

即高户、 和 滇环境
。

而岩浆分异
、

挥发份富

集
、

热液沿构造裂隙运移并遇低压扩容带等
,

可

以满足所需条件
。

随着矿液中
, ,

大增
,

溶 解度 大 大提高
。

在矿 液演 化后

期 为酸性环 境
。 。多旱 ’十

离子形式进入
’ 一 、

〔
’十 一 〕

一

等络合物 中
。

等与之形成 叱一
,

〔 〕
。

随着

围岩蚀变作用
,

如钾化
、

绢英岩化等
,

将耗损大

晴喊质
,

使携的金化合物分解
,

金析出
。

伴随的
, , , ,

等与 ’一

或 〔
’一

结

合生成 多种金属硫化物
。

金则呈单质金属状态
“ 赋存于毒砂

、

黄铁矿等载体矿物中
,

等子晶矿物溶解温度在

区间有三组 数据
,

液态包喊体沸腾在
“

区间获四组 数据
,

可反映成矿环境热力

学状态
。

随着矿液的温压演变
,

金多期成矿
。

高

温且含盐度高的矿液演化过程复杂
,

含盐度值波

动大
,

显示出内生成矿热流体高温分馏性状
。 “

卡

脖子
”

次生包裹体的出现
,

系矿物遭后期构造破

碎 或破裂 重结晶所生
。

构造应力作用的脉动

性和多期性导致成矿作具有多期叠加的特点
。

一 隐生宙含金建造形成期

一

前兴凯一兴凯期金浓聚期

一华力西中晚期金主成矿期

蒸爆野鑫
一燕山期金复合 加成矿 朋

西矿带
中矿 带

石
、

矿 游

口 固 囚 口 口
、

因
。

目 目
,

团
,

图
。是

四
日

因
、

囚
以

成矿作用时空特征

本矿区所处黑龙江省东部铁
、

金元素地球化

学异常带
,

经遥感及物探资料解译
,

南北向与东

西向正交格子状构造反映前寒武纪基底古构造轮

廓
。

古生代发育的北东向
,

北西向构造叠加之上
。

中生代强烈发育北北东向及其共扼 北 西 西 向构

造
,

以断裂
、

断陷活动为主
。

北西向及北西西向断裂破碎带为控矿构造
。

图 老柞山 金矿床成矿模式图

一混合花岗岩 下 一 同熔花岗质岩 二 一花岗斑 宕

一康拉德面界线 一硅铝质 地壳 一铁镁成分

火山喷发 一中从性火山沉积或熔 宕 ‘海相 一陆

相碎屑沉积 一陆相火山沉积 一碳酸盐岩 一

麻山群变质岩系 一海相中墓性火山熔岩 一闪长

纷岩 一金矿床 一断裂 一 夕 卡岩

它们也控制毗邻的三道沟火山盆地
,

并与敦一密
、

依一舒等深大断裂近 于直交
,

可能为深源组份和

热的通道
。

断裂具压扭特征
,

深部有糜棱岩化一



老 柞 山 金 矿 床

前兴凯一兴凯期金浓聚期

成 矿 棋 式 表

海西中晚期金主成矿期

襄

隐生宙含金建造形成期 燕山郑金 犯合橄 加成矿 期 表生期

金原始沉积 初步聚集
,

原始矿源层形成
区域变质作用

、

混合岩化作用
,

金 元素活化
,

局部迁移 进一

步浓 聚
、

衍 生
,

矿源层形成
深熔同熔岩浆作用

、

金气
成一高温热液成矿作用

岩浆浅成 浸入
、

喷发活动

深源组分 上浸 金复合件

黑黑云斜长片麻麻麻麻麻麻麻麻麻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

黑云角闪闪闪 苹滋成因花花
含含金中基基基 斜长片麻岩

、、、、、、、、、、、

岗岩
、

花岗岗
性性火山沉沉沉 石英云母片岩

,,,

条带状片麻麻麻 闪长岩
、

斜斜斜斜斜斜斜斜

积积和鹅岩
、 ···

石甩片岩
、

石石石 状棍合岩
,,,

长花岗岩
、、、

表生软化化

陆陆相碎屑屑屑 榴硅线片岩岩岩 均质混合岩
、、、

闪长岩
、

夕夕夕 带
,

场铁铁

沉沉积积积积积 混含花岗岩岩岩 卜岩岩岩 矿
、

碳酸酸

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岩岩

升溢
、

升压

超变质 作用

碱质
、 、

与
、

渗透
、

扩散交代作用

钾交代

绿泥石化

硅化

绢云母或绢英岩化

黄铁矿化

多金属硫化物
, 一 口 勿

碳酸盐化

褐铁矿化

破碎带
。

北西西向构造控制矿带展布
。

与其近于

平行或呈
“

入
”

字型斜接的次级断裂则为矿体赋

存部位
。

晚太古宙一早元古宙中基性岩浆活动事件造

成本区初始含金建造
。

区域变质作用发生在元古

宙
。

前兴凯期一兴凯期或延至早寒武世
,

为混合

岩和混合花岗岩形成期
,

金聚集为衍生矿源层
。

海西中晚期
,

隆起地块构造活化
,

有强烈岩浆活

动
,

是金的主 要成矿期
,

有 一 法岩石年龄

一 百万年和矿石铅 含金黄铁矿
· ·

法 卢值年龄 百万年和 一 百万年可作证
。

燕山期岩浆活动期较多
,

有 一 法年龄 一

百万年
。

金复合叠加进一步富集成矿
。

成矿模 式

为便于表述它的成矿模式 制成图表 图
,

表
。

总之
,

老柞山金矿产 于前寒纪花岗岩一绿

岩带
。

北北东向教一密等深大断裂与北西西向断



裂破碎带交汇处
,

以及邻近中生代火山盆地是成

矿的有利构造位置
。

金主要来自麻山群老地层
,

金及其他矿质有来自深源的叠加
。

区域变质
、

混

合岩化
、

同熔岩浆作用
、

浅成岩
、

火山岩及脉岩

成岩活动等
,

使矿液具有多源
、

多期特征
,

使金

多期迁移
、

富集
。

成矿温度为高一中温
。

成矿时

代以海西中晚期为主
,

燕山期叠加富集
。

矿体为

脉状
,

矿体多
,

倾角陡
。

蚀变以绢英岩化
、

钾化
、

绿泥石化
、

夕卡岩化及多金属矿化与其关系密切
。

热液矿床
,

充填或交代型
,

高温毒砂是金主要载

体矿物等
。

据此总结成 为老柞山式金矿床成矿

棋式
。

撰写本文过程 中
,

引用 队许多资料
,

得

到刘学思
、

房学增 陈福祥
、

金昌斗等热诚指导
,

于丽丽清绘插图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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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成岩成矿作用及其找矿评价

梅 勇 文

江 西地质科学研 究所

热液成矿作用的复杂性和多期性
,

热液成矿

作用与其他成矿作用 夕卡岩成矿作用
、

沉积一

变质成矿作用等 的叠加现象
,

已经引起很多研

究者的注意
。

作者通过对西华山
、

漂塘
、

瑶岗仙

等许多钨
、

多金属矿床的研究
,

发现在华南地区

目前不少已知的大型有色
、

稀有矿床
,

几乎都是

燕山期多次成岩成矿作用的产物
。

为此
,

认真研

究和总结
“

多次岩浆期后热液成矿的叠加特征
”

实有必要
。

本文以漂塘钨锡矿床为例
,

论证岩浆期后热

液型矿床的形成
,

存在着多次成矿作用
,

以及多

次热液成矿的登加对形成矿化富
、

规模大矿床的

重要意义
。

多次成矿作用的划分及其确定的依据

漂塘钨锡矿属石英细脉带型矿床
,

含矿石英

脉的围岩为寒武纪浅变质砂板岩 燕山期复式花

岗岩体隐伏于矿床下部
,

与钨锡矿床的形成在时

间上或空间上均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图
。

淤淤淤图 漂墉钨锡矿床地质略图

一寒武 系 ‘一海西期 石英闪长岩 一燕山期

隐伏花岗岩顷板等高线
、

一细脉带矿体 一断裂

从深部坑道与钻孔所揭露出的隐伏花岗岩岩

石特征
、

各次花岗岩体之间的穿插关系
,

结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