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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矿田以玲珑断裂为界 分为

西山矿床和东山矿床两部分 图
。

西山矿床的矿石自然类型主要为含金

石英脉型 东山矿床则为几种含金

矿石 自然类酬半生的复合型
。 一

矿石 的自然类型

胎 年间
,

椰人在东山矿床的找矿勘探中 在 号脉

群探明封提交大型金矿一处
。

以后又相继在
、 、

号脉等脉群的找矿上取有翔进展
。

侧门在找矿勘探

过程中 注意借鉴前人的成果 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深入研究矿体在空间上的斌存规律和矿石组合特点

用以指异施工 通过几年的工作 对东山矿床矿石的

自然类型
、

成因及金矿物的特征有了一定的认识 现

介绍如下
。

东山矿床矿石自然类型
,

除前人所划分的含金石

英脉型和含金蚀变岩型外 翻门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含

金矿石 自然类型一一含金黄铁矿细脉浸染戮 现将各

类型矿石的特征 结构构造及矿彬目合特点蛋知主如下

一 矿石自然类型及其特点

矿石自然类型按其成因
、

矿物组合及结构构告划

分为以下三类

含金石 英脉型矿石 又根据矿物成分及含量细

分为

唐金石英脉型 白色
、

灰白色 粒状结构
,

块

状构造
。

主要由石英和微量黄衫而
‘

组成
。

金矿物主要

为自然金
。

马含金石英黄铁矿脉型 照片 黄色 不等

粒结构
、

碎裂结构
,

块状构选 金属矿物含量一般在

乌。以上 以黄铁矿为主 次为黄铜矿及少量方铅矿
、

闪锌矿 斑铜矿
、

磁黄铁矿等
,

脉石矿物为石英和少

量绢云母
,

金矿物主要是自然金
、

银金矿 以及微量

自然银
。

冬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 照片 灰黑
、

灰白

杂黄色
。

结构糊查
、

矿物种类与含金石英黄铁矿脉型

相同 唯金属矿物含量小
几

加

含全蚀 变宕型矿石 灰绿色
、

灰绿杂灰白色
。

粒状变尉占构
、

碎裂结构 细脉浸染状
、

斑块状及网

脉状构造 金属的
‘

物有黄铁矿 微量黄铜矿 脉石矿

物有石英 绢云母
、

斜长石
、

钾长石
、

方解石
,

金矿

物主要为自然金 次为银金矿
。

此类矿石以其蚀变和矿化强度不同又可划分为

蚀变强
,

而原岩成分及结构残留较少的定为含金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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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英岩型 照片 蚀变较弱的则定为含金黄铁绢

英岩化混合花岗岩型
,

这两种矿石标本在显微镜下才

能鉴别
。

含金黄铁矿 细脉浸染型矿石 照片 灰白

色
、

浅肉红色 不等粒结构
,

细脉浸染状构造
。

金属

矿物以黄铁矿为主
,

含微量方铅矿
、

镜铁矿 脉石矿

物为石英
、

钾长石
、

斜长石
,

另有少量绢云母
、

方解

石 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
,

次为银金矿
。

另外 区内成矿前的煌斑岩及老地层残留的云斜

片岩中也见有呈细脉浸染状的黄铁矿 其含金品位也

可达到工业要求
。

二 主要矿物特征

黄铁矿 是各类矿石中最主要的金属矿物
,

也是

主要的载金矿物
。

各类矿石中的黄铁矿具有不同的

特征
。

①含金石英脉型矿石 黄铁矿一般呈团块状
、

脉

状产出
。

晶体多为立方体 局部可见五角十二面体
。

粒度不等
,

多小于 及 一 ,

粒度大

的晶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碎
。

载金的黄铁矿一般粒

度大于 多呈团块状 米踱小于 的黄

铁矿通常不含金
。

珍含金蚀变岩型矿石 黄铁矿一般呈脉状
、

浸染

状
、

斑块及斑点状分布
。

晶体呈立方体 粒度不等
,

一

搬为 一
,

仅少数晶体有破碎现象
,

部分被

脉石矿物交代成港湾状或棱角变得圆滑
。

⑧含金黄铁矿细脉浸染型矿石 黄铁矿主要呈脉

宽小于 一脚 】
、
于 的细脉产出 部分呈

浸染状
,

来司变为 一
,

个别可达
。

不

具破碎现象 只个别晶体中见骡文
。

黄铜 矿 主要分布在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矿石

中
,

呈啥创衫粒状
、

脉状或斑块 点 状
。

脉状黄铜矿

多充填在石英脉和黄铁矿的裂隙中
,

具交代溶蚀现象

极少量来如伏黄铜矿包裹在黄铁矿中
。

值得注意的是

与黄铜酬半生的金矿物均为成色侧氏的银金矿 包有

银金句泊勺黄铜矿多充填在黄铁矿晶谁秘〕裂隙中 而呈

斑点状亘期永状分布在石英脉中的黄铜矿则很少含金
。

蚀变岩型矿石中的个别黄铁矿晶体内 包含有少

量黄铜矿 而在含金黄铁矿细脉浸染型矿石中摹本上

未见黄铜矿
。

石 英 从成因 大致可分为三稗
’

混合岩化时

形成的石英
,

牢妇变不等 呈不规则状
,

具明显的波状

消光及交代溶蚀长石现象 均在绢英岩化过程中形成

金矿 物的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衰

矿矿石类型型 样 号号 金矿物的斌存部位位

含含含 自然金分布在石 英倾粒中中

金金金 金金 自然金包襄在黄铁矿晶体中中

黄黄黄 银 金矿分布在黄铁矿的晶隙间间

铁铁铁
‘

《 银 金矿 与黄铜矿连晶在黄铁矿裂隙中中

矿矿矿 银 金矿 呈脉状
、

粒状充填在黄铁矿裂隙 中中

石石石
。

〔 银金矿包襄在黄铜矿中中

英英英 自然金呈粒状包襄在黄铁矿中中

脉脉脉 只 自然金旱粒状分布在黄铁矿裂隙中中

型型型 自然金分布在碳酸盐矿物中中

自然金分布在石英中中

银 金矿分布在黄铁矿晶隙间间

含含金蚀变变 , ,

⋯ 银 金矿 分布在黄铁矿晶隙间间

岩岩 型型 百 ,

「然金分布在黄铁矿与石英预粒间间

—————————————
一

十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含含金黄铁矿矿 呀 「然金包裹在黄铁矿中中

细细脉浸染型型
·

’ ’
·

银金矿 分布在黄铁矿晶隙间间

由山东省测试中心电子探针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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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英
,

一般粒度较小 出现在蚀变岩石中 ③后期

沿裂峨充城的石英脉
,

石英多呈半自形一 自形柱状
。

这三种成动勺石英 在各类型矿石中的相对含量不同
,

仅在蚀变岩型矿石中才同时产出
。

方解石 多呈脉状充填在含金石英脉型及蚀变岩

型矿石的裂隙中
,

与石英
、

绢云母伴生 有的脉中见

有金门矿物和金矿标 少部分散布于蚀变岩石中
。

三 金矿书拍勺特征

为了解金的斌荆犬态 金矿物的化学成分
、

粒度

等 我们对矿区的各种类型矿石进行了大量的光片鉴

定
、

人工重砂和电子探针分析
。

查明金均以自然金
、

银金矿形式存在
。

金矿物的化学成分 个不同产状的金矿物电

子摘晰分析结果列于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①黄铁矿
、

石英和碳酸盐矿物中的包体金 金的

成色较高
,

最高达 平均为 。 而与黄

栩矿伴生的金
,

金的成色低 晶隙金的成色部分高
,

部分低 说明金的成矿阶段或结晶时间不同
,

金的成

色也不凤
②含金蚀变岩型和含金黄铁矿细脉浸染型矿石中

金的成色变化不大 而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矿石中金

的成色刻七较大 早期形成的金矿物成色高 晚期形

成的成色低
,

这与镜下鉴定结果相吻合
。

③金矿物中的杂质元素较少
,

金矿物以自然金为

主
,

其次是银金矿
。

金矿物的形态及拉度 通过 个人工重砂样品

中金矿物的形态及粒度分析 查明有相当数量的金矿

物粒度小于
。

不同矿石类型样品筛分后
,

在

一
、

一 级中均无金矿物
。

金矿物的

形态及粒度分析结果列于表
。

全犷 物的嵌布特征 通过镜下鉴定 该区金矿

物在各类矿石中的嵌布特征有以下三种

①包体金 金矿物被包裹在黄钱犷
、

黄铜矿
、

石

英及碳酸盐矿物中 照片
、 、 、

②晶隙金 分布在黄铁矿晶体间或黄铁矿与其他

矿物之间 照片
。

矿物人工宜砂分析幼 班

矿矿石石 样品 ,, 不同形态自然金含量量 拉 度 分 析析

类类型型 形形形形态态 重 含量 〔 分级 重 含
。。

含含含 八面休休
金金金金 块 状状

,

叮

簇簇簇簇 树枝状状
。 。

矿矿矿矿 钩 状状 叮

石石石石 片 状状
。 。

〔 】
。

】】

英英英英 板 状状
,

戈 卜
。

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含含含 八面体体
。

金金金金 块 状状
。

蚀蚀蚀蚀 树枝状状
。

呀】
。

馨馨馨馨 钩 状状
。

蟹蟹蟹蟹 片 状状
。 ,

一

板板板板 状状
。

石 时

含含含
。

八面体体 《 〕 名

金金金金 块 状状
。

《

挂挂挂挂 树枝状状
。 , 。

矿矿矿矿 钩 状状 《
。 ‘

呀

细细细细 片 状状 《】

脉脉脉脉 板 状状 卜

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漫
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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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裂隙金 分布在黄铁矿晶体的裂隙中 照片
。

该区的载金矿物主要是黄铁矿
,

次为黄铜矿 部

分在石英及碳酸盐矿物中
。

镜下统计结果表明
,

包体

金最多
,

次为晶隙金和裂隙金

成矿 阶段及矿物生成顺序

本矿床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地质过程
,

其中构造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

由构造运动形成的不同

性质和规模的断裂
,

’

不仅是含矿溶液士升的通道
,

而

且也是主 要的赋矿场阮 在整个成矿过程中
,

构造活

矿物生成暇序 及成矿阶段 衰

动是多矛灿勺
,

因而矿床也是多次作用形成的
。

通过宏

观和微观观察
,

将矿床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 表
。

一 金黄铁矿石英阶段

该份殿形成的金矿体为充填型和蚀变岩型 蚀变

以绢英割七
、

黄铁矿化
、

硅化为主 次为钾化
二 金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为金厕硫化物矿物的主要形成期 荆半有金
、

银

矿物形志 蚀变有硅化
、

绢云母化 均为线型蚀变
。

三 金碳酸盐阶段

这一阶段的成矿作用较弱
,

只在局部方解石脉中

见金矿物和黄铁矶 金矿物有的是粒度较为的明金
。

矿矿物顺序序 金黄铁矿矿 金多金属硫硫 金碳酸盐阶段段
石石石英阶段段 化物阶段段段

石石 英英英英英

黄黄铁矿矿矿矿矿

自自然金金金金金

银银金矿矿矿矿矿

自自然银银银银银

黄黄铜矿矿矿矿矿

方方铅矿矿矿矿矿

闪闪锌矿矿矿矿矿

斑斑铜矿矿矿矿矿

滋滋黄铁矿矿矿矿矿

镜镜铁矿矿矿矿矿

方方解石石石石石

绢绢云 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矿石 的分布特征及成因认识

一 各类型矿石的分布特征

矿体规模 由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矿石组成的

矿体
,

厚度
、

延长均较小 连续性稍差 而含金蚀变

岩型矿律且成的矿体
,

厚度
、

延长均较大 连续性也

较好
。

东山矿床含金蚀变岩型矿石最多 次为含金黄

铁矿石英脉型矿石
。

含金黄铁矿细脉浸染型矿石由于

发现的帅旬短 工作不多
,

其在各类型矿石中所占的

比例尚难确定
。

但通过对部分钻孔进行检查 在各钻

孔中均 有出现
,

而且其厚度往往大于其他类型矿石
。

赋存部位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矿石 多分布

在主断裂及次一级断裂中 含金蚀变岩型和含金黄铁

矿细脉浸染型矿石则分布在断裂两侧的破碎带及岩石

的微裂隙中 含金石英脉型矿石赋存在构造活动的薄

弱部位
,

又被成矿后的构造活动破坏 并有含金多金属

陆陆舔浦味泳

’

户浑
、

‘几

、十

劝 帅
盆

’

、‘

矿石 自然类型之间的关系 不同矿石类型过 浪关系
’

节

蚀变分带扭式圈

口
·

口 口 翻 圈 口 回 回 口
,

四 田
, ,

图 矿 石 自然类型 及蚀变分带模式图

一绢英岩化混合花岗岩 一斑状黑云母混 合花岗岩 一含金黄铁矿石英脉 型矿石 一 含金黄铁绢 英岩型矿石

一含金黄铁绢英岩化混 合花岗岩型矿石 一煌斑岩脉 一钾化混合花岗岩 一绢 英岩 , 黄铁绢英岩 一 石英

脉 一断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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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矿化盛抵 其他类型矿石一般不出现这种现氛
二 各类里矿石间的相互关系及对成因的认识

这三种自然类型矿石 虽然在形成方式
、

空间分

布和矿物组合上存在着差异 但其相互间有着密切的

关系 图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在矿脉的中心剖立
,

多为含

金黄铁矿石英脉型矿石
,

‘

向两侧依次为含金黄铁绢英

岩型或含金黄铁绢英岩化棍合花岗岩型矿石
,

直至过

渡为混合花岗岩
。

矿床的形成过程大致是 当含矿溶

液沿断裂上升到一定部位时 随着物理化学条件的改

变 在断劝匆幻漩出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矿称 同时

含矿溶液沿断裂两侧次一级的裂隙及破碎处向围岩扩

散
,

由于含矿溶液的沮度
、

压力
、

值和 的含

量相对较高 所以交代围岩的能力也强 故在运矿通

道较幼拍勺地方形成了含金蚀变岩型矿石 其蚀变的强

弱
、

蚀变带的宽窄 与断裂两侧岩石的破碎程度有一

定关系
。

随着含矿溶液不断瑙王移演化 含矿溶液的

沮度
、

压力
、

值及 的含量不断下降 对围岩

的交代能力也就降低 右运矿通道稍远的有利喇立
,

形成了含金黄铁矿细脉浸染型矿石
。

服片 含 金石英蔺铁矿脉 型矿石 照片 含 金蔺铁矿石英脉 型 矿石

服 片 含 金蚀变 岩 型矿石 照片 含 金货铁矿细脉浸染 型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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