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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华绿岩带中的层控金矿

欧超人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

太华赚岩带位 于华北地台西南缘 长约 公 里
,

由晚太古代太华群火山一沉

积岩 系组成
,

其同位拼年龄约 亿年
,

已 变质到铁铝栩 石 角闪岩相
。

在娜阳发育有与

大洋拉斑玄武岩共生的科马提岩
。

这套岩系金
、

银丰度高 形成紧密的线状栩皱

断裂构造极为发育
。

岩桨岩以荃性火山岩和花岗岩 为主
。

金矿分布于该姆岩带的 西

北段 主要产于近东西向的复背拱轴部断裂中
。

金矿化类型有含金石英脉型和含金

蚀变岩型
。

金矿化主孩徽存于太华群下部变质岩中
,

具明 显娜 】层控特征
。

矿石成分

复杂 组构多种多样
,

金品位不均匀
。

金的成矿作用真有多期性和多阶段性
。

矿石

铅同位 为古老弱异常铅
,

模式年龄为 亿年
。

金矿床
、

花洲岩和太华群的硫

同位素组成相似 但它们的 年龄相差甚远
。

这显示 了硫同位素的峨承性和层控性
。

氮
、

暇间位 组成显示 变质水特征
。

成矿流体来 自太华群
。

成矿棋式 火山一沉积一

区城变质一很合岩化一扩容成矿一改造一刊映加作用
。

作者提出 四个成矿远最 地段
。

地 质
·

矿 床

太华绿岩带是我国南部颇为

典里岁】晚太古代绿岩带
。

它主要

由含金丰度较高的晚太古代太华

群组成
,

具有特征的绿岩建造
。

在舞阳发育有与拉斑玄武岩共生

的科马提岩
,

它们已变质到铁铝

榴石角闪岩相
。

该绿岩带产有丰富的金矿和铁

矿
。

金的成矿作用极为复杂
。

矿化类型主要是含

金石英脉和含金构造蚀变岩
。

它们具有明显的
“

层控
”
特征

,

矿源层是太华群火山一沉积岩系
。

构造和岩性是矿化局部落妇狗控制因素
。

金矿床的

主要定位事件是前寒武纪的强烈构造运动和区域

变质一混合岩化作用
。

主要的控矿 因素是矿源

层
、

扩容带和花岗岩
。

成矿模式是
“

火山一沉积一

区域变质‘混合岩化一扩容成 矿一改造一叠 加

作用 ” 。

太华绿岩带的地质地球化学概况

太华绿岩带在空间上呈带状分布于华北地台

西南缘
,

从陕西华县西南起
,

经河南灵宝
、

洛宁

南部
、

鲁山
、

舞阳
,

延至安徽霍丘 跨越陕豫皖

三省
,

长约
,

宽约
,

大致呈北西一

南东向展布 图

地层为晚太古代太华群
,

其下部为镁铁质火

山岩夹沉积岩建造
,

上部为沉积岩夹火山岩建造

发育程度不同的铁硅质建造分布广泛
,

碳酸盐岩

建造自北西向南东有增厚的趋势
。

显然
,

这种建

造序列属绿岩建造类型 图
,

其同位素年龄为

士 百万年
。

舞阳发育有科马提岩 李继亮等
, ,

呈

层状或似层状产于太华群下部赵案庄组超镁铁质

火山岩系中
,

与大洋拉斑玄武岩共生 其成分特

征是 低钾
、

低钦
、

富镁
、

贫铝
, 二

,

属玄武质 接近橄榄质 科马提岩
。

在化

学成分和地质产状等方面
,

均与典型的巴伯顿绿

岩带下部的科马提岩相似 见表
,

但本区的科马

提岩镍
、

铬含量低
,

俄刺结构不明显
。

这可能是

由于强烈的区域变质作用造成的
。

太华绿岩带的

火山一沉积岩系已变质到铁铝榴石角闪岩相
。

在

变质过程中 原岩的镍
、

铬被富硫的变质热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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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华姆岩带中几个代衰性地段的峥合
地层剖面示 愈图

据李继亮等
,

一超镇铁质火山岩 一拉斑玄武岩 一砚吐盆

岩 一炭质 粉砂质 泥岩 一长英质或 灰质

砂岩
‘

一铁矿层

出
,

并在赵案庄型铁矿床中形成一些含镶硫化物

和含铭矿物 同时破坏了原岩结构
。

正如

西多连科 指出的那样
, “在角闪岩相的条

件下
,

原岩的构造 特别是结构标志保存在下来

的很少
。 ”

本区地层因受强烈挤压
,

多半形成紧密线状

复式摺皱
,

局部开阔或有倒转
,

有的地区 如霍

丘 成为倒转等斜摺皱
。

轴向近东西
,

在东南段

转为近南北
。

断裂构造极为发育
,

其中近东西向

的断裂规模较大
,

分布较广
,

既控岩
,

也控矿
。

岩浆活动有四期 ①强烈的间歇性的海底火

山喷发和 或 喷滋
,

以拉斑玄武岩和科马提岩

为代表
,

变质后则以斜长角闪 片麻 岩和角闪

岩为代表
。

遍布于该绿岩带的下部
,

即太华群下

部镁铁质 少量超镁铁质 火山岩系
。

同位素地质

年龄为 士 百万年
。

②片麻状花岗岩

为 ,

约 百万年
。

③晋宁期花岗岩 为

和少量闪长岩以及班盖在太华群之
一

匕的中基性火

山岩
,

约 百万年
。

④燕山期花岗岩 月
,

一 百万年
。

②一 ④期的岩浆岩主要分布于

该绿岩带的西北段
,

岩浆活动自西北至东南逐渐

减弱
。

各种脉岩分布广泛
。

在太华绿岩带变火山一沉积岩系中
,

金
、

银
、

铜
、

铅
、

锌和钨等成矿元素的丰度都高于其

克拉克值
。

在一些样品中
,

金的丰度比克拉克值

高出 倍 个别达 倍
,

银 倍
,

铜 倍
,

铅 倍
。

但该绿岩带的不同地段
、

同一



地段的不同岩石或同种岩石取样位置不同
,

其丰

度有明显差别
。

以金的丰度为例
,

在西北段小秦

岭地区的某些混合岩中
,

含量也
,

而另一

些混合岩含金只有 图
,

其浓度克拉克

值为 个样品
。

中段舞阳铁矿区
,

多数

样品含金
,

而大理岩和辉石磁铁矿矿石

百搞达
,

黄铁矿含金达
,

浓度 克

拉克值为 个样品
,

特高品位未参加计算
。

为浦段霍丘铁矿区 一般含金 一
,

个

样品的浓度克拉克值为
。

银的丰度变化情况

与金类似
。

由此可见
,

金在整个绿岩带内趋于集

中
,

太华群变火山一沉积岩系 斜长角闪岩和各

种片麻岩 是金矿床的矿源层 矿源层中含金量

布朗夏均匀
,

变化趋势是西北段高
,

东南段低
。

这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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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金在各 种变质岩中的 丰度变化曲线

据笔者和河南 队资料

一斜长角闪片麻岩 一棍合岩化片麻岩 一条带

状棍合岩
‘ 一 均质混合岩 一花岗岩 川 一 石

英岩及条带状棍合岩 一很合伟晶岩 一片麻岩类

一变较岩和浅较岩 。 。一很合岩

︸加假栩谁划因医嗽创于狠和姗醉长
︸︵玉嗽︶和理即客段卜松加断姗长

众健朴汉牙跨劫翻栩招划显翻招口薄怪抉翻段璐长

与该绿岩带内大型金矿主要分布于西北段是一致

魄 而大型 层控 铁矿主要分布于中段和东南

段 构成舞阳和霍丘铁矿田
。

太华群的硫同位素组成特征与陨石类似
,

月 ,

属慢源硫
。

。

三。宋划挤

加寨阶畜猎卜朱加必耳华田的

翻彼
坦



太华群中各种变质岩的同位素地质年龄相差

悬殊
,

从小于 百万年到大于 百万年

个样品
,

其中郁
, , , ,

百万年等
。

即使除去侧定方法的误差
,

仍可反映

太华群生成后经受或多次区域变质一棍合岩化或

花岗岩化作用
。

金矿的地质一地球化学特征

所述金矿位于太华绿岩带的西北段 跨越映

稼两省的小秦岭一带
。

矿田长约
,

宽约
,

已发现含金石英脉千余米
。

大小金矿床十

余个 探明储橄愈百吨
,

平均品位 一
。

成矿地质环境 本区太华群总厚度大于
,

下部以镁铁质火山岩为主
,

上部主要为

长英质砂岩
、

泥岩
、

碳酸盐岩和铁硅质岩
。

这套

火山一沉积岩系经受多次区域变质一棍合岩化作

甩 区内构成巨大的紧密线状复背斜
,

轴向近东

西 向东倾伏
。

断裂极发育
,

有近东西向
、

近南

晌
、

北东向和北西向四组
,

均含矿
。

其中近东

西向的断裂规模最大
,

含金性最好
。

区内所有金

丫都被局限在由两条区域性深大断裂组合而成的

地垒之中
,

且主要分布在复背斜轴部的断裂带

人后期岩浆活动相当强烈
,

形成南北两个岩带
。

月睹带由三个同纬度的燕山期花岗岩 组

成
,

南岩带由古老的花岗岩
,

组成 图
。

区内还分布有各种脉岩
。

金矿床产于岩体外

带太华群断裂中
。

金矿化类型及其地质特征 本区金矿化

有两个类型
二

一是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型
,

二是含金

蚀变岩型
,

二者空间关系密切
。

后者位于前者的两

侧及其下部
,

在平面上二者常交替出现
。

在同一

矿体中
,

二者可同时存在
。

目前以前者为主要勘

探和开采对象
。

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在空间上成带成群产出
,

规模相差悬殊
,

长 一 ,

一般数百米 脉

幅 一
,

常为 一 左右
。

矿化深度较大
,

已控制斜深
,

垂深
。

脉体形态复杂
,

分枝复合
、

尖灭再现及膨缩现象常见 在平面
、

剖面上呈波状
,

产状时陡时缓
,

但多为陡倾斜
,

显示压性或压扭性断裂特征
。

含金石类脉和 或

金矿体的形态
、

产状
、

规模及其变化悄况
,

均与

其斌存的断裂构造一致
,

具明显的
“

构控
”
特征

。

金矿体或矿化主婆产于 太华群下部的变火

山一沉积岩系 —各种混合岩
、

混合伟晶岩
、

各

种片麻岩或混合岩化片麻岩等之中
,

花岗岩一般

不含金
。

在空间上
,

表现出明显的层控特征
。

矿石组份复杂
,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

方

铅矿
、

黄铜矿
,

次为闪锌矿
、

磁铁矿
、

磁黄铁矿
、

公 里

困
图 ‘

图 曰 团
。

回 回
太华姆岩带西北段金矿田地质略圈

据秦岭金矿等单位资料幼侧

一第四系 一第三系 一 , 旦系 一晚太古界 月一燕山期花阅岩 一晋宁期花肉岩 一片麻状花肉岩

一第四系 一第三系 一‘旦系 一 晚太古界 月一燕山期花阅岩 为 一晋宁期花阅岩
,

一片麻状花岗岩

一背侧轴 一 向麟轴 一一级扩容带 卜二级扩容带 一金矿床产地 一含金石英脉密集区



菱铁矿
、

黑钨矿
、

白钨矿
、

辉铜矿
、

斑铜矿
、

方

黄铜矿
、

毒砂
、

白铁矿
、

锐钦矿
、

镜铁矿和金银

系列矿物一一 自然金
、

含银自然金
、

银金矿
、

含

铜银金矿
、

蹄金矿
、

辉银矿
、

啼银矿
、

自然银等
。

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石英
,

次为方解石
、

白云石
、

长石
、

绿泥石
、

绿帘石
、

角闪石
、

白云母
、

黑云

母
、

绢云母
、

石榴石
、

萤石
、

重晶石
、

铁 白云石
,

以及很少见的桐石
、

金红石和错英石等
。

氧化带

中的次生矿物有揭铁矿
、

孔雀石
、

铅矾
、

白铅矿和

铜蓝等
。

含金银的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特别是粒

度小于 的细粒黄铁矿
,

含金高达
、

方铅矿
、

黄铜矿
、

石英和菱铁矿等
。

金银系列矿

物多呈细脉状
、

浸染状或团块状
,

分布于载金矿

物的裂隙或颗粒间
。

此外
,

黑钨矿
、

白钨矿的裂

隙中也偶见金银系列的矿 物
。

自然金的成色为

左右
。

矿石的化学成分复杂
,

已知有 多种元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等
,

其中
、 、

和 可综合利用
。

矿石的结构有自形
、

半自形
、

他形
、

粒状
、

固溶体分离
、

交代溶蚀
、

交代残余
、

压碎和网格

状等
。

构造有块状
、

条带状
、

角砾状
、

网脉状
、

细脉浸染状
、

晶洞状和蜂窝状等
。

金品位变化很大 一 ,

氧化矿石

中高达
。

多数矿床的平均品位 为 一

八
。

金在氧化带中有进一步富集的趋势
。

近矿围岩蚀变有绢云母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黄铁矿化
、

侧目七
、

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以及绿帘

石化
、

钾化
、

钠化等
。

这种复杂的矿石组份及其结构构造
,

显示了

成矿过程的复杂性
、

长期性
、

多期多阶段性 形

成矿源层的火山一沉积期
、

变质热液成矿期 至
少有 个阶段

、

成矿后的岩浆一变质热液叠加一

改造期
,

以及表生期
,

其中变质热液期金一多金

属硫化物一石英阶段是主要的成矿阶段
。

德定 同位索组成特征 据 个样品 王

义文等
, “呜 一

,

平

均一 ” “ 礴 一 一
,

平均

““ ”月 一 ,

平均
。

一 法模式年龄为 一

百万年
,

产 值为 一 ,

附值为 一
,

其同位

素类型为高产 值的古老弱异常铅
。

据 个矿床 个样品 王义文等
, ,

矿

石中始
, ‘ 一 一 个样品

,

花岗岩 中古 , ‘ 二 一 、

个样品
,

花岗岩 月 中 , 礴 个样

品
,

太华群中
,

古 , ‘ 一 一
。

这

些数据表明
,

金矿床
、

花岗岩和太华群的硫同位

素组成相似
,

招
, ‘值接近陨石硫 一 一 十 。

它们的硫源相同
,

显示 出硫同位素的继承性和金

矿床的层控性
。

氢
、

氧同位素组成 姬生等
, ,

占

一

一 个样 冲创 一 一 个

样
。

典型变质水的 二 一

一
,

古 “ 十

一
, 。

据此确定
,

作为本

区成矿热液主体的水是变质水
。

成矿温度与成矿深度

成矿 温度 ①流体包裹体的爆裂温度为

一 ℃
,

大多数样品 条矿脉 个样品 小

于 ℃
、

大于 ℃
。

这些测温数据近似地代表

成矿沮度的上限
。

②从矿石的矿银且份看
,

既有

高温矿物 磁铁矿
、

磁黄铁矿
、

黑钨矿
、

辉钥矿

等
,

也有中温矿物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重晶石
、

方解石等
,

还有低温矿物 自然银
、

蹄

金矿
、

蹄银矿等
。

上述三类矿物中
,

以中温矿物

多且分布普遍 闪锌矿除外
。

③围岩蚀变类型

主要是中温的 —硅化 石英化
、

绢云母化
、

绿

泥石化等
。

根据以上三方面资料
,

可以认为本区

金矿床主要是在中温条件下形成的
。

成矿深度 本区的成矿深度信息有 ①地层

厚度
,

太华群厚度大于 上班震旦系大于
。

②现已控制矿化深度达
,

仍未见尖

灭迹象
,

推侧矿化深度可达
,

均表明成矿

较深
。

③但矿石常见晶润和角砾状构造
,

充填作

用为主要成矿方式
。

这显示成矿较浅
。

综
一

匕所述
,

本区金矿可能是在中深条件下形成的
。

这与利用

矿物包裹体计算的矿石沉淀压力 大气压 王

秀璋等
,

基本一致
。



金矿与岩体的关系 据统计
,

国内外约有

的金矿床附近都有花岗岩岩体产出
。

这是
‘

岩
浆论 或类似者

”

的重要证据
。

但

认为
,

这是因为构造因素造成的
,

它们

之间并没有成因上的联系
。

在太华绿岩带中
,

它

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

在绿岩带中段的舞阳地

区和西北段小秦岭地区
,

太华群的原岩性质和变

质程度基本一致
,

构造条件也很相似 金的矿源

层同样存在
。

但舞阳地区岩浆活动较弱
,

仅见一

些规模不大的中性岩脉
,

至今未找到金的富集地

段
。

而在小秦岭地区
,

岩浆活动强烈
,

形成了时

代不同的两个花岗岩带
,

还有各种岩脉 金矿床

与花岗岩体的距离不等
。

它们明显地受近东西向

的断裂控制
。

含金石英脉切穿花岗岩和各种脉

岩
,

又被有矿化显示的煌斑岩切穿
。

由此可见
,

彼此之间的时空间系极为密切
。

这不仅与构造因

素有关
,

而且在金的多次富集过程中
,

岩浆岩为

金的某次富集 如岩浆热液叠加 直接提供了成

矿物质和介夙 证明这一族伯勺是 矿石与岩体的
,

硫同位素组成相似
,

均接近陨石值 本区各种岩

浆岩中金的丰度较高
,

花岗岩比一般酸性岩

高出 倍多 个样品
,

辉绿岩比一般基

性岩 高出 倍多 一 个样品
,

伟晶

岩比一般酸性岩高出 倍多 个样品 含金

石英脉中某些矿物的微量元素含量 石英中的

和 含量较高
,

黄铁矿中 值

等
,

也显示出岩浆热液活动的特征
。

此外
,

岩浆岩侵位以后
、

固结之前
,

无疑给其周围富含
一

金的岩石提供了巨大的热能
,

从而促进金的活

化
、

转移
,

有利于金矿床的形成
。

成矿时期问硬 成矿时期是指矿床定位

的时期
,

不包括定位前成矿物质的长期准备和定

位后发生的多次改造和亚加
。

本文确定成矿时期

的主要根据是主岩的同位素地质年龄
、

矿石铅同

位素模式年龄
,

并参考已知年龄的岩脉与矿脉的

相互穿插关系
。

模式年龄为 一 一 百万年
。

主岩变质年龄 斜长角闪 片麻 岩的 角闪石

一 法年龄为 亿年
,

混合伟晶岩黑云母 一

法年龄为 百万年 偏低
,

南部花岗岩带 为

桔石 一 一 法年龄为 亿年
。

据此
,

本区

金矿成矿时期应为晋宁晚期 晚元古代
。

这一时

期的大规模
、

强烈的 区域 变质一混 合岩化作

用
,

和与之伴随的断裂活动是本区金矿床的定位

事件
。

定位前的火山一沉积作用和多次区域变质一

混合岩化作用
,

使金不断富集
,

形成金的矿源层

或矿源岩
,

为金矿床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

定位后
,

经多次改造
,

并有燕山期岩浆热液益加
。

值得注意的是 本区太古代的构造线为近东西向
,

其后的历次地壳运动都表现出继承性
。

矿田南北

两侧的区域性 深 大断裂现在仍在活动
。

以形

成断裂构造为主要特征的燕山运动
,

使早已为含

金石英脉所充填的近东西向断裂继续强烈活动
,

并有该期岩浆热掖登加
,

从而导致矿脉复杂化

在矿石和近矿蚀变围岩中有叠加成分 在空间

上
,

矿脉切断
、

错开了矿床定位后形成的近南北

向和北东向岩脉
。

徽 元寮地球化学特征 黄铁矿和石英

是分布广泛的含金石英脉中的主要矿物成分
。

在

黄铁矿中
, 。 一 ,

平均
,

显示

火山一沉积成因经后期变质的热液改造的特征

刘成湛
, 二 一 平均

。

黄铜矿中
,

显示沉积一

岩浆 火山 热液成因
。

石英
、

流体包裹体
、

燕

山期花岗岩和太华群的斜长角闪 片麻 岩 拉

斑玄武岩 都具有富钠贫钾的特征
,

其中

值依次为
, ,

和
。

除包裹体更富

钠而外
,

其余三者都很接近
,

显示其同源性和继

承性
。

矿床成因和找矿方向

矿床成因 目前对小秦岭金矿的成因有

三种观点 ①岩浆期后高一中温热液充填矿床
,

也叫岩浆热液型金矿
。

②混合岩后 改造型层控金

矶 ③变质热液型层控金矿
。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

点
。

根据金矿床的产状
、

复杂的矿石组份和结构

构造
,

主岩中金及其他成矿物质的高丰度
,

稳定

同位素组成
,

各种地质体的同位素地质年龄以及

黄铁矿
、

黄铜矿
、

石英流体包裹体中微量元素的



地球化学特征
,

建议用
“

火山一沉积一区域变质

一混合岩化一扩容成矿一改造叠加
”

的模式来解

释本区金矿床的成因
。

约在 亿年前
,

铅在低产 值体系的上 」也漫中

演化
。

约 亿年时
,

华北地台西南缘海槽发生强

烈的裂隙型海底火山喷发
,

以富钠贫钾的镁铁质

火山岩为主
,

夹少量富镁
、

贫铝 一

的超镁铁质火山岩
。

接着是陆源碎屑一碳酸

盐一硅铁质堆积
。

通过 大量上地慢物质的上涌
,

铅进入到高群 值体系的壳层演化
。

随着火山一沉

积作用的进行
,

金
、

银
、

铜
、

铅
、

锌
、

钨等成矿

物质初步富集
,

形成矿源层 —长约 的巨

厚的火山一沉积岩系 太华群
。

约在 一
,

亿年 相当于五台一吕梁期
,

大规模的地壳运动

波及本区
,

使太华群发生褶皱
、

断裂
,

形成扩容

带
,

并伴随有区域变质一寺昆合岩化作用
。

在这个

过程中
,

矿源层里的金初步活化
、

转移
,

进入扩

容带
,

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富集
,

但未形成工

业堆积
。

其间
,

本区岩浆活动微弱
,

仅形成一个

小岩体
, ,

但为金矿床的形成进一步奠定了物

质基础
。

约在 百万年前
,

发生了强烈的晋宁

运动
,

褶皱
、

断裂继续发展
,

区域变质
、

混合岩

化或花岗岩化和岩浆活动都相当强烈
,

形成了南

部花岗岩带
。

在此过程中
,

岩系强烈脱水
,

形成

颇为典型的变质水 —包括区域变质
、

棍合岩化

或花岗岩化过程形成的变质热液
。

变质作用后期
,

在变质水的作用下
,

矿源层中金及其他成矿物质

呈易溶的络合物大量活化
。

铅与铀一牡系分离
,

并活化
,

形成含金
、

铅等成矿物质的变质热液
。

它们从高温
、

高压区 角闪岩相变质区 向低压

扩容带迁移
,

在适当的物理化学条件下
,

矿质沉

淀充填
,

形成金矿床
。

矿床形成后
,

又经历了加

里东
、

海西
、

印支和燕山期的多次改造和岩浆热

液叠加
。

某些矿床的上部还经受了表生氧化期的

强烈改造
。

这就使本区金矿床显得十分复杂
。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①成矿物质主要不是来

自 燕山期 花岗岩
,

而是来源于太华群火山一

沉积岩系
。

花岗岩在成矿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

方面
,

一是提供热能
,

促进金的活化
、

转移 二

是提供少量成矿物质
,

这可能是金矿床局部变富

的原因之一
。

②成矿溶液的水主要也是来源于上

述岩系的变质水
,

但与典型的变质水比较句
, 。

值偏低
,

这可能与少量天水加入有关
。

③矿体中

的 也是来自地层
,

它可通过多种途径从主岩

中带去
,

如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等
。

④金矿床主要是在中深成的中温条件下以充填方

式形成的
,

属绿岩带中变质热液型层控金矿
。

⑤

矿床的定位事件是断裂活动和区域变质一混合岩

化作用
,

而不是花岗岩侵入作用
。

成矿时期是前

寒武纪晋宁晚期或 和 加里东早期
。

⑥控制金

华阴 。

、一、、
︸试、口们一飞华县 。

︺鹭孙

公里

国

胜
。‘

团势撇回

一第四系
。

太华绿岩带金矿远爪 区相对位 地质示 愈图

据胡元第 河南地质图

一 盛旦 系 一太华群 卜远最区摘号
‘

一 花岗岩



矿床形成与分布的矿源层是物质基础
,

扩容带和

花岗岩是必要条件
。 “

三位一体
” ,

缺一不可
。

找矿方向
“
三位月本

, ’

找矿是今后在太

华绿岩带内寻找小秦岭式金矿的方向
。

据此提出

以下远景区 ①陕西华县南部和西南部
,

即金堆

城北部和西北部
。

这是小秦岭金矿 田的西延部

分
。

②娘娘山梁念岩体的东部和蜻山东北部 这

是 ,读岭矿田的东延部分
。

③洛宁南部
,

洛河与

伊河之间的太华群和花岗岩分布民 ④舞阳铁矿

区西部一
一

‘

即辛店南部
,

明顶山以北
。

上述地区

的共同点是分布有作为矿源层的太华群和花岗

岩
,

并发育有近东西向的断裂带
。

它们的相对位

置见图
。

在野外考察期间
,

得到河南有色地质勘探公

司和河南
、

安徽地质局及其所属单位
,

秦岭金矿

等的支持和提供原始资料
,

袁奎荣教授提出指导

性意见
,

文中弓 用了李继亮
、

张雯华
、

从柏林
、

王义文
、

王秀璋
、

姬生
、

王享治等同志的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主要今考文 献
〔 〕郭永志等译 《太古代绿岩带及其矿产 》

,

地质

出版社 年
,

第宜 一 页

〔 〕地质部宜 昌地质矿 产 研 究所 同位 素地 质研 究室

陈好寿 《铅同位素地质研究的基本问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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