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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按照原生异常规模大小分类的原则
,

结合成矿成 建造
,

将山西省主要金

银矿 化 床原生异常分类
。

根据异常元素组合
,

对原生 分带
、

矿致异常特征和

成矿有利条件作了初步总结
。

多建造矿床形成的原生异常元素组合复杂
,

其经济愈

义比单一建造矿床要大的 多
。

本文试图按照原生异常规模大小分类的原则
,

结

合成矿成晕建造
,

将山西省
,

典型矿床及重要

矿化的元素组合和原生异常分类
,

作为系列性成矿成

晕模式研究的基础
。

元素的分析主要用化学比色和化学光谱法

元素多数为化学分析
,

少数用光谱分析和原子吸

收光谱分析 仅在运城西姚 矿点采用测汞仪

采用化学斑点法和化学比色法
, , ,

, , , ,

当构成成型矿床时
,

一般采

用化学分析
,

部分为光谱分析和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

其他元素多采用快速半定量光谱分析和光 谱 定 量分

析
,

少数采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
。

同生异常

一 二级地球化学省〔 〕

本区出露下元古代津沱群豆村亚群四集庄组变质

砂砾岩建造
。

该组厚 一 米
,

宽 一 公里
,

长

近 公里
。

变质砾岩含 量一般 一 ,

峰

值
。

已达到了二级地球化学省规模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二 区域同生异常

晚太古下七绛县群铜矿峪组变质中基 性一 酸 性

海底火山喷发岩 建造
。

元素组 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晚太古代五台群石嘴亚群文溪组变质中基性一

酸性海底火山喷发岩建造一细碧角斑岩建造
。

其元素

组合为 一 一 一
。

晚太古代五台群石嘴亚群金岗库组变质基性
、

中基性一酸性海底火山喷发建造
。

元素组合为

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晚太古代吕梁群袁家村组变质中基性海底火山

喷发岩和泥质含铁建造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一

一 一 一
。

晚太古代五台群台怀亚群柏枝岩组变质中基性

海底火山喷发岩和泥质含铁建造
。

其元素组合有三种

类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个别
。

一 一 一 一 玉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卜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早元古代中条群蓖子沟组远火山一沉积变质细

碧质
、

泥质
、

炭质
、

碳酸盐岩建造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三 局部同生异常

晚元古代震旦系高于庄组镁质碳酸盐岩建造
。

其元素组合有二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早古生代寒武系底部辛集组砾状碑块岩建造
。

元素组合为 一
。

寒武系中
、

下部砂
、

砾岩建造
。

其元素组合主

要为
。

早古生代奥陶系下统镁质泥质碳酸盐岩建造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奥陶系中统下马家沟组镁质泥质碳酸盐岩建

造
。

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

晚古生代石炭系上统含煤建造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

晚古生代二叠系上统石千峰组第一段长石石英

岩建造
。

元素组合为 一
。

中生代侏罗系下统大同群砂岩建造
。

其元素组

合为 一 一 一 一
。

中生代白要系冰破砾岩建造
。

元素组合主要为
。

新生代第三系与第四系半胶结一疏松砂砾石

建造
。

元素组合主要为

后生异常

一 区城后生异常

与元古代吕梁期变质石英闪长岩有关的热液石

英脉型 矿
。

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

含矿围岩为中太古代谏水群小岭组及霍县群变

粒岩
、

浅粒岩
、

斜长角闪岩
、

黑云斜长片麻岩
、

混合

岩化片麻岩的构造蚀变岩一 中高温一中低温 热 液

型
,

矿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含矿围岩为晚太古代五台群高凡亚群羊蹄沟组

灰黑色千枚岩
、

炭质千枚岩夹石英岩
、

变粉砂岩及早

元古代津沱群豆村亚群底部四集庄组变质砾岩
、

石英

岩
、

灰黑色千枚岩的构造蚀变岩一中高温热液型
,

矿
。

元素组合为 卜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含矿围岩为早元古代中条群温峪组片岩
、

大理

岩的构造蚀变岩一中低温热液型
,

矿
。

其元素

组合为 一 一 卜一 一 卜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含矿围岩为古生代奥陶系上马家沟组灰岩
、

石

炭系上统山西组
、

二叠系下统下石盒子组灰黑色角岩

下匕尼岩
、

石英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的构造蚀变岩一中

低温热液型
,

矿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乍

一 一 一 卜一 一 一
。

含矿围岩为早古生代奥陶系中统灰岩
、

白云质

灰岩层间破碎带构造蚀变岩一中低温热液型 矿
。

元

素组合为 一 一 卜 一 一 一

一
。

与燕山期次火山岩一中酸性斑岩有关的中高温

一中低温热液型
,

矿
。

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二 局部后生异常

赋存于中太古代界河口群混合岩化黑云斜长片

麻岩
、

片麻岩
、

变粒岩
、

斜长角闪岩
、

大理岩中的沉

积一变质一混合岩化作用形成的层控型 一
,

矿
。

其元素组合为 卜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产于晚太古代五台群片岩
、

片麻岩中的变质热

液石英脉型
,

矿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卜一 。

产于展旦纪安山岩中的热液石英脉型 矿
。

元素组合为 一 一
。

产于早元古代甘陶河群南寺组蚀变安山岩中的

热液石英一方解石脉型 矿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卜一 。

早古生代寒武系一奥陶系钙质碳酸盐岩
、

镁质

碳酸盐岩与燕山期中酸性岩体接触交代形成的夕卡岩

型
,

矿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展旦纪镁质碳酸盐岩与燕山期中酸性岩体接触

交代形成的夕卡岩型
,

矿
。

其元素组合有四类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卜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早古生代奥陶系中统钙质碳酸盐岩与燕山期碱

性 偏碱性岩体接触交代形成的夕卡岩型
,

矿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燕山晚期爆发角砾岩型
,

矿
。

元素组合

有二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燕山早期蚀变花岗闪长岩型
,

矿
。

其元

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与侏罗纪中酸性火山岩有关的低温热液型

矶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

与中酸性次火山岩 石英斑岩 和侏罗纪中

酸性火山岩有关的低温热液型
,

矿
。

其元素组

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原生异常和元素组合特征

由上述情况可知
,

山西省
,

矿 化 床元

素组合和原生异常具有下列特点
,

二元素共生关系十分密切
。

贯通元素为
, , , , , ,

〕 , , , ,

等
。

探途元素为
, , , , , ,

, ,

等
。

只有地槽阶段和地洼阶段 的古砂金矿和砂

金矿才具有一定经济价值
。

晚古生代石炭系上统含煤建造黄铁矿床中有

存在
,

说明 及有机质对 有明显的富集作用
,

它所造成的还原环境有利于 的沉淀〔 。

具有显著的亲 性和亲 性
。

因此常和亲

元素及亲硫元素伴生出现
,

并表现为正相关或正消

长关系
。

据一些典型 矿床单矿物分析资料揭示
‘、

卯

晚期黄铁矿中如果含
, , , , , ,

, , , ,

等元素
,

则预示着金矿存

在 ②除自然金外
,

银金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斑铜

矿
、

黝铜矿
、

辉铜矿等是 的主要载体矿物 衡粗

粒
、

晶形发育良好的黄铁矿含 甚微或不含
,

细粒

星散状
、

浸染状
、

细脉状
、

网脉状黄铁矿含 量很

高
,

一般一。一

, ,

等元素的出现
,

多与火山活动

作用 有关
,

或者与次生火山岩有关
。

元素组合复杂的 原生异常
,

往往是 矿 致 异

幕 创门当中的高一中一低温元素组合
,

常反映多次

矿液活动阶段的叠加
,

通常只有一个主要成矿阶段起

着决定性作用
。

据部分矿床原生晕资料
,

丫的前缘元素为

掩
, , , , , , ,

等 矿中

元素为
, , , , ,

等 尾

部元素为
, , , , , ,

等
。

如果
, , , , ,

等元素同时出现
,

贝 矿被剥蚀到了根部一基本失去了经济意义
。

和区域变质作用
、

混合岩化作用
、

火山喷发

作用有关的层控
,

矿床或者和区域性断裂构造

破碎带及吕梁期
、

尤其是燕山期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

的
,

矿床
,

无论是同生异常还是后生异常
,

绝

大多数能够形成区域性
,

及其伴生元素异常
,

有的甚至达到了二级地球化学省规模
。

这是值得探讨

的问题
。

多建造矿床往往导致多建造晕 其元素组合

往往十分复杂
。

如著名的繁峙县义兴寨 ’ 矿

床
,

是集夕卡岩型州眼发角砾岩型一多金属硫化物热

液石英脉型 或石英一碳酸盐脉型 之大成的多建造
,

矿床
。

其元素组合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名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却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等 种
。

这种

多建造矿床的经济价值往往比单一建造矿床大得多
。

,

仅出现于和燕山期碱性
、

偏碱性岩

体有关的夕卡岩型
,

矿床 中
,

因而显得非常

特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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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机 语言化探资料整理程序简介

化探资料整理
,

需对大量数据进行繁杂的统计处

理
,

以获得地球化学参数和基本地球化学图件
。

本程

序是为处理 地球化学普查工作所获数据而

设计的
,

它已在具有 实际上只有 个字节

内存的 一 袖珍计算机上多次运行
,

程序本身

只占用内存 个字节
,

可供存储和处理数据的内存

还有 个宇节
。

一般处理一个正规 图幅 约

个数据
,

约需运行 小时
。

本程序功能较强
。

对化探数据可进行移动平均

在自动例除明显异常值后
,

自动判断数的分布型式
,

若

不符合正态分布时自动进行对数变换 按分布型式统

计地球化学参数
,

制作数据分布直方图和

的点阵式地球化学图
。

输出结果主要有 ①原始数据

需要时输出 ②移动平均结果 需要移动平均时

输出
,

且以下处理均在移动平均后的结果上进行

③地球化学参数
,

包括均值
、

离差
、

峰度统计值
、

偏

度统计值
、

峰度
、

偏度的临界值
、

变异系数
、

异常下

限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极差系数
、

样本大小
,

明显异

常值个数等 ④数据分布直方图 可根据需要多次制

作 ⑤直方图各组的频率 遥制作地球化学图时选取

的 各等值线的值 ⑦ 点阵式地球化学图

等
。

〔湖南省地矿局湘南地质 队 曾友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