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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有色地质 队

夹皮沟是我国若名的老金矿区
。

已探 明工业矿床 处
,

查明金矿点近百个
。

矿

床斌存于太古代高铁镁质的角闪岩中
,

受北西向构造带控刹
。

矿化集中
,

呈带状展

布
。

各矿床间距约 米
。

含金石英脉出 , 标高均在 一 米之间
。

金 主要来 自

太古代海底火山的喷发产物
,

部分来 自陆派风化冲积物
。

区城交质作用使金 活化
。

海西晚期一燕山 早期的 , 熔岩浆作用是成矿的定位期
。

近矿圈岩蚀变有黄铁矿化和

硅化
。

夹皮沟金矿是我国著名的老矿区
,

已探明工

业矿床 处
,

查明金矿点近百个
。

本文以我队多

年的工作为基础
,

结合笔者的体会
,

试图对矿床

的成矿规律和成矿模式作一初步分析
。

矿 区地质特征

夹皮沟矿区位于华北地台东段边缘
。

川匕东

向辉发河壳深断裂
、

北西向青茶馆断裂为界
,

北

为海面地槽区
,

南为地台区
。

主要地层为太古界鞍山群
。

自下而上分为四

道敌河组
、

杨家店组和三道沟组
。

三道沟组分为

上
、

下两个含铁层
,

金矿床主要赋存于下含铁层

中
。

下含铁层为绿色角闪岩相
,

主要由斜长角闪

岩和片麻岩类组成 呈岛弧状出露
,

底部为退化

变质带 上部含铁层产有大型鞍山式铁矿
。

四道

拉河组混合片麻岩全岩 一 年龄加。亿年
,

错石中 一 年龄为 一 亿年 杨家店组麻粒

岩全岩 一 年龄 为 亿年 三道沟组错石

一 年龄为 亿年
。

地层层位与同位素年龄似有

相反之趋势
。

区内岩浆岩以吕梁期混合花岗岩为主
,

沿北

西构造带分布
,

全岩 一 法有 亿年
、

亿年
、

亿年和 亿年等年龄值
,

表明该区

混合岩化作用之 多期性
,

岩体是 由不同期组合而

成
。

其中 亿年混合岩化作用是本区的一次重要

地质事件
。

东北部有黑云母花岗岩岩基
,

一

法全岩年龄为 一 亿年
,

属印支期
。

其中

钾质小岩体 一 法全岩年龄为 一 亿

年
,

属燕山期
。

区内基性一中酸性岩脉极发意成群

成带分布
,

与含金地质体关系密切
,

一 法年

龄为 一 亿年
,

应 为海西晚期至燕山早期

的产物
。

北东向辉发河壳深断裂 带由矿 区西北部通

过
。

大拉子一夹皮沟北西构造月以贯全区
,

金矿

床 点 多沿此构造带上盘分布 ‘仅板庙子矿床

例外
。

该北西向构造带走向长达 公里
,

由多条

挤压糜棱岩化带
、

断裂带
、

片理化带组成
。

吕梁

期混合花岗岩亦沿此带分布
,

并有许多后期脉岩

充填
,

构成本区矿液运移富集的低压扩容带
。

北西向构造带具有明显的磁性弱
、

密度低
、

带状分布的地球物理场特征
。

据 厂 万航空磁测

资料
,

该构造带恰与高磁场区的负磁带吻合
,

反

映 了构造带遭受热液蚀变的退班现象 本区的大

中型金矿床均处于 。 一 低缓磁场中
。

从

万物探资料可见
,

北西向构造带处于梯度陡变的

低密度带中
,

显示三道沟组地层延深不大
,

估计

不超过 米
,

推测深部可能是花岗质岩石
。

矿床分布规律

根据夹皮沟矿 区历年的找矿 勘探和开采资

料
,

该区矿床的空间分布具有如下特点

成矿系列性 本文将在矿床生成时间上具

有一定顺序性
、

空间分布上具有分带性
、

矿石组

份上具有相关性的一系列矿床 点
、

矿化类型和



矿种组合
,

称为成矿系列性
。

在矿区所在的 平方公里内
,

已探明的 各种

规模金矿床有 个
、

已发现金矿点近百个
。

它们

主要集中在夹皮沟
、

老牛沟
、

板庙子和大拉子等

区段 图
。

矿床具有明显的呈北西向展布的带

状分布特点
,

已探明的储量均分布在此 公里长

的矿带中
。

图 夹皮沟矿 区金矿床分布略图

口一玄武岩 一侏罗系 一 一志留一泥盆系

,

一鞍山群三道沟组 一鞍山群杨家店组

人 一鞍山群四道硷河组 ,

一燕山期花岗岩

一海西期花岗岩 一前姚旦纪 吕梁期花岗岩

,

一前反旦纪花岗岩 一断裂破碎带 一金矿床

从矿化类型上看
,

该 区主要是含金石英脉型
,

并先后发现有含金硅化带型
、

含金断裂带型
、

含

金蚀变片理化带型
、

含金闪长岩型和斑岩型等矿

化
。

尽管这些矿化类型迄未发现成型矿床
,

但局

部金品位可达工业要求
,

哑应引起注意
。

从区域上看
,

与金矿化带平行产出的有磁铁

石英岩 鞍山式铁矿 带
、

基性一超基性岩 镍

矿 带
。

这种铁一金一镍矿相互产出
,

可与国外

花岗绿岩带中的铁一金一镍成矿系列对比
。

矿化集中性 在一个矿田范围内
,

储量往

往集中于众多矿床中的几个矿床里
。

夹皮沟地区

的储量集中在夹皮沟区段附近
,

仅夹皮沟本

区和三道岔两个矿床所拥有的储量即占全区的
,

显示 了矿化集中性的一个方面
。

在一个矿

床范围内
,

储量又常集中于诸多矿脉 体 中的

几个矿脉 体 中
。

夹皮沟本区探明储量的 条

矿脉中
,

储量的 勺集中在三
、

四
、

六号三条矿

脉中 三道岔矿床有 条矿脉
,

的储量集中

在 一 号脉组中
,

延深
、

延长均不超过 米

板庙子矿床有 余条矿脉
,

的储量集中在

号脉中
。

就一条矿脉而言
,

主要富矿体又常集中

在某一段或某几段不大的范围内
。

如板庙子矿床

号脉长 米 仅 线附近就集中了全脉储

量的
。

‘

成矿分带性 夹皮沟矿 区成矿作用具有明

显的分带性
。

在水平上
,

矿带自内而外由金矿化

渐变为多金属矿化 就相对位置而言
,

金矿带向

西为镍铅铜矿化
,

向东为金铝锰汞锑矿带
。

在垂

直方向上
,

矿物组合上部较复杂
,

下部较单一

成矿元素上部 以
, , 、

为主
,

向下变为
、 、 、 、 、

等 矿体形态上部多以

含矿断裂形式出现
,

有不规则的含金石英小脉

向下蚀变增强
,

含金石英脉变大 脉幅稳定
,

蚀

变不减弱
,

再往下石英脉变分散
,

金品位降低

图
。

图 三道岔矿床矿脉垂直分带图

一注入 片麻岩 一斜长片麻岩 一正长斑 岩

一蚀 变破碎带 一片理化带 一含金石英脉



成矿的等值性 本文将矿脉分布间距
、

矿

化深度和脉幅总厚度变化具有一定的等距
、

等深
、

等厚的变化
,

称为等值性
。

这种成矿作用的等值

性
,

是成矿条件的反映
。

矿 化的等距性 夹皮沟矿 区南起八家

子
,

北到红旗沟
,

各矿床间距约 米
。

其中板

庙子一菜枪子
、

菜抢子一小东沟相距均为 米
,

中间的援朝沟
、

杨树沟是近年发现的较好的金矿

化线索
。

援朝沟通过 年的深部评价 证实有

工业矿体存在
。

这说明矿床的分布具等距性
。

夹皮沟本区矿床在 米长的蚀变带中
,

新
、

新
、

新 三条主矿脉相距约 米
。

由此

向西南延至东山青
,

向东北延至东驼腰子
,

均有

矿 化线索
,

彼此间距亦约 米
。

这说明矿体

脉 的分布亦具有等距性
。

矿 化的等深性 本区各矿床矿化深度

大致相同
。

夹皮沟各含金石英脉地表出礴标高均

在 一 米 表
,

目前各矿床深部控制程度

不一
,

矿化并未封底
。

近年在二道沟矿床深部
,

倾斜下侧和走向右侧均发现有新的含金石英脉

组
,

现已控制到 一 米
,

矿化仍很强
。

由此推测
,

夹皮沟矿区各矿床矿化上下限相距不低于 米
。

小北沟矿床地表出露标高 米
,

日伪时期向下开

采了 个中段
,

垂深 多米
。

年闭坑以来
,

虽多次在外围找矿
,

但收效甚微
。

近年来应用矿

床延深的规律
,

在深部发现 一 号脉
,

确定

央皮 沟矿区主 , 矿床地斑出 标离

矿床名称

出份标高

八家子 夹皮沟 二道沟 四道沟 三道岔 小北沟 菜抢子 板庙子

米 ” 翔 日 叮 子 乡 砚奋 翔川 砚,

米标高是另一个矿化富集地段 图
。

盘脉幅总厚度为 米 表
。

花岗闪长岩上
、

下盘总脉的这种差异
,

结合下盘成矿的地质条件

和矿化趋势
,

可能显示下盘仍有矿脉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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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北沟矿床 峥脉垂直纵投形图 号和 号脉向下 合井成 一条脉 日 号脉是探矿 发现

一 采空区 一勘探矿块 一钻孔

总脉 幅 的等厚性 对三道岔矿床 个

中段脉幅厚度的统 计 表 表明 其总脉幅厚

度近 相等
。

下部三个中段总脉幅虽然变窄
,

但

约。 米中段又发现 了日 号脉 深部仍不海 讨的必

要
,

二道沟矿床
,

原来只勘探 了花岗闪长岩上盘

的 条矿脉 如今在其下盘又发现 了 条含金石

英脉和若干小脉群 上盘脉辐总厚度为 石米 下

二通沟矿床眯一 米 》 统计班 裹

脉 号 , “ 了

花岗闪长岩上盘

” 脉幅总厚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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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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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闪 长岩下盘



矿床规模的正态性 对夹皮沟矿区已探明

的巧个矿床的规模大小统计 表 结果
,

多数

服从正态分 布
。

从矿床规模的密度与分 布曲线

图 图 可 见
,

大致呈对称的单峰
。

即小型矿床

和特大型矿床均较少
,

而以大
、

中型矿床为主
。

利用矿床规模的正态分布特征
,

结合成矿地质条

件
,

可以权衡一个矿区的找矿勘探程度
,

藉以发

现新的矿床
。

夹皮 沟矿区金矿床规摘统计衰 表

矿矿床规棋分组组 了 〔
。 。 。 。

《
。

吨

颇颇数 《个
乃乃

顺顺率率 可
。 。 一 。

爪爪计颇率
, 。

百
。 。 。

注 据储最 平衡表统计
。

倾率

‘
·

。 一 卜“ 一 。 。 丈” 矿床规模
,

吨

图 按矿床规模统计的金矿床密度分布 曲线图

金 的成矿模式

地质作用和成矿机理 研究表明
,

夹皮沟

矿区的形成
,

是多因
、

多期
、

多阶段地质活动的

结果
,

主要是由海底火山喷发一沉积成岩
、

变质

一混合岩化和重熔岩浆侵入等地质作用形成的
。

地质作用 区内火山喷发活动始 于

亿年前的早太古代
。

用尼格里和西蒙南图解法对

鞍山群 各类岩石 化学分析资料恢 复原岩的结果

是 麻粒岩
、

斜长片麻岩均落入火山岩区 少量

样品落入砂岩区 斜长角闪岩
、

绿泥片岩原岩为

基性拉斑玄武岩类 绢云母石英片岩为中一酸性

喷出岩 磁铁石英岩为碎屑沉积岩
。

区内大规模的变质作用发生在太古代末期
。

广泛分布的黑云斜长片麻岩即为此期形成
。

过去
,

对区内岩石多次进行同位素年龄测定 最老的岩

石为 亿年
,

可能是受太古代以后热事件的影

响
,

不能代表变质年龄
。

年我队在矿区外围苏密沟地区采得杨家

店组黑云母斜长片麻岩样品
,

黑云母 一 法年

龄为 亿年 其后
,

我公司研究所又重新采样

用相同的方法测得 亿年
。

该区距夹皮沟较远
,

受太古代后期热事件影响甚微
,

基本上能保留太

古代末的变质年龄
。

最近
,

测得老牛沟二辉麻粒

岩中辉石同位素年龄为 亿年
。

由此可见 本区

最早的变质作用应在 一 亿年
。

早元古代本区曾发生一次较大的混合岩化作

用
,

形成 了混合岩和混合花岗岩
。

这次混合岩化

作用虽然普遍
,

但各处强度不一
,

明显受北西向

构造带控制
,

岩体内可见片麻岩的角砾和残块

离开北西向构造带 混合岩化作用迅速减弱 该

期混合岩化作用主要表现为微斜长石和部分石英

交代早期变质岩中的斜长石 有 和 带

入 形成 了钾化带
。

该期混合岩化全岩 一 法

年龄为 亿年
。

此外
,

晚元古代一早元古代局部还发生变质

作用和动力变质作用
,

使元古代地层 汗遍变质
,

沿北西向构造带形成线状糜棱岩化带 我队在红

旗沟元古代地层中伟晶岩和云母石英片岩内采得

的白云母 一 法年龄为 亿年

晚古生代一中生代该区发生 了人规模的谊熔

岩浆作用
,

主要表现是黑云母花岗岩
、

钾质花岗

岩的侵入和各类脉岩沿北西构造带的贯入
。

据我

队采样
,

上述岩体同位素年龄可分两期
。

早期黑

云母斜长花岗岩全岩 一 法年龄 为 一

亿年
,

晚期钾质花岗岩全岩 一 法年龄为 川

亿年
。

各类脉岩全岩 一 法年龄 为 一
·

片

亿年
,

由印支期起延续到燕山晚期

新生代以来 在松花江西岸有两期玄武岩喷

发
,

第三 纪 呈高台分 布 第四 纪沿河 谷 从低台

分布
。

金的成矿模式

矿 源层 的形 成 含金物质的来源是 多

方面的
。

金 主要来自太古代海底火山喷发的从性

一中酸性火山岩和火山碎屑 次要的是 来自古陆



的风化堆积物和陆上水系的冲积物
。

这些物质在

重力分异
、

胶体吸附和化学作用下
,

其中所含的

金发生溶解
、

分离
。

海底火山喷发作用带来的大

量挥发份和碱金属
,

使海水中的 ’一 、 一 、 一 、

十 、

等离子浓度增大
,

经水解作用
,

与金生

成
’一 、

〔 〕‘一 、

〔 , ’

等络合物
。

当金位小于 声时
,

它可呈胶体状态

进入溶液中
。

这时水体处于表生环境中
,

以载化

作用为主
。

这些含金络化物和含金胶体由高能动

荡环境向低能平静环境迁移
,

开始被吸附和沉淀
。

主要的沉锭方式有

稀释作用
, 】

一

,

脱水作用
一

,

,
” , ,

, , 基

在这一过程中
,

在水体底部沉积物中金初步

富集
。

继而
,

沉积物在海底堆积成层
,

逐渐硬化
、

失水
、

成岩
。

由于上部沉积物的加厚
,

使下部成

岩后的沉积物增压升沮 岩石中所含的水被大量

排出
,

形成渗挂吸附作用
,

使岩石中的
、 、

、

等元素的离子
、

络离子或胶体向上运移
,

遇还原环境时
,

等离子从溶液中吸附或沉淀下

来
。

因无外来物质加入
,

金只在原岩中相对富集
,

形成含金高的地层 —矿源层
。

变质作用 太古代本区发生了区域变

质作用
,

因为环境封闭
,

物质不能带入带出
,

只

是在增压升温的条件下
,

岩石发生脱水作用
。

有

人计算
,

在沉积岩变质过程中可排出原体积

的水
。

这种水在高温高压下
,

具一定的活化能力
,

从而溶解岩石中的金等徽量元素
,

形成含金溶液
。

但是
,

并不能形成金的富集
。

混合 岩 化作用和北 西构造带的形 成

混合岩化作用是变质作用的继续和增强
。

岩石开

始部分熔化
,

形成
、 、 、 、 ,

等活动组份
,

并与未熔化部分岩石发生交代反应
。

区内大面积面型钾交代形成的钾质混合岩和混合

花岗岩
,

就是此时形成的
。

同时
,

由于侧向应力

作用
,

在软弱部位形成北西向构造带
,

金也开始

活化转移至控矿部位
。

金的成矿富集 到古生代末期
,

重熔

岩浆作用开始
。

在上述各阶段地质作用的基础上

卜 娜始矿派一的形成 在岩层中的相对 , 月

舞舞娜排热热
·

变砚岩的形成 在变质告中的活化班

熟熟瘫蔽蔽
川

·

沮合岩的形成 活化向控犷部位迁称

琴琴下辱羹羹国国国国
八

·

, 份启狱岩的形成 全的成矿定位

圈 夹皮沟金矿成矿傲式图

一防级沉积层 一海底火山碎屑堆积 一沉积

含金 , 集层 一交质含金 , 集层 一金活化迁移

方向 一挤压构造带 一 墓性岩体 一 盛铁石

英岩 一低压扩容带 钾化带 一花岗闪长岩
、

含金石英脉、 一蚀女良梭岩
、

含金石英脉
、 一北

西向控矿构造带 一 正长斑岩
、

含金石英脉 一

砚合花肖岩 一 , 熔花岗岩



含金高的古老变质岩系和混合岩体重熔形成含金

高的岩浆热液
,

最后以 , ’一 、

【
’ 、

‘ ’一 、 ’一 、

【
一 ’一

等络合

物的形式
,

在遇有低价
、

等还原条件下沉

淀
。

本区含金石英脉矿床
,

绝大部分产生在含铁
、

镁高的角闪质岩石中就是证明
。

依据金矿床生成的机理和演化过程
,

将成矿

模式概括如图
。

几 点 认 识

夹皮沟金矿是沉积一变质一混合岩化一重

熔岩浆热液矿床
。

要使大面积分散的金富集起来
,

需要有长期的
、

多次的
、

复杂的地 质 作 用 和 特

定的地质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条件
。

金矿床明

显地受太古代含铁
、

镁质高的角闪岩控制
。

夹皮

沟矿 区已知金矿床 点 的
、

探明储量的

落在铁镁质高的岩石里
。

成矿物质来源具有多重性
。

太古代海底火

山沉积和陆缘堆积是矿源的基础
。

区域变质作用

和面型混合岩化作用
,

使岩石中的金活化
。

海西

一燕山期的重熔岩浆作用是主要的成矿定位期
。

局部的碱交代 特别是线型碱交代 如钾长石化
、

绢云母化
,

是本区早期成矿的蚀变岩石 晚期伴

随着金属硫化物的热液作用
,

形成黄铁矿化
、

硅

化等近矿围岩蚀变
。

夹皮沟矿区各金矿床铅同位素以古老的异

常铅为主体
,

矿化中心区 —三道岔矿床为正常

铅
。

在一个矿床内
,

主矿体为正常铅 夹皮沟本

区新三号脉
,

次要矿体是异常铅 新 三 号 脉 边

部
。

这也间接说明
,

夹皮沟区金成矿作用的多因

多期性
。

本文基础资料主要是我队历年工作的成 果
,

部分测试资料据王义文
、

胡安国等同志的科研报

告
。

全文初稿蒙队总工程师金昌珍审阅并提出建

设性意见
,

抽图由队绘图组的同志清绘
,

在此一

并致谢
。

几

洲 公 一 妞

协 州

气 印 矛印 月 加 才门 卯

比 抽
、

几 万 八 司
, ·

闪

旧

比

【

比 阵
一

件 川川

阅

怡

劝 ,

俏 一

一

认

】 一

七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