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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地区铁帽型金矿床

陈 伯 林

华东冶 金地质勘探公 司

铁帽型金矿床是在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的基础上
,

经 过表生作用
,

矿体中的物质成分发生分解而形成的
。

由于各种金属的物化特性不同
,

有的溶解随水流失
,

有的在氧化带富集成矿
,

因而自上而下形成金
、

银
、

铜的次生富集矿体
,

构成明显的分带特征
。

关工词 铜陵矿区 , 铁帽型金矿床 , 成矿控制因素

铜陵地区素以产铜著称
,

近年又相继发现一批

铁帽型金矿
。

这类矿床是在含金 银 多金属硫化

物矿床的基础上
,

在浅部受到强氧化作用
,

矿体中

的物质成分发生分解
,

并以机械方式或化学方式进

行转移
,

往下淋滤
,

由于各种金属的物 化 特 性 不

同
,

有的溶解随水流失
,

有的在氧化带富集成矿
,

有的渗淋至地下潜水面以下
,

发生还原交代作用
,

形成次生硫化物富集带
。

这类矿床埋藏浅
,

可以露采
,

可 选 性 良 好
,

金
、

银回收率在 写以上
,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

铜陵地区位于扬子准地台
,

下扬 子 台 拗
,

贵

池一繁昌凹断皱束的 中段
。

区内志留纪至三叠纪地

层广泛分布
,

以碳酸盐沉积为主
,

沉积厚度
。

印支运动使区内形成一系列褶皱构造
,

构造线北东
。 ,

摺皱形态多变
,

多为短轴状
,

一 般背斜

狭窄
,

向斜开阔
,

常呈复式褶皱
,

褶皱轴倒转时偏

向北西
。

区内基底断裂呈近东西向
,

自北至南大致有

条
,

而以铜陵一戴家汇东西向构造带最为重要
,

是

区域控岩控矿构造带
。

岩浆岩主要为中 酸 性 闪 长

岩
,

岩体出露而积
。

区内分布有铜
、

铅
、

锌
、

铁等多金属矿产
,

以产铜
、

铁为主
,

已探明大

中型规模铜矿 个
,

小型铜矿 个
。

主要矿床类型

为夕卡岩型和热液型
,

其中伴生金丰富
,

矿石中平

均含
,

有些铜矿床中局部可圈出

金矿体
,

单个铜矿伴生金可达几吨或几十吨
,

甚至

上百吨
。

矿床地质特征
。

矿殊皿式

铜陵地区具有工业意义的铁帽金 银 矿床
,

可划分以下两类

新桥式铁帽型金 银 犷 矿床产于大

成山和舒家店两背斜相对倾没的交汇处
,

区域上受

铜官山至南陵东西向深断裂控制
。

区内地层 自下而

上有志留系高家边组到三益系青龙群等一套完整地

层
。

矿区 中心有石英闪长岩侵人
,

平面呈椭圆状
,

剖面呈蘑菇状
,

出露面积
,

同 位 素 年 龄

亿年
,

属燕山早期产物
。

铁帽型金银矿体产于高丽山组砂页岩和黄龙船

山组石灰岩之间
,

主矿体 占全部储量
,

长
,

延深 、
,

个别达
,

平均厚度
,

走向北东
。 ,

北西倾斜
,

倾角 、
。

金
、

银矿体以不规则似层状
、

透镜状分布
,

产状与围岩

一致 图
。

由于金
、

银以 折算
,

合并圈定矿体
,

因

而矿体形态较为完整 图
,

延续性较好
,

金矿

为中型规模
,

银为大型矿床
。

金属矿物以褐铁矿为主 包括针铁矿
、

水针铁

矿
、

赤铁矿
、

水赤铁矿
,

另有黄铁矿
、

磁铁矿
、

黄铜矿等
。

非金属矿物有石英
、

方解石
、

伊利石
、

高岭石等
。

金银矿物有自然金
、

自然银
、

银金 矿 及 金 银

矿
。

矿石结构主要有叶片状
、

胶状
、

同心层状和球

粒状
。

矿石构造以蜂窝状
、

胶状
、

块状
、

土状
、

松散

状为主
。

金
、

银主要粒径
,

其 次 是
。 。

金主要呈微拉状
、

微细包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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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机械混 人物
,

斌存于 福铁 矿空洞 间隙
、

裂隙 中
,

帽带 中的第 号铁 帽体内
。

成 由粉宋状 枯土 质吸附 充填 在褐铁 矿空洞 中
。

金 矿体 以高丽 山组砂 页岩作 为底盘
,

船山 组灰

二 一 少 夕 岩
、

白 云岩为 顶盘
。

在长 的范 围内

,

分 别圈

,

,

厂 呐 叮 。卜 吮笼 出 个 金矿体 图

。

其 中主矿 体 长

,

平均

娜 一 产 冲衬 们 卜万 丁 忿右 肠 戈 笋一 “ 厚

,

倾斜延 深

,

呈透镜 状分布

。

金 矿 分·

了 一

。

一 、

‘

浦 称翻 民 裂 犷

。 。

布 在铁矿 体下盘

,

紧 靠高丽 山砂页 岩作为 底盘 矿
二

·

乡 二
一

广 二 六 袖 月 技 丫
一

乞百 体 的上 下盘常 被一层 含铁质 的粘土 层包围
,

因而 才

飞 ‘ 、月 日胶 妙汽
, ‘

得 以保存
,

防止 进一 步流失
。

金属 矿物有 钎铁矿
、

于岁‘鼠这峨蕊犷一一
, 水 针铁矿

,

沃肴赤
铁

蔽
一

泵赤蔽获乳益云五
‘声 姿嗯 六 月 暇 夕 认 召概 下 磁铁 矿

、

自然银
、

黄铁 矿
、

方 铅矿
、

闪锌 矿等
。

非

劝 粼 鸽 戮 金 属矿物 以石英
、

玉髓
、

粘 土类矿 物为主
,

另有 少
,

葡戮 一 ,
, 。

断铆 众 银 矿 康”垃 地质 翻, 日

一 — 投形加

一第 四系
,

一高丽山组砂页岩 加一闪 签
上

姗寸一 曰产已 拓灿
一 声 洲 , 尸 , , 尸

扮岩
,

班 一揭铁矿
,

一全矿休
, 、

一 习匕 一习
、

喊牲 豁欧姑民跳 以 奋鲜叮

妞矿体
,

人一 银矿休 一原生铜矿休
,

。司产‘之 悴加 丰二竺 军竺艺 过一一

白
。

矿位口育

一 一 金品位一银品 面
二 。

跳

回‘ 田
役形方位,

‘

圈 旅 介冲 矿床纵 投形 口

刃斌念 二二气戒咬效么必 癸次认瓜舒 一金矿体

,

一剖面线

生 们 碗 矿 体 矿石 结构 有他形 拉状结 构
、

胶 状结构
、

假 象绪
枷一 十 一 行 叶 一 十 ‘十 弓 二 一 一 一 一 构

,

针状 毛发状 结构 等
·

公 公 血 山 六 论 冬 、 石 矿石 构造 以粉宋状
、

土 伏及块 状为主

三
〕, 峨 匆 玉五」 压 习 金矿 拉度较 细

,

郎 的 颖拉占 , 富 集在

褐 铁矿的 晶隙
、

裂隙 中或包 在其中
,

少量 在石英 中

曰 , 断拼 全 报 矿床 纵投 形口 与 褐铁矿 连生

。

一 地形幼 一金银矿体 侈一 剖面及编号

,

一标高 从表 可看 出

,

新桥式 铁帽型 金矿正 处于发 展

阶 段

,

目前还在 进一 步富集

,

原生 矿床规 模较大

,

派 家冲 式长裕 型金犷 矿床 位于 铜官山 表生 分带 齐全

,

剥蚀程 度不大

,

深 部还有 规模巨 大
矿 区之南 西方 向 处

。

区 内志 留系至 中三亚 统地 的含 金 银 铜 破化物 原生矿 床
。

金 属物 质来源 丰

层 均有分 布
,

是一套 以碳酸 盐为 主的地 层
。

岩 层走 富
,

只要 各种成 矿地质 条件不 变
,

次 生富 集作用 将

向 北东 ’
,

倾 向北西
,

倾角
。

岩 浆 活 动 进一 步发 展
。

弱
,

只有 石英闪 长粉 岩呈岩 枝出露
,

形 态不规 则
,

与此相 反
,

戴家冲 式铁帽 型金矿 已处于 衰老时

面 积
。

期
,

它的富 集作 用已停 止
。

矿 床氧化 作用彻 底
,

硫

矿区 主要断 裂是石 炭系 高丽山 报与苗 企鹅

,

, 姻 。‘ 二。 , 二 二。, , 二
一 卜

二 奋
一

、 二

地 层之间 的一条 纵向断 裂

,

产状与 岩层大 致相 同

,

物增 加

,

深 部无原 生硫 化矿床

,

金的 物 质 来 源断

部分 地段 映失 中上石炭 统地 层

。

在 这个断 裂带上 的 绝

。

此时的 大气降 水

,

不再是 成矿的 有利条 件

,

反

长达 范圈 内被橄 拱断裂

。

自 北至南 分创成 而是 冲刷

、

支解

、

破坏 原有次 生富集 矿床的 不利 因

个铁 栩
,

作阶 梯状排 列
。

欲 家冲 金矿就 产在这 些铁 素
。

从图 可看出
,

原来 完整 的次生 富集矿 床已被

留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冲刷
,

分割成 个较小的矿休
。

矿床裹生分带

硫化矿床浅 部 长期经受冈化作用
,

在物质成分

和构造
、

结构上发生明显的变化
。

以新桥铁帽型金

银 矿为例
,

自上而下可划分氧化富集带
、

次生

硫化物富集带
、

原生硫化物矿石带
。

剖剖面图图 表生分带带 矿石分带带 地下水水 金 银铜 含母变化化
’’’’’’’’’’’’’’’’’’’’’’’’’’

签垒夔夔燮岔岔了了 了了 氧氧 铁帽亚带带理表 十十 渗透带带

一一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潜水面面

广丫一一

叹叹叹
带带带 褐铁矿矿石石石 人

月月
, 、

金矿石石石石

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濡
淋淋淋淋衫毛业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

金银矿石石石石

混混混混合矿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石石石石 亚 带带 银粼石石石石

次次次生硫化化 银铜矿石石 旅动带带带

物物物富集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富富富富铜矿石石石石

原原原生硫化化 原生铜矿石石 停擂带带带

物物物矿石带带带带带

圈 衰生分带与主典金月含 分 布 关系日

一表土 , 一铁帽 , 一土状揭铁矿 ,

卜松散状黄铁矿 , 一原生硫化物铜矿

衷化 害集带 位于潜水面以上至地表露

头
,

相当于渗透带
。

水由上向下渗流
,

水 中 饱 含

和
,

具有强烈的氧化
、

溶解和淋 滤 作 用
。

根据矿石和矿物组合特点
,

氧化带又可分为 个亚

带
。

溶物质粘土
、

砂拉一起构成铁帽
。

厚度
。

这

类褐铁矿都经过不同程度的迁移
,

常呈胶状
、

皮壳

状
、

钟乳状
、

多孔状
、

蜂窝状以及松散的粉末状
。

由于出露地表
,

大部分作为铁矿被开采殆尽
,

其中

两种铁栩型金矿对比裹 裹

对比内容 桥 式 戴家冲式

含主要金属 金
、

银
、

铜
、

铁

矿床规模 中型

金
、

铁

小型

分带完整
,

深部有原生硫化一分价不完整
,

分带情况 矿床 深部没原生硫

化矿床

权化程度

物质成分

火成岩作用

含金

较彻底

枯土类相对少 ,

有砂粒状黄铁矿

较强

中等偏低

很彻底

粘土类多

较弱

中等偏高

刃刃币
华华 七
尸尸一 。 ,一十一士州州
一一 ‘ 砂 , 自 」」

成矿阶段 正 当发展阶段
已处于衰老时
期

圈 渐桥金 银 矿床 钱地质创百工

①铁帽亚带 分布在氧化带的最上部的近地表

部分
。

金属硫化物氧化成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

与难

一次生富铜矿 , ,

一高丽山组粉砂岩

其余图例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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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有益金属均已流失
,

局部地段和一些难溶物

质
,

在一定条件下富集成矿
,

如金矿
。

②淋积亚带 分布在铁帽亚带之下
、

氧化带的

中部
。

带内以分解
、

淋渔作用为主
。

由揭铁矿 包

括针铁矿
、

赤铁矿
、

水针铁矿 和粘土
、

石英等矿

物组成
。

矿石呈土状
、

多孔状
、

蜂窝 状
、

松 散 状

等
,
局部可见尚未完全氧化之黄铁矿团块残余

。

是

金
、

银矿的主要富集地段
。

混合矿石亚带 位于氧化带下部
、

潜水面长

期波动带之间
。

既有氧化淋沁作用
,

又有沉淀富集

作用
。

以松敬状揭铁矿矿石为主
,

局部由于硫化矿

体刚开始分解
,

黄铁矿呈疏松的砂粒状构造
。

金在这一段含 有一定富集
,

但较淋薄带则明

显降低
,

银则相反
,

含且有显著提高
,

靠地下水潜

水面一侧银矿更富
,

有一个高含最的次生银矿带存

在
。

图
、

次生硫化物害集带 位于氧 化 带 之 下

即潜水面以下 包括潜水面季节性变动范围
,

相

当于地下水流动带之位置
。

该带地下水流向大致成

水平方向
, 以由高向低的侧向流动为主

,

潜水中

和 随深度逐渐减小
,

流速缓慢
,

水质发生变化
,

进人还原性环境
。

从上部氧化带淋滤下来的硫酸盐

溶液
、

与原生硫化物发生交代反应生成

含钥丰言的次生硫化物如辉铜矿
、

斑铜矿等
,

使原

生钥矿石的品位一般增高 、 倍
,

最高可达 倍
,

形成次生硫化物富集带
。

权化带淋薄下来的硫酸银则生成自然银
、

辉银

矿
,

与铜共同盈加形成银
、

铜为主的次 生 富 集 带

圈
。

这一带的主要矿物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辉铜刃、 斑铜矿
、

自然银
、

辉银矿等
。

脉石矿物有

石英
、

方解石
、

高岭石等
。

矿石以块状构造为主
。

原生硫化物犷石 带 位于次生硫化物富

集带之下
,

地下水处于停滞状态
。

原生硫化物矿床

基本上无变化
。

原生矿物以黄铁矿为主
,

次为黄铜

矿
,

局部有少 以磁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为主的

矿石 , 以块状矿石构造为主
,

平 均 含 铜
,

银
。 ,

金
。

妞化 的裸度

氧化带的深度主要决定于气候
、

地形
、

构造
、

矿石物质成分和围岩性质等因素
。

铜陵地区铁幅型

金矿的叔化带深度与地下水潜水面的深度和矿体出

皿地表高度有关
,

如新桥铁帽型金矿氧化带深度
,

控制在地下水位线附近
,

沿走向大体上 呈 水 平 状

图
,

氧化带的垂直厚度在 、 之 间
。

其厚度受地形高度影响
,

矿体出礴地形较高
,

如

剖面线
,

氧化带厚度就较大 , 地形平缓 的 山 谷 低

地
,

潜水面距地表近
,

氧化带厚度就较小
,

如 剖

面图
,

氧化带厚度仅 图
。

这一特点在其

他几个铁帽型金矿床中也可见
。

另种情况
,

氧化带的厚度不受现代地下水位线

的制约
,

主要受走向断裂
、

层间构造破碎带影响
。

氧化带深度可以很深
,

如戴家冲金矿的铁矿体
,

新

桥矿的 号铁帼
,

多在延深 以上
。

由于层 间

断裂的影响
,

沿矿层构造裂隙发育
,

透水性好
,

流

动性大
,

有利于地下水的循环
,

促使深部硫化矿石

的氧化作用
。

银组份的空间宜化舰仲

垂向 变化 以新桥铜硫矿床为例
,

金
、

银
、

铜在原生矿床中关系密切
,

呈正消长关系
,

但

在氧化带中由于物化特性不同
,

各自分解组合
,

分

别在适合的条件下重新聚集
。

氧化带 至 原 生 带
,

金
、

银
、

铜组份 自上而下具有下列分带现象
。

氧化富集带 以金为主一金银 共 生一以 银 为

主
。

次生硫化物富集带 银铜共生一富铜矿
。

原生硫化物矿石带 以铜为主
。

上述分带特征
,

在整个氧化带垂向上都有类似

的变化规律
,

各组份之间一般有一个渐 变 的 过 渡

带
。

部分地段由于地质条件的差异
,

分带现象不一

定发育齐全
、

完整
,

有的地段可能缺失
,

但在总体

上自上而下以金为主转为以银为主
,

最后转为以铜

为主的变化规律是普遍存在的
。

水平 变化 金
、

银组份沿矿带走向分布

不一致
,

东段金含量低
,

西段相对较高
,

由低转高

的含里变化在 剖面线之间
。

银沿矿带走向呈

现两端高
、

中间低的 字型
,

含量较低的 “ 谷 ” 也
‘

恰好在 剖面线附近
。

原生矿床中的伴生组份金
、

银
,

在走向上也呈

字型
,

其含里低的部位与氧化带中的金
、

银凹部

一致
,

大体上相吻合
。

依此推测氧化带中的次生富

集金
、

银的含 高低和变化
,

总体上受原生矿床中

金银含最的影响
。

银们的运移和 , 绍

金 含金硫化物矿床因受剧 烈 氧 化 作

用
,

硫化矿物分解
,

从硫化矿物中析出
,

以化学

作用或机械作用发生位移
。

由于权化时产生大量硫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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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
,

分散状态 的 次 显 微 金 能 被 溶 解
,

并 以

〔 。 〕的形式迁移
。

颗粒较大一 些 的 细 粒

金
,

以自身的重力作用和向下渗滤水的共同作用下

迁移
。

由于 水解生成胶状
,

并

吸附原先沉淀的极细的 自然金
,

经脱水
·

生 成 褐 铁

矿
。

故 在褐铁矿中富集
,

有的在淋失空 洞 或 空

隙处聚集
。

以不同的作用和方式发生位移
,

但搬运距

离不大
,

有的残留在原地附近的褐铁矿中 , 有的往

下缓慢位移
,

在适宜的条件沉淀
,

大部分分布在氧

化带的中
、

上部
。

金矿之下与银衔接或重叠产出
。

银 新桥铜硫矿床伴生 平均 品 位 并

不很高
,

但在氧化带中含量突增
,

比原 生矿 含

高出 倍
,

构成大型银矿床
。

金银矿物氧化后生成硫酸银溶液

一
由于硫酸银易溶于水

,

随地表水向下渗滤至氧

化带下部或地下潜水面附近
。

由于介质 条 件 的 变

化
,

进人还原环境
,

与原生硫化物发生反应
,

形成

自然银
,

其化学反应式如下

一
硫酸银很不稳定

,

在向下运移过程中
,

可以和

各种化合物还原成 自然银
,

因而在整个氧化带中均

有 的富集
。

其含量 自上而下逐渐增高
,

至 氧 化

带下部
,

潜水面附近达到高峰
,

形成品位高
、

厚度

大
、

以银为主的银矿体
。

矿体沿走向较长
,

且较稳

定
,

其下部与铜次生硫化物富集带衔 接
,

部 分 重

益
,

共同组成银
、

铜次生富集带
。

铜 含 硫化物组成的铜矿 床
,

在 氧

化带中很不稳定
,

首先形成易溶于水的硫酸铜
,

它

随地表水下渗
,

进人还原环境
,

与原生 矿 发 生 反

应
,

形成新的稳定铜矿物 一辉铜矿
、

斑铜矿
、

铜

蓝等
,

提高了原生矿的 含量
,

形成次生富集带
。

成矿控制因素
, 限位控树

铁帽型金矿均产于石炭系高丽山组或泥盆系五

通组砂页岩为底板的中上石炭统石灰岩
、

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之假整合面或层间断裂带上
,

其间赋存

有多金属硫化物矿床
。

在各种有利地质 综 合 作 用

下
,

形成铁
、

铜
、

铅锌等内生金属矿床
。

铁帽型金

矿是在这些矿床的基础上
,

经过外因地质作用而形

成的次生富集矿体
。

这一层位的铁帽
,

分布范围广
,

可断续延长几

至几十
,

具有工业意义的铁帽型金矿无一例

外地均产于上述铁帽带中
。

与构造的关系

本地区铁帽型金矿是在原生硫化物矿床的基础

上
,

由外因作用而再演化的产物
,

因而它的分布与

原生硫化物矿床一样
,

与构造有密切的关系
。

现已

探明的新桥和黄狮涝山铁帽型金矿
,

就分布在铜陵

至戴家汇的近东西向深断裂的构造带 上
。

该 矿 位

于白鹤至凤凰山东西断裂带上
。

近东西向构造是本

地区最重要的构造
,

大中型铜均产于这 些 成 矿 带

上
。

区内自西向东排列着 个背斜
,

个 背 斜 摺

皱轴呈北东走向大体上平行分布
。

它与东西向构造

交切
,

构成本区的格状构造
。

这两组不同方向构造

相交的结点
,

是控制矿床产出的最有利部位
,

也是

形成铁帽型金矿的最佳地段
。

区内纵向断裂
、

层间滑动带以及 假 整 合 而
,

都是矿液运移和富集的良好部位
。

对氧化带中的次

生富集矿床
,

成矿后的继承性活动
,

是地下水流动

的通道
,

能促进氧化作用
,

有利于次生富集带的形

成
。

与火成岩的关系

区内出露的火成岩主要是燕山早期中酸性侵人

体
,

出露面积不大
,

不超过
,

呈岩 株
、

岩

枝
、

岩脉等不规则状分布
。

铁帽型金矿与岩浆作用无直接关系
,

但其产出

部位则与火成岩的空间有一定的相依关系
。

产有铁帽型金矿的石灰纪地层
,

尽管含有较丰

富的金属物质
,

但毕竟是分散的
,

贫的
,

构不成具

有工业意义的矿床
。

只有火成作用提供 物 源 与 热

能
,

才能使含矿物质活化
、

迁移
,

并聚集在有利部

位富集成矿
。

本区凡有石炭纪地层分布的地区
,

一般就能见

到铁帽露头
。

后者沿层断续分布
,

连成一线
,

但有

工业意义的矿体
,

都分布在火成岩频繁 活 动 的 地

区
。

铁帽型金矿附近均有火成岩侵人
,

大 的 如 岩

株
,

小的如岩脉
、

岩枝
,

显示了金矿与岩体的相依

关系
。

相反
,

不少铁帽矿点
,

同样位于 这 一 地 层

中
,

但由于它运离岩体
,

未能构成有工业意义的金

矿床
。

深部原生硫化物矿床中的金矿体
,

与岩体的关

系更为明显
,

例如新桥铜硫矿床中的共生金
,

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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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离石英闪长岩休的两侧
,

呈半环形分布
。

又如马

山金硫矿床
,

金矿休产在稍离岩体的碳 酸 盐 地 层

中
。

二岩条件

铁姻型金矿斌存于石炭系高丽山组砂页岩和黄

龙船山组碳酸盐地层之间
。

不同岩性之间
,

由于物

性差异
,

易产生层间断裂构造
,

因而裂隙发育
,

透

水性好
,

孔隙度大
,

氧化作用强烈
,

有利于金属物

质溶解
、

析出
、

运移和富集
。

围岩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封闭条件
,

也是形成次

生富集矿床的重要因素
。

作为铁帽型金矿床底板的

是化学性质较稳定高丽山组粉砂岩
、

页岩和砂质页

岩
,

岩性致密
,

渗透性差
,

封闭条件好
。

上部淋薄

下来的各种金属物质不易分散流失
,

有利于矿质聚

集
。

相反
,

矿体底盘如是溶洞多
、

裂隙发育
、

透水

性好的围岩
,

则易分散流失
,

不能聚集成矿
,

如黄

狮涝山金矿
,

上部形成金矿体
,

下部地层倒转
,

矿

体底盘变为石灰岩
,

则不利于成矿
。

矿石物胶成分

形成铁帽型金矿的原生矿石
,

绝大部分为硫化

矿矿体 , 硫化物越多
,

氧化后产生的硫酸也越多
。

硫酸能加速硫化物矿石的氧化进程
,

因而在硫化物

矿床的浅部
,

氧化作用很强烈
,

可形成较厚的氧化

带
,

厚度可达几十 至几百
,

规模甚大
,

是形成

氧化带次生富集矿床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
。

地下水位的控矿作用

地下水位对矿体的控矿作用明显
。

由于氧化作

用发生在地表浅部
,

金 银 矿体的外形呈走向长

度大
、

延深短的长条状
,

矿体的底界几 乎 呈 水 平

面
,

与潜水面大致平行
。

这是本区所有铁帽型金矿

的共同特征之一
。

这些现象足以说明金 银 矿体

的底界形态和其深度
,

都受到地下水活动的影响和

地下水位的控制
。

气候
、

地魏条件

本区属亚热带湿润气候
,

湿润多雨
,

使风化作

用加剧
,

有利于机械作用和化学作用 生物化学作

用 的进行
。

矿区位于长江南东向之丘陵地带
,

地形稍有起

伏
,

坡度不大
,

潜水流动速度适中
,

这对氧化带淋

滤下来的金属物质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

有足够的时

间使其沉淀
、

交代
,

发生还原作用
,

形成次生富集

矿床
。

,

坛

,

犷
,

伙川
,

传 卯

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