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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徽舀场探 ,

,

论金矿床的矿源层问题

真 允 庆

冶金工 业部山 西 地质劫探公司

金的矿源层或含金建造
,

是研究金矿集中区成矿背景的基础
,

是

找矿远景评价因素之一
,

具有找矿预测的指导意义
。

不能单纯以岩石

的含金丰度去判别金矿床的矿源层
,

应 着重研究岩石的原始金含量和

可活化金的含量
。

也可用稳定同位素的组成特征
、

岩石化学的浓度克

拉克值和成矿元素含量对比等方法探讨矿源层
。

关键词 金矿矿源层 矿质来源

地 质
·

矿 床

矿物质来源问题
,

层的找矿意义
。

大量的勘探资料和研究成

果表明
,

金矿集中区的矿源层

可提供矿质
,

控制金矿成矿背

景
、

显示层控特征
,

对金矿床

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本文主要讨论金矿床的成

确定矿源层的途径
,

和研究矿源

矿源层和含金建造

澳大利亚的奈特 饱
,

提出

矿源层的概念时〔 曾指出 “ 多 数 矿 田 中 的所有

硫化物矿体
,

都来源于沉积盆地特定的 同 生 沉 积

物
,

而且各种硫化物
,

在周围岩石温度升高的影响

下
,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迁移
。 ”

随着层控矿床理论和找矿实践的不断深人
,

我

国金矿床的研究已证实和全球一样
,

约 的金矿

储量集中在太古宙变质岩区
,

而且金矿床都受一定

地层控制
。

世界上已知重要含金地层有北美大陆上

的基瓦汀超群
、

耶洛奈夫群
、

提敏斯群
、

霍姆斯塔

克群 澳洲西部伊岗地块上的卡尔古利层 , 南非洲

大陆上的塞巴奎群
、

布拉瓦约群及斯威士兰超群
、

维特瓦特斯兰德群 印度地盾上的达瓦尔群等
。

我

国金矿集中区的含金地层有华北地台上的太古代胶

东群
、

鞍山群
、

太华群
、

迁西群
、

五台群
、

集 宁

群 , 元古代的辽河群及华南地台的碧 口 群
、

歪头山

组
、

陈蔡群
,

泥盆系的古道岭组等
。

研究程度较高的胶东金矿集中区内
,

上太古界

胶东群的含金丰度均高于地壳平均值 表
,

各

岩组 自下而上
,

含金丰度 集中 参 数 均 值 渐次

增高
,

唐家庄组为
,

族旗山组为
,

化山组为
,

民生组为 却
,

富 阳 组 为 右
。

从岩性来说
,

中基性火山岩建造的含金丰度
,

远比角闪二辉麻粒岩相建造和变质 泥 质一粉 砂 质

胶东半岛金矿集中区胶东群地层含金丰度 表

变变 质 建 造造 样数数 算术平均值值 几何平均值值 集中参数均均 标准离差差
值

唐唐家庄组组 角闪二辉麻粒岩相建造造 ⋯
· 。 。 、‘‘ 一 。

胜胜旗山组组 高角闪岩相变质泥质一粉砂质建造造 。
· 。 。 。

化化 山 组组 低角闪岩相变质中基性火山岩岩
。 。 , 」」 。

民民 山 组组 建造造
。 。 一

富富 阳 组组组
。 。

晰 望 , 一。

叹



津旗拿妙
, 从胶东群黑云母变粒岩

、

斜长角闪岩

护梢气个人工重砂样品中 各重 工 ,

共淘出

《 、 的金粒 粒
,

足可以说明
,

胶

东群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
。

近年的地质文献中
,

多

将胶东群作为玲珑式和焦家式金矿的矿源层
。

由于

金矿床受胶东群控制
,

故称为太古宙的 层 控 金 矿

床
。

苏联 斯特拉霍夫从沉积相的角度将 类 似

于矿源层的地层
,

称之为隐含矿岩相 吐 仄

且址 巾 双 , 。

我国刘英俊 认为〔‘ , ,

含 金

建造为一系列含金层位
,

即金的初步富 集 沉 积 建

造
,

它是由含金层位和非含金层位共同构成的一套

地层组合
,

并包括该建造有关的火成岩
。

在大多数

情况下
,

含金建造本身不直接形成金矿床
,

而是经

后期改造作用
,

为金矿化 提 供 成 矿物质来源
。

同

时
,

根据含金建造 中金的主要来源
,

可分为原始含

金建造和衍生含金建造
。

前者金的来源应主要与上

地慢有关
,

而且通过地壳演化早期优地槽
、

火山沉

积作用在建造中形成原始含金层位 , 后者的金来自

地壳本身
,

成因上与附近或先成合金建造的再沉积

有关
。

母瑞身 川强调在一定的地质条件下
,

成矿前就已形成与金矿化有成因关系 提供矿源

的地质体
,

称其为含金地质建造
。

尽管上述地质术

语有所不同
,

但与矿源层的涵义大同小异
。

华南一些金矿集中区含金建造的金丰度一般较

高
,

最高的金含量主要出现在该区最老 的 层 位 中

表
。

但也有后期地质事件和成矿作用使含金

建造产生金亏损的
,

如浙江的陈蔡群金的丰度仅为
,

湘西沃溪附近的板溪群大多数 样 品 仅 为
,

西 安 矿 区附近金平均含量仅达

山
,

表明这些矿区及其附近的岩石
,

出现 了
’

金

的负异常
。

刘英俊还指出 在含金建造 中
,

由于非含金层

位和含金层位的共存和后者的尖灭
,

以及后期改造

和能量叠加的结果
,

金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
,

其中

较显著的特点之一
,

就是往往金在构造层底部或区

域不整合面上富集
。

综上所述
,

金矿床的矿源层应是含金和不含金

的地层建造
,

含 金 丰 度高低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

素
,

而应综合考虑金的赋存状态和后期叠加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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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笠竺空 日 水文地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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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萄石一绿纤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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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区域地下径流带 现代大气水

绿片岩相

绿帘角闪岩相

变质压实带

不透水层

现代大气水很少进人 , 目由水巳多进人富水矿

物晶格中

强压实带

自由水或被封闭在显微裂隙
、

颗粒边界或贯通

上移至不透水层下部
角闪岩相

作用等
。

矿质来源问题

研究金矿床的矿源层
,

就必然涉及到矿质来源

问题
,

目前争论的观点
,

不外是浅源说与深源说二

大流派
。

前述的矿源层或含金建造
,

是属于浅源说的范

畴
,

其基点就是着重研究金矿床的围岩或容矿岩石

的含矿性
。

年苏联公布了科拉半岛超深 钻 的 资 料
,

几 翩丘提出大陆壳内 下部

存在一个液态金矿矿源层
。

张秋生教授在我 国 首

届环太平洋成矿带学术讨论会上
,

介绍了科拉最新

深钻资料 及大陆 古老克拉通 深部结构 现 今

古老地壳 太古宙
,

具 有明显的埋深变质垂直分

带性及其相应的深部水文地质特征 表
,

在

区间的绿片岩相岩石中
,

除了后

生的深部构造外
,

基本上可视为一个巨厚的不透水

‘ 盖层 ” 。

在绿帘角闪岩相变质带以下
,

虽然有强

烈的片理化为其封闭的条件
,

但由于成岩裂隙
,

进

化变质期及退化变质期裂隙的破坏
,

可形成贯通和

非贪通裂隙系统交替出现的地段
。

按静压原理
,

这些贯通裂隙多被封闭在巨大的

不透水层之下
,

使强压实带内的自由水可以流至贯

通区顶部
。

这些深部的水温大于 绿帘角闪

岩相 并富含
、 、 、 、 、

等离子
,

具有强浸蚀性
、

强淋滤性和强溶解能力
,

实质上是

一种温度相当高的卤水
。

这些卤水经年龄测定
,

一

般都大于 亿年
,

为早前寒武纪时期岩浆水与古大

气水的握台物
。

早前寒武纪杂岩中的金
,

历经 亿

年以上高温卤水的浸蚀
、

淋滤和溶解作用
, 、 原岩中

的金大部分被溶滤出来
,

以挥发性很强的含金络合

振 聚集在上覆巨厚的不透水 “ 盖层 ” 下部
,

从而

在某些部位产生具有高压
、

富含金的卤水带
。

这就

是所谓大陆边缘
、

古地壳深部液态含金 矿 源 层 假

说
。

它是处于封闭条件下的含金矿源层
,

规模大小

可以不同
,

含金浓度及其伴生的其他组份也可能存

在差异
,

然而
,

一旦构造
、

岩浆活动破坏了原来的

封闭条件
,

矿源层的含金矿液就可以迁移至近地表

形成金矿
。

张秋生教授认为华北陆台在中生代太平

洋板块俯冲之后
,

因大规模的深部构造活动
,

将成

为金矿聚集的重要条件
。

这种古地壳深部液态含金矿源层的假说
,

将成

为形成金矿的理想模式 张秋生
, 。

无 疑
,

这对指导找矿有一定实践意义
,

然而对热卤水运移

矿质的地质论据
,

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

从金在地球

及其内部各圈层的丰度值 表 来看
,

金的含量

从地壳
、

上地慢
、

下地慢到地核是逐次增加的
,

地

核 中达到最大聚集
,

其含量高于地壳 个数量级
,

地球及其内部各圈层金丰度值 呻 表

元素
地“ 地“

上 地
。

下地慢 地核

一

一

。

。

。

。

一

一

名

。

。

。

。

。

周明宝 , 金矿成矿摸式中若干问题 的 讨 论 摘

要 , , 未刊稿
。

张秋生 , 大陆边缘古地壳 深 部 液 态 含 金 矿 源

层 —金矿形成的一个理想模式 , 马盯 , 未刊 稿
。



金厂峪金矿迁西群各种岩石含金且 表

祥 号 卜 岩 样 号
内测 外检

孟,乙‘,曰

咬

斜长角闪岩

石榴斜长角闪岩

斜长角闪岩

斜长角闪岩

斜长角闪岩

斜长角闪岩

一

黑云母闪长岩

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

粗粒花岗岩

中粗粒花岗岩

复脉

内内测测

据林尔为 ,

为地壳的 倍
,

是整个地球含金量的 倍
。

若按

地球总量计算
,

则地壳含金 量 仅 占 地 球 金 总 量
。

从这一点来说
,

金具有深源性 但对赋

存于地壳中各种成因的金矿床研究证明
,

大多数金

矿床的矿质是多源的
。

近年来
,

国内很多矿床学家

提倡金的成矿作用为 “ 二次成矿论 ” ,

即首先沉积

矿源层 或称为含矿建造
,

经后期的地质事 件 产

生的能源 如岩浆侵人
、

区域变质
、

构造形变及天

水混合溶液上升等
,

使含金热液沿有利构造空间和

层位成矿就位
,

形成金矿床
。

金厂峪矿区不同岩石中金易溶性试验结果 表

样 ·

⋯二
王水溶样 等溶样

确定矿源层的几种
’

途径

金矿床的矿层应概括为两方面的涵义 第一是

在金矿集中区内
,

在空间上
、

成因上有一定联系的

含金地质体 其次金在载体矿物中易 于 活 化
、

迁

移
。

因此
,

确定金矿床的矿源层就不能单纯根据含

金丰度高低
。

例如
,

对金厂峪金矿矿源层的含金丰

度研究 〔‘〕,

区内迁西群主要岩石金丰度 和 含 金 量

表 有如下特点 ①所有岩石金丰度甚低
,

为

林尔为
, ,

与以往文献上发表的结

果 如杨连山等
, ,

金厂峪迁西群丰度 为

相差悬殊 ②变质杂岩的金丰度最低
,

其中

斜长角闪岩平均为
,

最高也不过
,

低者

仅 , ③经混合岩化的岩石略低于未受混合岩化

的岩石 , ④花岗岩及火成岩脉是本区含金丰度最高

的岩石
,

花岗岩的含金量为
。

为了了解不同岩石中 金 的 易 溶 性
,

林 尔 为

洲 曾采用两种溶解方法 第一种用王水溶解

样品
,

此时大部分硅酸盐矿物不能溶解 第二种用

氢氟酸 十 硼酸 十 王水系列溶样
。

处理后的样品测定

金含量 表 表明 斜长角闪岩几乎可以完全由

逆王水提取
,

无需全部破坏硅酸盐矿物
。

而其他岩

石 如花岗岩
,

只有用 酸等溶样
,

彻底破坏硅

中细粒花岗岩

中粗粒花岗

粗拉花岗青

花岗细晶岩

黑云母闪 氏岩

花岗斑岩

斜长角闪岩

斜长透辉石角闪岩

斜长角闪岩

斜长透辉石角闪岩

斜长角闪岩

斜长角闪岩

石榴斜长角闪岩

据林尔为
,

酸盐矿物晶格才能提取样品中的金
。

王水只能溶解

花岗岩中少部分金
。

这一结果足可说明 不同岩石

中的金存在形式是不同的
。

在斜长闪 长岩中
,

金是

以易活化的形式存在
,

在花岗岩中主要以稳定状态

存在
。

因此
,

金厂峪金矿床的矿源层
,

应为斜长角

闪岩
。

根据铅同位素研究哪
,

该区矿石铅为古老异

常铅
,

第一阶段铀铅体系定位时间为 亿年
,

与斜长角闪岩 亿年的变质年龄吻合
,

反映了

矿石铅来自围岩
,

这些数据正和上述结论一致
。

在太古宙地盾区
,

由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变质

作用
,

现在变质岩的含金量
,

绝不是岩石原始含金

量
。

显而易见
,

金在低于沸石相的变质作用初期
,

就已开始流失
,

也就是说
,

在变质岩区
,

现有岩石

金含量分析结果
,

主要代表若干次地质作用改造后

不易释放的金含量
,

并不反映岩石的原始金含量
。

众所周知
,

世界上金矿总储量主要是与太古宙



西澳卡姆巴尔达地层中贵

金属含皿 平均值
, 表

和金随硅酸盐熔浆的分馏作用而增加
,

直至它与硫

达到饱和时为止
。

在这个阶段 , 所有贵金属将被分

离出来
,

被不混溶硫化物液滴所净化
。

同时熔浆也

将很快地贫化这些元素
。

洋中脊玄武岩的玻璃质可

作为由于硅酸盐熔浆达到饱和时贵金属大量贫化的

浓度 户
习

据
,

绿岩带及绿岩带再造的地质体有关
。

在绿岩带中
,

主要的岩石类型为超镁铁质和镁铁质 火 山 岩
。

所

以
,

一般认为绿岩带金矿的形成与超镁铁质和镁铁

质火山岩有关
。

在巴伯顿绿岩带中
,

具嚣刺结构的

科马提岩金含量仅为 。 ,

块状科马提岩含金

量为 在西澳卡姆巴尔达具鼠刺结构的科

马提岩含金量为
。

在 堆积带中科马提岩的

含金量为
。

这些数值反映了科马提岩含金

量变化较大
,

而且含量较低
。

凯伊斯 将玄武岩中的金分为两

类 一类是易释放的金
,

另一类是不易释放的金
。

太古宙绿岩带有 种类型镁铁质火山岩 即低镁玄

武岩系列 拉斑玄武岩
、

高镁系列 玄武质
一

马

提岩
、

含镁系列玄武岩 玻古安山岩 及科马提

岩
。

其中低镁系列玄武岩含金量很低
,

一 般 是 在

左右
,

最高
。

高镁系列玄武岩和含

硅一高镁玄武岩
,

都有高含量的把
、

铱和金 表
,

因此被认为是金矿床的矿源层
。

国外绿岩带的资料

表明
,

典型科马提岩已损失一部分金
,

原因是科马

提岩浆中的硫饱和产生在高水平的岩浆房中所致
。

在这种情况下
,

金和亲铜元素将混人硫化液滴中
,

这些液滴进人海水
,

就发生反应
,

所以科马提岩为

金矿的矿源层
。

无疑
,

在大洋玄武岩的冷凝过程
、

经受变质作

用
、

构造变动和地质事件中
, , 都可从原岩中流失一

定的金 ,

所以现在确定绿岩带中超镁铁质和镁铁质

岩的原始金含量是有困难的
。

邓 等在研

究镁铁质熔浆分异作用时
,

认为铱
、

把
、

金的含量

随镁含量减少而有分馏趋势 见图
。

很显然
,

把

脚榔汉

署

科马提岩及其有关岩桨中铱
、

把和金随镁

含是减少的分馏趋势图

据 及 等资料

例子
。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
,

经受各种变质作用时
,

金将活化迁移
,

而把在蚀变过程中则保持惰性
。

因

此
,

为了确定超镁铁质和镁铁质原岩 的 含 金 量
,

应用保存较好的苦橄岩的 比值
,

以及科马提岩中 值 来估计太古宙绿岩带中科马

提岩 或称苦橄岩 作为对比的标准
。

王安建 朋 〔幻按上述论点
,

作了进一步引

伸
。

由于贵金属把 在超镁铁质岩浆结晶过程

中与金的地球化学性状相近
,

二者的比值近似为一

常数 即 二 。

但在成岩作用
、

乃至变质作

用过程中
,

呈惰性
,

保持其原始含量不变
,

而

岩石的金则有所不同
,

常易活化迁移
,

通过

原 二 原

可推算出没有发生金迁移时
,

岩石的原始金含量

原 易 样

由于 含量始终不发生变化
,

故可推导为下式

原 易 样 ‘ 样 挑

样 为现有样品的分析值
。



国外太古宙绿岩带超镁铁质岩右金
、

艳分析及计算表 表 妞

一一默护

⋯
一

器一拼汗不
据王安建 ,

上式 值即 以哥伦比亚高尔哥纳岛的

白至纪科马提岩 中把的平均含量为
,

金的

含量为
,

因此
, 二 。

现将西澳卡姆巴尔达地层和西澳克利弗得山薄

层科马提岩及南非巴伯顿绿岩带中科马提岩金合量

计算结果列于表
。

西澳卡姆巴尔达超镁铁质岩石中 含量较 高
。

从易活化金的含量看
,

成岩之后流失量很少
,

并在

矿体附近出现负值
,

说明发生了金的聚集
。

西澳克

利弗得山科马提岩的 含 量与同类岩石比较低 ,

堆积部分低于鼠刺部分
,

说明岩流在上升时达到饱

和
,

很可能已逸出部分富含贵金属的不 混 溶 硫 化

物 易活化金的含量为
,

说明了从

成岩作用至今每立方米岩石已损失金约
。

南非

巴伯顿地区科马提岩与西澳两地区同类岩石具有较

低的 和 含量
,

岩石堆积部分 含量明显低于

鼠刺部分
,

说明岩流上升之前
, 已达到硫饱和

,

贵

金属的不混溶硫化物在较深部可能已脱离了岩石的

结昂系统
,

但原始金合量高于观有分析值 平均为

部分易活化金可能在成者或成岩之后 己 逸

失
。

由表 可知
,

科马提岩具有高含量 易 活 化 的

金
,

又与科马提岩浆形成的高温及晚期不混溶硫化

物白 』和密切相关
。

根据实验资料
,

温 度 每 升 高

切 。。 ,

硅酸盐熔浆中硫的容积可增加 , 因

科马提岩喷出温度高达
,

所以硫的容

积很大
。

只有岩浆上升到地壳高处时
,

硫才可能达

到饱和
,

并固结在岩石之 中
,

形 成 金 的 矿 源 层

岩
。

必须强调
,

在绿岩带中与超镁铁质
、

镁铁质火

山岩紧密共生的含硫化物层流沉积岩和浅成橄榄岩

透镜体
,

皆可视为金的矿源层
。

层流沉积物是指海

底火山活动间歇期形成的一种富含有机质和硫化物

的沉积物
,

成岩后可萃取大量活化金
。

如西澳卡姆

巴尔达地区含有约 的层流沉积
,

平均合金量为

浅成纯橄榄岩透镜体常位于绿岩带最下部的超

镁铁质岩 中
,

为岩浆分异过程的产物 硫饱和的迢

镁铁质岩石常含大量的硫化镍和金
。

在后期地质事

件中
,

可将金活化迁移形成金矿床
。



成矿元素区域背景值
、

选矿鱼岩和近矿围岩的含址 血 表

层 位 性 元 素 区域背景值 远矿围岩含量 近矿围岩含量

⋯
工

⋯
︻

⋯变 粒 岩

。

‘

了
。

一

。
, ‘

。
‘

气

。
了 了。

,

。

。

。
。

、

。

。

。

吕
。

。
,

。

。

。
,

。

炭质云母石英片岩

变 粒 岩

炭质云母石英片岩

。

。

。
吕

。

。

。

圣

由原河南地质八队化验室分析 , 限于分析精度 未列入表内 , 括号内数字为样品数 据郑明华
, , 。弱夕

应该指出
,

所选择哥伦比亚岛的

苦橄岩
,

在成岩后 未受任何流失是很难使人置

信的
。

因此所采取的 这一常数所

计算的金含量要偏低一些
。

而且 与 之间的线

性关系是基于地质观侧的基础上
。

目前还缺乏实验

数据进行证实
。

如果将太古宙绿岩带中金矿的矿源层
,

全部归

咎于科马提岩 超基性岩 也是值得探讨的
。

就国

外 个著名的太古宙绿岩分布区而言
,

仅有 个区

发育有超镁铁质科马提岩
,

其余 个区都没有或很

少含超镁铁质岩石
,

但仍然分布有许多金矿床
。

我

国华北地台北部边缘的太古宙绿岩带中也未见具髦

刺结构的科马提岩
,

同样也分布很多金矿集中区
,

就

是很好的佐证
。

刘易斯即 从金的地球化学特 点 提

出新的见解
,

他认为金的溶解度受氧化 还 原 反 应

如
“ 十 君 影 响 很

大
,

这些反应受热液通过的岩石类型控制
,

除部分

砂岩外
,

所有岩石含金量大体相同
,

一般为
。

金的活化迁移是在强氧化
、

偏酸性和富

氯化物的条件下
,

才能淋滤出来
。

由于需要氧化和

酸性条件
,

所以粘土高含量和碳酸盐
、

碳
、

黄铁矿

含量低的岩石中是金的最佳矿源层 岩
。

郑明华教授 〕 研究豫南银洞坡和破山

金银矿床时指出
,

该区金一银一多金属矿床皆赋存

在元古界歪头山 黑色岩系的炭质 云 母 石

英片
‘

岩及变粒岩中 赋矿地层的成矿物质
,

在后期

的地质事件影响下
,

发生了显著的迁移 , 从表 可

知 自正常岩石和远矿围岩至近矿围岩
,

成矿元素
含量的变化

,

显示出鞍状变化
,

‘

证明矿质从远矿围

岩向矿体部位发生过强烈的迁移
。

该矿田内各类岩石和矿石 个样品的 型

个变量
、 、 、 、 、 、

点群

分析取得的谱系图
,

显示出两个亚群 无 矿 亚 群

工 和有矿亚群
,

相关系数为一 。

两者

又可分别分出子群和小群
。

通过对亚群
、

子群和小

群的相关系数分析
,

以及各群中岩性组合特点可以

看出 ① 圣和 孟的样品均集中在 有 矿 亚

群中
,

但两者又分属于不同的子群
,

因此可认定它

们是两个独立的层位 ②矿区内出现的各种火成岩

及岩脉
,

均处于无矿亚群中 〔仅见 亚群的两个子

群 和 。 分别由两个矿源层样品组 成 〕,

而

银洞坡矿床与 至关系密切
,

破山矿床与 若

关系密切
,

‘

分属 人和 。子群之中
。

这一关系与矿

体和围岩中成矿元素是一致的
,

而且
,

本区稳定同

位素组成特征也表明
,

矿质也 是 来 自 地层
。

结
·

束 语

金矿床的矿源层问题是个极其复杂的向题
。

按

照金的地球化学特征而论
,

金是来自深部地核或下

地慢
,

但是地壳岩石也可在成矿过程中萃取其中的

矿质
,

所以目前的金矿床常受一定围岩控制
。

在研究金矿的矿源层时
,

要特别重视采取围岩

样品的代表性
,

不能单纯以岩石的含金丰度去判别



蟹娜
‘

凉层
,

应着重分别侧定和仟鬓可活化金的含
‘

氮该雍预曙右的厦贻金合量 从而才能确定矿源

层 唯论证金矿床的矿源层时
,

也可从稳定同位素
一

的组成特征
、

岩石化学的浓度克拉克值
,

和成矿元

素含量对比等方法进行探讨
。

确定矿源层或含金建造
,

是研究金矿集中区成

矿背景的基础
,

’

是找矿远景评价因素之一
,

并具有

找矿预测的指导意义
。

在绿岩带地区找矿工作中
,

固然要重视科马提

岩及基性火山岩的赋存和分布
,

也应注意成岩期层

流沉积物和浅成透镜状纯橄榄岩体中金矿床或金矿

化的发现
。

今后仍应迸丫步深人研究金的同位素
’盯今 组

成
,

它可直接追踪金的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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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小秦岭东闯金铅矿床成矿规律与找矿方向研究

取得成果并通过部级鉴定

小秦岭金矿田是我国著名金矿产区之一
,

东闯

金
、

铅矿床是其中一个重要矿床
。

该矿床是一大型

金矿
、

中型铅矿
,

目前正在勘探和建设
。

受武警黄金指挥部委托
,

年 月 年

月
,

以北京科技大学 原北京钢铁学院 地质系为

主
,

武警黄金 支队协作
,

首次对该矿床进行了成

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研究
。

该项科研成果于 年

月 日在北京科大通过了技术鉴定
。

鉴定认为
,

该项研究在总结前人
,

特别是黄金

支队资料的基础上
,

经室内外研究
,

阐明了矿床

地质情况 , 首次用包裹体研究测定了均化温度
、

压

力
、

深度
、

成矿溶液盐度
、

密度
,

成矿溶液液相和

气相成分
、 、

和氧逸度等矿物 的 物理地球化

学参数
。

通过稳定同位素
、

微 量 元素地球 化 学研

究
,

探讨了成矿热液及金的来源
,

矿床成因
。

利用

多种方法
、

手段和图件
,

提出了成矿规律与找矿方

向
。

指出该区东南方向深部可能有盲矿体存在
,

后

被生产单位坑探工程证实
,

并获得 了 一 定 的金
、

银
、

铅储量
。

鉴定认为
,

该项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

和实用意义
。

成果鉴定委员会组成是 主任
、

学部委员宋叔

和
,

副主任
、

学部委员池际尚和康永 孚 高 级 工程

师
,

委员有 童光煦
、

徐恩寿
、

张燕石
、

荣俊奎
、

寸硅
、

宋国瑞
、

仇相国和周传新等专家
。

冶金部科

技司成果处长李尚诣 高工
、

武警黄金 指 挥部地

质处长梁厚锋 高工
、

北京科大 校 长王润教授等

到会
,

并讲了话
。

随后
,

冶金部颁发了科技成果鉴定证书
。

〔肖 京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月吧吕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