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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胶结作用是砂金颗粒增大的重要原因

刘洪树

地犷部海 洋地质研究所
·

青岛市

砂金颗粒的

胶结现象

近年来
,

我们对胶东西北

部的界河
、

大沽河
、

诸流河
、

万深河
、

朱桥河
、

黄水河水系

加翻习,乍麟巨,工甲生邢矿口︺月岩

及莱州湾东部滨海区的砂金进行了调查研究
。

对该

区城砂金系统取样
, 电镜下作了砂金形态和微细结

构观寮
,

发现砂金颗粒普遍存在着化学胶结现象
。

在电镜下
,

清楚可见砂金颗粒常由两个或多个

不同粒径
、

不同形态的金粒胶结在一起
,

构成粒度

相对较大的砂金颗校 照片 、
。

金的胶结作用

金可在表生条件下迁移
,

已被实验证实
。

金在

水溶液中的迁移形式主要有金的胶体及其可溶性络

合物 几〕。

但是
,

金的化学性质极不活泼
,

当水化 学

条件改变时
,

金的胶体或其络合物就易遭到破坏
,

产生贺凝作用和沉淀作用
,

形成自然金
。

砂金顺拉的胶结作用
,

就是在金的溶解迁移和

沉淀过程中发生的 , 不过
,

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

, 先必须有充足的物质荃础
,

即有相当密度的颗校

金存在 包括原生金顺拉和次生加大的金颗粒
,

同

时有丰富的金质来源
,

以保证形成相对较高浓度的

金溶液
。

其次
,

应具备长期稳定
、

较为封闭的化学

环境
,

使金的迁移
、

沉淀得以充分进行
。

在构造长

期稳定
、

气候温暖潮湿
、

又有原生金矿或含金丰度

较高的岩体分布区的风化带中
,

则具备这一条件
。

有关风化带中金的次生加大和次生富集现象
,

国内外有过许多报道
,

例如 王吉铭等 研 究 认 为
“ 玲珑金矿半载化一次生富集带

,

有次生金矿物出

现
,

半氧化带金的次生富集率为 ” , 江西 金 坪

一带更新统红土中
,

见有明金或块金
,

而基岩中的

金皆为次显微金和显微金 , 桂东桃花金矿氧 化带

次生富集带中的金多为明金
,

而原生金矿中的金则

主要为显 微金 辛安河流域
,

在原岩人工重砂中极

少见到金拉
,

而在岩石残积层中则含大量的砂金 ,

苏联克留契夫
、

科兹洛夫和达拉苏恩矿 田
,

风化残

积层中金的富集达 、 倍等
。

这些现象
,

不但证实

了风化带中有金的化学作用存在
,

而且也说明金的

化学胶结作用的存在是可能的
。

在含金较丰的岩体 〔尤其是原生金矿 中
,

随

着化学风化作用的进行
,

金的相对含员不断增加
,

单位体积内的颗粒金数量渐增 , 在一定的水化学环

境下
,

部分金以不同的化学形式存在于溶液中
,

并

进行迁移和沉淀作用
,

产生金的再分配
。

溶液中的

金
,

在沉淀时
,

往往以原颗粒金为沉淀中心
,

不断

生长
。

当两个或多个颗粒金相距较近时
,

则产生金

的胶结作用
,

使原来多个相对较小的金拉相互胶结

在一起
,

形成较大的颗粒金
,

为后期砂金矿的形成

提供更多的粗粒金
。

几点认识

砂金颗拉往往 由两个或多个金 粒 胶 结 而

成
,

这种现象较为普泊
。

显而易见
,

金拉的胶结作

用是砂金拉度增大的重要原因
,

所以砂金的粒度远

粗于原生金矿金的粒度
。

本文取村于地质行业荃金资助项目
,

参加

该项 目人员还有姜玉池
、

张冰
。

林文通
, 风化壳型金矿床成矿机理的探 讨

,

盯

年
。

洛玉成
,

辛安河砂鱼矿床成因探 讨
,

年
。

‘



燕
一两颗粒状金胶结成

‘
哑铃 状砂金

,

中部 为 胶结物 , 一三顺片状全胶结在一起
,

裂除处为 胶 结
‘

缝合线
, ,

一
, 一拉小的麦拉状金胶结在较 大 的金拉上 , ,

一多粒不同拉径
,

不同形态的金拉胶结一起
, 以及

“
缝合 幼 构

造 , ,

一饼状 的 金拉胶结在一起

砂金颗粒的胶结现象
,

充分证实了砂金矿

形成过程中存在着化学作用
。

砂金矿属化学一机械

成因
。

化学作用主要存在于含金岩体的化学风化过

程中
,

并使金产生次生加大作用 包括胶结作用

及次生 , 集作用
,

而金风化剥蚀后的搬运
、

沉积及

富集成矿的一系列过程
,

主要表现为机械作用
。

鉴于以上认识
,

对于砂金的物质来源
,

其

领域扩大了很多
,

除原生金矿外
,

含金 较 丰 的 岩

体
、

地层及蚀变带等均可为砂金的母岩
。

因此在今

后砂金的找矿工作中
,

除在原生金矿分 布 区 找 矿

外
,

还应重视在含金较高的岩体
、

地层分布区
,

尤

其在金丰度较高的古老变质岩区
,

更是砂金成矿的

有利地区
。

, 文 欲

【 】王义文
,

地质与勘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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