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至金矿化域 一 一 组合中各元素

地质特征差异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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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对皖南东至金矿化域中
、 、

组合特 征 研 究表明
,

三者在

不同矿化阶段及在矿体中的分布规律
,

不同地质背景的相关组合特征
,

以及各元素矿化的物化条件均存在很大差异性
,

在找矿 实践中 掌握各

元素地球化学行为的差异
,

能更好地指导找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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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卡林型金 矿床中
, 、 、

等

常呈矿化元素组合 出现
,

有时 与 形 成
·

金属互化物
,

多数乃至绝大多数 呈 次 显

微单体或不可见 赋存在于
、 、

的

硫化物及其硫酸盐矿物 中
,

故常把
、

等

当作找金的指示元素来预测盲矿体
,

这是强

调它们之间共性的一面
。

但地质环境的复杂
·

性以及各元素地化性质的差 异
,

又使它们显

示诸多分异性特征
。

在皖南东至地区
,

分布一些低品位的卡

林型金矿化点
, 、 、

呈矿化元 素组

合 出现
,

肉眼可见辉锑矿脉
,

年代末至

年代初
,

不少地质单位把锑矿脉当作金矿找

矿标志
,

结果遇到 了不少困难
。

通过研究
,

、 、

多呈伴生关系
,

而非严 格共生
,

反映在它们的矿化特征上具有分离性特点
,

这 说明只有正确认识矿化元素之间的共性和

异性
,

才能更好地指导找矿
。

金
、

锑矿化空间的分异性

在皖南东至金矿化域
,

金常与辉锑矿伴

生
,

在整体空间分布上
,

它们却 呈 分 离 特

征
。

如该区较典型的花山 金矿 图
, 、

同沿东西走向的 展布
,

到 断裂 东 端二

者开始分离
,

矿转向北东 方向
,

而 矿

本研究为国家 “ 七五
”

攻关项目子课题
。

则继续沿东西向断裂延伸
。

究其原因
,

金矿

化受早期弧形层间滑动断层控制
, , 是 在

此断裂上的后期复活
,

金矿化是早期构造活

动的产物
,

锑矿化 则是晚期活动的产物
。

、 “、

矿化阶段的

分异性

根据野外观察和室内矿相学研究
,

本 区

矿化阶段性明显
,

大致可分为 个阶段
,

各阶

段矿物生成顺序见图
。

成岩后生作用期黄铁矿一毒砂硫化

物生成阶段

在此阶段
,

毒砂在地层中呈浸染状和稠

密浸染状聚集
,

呈独立矿物存在
,

是 的

主矿化阶段
。

毒砂多为半 自形和 自形 的 柱

状
、

针柱状颗粒
,

以放射状集合体产于细粒少

碎屑岩内
,

热液蚀变不发育
。

毒砂 单晶

含量变化较大
,

原子百分比变化范围为
,

反映出 矿化过程中温 度 的 不 均

一性和毒砂快速结晶生长的特 点
,

杨书桐
, 。

早期构造岩桨活动期 的 金 属硫 化

物一绢英岩化阶段

此阶段是层间滑动断层
、

同熔型花岗质

岩浆及热液活动最密集的阶段
,

也是金的主



八 一一 一
月

之
户

氏粉
一 , 一叫

,

一 尸尹斗

氏 嗯匕

先
千 仪 分

、廷

十 主

水 乃 〔一护

勺户、

许家山

卜
,, 砖

〔心

。淤 犷
‘ ,

》 福
七犷

⋯⋯ 、”

⋯
。⋯沪

曰
,

团 团 团
今

图 皖南东至金矿化城花山金矿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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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泥质条带灰岩 , 乓 一炭质页岩
,

顶部为泥灰岩 , 一花 岗闪长斑 岩 , 一断 层 ,

一断裂破碎带 , 一矿体

进式交代碳酸盐岩围岩
。

有黄铁矿
、

毒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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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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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阶段
。

与金矿化有关的热液蚀变多为黄

铁绢英岩化
,

呈团块状
、

条带状
、

块状以渐

闪锌矿
、

黄铜矿等多种硫化物矿物形成
,

毒
二

砂多呈脉状
,

少量的 开始

以类质同象形式进人矿物
。

后期构造活动脉状辉锑矿矿化阶段
早期金矿化构造活动结束

,

角砾岩
、

金

矿化蚀变岩亦形成
,

晚期构造活 动 使 东 西
向断裂复活

,

伴之形成各种形状的次级裂隙

和孔洞
,

为辉锑矿的充填提供 了 有 利 的 空

间
。

辉锑矿以脉状构造为主
,

针状晶形
,

解
‘

理发育
,

可见聚片双晶
。

有少量黄铁矿
,

毒

砂已很少
,

开始以类质同象形 式 进 入辉

锑矿晶格中
,

含
,

但 含 量

很少
。

此阶段以硅化为主
,

且先于辉锑矿矿



化
,

见后者胶结前者
。

硅化以脉状或团块状

为主
,

系典型的酸性淋滤作用所致
。

第四
、

五矿化阶段分 别 为脉 状 硅

化
、

碳酸盐化和表生叙化阶段

是大量脉石矿物和表生矿物形成阶段
,

标志着原生矿化阶段结束
。

不 同地质背景 中
、

和 相关关系的差异性

为了探讨
、 、

在不 同地 质背景

中的相关关系
,

作者对 个原生 晕 样 品 中
、 刀 、 、 、 、 、 、 、

、 、 、 、

个元素的光谱 分析

结果 由华东有色地质勘查局研究所实验室

测试
,

数据略 作数据处理
。

首先通过因子分

析把样品分为两类来考虑
,

因子为
、 、

等基性元素组合
,

为地层背景类 因子

为
、 、

组合
,

为矿化背景类
。

地层背景中元素相关特征

在地层背景中的相 关矩 阵 上 表
,

与 的相关系数为
,

而与 的相关

系数仅有
,

这说明在早期地层沉积成岩

作用期
,

与 相关性更密切
,

因 为主要

载金矿物黄铁矿在早期就与毒砂共生在一起

了
。

另外在 型聚类谱系图上 图
,

成矿

元素
、 、

组与地层背景元索
, 、

组分离还不明显
,

它们之间还具有一定的

相关性
,

这说明成矿作用前元素之间的相关

组合性不强
,

彼此都很分散
,

矿化元素还没

有与其他元素分开
。

肠肠肠

图 地层背景中 型聚类分析奋系 图

南京大学现代分析 中心测试

矿化背景中元素相关特征

在矿化背景中的元素相关矩阵上 表
,

与 的相关系数为
,

与 的相 关系

数为
,

两者相差不大
,

说明在矿化过程

中三元素显同类型特点
。

在 型聚类谱系图

上 图
,

矿化元素
、 、

组与 地层

东至金矿化域地层背 , 中元素相关矩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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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元素
、 、

组分离开 了
,

相关 性也小

了
,

这说明 成矿作 用使
、 、

发生 了

改造和富集
,

与地层背景元素分离开来
。

以上特征说明
、 、

在不 同地球

化学作用系统 中显示不 同的地球化学性质
。

在沉积作用背景中
, 、

得到较好 的初

始宫集
,

二者具明显的地球化学亲合性 在

后期成矿作用过程中
,

三元素为同一组合
,

“
跳离

”

地层地球化学背景
,

加入
、

组合
,

显示矿化背景特征
。

、

成矿作用物
化条件的差异

包裹体成分特征
、

表

由表 可以看出
,

含 石英 脉之 石英

包裹体中含
、

相对高
, 、

相 对 低

图 矿化背 , 中 型滚类分析谱系图

些
, ,

且 盐度 不 高

男
,

’

浓度 不饱和 值
、

显示中性或弱酸性
,

五值辣辉锑矿低的 多
。

表明 矿化是在弱酸性
、

弱氧化 溶 液系统

含金石英脉和辉锑矿包襄体成分特征 表

试 液 分 析
,

结

矿 物

果

一

】 卜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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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沉淀富集 而辉锑矿则 在 强 酸 性 〔 二

、

强氧化 的 溶 液

中沉淀富集
。

红外光谱特征

将与辉锑 矿 共 生 的硅 化 脉 制 成 厚
,

长
、

宽分别为
。

和 的 薄 片
,

对其进行 一 ’的红外光谱 扫 摄

图
。

图 中 “ 一‘

为石英本身的 吸收

峰 一 ‘
为 的 吸 收 带

一 ‘为 的吸收带
。

它们的 吸收 光

度分别标为 。、

和
,

用 。 求得

吸收度
,

结果发现其
。二 ,

明 显

小于
,

反映 矿化很差 吴尚全
,

, 。 ,

反映此硅化 脉在超浅成
富水条件下形成

。

以上资料表明
, 、

具有不 同的矿

化期
,

其矿化作用的物化条件有明显不 同
,

金矿成矿在先
,

锑矿在晚期形成
,

是不同地
球化学旋回阶段的产物

。

结 论

皖南东至金矿化域中微细粒浸染型金矿
’

化点较多
,

矿化元素组合多为 一 一
,

以往找矿中只往意到它们的共性 和 共 生 规

律
。

本次则通过对其空间分布规律
、

主矿化
阶段

、

不 同地质背景中元素的相关关系以及

矿化作用物化条件等的系统研究
,

发现它们、

之间的差异性是主要的
。

其主矿化阶段从早
·

到晚依次为 , 。 , 在地层背景中 二

与 相关性很强
,

在矿化背景中
、 ,

才更近于统一
。

这反映了 。 、

矿 化更
具有沉积改造型矿床特征

,

而 矿化 则多具
后生矿床性质

,

此结论与地质事实相符合
。

工作中得到徐克勋和胡受奚教授的耐心

指导和关心
,

安徽省地科所稚复元总工程师

等给予大力支持
,

在此一并致谢
。

图 与辉徽矿共生石英的红外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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