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丛梦汤勒奴
,

,

宁夏金场子氧化带金矿床石英矿物学研究

沂卜 朝 霞
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矿区内与金银矿化有关的石英和地层石英脉中的石英
,

在杂 质 元

素含贫
、

热发光特征和红外吸收强度等方面具有明显的 差 异
。

前者杂

质元素含皿高
、

天然热释光曲线为多峰型
、

红外吸收强度大 , 后 者 杂

质元素含量低
、

热释光曲线为单峰型
、

红外吸收峰强度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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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场子金矿床位
一

于腾

格里沙漠南缘
。

这里气候

干旱
,

氧化带 厚 度 大 于
。

氧化带的主 要 组

成矿物为黄钾铁矾
、

针铁

矿
、

方解石
、

石英
、

自然

金和 自然银等
。

石英分布广泛
,

矿体及 围 岩 中 均可见

到
。

金矿石中的石英无色透明
,

呈细脉状
、

团块状
、

角砾状产出
,

偶见晶洞中的石英晶

簇
。

银矿石中的石英呈黄白色
,

半透明
,

多

呈团块状产出
。

矿体顶板强硅化石英砂岩中

的石英呈灰白色
,

半透明
。

地层 中常可见乳

白色致密块状的石英
,

呈脉状产出
。

石英的化学成分

从表 可见
,

本矿区石英的
、

含

量都较高
,

含量为 平均
,

含量为 八 平均
,

而一般石英
、

含量不超过
〔 〕。

与其他石英比较
,

金银矿石中的石

英以
、

含量高为特征
,

尤其是 的含

量
,

比非金银矿石中的石英高一个数量级

矿体顶板强硅化石英砂岩中的 石 英 以

含量高和含一定量的 为特征三 地层 中的石

英杂质元素的含量明显低于与金银矿化有关

的石英 包括金银矿石中的石英和矿体顶板

强硅化石英砂岩中的石英
。

石英的热释光特性

石英的化学组成和晶体结构高度稳定
,

用低灵敏度的研究方法很难得出提供地质成

因信息的晶体结构参数的微小变化
,

而石英

热释光的灵敏度很高
,

峰值稳定性能良好
,

在某些情况下能获得有关成因的信息
。

据石英天然试样的热释光特征 图
、

表
,

可将本矿区的石英分成两种类型 单

峰型和多峰型
。

属于单峰型的只有地层中的

石英 一 ,

其特点是只有一个发 光峰
,

位于 ℃
,

峰形平缓对称
,

发光强 度 小
,

辐照后试样的发光强度增大 表
,

加热至

℃退火后
,

再经过辐照
,

试样的发 光 强度

进一步 增 强 表
,

主发 光 峰 的 温度从

℃移至 ℃
,

且在低温 区 出 现 两个峰

℃
、

℃
。

除地层中的石 英 外
,

其

他都属于多峰型
,

其共同特点是有多个发光

峰
,

发光强度大
,

但各种石 英 间 又 有所不

同
,

分述如下

金矿石 中的石 英 一 热发

光曲线 出现 个峰 图
,

主峰位于 ℃
,

峰形开阔对称
,

℃处的发光峰象 于 主峰

上
,

呈一小平台状
。

其他两个峰较小
。

辐照



石英的杂质元素含纽

样 号 采 样 位 置
,

衰

一

一

一

一

金矿石中

银矿石中

矿体顶板强硅化石英砂岩中

地层石英脉中

。

。

。

。

。

。

。

。

。

。

。

。

。

。

。

勺乙﹄城一内,自人︸

⋯
甘︸甘甘

曰舀

口人,几,工丹才自口比︺‘

⋯
甘

、

为湖南地矿局实验 试中心分析
,

其他为本校侧试中心分析
。

峥值计数 峥值计数
一

一

一
一 悦 沙

啥口

一

一

叫 左二二乙型全甄 、 , ‘
沪

伙一 , 一淤弃哪 ‘ 一甲一 , , 一书二或军二弃班叶
‘叼 以】 」 吞目

林一了﹄舀

电吸呀、礴,储沉以伙‘

一

‘

,口‘‘十肚丰

吐

图 金矿石中石英的热释光曲线

一天然试样 , 启一加热至 退火后

辐照试样 , 十 月一辐照试样

图 石英天然试样的热发光曲线

石英天然试样的热释光特征 表

℃

样 号 。 。 ‘”。 类型

一

一

一

一

。

。

。

。

。

多峰型

多峥型

多峰型

单峥型

﹄﹄一了︸一

⋯
一

一舀

一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化所卢良才测定
。

石英 月试样的热释光
。

特征 裹

样号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口﹄吕

﹄月舀月﹄
月

八幼八︸目﹄,上州了

,上八‘

乙

。

卢良才测定 ,

辐照剂量为 ‘ 。

后试样发光强度增大
,

主峰 峰 形 变 得更开

阔
,

并随着辐照剂量增加
,

低温区发光强度增

大
。

当辐照剂量 从 增加到

时
,

主峰从顶点在 ℃比较圆滑的倒 型
,

变为在 ℃之间成 为一 个 平 台 图
,

且 ℃的峰消失
,

并在 ℃又出现一

个发光峰
。

加热至 ℃退火后再 经 过辐照

的试样
,

热发光强度急剧减弱 降低了一个

忍



石英 退火 月试样的热释光

样号

特征
。。 。

表

茄瓜
。 。。 峨。

一

一

一

一

。 。
一

。

。

。

。

。

。

。 。

。

卢良才测定
。

数量级
,

峰形也发生了变化
,

在 ℃

范围出现一个非常平缓的发光峰 图
,

表
。

银犷石 中的石 英 一 热发

光曲线 出现 个发光峰
,

主发光峰 位 于

℃
,

峰形开阔
,

不对称
, ℃的 峰重叠于

主峰上
,

另在高温区出现两个发光峰 峰值

’隔很小
,

为
、 ,

图
,

表
。

辐照后试样的发光强度增大
。

加热 至 ℃

退火后再辐照的试样发光强度减小
,

发光峰

的位笠由天然试样的 ℃移至 ℃ 表
,

。

强硅化石 英砂宕 中的石 英 一

热发光曲线 出现 个峰
,

主峰 位 于

℃
,

峰形紧闭尖锐
,

左右不 对 称
,

高 峰 区

℃ 出现一个小发光峰
。

辐照 后 试样

的热发光强度明显增大 主峰发光强度增加

倍
,

主峰位置由天然试 样 的 ℃移至

℃
,

其他峰的位置也略有移动 表
,

并出现几个新的发光峰
。

加热至 ℃退火

后再经过辐照的试样
,

与天然试样相比
,

热

发光强度变小
,

发光峰增多
。

综 上所述
,

地层 中的石英与和金银矿化

有关的石英 包括金矿石中
、

银矿石中及矿

体顶板强硅化石英砂岩中的石英 之热释光

特性不 同
,

从天然试样的热发光曲线来看
,

地层中的石英为单峰型
,

热释光强度小
,

而

与金银矿化有关的石英则为多峰型
,

热释光

强度大
。

夹皮沟金矿床中的含金石英脉中的

石英也以多峰型的热释光曲线为 特 征〔 〕。

玲珑金矿床中的石英热释光曲线也有类似特

征
。

可见石英夭然试样的热释光特 性对于

找矿具有一定意义
。

从加热至 ℃ 退火后

再经过辐照的试样的热释光特性与天然试样

的热释光特性的关 系来看 表
,

表
,

地

层中石英的发光强度增大
,

而与金银矿化有

关的石英发光强度减小
。

据研究
,

样品加热

后会产生摧毁原有缺陷和生成新的附加 电子

一空穴两种效应
。

高温形成的矿物加热后主

要以第一种效应为主
,

因而强度降低
,

低温

矿物则产生相反效应
,

强度增高〔 〕。

可见
,

与金银矿化有关的石英形成的温度可能高于

地层中的石英
。

对天然石英热发光进行 的 大 量 研究表

明〔魂 〕,

℃区间的发光峰与 一 卜

这 里 是
, 、 ,

可能还

有 一
、

一 空穴中心有 关

℃区间的峰可能与 “ 、 “ 十

等 电 子 中心

有关
。

人工合成石英的热释光研究表明
, 只

有在石英中加入 杂质时才对其发光峰有影

响〔 〕。

本矿区 个天然石英试样的热发光曲线

在 一 ℃都未出现发光峰
。

矿体顶板强

硅化石英砂岩中的石英 一 和银矿石中

石英 一 的热释光曲线
,

主发光峰位于

℃左右
。

石英杂质元素分析结果表明 表
,

也只有这两个样含有 杂质
。

可见 一

, 一 的主发光峰可能是由 杂 质 所引

起

刘星
,

山东玲珑金矿东山矿床成因矿 物学
、

围岩蚀

变
、

成矿机制及模式 硕士论文
,

年
。



矿区石英的红外吸收峰强度 表

样 号

收 峰 频

, , 。。

率 一 ’

’、

一

一

一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吸一一

本校测试中心张保民测定
。

石英的红外谱学特征

本矿区石英的红外吸收峰频率相差小于
一 ’ ,

但同一频率的吸收峰强度有 明显区

别 表
。

对于 同种物质在相同测试条件下
,

波数

相对位移
,

峰强度是 晶体结 晶态的参数
。

晶

体中杂质含量少
、

晶体缺陷少
、

结晶好
,

则

波数相对位移量小 反之含杂质多
、

晶体缺

陷多
、

结晶差
,

则相对位移 量 大
、

峰 强 度

高
。

但实测石英红外光谱的波数 值 相 差 较

小
,

而引起计算误差大
,

采用峰强度作为晶

体含杂质的多寡
、

晶体完善程度的标志
,

更

有利于减少计算误差
。

在石英红外吸收 谱 中
,

除 一 ‘吸

收峰较宽阔外
,

其他吸收峰尖锐 表
,

较宽

阔的 。

“ 处的吸收峰还列上了半 高宽
。

从表 可见
,

金矿石中的石英吸收峰强度最

大
,

地层中的石英吸收峰强度最小
,

说明前

者含杂质较多
,

结晶较不完善 后者杂质含

量少
,

结晶程度较高
,

这与石英的化学分析

结果相吻合
,

金矿石中的石英各种杂质的含

量都较高
,

而地层 中的石英较纯净
,

各种杂

质的含量都较低 表
。

从表 还可见
,

就

一 ‘的吸收峰的半高宽 , 。,
来看

,

从金矿石中的石英 , 银矿石中的石英 , 矿体

顶板强硅化石英砂岩中的石英 , 地层中的石

英逐渐减小
,

其 含量也逐渐降低 表
。

可见 与 含量具有正相关关 系
。

山东玲珑东山矿床中的石英红外吸收谱也有

类似规律
。

综 七所述
,

本矿区与金银矿化有关的石

英 包括金银矿石中的石英和矿体顶板强硅

化石英砂岩中的石英 和地层 中的石英在杂

质元素
、

热释光特性和红外吸收峰强度等方

面都有明显的差别
。

杂质元素含量较高
、

天

然热发光曲线为多峰型
、

红外吸收峰强度大

的石英与金银矿化有关
,

可作为矿区寻找和

圈定金银矿体的一个矿物学找矿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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