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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新近发现的太阳山金矿的主要地质特征进行了研究
,

认为

它是一个典型的韧性剪切带型金矿 成矿地质特征与金 山金矿相 似
。

其直接控矿构造为北西走向的逆掩推覆韧脆性剪切带
,

成因类型属于

与剪切带有关的变质热液型金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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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属 中低级角闪岩相区域变质作用
,

一些

斜长角闪岩中大量 出现蓝晶石
、

矽线石和铁

铝榴石
。

矿 区东南部混合岩化较为强烈
,

大

量 出现花岗质伟晶岩脉
。

矿区岩浆活动极其微弱
,

仅局部见少量

辉绿岩脉
、

闪长岩脉等
。

矿 区构造 主要 为北 西 向的韧 性 剪 切 带

图
,

局部为后期断裂切穿
。

此 外
,

出

、

入
,

入、
、、

、

浪
‘

义
、

我国前寒武纪地体中的金矿主要集中于

华北
,

而华南除金 山和河台金矿外
,

尚无大

的突破
。

这种现象与华南 中晚元古代变质岩

的广泛分布和韧性剪切带的大量发育是不适

应的
。

自 年 以来
,

华东有 色地勘局 一直

在闽北谬找金矿
,

并 已在老变质岩 区发现一

批金矿 点
,

有的储量 已 达 中小 型
,

仍有

发展 前景
。

作者认为
,

这些发现的地质意义

已超过金矿本身
。

本文就有代表性的建 阳太

阳山金矿进行重点解剖
,

以祈有助于总结闽

北金矿的成矿规律
,

扩大找矿规模
。

成矿地质背景

太阳山金矿位于闽西北地体北部
。

矿 区

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晚元古界建匝群迪 口组

相 当于麻源群大金 山组下 段 , 岩性 主要

为含 或不含 石墨 的斜长变粒岩或斜 长 片麻

岩
、

云母 片岩
,

局部见斜 长 角 闪岩
、

石 英

岩
、

透辉透闪石大理岩夹层
。

以北西 向剪切

带为界
,

矿 区南部主要 出露含石墨斜长变粒

岩或斜长片麻岩
,

东北部主要为各类云母片

、

日 ‘

、

口 团 团

之

袋骊芬

图 太阳山金矿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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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众多的小型同斜紧密褶皱
。

金矿主要地质特征

主要控矿构造

为北西走 向的剪切带
,

控制长度 已超过
,

宽度变化不大
,

一般为 一
,

由

北 西 向南 东 变 宽
,

最 窄处 约
,

最 宽 处

一
。

它是一个较典型的推覆韧脆性

剪切带
,

主要证据有

剪切 带 中 出现 大 量 各 种 糜 棱 岩

类
,

由边部到 中心
,

糜棱岩化增强 由糜棱

岩化原岩一 初糜棱岩一 糜棱岩
,

局 部甚 至

出现超糜棱岩 表现为片理化增强
,

原岩粒

度减小
,

退变质作 用 明显
。

在一些 剖 面上
,

这种变化趋势不很均匀
,

且 出现多 中心剪切

现象
。

在显微镜下清楚地显示 石英出现大

量核峻构造
、

变形纹
、

变形带等韧性变形现

象 长石类矿物多见双晶弯曲
、

膝折及晶体

破裂等脆性变形现象 表明该剪切带为韧脆

性 剪切 带
,

其形 成 条 件 为 中低 级 绿 片 岩

相 ’ 。

剪切 带 中剪切 面 理 倾 角 变 化 于

一
。 ,

局部可超过
。

剪切带中大量 出现大小不等的构

造 透 镜 体
,

大 者 长 轴 可 逾 数 米
,

小 者 仅

一 图
、 ,

长轴 与剪切 面理 的夹 角

清楚地显示该剪切带上盘 北东盘 向下盘

南西盘 逆掩推覆
。

此外
,

剪切带中还发

育大量小规模同斜紧密褶皱
,

其轴面产状 与

剪切面理相近
。

图 太阳山耕山队剥土面北西剪切带素描图

一 斜长变粒岩和斜长片麻岩 一 构造透镜体 一 花 岗闪长岩脉 一 构造 册

动面产状

图 太阳山金矿 ℃之扣 槽头北西剪切带素描图

一 含石墨构造片岩 一 石英等构造透镜 体

一 剪切面理产状

因此
,

笔者认为本区北西剪切带应属逆

掩推覆韧脆性剪切带
。

该剪切带形成后受后

期近东西 向脆性断裂影响而多处出现断层擦

痕和阶步
,

并伴 随有大量各类碎裂岩出现
。

矿体分布与韧性剪切带

矿体多呈长条状
、

透镜状
,

产状与剪切

带剪切 面理一致
,

多 为
”

艺
。

一
。

在平面和剖面上
,

矿体受北西剪切带严格控

制 图
、 、 ,

且多集 中于剪切带糜棱

岩化强烈 的部位
。

矿体地表长 一 ,

延 深 一
,

厚 一
,

大 多 为



。

还发现少量矿体赋存于未受糜棱

岩化
、

但受退变质作用的围岩中
。

图 太阳山金矿 线剖面图

一 斜长变粒岩 一 云母 片岩 一 花 岗质伟晶岩

一 闪长岩脉 一 斜长角闪岩 一 糜棱岩带 一 金矿

体 》

矿石物质组成与金的赋存状态

本矿床的原生矿石类型主要有矿化糜棱

岩和含金硫化物石英脉两大类
。

矿石矿物主

要为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少量铁闪锌矿
、

黄

铜矿
,

偶见方铅矿
、

方黄铜矿
、

赤铁矿
、

毒

砂
、

白铁矿
、

黝铜矿等
。

金矿物主要为含银自

然金
、

自然金
。

脉石 矿物有石英
、

绢云母
、

黑云母
、

白云母
、

石墨
、

绿泥石
、

长石和碳

酸盐矿物等
。

成矿阶段和矿物生 成顺序 见

表
。

电 子探针分析原生矿石 中金 的成色 为

一 粒度为 一 卫 ,

少数

一
。

氧化矿 石 中金 的 成 色 为

一
,

平 均 个 样 粒 度 为

一 伪孔 ,

部分 为 一
,

常见 刀 的明金
。

金主要呈包裹金
、

粒间金和裂隙金 种

形式存在
。

包裹金主要分布于黄铁矿
、

磁黄

铁矿和闪锌矿等硫化物中
,

有时见于石英或

胶状褐铁矿 中
。

粒间金 主要分布 于 石 英粒

间
,

或石英与磁黄铁矿
、

黄铁矿粒间
,

或褐

加东铭恤

图 太阳山金矿 线剖面图

一 斜长变粒岩 一 云母片岩 一 斜长角闪岩

一 花岗质伟晶岩 一 黄铁绢英岩 一 金矿体

一 金矿体 一

一 糜棱岩带

铁矿粒间
,

有时与磁黄铁矿
、

黝铜矿构成连

生体
,

偶见于黄钾铁矾或绢云母集合体间
。

裂隙金主要分布于石英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等显微裂隙中
。

黄铁矿
、

石英和磁黄铁矿是

金的主要载体矿物
,

其赋金量
,

占总体金的

比例分别 约为
、 、 。

褐铁矿
、

贱金属硫化物
、

石墨 中亦赋存少量金
。

金矿床成因的初步认识

作者认为本矿床成因类型为与剪切带有

关的变质热液型金矿床
,

其主要证据是

金 矿严 格 受 剪 切 带控 制 见 图
、 、 ,

相 当一部分金矿石本身即为各

种糜棱岩
。

矿区岩浆活动极其微 弱
,

仅见少

量岩脉切穿剪切带
,

表 明其形成时代较晚
。

这些岩脉未见糜棱岩化现象
。

矿石矿物组合简单
,

以黄铁矿
、

磁黄铁矿为主
。

地球化学异常仅见金异常
,

而
、 、 、

等不 见 异 常
。

金 矿 物

成色较高

笔者认为
,

太阳山金矿的形成应当与北西

向剪切带同时或稍晚
。

太阳山金矿与金山金细
‘



成矿地质特征极其相似 表
。

小 结

表 太阳山金矿成 矿阶段和矿物生成顺序

獭獭獭 黄黄黄铁矿矿 黄铁矿一磁磁 多金属硫硫 石英一破破

掇掇一一一石英阶段段 黄铁矿阶段段 化物阶段段 皿盐阶段段段

黄黄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卜卜卜卜 一一一一一

傲傲黄铁矿矿矿矿 一一

白白铁矿矿矿 卜一一一一一
毒毒 砂砂砂 卜
赤赤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磁磁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闪闪锌矿矿矿矿 一一一
黄黄铜矿矿矿矿 一一

卜
肠肠铜矿矿矿 」」 卜卜卜

一方方黄钢矿矿矿矿 一 一一一
方方铅矿矿矿

一 川川
··

卜卜卜尸尸尸尸尸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

自自然金金金金金金金
含含银 自然金金

石石 英英英英英英

方方解石石石石石石

针针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黄黄钾铁矾矾矾矾矾矾矾

白白铅矿矿

找矿方向

北西 向剪切带的东南部构造变形复杂
,

膨胀
、

收缩
、

转折现象发育
。

国内外资料表

明
,

剪切带中金矿化与其中的扩容构造或脆

性构造关系密切 ‘ ,

而这些构造多在剪切

带强烈变形部位
、

膨胀收缩及 弯曲发育处
。

北西 向剪切带两侧应注意 寻找平行 的 剪切

带
。

剪切带的北西侧矿化 已见尖灭
。

太阳山金矿为典型的韧性剪切带型金

矿
,

控矿构造为北西走向的逆掩推覆韧脆性

剪切带
。

本金矿矿石矿物组合很简单
,

主要为

黄铁矿和磁黄铁矿
,

贱金属硫化物少见
。

金

矿物成色较高
,

多为 自然金和含银 自然金
。

本矿床的成因类型 当为与剪切带有关

的变质热液型金矿
,

一系列地质特征与金山

金矿相似
。

本区下步找矿工作重点应为北西 向剪

切带的东南部及其两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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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太阳山金矿与金山金矿成矿地质特征对比

对对比项 目目 太 阳 山 金 矿矿 金 山 金 矿矿

大大地构造背景景 闽西北地体北部部 江南古岛弧东端东缘
,

赣东北深大断裂西北侧侧

用用岩类型型 中晚元古代建匝群迪 口组含或不含石墨斜长变变 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上亚群浅变质岩系
,

以千枚岩岩

粒粒粒岩
、

斜长片麻岩
、

云母片岩
、

斜长角闪岩等等 为主
,

夹少量火山物质质
控控矿构造造 北西向逆掩推覆韧 一脆性剪切带带 逆掩推覆韧 一 脆性剪切带带
岩岩浆活动动 矿 区岩浆活动极微弱

,

仅见数条后期岩脉侵人人 矿 区外围见与矿化无关的燕山期花岗岩类仅人体体

矿矿石类型型 ①矿化糜棱岩型 ①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型

②②②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型型 ②破碎带硅质岩型

③③③③硅化千枚岩型型

矿矿石矿物组合合 黄铁矿
、

磁黄铁矿为主
,

少量贱金属硫化物
,

毒砂
、、

黄铁矿
、

毒砂为主
,

少虽方铅矿
、

黄铜矿
、、

黝黝黝铜矿及含银 自然金
、

自然金等等 闪锌矿
、

自然金等等
金金的成色色 原生矿石 一 氧化矿石 二 一 男

围围岩蚀变变 黄铁绢英岩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等等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
、

硅化
、、

黄黄黄黄铁矿化化

成成矿温度度 一 ℃℃ 一 ℃℃

硫硫化物占飞 。 一

可可能成因类型型 与剪切带有关的变质热液型型 动力变质热液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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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止涌器的改进

《地质 ‘ 勘探 》 年第 期 上 刊 登

了金刚石钻进用止涌器一文
。

我 队按其原理

图加 二并在钻探工作 中使用
,

出现 两个 问

题 ① 阀芯 上的水 眼 因弹簧压缩而影 响送

水 ② 阀芯在弹簧 中上下运动
,

有时 因阀

芯 与 部接头不 同轴
,

使其不能 ‘ 上接头紧

密接触
,

造成提钻时继续涌水
。

为此对该止涌器进行了改进 见右图
。

水眼改在阀芯顶尖 与弹簧台 阶之 间
,

的是不 因弹簧压缩而影响送水

阀芯 卜部加弹簧座
,

控制 阀芯 的行

程
,

同时对弹簧和阀芯起导正作用

阀芯顶尖锥度变小
,

使其 ‘ 上接头尽

迁同轴
。

改进后的止涌器仅 比原止涌器多一个弹

簧座
,

但可靠程度增加
,

经使用
,

效果 良

好
。

〔五龙金矿 丹 东市 李雪峰 〕

妇妇 一今今饰饰饰
““ 声声川川

一
」

甲甲甲

一一一

原止涌器 改进止涌器

原止涌器和改进后止涌器结构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