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戈塘金矿中含炭硅质角砾岩成因浅析

朱恺军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通过对含炭硅质角砾岩的岩石学
、

岩石化学及地球化学特征的研

究
,

论证了该岩层是由沉积作用形成
,

其物源主要来自上覆龙潭组沉

积地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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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塘金矿床是黔西南地区的一个大型微

细粒浸染型金矿床
。

矿体赋存于上
、

下二叠

统古岩溶面上
,

呈似层状
、

透镜状产出
。

上

覆地层为上二叠统龙潭组
,

由砂页岩夹灰

岩
、

硅质岩及煤层组成 下伏地层为下二叠

统茅 口组
,

主要 由厚层状生物碎屑灰岩组

成 含矿层为龙潭组底部一套含炭硅质角砾

岩层
。

对该层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矿床的形

成机制和找矿标志
。

前人对含炭硅质角砾岩

层的成因有不同的认识 〔’
、 、

〕 ,

笔者通过

野外及室内研究
,

认为龙潭组底部的含炭硅

质角砾岩层是沉积作用形成的
,

主要依据如

下

含矿底砾岩层产状

矿床产于下二叠统茅 口灰岩古岩溶面上

的一层含炭硅质角砾岩中
,

受古岩溶面起伏

变化的控制
。

角砾岩层厚度变化较大
,

为
,

在古岩溶面突起的地方砾岩层

变薄乃至消失 在古岩溶面下凹的地方砾岩

层厚度增大
,

矿体厚度与含炭硅质角砾岩层

变化完全一致
,

因而在剖面上呈不连续的透

镜状 图
。

含炭硅质角砾岩层的主要岩

图 戈塘金矿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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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类型有含炭硅质角岩
、

泥质角砾岩
,

其次 划分出若干不同的岩性分层
,

发育最完全地

是含炭细粒石英岩
、

含炭硅质页岩
,

可能还 方可达 层之多 贵州省地矿局 队
,

有少量灰质角砾岩
。

含炭硅质角砾岩层虽无
。

含炭硅质角砾岩层与下伏地层呈岩

明显的沉积层理
,

但根据岩性的不同
,

仍可 溶不整合接触
,

界线明显
,

下伏灰岩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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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硅化
、

黄铁矿化现象
,

古岩溶面表层的灰

岩普遍发育一层厚度小于 的重结晶

壳
,

说明含炭硅质角砾岩层曾经历过热液活

动
,

有一定强度的碳酸盐化
,

但并未发生大

规模的硅质交代作用
,

这与角砾岩胶结物中

发育碳酸盐脉和碳酸盐一石英脉现象相一

致
。

含炭硅质角砾岩层与上覆地层呈整合接

触
,

它们在岩性特征和矿化元素含量方面均

呈一定的渐变过渡关系
。

含炭硅质角砾岩层

的顶
、

底板地层均无明显的构造变形或破碎

作用
。

由此可见
,

含炭硅质角砾岩层是沉积

形成的底砾岩层
,

而不是构造角砾岩
。

角砾岩的岩石学特征

角砾岩中角砾大小不一
,

分选性差
,

而

且棱角分明 照片
一

,

并常见
“

碎斑
”

结构

照片
,

反映角砾没有经过远距离搬运
。

照片
“

碎斑
”

状煤角砾

角砾成分复杂
,

主要有含炭硅质角砾
、

泥质

角砾
,

还可见到煤角砾及碎裂的黄铁矿晶

体
。

茅 口灰岩中没有煤层
,

而且很少见到粗

粒黄铁矿
,

与底砾岩成分相差甚远
。

而上述

不同成分的角砾在龙潭组中都能见到
,

其中

存在有含炭硅质岩
、

含炭质泥岩
、

煤层及黄

铁矿含量可达 的富黄铁矿层 贵州省

地矿局 队
, 。

根据上述讨论
,

我

们推测含炭硅质角砾岩层是龙潭组早期沉积

物 尚未完全固结时
,

遭受剥蚀再沉积形成
。

角砾岩大致可分成含炭硅质角砾岩和泥质角

砾岩两种
,

但角砾岩中往往是多种角砾成分

并存
,

并以某一种角砾为主
,

这种角砾成分

的不均一性说明了硅质角砾并非是成矿期硅

质交代作用所形成
。

角砾岩的岩石化学特征

对硅质角砾岩和泥质角砾岩进行了常量

元素分析 表
,

角砾岩 中化学组分主要

有
、 、

艺
、

和
,

其中

含量 一 一
,

反 映角砾 中含一定量 的泥质成分
。

茅 口灰岩为厚层状生物碎屑灰岩
,

原岩中不

可能含如此高的泥质成分
,

在矿化期的热液

蚀变过程 中
,

带入如此多的 和

的可能性也很小
。

同时从表 中还可发现
,

一般硅质角砾岩中
、

的含量都较

低
,

仅个别样品的胶结物中含大量方解石而

导致 含量升高
。

因此
,

含炭硅质角砾

岩由碳酸盐角砾硅化而来的可能性极小
。

但

角砾岩的岩石化学组成与上覆龙潭组的含炭

硅质页岩和含炭泥岩的成分却十分相近
,

从

表 中还可 以看 出
,

角砾岩 中主要成分
、 、

艺
、 、

等的含量

基本上都界于含炭硅质页岩和含炭泥岩之

间
,

很明显
,

角砾岩的物源来 自龙潭组含炭

硅质页岩
、

含炭泥岩的可能性更大
。

角砾岩中微量元素组成特征

对茅 口灰岩
、

龙潭组中含炭硅质页岩及

矿化的底砾岩进行了微量元素的分析对比研



表 戈塘金矿不同岩石的岩石化学组成

样样号号 岩石名称称 ,, ,, 烧失量量

含炭泥质岩岩

含炭硅质页岩岩

矿化硅质角砾岩岩 乃
一 ,

名 名

刀

矿化泥质角砾岩岩 名

样品由南京大学地质系侧试
。

究 表
,

在灰岩中
,

除了活动性较强的

表 戈塘金矿不同岩石中微 元素的含里 为
岩石名称

地层时代
样品数

一刁

一

茅 口 灰岩 含炭硅质页岩 矿化泥质砾岩 犷石

竺

征上
,

龙潭组含炭硅质页岩及含炭细晶石英
岩中含金分别达到

一
和

一 ,

表

明这些岩石中金有了初始富集作用
,

比含金

背景仅
一 的茅 口 灰岩更有利 于成

矿
。

角砾岩中稀土元素分布特征

茅 口灰岩
、

龙潭组含炭硅质页岩及含炭

硅质砾岩矿石中稀土元素含量见表
,

从表

中可 以 看 出
,

灰岩 中的稀 土 含 量 很 低
,

艺 仅 一。一 ,

一般情况 下
,

中也是贫稀土 的 王 中刚
, ,

因此
,

灰岩发生硅化后
,

其稀土的总含量也不会有
·

表 戈塘金矿不同岩石中稀土元素含
一‘

样品由华东有色勘探局 队测试
。

元素
、

的含量高于含炭硅质页岩外
,

其它亲铁
、

亲铜元素的含量都低于含炭硅质

页岩
,

这与前人统计的不同类型沉积岩中微

量 元 素分 布规 律 完 全 一 致 刘 英 俊
,

。

茅 口灰岩 中 的含量高于硅质页

岩
,

而 的含量低于硅质页岩
,

因而它们

在 值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

含炭硅

质页岩 值为
,

茅 口灰岩的

值高达
,

反 映龙潭组形成的环境 比茅 口

组更靠近陆地
。

矿化底砾岩在微量元素含量

及 值等方面
,

与龙潭组硅质页岩基

本一致
,

而与茅 口灰岩相差甚远
,

表明矿化

底砾岩与龙潭组含炭硅质页岩之间存在一种

内在的联系
。

此外
,

在成矿元素 含量特

样样号号

岩岩石名称称 茅口 灰岩岩 矿化角砾岩岩 含炭硅质页岩岩
,

石 刀刀
,

石 石

石

一

一

名

,

艺艺 夕夕
,

占占
、、 百百

样品 由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测试

大的改变
。

而硅质角砾岩矿石的稀土总量都



大于 一 ,

远远超过了茅 口灰岩的稀

土含量
,

而与含炭硅质页岩的稀土含量相

似
。

从稀土配分曲线的形态来看 图
,

硅质角砾岩矿石和含炭硅质页岩的稀土配分

模式基本一致
,

富轻稀土
,

贫重稀土
,

配分

曲线右倾
,

斜率大
,

大于
,

而

茅口灰岩却相对富重稀土
,

贫轻稀土
,

配分

曲线的斜率小
,

值仅为
。

从

稀土的配分特征来看
,

硅质角砾岩矿石与龙

潭组含炭硅质页岩的关系更为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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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戈塘金矿不同岩石的稀土配分曲线

含炭石英岩的氧同位素组成 粒周围为炭质所包围
,

与含炭硅质角砾的结

前已述及底砾岩层中存在含炭石英岩
,

构完全不同
。

对含炭石英岩及氧化矿石中的

呈黑色
,

孔洞发育
,

石英颗粒大小均匀
,

颗 白色石英岩进行了氧同位素研究 表
。

含

表 不同成因的硅质体中氧同位素组成
产产状状 样号号 岩石名称称 占 阶阶 资料来源源

戈戈塘塘 含炭石英岩岩 刃 本文文

金金矿矿 含炭石英岩岩

风化次生石英岩岩

现现代海洋硅质岩岩 尤 】
,,

、

南南非太古代地层层 硅化灰岩
、

硅化蒸发岩
、

原始沉积缝石岩岩

硅硅硅化火山岩岩

炭石英岩与次生的多孔状白色石英岩在氧同

位素组成上非常一致
。

前人研究表明 低温

条件下
,

地表水一般不会改变隧石石英的氧

同位素组成
, ,

隧石在变

质过程中 占’“ 也基本不发生变化
, 。

因此
,

可 以认为含炭石英岩的

氧同位素组成保持了原始沉积时的氧同位素

组成
。

对照世界其它地区不同成因的隧石氧

同位 素特征发现
,

戈塘 矿 区 含炭石英岩

夕 不 同于硅化灰岩或原始沉积的隧石石

英
,

而与火山岩有关的隧石的氧同位素组成

相近
。

在晚二叠世早期
,

戈塘金矿西北方向



的晴隆地 区有大量玄武岩的喷发作用
,

因

此 推测该矿区龙潭组底砾岩层中含炭石英

岩及部分硅质胶结物是与火山活动有关的硅

质沉积
。

杨瑞东 研究了贵州晚二叠

世硅质岩类的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后认为 该

区大多数硅质岩的形成是与玄武岩喷发和深

大断裂的热水活动有关
。

由此可见
,

在底砾

岩形成过程中有 的沉积作用
。

根据上述讨论
,

笔者认为戈塘金矿赋矿

围岩一龙潭组底砾岩是由沉积作用形成
,

其

物源主要来自龙潭组早期的沉积物
,

部分胶

结物中 是准同生期与热泉有关的硅质

沉积
,

成矿期的硅质交代作用并不强烈
。

因

此
,

今后寻找相同类型金矿时
,

古岩溶面和

底砾岩的发育应作为一个重要的地质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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