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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 以元素的物理
、

化学及地球化学性质出发
,

探讨了火 山

热液型金矿中以异常的形成机理
。

根据西藏洞嘎金矿化点土壤 中 以
异常的特征

,

推断其与金矿体的关系
,

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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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及
、

等元 素

作为找金指示元素的矿例
,

在许多文献中均

有报道
,

而分散元素 的异常能作为找金

矿指示元素的矿例报道很少
。

本文根据西藏

洞嘎金矿点的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资料成果
,

试图描述 异常与金矿化具有一定的 内在

联系
。

用以指出次生晕 异常在金矿普查

过程 中具有较好的指示作用
。

的物理
、

化学性质

及异常形成机制
在化学元素周 期 表 上 属第 五 周 期

、

第 号元素
,

与 珑
、

同属第 族副族

元素
,

其特征 电子 为
’“ ,

为亲硫铜 型 离

子
。

的地壳丰度值很低
,

仅为 气

是 的
,

但在热液中 的富集程 度

比 高
。 、

在 自然界 的硫化物 中共

生
,

这是 由
、

物理
、

化学性质相 似所

致
。

从 以 下 物 理 常 数 来 看
,

密 度 福 为
,

锌为 熔点 锅为

℃
,

锌 为 ℃
,

沸 点 锅 为 ℃
,

锌为 ℃ 硬度 锅为
,

锌为 导 电

性 锡为
,

锌为
。

从化学特性来看
,

比 的电离能高
,

较不易氧化
,

易与 形

成稳定 的化合物
,

自然 界 中 较 更

为稳 定
。

在 还 原 条 件 下
,

中低 温 成 矿 期

多进人 闪锌矿
、

黄铜 矿等一类 四 面配

位体的硫化物中 高中温期多进人黝锡矿晶

格中
。 、

与 化合 时共生
,

与 氧化合

时分离
。

在氧化条件下
,

与 次配

位离子在一起存在于 直
、 、

的矿物

中
。

在表生条件下
,

一般趋于分散
,

而

以 则 相 反
。

这 是 因 为 在 强 氧 作 用 下
,

一
,

也 可 被
,一

交 代
,

形成更稳定的
,

的硫酸盐和碳酸盐

微 溶 或 不 溶 于 水 而
,

或者 被 犷
一

交 代形成
,

二者溶解度

均较大
,

很容易随地下水或地表水流失
。

因

此
,

土壤 中的 比 相 对富集而形成异

常
,

在土壤地球化学测 量 中如有 明显的

异 常显示
,

可能预示该 区有 良好 的 找矿前

景
。

洞嘎金矿点的地质

及 异常分布特征

地质概况

洞嘎金矿点位于雅鲁藏布江断裂北侧
,

区 内大面积出露 白蛋纪 中酸性火 山碎 屑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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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岩性为杂色凝灰岩 岩浆岩广泛分布
,

有燕 山期花岗岩
、

喜山期闪长岩和次火山相

隐爆流纹斑岩
、

花岗斑岩
。

矿化体总体呈北

西 向雁式展布
,

单个矿化体的走向为东西或

北西 向
,

矿化体多受硅化带或硅化破碎带控

制
。

区内矿化蚀变普遍
,

且种类繁多
,

主要

蚀变有硅化
、

钾化
、

绢云母化
、

红化
、

青磐

岩化
、

高岭土化
、

角岩化
、

阳起石化等
,

与

金矿关系较密切的蚀变主要是前五种
。

主要

金属矿化有 自然金
、

黄铜矿化
、

方铅矿化
、

闪锌矿化
、

黄铁矿化
、

毒砂矿化及孔雀石
、

铜蓝
、

褐铁矿化等
。

的分布特征

洞 嘎地 区 的 背景含量为
,

产如均一

略高于维诺格拉多夫 年统计 的 的

地壳丰度值
,

低于泰勒

年统计的地 壳丰度值
,

显 示

了该区 量不丰富的特征
。

事实上
,

区 内

尚未发现 的独立矿物
,

其他矿物 以闪锌

矿
、

黄铜矿含 最高
。

在洞嘎地 区的 个 异常地段
,

均有

次生 异常分布
,

其 中
,

普钦木
、

么

线 的 一 号 点
,

雄 村
、 、

线 的

一 号点
,

洞 嘎 一 线的 异常分

布地段
,

异常非常发育
,

含量在
又 一

一
一

之 间 图
, ,

在上述
、

异常分布地段
,

已发现达到

边界品位的金矿化体
。

在金矿化体周围的土

壤 中
,

异常比
、 、

等元素的异常

清晰
,

显示 了很好的找矿指示作用
。

异常在金矿普查
中的找矿效果

在低温热液矿床中主要赋存于 闪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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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洞嘎金矿化地段元素异常分布图

·

图 雄村金矿化地段元素异常分布图



矿
、

黄铜矿一类四面体晶格的矿物中
,

并能

形成独立 的硫锅矿
。

在表生地球化

学作用下
,

易富集于 土壤 中
。

因此
,

的次生异常对寻找与硫化物关系密切的火山

热液型金矿具有 良好的指示意义
。

图
、

所示 的是洞 嘎金矿点两个异 常

地段各元素的次生晕异常
。

从 图 中可 以看

出
, 、

异常分布基本一致
,

并在异常

中心均见有金矿化体产出
。

在雄村 矿 化地

段
, 、 、 、 ·

纯 等的异常主要分布在

金矿化体周围
,

显示 出异常元素具水平分带

特征
。

在洞嘎金矿化地段
, 、 、

异

常与金矿化体分布具一致性
。

上述各元素异

常的分布特征表 明
,

异常对找金 的指示

作用更好
。

为了进一步揭示
、

异常的 内在关

系
,

抽取普钦木矿化地段 的 件 土壤样 品

的
、

分 析数据 进行 线性 回 归 分 析
,

、

的相关系数为
,

回归方程为

一

抽样地段 的土壤样 品 中
,

户山 平均含量

为
一 ,

最 高 含 量 为 丫 一

而 矿化体中 的平均 品位为 科
,

最 高

为
。

表明 从岩石至 土壤 的迁移过

程中
,

其贫化度 为
。

为使公式运

算合理
,

取置信度
,

可按 以下 公式 由

土壤中元素含量推算达边界 品位 的矿化体
。

即

矿化体 洲一

推算结果表明
,

凡
、

异常叠加地

段
,

含量高于 『
,

含 址 高于
,

就有可 能发现达边界 品位 的金

矿化体
。

根据这一推断结果
,

在洞嘎和雄村

矿化地段发现 了 条矿化体
,

平均含量

为 一
。

说 明 异 常应 用 于

该区普查找金可取得很好的地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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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金矿床元素分带序列的新方法

李 扬 邱德 同 季峻峰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矿床元素分带序列的确定通常是基于对地球化

学剖面的研究
,

可 由矿床原生晕 图直接归纳 出来
。

这种方法以其直观明了的特点得到 了广泛 的应用
。

但是
,

在具体工作过程中
,

完整的典型剖面选择 常常

具有一定的困难
,

根据剖面图圈定的元素分带序列

就显得不够全面
、

准确
。

本文利 用 一种新方法
,

即逐

步回归多元统计方法来确定金矿床元素的分带序列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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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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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原理

基于逐步回归的基本原理
,

笔者以赣西北地体

两个典型金矿床为例
,

针对 矿化强度不 同的样

品组合
,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

确定不同矿化阶段 中

的回归方程
,

揭示微量元素在不 同矿化阶段 中

的地球化学行为
,

从而 阐明整个矿化过程 中微址元

素的活动历史
,

建立元素的分带序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