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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马金矿床 脉成矿远景评价

王 可 勇 章增风 卢作 祥

中国地质 大 学
·

武汉

本文从地质
、

地球化学
、

石英矿物热发光特征等方面
,

对河南省

灵宝县枪马金矿 脉成矿远景进行了评价 认为该脉深部矿化好

于地表
。

在 标高以下地段有较好的成矿远景和找矿潜力
,

为

矿区进一步预测找矿提供了依据
。

关键词 石英脉型金矿床 成矿远景评价 河南省

枪马金矿是灵宝县最重要的生产矿山之

一
,

自 年建矿至今
,

曾连续多年黄金

产量超过万两
。

但作为主要生产矿脉的

脉
,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

保有储量逐

年减少
。

鉴此
,

加速矿区其他矿脉成矿远景

的评价已成为 当务之急 本次工作选择规模

较大
,

成矿条件较好的 脉为对象
,

重点

研究
、

评价其成矿远景
,

为枪马金矿进一步

预测找矿提供地质依据
。

区域地质概况

矿石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
、

黄铁矿
、

自然

金
、

银金矿等
。

围岩蚀变类型以硅化
、

黄铁

矿化
、

绢云母化为主
。

成矿作用可划分为

个阶段 工 黄铁矿一石英阶段 石

英一黄铁矿阶段 多金属一硫化物阶

段 石英一碳酸盐阶段
。 、

阶段

为主要成矿阶段
。

矿床成因类型属于具层控

性质的混合热液型金矿床
。

脉成矿远景地质评价

枪马金矿区位于小秦岭区域性板石山一
老鸦岔脑一娘娘 山复背斜南翼次一级向斜构

造部位
。

区内广泛发育太古界太华群 中一深

变质岩系
。

岩石类型 以混合岩类
、

片麻岩

类
、

角闪岩类为主
。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

这

些断裂构造多数被基一酸性岩脉充填
,

少数

断裂控制 了含金石英脉的产出和分布
。

在矿区近 范围内
,

现已发现含金

石英脉 条
,

其 中近东西向 条
,

近南北

向 条
,

均以石英脉型金矿化为主
。

脉

规模较大
,

走向 “
’ ,

严向南南西
,

倾角

约
“ ,

、

地表已控制长度约 破碎

带宽 一 ,

由不连续的 个石英脉

体和糜棱 岩等组成
,

含脉率平均 为 “
。

据现有工程揭露
,

在 一 标

高区间
,

脉矿化不好
,

主要表现为 ①

矿化类型单一 , 主要发育 工阶段贫金的黄铁

矿一石英脉 ②脉石英含金性差
,

近 个石

英样品含金性分析
,

大多数脉石英含金量仅
几 一 几

一 ,

个别样品达 一 八 ③

矿化极不稳定
,

在 脉内 个较大的石英

脉体发育地段
,

矿化仅局部可达工业品位
,

且总体品位低
,

多在 一 八 范围内

变化
。

由此可见
,

脉浅部 标高

以上 工业价值不大
。

为 了研究 脉矿化向深部变化的

趋势
,

笔者统计了 脉内规模大
、

矿化相

对较好的 , 。,一 , 脉体不同 中段与矿化有关的

一些特征参数 表
。

这些特征参数有如

本文 年 月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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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变化规律

矿化类型在 坑以上
,

以发育

第 阶段含少量黄铁矿的乳 白色石英为主
,

矿化差 而在 一 坑
,

石英脉中的浸

染状
、

团块状黄铁矿含量明显增高
,

局部并有

阶段黄铁矿细脉叠加其上
,

矿化变好
。

标高
,

名

冲

表

矿化类型

阶段为主

阶段为主

工阶鼓为主

工阶段为主

阶段

阶段

脉矿化特征参数垂向变化统计
含脉串

,

石英脉均厚
,

名

平均倾角

。

“

约
。

脉石英含金量
,

,

沸

,

‘、‘︸一

⋯
︸八

乡

唱一中一

·
括号内为样品数

,

标高数据仅供参考
。

从 , 坑到 坑各 中段含脉率

和石英脉的平均厚度有增大的趋势
,

表明矿

化向深部连续性变好
。

为了便于对比
,

各 中段均分析石英

中的含金量
,

它虽不能代表矿石的金 品位
,

但反映了矿化向深部有变好的趋势
。

一 , 脉体浅部圈定有一个小矿体
,

厚
,

平 均 品位
。

探矿过 程

中
,

矿
‘

山在其深部 一 坑发现 了矿

化较好的矿体 说明 脉从地表到深部都

有一定规模的矿化
,

且向深部矿化变得更连

续稳定
。

研究证实
,

长期被认为是 两条独立

矿脉的 脉和 脉
,

实为 同一条矿脉
,

其实际长度已超过
。

按 舍尔曼

有关断裂切入深度的计算方法
,

该

脉切人深度至少在 以上 说 明

脉在 坑以下断裂还有较大延伸
。

根据

区域对 比
,

小秦岭金 矿带 已证实在

标高以下仍有矿体存在
,

成矿条件与枪马金

矿 脉类似的安底金矿 , 脉矿体控制的

最低标高已达
。

由此推测
,

脉深

部有矿脉延伸和 卫业矿
一

化存在
。

地球化学评价

化探原生晕测量是 目前公认为少数几种

比较有效的找金评价方法之一
。

本次工作系

统采集了 脉现有 个中段的石类脉和蚀

· ·

变构造岩样品
。

每个样品分析了与金矿化关

系 比 较 密 切 的
、 、 、 、 、

、 、 、 、 、

等 种元素
,

并利用这些元素的空间分布
、

分带特点
,

对

脉成矿远景进行 了评价

脉成矿元素原生晕
、

地球化学

异常特征

脉化探原生晕分析结果 图 表

明
,

以 元素异常范围为 中心
,

其他各元

素异常均围绕其重叠分布
。

元素异常的

形态代表矿体或矿化相对富集地段的空间形

态
。

不 同元素异常形态和浓集 中心位置不

同
、

元素异常范围大
,

浓集中心位

置在 异常的头部范围
、

元素浓

集 中心位置处在异常范围的上部 元素

浓集 中心位置在 异常范围的头至上部

元素浓集 中心位于 异常范围的上 至

中部 。、

元素异常形态相似
,

其浓集

中心均位于 异常范 围的下至尾部

元素浓集 中心位于 异常范围的下部
。

上

述特点表明
,

不 同元素对矿体有不 同指示作

用
。

由此可建立 脉矿体不 同部位成矿指

示元素组合特征及模式 表
。

从 图 和

表 可以看出

一 抗
,

脉走向上出现

两个较小的多元素综合异常区
,

代表该脉上

部两个局部矿化较好的地段
,

但规模小
,

工

业价值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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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以下
,

存在两个规模较大 表 脉矿体不同部位元素组合特征

淤
部部位位 异常元素组合合 特征元素素

头头部部
、 、 、 、 、 、 、

上上部部
、 、 、 、 、 、 、 、、

、

中中部部
、 、 、 、 、 、 、

尾尾部部
、 、 、 、 、 、 、 、

断
灿鞍︸

料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的多元素综合异常区
,

特别是反映矿体头
、

上部的指示元素
,

如
、 、 、

等

具有较大的异常范围和强度 说明 坑

以 下
,

特别在 以 下 地段
,

脉有较好的成矿远景
。

各元素异常长轴均沿倾向延伸
,

说

明矿化在倾向上比较稳定
。

元素轴向分带特点

据 脉近 个岩石地球化学分析资

料
,

利用元素分带指数法 表
、 、 ,

建立 了 脉整体元素垂 向分带序列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这一分带顺序
,

同金矿床

理想分带模式 据谭铁龙硕士论文 ‘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 、 、

相 比
,

作 为

矿体头部指示元素的 的位置明显靠下
。

耐撇姚

回津

,
‘‘
、

盛

认摘以、

氏

一 一 一

表

由此推测
,

脉深部可能有较好的矿化存

在
。

不同中段元素平均含量原始数据表

中中段段 样数数
,

万
,

夕 名 刀
‘ 、 ‘

月 月
一

名
’’

名

乃乃 乃 石

表 原始数据标准化表

中中段段

刀刀 石石
,

石石
,

乏乏
,

月 石石

石石
‘‘ ‘

乡乡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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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元素分带指数表

中中段段

刀 刀 乃 力 刀 力
·

漂 力
,

刀 乃
, 、 ‘

刀
一

刀

刀
,

川 乃

综 合上述 两点
,

脉 坑以 下存

在较强的 多元素综合异常
,

在 一

坑虽然尾 晕元素
、

向下有增大的趋

势
,

但头晕元素
、

含量也较高 头晕

元素的叠加
,

以及元素的垂 向分带序列 中

元素位置 的 明显靠下
,

均说 明 脉

坑 以 下 矿 化 有较大 的 延 伸
,

特 别是

以下有较好的成矿远景
。

石英热发光评价

另外
,

石英的含金性与石英热发光积分

强度也有密切关系 图
。

图 表明
,

高

含金量等值线区与热发光积分强度介于

一 区间的等值线范 围在空间位置上相

吻合
。

热发光强度值 的等值线范围

表 不同热发光特点的石英中微且元素

含盆 币 对比表

石英热发光类型

综合 脉 个石英样品天然热发光

曲线特征
,

按其形态的不 同可划分为 个类

型

热发光曲线为一单调上升曲线
,

在

℃温度范围内
,

无发光峰值出现
。

石英热发光 曲线在 ℃范围内出

现一较缓低峰
,

峰值对应的温度约 ℃
。

石英热发光曲线在 ℃附近出现

一较缓的低峰值
。

热发光曲线在 ℃范围内
,

具有

较强的双峰特点
,

其峰值所对应的温度分别

为 ℃和
。

热发光 曲线在 ℃附近出现一尖

锐高峰
。

石英热发光与金矿化的关系

对具上述 种不 同类型热发光特点的石

英所 含微量 元 素 统计 结果 表 表 明
、 ’

两 类石英
、 、 、

等

主要成矿元素含量较高
,

表明具这两类发光

特点的石英与成矿关系密切
,

矿化作用相对

较好
。

石石英热发光光 样数数

曲曲线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乃

月月

鸿 石石

乡

、、、

入
‘

卜乏段想想。。

鄂
’

丫
、

、

犯犯

图 发光强度积分值与含金 空间

变化关系对比图

一含金量等值线 一发光强度积分值等值线

与热发光积分强度值 的等值线区间

内石英的含金量低
。

由此可见
,

石英热发光

积分强度可作为石英脉含金性评价的一种标

志
,

石英热发 光积分强度在 一 范

围内含金性好
,

矿化作用较强
。

从 图 看

出
,

介于 一 区 间的石英热发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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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强 度等值线 范围 在 坑以 下 稳定延

伸
,

且 向深部有扩大趋势
,

表 明 脉在

坑以下地段有较好的矿化存在
。

综合以上多种评价方法
,

对 脉深部

成矿远景的预测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脉从地表向深部矿化类型 由简

单到复杂
,

含脉率
、

石英脉平均厚度
,

石英

含金性有增高的趋势
。 一

反映 了 脉深部矿

化变得连续稳定
。

地球化学 原生 晕分析结果 表 明
,

脉深部 坑以下 发育有较强的多

元素综合异常
,

特别是深部叠加发育较强的
、

元素异常
,

预示了 脉深部有较

好的矿化地段存在
。

脉地球化学元素垂向分带序列

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与理想的金矿地球化学

元素轴向分带序列比较
,

元素在分带序

列的位置明显靠下
,

表明了 脉较深部仍

有较好的矿化发育
。

‘

石英热发光类型和热发光积分强度

同金矿化有直接的密切联系
。

脉石英热

发光积发强度介于 一 时
,

含矿
一

性

好
。

脉石英热发光积分强度介于 一

的等值线空间向 坑以下有稳定

延伸
,

范围也有扩大趋势
,

亦表明该脉深部

有较好的成矿
一

远景
。

综上所述
,

认为 脉深部 坑以

下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

在野外工作期间得到枪马金矿领导
、

地

测科和我校小秦岭金矿科研院的大力支持和

协 助
,

成文过程 中得到魏文芹副教授的帮

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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