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丛贫汤勒淑
,

,

黄马金矿床中黄铁矿的标型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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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

据黄狮涝山一马山 简称黄马

矿的标型
、

含金性
、

矿化富集规律
、

矿床系沉积
、

热液叠加改造成因
。

关键词 黄马金矿床 黄铁矿

金矿床 中主要载金矿物一一黄铁

形成机制等方面分析
,

提出该金

标型意义

区 内燕 山期 中浅成 中酸性岩株与岩枝

脉 广泛发育
,

主要有金 口岭
、

铜官山和

马 山岩体
。

马 山岩体与金矿床在空间上关系

密切 图
。

岩 矿 工 作

留系滨海相砂岩

黄马金矿床位于长江 中

下游多金属成矿带的铜陵成

矿区内
,

构造上处在扬子准

地台下扬子台坳贵池一繁昌

断褶 束铜 官 山背斜的 东 南

翼
。

矿 区 出 露 地 层 为 志
,

泥盆系上统陆相砂岩
,

石

介

炭系滨一浅海相灰岩
,

以及二叠系
,

三叠系

下
、

中统
。

泥盆系上统五通组 分两个岩性

段 下段 , 为石英砂岩
、

粉砂岩
、

页岩
,

底部有厚 一 的底砾岩 上段

原定为 石炭 系高丽 山组
,

地科

院南京地科所李汉民等据该段内所含化石改

定为泥盆系上统
。

该段与下段呈连续沉积过

渡
,

上部普遍发育黄铁矿
、

胶状黄铁矿
,

局

部见火 山碎屑物质和层凝灰岩
。

泥盆系五通组上段
、

石炭系黄龙组下段
’ 与二叠系栖霞组 是区内重要

的沉积一改造型铁
、

硫
、

金矿
一

床 的赋 存层

位
。

铜官山背斜区内
,

有北东向纵断层
、

北

西向横断层
、

北北西和北西西向斜断层
。

其

中以纵断层规模最大
,

泥盆系与石炭系层间

断裂是主要的控矿断裂构造
。

炯睦市

尸
一

金口岭
店门口

—

包

图 铜陵黄马金矿地质略图

一现代堆积 一第三系大通组
一

一三典系中 卜

统 一二必系
一

一石炭系中上统 一泥盆系 统

一志留系 加一石英闪长岩 占一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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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的物理特征

山表 可以着出

黄铁矿多为淡黄一浅稻黄色
,

随含金

欣增高而呈黄一铜黄色
。

晶形以他形晶粒状

为 卜
,

另有少谈立方体 岩体和矿体 中的黄

铁矿无 , 舀面条纹 围岩 中则不然
,

表 明与

成矿有关的结晶环境相对稳定 五角十二面

体仅在马山金矿和围岩中见及
。

黄铁矿粒度
舀

般较细
,

马 山矿
一

段的较粗
,

黄狮涝 山矿段

次之
,

岩体 中的最小
。

黄铁矿的电磁性
,

以

马山址强
,

其他为弱至中等
。

黄 铁 矿 的 显 微 硬 度 一 般 为
一 ,

黄狮 涝 山较 马 山的略 低
,

含金黄铁矿显微硬 度往往偏低
,

原 因是有
、 、

等杂质加人
,

改变了黄铁矿的

内部结构
,

使 蛋占体发生线状位移
。

此外
,

包

裹体的存在
,

也会降低其硬度
。

故黄铁矿硬

度的大小可以指示矿化程度
,

是找矿评价的

标志之 一 。

黄 铁 矿 的 晶 胞 参 数 。 为 一

人
,

马 山矿段与理论值接近
,

黄狮涝

山矿
’

段与围岩 中的略低
。

这与黄铁矿形成时

的硫 逸 度和温 度等有关 硫逸 度低时
,

减小 较高温度
一

形成的黄铁矿晶胞较小
。

黄铁矿的爆裂 温 度为 一 ℃
,

有利 金矿化的温度为 一 ℃
,

尤以

一 ℃最佳
,

富矿段内的黄铁矿多在此

区 间 ℃的黄铁矿几乎 无工业价值
。

故黄铁矿的形成温度
,

也是一个找矿评价的

标志
。

马 山矿
‘

段 黄铁矿的热 电性均为 一
空穴 泞型

,

热 毯系数 值为 一 拜

℃
,

预测更深部将出现混合导型和电子导

型 黄狮涝山矿段上部的黄铁矿
,

一空穴

导型占
,

局部出现混合导型和少量 一
电 子 导 型

,

值 覆 盖 范 围 一

产 ℃
。

统计结果表 明
,

黄铁矿含金

址与 值 呈 一三相 关
。

如 的 值
· ·

拜 ,

含金量
一 。

高值区

适与富矿部位相重叠 ℃的矿

石含金量往往低于工业品位 围岩 中的黄铁

矿空穴导型占
,

值较低
。

由此可见
,

黄铁矿的热电性特征可为寻找盲矿体提供信

息
,

也是重要的找矿评价手段和标志
。

成分特征

由表 可知
,

黄铁矿 中的
、

均较

理 论 值 低
,

岩 体 中 的 黄 铁 矿 明 显 亏

围岩 中则显著富 矿体 中

的黄铁矿略低
,

介于沉积岩 接近理论值

与岩浆热液型 之 间
,

显示 了矿床 系沉

积并有热液叠加改造的成因信息
。

“ ’

迭
,

色 心

图 黄马金矿黄铁矿 比值图

仿童潜明
,

一黄狮涝山矿体中黄铁矿 一围岩中黄铁矿 一马山

矿体中黄铁矿 一黄马岩体中黄铁矿 一与岩浆岩有关的

矿床 一沉积改造矿床

、

含量不高
, ,

而岩体 中黄铁矿的 为
。

·

据宋

焕 斌 资 料
,

为 热 液 成 因
,

为火 山岩型
、

沉积变质热液型
。

对比



之下
,

岩体中黄铁矿显示内生热液成因
,

矿 多落在斜线上方岩浆热液型矿床范围内 部

体 中黄铁矿则属沉积改造型范畴
。

分则落在斜线附近的 工
、

区之间
,

显示了

矿床 中 。、

含量均不高 表
,

其过渡特征
。

围岩 中的黄铁矿样品多落在斜

除少数样品高达
一 一 一

外
,

线下方 一 的区 ’
,

矿石 中的则

一般均为
一 一 一 。

以 分布于 一 的范围内
。

马 山矿

岩体 中黄铁矿
一

最高
,

达 马 山矿段 段和围岩 中的黄铁矿
,

既具内生成因又有沉

均值 黄狮涝 山矿段 的 仅 占 犯
,

积成因的特征 而黄狮涝山矿段的则主要呈

的 占 围岩中的多
。

由图 可 现沉积成因特征
,

仅小部分为内生成因
。

这

见
,

矿体 中黄铁矿 。 的样品投影 也揭示了黄铁矿是不 同成因
、

不 同期次的产

点
,

多落在靠近 。 的斜线下方沉 物
。

积改 造型 矿
一

床 范畴
。 。 的 样 品

,

表 黄马金矿床黄铁矿特征表

冲

项项 目目 马山矿段段 黄狮涝山矿段段 马山岩体体 围岩岩

颜颜色色 淡黄一浅稻黄色色 淡黄一浅稻黄
、

铜黄色色 淡黄色色 浅黄绿一浅稻黄色色

晶晶形形 多为不规则形
,

少见立方体和和 多为他 形
,

少见立 方体 局 部部 他 形
,

细 粒
,

偶偶 多为他形
,

少见立方体
,

表 瓜瓜

五五五角十二面体体 发育 见立方体体 有纵纹 偶见五角 仁二而体体

粒粒径 众 一 ,

以 仓 一 居多多 刀 一 ,

以 一 居多多 众 为主主

电电磁性性 强强 弱一中性性性 弱 中性性

显显微硬度度 一 一

品品胞参数 入 一 一

爆爆裂温度 ℃ ,

有利成矿温 度为为 一 ,

有利成矿温度为为 一

一 ,

热热电性性 一 空 穴 导 型
, 一一 一 空 穴 导 型 为 主

,

占占占 一空穴导型 占
,,

召 ℃
。

深 左右出现现 石
,

一 。

局部部部
一 电子导型 出现 混 合 导 型 和 为 负值值值 一电子异型占

,,

卜卜卜卜 一 的 一 电子导型型型 一

,

一 一
一 刀

一 月 刀 一
‘

石 石 一
,

一

勺勺 月 乡 刀

占
‘ ,

占
,

一 一
,

一 乡 刀 乡 名 乃

乃

万 火 只

一 名 】

一 一

勺勺 石
一

勺勺
,

月

一 一 几

一 刀

一 石

注 内为样品数 分母为平均值
。



、

含谈 一般较低 平均值
,

多数
。

以

作为内生和 同生沉积成因界限 据王奎仁
,

,

则本区黄铁矿的成因属后者
。

、 、 、 、 、

含量
,

岩

体中的黄铁矿含 最高
,

黄狮涝山矿段的

次之
、

含最
,

分别以 围岩和马 山矿

段的最高
、 、

含量则以黄狮涝 山

矿
‘

段的为最
,

次为马山矿段的黄铁矿
。

金在黄铁矿 中的赋存状态

通过反光显微镜
、

电子探针和化学物相

等方 面的观察
、

分析研究
,

发现金主要呈微

细粒和次显微状态存在于黄铁矿中
。

金的粒

径 一 料 。

呈微粒状
、

麦粒状嵌布于黄

铁矿
一

晶隙中
,

这
一

部分金系黄铁矿在重结晶

过程 中将其归并聚集所致 呈枝叉状
、

微脉

状嵌布的金
,

则系后期含金溶液充填于早期

黄铁矿晶隙或隐微裂隙中沉淀而成
。

对黄铁

矿
‘

的化学物相研究表明
,

包裹金 占金总量的

一 ,

这一部分次显微金与黄

铁矿同期生成
,

当属无疑
。

同位素地质特征

硫同位素组成特征 矿体与岩体黄铁

矿 中 占 ,

这与拉张环境 下海底热体

系的特征
,

相似
,

也反映 了岩体
一

与矿体 中硫均一化程度较高
。

围岩黄铁矿 中

的 护 含量与矿石 中的相差甚大
,

且均为

负值
,

这与生物作用等因素有关
。

铅 同位素组成特征 如表 所示
,

岩

体
、

矿体和围岩黄铁矿 中的铅
,

均为年轻正

常铅
。

由表 可见
,

铅同位素组成特征
,

矿

体与围岩的近似
,

而与岩体的差别较大 岩

体 中的 明显较低
,

指示矿床

物质主要来 自围岩
。

据黄狮涝山矿段 一 线间充填交代

黄铁矿 的铅模式年龄为 一 模

式
,

与马 山岩体的年龄相近
。

综上所述
,

可 以认为 占大 部分的结核

表 黄马金矿床黄铁矿同位素组成特征表

位素素 马山岩体体 马山矿段段 黄狮涝山矿段段 田夕奋奋

占占
,

一
一

一 石 一 一

名 一

刘刘 乡 一

乃

, 一 刀
,

石 乃 一 刀

因 石 石 石

片 ,

名

训 冲

内的为
、

砚均数
。

状
、

细粒以 及胶状黄铁矿
,

是 同生沉积成

因 同时也有小部分 中粗粒黄铁矿 包括其

中的金矿 确为燕山期产物
,

后者叠加于前

者之 上
。

矿床形成的机理是 早石炭世同生

沉积作用形成的含金黄铁矿
,

经受长期地下

热卤水渗滤交代作用
,

金矿在适当的部位得

到 初步富集 燕山期构造一岩浆活动作用
,

带 来 了部分
、 、 、 、 、 、

、 、

竿成矿物质
,

叠加在 同生沉积
· ·

的含金黄铁矿上
,

并在有利构造部位甲一倾

没背斜的倒转翼
,

富集成为金矿床
。

其物理

特征和化学组分在不 同部位表示出来的差

异
,

说 明存在着成 因的不 同和生成时期不

气

此外
,

黄狮涝山矿段上部
,

还遭受到后

期氧化
,

由于次生淋滤一富集作用
,

导致局

部金品位增高
,

粒度加大
,

而成色降低
,

形

成了本区独具特色的铁帽型金矿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