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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东北两个金矿床的矿物特征

王晓燕 毕于润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

义兴寨和耿庄金矿在黄铁矿形貌
、

成分
、

结构
、

赋金形式及金矿

物特征等方面
,

存在明显差异
,

这是由不同的成矿条件及成矿过程造

成的
。

关键词 矿物特征 金矿床

五台古陆区是山西省重

要的金矿成矿区
。

矿床分布

受北西向裂谷控制
,

矿化区

构造复杂
。

基底为五台群变

质岩系
,

岩浆活动频繁 图
,

矿化在时空上与岩浆活

矿区地质概况捆甘沮州翩作劳岭飞妇,工成起沈跳兹肠矿巴叼砚烈脚滴

动密切相关
。

义兴寨和耿庄金矿是其中两个

类型不同的矿床
。

本文主要讨论黄铁矿和金

矿物的特征
。

义兴寨

介

义兴寨矿区

矿区位于繁峙县义兴寨乡
。

出露地层为

五台群台子底组黑云斜长片麻岩
,

有不同程

度的混合岩化
。

南北向的剪切裂隙控制主要

矿体
。

中生代岩浆活动频繁
。

金矿体由黄铁
·

矿石英脉
、

多金属石英脉和断裂蚀变岩组

成
。

耿庄矿区

矿区位于繁峙县伯强乡
。

区内地层主要

为五台群木格组黑云斜长片麻岩
、

角闪片岩

和绢云母石英片岩等
。

在北西向的 断层

和北北东 , 的 断层交汇处
,

产生了耿庄

隐爆岩
。

隐爆岩由超浅成浸人的复式岩株及

各种隐爆角砾岩组成 李生元
, 。

矿

体受隐爆岩中次级小断裂控制
。

黄铁矿特征

扮一。
图 晋东北地质略图

一新生界 一震旦系 一五台群 口 一第三纪

玄武岩 ,心一燕山期石英斑岩 占一燕 山期花岗闪长岩 一

燕山期隐爆角砾岩 一断层

形貌

义兴寨矿区黄铁矿可分为 期

工呈星散浸染状分布于围岩中
。

可见

立方体晶形
,

条纹稀疏 镜下多呈 自形粒状

结构
,

多被溶蚀
。

脉石为石英和方解石
。

呈条带状
、

块状分布于矿体中
,

粒

径小于
,

呈五角十二面体
,

条纹细

酬立
。

本文 年 月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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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

台阶状生 长
。

镜下呈半自形粒状
,

多被

长碎
。

常见金矿物呈包裹体赋存于黄铁矿

中
,

或分布在黄铁矿晶隙间
,

成色较高
,

多

为自然金
。

分布在矿体中
,

颗粒大小不一
,

有

不同程度的破碎
,

呈他形或半 自形立方体
、

五角
一

几面体及其聚形
,

生长层明显
,

与硫

化矿物
、

蹄钞矿物共生
。

镜下多被交代
。

金

呈包裹体分布在黄铁矿
、

黄铜矿内
,

有时沿

裂隙交代黄铁矿
。

金矿物以银金矿为主
。

沿矿 脉裂 隙分布
,

呈 半 自形 聚形

品
,

粒径大于
,

生长纹细
,

出现歪

晶
。

共生矿物为方解石
。

对本区黄铁矿晶形进行测定
、

统计
,

常

见单形依次为 众方体
、

五角十二面体和八面

体 聚 形 为
、 、

卜 及 一 等
,

形态

复杂
。

八面体势遍出现
,

表明成矿较浅
。

因

受裂隙控制出现歪晶及串珠状连生
,

晶棱圆

化
,

表明物质供应具方向性
。

耿庄矿区黄铁矿分为 期

早期
一

浪浅黄色
,

细粒 自形立方体
,

分布 于围岩中
, 一

般不含金
。

中期呈黄一黄绿色
,

粗大
,

自形程

度不等
,

分布在金属矿石中
,

含金量少
。

晚期 健黄自色
,

多为块状
,

与脉石

矿物伴生
,

不含金
。

品形统计结果表明
,

耿庄矿区黄铁矿以

立方体
、

五角十
一

几面体及其聚形为主
,

其他

品形少见
。

立方体条纹粗大
,

系由不连续岛

状生 长层造成
,

此时硫逸度低
,

温度梯度

大
,

不利于片状生长层生长
。

五角十二面体

正条纹多见
,

立方体品形向五角十二面体晶

形演化明显
。

由于 围岩冷却速度快
,

物质供应不充

分
,

而立方体黄铁矿结晶能力强
,

可在较差

环境品出
。

而矿体内部物质供应充分
,

冷却
速度慢

,

出现复杂聚形 〔’〕 。

所以
,

根据黄

铁矿的品形分带
,

可判断成矿期次和矿体富
·

集部位
。

与其他地区相同
,

本区黄铁矿含金量随

晶形复杂化而增高 表
。

一般 品形

黄铁 矿 含 金 性 好
。

化 学 浸蚀 实验 表 明
,

晶形常出现结晶环带 〔” ,

这种 内部

不均匀的结构有利于金在黄铁矿中的聚集
。

表 黄铁矿晶形与含金性关系

矿矿 床床 晶形特点点 资料来源源

产产 地地地地地

小小秦岭岭 刘 星星

金金 矿矿 含金爪高高

团团结沟沟 含金员低低 吴尚全全

金金 矿矿 一。卜 最高达 “

陕陕西卡林林 名 一 邵沾涟涟

型型 金 矿矿 不 一

赣赣 北北 一 含金低低 陆仲和和

某某金矿矿 晶形复杂杂 富矿地段段

苏苏 联联 含金低低 推库洛娃娃

某某金矿矿 一 川 窗矿形态标型型

义义兴寨寨 笔者者

金金 矿矿 及其聚形形
,

最高达

耿耿庄金矿矿 笔者者
一 为主主 一

大大麻花沟沟 含金低低 笔者者
一。为主主

化学成分

黄铁矿化学成分见表
。

表 黄铁矿化学成分
样样号号 产 状状 一

一 义兴案黄铁矿矿石
,, ‘

石

呈呈呈 立方体体体体体

一 黄铁矿黄铜矿矿石石

一 石英一黄铁矿矿石石

一 蚀变围岩岩 乡
,

一 氧化矿石石

一 多金属矿石石
‘

耿庄毒砂闪锌矿矿石石 刀 石

闪锌矿黄铁矿矿石石 名

中科院地质所分析
。

黄铁矿 中 平均为
,

平均
,

比值均为
,

说

明黄铁矿的含金量变化并未影响黄铁矿的

比值
。

红外光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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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红外光谱图 图 上
,

吸收峰

位置随着含金量增加不发生位移
,

一般在
一 ’、 一‘和

一 ’处
,

只是吸收峰

形状逐渐收缩变锐
。

耿庄矿区黄铁矿的红外

吸收峰形状宽缓
,

不同于义兴寨矿区黄铁矿

的红外特征
。

一 一 月

图 黄铁矿红外光谱

编号为耿庄矿 区样品
,

其余为义兴寨矿区样品

计算
一 ’ 、 一 ’ , 处 吸 收

峰峰高比值 , ,

随含金量增加
,

也增大
,

基本成线性关系
,

可作为判断黄铁

矿含金程度的标志
。

黄铁矿的红外吸收峰位置
,

与含金址变

化无关
,

即 未进人黄铁矿结构
。

或

的成分变化引起了吸收峰形状的改变
。

金矿物特征

义兴寨矿区

金矿物为各种成色的银金矿
、

自然金
、

偶见金银矿
,

笔者还发现了蹄金矿
。

金的蹄

化物仅次于具有工业意义的金矿物
。

金矿物

粒度一般为
,

形状不规则
,

也可见完好的晶形
。

金矿物形态可分两期

早期结晶形态好
,

多呈包裹体
,

成色较高

晚期形态不规则
,

多被充填交代
,

成色低
。

自然金成色一般为
,

最高达
。

银金矿成色变化
,

反映了不同阶段形

成的特点
。

蹄金矿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见表
。

啼

金矿与自然金
、

蹄秘矿物平衡共生
,

呈乳白

色
,

非均质性明显
,

红略具绿灰色
,

无内反

射
,

双反射为浅黄棕色
。

本区成色高的金矿物几乎都与黄铁矿关
系密切

。

这是因为 易进人硫化物晶格
,

代替其中的阳离子
,

使成矿溶液中银浓度下

降
,

则沉淀出的金矿物成色高
。

金矿物普遍含
,

蹄秘矿物为金的沉

表 金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样样 号号 合计计 名称称

义义义 一 乃 银金矿矿

兴兴兴 北 一 石 银金矿矿

寨寨寨 鸿 自然金金

南南南 一 】 乃 自然金金

银金矿矿

南南南 一 蹄金矿矿

耿耿耿 金银矿矿

庄庄庄 金银矿矿

一 刀 月 银金矿矿

北京大学地质系探针室分析 引 自张维根
。

淀剂
,

与金有一定亲合能力
。

与蹄秘矿物共

生的金矿物成色较高
,

可 以把蹄秘矿物的出

现作为金富集的一个标志
。

耿庄矿区

金银系列矿物较少
,

与黄铁矿伴生
,

偶

见于石英中
,

多呈不规则脉状几乎交代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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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生金属矿物
,

尤其以交代闪锌矿最为普

遍
。

粒 径 一 般 大 于
,

个 别 达
。

镜下呈浅黄色
,

含银多时
,

颜色发

白
,

硬度低
,

均质
。

以低成色银金矿为主
,

个别为金银矿

讨 论

综 七所述
,

义兴寨矿区和耿庄矿区在矿

物特征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

前者黄铁矿晶形

复杂
,

出现歪晶及连生现象
,

含金性好
。

金

矿物普遍含
,

以 自然金
、

银金矿为主
,

还发现 了蹄金矿
,

高成色的金矿物与黄铁

矿
、

蹄秘矿物关系密切
。

另外
,

黄铁矿的红

外吸收峰形状较尖锐 而耿庄矿区黄铁矿晶

形简单完整
,

条纹粗大
,

含金性差
,

红外吸

收峰形状低矮宽缓
。

以金银矿为主
,

主要赋

存在闪锌矿中
。

从矿床的形成环境和过程来看
,

义兴寨

矿区含矿脉带受近南北向断裂控制
,

成矿是

在构造
、

岩浆的多次活动下形成的
。

从盖层

的残留体可推断
,

本区古生代前以缓慢隆起

为主
。

进人中生代
,

出现强烈块断
,

形成小

刑的南北向断裂
,

为中生代晚期的次火山一
仗人岩浆活动提供了前提 ① ,

进而控制了岩

浆作用晚期的金
、

银多金属矿化
。

金矿物在

南北向断裂带中富集
,

矿化连续
,

在断裂交

汇处
,

矿化变富增厚
。

本区岩浆岩具有从基

性 中性 酸性一酸偏碱性的分异过程
,

围

岩蚀变强烈
,

有利于金及其他相关元素的活

化
、

迁移
、

沉淀
。

另外
,

五台群古老变质岩系
,

金的背景

位也较高
,

总之
,

义兴寨矿区具有 良好的成

矿环境
,

矿质来源多
,

供应充分
,

出现大量

硫化物
、

啼化物
、

砷化物及啼
、

砷
、

秘
、

硫

的交叉化合物
。

蹄可与金化合
,

形成磅金矿

物
,

所以当矿床中出现较多的磅化物代替硫

化物时
,

金品位增加
。

砷
、

锑
、

镑也是如此
,

当元索组合由

型 型 型转变时
,

与金关系就越

密切
。

景淑慧 研究后发现
,

在以黄铁

矿为主
,

有毒砂和其他秘矿物的矿石类型
,

即硫一砷 秘过渡的元素组合中
,

金矿物生

长加大明显
,

矿化富集 如果在毒砂一黄铜

矿一黄铁矿组合的矿石中
,

即有硫洲 ,

砷过渡

的元素组合
,

金矿物生长加大不显著
,

矿化

有富集地段 在方铅矿一闪锌矿和含硫盐组

合的矿石 中
,

即没有硫
、

砷过渡的元素组

合
,

矿化弱
,

没有固相金析出的基础
,

所以

矿石品位低
。

义兴寨矿区贯通的硫一砷一蹄一该必元素

组合是金的携带者
,

促使金矿化富集
。

而耿庄矿区次火山岩浆侵人一喷发
,

岩

浆沿断裂由深部向地表迁移过程中
,

由于没

有能力冲破地表盖层而停留在地下
,

与围岩

接触
,

先形成坚硬的外壳
,

阻止岩浆继续上

升
。

岩浆中挥发性气水溶液逐渐集中
,

当内

压大于外压时
,

发生隐蔽爆发
,

岩浆的脉动

性活动及发展过程
,

就是含矿溶液分离和聚

集的过程
。

矿体出现在隐爆角砾岩筒内
,

受

隐爆岩的次级小断裂控制
,

属次火山期后中

低温热液裂隙充填网脉型矿床
。

因控矿构造

小
,

次级裂隙发育
,

隐爆岩本身疏松多孔
,

使成矿物质封闭条件差
,

趋于分散
·

,

矿石品

位低
。

本区黄铁矿的形貌特征就反映了成矿

条件差
。

本区矿化元素组合与地层元索组合一

致
,

反映矿质主要来源地层
。

因成矿温度

低
,

矿质来源单一
,

使围岩蚀变弱
,

矿化不

强烈
,

矿石矿物组成简单
,

未见磅秘矿物
,

只是硫化物和硫盐矿物
。

当铅
、

锌
、

铜
、

银

大量形成硫化物
、

硫盐矿物时
,

金降至伴生

金位置
,

矿床成为综合型多金属矿床
,

所

以
,

耿庄矿区金品位低
,

金矿物成色也低
,

下转第 页

户山西 地质队
, ,

义兴寨矿区初步勘探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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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列反应而形成金矿
。

一 一
”

壑 丝
。 杏

一

一
壑 丝 土

泛
一 ’ 叶 ,

下

根据上述地质
、

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作

用地球化学分析
,

归纳出该金矿床的成矿地

球化学模式 图
,

图中强调 以下几个方

面

该模式主要从总体考虑矿床成因
,

没

有划分矿化分期
。

矿床形成主要与重熔型花岗岩和闪长

粉岩脉关系密切
。

模式中成矿热液的物质成分主要来 自

岩浆热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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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由于矿床的成矿环境和成矿

过程不同
,

造成了这两个金矿床的矿物特征

存在明显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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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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