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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红花沟金矿成矿地球化学模式

李林华 任振湖
内蒙古有色地勘局第八队

·

赤峰市

本文叙述了红花沟金矿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

并分析了其成矿作

诩地球化学
,

归纳出该矿床的成矿地球化学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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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背景

红花沟金矿包括红花沟和莲花山两个金

矿床
。

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地台与兴蒙海

西地槽交接地带的台区北缘
、

槽台分界线赤

峰一开原大断裂带南侧向槽区的凸出部位
,

即赤峰弧之弧顶内侧
。

区域地层主要为太古

代变质岩系
,

在燕山运动的强烈影响下
,

产

生一系列北北东向
、

北东向断陷盆地
,

在其

中形成了以火山陆源
、

火山碎屑沉积为主的

中生代地层
。

断裂构造发育
,

矿区正处在东

西 向复杂构造带与南北 向断裂的交汇部位
。

岩浆活动频繁
,

主要是华力西期和燕山期浸

人岩
,

尤以燕山期为甚 图
。

口
,

曰 口
图

回 回 团
。

国
赤峰地区地质略图

一太古代以后构造层 一太古代构造层 一燕山期花岗岩 一海西期花岗岩 一楷台分界线 一断裂 一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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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红花沟金矿是产于太古代变质岩中的含

金石英脉型金矿
。

矿 田出露地层以太古界建

平群变质岩为主
,

这套地层既是赋矿层
,

又

是矿源层
。

矿田内侵人岩较少
,

但脉岩极发

育
,

类型繁多
。

闪长粉岩与矿化关系密切
。

矿床受断裂构造控矿明显
。

北北西向压扭性

断裂和南北向断裂为主要控矿构造
。

矿体规模与产状

横向 几矿
’

脉常呈脉带平行或雁行排列分

布 在纵向
,

上部为含石英细脉的蚀变

带
,

向 卜过渡为含黄铁矿的烟灰色石英脉
,

深部为纯自色粗大石英脉
。

矿体规模大
,

如

红花沟金矿 号脉延 长近
,

控制延深

大
。

矿体在矿 区西部一般向东倾
,

而 中部和 西部则 向西倾
,

倾角 一
“ ,

矿体常呈脉状
、

细脉状
、

透镜状和团块状产

石英脉中或石英脉 与围岩的接触带中
。

矿石成分与组构

矿石成分简单
。

金属矿物 以黄铁矿为

主
,

其次有黄铜矿
、

方铅矿和闪锌矿等
,

仅

莲花山 号脉含有较多的磁铁矿
。

金主要

呈 自然金产出
,

其次有银金矿
。

非金属矿物

以了 英为主
,

次有绢云母和方解石等
。

矿石 以条带状
、

块状
、

浸染状构造为

主 主要结构有破碎结构 碎斑结构
、

糜棱

结构
、

细脉交代及充填结构
、

斑状结构
。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主要有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和黄铁矿化等
。

空间上具有

水平分带现象
。

蚀变强度 由矿化带中部向两

侧逐渐减弱
,

由中心 向外分为 带 ①强烈

绢云毋化带 ②片理化
、

绢云母化蚀变带 ③

弱蚀变围岩
。

金的富集规律

金的富集程度 与围岩蚀变强度
、

石英脉

规模及产状等密切相关
。

产于强蚀变带中的

石英脉含金性好 厚度较大的石英脉金在边
· ·

部富集
,

而中间较贫 较密集平行的石英脉

带中
,

靠近底部的石英脉含金性好 含多金

属硫化物的石英脉含金性好 金 与黄铁矿化

关系密切
,

特别是具碎裂结构的黄铁矿含
一

金

性更好
。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地层中微量元素特征

角闪片岩段 中
、 、 、

等主

要 成 矿 成 晕 元 素较 富
,

其 浓 集 系数 为

一
、 ‘ 、

一 变 粒 岩 段 中 除
、 、

、

含量接近克拉克值外
,

其余均明敏

偏低 不同岩性段的斜长角闪岩微黄元索含

量不 同
,

角闪片麻岩段 中斜 长角闪岩
、

含量 明显 高于变粒岩段 中的斜长角闪

石
。

岩浆岩微量元素特征

在 交代一重 熔型 钾 长 花 岗岩 中
,

除
、 、 、 、

含量接近或稍高 ,
二

克拉克值外
,

其他元素含量均较低
。

同斜长

角闪岩
、

角闪斜长片麻岩相 比
, 、 、

含量 明显偏低
,

而
、

含量增 、,
。

表明在由变质岩演变为花岗岩的地质作用过

程 中
,

带出
、 、

等成矿元素
,

而

带人
、

等元素
。

钾长石脉
,

伟晶岩脉
,

长英质脉体中的
、 、 、

浓集系数较大
,

平均值为
, , , 。

表 明该类

脉岩活动期
、 、 、

等元素含 址

高于钾长花岗岩
。

说明
、

等成矿元索

自母体活化迁移向残余熔体富集的趋势
。

从石英脉中元素含量看
,

形成石英脉时

富集的元素有
、 、 、

〕
、

等
,

贫化 的元 素 有
、 、 、 、 、

、

等
。

矿体及围岩中微量元素特征

红花沟金矿矿体及围岩中微量元素含量

列于表
。

由表 可以看出
,

自围岩至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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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红花沟金矿矿体及围岩中微量元素含量

岩岩石名称称 通

角角闪斜长片麻岩岩 刀 刀 刀

蚀蚀变糜棱岩岩 乡 石石 冲 月

含含金石英脉脉
,

万
,

淡淡色闪长扮岩岩
一

暗暗色闪长份岩岩

注 含址为 一
其余元素为

一

气

石 英脉
、 、 、 、

等含量 增

高
,

为蚀变成矿过程中带人元素
、

等在蚀变岩中含量偏低
,

而在石英脉中明显

增高
、 、

等在蚀变岩 中含量较

高
,

表明在矿体前缘和外围较富集 田昌烈

等
。

成矿作用地球化学

的来源

硫同位素组成特征 含 石英脉

中黄铁矿和方铅矿
一

硫同位素测定结果表明

, 值在 。一 。之间
,

多数分

布在 。一
。

以接近陨石硫和

变异小为特征
,

反映硫来源于地壳深部
,

可

能与角闪质片麻岩有关
。

铅同位素组成特征 矿石铅同位素
组成为 二

。

矿 石 铅

单阶段模式年龄为 一
,

其年龄

大于成矿年龄
,

反映铅来源于贫铀区
,

并具

有多阶段演化特征
,

故认为太古代变质岩是

金矿原始矿源层
。

表 红花沟金矿莲花山矿区金矿氢
、

氧同位素组成
样样品号号 采样位耸及地质情况况 乡俞 占’ ,‘。 洲 ℃

一 一 号脉 —中氧化矿矿 一 一

一 一
卜

号脉二 中含矿石英脉脉 一 一

一 一 号脉五 中含矿石英脉脉 一 一

一 一 号脉八中含矿石英脉脉 一 一

一 一 号脉二 中含矿石英脉脉 一 一

一 一 号脉四 中含矿石英脉脉 一 一

一 一 号脉六 中含矿石英脉脉 一 一

一 一 号脉二中磁铁矿石英脉脉 一 一

一 一 号脉六 中含矿石英脉脉 一 一

一 一 号脉七中伟品岩脉脉 一

从矿石中硫
、

铅同位素组成推断
,

金主

要来源于太古界建平群变质岩
。

成矿溶液来源及性质

表 列出了红花沟金矿氢
、

氧同位素组

成 成
。

占 均 呈 较 大 的 负 值 卜
。 一

,

远离岩浆水和变质水的氢同位素组

成
,

与大气水相近 夕 也多数为负值
。

咨 。和 占’ 。
值都很低

,

接近 于雨水线 图
,

说明红花沟金矿的成矿热液部分来源于

大气降水
。

值得指出的是
,

大量地质事实表明
,

成

矿热液并非主要源于大气降水 野外和室内

一 一 厂, 二一 一 一
变质水

圃募

劫
︵谈︶尹一,乙试哈

比
‘,‘

一

一印
一 一

‘日 、一 、、 编

图 红花沟金矿 占’ 占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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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各类岩石
,

未见大规模面状蚀变现象 浆热液贫 所致
。

金成矿是在围岩固结之后很晚才发生
,

岩石 矿 区包裹体成分 表 表明
,

成矿热

具低孔隙度
、

不利于地下水大规模渗透的特 液 中阴离子 以 一 、

呈
一 、 一

为主
,

其中

征 太古代变质岩和同熔型花岗岩体中
一

含量最高 阳离子 以
、

为主
,

且

均呈正态分布
,

没 出现大规模 亏损带 , 和 含量很低
,

阴离子含

刘纲
, 。

矿石 中
,

量明显高于 阳离子含量
。

气相成分以
。

据 等的 为主
,

次为
、 、 、

和
。

研究
,

应为岩浆热液
。

因此
,

成矿热液主要 故成矿热液为富 和
、

低盐度
、

酸

为岩浆热液
,

有部分大气降水混合而成
。

矿 一弱酸性还原环境
。

石中 咨 值低
,

可能因混人地下水或原始岩 成矿物理化学环境及成矿机理

表 红花沟金矿包裹体成分 一

编编 号号
十十 十十 一一 。二

一一

歹歹

名
,

乡 刀刀 乃

乃 刀刀 石
··

象 乃
一

乃
,

刀 习习

刃刃 乃乃 石
」 一

乃乃 刀 石

曰
,

圈 口 因
‘

团 图
图 红花沟金矿成矿地球化学模式示意图

一太古界 一爪熔型花岗岩 一闪长份岩脉 一硅化
、

绢云母化蚀变带 一断裂 一矿体 一元索迁移方向

早期成矿热液具高温
、

酸性一弱酸性还

原 性 质
,

主 要 呈 或
,

以
、

【 叼
一和【 形式存在

。

在热液运移过程中
,

随着大气降水的渗人
,

体系温度不断下降
,

溶液 由酸性 向中性转

化
。

随着 值增大
, 、

刁
发生 水合作用

,

金 的主要存在形 式转 为
· ·

一 、

习
一和【

· 。

在

弱碱性
、

约为
一 , , 一 一 , 、

约为

一 一 时
, ,

的络合物解体
,

呈

自然金沉淀
,

与石英
、

黄铁矿
、

褐铁矿 磁

铁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等硫化物一起在构

造裂隙中形成含金石英脉
。

即随着成矿热液

温度
、 、

和 。 的变化
,

溶液 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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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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