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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结了以鸡笼山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西矿带共生金矿床的若

干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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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年代长江中下游铁铜矿带到 年
代长江中下游铁铜金矿带

,

一字之差
,

反映

了地质工作的巨大进展
。

以淮阳山字型构造

脊柱南延为界
,

该矿带可分为东
、

西两个成

矿带
。

西矿带位于鄂东南一赣西北地区
,

呈

北西向沿长江南岸延伸 图
。

淮阳山字型

南矿带

江

夕

图 长江中下游铁铜金矿带划分示意图

在西矿带上
,

铜绿山铁铜矿 大冶县

一丰山洞铜矿 阳新县 一城门山铜矿 瑞

昌县
,

为 年代前发现的最重要的 个

铁 铜矿床
,

而鸡冠嘴金矿 大冶县 一
鸡笼山金铜矿 阳新县 一洋鸡山金银铜铅

锌矿 瑞昌县
,

则是 年代发现的最重要

的 个共生金矿床
。

故西矿带又可称为大冶

一阳新一瑞昌铁铜金矿带
。

该矿带既可看作

是铁 润司一金成矿系列
,

也可看作是伴生金

书要生金一独立金成矿系列
。

因为所有的矿

床均不同程度含伴生金
,

当伴生金达到一定

含量并具一定规模时
,

就成为共生金 当金

矿化离散于铁铜矿体之外
,

就成了独金矿
。

成矿物源主要为燕山期中酸性火成岩
。

成矿

空间主要为夕卡岩一隐爆角砾岩带
。

成矿地

层主要为二叠一三叠系碳酸盐地层
。

成矿顺

序为铁一铜一金
。

金矿演化顺序为伴生一共

生一独立
。

成矿体主要是铁铜矿石
,

伴生金

普遍
,

共生金叠加
,

独立金少见
。

以 上这些

是本矿带简明而又基本的成矿特征
。

“

三鸡
”

共生金矿的发现和探明
,

大大地

丰富了该矿带的地质认识
。

它们从不同角度

反映了共生金矿 的成矿规律
,

但从矿床规

模
、

成因及其复杂程度来看
,

以鸡笼山最典
型

,

最具代表性
,

故可通称为鸡笼山式共生

金矿
。

共生金矿具有
“

一矿等于两矿
”

的经济

价值
,

研究其成矿规律
,

借以寻找更多的共

生金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成矿对应规律

共生金矿与铜多金属矿田的对应
“

三鸡
”

共生金矿床分别就位于铜绿山矿

田一丰山矿田一城门山矿田
。

一方面
,

每个

铜多金属矿田至少有一个共生金矿床 另方

面
,

没有一个共生金矿游离于铜多金属矿田

之外
。 ·

共生金矿与伴生金矿的对应
“

三鸡
”

共生金矿分别就位于三个更大规

模的伴生金矿附近
,

形成对应 铜绿山伴生

金矿 金特大型
,

铜特大型 一鸡冠嘴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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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 金大型
,

铜中型 一丰山洞伴生金矿

金大型
,

铜大型 一鸡笼山共生金矿 金

大型
,

铜大型 一城门山伴生金矿 金大

型
,

铜大型 一洋鸡山共生金矿 金中型
,

铜小型
。

以规模来衡量
,

后者分别构成前

者的 星矿
。

共生金与小岩体的对应
“ , 三鸡

”

矿 均属于岩体群控矿
。

在每个

矿田
,

总存在
一

厂个规模相对较大的成矿主

岩体及多个规模相 对较小 的成矿小岩体

脉
。

大型作生金矿总是与成矿主岩体对应

有关
,

而共生金矿总是与成矿小岩体 脉

对应有关
。

以上的成矿对应规律
,

是金铜多金属矿

床成矿规律的空间表现形式
。

利用这
、

一规律

可进行成矿预测
。

如城门山矿 田其铜矿及伴

生金规模超过丰山矿田
,

但其对应的共生金

规模远在丰山矿 田之下 由此预测
,

城门山

矿田可望找到一处大型共生金矿
。

矿床特征对比

共生金矿成因特征对比见表
。

‘

由表 可见
,

①鸡笼山在空间位置上是
“

桥梁
” ,

在成因上也是
“

桥梁
” 。

它既有鸡冠

表
“

三鸡
”

共生金矿床特征对比

对对 比项 鸡冠嘴金铜矿床床 鸡笼山金铜矿床床 洋鸡山金银铅锌矿床床

成成成 夕 仁岩月 晚期有磁铁矿
、

黄铁矿矿 晚期有磁铁矿
、

黄铁矿矿 石 英闪长粉岩侵人 于碎屑岩 中
,

未能能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形成夕卡岩带
,

但岩体内大址挥发分分

期期期期 辉翎矿阶段段 辉 铝 矿
、

黄铁 矿
、

菱铁 矿
,,

辉钥矿
、

黄铁矿
,

金铜矿化弱弱 得到积累
,

为隐爆作用及其热液矿化化

次次次次次 金铜矿化弱弱弱 准备了条件件

铜铜铜铜矿牧阶段段 黄铁矿
、

黄铜 矿
、

斑铜 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斑铜矿
,

重要金金金

辉辉辉辉辉铜矿
,

质要金铜矿化阶段段 铜矿化阶段段段

铅铅铅铅 牛辛川 不明显显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砷黝铜铜铜
矿矿矿矿物阶段段段 矿

、

毒砂
、

雄黄
、

雌黄
,

重要金矿矿矿

化化化化化化阶段段段

未未未未发现现 局 部地段发育
,

黄铁矿
、

菱锰矿
、、

全矿床发育
,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锌
闪闪闪闪闪锌矿

,

索要金矿化期期 矿
、

砷黝铜矿
、

黄铜矿
,

最重要 的金金

银银银银银银多金属矿化期期

表表表生作用期期 铁相及次生富集带发育育 地表氧化带发育
,

次生富集带不 明显显 浅部有次生矿石形成
,

金品位较高高

其其其 矿物种 类类 较复杂 种 很复杂 近 种 较简单 多种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特特特 矿石类型型 较复杂 二业类型 种 很又杂 业类型 种 较简单 自然类型 种

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要载金矿物物 黄铜矿
、

黄铁矿矿 黄铜矿
、

黄铁矿
、

斑铜矿矿 砷黝铜矿
、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矿

金金金矿物物 自然金为主
,

粒度 一 解解 自然金为主
,

粒度 一 拜拜 自然金为主
,

粒度 一 户户

成成成矿温度度 ℃℃ ℃℃ 一
’

矿矿床成因类型型 高中温夕卡岩热液型型 中低温夕卡岩热液型型 中温隐爆角砾岩热液型型

嘴那样的夕卡岩热液型金矿化
,

也有洋鸡山

那样的角砾岩热液型金矿化叠加
。

因而
,

金

矿化延续最长
,

矿石类型最复杂
,

控矿因素

多
,

最有代表性
。

②鸡冠嘴位于大岩体 阳

新岩体 边缘
,

成矿深度较大
,

其 七部可能

有隐爆角砾岩发育
,

但已遭剥蚀 而鸡冠山

及洋鸡山均为小岩体群成矿
,

成矿深度较

浅 前者成矿
几

岩体 部
,

局部有隐爆角砾

岩发育
,

后者成矿于岩体顶部
,

隐爆角砾岩
· ·

发育良好并保存较完整
。

可见
, “

三鸡
”

矿床

的成因差异可解释为矿田垂向分带
。

控矿因素分析

火成岩

与
“

三鸡
”

共生金矿有关的成矿小岩体

脉
,

与矿 田内伴生金矿主岩体比较
,

其化

学成分具有低硅富钠的特征
。

火成岩形态复杂有利于共生金矿化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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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横剖面上岩体边界总长 以 为单
位 与截面积 以 “ 为单位 之 比作为

岩体形态复杂程度的定量表示
。

在丰山矿田

内
,

当线面 比 可 出现共生金矿化
。

鸡

笼山西区 一 线为共生金矿相对集中地

段
,

线面 比达
,

而 线以东没有共

生金
,

其线面 比只有
。

丰山洞岩体

线面 比为
,

仅局部地段有共生金矿

化
。

线面 比高
,

意味着岩体形态复杂
,

这样

的火成岩与围岩接触面大
,

有利子同化混

染
,

从围岩中吸取更多有用组分
,

使岩体低

硅富钠
,

促成共生金矿化
。

火成岩体超覆部位有利于共生金矿化
。

鸡笼 山岩体 自东南 向深部上 侵
,

后 以 约
“

倾伏角往北西方向超覆
,

超覆距离约
。

在 一 部 位

线
,

金 矿 化 最 强 一 及 一

部位
,

金矿化最弱
。

若把总超覆距

离作为
,

则 部位最有利于金矿

化
,

类似于数学 七的黄金分割 图
。

次一级岩体部位特征则控制金矿化的具

体分布
。

①超覆岩体中心底板不利于金矿

化
。

铜铝矿化没有这样的选择
。

②超覆岩体

上侵部位有利于金矿化
,

倒贯部位不利于金

矿化 铜铝矿化也如此
。

这种岩体部位控矿特征
,

反映了成矿岩

体内含金矿液
“

向前
、

向上
、

取捷径
”

的运移

就位机制
,

恰与岩浆型铬铁矿
、

铜镍矿相

反
。

地层

鸡笼山矿床直接围岩为下三叠统大冶组

第 岩性段 表
。

拐 线
丁丁

线

瓢暇冉姗礼 一十
月橄

, 伽
’

走辱奚彭
‘

毖八 喇霉苏

豢 执
”’

涵
,

园 圃

图 鸡笼山矿床 一 纵剖面地质图

一大理岩 一花岗闪长斑岩 必动 一共 伴 生金矿体

平而位置见图

表 鸡笼山矿床围岩地层及其控矿特征
’

地地 层层 矿物成分 岩石定名名 岩性特征征 控矿特征征

方方方解石石 白云石石 泥 质质质质质

一 ,, 含灰质白云岩岩 巨厚层状状 不发育夕卡岩
,

也不成矿矿

一 石石
一

含 白云质灰岩岩 中厚层状状 控制主要共生金矿体体

一 含灰质白云岩岩 薄层状
,

稳定音盐层层 主要形成伴生金矿体体

才才 滋滋 灰岩岩 巨厚层状
,

质纯纯 只形成小型伴生金矿体体

注 矿物成分根据岩石化学分析成果计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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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表 可见
,

①巨厚层状白云岩和灰岩

不利成矿
。

物第 段中厚层状白云质灰岩为

共生余矿的储矿层
。

③第 段化学性质活泼

含介盐层
,

物性开放 薄层状
,

既为火

成岩提供前进通道和就位空间
,

又为矿液的

形成和运移增添有益组分
,

其控岩导矿作用

务泛见
。

毛对于鸡冠嘴
,

大冶组第 段层理及层

介构造发育
,

并构成有利的成矿地层 而洋

鸡山成矿作用受隐爆角砾岩构造所控制
,

对

地层无明显选择
。

可见
,

小单位地层易发生

相变
,

因此其控矿作用也随之转化 不同矿

床间
,

成矿环境及成矿机制存在差异
,

成矿

作用对地层的选择也存在差异
。

构造

多类型
、

多期次构造复合叠加控矿
,

是

鸡笼山构造控矿的显著特色
。

褶曲构造控矿 整个丰山矿田处于

一近东西走向的紧密线形褶皱带间
,

自北往

南有 条重要的控矿褶曲构造 其轴部破碎

最甚
,

其地表与成矿岩体接触构造斜切复合

处
,

恰为相应矿床主矿体的地表出露位置
。

由于矿区地层大致同斜南倾
,

且地层倾角比

接触构造缓
,

故褶曲轴部与岩体接触带之构

造复合面为一 自北西往南东逐渐侧伏的带状

域
,

从而控制了鸡笼山共生金主矿体自北西

出露地表
,

往南东同步侧伏的产出特征 图
、

图
。

褶曲构造类型不同
,

矿化类型也

有明显差异 表
。

由表 可见
,

向斜构造有利于共生金矿

立 头 倒转 向斜 李家 沟炯矿

印

,

公
协

线

线

燮 线乍

图

创 口
困

,

习 ,

圆
丰山矿田地质简图

一纵剖 面位代
、

一地表岩体 占的 一隐伏岩体 一压扭性断裂构造 一地表矿体 一隐伏矿体

表 丰山矿田褶曲构造控矿差异

成成矿岩体体 褶曲类型型 控 矿 差 异异

控控控控制矿体体 矿化类型型 矿化强度及规模模

北缘 号矿体体 铜 金 大型铜矿体
,

氏
,

住 八一 八
,

局部见共共认 头 生金矿化化

倒倒转向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
卜卜山洞岩体 一

——
南缘 号矿体体 铜〔钥 巨大型铜矿体

, ,

八一 要八
,

必部见见
柯家塘 高品位块状铜钥矿石石

倒转背斜斜斜斜斜

鸡鸡笼山岩体体 柯家塘 北缘 号矿体体 铁 铜 小 型 铁 矿 体
,

含 铜
,

一
,

一一

倒倒倒转
‘

背斜斜斜斜 乃 八八

竹林塘 南
、

北缘
、

号矿体体 金铜铜 巨大型共生金矿体
,

八一 八
,

倒倒倒转向斜斜斜斜斜

化
,

背斜构造有利于铜 钥
、

铁 矿化
。

因

背斜构造拱顶朝 二,

其虚脱部位易形成块状
· ·

铜钥矿石及铁铜矿石 而 向斜构造 凹底朝

下
,

易伸进岩体内形成有利于金矿化的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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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接触构造
。

断裂构造控矿 鸡笼山岩体的就位

受北西向断裂构造控制
。

岩体在地表呈北西

向展布
,

与褶皱构造线明显斜交
,

导致岩体

接触构造与褶曲构造斜切复合 其交角往深

部逐渐增大
,

反映岩体在上侵过程中逐渐迁

就褶曲构造的趋势 并由此控制了南
、

北缘

主矿体与地表接触带不协调的侧伏延深 见

图
。

图 鸡笼山矿床横剖面地质图

据 一 线综合

一岩体倒贯部位 一岩体中心底板 一隐爆角砾岩 一

矿液运移方向

北西向断裂构造从整体上控制了鸡笼山

共生金矿体的展布
。

鸡笼山矿体可分为两大

类 一类呈 近东西 向展布
,

与地层走 向一

致
,

多为中
、

小型的伴生矿体 另一类呈北

西向展布
,

与地层走向斜交
,

为大
、

中型以

上的共生金矿体
。

因此
,

北西向断裂构造是

鸡笼山矿床的黄金构造线
。

北西 向断裂构造既控岩又控矿
,

反映了

其构造活动的延续性
。

与褶曲构造有关的东
西 向压性构造

,

被北西 向断裂叠加改造后
,

向张性构造转化
,

形成次一级的成矿构造
,

结果形成了分支矿体
。

接触构造控矿 鸡笼山矿床有两种

特征类型的接触构造
,

即岩凹接触构造和岩

凸接触构造 图
。

如前所述
,

竹林塘倒转向斜构造与岩体

接触构造斜切复合控制了鸡笼山共生金矿体

的展布
。

该向斜核部为中厚层状的第 段
,

两翼为薄层状含膏盐层的第 段
。

这一地层

差异促成向斜核部是舌状体伸人到火成岩中

形成岩凹接触构造
,

而翼部则被火成岩吞蚀

形成岩凸接触构造
。

岩凹接触构造是鸡笼山最有利的成矿接

触构造
。

因为大理岩舌状体四周处于火成岩

包围之中
,

经受岩浆冲击最甚
,

当岩浆冷凝

后可产生 良好的成矿空间
。

并由于岩凹接触

构造在空间上位于矿液的运移要道
,

来 自各

个方向的矿液在这里受阻
,

同时介质环境发

生剧变
,

因而促成矿质沉淀
。

在岩凹接触构

造中
,

以凹底 即天理岩舌状体顶端 成矿

最好
,

矿体厚
,

金
、

铜品位高 往两侧逐渐

变薄
,

品位降低
。

利用这一规律
,

可有效地

指导勘探施工和圈连矿体
。

岩凸接触构造可按岩凸的指向划分为上

凸和下凸两种接触构造
。

两者控矿作用迥然

不同
。

下凸接触构造分布于南缘
,

其凸顶部

位 即火成岩舌状体端部 不成矿
,

往上两

侧可形成低品位薄层矿
。

即倒贯火成岩不成

矿
。

上凸接触构造分布于北缘
,

为封闭式构

造
,

既能源源不断接收来 自下方的矿液
,

又

不致逸散
,

即 几侵岩体有利成矿
。

层间构造控矿 强烈的倒转乃至翻

转褶曲构造
,

使鸡笼山矿床发育两种有意义

的层间构造
。

一是层间滑离构造
,

主要发育

于第 段与第 段之间
。

由于明显的岩性差

异
,

因此在褶曲构造作用过程中发生相对滑

离并伴有构造破碎
。

二是层间滑脱构造
,

只

发育于第 段 与第 段之间
,

巨厚层状的第

段 白云岩相对惰性
。

巨大的层间滑脱
,

深

部向斜构造轴面实际上是第 段地层顶界面

自身滑脱后的压性结合面
。

经北西向断裂改

造成有利成矿的张性构造
。

层间构造控矿除自身因素外
,

还取决于

与接触构造沟通的情况 ①层 间构造只有与

接触构造沟通
,

才能有成矿物源
,

这是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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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决条件
。

②大角度
”

沟通有利成

矿 见图
。

隐爆角砾构造控矿 鸡笼山隐爆角

砾构造 主要发 育 北缘 犯一 线
,

恰为共

生金矿富集地段
。

由于剥蚀作用
,

仅

线保存较好
。

该地段岩凸接触构造为理

想的封闭式构造
,

来 自下伏岩体的挥发分在

这里积累
,

为隐爆作用准备了条件
。

角砾构

造从岩浆佼人时就开始形成
,

隐爆作用达到

高潮
,

后又经多次构造叠加
,

并伴随有中低

温热液型金矿化补加于夕卡岩型铜矿体 伴

生金 之 上
,

使之演化为共生金矿床 见图
。

角砾岩带呈 几宽下窄的月牙形绕火成岩

舌状体前缘分布
,

角砾大小不一
,

棱角状
,

山原岩组成 相互间无明显位移
。

主要蚀变

为粘 化及细微粒状黄铁矿化
,

金矿化显

著
,

铜矿化班卜 图 中 孔孔深

以 上全为角砾岩
,

其中有 厚的夕卡岩

金铜矿体
,

品位较高
,

其余 的火成岩

和大理岩
,

连续取 样分析
,

一

八
, ,

为典型的角砾岩型金矿

化

金铜矿化特征

共生特征

金铜多金属共生是鸡笼山矿床的显著特

征
,

但以铜矿体规模最大
,

其他元 素以共

伴 生方式赋存于铜矿体之中
。

以铜矿体中金的储量作分子
,

全矿床金

的储量作分母
,

其比值称为金对铜的共生

率 类似地有银
、

铅
、

锌
、

钥
、

铁等对铜的

共生率
。

如果以共生金矿体中铜储量作分

子
,

全矿床铜的储量作分母
,

其比值称为铜

对金的共生率
。

同样地有银
、

铅
、

锌
、

钥
、

铁对金的共生率
。

从表 可见
,

对铜的共生率可分 个级

别 金
、

银一铜为 一
,

铅
、

锌一
铜为

,

钥
、

铁一铜为

对金 的共生率也可划分为 个级别

铜
、

银一金为
,

铅
、

锌一金为

一
,

钥
、

铁一金为 叹, 。

由于

共生金矿体只是铜矿体中金品位较高的部

分
,

不难理解
,

对金的共生率比对铜低
。

上述统计
,

定量地反映了铜
、

金
、

银一
铅

、

锌一作目
、

铁 组 个元素间的共生关系

表 鸡笼山矿床共生率计算结果

银 铅

,一,‘声口﹄﹄

八石
苦

︸,一嘿
竺漏升撬

共 ’ ‘私 , 对金

注 以金属 址进行统计
,

未达综合利用最低要求的不参加计算

减 硫化物中的铁不参加铁的共生率计算
。

及其地球化学性质的相似性 组内元素 和

差异性 组帷 乙索
。

离散特征

金
、

铜既共生形成共生金矿石
,

也离散

形成 单金矿石
。

通过离散特征的对比
,

可加

深对共生特征的理解
。

金依附于铜
,

而铜独立于金 金矿

化有时离散于铜矿体之外 此时铜矿体一般

为共生金
,

形成单金矿石
,

但总是依附于

铜矿体的边缘
,

很少例外
。

反之 并非所有
·

铜矿体都依附有单金矿石 此时铜矿体一般

为伴生金
。

说明铜矿化独立形成在先
,

金

矿化依附形成在后
。

金外移与金内刺 这是金铜离散的

两种空间形式
。

金外移是指金矿化往大理岩

一侧
“

移出
”

铜矿体
,

其移出部分一般迁就铜

矿体形态而较规则 金 内刺则是指金矿化往

火成岩一侧
“

刺出
”

铜矿体
,

其刺出部分呈不

规则状
。

金外移规模及强度远 比金 内刺大
。

因此
,

从整体来看
,

金矿化体的重心 比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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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的重心更偏向大理岩带
。

依附于铜而铜独立于金的原因
。

显而易见
,

金外移和金内刺的程度都有限度
。

即金 前述
“

成矿对应规律
” ,

本质上是金铜离散特

矿化是从铜矿体 共生金 里
“

溢
”

出来
,

而 征在矿田范围的表现
。

不是
“

倒
”

出来的
。

后成的金 比先成的铜更具 区带特征

选择性
。

只有在铜矿体容纳不下的情况下
,

丰山矿 田 有 个重要矿床
,

其矿

金矿化才会从中
“

溢
”

出来
。

这就是为什么金 化区带特征见表
、

表

表 丰山矿田金铜矿化区带特征 矿床之间

矿矿床相对位置置 西

一
】

东东

矿矿床名称称 鸡笼山山 李家湾湾 丰山洞洞

金金矿类型型 共生金为主
,

伴生金和单金为次次 伴生金为主
,

共生金为次次 伴生金为主
,

局部有共生金矿化化

品品位
,

八
金金铜比 一

表 丰山矿田金铜矿化区带特征 矿床内部

矿矿床名称称 对 比 项 目目 矿 床 分 区区

西西西西 区区 东 区区

丰丰山洞洞 单样金品位
,

八八 一般
,

最高
,

一般 。

金金金铜 比
,

土土 士士

金金金矿石类型型 以伴生金为主
,

局部见共生金和单金金 只有伴生金金

李李家湾湾 单样金品位
,

一般 乃
,

最高
,

一般
金金金铜比

,

,, 士士 土土

金金金矿石类型型 伴生金
,

共生金金 以伴生金为主
,

局部见共生金金

鸡鸡笼山山 单样金品位
,

八八 一般
,

最高 一般
金金金铜比

,

士士 土土

金金金矿石类型型 以共生金为主
,

局部见伴生金及单金金 以伴生金为主
,

局部见共生金金

以上对 比说明
,

从矿床到矿田
,

金矿化

均 自东往西逐渐增强
,

金铜比增高
,

金由伴

生变为共生
,

甚至出现单金
。

这与区内火成

岩侵人方向一致
,

即火成岩 自东往西侵人方

向是金矿化增强方向
,

因此
,

岩体超覆前缘

即
“

黄金分割
”

部位 是寻找共生金的有利

地段
。

铜绿山矿田 铜绿山矿田有 个重

要矿床
,

其矿化递变规律与丰山矿 田一致

表
。

矿床相对位咒

矿床名称

矿床类型

金矿类型

矿床金品位
,

金铜 比
,

表 铜绿山矿田金铜矿化区带特征

西

一
东

鸡冠嘴

金铜矿

桃花嘴

铁铜金矿

铜绿山

铁铜矿

共生金为主
,

伴生金为次 伴生金
、

共生金 伴生金为主
,

局部有共生金

石头嘴

铁铜矿

伴生金

‘

高

一
低

再就整个阳新岩体成矿区来看
,

其金铜

矿化强度与规模也是 自东往西明显递增
,

包

括铜绿山矿田在内的大
、

中型 以上共
、

伴生

金矿集中分布在西 区
。

东 区只有铜铝
、

铜

钨
、

铅锌银等中
、

小型伴生金矿
。

城门山矿田 城门山矿田实际上是

一个大的成矿 区 九瑞成矿区
,

与邻近的

丰山矿田之间存在有趣的类比 表
。

通过以上
“

三鸡飞矿带内金铜矿化区带特

征对比
,

具体揭示了在夕卡岩一隐爆角砾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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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城门山矿田与丰山矿田矿化特征对比

对对应矿床床 城门山一丰 洞洞 武山 李家湾湾 洋鸡山一鸡笼山山

矿矿床相对位咒咒 矿田东区区 矿田西 〔北 区区 矿田西 〔南 区区

矿矿床相对规模模 主 矿 床床 卫星矿床床 卫星矿床床

隐隐爆角砾岩构造造 均发育典型 角砾岩筒构造
,

规模巨巨 均不发育育 均发育隐爆角砾岩构造
,

规模 中中

及及其蚀变变 大
,

伴有强烈的钾化钠失
,

可达达达 等
,

但不伴有钾化钠失失

以上
,

鸿

矿矿化类型型 均发育典型 的夕卡岩型铜矿化及及 武 山 发育 层 控块 状 硫 化物 型 矿矿 均发育角砾岩型金银铜铅锌矿化化

角角角砾岩型铜钥矿化化 化
,

李家湾发育似层状夕卡岩型型型

矿矿矿矿化化化

金金矿类型型 均为典型 的伴生金矿
,

仅局部见见 均主要为伴生金矿
,

也有共生金金 均主要为共生金矿
,

也有伴生金金

共共共生金矿化化化 和单金金

金金矿品位 八 平均 城门山 冷
,

封三洞 住 平均 武山
,

,

李家湾 巧巧 共生金平均 洋鸡 山
,

鸡笼笼

山山山山山 万

热液型成矿系列中
,

哪些位置可能找到共生

金矿
。

例如
,

由前述成矿对应规律
,

预测城

门山矿田应能找到大型共生金矿
。

而由金矿

化的方向性
,

则可进一步指出洋鸡山一丁家

山 位 于城门山和武山之间一线以西
,

及鸡

笼山西南开阔区均是找金有利地段
。

再如
,

强烈发育钾化钠失的隐爆角砾岩筒只能形成

铜钥矿型的伴生金
,

只有在其以西的卫星式

岩筒构造中
,

才有可能找到多金属共生金

矿
。

新的找矿课题

近年来
,

在长江 中下游西矿带的南面
,

发现 条新的金成矿带 以下简称南矿带
,

大致 早东西向沿郑庐断裂南延段之南侧分

布
,

西起嘉渔
,

往东经富水
,

最后交汇于西

矿带东段 见图
。

其显著特征是金砷锑

汞异常成带分布
,

尤以砷异常分布最广
。

西

矿带也发 育砷异常
,

且 自西经东
,

砷异常强

度及其与金的相关程度均逐渐增大 洋鸡山

矿体中 达
,

对应为

八一 八
。

这正好与两矿带在东

段交汇相吻合
。

目前
,

南矿带找金工作仍停

留在浅部 地表发育与碳酸盐岩系有关的浅

成低温热液蚀变
,

与金砷 锑汞 元素异常

一致
,

大面积成带出露
。

蚀变带内见多期次

硅化
、

黄铁矿化及多期次沸腾隐爆角砾作

用
,

金矿化与晚期的网脉状硅化
、

黄铁矿化

及泥化带有关
。

如此规模的蚀变矿化
,

在迄

未发现象样的火成岩体的情况下
,

可能与西

矿带深部沟通而与其深部岩浆热液作用有

关
。

由此
,

可获得一个关于矿带垂向分带的

初步轮廓 下部为夕卡岩热液型矿床
,

中部

为隐爆角砾岩热液型矿床
,

上部为浅成低温

热液型矿床 卡林型
。

据美国近年卡林金

矿深部找矿取得的巨大成功
,

有理由加快南

矿带的深部找矿工作
。

爱 ” 脱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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