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岔火山热泉型金矿的发现及其找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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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东一辽西的中生代火山岩分布区
,

化探方法发现火山热泉型

金矿
。

异常呈环状
,

元素组合为
、 、 、 。

根据该矿的发

现过程
,

笔者提出了进一步的工作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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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岔金矿是冀东了辽西地区中生代火山

岩中发现的新类型金矿 暂定为火山热泉型

金矿
。

该金矿位于辽西建昌县南大线中型

硫 化 物 石 英 脉 型 金 矿 西 北 部
,

相 距 约
。

两金矿均产于侏罗纪陆相火山岩中
,

受明水塘一土门子东西向大断裂及其旁侧的

次级断裂控制
。

南大线金矿位于燕山期鹦鹉

山花岗闪长岩体向西倾伏端
,

成矿与燕山期

侵人岩有关 西岔金矿周围仅见闪长粉岩和

正长斑岩脉
,

与金矿无明显关系
。

西岔金矿异常是 年 万分散流

扫面 时发 现 的
,

后 经 万 次 生 晕
、

原生晕
、

物探方法找矿
、

地质填图

和槽探揭露
,

于 年在第 个探槽中见

到金矿体
,

厚
,

平均含量 八
。

一 年
,

找矿工作虽进展不大
,

但

每年都有收获
,

其工作过程实际是对这类金

矿的逐步认识过程
。

新类型金矿的发现

年
,

在西岔地 区进行分散流扫面

时
,

圈出一长
、

宽均不足 的椭圆形

异常
,

异常强度低
,

最高含量仅
一 ,

而 邻 区 的 南 大 线 金 矿 异 常 宽
,

长 以 上
,

最高值大于
一 。

二者元素组合与异常强度有明

显不同 表
。

南大线金矿出现
、 、

、 、 、 、 、 、

等多元素

表 西岔和南大线金矿化探异常元素含 特征

方方 法法 地 点点

分分散流流 西 岔岔

犷犷南南南大线线

次次生晕晕 西 岔岔

』』 曾曾南南南大线线

原原生晕晕 西 岔岔

几几 蕊蕊南南南大线线

注 含量单位为 其余为 币
。

组合异常
,

因伴有多金属矿化
, 、 、

含量很高 西岔金矿仅 出现
、 、

、

元素组合
,

其他元素含量均不高
,

特别是
、 、

含量低
。

年
,

西岔地 区作为南大线矿 区外

围找矿
,

进行了 万次生晕测量
,

配合

高精度磁测
、

甚低频电磁法
、

伽马能谱测量

等物探方法
。

结果化探次生晕圈出的一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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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异常中心位于沟顶最高的山头上
,

异常呈

的椭圆形
‘

见图
。

异常浓

集中心 明显
,

最高值为
一 ,

浓度分

带清晰 异常具元素分带特征
,

由内往外依

牛牛牛
’’

“
·

飞一

西岔金矿次生晕 。 异常及槽探工程分布图

一探槽 一黄铁矿化体 一金矿体 一次生晕

次为 与已知金矿相 比
,

异

常元素组合简单
,

为
、 、 、

组

合 表
。

该异常特征预示本区除了硫化

物石英脉型金矿外
,

还有其他类型的金矿
。

年
,

在西岔地 区几个次生晕异常

范围内进行了 原生晕和激电中梯
、

自电
、

测深等综合物化探工作
。

结果显示
,

其原生晕异常和物探异常均呈椭圆形分布
,

与受压扭性断裂控制的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

的长条形异常明显不 同 表
。

当时推测

西岔 异常可能是由火山机构控制的新类

型金矿引起
。

年
,

在物化探异常范围内进行了

地质填图
,

并施工 了 个探槽 一 一

一
,

圈出多条硅化
、

黄铁矿化带
。

按

已知石英脉型金矿的分布规律
,

在硅化
、

黄

铁矿化部位采集了大量地质大样和化探原生

晕样品
,

分析结果表明
,

多数样品成矿成晕

元素含量都很低
,

在硅化
、

黄铁矿化不强的

破碎带中偶见元素含量较高的样品
,

这一现

象预示按老模式找矿不妥
。

肠奋、、

异常
一

表 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与火山热泉型金矿特征

类类 型型 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矿 火山热泉型金矿矿

原原生晕异常常 受与东西向断裂斜交的北东向断裂控制
,

呈呈 受侧火山机构控制
,

呈椭圆形
,

但异常总体走向和 区域域
多多多条平行 的脉 状 出现

,

见
、 、 、、

构造带方向一致
。

外圈以
、 、

。 异常为主
,

伴生生
、 、 、 、 、

等多 元 素组组
、 、

异常
,

内圈以
、 、

异常为主
,

伴生生
、、 、

异常
。。

口口口

甚甚低频电电 异常呈条带状
,

在北东东与北西西两组异常常 正异常呈环状
,

围绕安山粉岩边缘分布
,

在环带内
、

外外
磁磁法异常常 的交汇处对找矿有利

。。

侧均出 乃负值
。。

高高精度磁测测 异常呈条带状
,

矿出现在正磁异常边部的磁磁 异常呈 环状分布
,

在 万异 常正 值部位磁性低卜 一一

性性性低值区或负值区
。。

一 ,

在 云异常负值部位出现稍高磁 异常卜 一一

一一一一
。。

激激电中梯异常常 叮,

呈多条平行的异常带
,

长几 百米
,

叭 ,

异常呈椭圆形
,

长
、

宽几百米
。

在硅化体 硅帽 部部
一一一

,

一
· ,

矿 出现在 叮,

高高 位 出现高极化 叮, 一
,

高阻 户 一
· ,,

值值值区低阻带中相对高阻部位
。。

在断裂破碎带黄铁矿化部位出现高极化 叮 一 ,

中中

低低低低阻 一
’ 。。

年
,

重新研究所获异常
,

认为

如为火山机构控矿
,

其矿体不可能延伸很

远 按火山热泉成矿理论
,

在强硅化带部位

硅帽 不一定有矿
。

据此
,

改变了按找脉

状矿在一个方向上施工探槽的惯例
,

在硅化
·

不很强
、

而破碎较强烈的部位施工第 个槽

子 一 ,

见到了强破碎带
,

经取样分

析
,

圈出了宽 的异常
,

含量 火

一 一 一 ”
。

这种破碎带正是我们要找

的破碎带
。



年
,

沿着破碎带的延伸方向
,

在
,

两个探槽之间施工第 个探槽 一
,

结

果见到了 厚的金矿
,

在富矿部位多次

采样分析
,

含 一
,

矿体由断

裂破碎带中的黄褐色岩石碎屑和疏松胶结物

组成
,

内见石英碎块
、

铁染和烟灰状锰质氧

化物
。

整个破碎带 矿体 又由一系列呈弧

形次级断裂 富矿体 尖灭再现组成
。

主要

蚀变有粘土化
、

铁锰矿化
、

硅化
、

绢云母

化
、

冰长石化
、

绿帘石化等 从氧化物颜色

和风化小孔判断
,

原生矿可能只有黄铁

矿
。

其中块状粘土与矿关系密切
,

主要分

布在矿体两侧
,

特别是上盘
。

一般矿体愈

厚
,

品位愈富
,

其上盘块状粘土也愈厚

最厚达 一
。

矿床成因及找矿方向

矿床成因

西岔金矿的形成与火山喷发后期的地热

活动有关
。

在火 山喷发后期有地下热流上

升
,

在安山粉岩与安山岩的接触带形成排放

区
,

并形成壳层状
、

条带状
、

网脉状
、

角砾

状的硅化体 硅帽
。

在热流上升过程中
,

热液携带的
、

等成矿物质运移到近

地表环境
,

由于温度和压力改变
,

在渗透性

好的裂隙发育地段
,

由于沸腾析 出成矿物

质
,

同时形成大量硅化和粘土化等蚀变
。

由

于主要成矿元素为
、 ,

故定为火山热

泉型金 银 矿
。

找矿方向

本区侧火山机构和硫化物石英脉型

金矿均受近东西向断裂控制
,

在找矿过程中

除注意寻找受压扭性断裂控制的硫化物石英

脉型金矿外
,

还应注意找受侧火山机构控制

的火山热泉型金矿
。

两种类型金矿在成矿时

间上有差异
,

但在成矿空间上密切相关
。

本区位于东西向分布的火山活动背

景区之内
,

因多期
、

多阶段的火山活动
,

形

成了多个侧火山机构
。

如西岔沟西边的陶杖

子
,

东侧的小安和乔杖子均有侧火山机构出

现
。

由于后期的热泉活动
,

地表发育大量硅

帽和大片粘土化
,

地形较平坦
,

地表景观呈
白茫茫一片

,

局部因黄铁矿风化形成斑杂状

铁染
。

因此
,

根据地形地貌很容易识别上述

两种蚀变
。

在硅化帽附近有可能找到热泉型

金 银 矿的富集部位
。

从本次化探工作圈出的异常看
,

其

范围很大
,

有待进一步揭露验证 从异常和

已揭露的矿体元素组合看
,

仅出现矿上元素
、 、 、

组 合 矿 下元 素
、

、 、 、

等含量都很低
,

推断深

部找矿潜力较大
,

应进一步开展深部找矿
。

结 语

西岔地区化探找矿实践表明
,

在已知

金矿区外围开展进一步找矿
,

切忌简单套用

已知矿的找矿模式
,

发现与已知类型金矿元

素组合及分布特征不同的异常时
,

即使部分

工程未见矿化
,

也不要轻易否定其找矿意

义
,

应从区域控矿因素
、

成矿理论及地球化

学景观等诸方面人手
,

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

探索新的控矿因素
,

及时改变工作部署
,

这

样有利于提高找矿效率和发现新类型矿床
。

在地质工作程度较高的地区
,

地表已

很难发现具一定规模和品位的矿带
,

因此
,

在地表工程见低品位矿化 西岔 一 探

槽 取 样 含 量 仅
一 一

一 ,

不要轻易作否定结论
,

只要物化探

异常具一定规模
,

地质上有成矿条件
,

就应

坚持作进一步揭露
,

有利于发现隐伏或者盲

矿体
。

在西岔地区找矿过程中
,

虽走了一些

弯路
,

但从中汲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

使找

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