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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金厂峪特大型金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和矿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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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厂蜡金矿产于八道河群王厂组．矿体受刘村寨一双淘峪复式向斜控制，成矿与中生代 

构造作用及岩浆活动有密切关系。矿床的形成经历了复式向斜构造的形成；与岩浆活动有关 

的成矿热液沿构造薄弱带运移；热液蚀变及矿质沉淀。硫、氧、碳、铅同位素数据表明成矿物 

质来源于探部，与矿床围岩具有不同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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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是中国重要的金矿集中区之一，金 

矿床主要产于华北地台北缘的马兰峪复背斜 

内。赋矿围岩主要为前寒武纪变质岩系和中 

生代侵入岩。矿体产于侵入岩体内(如峪耳 

崖金矿床)；变质岩内的韧一脆性剪切带内 

(如金厂峪金矿床)；矿体既产于岩体内，又可 

产于变质岩内(如铧尖金矿床)。因此，对该 

区金矿床，尤其是金厂峪金矿床的成矿时代、 

矿床成因等基础问题有许多争议，对不同矿 

化类型的形成机制缺乏一致的认识。 

余昌涛(1984)，曲以秀(1995)认为金广 

峪式金矿床和峪耳崖式金矿床均形成于中生 

代．成矿热液以岩浆水为主，少量大气水，成 

矿物 质 来 源 于 花 岗 质 岩浆。张 秋 生 等 

(1990)，刘瑾璇(1994)认为金厂峪金矿床属 

沉积变质与剪切复合型金矿床。宋瑞先等 

(1994)认为金厂峪金矿床属岩浆改造复生金 

矿床。另外还有太古代变质热液成矿(朱奉 

三．1979)，热动力变质成矿(杨蓬生，1984)， 

热液矿源层形成绿岩型金矿床等不同观点。 

作者通过实际考察及对已有资料的分析 

研究，探讨了冀东金厂峪特大型金矿床的地 

质地球化学特征和矿床成因。 

1 地质背景 

本文 1996年 7月收到，文元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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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厂 反圈 
矿床产于华北地台北缘燕山台褶带马兰 

峪背斜中，区内太古界出露广泛，由老至新为 

迁西群和八道河群。金厂峪金矿的赋矿围岩 

为八道河群王厂组。冷口断裂带以西的马兰 

峪背斜是一 EW 向的长轴状背斜，迁西群和 

八遭河群主要出露于该背斜核部。马兰峪背 

斜北翼的元古界以喜峰口断裂带为界与轴部 

太古界成断层接触，断层向南陡倾，老地层逆 

冲在新地层之上。南翼有半隐伏的 EW 向 

断裂带，大体位于遵化一迁西一界口岭一线， 

元古界与太古界以断层或整合接触，在走向 

上大部分为第四系覆盖。沿马兰峪背斜轴部 

有一系列串珠状中生代花岗岩体，如茅山、厚 

杖子、罗文峪、高家店、青山口等，在这些岩体 

周边，金矿点广泛分布，在该背斜轴部可能为 
一 条 EW 向隐伏深断裂 峪耳崖一上营一 

金厂峪一东荒峪 NE向断裂为区内另一条重 

要成矿断裂，具左旋压扭性质，它横切 EW 

向断裂。 

区内印支一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印支 

期都山岩体是本区最大的岩基。燕山期岩浆 

活动大大增强，沿马兰峪一太平寨东西向大 

背斜轴部，分布有一系列燕山期花岗岩体，多 

数为中小型岩株，并有多种脉岩发育。青山 

口、贾家山岩体紧临金广峪金矿区的西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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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早到晚主要为闪长岩、石英闪长岩、二长 

花岗岩、碱长花岗岩。矿区内外常有基性脉 

岩和酸性岩出露，如煌斑岩脉、闪长玢岩脉、 

花岗斑岩脉、正长斑岩脉、石英斑岩脉等。 

冀东隆起区的金属矿床主要为金、铁、多 

金属硫化物矿床。金矿床(点)有数百个．除 

金厂峪矿外，较大的金矿还有峪耳崖金矿、华 

尖金矿、三家金矿、周杖子金矿、半壁山金矿、 

圈 1 冀束地区区域地质略图 

(据束瑞先等．1994．有修改) 

I一迁西群；Ⅱ一八道坷群；Ⅲ一中、上元古界； 一中生界； 新生界； 

以--fr．~支期花岗岩} 一燕山斯花岗岩；I一断裂；2-一地层界线；3一金矿床(点) 

兴隆金矿、响水沟金矿等。 呈 NNE向．其次为 NE向。矿区自W 向 E 

2 矿睐地质特征 

根据矿区地质勘探剖面和地震勘探剖面 

资料，刘村寨一双沟峪复式向斜构造内有两 

个次级背斜．中间央一向斜，由南向北控制了 

桑家峪、金厂峪和黑石峪 3个矿段内含矿脉 

带的空间分布(蔡新平等，1994)。在地表由 

西向东，依次出现 7个脉带，它们与次级背 

斜、向斜的轴部和翼部的层间剪切措脱带存 

在对应关系。 

2．1 矿体特征 

金厂峪矿区共有三个矿段，即北部黑石 

峪矿 段 (长 1500m)、中部金厂峪矿 段 (长 

2300m)、南部桑家峪矿段(长 2400m)．含矿 

复脉带总体上呈北北东向，分布于东部的 

F 19断层 西 360m～900m含矿脉带主要 

依次划分出Ⅵ、0、I、Ⅱ、IR、Ⅳ、V等 7个主 

要含金脉带。矿体的产状依其所在构造部位 

变化，总体是上陡下缓．倾向依其所处部位变 

化。如Ⅱ脉带浅部矿体赋存在背斜上倒转褶 

皱轴部位，矿体近于直立西倾，倾角大干 60*． 

向深部变缓。位于东翼的矿体东倾，位于西 

翼的西倾，由于转折端和两翼逐步开阏、变 

缓，矿体产状也随之变缓，深部矿体的倾角一 

般小于,45。。0、I、Ⅲ脉带内矿体赋存在背斜 

西翼，矿体西倾．也是上陡下缓。Ⅳ脉带矿体 

产于向斜构造内，受向斜内次一级复褶皱局 

部虚脱空间控制．规模小．其形态也复杂多 

变。V脉带矿体分布在向斜的东翼(或东部 

背斜的西翼)，总体西倾，上部倾角大于 

矿体形态呈束状、扁豆状、雁行状、帚状、 

“人”字状、“N”字状和脉状等形式展布．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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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帚状，向北收敛，向南撒开。矿体沿走 

向、倾斜均有分支、复合、膨胀、收缩、平行或 

雁行状排列等特征。长度 一般 为 50m～ 

150m，最长达 890m，厚 lm～6m，最大厚度 

40m。矿体出露标高最高为 419m，最低标高 

见于 ZK2902孔，达 一575m。 

团 I 2团 3回 4 5 6 

图 2 金厂峪金矿段中部控矿构造剖面示意圈 

(据蒙新 F等，1994】 

s一三电营组；A1一王厂组 部；-̂]一王广组中F部 

I一推测断层 2一实测断甚；3--推剧地层界线； 

4一褶皱形岳；5一片麻理 ；6--舍矿昧 

2 2 矿石组构 

主要结构有它自形一 自形粒状结构、交 

代结构、压碎结构等。主要构造有浸杂状、细 

咏状、网脉状、角砾状、条带状、闭块状等。 

2．3 矿石矿物 

据已有资料，已查明金属矿物 l7种，非 

金属矿物 6种。金的主要矿物为自然盒、银 

金矿、碲金矿、辉银金矿。硫化物以黄铁矿为 

主，占金属矿物 95％以上，其它硫化物为方 

铅矿、黄铜矿、辉铜矿、辉钼矿、闪锌矿、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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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斑铜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铺长石、绢 

云母、绿泥石、铁白云石、方解石、透闪石、石 

榴石；次生矿物以褐铁矿、孔雀石为主。矿石 

中金唇矿物<10％，脉石矿物>90％，眯百矿 

物中石英占60％以上。 

2 4 蚀变及分期 

矿区内的主要蚀变有 ：硅化、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钠长石化等。 

蚀变总体可以分为三期：(i)钠长石化、绢云 

母化、绿泥石化等，表现为原变质岩发生退变 

质成石英绢云绿泥片岩，并有中粗粒 白形黄 

铁矿形成；(2)以硅化和黄铁化为主，屉石英 

脉与黄铁矿形成时期，表现为细粒百英交代 

早期粗粒石英，沿裂隙充填，并有同期细粒萤 

铁矿形成，是主要的成矿期。石英形成早而 

黄铁矿形成晚，具隐爆角砾岩构造；(3)方解 

石化，为成矿后期蚀变。从早到晚由西型蚀 

变转为线型蚀变，由渗透交代转为充填结晶。 

2．5 矿化富集主要特征 

(1)矿化发生于八道河群 1E厂组；(2)矿 

化主要发生于刘村寨～双沟峪复式背斜中次 

级背、向斜轴部、褶皱虚脱部位；(3)碳质或石 

墨含量高时矿化好；(4)矿化主要发生于钠长 

石化、硅化、绢云母化较强的部位；(5)矿化围 

岩没有特殊性，可以为蚀变的变质岩、石英脉 

或钠长石脉；(6)石英细脉与细粒黄铁矿细咏 

多时矿证好，黄铁矿主要沿裂隙或石英大脉 

下盘裂隙充填。由于金赋存于黄铁矿中，冈 

此黄铁矿数量的多少往往决定了金品位的高 

低。(7)矿床围岩中发生黄铁矿化的范围仅 

局限在矿体附近有限的范围内，且随远离矿 

体而明显减弱。 

2．6 金的赋存与成色 

金的载体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和石英，其 

次还有方铅矿和褐铁矿。金主要以自然金、 

银金矿的形式存于硫化物的晶隙、裂隙中，呈 

包体金、裂隙金、晶隙金、薄膜金。自然金粒 

度有85％以上在 0．005mm～0 05mm之间。 

在原生矿石中极少见到明金，而仅在氧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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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偈铁矿中，偶见明金，粒度为 0 2mm～ 

2ram 金的戎色较高，平均为 930，最高可达 

999(张秋生等，1991)，峪耳崖金矿床金的成 

色平均为,878．比金厂峪金矿低得多。 

3 秉地 化学 

综台 有矿床地球化学资料，及我们自 

己的分折，获得的主要认识如下。 

3 l 包裹体地球化学 

(1)温度测定 ：石英包襄体的均一温度范 

围为 250t二～370~；。石英爆裂温度范围为 

134℃ ～325"C，黄铁 矿爆 裂 温 度 范 围 为 

144℃～265℃。爆裂温度低于均一温度 

(2)包裹体成分：包裹体成分以 O和 

CO2为 由石英包裹体红外光浩(在 

3000era ～360|)cm 和 2350cm 处分别有 

两个吸收峥)和H2()及 c( 的吸光度值，表 

明包裹体溶泼 中富 H2O和 c 。c ／H20 

值为O．019～O．094，其 pH值 为6．O～6 8。 

(K+Na)／( 十Mg)值高达O．92～3．10，最 

高为4 74，昂低为0．68。 

3 2 同位素地球化学 

金矿石英包裹体平衡水氧 占1 O为 5． 

00％n～6 95‰ 铁白云石 O为 2 27％n 

一 一 8．44‰，8 C为+4．5‰～～7 6‰，与初 

生碳中0 C为 5‰ --8‰相近，可能反映 

碳米源于地幔。矿石硫化物(包括黄铁矿、方 

铅矿)0 S为 2 5‰～ 6 3‰，矿石中9O％ 

的黄铁矿弹品 8 S为负值，而矿石围岩片糜 

岩 s为一5．O‰～ 3．2‰，矿床围岩斜长 

角闪岩 s为 0．8‰～5．2‰。矿石及固岩 

中的铅同位索组成有较大的变化范围，岩石 

和矿石铅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中：矿石铅的 

Pb／ Pb， 。 Pb／ 。 Pb明显高于岩石铅， 

表明矿石铅同位素组成与岩石铅同位素组成 

不同 

3．3 元素地球化学 

相关分析表 明，Au和 Ag、As、Sb、Bi、 

Hg、Mo、( 相关性较明显，但在不同脉带中 

相关特征育显著的差别 ：Ag、As、Pb与Au在 

Ⅱ脉带相关显著，而在Ⅲ、Iv脉带则不显著； 

Cu、Bi．则相反 可能反映二者的成矿地球化 

学环境有所不同。Mo与Au正相关；Zn刚 

总体上成负相关，表明金成矿条件变化较 

大，金是在中温条件下形成的 

4 矿床成因 论 

吕梁运动结束了华北地基底演化阶段， 

长城系是华北地台最早的沉积盖层．蓟县运 

动结束了盖层沉积。直到海西 印支之前， 

华北地台一直处于平稳地台阶段．只有 一定 

幅度的升降和翘斜，既无强烈的断裂和褶皱． 

也无强烈的岩浆活动。海西一印支运动使地 

台进入活ft阶段，燕山期达到高潮 活化从 

地台的西北边缘开始，逐步向东南发展 冀 

西北和内蒙地区海西期构造一岩浆活动最为 

强烈，冀东地区则略为滞后，于印支期进入构 

造一岩浆活动强烈阶段。印支运动表现为大 

幅度的紧闭褶皱和与褶皱平行的断裂带，主 

构造线以东西向为主，由冀西向东到辽西，东 

西向构造线转为北东向。逆冲和摧覆构造发 

育，伴有剪切活动，叠加在基底构造上或改造 

包容早期构造。岩浆侵入活动较明显，早期 

以闪氏岩、碱性岩为主，中晚期为花岗岩。燕 

山期构造以北东～北北东向平行排列的宽缓 

褶皱带及断裂带为特色，叠加在海西一印支 

期或直接叠加在前寒武系构造上，改造 早期 

构造，沿断裂有同期岩浆侵入及火山活动，对 

冀东地区成岩成矿有重要影响。 

金厂峪金矿床产出于迁西群王厂组，受 

刘村寨～双沟峪复式向斜中次级向斜和背斜 

构造控制，矿体与背、向斜的轴部和翼部的层 

间剪切滑脱带存在对应关系。矿石类型主要 

为硫化物石英糜棱岩型(石英占 8O％，钠长 

石占 l【)％，硫化物为 3％～lO％)、花岗质糜 

棱岩型(石英占3O％，钠长石占65％，硫化物 

占5％)、硫化物石英绢云糜棱岩型。硫化物 

呈阿脉状穿插交代糜棱岩 由矿体产状推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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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矿床应属层控型矿床，但是成矿更可能是 

发生于中生代后期，与来自深处的含矿热液 

交代充填作用有关。在 ZK1908孔中，发现 

黄铁矿细脉赋存于石英钠长石脉中，表明矿 

化与石英钠长脉同期或稍后形成，由钠长石 

K—Ar年 龄 137Ma～ 50Ma(张 秋 生 等， 

1991)，推测矿化发生于晚侏罗世到早 自垩 

世。 

许多与破碎糜陵岩带(韧脆性剪切带)有 

关的金矿床，矿体产状与破碎糜棱岩带一致， 

倾角较陡，矿体横向、纵 向沿伸规模较大，如 

广东河台金矿控制矿体深度已超过 1000m。 

金厂峪金矿床矿化主要发生于破碎的糜棱岩 

带中，矿化带的中心为硫化物石英钠长石化 

带向外变为石英钠长石绢云母化带，绢云绿 

泥石化带，然后过渡到围岩(斜长角闪岩)，显 

示了流体交代充填作用顺序为由破碎糜棱岩 

带中心向外扩展。较早形成的石英和黄铁矿 

发生破碎，被较晚形成的石英和黄铁矿交代 

和充填。通过薄片观察，发现热液蚀变矿物， 

尤其是石英颗粒中广泛存在破裂一愈合现 

象，说明含矿流体具有积累应力，使围岩产生 

裂隙的能力，并能沿裂隙动移和沉淀矿物。 

矿化发生于破碎蚀变糜棱岩带，以及流 

体的明显作用表明：可能存在来自深源的成 

矿流体，流体产生的早期蚀变为金及其载体 

矿物的沉淀提供了必要的物理化学条件，而 

成矿作用主要发生于中温热掖阶段。 

矿床中 s变化范围窄，且靠近零值， 

反映硫来源于深部。矿石中 占l O、6”C值也 

说明氧和碳来源于深部。围岩相对富轻硫， 

以及由矿石铅同位素的特点，说明矿石硫及 

铅不是来源于矿床围岩。目前凭同位素资料 

对于成矿流体的来源还很难作出定论，但是 

这些数据还是提供了成矿流体与矿床围岩具 

有不同属性的信息。 

中生代强的隆升及岩浆活动对该区产生 

了具大影响。我们认为：刘村寨一双沟峪复 

式向斜形成于中生代，是印支一燕山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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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从 SE到 NW 向的挤压推覆运动形成 

了该区的控矿构造格架 ；印支一燕山期的岩 

浆活动与成矿有密切的关系，表现在：(1)金 

厂峪矿区内发育较多花岗斑岩脉、闪长玢岩 

脉、煌斑岩脉，部分花岗斑岩脉中有矿化，破 

碎蚀变糜棱岩带中的钠长石英脉、石英钠长 

石脉，以及围岩蚀变绢云母化，绿泥石化，主 

要形成于晚侏 罗世到早自垩世，与区域岩浆 

活动时代相同，为岩浆活动的产物；(2)区域 

上广泛存在与印支一燕山期岩浆活动有关的 

金矿床，如峪耳崖金矿，矿体主要存于岩体内 

部，而铧尖金矿，矿体即存于花岗岩体内叉存 

于变质岩中；(3)卫片上显示黑石峪、金厂峪 

和桑家峪三个地段分别对应着三个环形构 

造，可能在该区深部存在隐伏岩体。 

总之，由于八道河群王厂组以及其中发 

生复式向斜构造形成了各种层间滑动带、构 

造虚脱带、软弱带等薄弱环节，为流体活动创 

造了有利条件，印支一燕山期岩浆活动促成 

成矿流体的形成、运移和演化，成矿流体通过 

交代，充填作用局部富集成矿体。 

5 结论 

(1)金厂峪金矿床赋存于八道河群王厂 

组，含矿脉带的空间分布受刘村寨～双沟峪 

复式向斜控制，矿体产状、形态和定位空间等 

方面受次级背、向斜的轴部和翼部的层间剪 

切滑脱带控制。 

(2)刘村寨一双沟峪复式向斜形成于中 

生代，中生代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有密切关 

系。 

(3)破碎蚀变糜棱岩带中的蚀变分带，不 

是由于韧性剪切所致，更可能为深部热液交 

代充填的结果。石英脉、钠长石脉的形成为 

热液活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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