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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西峡石板沟金矿围岩蚀变及元素分带综合找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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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南西蛱石板沟金矿为例，讨论该矿床的围岩蚀变类型及蚀变分带特征、指示元素垂 

关键词亘蚩 ，逮 ，塑 石顿沟金矿 床 
河南西峡石板沟金矿位于西峡县城南 

3Km，矿床包括马龙庙、石板沟、稻田沟、葛条 

沟匹个矿段。其中马龙庙，稻田沟两个矿段 

矿化较好，工程控制程度较高。 

1 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位于秦岭北西向构造带东段，商南 
一 西峡大断裂之南，南阳断陷盆地之西，地质 

构造比较复杂(图 1)。 

图 1 西峡石 

(引直石板淘金矿普查报告，1始9) 

l—东西向复杂构造带范围及主要东西向断裂；2一淮阳山 

字型西翼及其反射弧主要断裂和褶皱i卜 石板淘盎矿位置 

矿床内出露地层为中元古界陡岭群的周 

进沟组、瓦屋场组、大沟组。周进沟组主要岩 

性为大理岩、千枚岩及少量片岩，未见特征变 

质矿物。瓦屋场组的产状以残留体形式产 

出，主要岩性为黑云斜长片麻岩、角闪斜长片 

本文 l997年 1月收到，7月改回，王延忠编辑。 

麻岩、为一套中元古代变质火山沉积建造。 

大沟组为一套角闪斜长片麻岩、石墨片岩。 

矿床内产出的岩浆岩按其时代，可划分为中 

元古代，古生代岩浆岩两大系列。中元古代 

岩浆岩系列，以甘沟岩体为代表．为闪长岩、 

石英闪长岩、斜长花岗岩脉系列，其中石英闪 

长岩的分布占主导地位。古生代岩浆岩系 

列，以石塘山岩体为代表，主要为钾长花岗 

岩、细粒花岗岩、伟晶岩(脉)。矿床内构造发 

育，断裂构造为主要控矿构造，大致呈2 

29时 向延伸，局部地段略有偏转，倾角在45" 
一 8 问，断裂带宽度变化较大，最宽可达 

8m，断裂带内糜棱岩发育，局部地段产出碎 

裂岩和角砾岩，反映了多期活动的特征。 

矿床内矿体分段集中，已圈定的矿体多 

呈透镜状、豆夹状、空间连续性差，其长度一 

般小于80m，宽度 0．3m—1．2m，个别膨胀地 

段可达 2．5m。矿体沿倾向变化甚大，有尖 

灭、再现、膨缩、分枝复合现象。矿石类型主 

要有三类，薄层石英脉型，主要产出在蚀变岩 

中间带，厚度为5一 一20Cm，为烟灰色或褐红 

色，金品位 20 x lO一一40×lO ；蚀变岩型， 

矿体厚度0．2m—1．2m，主要为硅化、黄铁绢 

英岩化，金品位<8×lO ；氧化带型，多产出 

在浅部，宽度可达2 5m，金品位最高可达 47 

×10一，厚度品位变化均不稳定。 

2 围岩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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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内围岩蚀变较广，但规模小，强度不 

大，具有分带叠加特征，严格受破碎带规模及 

产状控制。蚀变类型有硅化、黄铁矿化、钾 

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碳酸盐， 

其中硅化、黄铁矿化、钾化、高岭土化具有重 

要的找矿指示意义。硅化有均匀块状和微细 

脉状两种；黄铁矿化有早期晶形完整的粒状 

体和晚期沿细微裂充填的黄铁矿细脉；钾化 

多呈团块状和不规则的细网脉状；绢云母化 

多沿微裂晾定向产出。上述四种蚀变是指示 

原生矿化的重要标志。高岭土化多产出在浅 

部，近地表，与褐铁矿化(氧化产物)叠加，是 

指示地表及浅部氧化型矿和破碎带存在的重 

部钻孔观察(镜下薄片鉴定)可以发现如下规 

律。水平分带：由矿化体向两铜蚀变类型分 

别是硅化、钾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绿泥石 

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垂向分带：由地表向 

深部依次为：高岭土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 

黄铁矿化、钾化、硅化。上述所讨论的水平分 

带或垂向分带均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建立在 

蚀变强度观察和镜下蚀变矿物鉴定的基础上 

而确定的(图2)。根据河南区调队(198．8)资 

料，由西峡石板沟金矿不同类型的蚀变岩金 

含量表(表 1)可以看出，该矿床主要蚀变岩 

石其含金性有效期别较大，单一蚀变类型矿 

化较差，组合蚀变矿化较好，硅化、绢云母化、 

要标志。 黄铁矿化、钾化是该金矿重要的蚀变类型，构 

矿床内围岩蚀变分带通过地表工程和深 成蚀变岩型矿化的主体。 

奏1西峡石板沟金矿蚀变岩金含量表 
样品号 蚀变岩石类型 盒音量(xlO 

b舛一1 硅化 、绢云母化闪长岩 400 

b舛一2 硅化、钾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闪长岩 l锄 

b舛一3 硅化，绢云母化闪长岩 480 

b 4—4 硅化、黄铁矿化、钾化、闪长岩 1锄  

一 1 绢云母 、绿泥石化闪长岩 250 

一 2 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闪长岩 )舢  

bl2l—l 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闪长岩 >挪  

bl2[一2 黄铁矿化、绢云母化、钾化，硅化闪长岩 >舢  

b121—3 绿泥石化、绢云母化闪长岩 70 

图 2 

l—蚀变剪切破碎带；2—金矿化体 

3 元素分带 

元素分带的研究选取石板沟金矿工程控 

制程度较高的马龙庙矿段0号勘探线和稻田 

沟矿段的24号勘探线，进行了由地表向深部 

系统的剖面采样，对 Ag、Pb、M0、 、 、sb、 

26 

Bi、c0、cu、Ni、zIl、AIl l2种元素的测试结果分 

别按剖面进了R型因子分析(表2)。由表可 

以看出，在稻田沟矿段，主因子 Fl由Ag、 、 

AIl组成，代表了一次 AIl组成，代表了一次 

AIl的成矿作用； 由c0、 、Ni组成，可能反 

映了一次岩浆作用的元素组合； 是由Pb、 

、sb构成，这三种元素在 R因子上也有较 

大的载荷，说明 、Pb、sb三种元素具有多期 

矿化作用，与金矿化关系密切。F4、 分别代 

表了不同强度的成矿作用。在马龙庙矿段， 

主因子 R是由AS、ng、As、Sb、Au构成，代表 

了一次强度较大的Au的成矿作用； 由Gu、 

Nj组成，是属岩浆热液活动的产物，F3、R、R 

反映了不同阶段、不同强度热液活动的存在。 

通过上述两个剖面的对比，不难看出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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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元素组合特征有所差异。其差异原因是由 

于岩浆热液叠加作用而致(马龙庙矿段位于 

石塘山岩体外接触带)。 

对稻田沟和马龙庙两个剖面所分析的 

表 2 西峡石板沟金矿元素正交因子结构 

矿段 主因子 Ag Pb ‰  ng B̂ 岛 

稻 Fl 墼虹 0．45＆5 —0．1掰  —0．0647 0．锄  0．3266 

田 B 一0．O7” —0．0713 一0．1盯1 —0．1瞄  一0．0797 0 0740 

沟 0．10 一-Q．,S4~ 0．097O 0．蚴  卫丑 世强 

矿 FJ 0 一0．29 
． ．

-

． ． ．

0
． ． ．

．

．

6
． ．

9
一
~ 幽  一0． 一0．0839 

段 F5 0．0365 一0．，986 0．1394 0．0D15 一0．o038 —0．2364 

马 E 墼皇蠡 一0．1∞l 一0．I206 幽  艘  地  

龙 B 一0．1223 一0．0729 0． 0 O4勰 0 0665 0．2243 

庙 —0．12 = B 一0．1565 一0．0l72 0．068l 0 0656 

矿 F． 一0．0633 一0．32玎 0．1694 0．188l 0 2454 0．1384 

段 F5 —0 24 0．1弼  0．8981 一0． 75l 0． 0㈣  

矿匿 主因子 Bi c0 C,u Ni Au 

稻 F 蛐  —0 2169 一0．557 0．0嘧o 0．∞  蚴  

田 0．0560 盟丝 0．1381 婴  一0唧 6 

沟 0．23昭 0． 632 0．1l99 一0 0935 一0 055l 0．13l4 

矿 F． 0．1嘲  0．1050 0．16I1 —0．0l38 一0．嘣  0．01拈 

段 F5 一0．1355 —0．删  ．．-．．．0．．．．．8． 6—47 0．2928 一0．船  0．1326 

马 B 0．1317 —0 1568 一0．咄  —0．Il19 一0．3B34 艘  

龙 E2 —0．O4 —01842 ．．-．．．．0．．．．．．8．．．2—6—4 ．．-．．．．0．．．．．．8．．．0—4—1 —0．口724 0．眦  

庙 B 0．1∞8 盟垒璺 0．O6叮 0．0330 0．2030 一0．仉舄 

矿 R 幽  一0 2649 0．15瞻 —0．1325 = ， 堑 0．0323 

殷 B 0．2B52 0．0口 一0 2659 0．1姗  0．4B36 —0．1384 

． 篓譬 曾为号穗 孽篓苎 毪  

向分带序列的计算(表 3)，与典型的金矿化 

指示元素垂向分带序列[ ](Ar Ar Sb__ 

Ag—zI】一A1r Pb—cI广一c『一N卜 M口一Bi)相 

比，发现稻田沟矿段的垂向分带序列基本上 

为逆向分带，即矿体上部元素组合为c0、Mo、 

活 

泼性前缘晕元素和构成 F1，b和因子元素具 

有一致性，这说明稻田沟矿段活泼性前缘晕 

元素参加了金的成矿作用，具有重要找矿指 

示意义，并暗示了稻田沟矿段 24线深部有盲 

矿体存在的可能。马龙庙矿段0线元素垂向 

cu、Bi，中部元素组合为 Ni、Ag、Au，下部元素 分带序列基本上反映了一种正向分带特征， 

组合为 sb、A8、ZIl、Pb、}Ig。这种元素组合特 因子分析中主因子 F1的元素构成大致和 0 

征和上述因子分析中主因子 ， 的构成元 线元素分带序列前缘元素相似，说明元素 

表3 西峡石板沟金矿元素垂向分带序列 

矿 段 元素垂向分带‘从上到下) 

稻田沟矿段 C l̂旷一CLr一丑 一 r̂ Ar如 A广  Pb__HE 

马龙庙矿段 Zr—AIr  r̂  r-O广 №_ r̂ Pb—Ⅱ卜一c0 

Ag、}Ig、A8、sb参加成矿作用。根据元素的垂 

向分带序列特征，可以认为马龙庙矿段 0线 

附近探部发现盲矿体的可能性不大。 

4 综合找矿模型 

在充分研究了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上， 

综合了矿化露头、围岩蚀变和元素垂向分带 

序列有关信息，建立了西峡石板沟金矿综合 

找矿模型(图3)。模型中地质剖面重点表示 

地层岩石组合构造控矿特征及其它们之间的 

时空关系，围岩蚀变和元素分带序列分别建 

立了两个剖面。由综合找矿模型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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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主要产出在韧一脆性破碎带内，破碎带 产状上陡下缓，产状变化地段为矿体产出的 

上 韶 硅化、 

中 挪 

F 韶 

图3 西峡石板沟金矿综台找矿模型 

l一辉长岩；2_—石英闶长岩；3一花岗闪长岩；4一花岗岩脉或舞绿岩脉； 

s一麋棱岩化带；睁—地表氧化带；7_金矿化体；8-．-韧脆性剪切带 

地段，矿体上，下盘(或断裂上下盘)岩石类型 蚀变组合。而在图3的围岩蚀变剖面中，在 

有所差别，其主要岩性为辉长岩，石英闪长 矿体的下部黄铁矿化，硅化有所增强，暗示了 

岩，并伴有后期脉体的穿插。在元素垂向分 深部矿化存在，这和元素垂向分带序列所得 

带序列剖面中，Co、Mo、Cu、Bi元素组合主要 出的预测结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出现在地表及浅部，AIl、sb、 、 元素组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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