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金厂峪金矿探部(0 m一一l0∞m标高之问)获得的最新钻孔岩芯资料，鳍台野外地 

质观察、室内工作，探讨了该矿床耀部的矿化规律I 爰矿体的产状特征，对探矿工程的布设提 

出了建议。解释了深部矿化富集与分散的原因，进一步确认了对该区中生代褶皱构造控矿的 

认识 指出今后深都找矿中应注意发现新的矿化类型，研究中生代裙皱构造与太古代韧性剪 

切带的关系、蚀变与矿化的关系。 

关键词 金厂峪金矿 深部 矿化规律 中生代褶皱控矿构造 

金厂峪金矿位于华北地台北缘中部，是 

冀东地区最大的金矿床。1991年至 1993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蔡新平研究员等采用 

构造分析与地球化学、地球物理、数学地质等 

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了金厂峪 

金矿床中生代褶皱构造控矿模式(蔡新平、祁 

学义，1993)。1994年，经深部钻探工程验证， 

在预期的构造部位发现了多层金矿体，初步 

确认了该控矿构造模型的正确性(蔡新平． 

J994)。1995年以来，矿山根据蔡新平等的探 

矿设计，开始实施规模性的普查、勘探工程， 

目前已取得重要进展。 

金厂峪矿区从南到北分为桑家峪、金厂 

峪、黑石峪等 3个矿段。 

l 深部新发现矿体的分布规律与控矿 

构造模型吻合 

矿区范围内的浅层地震资料解译结果 

(蔡新平等，1994)表明：金厂峪金矿深部(O m 
一 一 1000 m标高之问)的构造形式是由2个 

背斜和 1个向斜组成的复式向斜。近两年的 

钻探工作就是根据这一控矿构造模型而布设 

的，其主要目的是探查深部背斜、向斜核部与 

翼部的矿体。 

业已完成的 30几个钻孔资料初步确认 

本文 1997年 1月收到，张启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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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控矿构造，其主要发现如下。 

(1)在主背斜(O m一一5C0 m标高之间) 

的东翼发现了5个较大的金矿体，平均品位 

5 x 10-6，单层最大厚度为 33．47 m；(2)在主 

背斜浅部(110 m一一150 m)的东翼，还发现 

了过去勘探工作中漏掉的一个富矿体；(3)在 

中问向斜(200 m一一580 m)的轴部发现了8 

个矿体，表内矿平均4×10 左右，累计厚度 

l8．87 m；(4)最为振奋儿 的结聚i是在 

大断裂附近的东部背斜(100 m一一300 m之 

间)发现了两层较富的矿体，单层厚度为5 m 

左右，平均品位约 10×10一，从而为金厂峪 

金矿今后的钻探工作开辟了一个新区。 

从目前的钻探结果来看，金厂峪金矿深 

部矿体基本上分布在背斜核部、翼部及向斜 

的翼部。然而，由于受构造应力的影响，深部 

背、向斜核部的虚脱空问不像浅部那样较大， 

而是明显变小，这集中反映在深部矿体厚度 

变小，及品位变贫上。 

在主背斜的东翼，矿体具有明显的变化 

规律，郎：以19号勘探线为界，主背斜东翼同 
一 脉带的矿体产状逐渐向南倾伏，矿体变薄、 

变深；向北，矿体变浅、变厚。主背斜西翼的 

矿体产状较缓，向南厚度亦变薄，直至尖灭。 

东部背斜矿体产状则较陡。深部矿体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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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对于指导孔位布设，提高见矿率， 

具有明显的效果。迄今为止完成的30几个 

钻孔，已初步圈定了约10 t的工业储量，钻孔 

见矿率达 70％，从而为矿山节约了太笔开 

支，经济效益显著。 

此外，勘探工作中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 

某些预定的构造部位并末发现矿体，只见到 

矿化蚀变带。对这一问题，通过进一步研究 

控矿褶皱构造特征，发现该矿的金矿体在南 

北延长方向上连续性好，而在东西方向上连 

续性较差、矿体较窄。因此，探矿工程的间距 

不能放得过大，实践证明，以40 m×40 m的 

间距布置钻孔，比较切合实际，不致于丢矿。 

2 深部金矿化规律与矿石类型 

深部钻探资料表明，金矿体均产在蚀变 

脉带中，金矿化主要出现在绢云母化、绿泥石 

化、黄铁矿化、钠长石化和硅化强烈的蚀变岩 

中，而不是以石英脉型矿石为主。与过去勘 

探工作和矿山开采情况有所不同，这些蚀变 

岩石已成为深部圈定矿体时采样的主要目标 

(蔡新平、祁学义等，1995)。经室内对薄片和 

岩芯观察，发现金厂峪金矿深部最有利的成 

矿类型是同时具有绢云母化、硅化(石英细 

脉)和黄铁矿化(细粒、他形)的矿石，过去在 

岩性描述中多次提到的钠长石脉，在深部实 

际上多数是钾长石石英脉或花岗斑岩脉。 

金厂峪金矿床深部的矿石主要有3种类 

型，即：蚀变岩型(旧称“复脉型矿石”)、石英 

单脉型和次生石英岩型。 

2．1 蚀变岩型矿石 

深部矿体以这种矿石为主，它们主要由 

含黄铁矿的绢云母绿泥石片岩、钠长石(钾长 

石)石英脉和绢云母片岩、钠长石(钾长石)石 

英脉组成，厚度中等，一般3 m一10 m。其中 

的石英呈细脉状，硫化物少量至中等，绝大多 

数为黄铁矿，呈他形粒状，以漫染状或斑状不 

均匀分布于矿石中，当粉末状黄铁矿出现时， 

矿石品位显著升高。 

2．2 石英单脉型矿石 

脉宽一般小于 1 m，多为 0 m一0．5 m。 

黄铁矿主要呈网脉状或粉末状分布于裂隙中 

或石英脉的边部，厚度不太，一般为0．1 cⅡI一 

0．5一。虽然某些黄铁矿本身金含量较高， 

但总的来说，黄铁矿的含矿性比较复杂，这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厂峪金矿床成因的复杂 

性。值得注意的是，全矿区内，仅在石英单脉 

中才偶尔出现少量的方铅矿、闪锌矿和辉铝 

矿，而且当这些硫化物出现时，往往使矿石的 

品位显著升高。上述现象说明，金厂峪金矿 

床中的富集过程，与含金属硫化物热液沉淀 

阶段关系密切。 

2．3 次生石英岩型矿石 

变晶结构，块状构造。硫化物含量往往 

较高，主要是黄铁矿、磁黄铁矿和黄铜矿等， 

自形程度较高，分布比较均匀，反映其经历过 

较高温度的重结晶过程。这种矿石往往厚度 

较大，可达几十米，但品位—般偏低。 

3 深部黄铁矿的含金性 

3．i 粉末状黄铁矿 

金含量较高的主要是粉末状黄铁矿，最 

高含量达 1215．19×10 (张秋生、杨振升等， 

1991)。虽然深部矿体的平均品位显著降低， 

但对岩芯的观察和化学分析结果表明：粉末 

状黄铁矿矿物本身的金含量并未降低，只是 

由于深部的赋矿构造空间变小，使黄铁矿和 

石英的脉体窄小，导致矿石的品位整体降低。 

从而进一步说明了金厂峪金矿深部找矿空间 

在0 m一一1000 m标高之间，也证实了浅层 

地震的解译结果。 

3．2 他形黄铁矿 

他形黄铁矿的金含量高于自形黄铁矿， 

从地表、坑道及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可知，金厂 

峪金矿的黄铁矿至少形成于4个时期(张秋 

生、杨振升等，1991)，其不同世代的特征有待 

深入研究。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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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部脉岩分布规律及其含矿性 

深部钻孔中最常见的是钾化的钠长石 

脉，其次是花岗斑岩脉和以煌斑岩脉、辉绿岩 

脉为主的中基性岩脉。 

4．1 钾化的钠长石脉 

颜色变化较大，呈浅肉红色、淡绿色等， 

块状构造。自浅部到深部，其厚度逐渐变小。 

独立、厚大的钾化钠长石脉往往硫化物含量 

少，金含量亦低，但当其与石英细脉、绢云母 

片岩或绢云母绿泥石片岩等共同出现时，便 

构成金厂峪金矿深部的主要矿石类型。 

4．2 花岗斑岩脉 

主要出现在主矿体膨大的部位，厚度变 

化较大，具弱的钾化和硅化，厚度一般为 1 m 
一 3 m，含少量黄铁矿，金含量亦 『氐。 

4．3 中基性岩脉 

主要出现于主矿体膨大部位，厚度比较 

稳定，一般为1 m一2 m，在深部，煌斑岩脉厚 

度增大，可达20余 m，硫化物含量较低，金含 

量亦低。值得注意的是，当煌斑岩脉出现时， 

常常标志着金矿化的结束，二者之间的成因 

关系需进一步研究。 

5 深部岩石蚀变及变质变形特点 

金厂峪矿段地表出露的是太古界迁西群 

三屯营组麻粒岩相变质岩系和八道河群王厂 

组角闲岩相变质岩系，矿体产在王厂组斜长 

角闪岩中。 

在深部钻孔中所见的岩石虽均已退变质 

为绿片岩相变质岩，但仍保留了在深部韧性 

变形的痕迹，手标本和薄片观察结果表明，岩 

石中石英和部份黄铁矿的塑性流动、拉长现 

象显著，反映了岩石经历交代变质的特征。 

澡部岩石的碱交代作用主要是钾化，钾 

化主要表现为强烈的绢云母化，而大量出现 

的钾化钠长石脉则是钾化的主要代表。初步 

分析结果表明，斜长角闪岩在遭受碱交代蚀 

变时，会有大量的矿化元素释放出来，进入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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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热液中(张秋生、扬振升等，1991)。绢云母 

化主要限于片岩，其蚀变沿片理进行，方向性 

显著，近似于塑性流动特征；硅化沿岩石的徽 

裂隙进行，几乎在各种岩石中均有硅化；而绿 

泥石化则主要限于变质岩中的角闪石矿物范 

围，系岩石自身退变质的产物。3种蚀变的 

显著差异，表明成矿作用主要与钾化(绢云母 

化)和硅化有关。 

在局部地段，岩石遭受韧性剪切作用，形 

成片糜岩和糜棱岩，镜下观察结果表明，其为 

同构造期的构造岩，此类岩石的片理化明显， 

且片糜岩往往是绢云母化、硅化和绿泥石化 

作用集中之处，亦是主要的金矿石。 

6 今后找矿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业已完成的钻探结果表明，目前的勘探 

方向与钻孔布置比较符合矿体的实际分布规 

律，应继续坚持实施。除此之外，今后还需着 

重注意以下3方面的问题： 

6．1 注意识别新类型的矿化与蚀变带 

从前人多年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金厂 

峪金矿床的成因非常复杂。对其成矿作用的 

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于金矿的成矿类型尚 

不固定，因此，对其矿化类型也不应受已知矿 

体的限制，应扩大视野，注意发现新类型矿 

石。这一工作，在勘探中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该矿段深部岩心的细致观察结果表 

明，过去认为不含矿的某些斜长角闪岩(甚至 

在终孔样品)中，仔细观察仍可见割较强的黄 

铁矿化、硅化等蚀变，且金含量仍够品位，表 

明可能是一种新的矿化类型，其矿化特征有 

待今后深人研究。 

6．2 研究中生代褶皱构造与太古代韧性剪 

切带的关系 

本矿段深部矿石实际上主要是遭受蚀变 

的含矿片糜岩，原属太古代韧性剪切作用产 

物，它们在中生代褶皱控矿构造中的分布规 

律及其成矿的动力学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可以设想，研究结果将有利于提高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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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率和圈定矿体的合理性。 

6．3 研究蚀变与矿化的关系 

注意野外采样时区别花岗斑岩脉、钠长 

石脉和钾化钠长石、石英脉，注意其与黄铁矿 

化、绢云母化及金矿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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