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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岭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产于上古生界南羊山组及袁家淘组地层中。研究表明，金矿形—马罘纯茹
碎屑岩—碳酸盐岩系列岩石和叠加在其上的韧性剪切构造有密切关系，受岩性和构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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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岭金矿床位于镇旬盆地中部，镇一板断裂以

南，金鸡岭复向斜北翼之次级褶皱中(图1)。

l 控矿岩性

1．1 含矿层岩性组合特征

含矿层为上泥盆统南羊山组及下石炭统袁家沟

组，分布于丘岭背斜核部及两翼(图2)。南羊山组

及袁家沟组的层序及岩性变化见图3。含矿层岩石

的岩性主要为不纯细碎屑岩和不纯碳酸盐岩。

1．2 含矿层中不纯岩石的成分特征

不纯岩石的平均化学成分与世界同类岩石对比

(表 1)，砂岩富含C,aO、FeO’、竭03、K20，贫 Si02、

Mg0；页岩富含 C,aO、K20，贫 Si02、A1203、№ 0及

FeO‘；碳酸盐岩富含含 Si02、A12仉、Na20、K20、

FeO‘，而贫CaO、嗡0。

1．3 含矿层中不纯岩石微量元素特征及含金性

由表 2可见 ，不纯岩石 中含金为 5．3×10一 ．

109．1×10一，平均 36．5×10一，比Taylor(1985)的地

壳丰度值高2．94—60，6倍；而较纯岩石中含金3．78

×10一一17×10一，平均 7×10一，比上地壳丰度值

高2．06—9．4倍。矿区外围地层中金含量(见表

30)远远低于本区金矿层中各类岩石的金含量。据

此可认为成矿物质来源于矿区外围地层。

图2 丘岭金矿床地质略图

* 石炭筑四峡口组；cr一石炭筑窟家沟组；码rr-上泥盆统南羊

山组；D2广 中泥盐筑杨岭沟组；l一断层；2一背斜轴；

卜 矿体 ；枷 碎带；5—剖面位置

相关系数及偏相关系数 R型聚类谱系见图4

和图5。在 ^=11，h
．∞：0．60时，Au与As、sb、}If；

相关系数依次为0．72、0．63、0．82，为正相关。说明

在沉积成岩期Au、As、sb、Hg已初始富集。在图5中

可见，Au与 As、sb、}Ig完全分离，表明 Au虽与 As、

Sb、}Ig紧密共生，但不稳定，在后期构造热液作用下

可发生分离，不纯岩石中金以易活化形式存在。

不纯岩石中含有草莓状黄铁矿 1％．3％，有机

碳0．0l％一0．56％，平均0．16％。黄铁矿微量元素

吉Au0．6×10～一1．7×10～，含As650×10一．980

×10一．含Sb110x10一一290x10“(测试单位为有

色金属西北矿产地质测试中心，1992)，较正常沉积

成因黄铁矿明显富集 Au，As和 sb。本区不纯岩石

中含有机碳较高，据研究(。]有机质带有能与金形成

稳定的金——有机化台物的官能团(COOH、OH一、

cN‘等)，对金有吸附作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图3 丘岭矿区 玛rrcly岩性柱状图

1一页岩；2一泥品灰岩；卜 泥质、粉砂—砂屑灰岩；4一粉砂一细砂、泥质砂—砾屑灰岩；5—砾屑灰岩；6—钙质牲屑糟砂一细砂岩； 。

7—音碰石条带砾屑灰岩

表 1 成矿主岩主要化学成分平均值 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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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纯岩石与较纯岩石微量元素含量 l0I6 

û由武警黄金部队十四支队化验室分析，其它元素由西北有色研究所分析，其中 û 

子荧光光谱分析，cu、Pb、 、c0、 用直读光谱分析法，̂g用三苯膦原子嗳收法。富集系数 =岩石中各元索平均丰度／上地壳丰度值， 

表3 丘岭矿区外围区域地层中金含量平均值 l0 

区 

嘉 l I 膏 l )l l l 妻 l 。 
o 66 l 0．34 l o．65 l 0．9 

2 控矿构造 

2．1 丘岭背斜变形阶段 

表现为由南羊山组和袁家沟组地层构成的背斜 

(图2、图6)，构成宽缓的丘岭短轴背斜。由于岩性 

不同，则构造变形强度不同，以页岩为主地段变形强 

于以砂岩和碳酸盐岩为主地段。在显微镜下亦常见 

原 

剪切透镜体、压溶构造、石英波状消光，绿泥石扭折 

弯曲、碳酸盐岩糜棱岩化等现象。该阶段蚀变作用 

主要有黄铁矿化、毒砂化、硅化及碳酸盐化等。与金 

矿化有关的黄铁矿化、毒砂化呈稀疏浸染状分布于 

劈理化带中，强变形地段可形成金的矿化体或低品 

位工业矿体，金品位为 0．O0—1．10 X 10-̈，平均为 

0．18 X 10 (23个样品平均)。 

图6 丘岭矿区实测地质剖面图 

2．2 韧性变形阶段 

在丘岭背斜核部之次级背斜上又叠加有剪切褶 

皱变形，以北东向为主，与前阶段变形方向有近 45。 

的夹角。由于应力主要集中在丘岭背斜核部偏北， 

在不纯细碎屑岩中发育共轭膝折带及不对称膝折带 

(图7)。由图7可见，叠加的剪切褶皱使矿化进一 

步加强，形成矿体，而在膝折带中矿化最强，其次为 

糜棱岩化带及糜棱岩化强劈理化带。 

图7 丘岭④矿体T㈣ 探槽中金台量与韧性构造关系图 
1一不纯碳酸盐岩；2一不纯细碎屑岩；}—劈理化带；4_糜棱岩化 

该阶段矿化为含砷黄铁矿化和毒砂化，较前期 

粒径变大，数量增多，含金性较好。在膝折破碎带中 

18 

}理化破碎带；5__麋棱岩化带； —共轭膝折带；7一不对称膝折带 

含砷黄铁矿和毒砂呈细脉状分布于显微膝折裂隙 

中，或呈团块状充填于劈理与膝折交汇处，在糜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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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带中呈团块状、稠密浸染状分布，在劈理化带中呈 

稠密浸染状．断续细脉状分布。在背斜Ⅱ核部由于 

该期构造变形较弱且岩性为较纯岩石，因此仅有矿 

化；而在背斜Ⅱ两翼岩性为不纯岩石。但该期变形 

北翼很强而南翼很弱．因此北翼有矿体以至富矿体 

存在．而南翼仅有很弱的矿化。由此可说明岩性和 

构造尤其是韧性变形小构造，对本区金矿形成具同 

等重要的意义。 

2．3 脆性变形阶段 

脆性变形主要发育于丘蛉背斜北翼，在丘岭背 

斜核部的顶部也有发育。表现为近南北向、北东向、 

北西向脆性断裂。主要蚀变有辉锑矿化、强烈硅化 

和碳酸盐化．其次有黄铁矿化、辰砂化等。在丘岭背 

斜北翼袁家沟组上段厚层砾屑灰岩中沿多组脆性断 

裂交汇处．锑矿化很强烈．形成单一的锑矿体；而在 

背斜核部脆性断裂不很发育，仅有较弱的锑矿化叠 

加在金矿体之上。该阶段形成的辉锑矿及粗晶黄铁 

矿及辰砂不含金或含金性很差．单矿物分析辉锑矿 

含金 0．6 x 10～，粗晶黄铁矿含金 2．1×10～。 

3．2 韧性剪切构造是重要的成矿机制 

剪切构造作用将机械能转化为热能．为金的活 

化迁移提供能量；同时热能加热地下溶液，使其活性 

增大．充分地萃取围岩中以易活化形式存在的成矿 

元素．形成含矿热液。另外，剪切构造作用形成的劈 

理化带、糜棱岩化带等提供了含矿热液运移的通道， 

使其能在更大范围循环，萃取更多的成矿物质。其 

次．剪切构造作用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糜棱岩，它使岩 

石、矿物粒末化、矿物晶格变形、增加元素的活性及 

扩散速度，增大了渗透性．有利于热液流动，此外，粒 

末化过程还增加了迁移。本区金以 Au(Hs) 、 Au 

(sb，As)si和 HAu(Sb，AB) 形式迁移。但含砷黄 

铁矿和毒砂中金则以次显微状自然金形式存在，这 

可能是金以不同(Au—S)络阴离子形式迁移至糜棱 

岩化带、劈理化带形成稳定的 及 E以ss．而 Au 

被解离，由于Au 不进人黄铁矿晶格而游离出来，在 

含砷黄铁矿、毒砂快速结晶时．游离出来的Au 的生 

长受到限制，形成次显微状自然金。本区剪切作用 

形成显微裂隙为矿质沉淀提供就位空间。 

3 讨 论 4 找矿意义 

3．1 含矿层中不纯岩石的特点利于金矿形成 丘岭矿区金矿化特征表明
，金矿形成受岩性及 

不纯岩石富含碳酸盐矿物，热液与之作用后，易 构造的控制。由此．可以认为在具成金远景的区域 

发生反应，形成富含 002和 HCO3的热液。液体包 性范围内
．应重视韧性剪切构造与不纯岩石相叠加 

裹体成分测定中CO2含量为45．,~m／g一50．67m／ 地段。 

g，HCo3为 18．31／．~,／g，An为0．000 g／g一0．0016／．t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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