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1999 - 08 - 25 ; [责任编辑 ]曲丽莉。

吉林王家店矿区成矿地质特征分析

亢　彬 ,薄继荣 ,董第光
(吉林有色地勘局 604 队 ,桦甸 　132400)

[摘 　要 ]在高级变质区会全栈“穹形构造”西缘“线性构造矿源域”基础上 ,经过古生代 ,特别是中生

代的构造 —岩浆作用改造叠加 ,在王家店花岗岩体内部、边缘、岩体之外 ,形成岩浆期后热液型金矿 ,其

深部潜在远景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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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店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东段夹皮沟花岗

岩 —绿岩带南侧的高级变质区内。北西以辉发河超

壳深断裂为界 ,与吉林地槽褶皱带毗邻。东与会全

栈太古宙“穹形构造”毗邻 ,是“穹形构造”西缘“线性

构造区”。天合兴 —那尔轰 —王家店 —松树川南北

向构造带及其金、银多金属成矿带纵贯全区 (图 1) 。

图 1 　王家店矿区区域位置图

J —侏罗系 ;Ar2 —夹皮沟花岗岩 - 绿岩带 ;Ar1 —高级变质区 ;1 —

构造 ;2 —金矿床 (点)

1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广泛出露太古宙 TTG花岗岩 —TTG 质片

麻岩 ,其同位素年龄与相邻会全栈 —白山镇区的

TTG质片麻岩 Rb - Sr 全岩等时线年龄 (2971 Ma ±95

Ma ,林宝钦 ,1986)相当 ,吉林省区域地质志 (1989) 将

该类岩石划属为太古宙龙岗群杨家店组。矿区内局

部见有稍早于 TTG 质片麻岩的表壳岩 (磁铁石英

岩、角闪斜长片麻岩等) 和晚于 TTG质片麻岩及“穹

形构造”和“线性构造”活动的斜长角闪岩 (变基性杂

岩) 。另外 ,矿区内有零星的中生界凝灰岩、新生界

玄武岩出露。

矿区原太古宙会全栈“穹形构造”西缘的线性构

造 ,因受古生代 —新生代构造 —岩浆活动改造叠加

影响 ,其原构造面貌不明显。现以中生代构造最发

育 ,古生代和新生代的构造次之。矿区发育的构造

规模依次为南北向、北东向、北西向 ,构造与成矿关

系密切 ,矿区内构造的含矿性排列依次为北东向、北

西向、近东西向 ,矿区和区域上南北向构造控制小岩

体 (枝)分布特征明显 ,而北东向、北西向构造控制脉

岩和矿体特征明显 ,特别是中生代花岗岩小岩体周

边地区的北东向构造 ,控制矿化富集最为显著。

矿区岩浆活动较为强烈 ,古生代有基性 —中性

的脉岩出现 ,中生代岩浆活动最为强烈 ,主要有花岗

岩小岩体或岩枝及霏细斑岩脉、正长斑岩脉等出现 ,

新生代有玄武岩喷出 (图 2) 。

矿区矿化富集特征以小型金、银矿为主 ,铅、铜、

锌局部达到工业富集 ,普遍为伴生矿产出。几种主

要岩石中有益元素含量对比情况见表 1。矿区主要

矿化带及其矿床分布情况见表 2。

2 　成矿地质特征

2. 1 　金矿类型

金矿 (化)类型主要是含金石英脉型、含金蚀变

破碎带型。另外 ,在含金蚀变破碎带型地表出现有

铁帽型 ,在含金石英脉型矿体头、尾部和上、下盘围

岩中出现有含金糜棱岩型。

2. 1. 1 　含金石英脉型

乳白色 —灰白色石英脉体中以含不同量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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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王家店矿区地质构造略图

Q4 —冲积层 ;β—玄武岩 ;γ5 —印支燕山期花岗岩 ; Ff —凝灰岩 ;

Ψπ5 —霏细斑岩 ;γβ5 —黑云母花岗岩 ;γπ—黑云母花岗斑岩 ;

δ—闪长岩 ; Amp —斜长角闪岩 ; Bp Gn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

Ary —TTG花岗岩—TTG质片麻岩 ;1 —矿化带及编号 ;2 —断层 ;

3 —金矿床 (点)

表 1 　矿区主要岩石有益元素平均含量对比表

岩石名称 Au Cu Pb Zn Ni

磁铁石英岩 6(4) 120 (6) 10(8) 210(6) 70 (6)

角闪斜长片麻岩 4( ?)

TTG质花岗岩
(TTG质片麻岩) 2. 4 (8) 95 (47) 48 (25) 78(47) 46(47)

斜长角闪岩 13. 2 (38) 308(49) 13 (65) 115 (55) 120(45)

辉长岩 1. 5 (15) 166(67) 90 (65) 189 (65) 232(69)

闪长岩 3. 8 (27) 94 (64) 59 (62) 139 (58) 179(57)

黑云母花岗岩 4. 4 (12) 16 (25) 48 (25) 83(25) 11(25)

酸性岩脉 6. 5 (22) 156(28) 26 (28) 84(27) 84(27)

Au : ×10 - 9 ;其它元素 : ×10 - 6 ; ( ) 内数字为样品数 ;据原吉林地勘局
二调所 1986 年资料整理。

硫化物形式产出。位于王家店花岗岩体北缘地带的

石英脉群皆是北东走向并呈密集群体形式产出 ,该

岩体内部和外围是以单带或单脉形式产出。密集群

体地带的脉体总数达 100 条以上 ,其中长度大于 100

m、幅宽 0. 3 m～2. 0 m 的有 30 多条 ,目前在浅部探

明达工业要求的矿体只有 10 余条。其它处单带中

的石英脉体皆呈扁豆状和尖灭再现赋存于不同产状

的构造带内 ,石英脉体规模相对变小 ,长几米 —几十

米 ,幅宽小于 1 米 —几米。石英脉体在整个矿区范

围内 ,按走向分为 3 类 : ①北东走向 ,倾向北西 ,倾

角 30°～80°,分枝复合特征明显 ,是矿区最重要的矿

体产状 ,最高金品位达 80 ×10 - 6 ; ②北西 (包括近东

西)走向 ,倾向北东 ,倾角陡 ,常与陡倾角的基性脉岩

(辉长岩 —辉绿岩)伴生。虽然该石英脉体或矿体的

规模较前者小 ,数量较前者少 ,但其矿化富集强度比

前者增大 ,最高金品位达 96 ×10 - 6 ,矿体平均品位

往往比前者高 ,这一特征可能与伴生的基性脉岩的

岩性和古生代成矿的时代相对较老有关 ; ③南北走

向 ,倾角陡 ,目前未发现有矿体赋存。

2. 1. 2 　蚀变破碎带型

花岗岩体内部和外部围岩皆有产出 ,是构造变

形发展到最后脆性变形和成矿具有多阶段的金矿类

型。最后的脆性构造变形发生在含矿石英脉体形成

之后 ,因此 ,可以见到多种类型的石英脉角砾和围岩

角砾 ,浅部多具半胶结状态 ,内部伴有泥线 ,规模上

比石英脉型大 ,长几十米 —千米 ,金品位相对较低 ,

但地表存在次生富集特征 ,有的变为铁帽型 ,总的规

律是地表或浅部金品位高于深部 ,走向以北东向为

主。

蚀变破碎带型金矿在长度、宽度分布范围上 ,往

往位于构造韧性变形范围之内 ,脆性变形即破碎带

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靠近脆性变形带的韧性变

形带内往往是低品级的工业矿体 ,两者共同组成蚀

变破碎带型。

表 2 　王家店矿区主要矿化带及矿床特征表

序号 矿化带号 矿床 规模 产状 产出特征 形态 平均品位/ 10 - 6

1 一 张家南山 小型 40°～50°NW∠50°～70° 岩体之外 似脉状 6. 16

2 一 热闹沟 小型 30°NW∠60°～75° 岩体边缘外接触带 似脉状 15. 50

3
4

一 587 小型 20°～70°SE∠29°～54°
40°～60°SE∠33°～45° 岩体边缘内接触带 似脉状 11. 80

6. 04

5 二 301 小型 43°NW∠65°～79° 岩体之外 似脉状 24. 20

6 二 狼圈沟 小型 43°NW∠65°～79° 岩体之外 似脉状 14. 07

7 二 五垧地 小型 30°NW∠70°～80° 岩体之外 脉状 20. 50

8 二 五垧地 小型 90°N ∠65°～75° 岩体之外 脉状 28. 34

9 四 大楼西山 小型 43°～58°NW∠60°～72° 岩体之外 似脉状 9. 50

10 六 大楼南山 小型 280°NE∠74°～80° 岩体之外 脉状 15. 41

11 十七 打胡沟 小型 300°NE∠67°～82° 岩体之外 似脉状 13. 20

12 大楼 1 号 防火塔 小型 28SE°NW∠61°～85° 岩体之内 似脉状 1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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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主要矿物组合

矿区有 20 余种金属矿物 ,其中金属硫化物占多

数。矿体中最常见的金属矿物组合 : ①黄铁矿 - 方

铅矿 - 黄铜矿 - 自然金 - 银金矿 ; ②黄铁矿 - 自然

金 - 银金矿 ; ③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 - 自然金

- 银金矿 ; ④黄铁矿 - 自然金等 ,另外 ,黝铜矿、辉锑

铅矿、白钨矿、菱锰矿、菱铁矿等偶尔也有出现。石

英脉型、破碎带型矿体中的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 ,蚀

变岩型 (又称含金糜棱岩型) 矿体中的脉石矿物 ,石

英大大减少 ,主要是绿泥石、绢云母 ,矿区次要的脉

石矿物有方解石、玉髓、蛋白石、重晶石、高岭土等。

2. 3 　矿石的结构、构造

常见的矿石结构有早阶段的黄铁矿自形晶结

构 ;早 —中阶段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自然金等的

半自形晶结构 ;中 —晚阶段黄铁矿、自然金、方铅矿、

闪锌矿、黄铜矿、黝铜矿、辉锑铅矿、菱锰矿、石英等

它形结构 ;次有乳滴状结构、包含结构、压碎结构、隐

晶结构、胶状结构等。

常见的矿石构造有黄铁矿、方铅矿单矿物所组

成的块状构造 ;金属硫化物 (黄铁矿、方铅矿最常见)

平行条带所构成的条带状构造 ;金属硫化物 (黄铁

矿、方铅矿、黄铜矿最常见) 浸染在石英脉体中或浸

染在蚀变围岩 (糜棱岩类) 中形成的浸染状构造 ;早

阶段乳白色石英脉角砾被后阶段含硫化物石英脉胶

结 ,先形成的含硫化物石英脉或先形成的硫化物块

状体及蚀变围岩等所形成的角砾 ,被后期硅质、铁

质、碳酸盐类等胶结形成角砾状构造。自然金、银金

矿主要赋存在石英、黄铁矿和其它金属硫化物的晶

隙中或裂隙中。

2. 4 　成矿期和成矿阶段

矿区成矿期分内生热液成矿期和表生氧化次生

富集期两期 ,以前者为主 ,后者为次。关于矿区的内

生热液成矿期 ,不同矿床 (体) ,有的为华力西期成矿

的矿床 (体) ,后受印支 —燕山成矿期叠加改造现象

不明显 ,所以 ,认为矿区单个矿床的内生热液成矿期

只有一个 ,成矿时间短 ,没有发现在一个矿床 (体)中

发现有两个内生热液成矿期叠加现象 ,这一特征与

邻区夹皮沟花岗岩 —绿岩带内的某些老 —新叠加矿

床 (体)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关于矿区的表生氧化次

生富集成矿期 ,在不同矿床中发育程度不同 ,其中在

蚀变破碎带型金矿床地表发育最显著。总的来说 ,

矿区赋矿构造以脆性构造为主 ,脆 —韧性构造为次 ,

与那些赋矿构造以脆 —韧性构造为主、韧性构造为

次的矿床 (体)相比 ,该矿区有独特的次生富集成矿

有利条件。

矿区成矿阶段 ,是对成矿期内成矿的进一步细

分 ,主要对内生成矿期而言。表生成矿期的成矿阶

段没有进一步细分。在内生成矿期中 ,认为可以进

一步细分为早期的乳白色石英 —粗粒黄铁矿成矿阶

段 ;中期的灰 —灰黑色石英 —细粒黄铁矿、方铅矿、

黄铜矿等硫化物及自然金、银金矿成矿阶段 ;晚期的

胶状石英 —方解石成矿阶段。自然金和银金矿及其

它有益的金属硫化物和金属氧化物 ,主要在中期阶

段出现 ,出现时间短 ,这一点对矿床的规模发展可能

有一定限制。矿区矿物生成顺序见表 3。
表 3 　王家店矿区矿化阶段矿物生成顺序表

矿物成分

内生热液期 表生期

黄铁矿—
石英阶段

含金硫化物
—石英阶段

胶状石英—
方解石阶段 表生阶段

黄铁矿 ——————————————————

石英 ——————————————————

闪锌矿 ——————

黝铜矿 ———

黄铜矿 ————

自然金 ———————

银金矿 ————

方铅矿 ——————

辉锑铅矿 ———

白钨矿 —　　　

菱锰矿 ——————

重晶石 　　　　—

绢云母 ———————

胶状石英 ——————

方解石 ————

褐铁矿 ——————

针铁矿 ————

辉铜矿 　————

铜蓝 　————

铅矾 ——————

2. 5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指太古宙高级

变质区内线性构造活动所留下来的动力蚀变 ,如那

些规模较大 ,包容矿体或矿化带 ,甚至包容脉岩和控

制小岩体 (枝)边界线的糜棱岩 (不包括古生代、中生

代岩体和脉岩内部的蚀变带) ,该类蚀变属成矿前的

围岩蚀变。第二类是指古生代或中生代分别与成矿

作用时代相近的动力蚀变和热液蚀变 ,特别是中生

代岩体之外的某些蚀变带 ,是在对古线性构造叠加

改造基础上进行的 ,是属退变质蚀变作用 ,而中生代

花岗岩体之内的蚀变 ,与古线性构造蚀变无关。第

二类蚀变常见有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硅化、碳酸盐

化、黄铁矿化、碎裂化等 ,蚀变范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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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矿化富集空间分布

矿区虽然探采坑口密布 ,但探采工程深多在 0

～50 m ,皆未超出 100 m ,更深部空间成矿富集特征

无资料研究。平面上可分为岩体内、岩体 (脉)边、岩

体之外 3 个平面位置 ,其中以岩体边缘 (内外接触

带)矿化富集更为集中密集。按产状依次可分为北

东向、北西走向 (包括近东西) 、南北走向 3 种 ,当北

东走向成矿带与花岗岩岩体边缘交汇时 ,是最佳的

成矿富集空间 ,这可能是构造条件和岩浆活动叠加

影响所致。王家店花岗岩岩体内部的一号矿化带 ,

海拔 800 m 标高上下有工业矿体富集 ,该岩体北缘

成矿富集密集区在 500 m～600 m 标高有较好的工

业富集 ,并且有岩体内部矿化富集标高比岩体边缘

矿化富集标高高的规律。在 TTG质片麻岩中的矿

体 ,浅部富集比深部好。北东向是最富集的矿化带 ,

而北东向矿化带的北东端部 ,相对又是最富集地段 ,

如一号矿化带东端有最富的 587 矿床 (体) 等 ,组成

矿化富集密集区。又如二号矿化带东端有最富集的

五垧地矿床 ,三、四、五号矿化带东端因工作程度不

够而认识不清。北东向矿化带北东端矿化富集条件

好 ,可能受两种因素影响 :一是在区域上更加靠近会

全栈穹形构造中心 ,增加了线性构造的变形强度和

金元素的浓度梯度 ,二是北东端更加接近与成矿关

系密切的王家店花岗岩体。

2. 7 　成矿时代与岩浆活动关系

矿区成矿有两个时代 ,一是赋存在古生代华力

西期基性 —中性脉岩上、下盘或中间的矿体 ,成矿时

代为华力西期 ;二是赋存在印支 —燕山期王家店花

岗岩体内部、边缘附近或外部的构造带中 ,认为花岗

岩体是成矿母体 ,成矿时代为印支 —燕山早期。少

数矿体赋存在正长斑岩脉上、下盘或中间 ,成矿时代

也为印支 —燕山早期。

2. 8 　成矿富集元素相对较多

矿区成矿富集以金、银为主 ,铅、铜、锌为次 ,当

金达到工业指标时 ,银一般也能达工业指标 ,铅、铜、

锌富集不均匀 ,局部达工业指标 ,普遍达不到工业指

标 ,只能作伴生元素综合利用 ,矿区富集元素与周边

相邻区 ,如夹皮沟花岗岩 —绿岩带内 ,会全栈区、那

尔轰区相比 ,相对增多。

2. 9 　矿床矿石硫同位素组成

矿石中δ34S 值皆为不大的正值 (表 4) ,变异范

围小。该类矿床矿石硫主要是来自“线性构造矿源

域”,而不是直接来自中生代花岗岩浆 ,这一特征与

夹皮沟花岗岩 —绿岩带内矿石硫来自矿源岩 (绿岩

地体)特征相似 ,与邻区 (红旗沟) 矿石δ34 S 为较大

的正值、变异范围大、来自元古宙矿源层有一定差

别 ,与华北地台北缘东段中生代火山岩中 (香炉碗

子)或花岗岩体中矿床矿石δ34 S 值近于 0 ‰也有一

定区别。
表 4 　硫同位素样品测定结果表

样号 矿物名称 δ34S( ‰) 取样地点

TZ1 黄铁矿 + 5. 6 花岗岩体

TZ2 黄铁矿 + 5. 4 587 石英脉

TZ3 方铅矿 + 3. 3 587 矿石

TZ4 黄铁矿 + 5. 8 587 矿石

TZ5 黄铁矿 + 5. 2 张家南山矿石

TZ6 方铅矿 + 2. 9 张家南山矿石

TZ7 方铅矿 + 3. 2 张家南山矿石

TZ8 黄铁矿 + 5. 9 张家南山矿石

TZ9 方铅矿 + 3. 1 张家南山矿石

TZ10 方铅矿 + 2. 9 张家北山矿石
　　据王义文 ,1985。

3 　矿床成因

矿区位于会全栈“穹形构造”西缘的“线性构造”

发育区。据表 1 统计 ,太古宙高级变质区内岩石的

含金量 ,除晚于 TTG质片麻岩及其线性构造的斜长

角闪岩 (变基性杂岩或古基性脉岩) 含金量稍高外 ,

其它岩石含金量多数偏低 ,偏低的原因可能是太古

宙高级变质区内的 TTG花岗岩和表壳岩在“线性构

造”变质作用和变形作用过程中 ,金元素由高温高压

带向低温低压带 (线性构造带) 活化迁移所致。1996

年长春科技大学吕建生等曾提出 ,在“穹形构造”及

其边缘的“线性构造”发育过程中 ,金元素的活化迁

移方向是由“穹形构造”中心向边缘线性构造发育地

区活化迁移 ,“线性构造”发育地区又向“线性构造

带”内活化迁移 ,产生金的浓度梯度 ,称之为“线性构

造矿源域”,为后期古生代、中生代改造叠加成矿提

供了重要的矿源。“线性构造矿源域”和中生代花岗

岩浆活动是成矿不可缺少的条件。

古生代 ,在西伯利亚古板块由北向南碰撞挤压

影响下 ,矿区发生了基性 —中基性深源的岩浆沿古

老“线性构造”上升活动 ,上升的基性岩浆带来的矿

质和“线性构造矿源域”中矿质叠加富集形成含高品

位的金矿体 ,该成矿作用可与夹皮沟花岗岩 —绿岩

带中的板庙子地区 (与辉绿岩墙有关的矿床)矿床类

比。

中生代 ,受太平洋板块由东向西俯冲作用影响 ,

矿区“线性构造”重新复活张开 ,中碱性、酸性岩浆先

后沿线性构造上升 ,特别是酸性岩浆大规模上侵 ,带

来大量热能和热水溶液及部分矿质 ,分别在岩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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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内部富集成矿 ,是矿区最主要的成矿作用。王

家店花岗岩体内的成矿作用和潜在远景可与河北省

峪耳崖金矿类比。

高级变质区的金矿找矿和研究工作 ,由于受到

前人的高级变质区无大矿的束缚 ,进展不大 ,在高级

变质区内寻找小而富金矿和开展中生代花岗岩体内

深部金矿潜在远景研究 ,应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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