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19 8 6
.

6
.

广东河台金矿床的发现及地质特征

曾 捷

(广东高要县矿产公 司 )

河台金矿是近年来群众找金探矿中所发现的最有远景的大型金矿床之一
。

从找矿的意义

上来说
,

这一发现突破了广东以往只注意寻找石英脉型金矿床的束缚
,

在震旦系 (z
“

) 混

含岩中的糜棱岩带内找到了蚀变型金矿床
。

此类型金矿矿化范围广
,

产状稳定
,

连续性好
,

矿化均匀
,

品位较富
。

是我国长江以南 目前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大型金矿床
,

称得上是南国

的一颗明珠
。

一
、

河台金矿的发现和初期地质评价

河台金矿的发现是 日益兴旺的群采
“

黄金热
”

中找金探矿的硕果
。

在粤西的农村中涌现

出一批找金矿的能手
。

一九八二年九月
,

罗定连姗采金民工杜灿荣
、

杜均流兄弟沿高要县六

步区的隔水至留洞小河淘砂金
,

当追索到河台的大双羌时
,

发现有类似
“

山金
” (即脉金 )

的微细粒金
,

且逐渐增多
。

继续追索到过泣村的梯田小路坎下
,

挖出了含有黄铁矿
、

云母的

石英碎块
,

经破碎淘洗
,

发现所含金粒与河砂中的金粒相似
,

但估算含金低于
‘“

一分头
” (即

< 6 9 / r )
。

因此
,

又将其父找金能手请来
,

沿山沟自下而上打了九排取土样刁吼
,

共取

。
冷样进行反复淘洗

,

含金可达
“

三分头
” (18 9 / t )

,

终于在大平岭找到了原生金矿
。 .

从

此
,

民工纷纷上山找金探矿
,

使矿区不断扩大
,

成为华南最大的金矿床
。

大平岭金矿被发现以后
,

肇庆地区矿冶公司于一九八三年三月组织了地质和选矿技术人

员到河台进行地质调查
。

草测了矿区地质图和剖面图
,

并进行采样分析 (表 l)
。

先后发现

3
、

7
、

8
、

9
、

10
、

11 号等许多矿脉 (带) (图 1 )
,

并提交了大平岭金矿的探矿计划
,

编制了
“

河台金矿地质勘探说明书
” 。

由于矿化范围大
,

要进行全面的地质勘探无论从技术力

量还是经济条件
,

一个县的矿山公司难于解决
,

经地区和广东省黄金公司商定
,

决定邀请地

矿局的71 9 地质队
,

对该区进行全面的地质评价和勘探工作
,

经两年多的工作
,

已初步认为河

台金矿的规模可达特大型
。

二
、

河台金矿的主要地质特征

·

河台金矿产于粤西吴川一四会断裂带西侧罗定一云浮断裂变质带的北东段
,

石涧混合岩

的边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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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河台金矿区地质简图
1

.

第四系2
.

奥陶系
、

片状绢云母石英砂岩
.
、

绢云母千枚岩 3
.

震旦系 (C 层
、

硅线石

二云母片岩
、

二云母石英片岩黑云母粒岩
、

4
.

混合岩以阴影条痕 混合岩为全 5
.

印

支期位村岩体 混合二长花岗岩
、

6
.

糜棱岩带及编号
、

7
.

地质界线 8
.

推断断层 9
.

公路 1 0剖面线

1
、

含矿地层
:

河台金矿区出露的地层北部为
“

震旦系
”

变泥质碎屑岩
,

东南部为奥陶系和志留系的浅

变质岩和碎屑岩
。 “

震旦系
”

在本区主要是一套含矽线石的二云母石英片岩
,

矽线石二云母

片岩
,

黑云母变粒岩等
。

均受强烈的混合岩化或糜棱岩化
。

混合岩分别为均质
、

阴影
、

条痕
、

条带状混合岩至混合花岗岩类
。

上述各种混合岩在糜棱岩带附近时
,

无论基体部分或脉体部

分也都受到强烈的挤压破碎
,

不同程度千糜岩化
。

这套岩石的原岩泥质碎屑岩被认为是一套

有利的矿源层
。

桂东
、

粤西及湘西的绝大部分金矿
,

含矿地层的原岩均相当于泥质碎屑岩
。

2
、

岩桨岩
:

本区金矿实际上是产生海西一印支期云楼岗混合 (重熔) 花岗岩闪长岩体内残存的蚀变

糜棱岩化带内
。

据有关地质资料
,

罗定一云浮断裂变质带上的云楼岗
、

伍村
、

凤村
、

广宁等

岩体是混合交代一花岗岩化一重熔的产物
,

成岩时代是海西一印支期
,

在该花岗岩质岩石系

列演化形成过程中
,

形成了稀土矿化
,

伟晶岩妮担矿化
,

与混合岩化和重熔岩浆有关的热液

金矿化和钨锡矿化
。

河台金矿就是产在混合花岗岩中残存的蚀变糜棱岩化带内
。

无疑
,

区域

的混合岩化和重熔岩浆为金矿化提供了热动力及热流体
,

在此过程中
,

矿源层中的金也被活

化迁移躯赶到温度相对较低的残存的千糜岩带中沉淀成矿
,

这可能是千糜岩带中的矿化一般

比混合岩矿化好的原因所在
。

3
、

控制构造
:

河台金矿产在罗定一云浮和吴川一四会区域构造与岩浆变质带的复合部位
。

区内北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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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台矿床的发现及地 质特征

河台金矿野外采样及化验成果表 表 l

采采 样样 矿 脉脉 样 品品 化验品位位 摘 要要

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 ttttt地地 点点 编 号号 编 号号 厚
,

度 (。 ,,,,

大大平顶顶 V 555 Olll 0
.

3 888 6 9
.

222 褐黄
、

灰 白色石英脉
、、

lllIII 朋朋
O222 1

.

2 888 2
.

4 222 灰 白色白云母石英岩岩

即即即 ,,,
0 333 1

.

了999 1 8
.

888 灰白色硅化岩岩

刀刀刀 l,,
0 4 令令 1

.

9 555 16 一 111 褐灰色黄铁绢英岩岩

黄黄览尾尾 V 333 O555 0 2 777 1 4 0
.

111 灰黄色
、

白色石英脉脉

双双羌选厂厂 矿堆堆 O66666 5 6
.

111 民采选矿厂原矿石堆堆
///III 朋朋

O77777 4 1 888 民采选矿厂尾矿堆堆
肋肋肋肋

0 88888 6
.

222 民采选矿厂氰化后尾矿堆堆

云云 西西 V 999 O999 0
.

9 888 19
.

0222 石英脉
、

硅化岩棍合样样

刀刀刀 IIII
lOOO 1

.

1 555 0
.

3 222 褐黄色石英片岩岩

乌乌 石石
Illl

llll 6
.

4 888 4
.

3 000 石英脉
、

硅化岩
、

千糜岩混合样样

云云 东东
左左

1 222 0
.

7 777 3 0
.

5 666 褐
、

黄
、

灰白色石英脉脉

尚尚 台台 V 777 l333 0 1555 1 9
.

7 222 灰白色石英脉脉

lll,, 朋朋
! 444 0

.

7 888 0
.

3 555 灰 白色石英云母片岩岩

高高 村村 V 1 111 1 555 2
.

3 555 7
.

OJJJ 石英脉
、

硅化
、

片岩混合样样

万万万 ,,,
1 666 0 4888 5 1

.

1 555 碎裂 (重结晶) 石英脉脉

即即即 I///
1 777 1

.

5 999 6
.

9 999 黄铁绢英岩岩
llllll ,,,

l888 5 5666 2 1 4 555 石英脉
、

硅化
、

千糜岩混合样样

高高 村村 V 1 111 1999 0
.

7 666 0
.

3 777 褐红色矿化围岩 ‘云母片岩 )))

后后 逸逸
llll

2 000 1
.

2 888 7
.

5 999 千糜岩岩

双双 羌羌 V lll 2 lll 0
.

2 333 1 5
.

666 石英脉脉
IIIIII ,,,

2 222 0
.

9 777 1
.

5 333 糜棱岩岩

尚尚 台台 V 888 2 333 ()
.

7 333 7
.

3 111 石英脉和千糜岩岩
IIIIII

V 666 2 礴礴 0
.

sjjj }}}! 黄铁矿化灰 白色石英脉脉
11111111111 3

.

2 11111

大大平顶顶 V 444 2 555 1
.

7 444 7 9
.

5 888 碎裂石英脉脉

lllIII 万万 2 666 1
.

5 666 5
.

3 666 黄铁绢英岩岩

尚尚 台台 V 222 2 777 0
.

4 111 2 3
.

1 777 石英脉脉

III,, 即即
2 888 1

.

5 666 3
.

6 444 千糜岩岩

河河 海海 V 1333 2 999 1
.

3 888 7
.

5 888 破碎石英脉脉

云云 西西 V 1 444 3 OOO 0
.

2 666 3 1
.

5 5
‘‘

碎裂石英脉脉

扩扩扩 ,lll
3 lll 1

.

8 888 1
.

5999 千糜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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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龙降村挤压糜棱岩化带是主要的控矿构造
二 .

矿区内构造线方向为北东巧 一 7 5
。 ,

岩层和混合岩体均沿此方向展布
, ‘ .

震 日 系
”
C 层

的片理
,

奥陶系和志留系地层的层理
、

混合岩的条带
、

条痕乃至糜棱岩带的走向和千枚岩片

理方向均和谐一致
,

即其总体产状为 3 15
。

一 3朽 二 6()
。

⋯ 8()
,

这是本区经历长期挤压作用结果
。

强烈的挤压形成的糜棱岩带就是本区的容矿构造
。

这种糜棱岩化带被硅化
、

黄铁矿化时就成

为金矿化带
,

其中金富集的地段就是工业矿体
。

4
、

糜棱岩带特征
:

l) 糜棱岩带产状较为稳定
.

有一定的延长和延深
,

如 11 号矿脉带
,

从高村延长到后逸
、

双富
,

总长约 4 公里
,

基本保持 N E 70 一 7 5
。

走向
,

据钻孔揭露延伸 4叫 余米仍未尖灭 (图

2 )

2) 糜棱岩带可在不同的岩层中出现
,

如 11 号脉带在高村矿段的围岩为片岩
,

延伸到后

通矿段和双富矿段的围岩为混合岩
。

3) 糜棱岩带的宽度不等
,

由几米至十几米不等
,

由千糜岩组成

4) 千糜岩呈灰白色
,

千糜状结构
,

微片状构造
。

其矿物成分决定于原岩
.

原岩为片岩
,

则云母 (绢云母和黑云母 ) 含量高达 3 0 一 5() % :

原岩为混合岩则石英含量高达拍一 7 0 %
。

5) 糜枝岩带中的金矿化主要产在后期再次受构造破碎的地段
。

5
、

矿体特征
:

矿体产在糜棱岩化带中
,

单个矿体长几十米至 几百米
,

如 1 1号矿体
,

延长达 7() 。米
。

厚

度不等
,

以 11 号矿体为例
,

最小厚度 0
.

4 4米
.

最大 16
.

69 米
,

平均厚 遭 3 4米 乖直延深大于

400 米 (图 2 )
。

平均品位 l()
.

4 g / t ,

最高品位达21 6 9 / t 品位变化系数和矿体厚度

变化 系数均小于 】叩 %
。

矿体 由两部分组成
: ¹ 含金硅化黄铁矿绢云石英千糜岩 为矿体的主体部分

,

赋存在11

号糜棱岩带的中
一

「部
。

主要的金属矿物为黄铁矿
、

黄铜矿
、

菱铁矿
、

少量磁黄铁矿
、

毒砂方

错矿
、

闪锌矿
、

自然金
,

脉石矿物以石英 ‘30一 8() % ) 、

绢云母 ( 12 一 阴 % ) 为主
。

风化后

褐黄色或褐色
,

与一般风化岩石不易区分
。

仔细观察
,

会发现 i午多黄铁矿氧化后的褐色斑点
,

淋滤空洞及蜂窝状构造
,

揉皱的小褶皱等
,

部分地段可以见到角砾状构造
。

这部分矿体品位

较低
,

但比较稳定
。

º 含金碎裂石英 脉
,

这部分往往产在含金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石英千

糜岩的核部
,

呈厚 20 一 4ha 分
,

长几米的小透镜体
,

沿走 向时而尖灭
,

时 而再现
,

有时膨大
,

有时缩小
,

构成不连续的含金石英脉核 金属矿物与前者相同
,

但含量要高
,

有时黄铜矿可

以达到相当富集的程度
。

脉石矿物主要是瘫i英 ( 90 一 98 % ) 少量绢云母 这部分矿体品位

往往较高
,

多在十几克 / 吨以上
,

有时高达几十至几百克 / 吨
。

矿化的强度往往与碎裂石英脉的发育程度
、

糜棱岩的碎裂程度
、

硅化黄铁矿化强度有关
。

碎裂石英脉发育
,

糜棱岩碎裂程度高
,

硅化黄铁矿化强
,

则含金品位可达 15 9
,/ : 以上

。

反

之
,

.

则品位偏低
。

自然金是本矿区唯一的含金矿物
,

目前尚未发现别的金矿物 有时叮以在氧化矿石的手

标本上见到明金
,

但绝大部分为显微可 见金
。

据 了19 地质队实验室
‘

对光片中的 143 个颗粒

汉Ij定
,

最大粒径为 ()
.

2 m m
,

最小 ( )
.

‘

() 0 1 : , I n l 。

小于 0
.

1 m n “的占8 4 , 、
,

大于 0
.

1 ,n m 仅占
16%

。

形态 上多为不规 则粒状
,

树枝状
,

少数呈园粒状充垣于碎裂石英裂隙中或石英粒间
。

·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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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东地矿局中心实验室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8 个分析点平均含金 9 4 一均 %
,

含银 5
.

38 %
。

矿石中除金外
,

铜可以作为伴生元素回收
。

据大量化学分析结果统计
,

金的平均品位

!。
.

49 / : ,

银的平均品位 为 3 克 / 吨
,

矿石金银比大约为 10 : l 一 5
。

矿石中铜的含量一

般0
.

0 12 2
.

21 %
,

平均。
,

22 4 补
。

错 3 一 5 Pp m
。

硫的含量 1 % 左右
,

属低硫化物 型金

矿床

金与银
、

秘
、

铜相关 、表 2 )

主要围岩蚀变有硅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菱铁矿化和黄铁矿化
。

硅化与黄铁矿化与金矿化

关系密切
。

主 要 元素 相 关 系 数 表 表 2

⋯

2 K 15 0 4一 l

Z K 15 口4 一 2

33 , 一4
’
1 1

“
e K 一5 0 2 蒸彩)

AAAAA UUU A ggg B
,,

C uuu H g
’’

人SSS

AAA UUU lllllllllllll

AAA只只 (卜 (飞只666 lllllllllll

BBB下下 了)
.

9呼于
一

lll O
,

于辛7 f))) 111111111

CCC UUU l飞
.

份)趁! ;弓弓 0
.

9 1 222 0
.

从7 555 lllllll

HHH ggg (、
.

12 〔))) 0
.

j3 (、、 0
.

3 7 tiii ‘卜 ;几片666 lllll

AAA SSS ()
.

13 444 ()
.

】6 000 (}
.

If}l))) () 2 4 〔飞飞 0
.

()2 333 lll

.、 、

归以

羊隆优队附比

据 了四 地质队

习州卜日⋯
”书护加叼了比冲厂卞�|儿川川刁曰
卜川川引州

硼司叫洲树姗利引

图 例

震 旦 系C 组棍

合岩化片岩

花岗伟晶质脉

千糜岩带

矿体

笆团圈团

}}

)

图二
、

高村矿床 1 5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 7 19 地质队 ( 19 8污)

成矿作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

1 ) 含金石英阶段

2 ) 含金硫化物岩阶段

3 ) 含硫化物碳酸阶段

矿体上部的氧化带比较深
,

对金有一

定的富集作用
。

四
、

矿床成因
:

河台金矿产在粤西吴川一四会构造岩

浆变质带与罗定一云浮构造岩浆变质带的

复合部位
。

笔者认为这次构造
、

岩浆
、

变

质事件是彼此关联的
。

据有关研究得出结论
,

区内混合花岗岩化作用始于海西期或更早
,

结

束于印支期 ‘2 3 0 m
.

y )
。

在这次事件中
,

原
“‘

震旦系
”

泥质碎屑岩建造中的金被活动迁移

出来
,

带到构造上有利的部位沉淀成矿
,

据国外研究
,

在太古代绿岩带中
,

高级变质相中的

,
广东河台金矿床地质特征

,

] 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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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倾向于被迁移
,

绿片岩相有利于金的沉淀
,

因为金的沉淀温度一般为 2 00 一 3 00 oC
。

在本

区
,

完全花岗岩化的地区金倾向于被迁移
,

而残存的片岩
、

千枚岩中糜棱岩化带是有利性
.

的沉淀地段
,

这可以解释片岩
、

千枚岩中的矿化一般较混合岩中矿化好这一客观事实
。

简言之
, “

震旦系
”

泥质碎屑岩建造是本区有利的
“

矿源层
” ,

始于古生代至 三叠纪

的构造岩浆 变 质 事件 为成矿提供了热动力
、

热流体和构造条件
,

现存的矿体应当是在印

支期定位的
。

从成因类型看应属重熔岩浆热液矿床
。

它与焦家式金矿有相似之处
,

但更多地

具有它本身的特征
,

可称之为
“

蚀变糜棱岩型金矿
” ,

或简称为河台式金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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