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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义县红石火山岩型金矿床

地质特征及其找矿意义

周 德 海
(义县黄金公司 )

提 要 红石金矿是新发现的火 山岩型金矿床
。

辽宁省地质矿产局第四地质大队做了初步详查
。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本文概述了矿床地质特征
,

分析了矿床成因
,

提出了找矿标志
。

燕辽地区火

山岩分布广泛
,

找寻该类型矿床有其重要现实意义
。

关链词 赋矿地层 控矿构造 次火山岩矿床类型 找矿标志

一 前
、 ~

口

红石金矿床位于辽宁省义县西部
,

行属锦州市义县所辖 (图 1 )
。

该矿床是一九八 四年秋发现的火山岩型金 (银) 矿床
。

现初步查明为一小型的金 (银) 矿

床
。

矿床规模虽小
,

由于交通方便
,

埋藏较浅
,

品位富
,

容易开采
,

效益高
,

自 19 8 5 年当地己进

行露天开采
。

并己建成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选矿厂
。

对于发展地方采金
,

增加黄金产量
,

改变

乡村贫困面貌
,

具有现实意义
。

本文侧重介绍矿床某些基本地质特征
,

供同行在义县境 内及辽西火山岩地区找寻该类金

(银 )矿床参考
。

由于矿床发现不久
,

地质工作程度不够
,

加之笔者掌握资料的局限性及其认识

水平有限
,

不当与谬误之处在所难免
,

请批评指正
。

二
、

区域地质概述

矿床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阴山复杂构造带中段东端与大兴安岭一太行山新华夏系构造隆

起带交接部位的阜新一义县构造盆地之西南缘
。

区域出露地层主要为侏罗系上统义县组一套多期喷发的中基性火山岩建造
。

由层凝灰角

砾岩
、

气孔状安山岩
,

杏仁状安山岩
、

玄武质集块岩和玄武岩等组成
。

安山岩和玄武岩中普遍

含有玉髓
、

玛瑙结核
。

该组与下伏震旦系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

与上覆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

触
。

岩层倾角较缓
、

一般在 1 00 一 30
。 ,

倾向南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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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地处新华夏系构造体

系中的一个地堑型断陷盆地的

西南角
。

区内褶皱
、

断裂构造

比较发育
,

以被流纹班岩充填

的南北向断裂构造为主
,

次一

级构造有北北东向
、

北北西向
,

以雁行呈群出现
。

该区岩浆侵入活动频繁
,

主要

为燕山晚期中基性侵入岩和次

火山岩
,

多以脉状产出
,

呈南北

向及北北东向分布
,

与 围岩均

呈侵入接触关系
。

女儿河

三
、

矿床地质特征 (图 2)
‘

图 l
、

辽宁红石金矿交通位置图

F ig
.

1 L O心a lity m a P o f H o n 罗址 A u 一 de P0 sit

(一 )赎矿地层及岩性

矿区地层为义县组火山岩
。

地层呈单斜构造
,

走向北北东
,

倾 向南东东
。

倾 角一般为

5o ~ 2 00
,

岩石为砖红色
、

灰黑色
、

灰绿色的气孔状安山岩
,

杏仁状安山岩和角闪安山岩
,

与成矿

有密切关系
。

流纹斑岩是赋矿的主要脉岩
,

纵贯矿区
,

成岩墙状展布
。

岩石风化面为灰白色
、

粉褐色
,

新

鲜面青灰色
、

粉紫色
、

斑状结构
,

块状构造
。

斑晶多为钾长石
,

粒径在 2 一 sm m
,

占 20 %
,

见有碎

裂纹
。

基质为长石
,

石英
,

呈它形
,

单偏光下见有流动构造
。

长石占 60 % (主要为斜长石 )
,

石

英占 15 %
。

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见表 1
。

岩脉控制了矿体的形态产状
,

长数千米
,

宽 10 一 40 米
,

沿走向见具有分枝和膨缩变化
,

与

成矿关系极为密切
。

据辽宁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 队同位素年龄测定
,

流纹斑岩为 1
.

1 79 一

1
.

1 1 9 亿年
。

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T a b】e 1 Che 而
c ai a n ai 邓is

表 1

成成份份 5 10
,,

A L
Z
O

333
F e :

0
:::

F e ooo C aooo M g OOO M n ooo T io
zzz

P
:
0

555
K

2
000 N a :

000 烧失量量

含含量量 7 3
.

6 000 1 2
.

3 8 666 1
.

7 5 999 1
.

0 2 777 0
.

0 444 0
.

2 555 0
.

0 1 555 0
.

1 4 000 0
.

0 7 222 9
。

3 000 0
.

4 000 1
.

6 222

*

核工业部 2 4 2 大队分析 1 9 8 7

(二 )控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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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断裂构造比较发 育
,

矿脉主要受北北西向或南北 向

断裂控制
。

断裂被流纹斑岩充

填
,

据现有资料
,

断裂倾斜延深

大于 钧。米
,

其产状与流纹斑 一

岩基本一致
,

为控岩
、

控矿复合

断裂
。

次一 级构造 有北北 东

向
、

北北西向断裂构造
、

呈斜列

式排列
,

成群出现
。

北北东构

造多出现在流纹斑岩上盘
,

以

硅化安 山岩脉显示出来
,

北北

西向构造分布于流纹斑岩脉体

内
。

容矿构造主要有两期
。

前

期断裂为 A u 、

A g 迁移提供了

有利的导矿构造和容矿空间
。

早期含矿带形成之后
,

由于构
{

造应力的作用
,

又 使早期构造

复活
,

部分流纹斑岩脉破碎构

成角砾岩带
,

而形成次一级断
.

裂构造
。

构造角砾岩带是良好

的容矿构造
,

是矿液沉淀富集

的良好场所
。

断裂构造控制了

矿体的形态产状及其分布
。

(三 ) 矿 体 特 征 (图 3)

据辽宁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

资料
,

矿区内有二十多个矿体
,

呈脉状
、

透镜状
,

略呈斜列式展

布
。

矿体产状与流纹斑岩总体

产状基本一致 (见图 2)
,

其中

以 I号矿体规模最大
,

长 5 75

米
,

平均厚度 2
.

96 米
,

最大断

续延深 39 0 米
,

最小延深 7 米
,

呈不规则状分布于 + 28 0 一 +

34 0 米标高
,

沿走向膨缩变化

十分明显
,

矿体地表连续性较

好
,

地表最大水平宽度 16 米
,

鞭
图例

:

1
、

第四 系

2
、

杏仁状安 山岩

3
、

灰色安山岩

4
、

安山质凝灰岩

5
、

角闪安山岩

6
、

硅化安 ilJ 岩

7
、

流纹熔岩

8
、

花 岗斑岩岩

9
、

蚀变带

1 。
、

金银矿体及编号

1 1
、

断层

12
、

勘探线及编号

13
、

地质界线 14
、

金矿选 厂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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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石金矿床地质面图

F ig
.

2 Pla n e “旧 P of H o n 梦h l A u刁e侧” it

最小水平宽度 0
.

6 米
,

平均 5
.

36 米
。

矿体沿倾向具有尖灭再现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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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i
、

安 ilJ 岩

2 、

杏仁状安山岩

3
、

硅化安山岩

4
、

流纹斑岩

5
、

硅化角砾岩

6 、

蚀变破碎岩

7
、

表内矿体

8
、

表外矿体

9
、

钻孔位置

10
、

穿脉位置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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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红石金矿第 27 勘探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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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矿体多呈脉状
,

不规则状
、

长 50 ~ 30 。米
,

水平宽度除个别较宽外
,

多数在 1 ~ 2 米
,

延

深 40 ~ 1 60 米
,

与 I号矿体近于平行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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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矿石物质成分
、

结构构造及其金 (银 )的赋存特征 ¹

矿石物质成分见表 2
、 3 、

理
。

矿石结构主要为自形
、

半自形晶粒结构
、

包含结构及压碎结

构等
。

矿石构造以 角砾状为主
,

其次为团块状
、

浸染状及细脉状构造等
。

矿物组成

T ab le Z 加li n e r ai o g y of l】0 . 罗 hi A u 一 d e PO , it

表 2

誓誓誓樱樱
金 属 矿 物物 非金属矿物物

金金金
、

银矿物物 硫化物物 氧化物及氢氧化物物物

主主 要 的的 银
、

金矿矿 辉银矿矿 褐铁矿矿 石英
、

长石石

金金金银矿矿 黄铁矿矿矿 石髓髓

次次 要 的的 自然银银 方铅矿矿 赤铁矿矿 高岭土
、

碳酸盐盐

闪闪闪闪锌矿矿 磁铁矿矿 绿泥石石

少少量或微量量 角矿矿 黄铜矿矿 铜 兰兰 绿帘石
、

檐石石

孔孔孔孔孔雀石石石

矿石化学分析结果

Ta bl e 3
’

C h e ”云c目 明al y s is of or e

表 3

元元素素 A UUU A ggg F eee C a OOO M g OOO A SSS SSS 5 10 ,, A 』: 0 333 CUUU P bbb Z nnn

含含量 %%% 3
.

1000 9 5
.

0 000 2
.

7 111 0
.

25 333 0
.

0 8 999 0
.

0 14888 0
.

12000 6 0
.

8 777 11
.

1222 0
.

0 1333 0
.

0 5 222 0
.

0 5111

注
。A u

、

A g 含量为克 / 吨

矿石半定量分析结果

Ta b le 4 Se n d 一 q u a n t it y a n 川ys i s of o r e

表 4

元元素素 Aggg A UUU
’

Biii Cddd C 000 crrr G eee Innn M nnn M ooo N iii Pbbb S bbb 含量乡乡

000
.

0 111 0
.

,0 000 1
.

0 0 000 0
.

0 0 000 0
.

0 000 0
.

0 0 111 0
.

0 222 0
.

0 0 000 0
.

0 0 000 0
.

3000 0
.

0 0 222 0
.

0 0 333 0
.

0 111 0
.

0 000 元素素

SSS nnn T iii VVV WWW Z nnn Z rrr C888 S iii Caaa 崛崛 Alll F eee Caaa 含量 %%% 0
.

0 0 111

000
.

222 0
.

0 222 0
.

0 000 0
.

0 222 0
.

0 333 0
。

0 0 555 > lll > 111 111 > 111 > 111 0二0 222222222

注
:

沈阳矿冶研究所分析 19 8 8
.

1

¹ 沈阳矿冶研究所 19 8 8 辽宁义县红石金矿选矿设计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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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银以独立矿物形式赋存于石英
、

黄铁矿 (褐铁矿 )
、

辉银矿
、

闪锌矿及流纹斑岩
、

安山岩

的裂隙中
、

晶粒间或呈包体产出
。

根据银金矿单矿物化学分析 (表 5) 和电子探针分析 (表 6) 等

资料
,

矿石中有用矿物主要为银金矿
、

金银矿和辉银矿
、

其次有 自然银及少量角银矿等
。

金
、

银矿物形态多以粒状
、

麦粒状为主
、

其它形态较少 (见表 7)
。

粒度变化较大
,

以 0
.

05 ~

0
.

ol m m 为最多
,

最大粒度达 3m m (见表 8 )

金
、

银矿物质赋存状态
、

根据矿石光片统计资料得知
,

银金矿在黄铁矿 (褐铁矿 )中占 71 %

左右
,

而 28 %左 右在脉 石中产 出
。

自然银在脉石 中占 6 3
.

6 8 %
,

在黄铁矿 (褐铁矿 ) 中占

3 6
.

3 2 % (表 9 )
。

银金单矿物

Ta bl e S A 。目y由 of m on
o m 加er

als

组份

含量 % 6 8
.

2 1 3 2
.

4 4 } 0
.

0 3 7 } 0
.

1 6 0
.

0 0 0
.

1 3

表 5

合计

1 0 0
.

9 7

二

据孔庆瑞
、

左建资料

金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含量呱)

T ab le 6 El e

ctr ro ‘c Pr o be a ll al ysis of A u 一m 加e r妞肠
.

表 6

丫丫二丫\
、

组 。。 A UUU A ggg 合计计

编编 兮\ 物 \\ \
之之之之之

11111 金银矿矿 2 8
。

1222 7 0
,

5 777 9 8
.

6 999

22222 金银矿矿 2 3
.

1 444 7 5
。

6 000 9 8
.

4 777

33333 银金矿矿 6 8
.

4 555 2 9
.

6 222
:
9 8

.

0 777

44444 银金矿矿 6 9
.

1 000 3 0 0
,

9 000 1 0 0
.

0 000

*

据孔庆瑞
、

左建资料

金
、

银矿物形态测量结果 表 7

T 自lbe 7 S ta枷比 cs of n d n e r目 fo r n ls

含含氰入 形 态态 粒状状 麦粒状状 叶片状状 针一脉状状 合计计

~~~ 卜泛掣 \\\\\\\\\\\\\\
矿矿 物 ~ ~ < 飞冻冻冻冻冻冻冻

金金矿物物 4 8
.

7 555 4 0
.

9 999 5
.

0 111 5
.

2 555 1 0 0
.

0 000

自自然银银 6 8
.

5 666 3 1
.

4 4444444 1 0 0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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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银矿物粒度统计

T a b】e 8 sta tis ti eal siz es of A u 一 m in er

山
. n d A g 一n d n e ral s

表 8

含量补
\ 粒级 ~ ! }

~ ~ 、 z “

\ 、 1 0
.

0 5 6ee 0
.

0 3 7 1 0
.

0 3 7 ~ 0
.

0 1 ( 0
.

0 1

矿物名

金矿物

自然银

4 0
.

4 0 5 8
.

1 8

1 0 0
.

0 0

二
沈阳矿冶研究所分析

金
、

银矿物赋存状态

Ta bl e 9 5加山tics of A u ,
A g 一m in erai occ ur re n

ces

合计

1 0 0
.

0 0

1 0 0
.

0 0

19 8 8

表 9

矿矿物赎存状态态 银 金 矿矿 自 然 银银

银银金矿在黄铁矿裂隙间间 3 1
.

8 88888

银银金矿在黄铁矿中中 4 0
.

1 11111

银银金矿在脉石中中 2 8
.

0 11111

自自然银在黄铁矿中中中 3 6
.

3 222

自自然银在脉石中中中 6 3
.

6 888

合合 计计 1 0 0
.

0 000 1 0 0
.

0 000

*
沈阳矿冶研究所分析

五
、

矿石自然类型¹ 、

金的富集特征及变化规律

(一 )根据矿石物质成分
、

结构
、

构造特点
,

可将矿石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1
、

硅化角砾岩型
:
是矿区主要类型

。

矿石呈棕红色
、

青灰色
、

呈北北西向透镜状分布
,

为次

级张性断裂产生的角砾被硅质胶结而成
。

角砾成分以流纹斑岩为主
,

少见安山岩二粒径一般为

1一 5 厘米
、

最大可达 10 一20 厘米
,

胶结物为棕红色黄铁矿化石英
。

矿石含 si 仪 在 89 一9 4 %
,

含 A u 、

A g 品位较富
,

而且稳定
,

但规模较小
。

含 A u 、

平均品位 1 76
.

5 克 / 吨
、

含 A g 平均品位

291
.

5 8 克 / 吨
。

含 A u 最高品位为 34 8
.

21 克 /吨
,

A g 2 165
.

5 克 / 吨
。

2
、

流纹斑岩型
:
该类型品位较低

,

变化亦大
,

一般含 A ul 一 10 克 / 吨
,

含 A g 40 一 159
·

39八
,

¹ 辽宁地矿局第四地质队 1 9 8 8 辽宁义县红破子金矿储量说明书 (草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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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布在硅化
、

黄铁矿化强烈
,

构造蚀变发育的地段
。

矿体延深较小
、

连续性也差
。

3
、

蚀变破碎岩型
:

该类型矿石品位低
,

规模较大
, _

巨连续性较好
。

由强硅化安山岩和角砾

岩组成
。

含金平均品位 么 7 59八
,

最高达 14
.

29八
。

含银平均品位 1 29
.

29八
,

最高达 1 0 00 9八
。

矿石主要富集在流纹斑岩两侧接触带
、

少部分在流纹斑岩体内
。

’

4
、

硅化安山岩型
:

此类型矿石以 A u 低 A g 高为特征
。

含 A u 最高品位 1 3
.

2 2 9八
,

含 A g 品

位为 65 4
.

55 9八
。

多出现于流纹斑岩上盘围岩中的北北东向安山岩蚀变带内
,

受张性构造裂隙

控制
,

延伸小
,

连续性差
。

(二)金
、

银组分变化规律

矿石中有益组分为金和银
,

其含量与黄铁矿大致呈正消长关系
。

根据几年来的开采实践

与勘探查明
,

矿区内金
、

银组分具有明显的水平及垂直分带性
, I号矿体基本是金银并存

,

由 1 5

线向南银减少
,

以单金或多金属矿体产出为主
,

43 线以北以单银矿体出现 (详见图 2 )
。

在垂

直方向 20 0 米高以上基本是金
、

银
,

20 0 米标高以下出现铜
、

铅
、

锌多金属
,

但含量较低
,

无工业

意义¹ 。

银的品位 由上往下亦降低
。

从几年来开采手选销售块矿石情况也说 明了在垂直方向

上富下贫 (表 10 、

图 4)
。

六
、

围岩蚀变特征及矿床成因

红石矿各年度手选销售块矿平均品位

Ta b le 10 G ra d eS of h a n d 一s o r柱n g g o ld or e o f H 0 u 夕址 d e 侧招i t for e v e r y y e a r

表 10

年年 度度 An 品位 (刁 t))) Ag 品位 ( g /t ))) 深部与地表表 深部与地表表

AAAAAAAAAu 品位比率 ( % ))) Ag 品位比率 ( 写)))

1119 8 555 2 5
.

0 888 40 2
.

3555 10 000 10 000

1119 8 666 17
.

7 666 425
.

8 999 7 0
.

8 111 10 5
.

888

1119 8 7 年年 10
.

1222 29 2
.

7 555 40
.

3555 7 2
.

7 666

矿区围岩蚀变比较发育
,

主要以线状 围绕流纹斑岩脉及围岩构造裂隙发育地段形成
。

主

要蚀变有
:

硅化
:
可分三期

,

其中第二期与成矿有密切联系
,

第三期也与成矿有一定的关系
。

硅化强

弱直接影响矿石品位高低
,

强硅化品位高
。

黄铁矿化
:
分为早

、

晚两期
。

由于期次不同其矿化关系也不同
。

晚期与矿化关 系极 为密

切
。

青灰色或灰黄色
、

它形块状或浸染状的黄铁矿
,

以细脉为主的紧紧伴随二期硅化的黄铁矿

发育部位
,

矿石品位较富
。

¹ 辽宁地矿局第四地质队 1 98 8 辽宁义县红拉子金矿储量说 明书 (草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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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化
:

主要是方解石
,

常与石英伴随
,

呈细脉状
、

脉宽一般 0
.

5 ~ 1 厘米
,

并伴随有黄铁

矿化细脉的与成矿有关系
。

其次
,

还有绢云母化
、

高岭土化
、

钾长石化
、

绿泥石化等
。

这些蚀变与成矿的关系有待进一

步研究
。

按现有资料分析
、

该矿床属浅成中低温次

火山热液型金 (银 )矿床
。

其主要依据
:

二

六
_

1
、

矿体严格受断裂构造破碎带控制
,

呈脉

酬 囚
,

曰
2

囚
3

口
‘

圃
5

口
。

图 4

Fi g
.

4

红石金矿第 27 线露天采场剖面图

Pr
o
fil

e of a o沐n Pit

状断续分布
。

2
、

成矿具有多阶段性
,

在空间上与次火山

岩体紧密伴生
,

时间上晚于次火 山岩
。 ’

3
、

金属硫化物多呈细脉状和不规则团块状

产于角砾岩体内
。

各种蚀变矿物充填交代 明

显
。

4
、

矿石矿物组合简单
,

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等以及矿石的结构构造

特点
、

皆显示低温热液成矿特征
。

5
、

近矿围岩蚀变发育
,

并沿岩脉走向呈线

形分布
。

硅化
、

黄铁矿化
、

碳酸盐化等为中
、

低

温蚀变矿物组合
。

6
、

金
、

银富矿体多在 2 00 米标高以上
,

垂深

1 0 0 米左右
。

7
、

根据爆裂法测温资料 (表 1 1 )
,

成矿温度

为 1 6 0
0

一 3 8 0 ℃
,

属于中
、

低温成矿
。

说明 1
.

安山岩

3
、

蚀变破碎岩

2
.

气孔状
、

杏仁状安山岩

4 、

流纹斑岩 5
、

矿体 6
、

采空 区 七
、

找矿标志及远景预测

红石金矿的成矿地层
、

控矿构造
、

与成矿有关的围岩以及其它成矿地质体
,

均与火山岩有

直接关系
,

属火山岩型金矿床
。

金
、

银的富集严格受次火山岩脉后期构造破碎带控制
,

岩脉底

盘内外接触带是金
、

银富集的主要场所
。

其成矿具有多阶段性
,

在空间上与次火岩体紧密伴

生
,

在时间上晚于次火山岩
。

所以
,

成矿期为中生代燕 山晚期
。

综上所述
,

该类型矿床的找矿标志可归纳如下
:

1
、

中生代火山岩发育区与构造盆地的边缘
。

2
、

次火山岩体顶
、

底盘的接触带
、

构造破碎蚀变带发育处
。

3
、

硅化
、

黄铁矿化发育
、

蚀变强烈的地段
,

特别是具有角砾岩带部位
。

4
、

岩体内部断裂构造破碎蚀变发育部位
,

尤其是北北西向
、

北北东向断裂构造发育处及其

构造交汇复合部位对成矿更为有利
。

义县
、

辽西乃至整个燕辽地区
,

晚侏罗世中基性火山岩建造比较发育
,

分布广泛
,

火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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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法测温结果

T ab le n 】加cr ePi ta 此o n te m 碑 ra tu res

表 1 1

矿矿 物 名 称称 矿 化化 温 度度 样 品 个 数数

拐拐拐 点 范 围围 平 均 值值值

石石 英英 3 2 0 ~ 3 8 0 ℃℃ 3 6 0 ℃℃ 999

石石 英英 3 6 0~ 3 8 5 ℃℃ 3 70℃℃ 888

黄黄铁矿矿 3 1 0~ 3 4 0 ℃℃ 33 0 ℃℃ 999

黄黄铁矿矿 2 8 0~ 3 2 0 ℃℃ 3 0 0 ℃℃ 555

黄黄铁矿矿 2 7 0~ 2 9 0 ℃℃ 2 8 0 ℃℃ 333

方方铅矿矿 2 4 0~ 2 6 0 ℃℃ 2 5 0 ℃℃ 444

据孔庆瑞 左健资料

频繁
,

构造复杂
,

又有次火山岩体的多期侵入
,

有利于火山岩型金矿成矿
。

因此
,

红石金矿的发

现不仅在义县境内寻找该类型矿床远景较大
,

也可扩大到其它火山岩分布地区
,

可望通过地质

工作
,

找到新的
“

红石火山岩型
”

金矿床
。

文中引用了辽宁省地质矿产局第四地质大队
、

红石金矿及有关同志的部分资料
,

并得到他

们的支援帮助
,

张家新同志协助清绘附图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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