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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沙溪和冶父山两类石英脉体特征对比

及其在含矿性评价中的指示意义

邱检生 任启江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提 要 沙溪和冶父山同处郊庐断裂带内部
,

两个地区均具有极为发育的石英脉体
,

成矿地质背景

相似
,

但含矿性迥然不同
。

本文在这两个地区岩体特征差别研究的基础上
,

重点讨论了两区脉石英

特征的一系列差异
,

研究的结果表明
:

沙溪区石英脉体的形成受控于持续且稳定的 区域应力场的作

用 ; 冶父山区石英脉体的形成受控于短期多变的局部应力场的作用
。

两个地区脉石英在包裹体及

红外光谱等特征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别
,

这些差别可作为石英脉体含矿性评价的准则
。

关锐词 沙溪和冶父山 石英脉 构造应力 包裹体 红外光谱

沙溪和冶父山均位于庐极火山岩盆地西北外围
,

处于郊庐断裂带内部 (图 1 )
,

两区 出露的

地层主要为志留系的坟头群及侏罗系的象山群
,

两区均具有极为发育的石英网脉
,

成矿地质背

景大体相近
,

然含矿性则迥然不同
。

沙溪区现 已探明为一中型斑岩铜矿
,

并有一定的金伴生
口

而冶父山区至今尚未发现有工业意义的矿体存在
。

本文试图从两区极为发育的石英网脉特征

对比研究入手
,

揭示两区含矿性差别的内在原因
。

一
、

沙溪和冶父山岩体特征的对比

沙溪区岩浆岩种类较多
,

为一套钙碱一碱钙性同源不同阶段岩浆活动的产物
,

其中与成矿

关系最为密切的岩体为石英闪长斑岩体
,

广泛发育青磐岩化
,

部分地段叠加有石英一绢云母化

和钾长石化
。

冶父山岩体岩性为石英正长斑岩
,

组成矿物为钾长石 (30 ~ 40 % )
、

钠 ~ 更长石

(40 ~ 50 % )
、

石英 (< 10 % )及少量角闪石 (< 5 % )
,

岩石具似斑状结构
,

常见钠 ~ 更长石化
、

钾

长石化及硅化
,

其次有泥化
、

绢云母化等
。

从总体看
,

岩石的蚀变相对较弱
。

表 1 列出了两区侵入岩岩石化学成分及主要岩石化学参数
。

由表中数据可看出
:

两区侵入岩岩石化学成分均具明显的富钠特征
,

K
:
o + N a 2

0 值偏高
,

表明它们均适度富碱
。

与沙溪成矿岩体不同
,

冶父 山岩体的岩石化学成分特征还突出地表现

在铁
、

镁
、

钙组分的含量极低
。

表 2 列出了两区侵入岩微量元素的测试结果
。

由表中数据可看出
:

冶父山岩体 c u 、

Pb
、
z n

三元素的含量与沙溪成矿岩体相应元素的含量接近
、

而 v
、

Ti
、

cr
、

Ni
、
c o

等与基性岩有关的元

素含量则极低
,

A u 的含量也偏低
。

表 3 列出了两区侵入岩稀土元素的测试结果
,

它们的稀土配分模式如图 2
,

主要稀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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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父山区域构造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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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如表 4
。

由图表知
:

两区侵入岩的稀土配分模式均表现为轻稀土富集重稀土亏损的右

倾斜曲线
。

但两区侵入岩在稀土总量
,

轻
、

重稀土比值
,

铺异常及 S m / N d 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

差别
。

冶父山岩体稀土总量极低
,

轻
、

重稀土的比值小于沙溪成矿岩体
,

且具有一定的铺负异

常
,

S m / N d 值高于沙溪成矿岩体
,

冶父 山岩体稀土元素的这些特征反映出它的形成经历了较

高程度的分异作用
,

是晚期高分异富碱富挥发份岩浆结晶的产物
。

二
、

沙溪和冶父山裂隙系统特征的对 比

前文 已述
,

沙溪和冶父山均具有极为发育的石英网脉
,

根据对沙溪钻孔岩芯中裂隙测量的

结果
,

以及对冶父山地表石英脉体进行定点等积 ( 50 x S Oc m
,

)测量的结果
,

经统计表明
:

沙溪

区裂隙率值变化于 0
.

0 3 81 一 0
.

0 9 1 8 之间
,

冶父山区裂隙率值变化于 0
.

05 一 0
.

20 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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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沙溪
、

冶父山侵人岩岩石化学成份及主要岩化参数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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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沙溪
、

冶父山侵人岩微量元素含量对比表(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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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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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父山侵人岩主要稀土参数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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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区裂隙的方向
,

在沙溪区我们测量了地表近百条石英一褐铁矿脉的产状
,

冶父山区裂

隙的测量由于在地表进行
,

因而所测的每条脉体均能得到相应的产状
,

按测得的数据编制了两

区裂隙的走向玫瑰花图(图 3 )
。

由图可看出
:

沙溪区裂隙的分布具明显的方向性
,

峰值主要集中在 27 00 一 28 50
,

0o 一 150 及

6 00 一 7 50 三个区域
,

另外
,

走向在 3 3少一 3 4 5
“

及 1 50 一 3 00 的裂隙也较多
,

因而裂隙的走向主要为

近东西向和北北东一北北西向
,

该区的主要控矿构造也主要为近东西向和北北东一北北西 向
,

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

冶父山地区裂隙的分布则杂乱而无规律
,

缺乏明显的方 向性
,

近年来我们

对陕西金堆城铝矿
,

河南南泥湖钥矿 、江苏安基山铜矿及江西德兴铜矿的研究都表明
,

在这些

矿区
,

裂隙的产状分布均表现明显的方向性
,

反映出裂隙的形成受控于持续而稳定的构造应力

场的作用
。

在这样一种应力场作用下产生的裂隙容易贯通成一个有利于热液运移的通道
,

同

时也是较好的容矿构造
,

因而有利于矿床的形成
。

冶父山区裂隙分布的紊乱
,

表明裂隙的形成

受局部的短期多变的应力场控制
,

而与区域应力场的作用无关
,

在这样一种短期多变应力状态

作用下
,

难以形成有利于矿液运移的裂隙系统
,

对于网脉型工业矿体的形成不利
。

三
、

沙溪和冶父山脉石英包裹体特征的对比

沙溪区脉石英包裹体以个体小
、

数量相对少为特征
,

主要类型有液相包裹体
、

气相包裹体

及含子矿物包裹体
,

此外还常见气相与液体相包裹体共存在一起成群分布而构成的沸腾包裹

体群
。

这标志着成矿过程中曾有过减压沸腾作用
。

冶父山区脉石英包裹体的突出特征是数量

多
,

存在有较多的含 C o
:

包裹体
,

含子矿物包裹体也常见
。

两区包裹体特征的对 比如表 5
。

表 6 列出了两区脉石英包裹体气相成分的测试结果
,

对赋存包裹体的脉体
,

用原子吸收法

测定了它们的金含量与气相成分并列于表 6 可看出
:

1
.

沙溪区 脉石英包裹体气体总量高于冶父山区
,

沙溪区所分析的样品其气体总量多在

1 00 单位以上
,

而冶父山区则多在 100 单位以下
,

两区样品的金含量与气体总量具明显的正相

关
,

相关系数 丫 一 0
.

9 75 (N 二 10
, a 一 0

.

0 0 1
,
丫
。

一 0
.

8 5 )
,

相关性显著的置信概率在 9 9
.

9 %

以上
,

表明气相的存在有利于矿化
。

2
.

冶父山脉石英包裹体气相成份中多有 c H
;

存在
,

而沙溪区矿化好的样品多无此成分显

示
,

表明 c H
;

的存在不利于矿化
。

3. 根据两区脉石英包裹体的气相成分
,

利用包裹体 内存在的 C o 十巧 0
2

一 c 0
2

平衡
,

笔

者估算了它们形成时的 fo
Z

值 (表 7 )
,

结果表明冶父山区脉石英形成的 fo
Z

较沙溪 区为低
。

表 8 为沙溪和冶父山脉石英包裹体液体相成份的测试结果
。

由表中数据可看出
,

两区脉

石英包裹体液相成分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

主要表现在
:

1
.

K
一

卜含量沙溪区常高于冶父山区
,

而 Na+ 含量则冶父山区高于沙溪 区
,

K 十 + N a + 值以

冶父山区石英脉体为高
,

反映冶父 山区石英脉体是在富碱环境中形成的
。

K + / N a+ 值两区的

差别也较明显
,

总体表现出沙溪区 K
一

卜/ N a 十
值高于治父 山区

。

对脉石英包裹体中 K + / N a +
值

与相应脉体金含量的相关统计表 明
,

二者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

相关系数 丫 一 0
.

9 7
,

相关性显

著的置信概率在 99
.

9 % 以上
。

我们对德兴脉石英包裹体的研究也表明
,

矿化石英脉体较无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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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沙溪
、

冶父山脉石英包裹体特征对比表

Ta b le
.

5 C har a c te r is柱cs of in c lus io朋 in q u a d z fr o m Sha x l a n d Y efu 吕ha n

地地区区 类型型 形 状状 大 小小 分布状态态 气液 比比 单位面积内数量量 子 矿 物 特 征征 备 注注

沙沙沙 原原 液 相相 圆~ 椭圆 ~~~ 0
.

2 ~ 1 0 p mmm 孤立或成群群 5 一2 0 %%% n X 1 0
,

多者可达达达 以细 小者居多
,

较大大

溪溪溪 生生 B K 体体 矩形 ~ 不规规 (2 一 5林n 】
居居 分布布布 上百个个个 的 B K 体少少

则则则则则则 多 )))))))))))))

气气气气 相相 圆 ~ 椭圆圆 < 2一 5料mmm 成群分布布 6 0 ~ 9 0 %%% 几个到十几个个个 气体 呈黑色
,

常与液液

BBBBBBB K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相包裹体共生为沸腾腾

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裹体群群

含含含含子矿矿 圆 ~ 椭圆~~~ 0
.

n
一 5卜mmm 与液相包裹裹 < 5 %%% 几个个 子矿物有石盐 (呈立立立

物物物物 B KKK 矩形形形 体 一 起 共共共共 方 体)
.

钾 盆 (呈 圆圆圆

体体体体体体体 生
,

成 群分分分分 形 )
,

石膏‘长条状
,

淡淡淡

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 绿 色 )
,

子 矿物 约 占占占

BBBBBBBBBBBBBBBBBBB K 体 总体 积的 5 ~~~~~

6666666666666666666 % 士士士

次次次次 液 相相 圆 ~ 椭圆~~~ o n
~ 1 0 p mmm 沿裂隙呈线线 5 ~ 1 0 %%%

n X 1 0 ~
n 只 1 0 0000000

生生生生 B K 体体 长条 ~ 不规规规 状
,

带状 分分分 个个个个

则则则则则状状状 布布布布布布

冶冶冶 原原 液 相相 圆~ 椭圆 ~~~ 0 1 一 3 0卜mmm 孤立或成群群 5 一2 0 %%% 5 0~ > 1 0 0 个个个个

父父父 生生 B K 体体 长条~ 不规规 (5 一 1 0卜mmm 分布布 (1 0 ~~~ (> 1 0 0 个居多)))))))

山山山山山 则状状 居多 ))))) 1 5 % 居居居居居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

含含含含子矿矿 不规则状状 1 0 ~ 2 3件mmmmm 5 ~ 1 5 %%% 几个个 无色
,

呈立方体者为为 能见 到此类 毗 体的的

物物物物 B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石盆
;

淡绿色
,

长条状状 视域少少体体体体体体体 纵丛分布布布布 的为石膏膏膏

含含含含 C O
,,

圆~ 椭圆一一 1 0~ 2 0卜mmm 孤立或成群群 1 0~ 2 0%%% 几个到十几个个个 能 见到 此类 B K 体的的

BBBBBBBK 体体 蟒抖状状状 分布布布 少少少 视域多多

次次次次 液 相相 圆一椭圆 ~~~ 0 1~ 1 0卜mmm 今今 5 ~ 1 5 %%%
n X 1 0 0 ~ )))))))

生生生生 B K 体体 不规则状状 (0
.

1 ~ sp mmm 成线状带状状状 1 0 0 0 个个个个

居居居居居居多))) 分布布布布布布

注
: BK 一包裹体(

B

~
e ;。, )

化石英脉体的 K + / N a 十
值高

。

2
.

Ca
’+ 、

Mg
’+ 的含量沙溪区远较冶父山区为高

,

包裹体液相成分中离子总量 (溶液盐度的

近似反映 ) 也表现出沙溪区高于冶父山区
,

这表明矿化脉体的盐度远较无矿化脉体为高
,

许多

矿区的研究都得出类似的结论
。

3
.

5《一 的含量沙溪区远较冶父山区为高
,

F 一 的含量也以沙溪区为高
,

F 一 / C1 一
值表现出

沙溪区高于冶父山 区
。

4
.

就所分析的样品而论
,

冶父山脉石英包裹体液相成分中常有 N o 厂存在
,

而沙溪区脉石

英包裹体中则缺乏 N O
Z

一
,

结合这两个地区脉体的含矿性
,

这种离子的存在似乎表征了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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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矿性差
。

表 6 沙溪
、

冶父山脉石英包裹体气相成分测试结果

Ta ble
.

6 G” c o m P0 siti o n of 】n c lus i姗 加 q u a州比 介。m S ha x l .
nd Y e fus h an

绝绝区区 样 号号 样 品 特 征
...

C OOO CHHH C qqq 氏OOO CO
.

/C OOO C O / C H
门门

C O ,/ C H
...

坏瓜鑫针针 气休总量
... (

添
)))

(((((((((m l/ 1 0 0 . ))) (回 / 1 0 0 ‘))) (m l/ 1 0 09 ))) (m l/ 1 0 0皿)))))))))))))))))))))))

沙沙沙 玉一王0 999 行 ~ G 即
、

仇l一 QQQ 1 8
.

6 555 0
.

5 666 5
.

3 000 3 7
.

0 222 0
。

2 888 33
。

333 9
.

4 666 3 6 222 61
.

5 333 1 4 333

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澳

SSSSS x 一 12 888 M d ~ Py ~ QQQ 7 144444 5 9 000 6 日
,

4999 0
.

8 3333333 1
.

2 」」 81
.

5 333 6 1
.

555

55555 . 一 1 7 555 Py ~ QQQ 4 2
.

8 88888 6
.

3 333 5 9
.

4555 0
.

1 5555555 6
.

7 777 J0 8
.

6 666 1 2 111

SSSSS x 一2 1 4一 lll CP 一加一G 即
、

(冶】一一 1 18
.

9 222 3
.

7 111 8
.

5 222 12 4 7 888 0
.

0 777 3 2
.

111 2
.

3 000 1 4
.

3999 2 5 5 9 333 未分析析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SSSSS 翻一 3 1 333 CPro B n ~ QQQ 2 17 8吕吕吕 1 8 0 555 16 4
.

7 666 0
.

0 8888888 1 2
.

0777 4 0 0 6 999 6 5 000

JJJJJJJ . .......................

SSSSS 习一 3 2 000 卜卜 7 ,
.

77777 1 5
.

6 888 18 8
.

0 777 0
,

2 2222222 4
。

5 111 2 74
,

4 555 4 0000
CCCCCCC P~ QQQQQQQQQQQQQQQQQQQQQQQ

冶冶冶 Y F 一 1 000 Q 脉
、

纯自
、

无矿化化 替
峨,, 0

.

3 444 4
,

0 111 3 6 3 999 0
.

2 444 4 8
.

555 1 1
.

7 999 4 2 000 5 7 2 333 4
.

222

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父

山山山 Y F一1 222 Q 脉
、

纯自
、

后矿化化 盆
3 ;;; 0

,

1 444 4
.

6 000 6 2
.

3 555 0
.

7 333 4 5
.

333 32
.

8 666 1 4 111 7 3 4 333 2
.

333

YYYYY F 一 2 999 Q 脉
,

有铁染染 1 1
.

0 77777 刁
.

4666 32
.

1 555 0
.

4 0000000 2
.

4888 4 7
.

6888 4
.

333

丫丫丫F 一 3 111 Q 脉
,

纯自
,

无矿化化 3 4
.

的的 。
,

7‘‘ 5 1222 4肠
.

2 666 0
.

生555 4 6
.

000 6
.

7 爪爪 6
.

g aaa 盯 1333 1
.

555

YYYYY F 一 4666 Q 脉
,

纯白
,

无矿化化 17
.

0555 0
.

3666 4
.

4777 2 8
。

4 000 0
.

2 666 4 7
.

444 12
.

4 222 3
.

8999 5 0
.

Zaaa 0
.

888

巧
:

黄铁矿声yP
:

石膏 ;

以
:

碳酸盐
;

Md
:

辉铝矿 ; cP
:

黄铜矿
;

Bn
:

斑铜矿 ; Q
:

石英
二

气体总量为 c o
、

C坟
、

co
: 、

H刀 分析值总和 (南大地科系中心实验室分析)
。

表 了 沙溪
、

冶父山脉石英形成时的复逸度值

Ta ble
.

7 f o : v目 u c : dur in g th e fo r口Ia U O . Of q u舰包一 v e加 加 S ha x i a o d Y e f山 han

地地 区区 沙 溪溪 冶父山山

样样 号号 S x 一 1 2 888 S x 一 1 7 555 S x 一 2 1 4 一 lll S x 一 3 1 333 S x 一 3 2 000 Y F一 1 222

形形成温度
’

(℃ ))) 3 4 000 3 2 000 3 6 000 3 2 000 3 8 000 2 8 000

fffo :

(a tm ))) 1 0 一
J ggg

1 0一 引
·

,,
1 0 一

3 ,
·

,,

1 0一
‘,,

1 0一
3‘

·

555
1 0一

,,

,

均一法测定

四
、

两区脉石英红外光谱特征的对 比

及其在含金性评价中的应用

近年来
,

石英谱学的研究广泛应用于金的找矿勘探工作中
,

红外光谱在含金性评价方面具

有快速
,

简便以及能获取较多信息量的特点
,

因而其应用正在逐步推广
。

对沙溪和冶父山
,

两区脉石英的含金性 明显不同
,

金含量的差别在 1一 2 个数量级以上
,

本

文主要对比了沙溪
、

德兴及冶父山三区含矿性不同的脉石英粉末红外谱图特征的一些差别
。

石英粉末的标准红外光谱图(图 4 )
,

其谱带主要在 1 2 0 0一 3 00 c m 一 ‘

之内
,

谱带可分为三部

分
,

在 1 1 0 0 一 12 5 0 cm
一 ,

范围为石英晶体的价振动带
,

在 5 3 0 一 7 5 0 e m 一 ,

区域是 5 1一 。~ 5 1对

称伸缩振动带
,

在 46 0 ~ 5 3 0 c m 一 ,

范围是硅氧四面体的变形振动带
。

对沙溪
、

德兴及冶父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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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l e
.

8

表 8 沙溪
、

冶父山脉石英包裹体液相成分测试结果(P Pm )

Li q 山d eo m , 抬iti o n of 恤elus ions 恤 q u a

rtz fr om S ha石 明d Y efus ha n (加 pp m )

地地地 样 号号 样品特征征 K +++ 阮 +++ Ca’ 十十 M矿+++ F矿+++ 】. CO厂厂 F一一 O 一一 so: 一一 N O厂厂 K +

匕匕
K + +++ F 一 / Cl一一 Q 脉 A u

含含 液相中离子子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N压
...

而+++++ 最( pp b ))) 总浓度度

((((((((((((((((((((((((((((((((((((( 义 1 0
‘
p p m )))

沙沙沙 S x 一 10 999 Py ~ Gy P,, 6
.

8 333 3 6
.

4333 7 16 2
.

1 333 14
.

9 66666 1 4 6
.

7 111 8 5 2 333 2 7
.

0 000 4 01 3
.

2 33333 0
.

1 999 4 3
.

2666 3
.

1666 1 4333 1
.

1 555

溪溪溪溪 C . 卫一 Q 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

SSSSS x 一 12 888 M d ~ Py ~ QQQ 1 4
.

8 444 3 2
.

7666 22 5 8
.

6 444 1 2 1
.

0 222 1
.

5 444 1 6 3
.

8 000 6
.

5 555 9
,

6招招 69 6 4
.

了66666 0
.

4 555 4 7
.

6 000 0
.

6 888 6 1
.

555 0
.

9 555

SSSSS x 一 17 555 Py ~ QQQ 2 0
.

8 222 2 7 8 666 2 1 9 1
.

7888 1 68 7 222 5
,

2 111 1 53 5 666 1 7
.

6 111 4 4 5 555 1 7 7 9
.

1 88888 0
.

7 555 4 8 6 888 0
,

4 000 1 2 111 0 4 444

SSSSS x 一 2 1 4一 111 Cp ~ B们
,,

5 0
.

9 777 4 2
.

3 444 I气 1 , q 又又 2 1 2 777 1 6
.

3888 7 2
.

7 111 2 5 3999 2 7
,

2 111 1 1 2 7
.

9 55555 1
.

2 000 9 3
.

3111 0
.

9 333 未分析析 0
.

2 999

CCCCCCC a 】~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SSSSS x 一 3 1 333 Cp一 Bn 一 QQQ 3 4
.

1 000 15
.

6 222 66 8 5 444 1 33
.

9 888 0
.

3 888 6 9
.

2 444 1 1
.

3 444 6
.

0888 26 4
.

7 33333 2
.

1 888 4 9
.

7222 1
.

8 666 6 5 000 0
.

1222

SSSSS x 一 3 2 000 CP一 QQQ 戈7
.

9 777 18
.

7 444 72 0
‘

7 222 4 4
.

9 888 0
.

2 444 3 2
.

3 111 3
.

8 111 2
.

3 888 2 2 7 0
.

6 44444 1
.

4 999 4 6
.

7 111 1
.

6 000 4 0 000 0
.

3 111

冶冶冶 Y F 一 1000 Q 脉
、

纯 白
、、

1 9
.

3 888 1 4 5 7 111 12 9
.

9 222 2 1 555 2
.

1 555 8 5 4 222 6 1000 4 0
.

2 000 4 07
.

3 55555 0 1 333 16 5
.

0 999 0
.

1 555 4
.

222 0
,

0 8 444

父父父父 无矿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丫丫丫F 一 1222 Q 脉
、

纯 白
、、

10 8 333 77
.

7 444 1 5
.

6 111 0 6 444 0
.

6 444 3 9
‘

6 777 1
.

4 333 1 0
.

6 777 1 79
.

2 111 0
.

4 888 0
.

1 444 8 8
.

5777 0 1 333 2
.

333 0
.

0 3 444

无无无无矿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YYYYY F一 2999 Q 脉
,

有 铁铁 2 3
.

0 888 8 3
.

2 666 4 3 6999 2
.

0 66666 9 5
.

6 333 3
.

3 000 8
.

6666 3 5 9
.

4 444 0
.

8 222 0
.

2 888 1 0 6 3 444 0 3 888 4
.

333 0
.

0 6222

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

YYYYY F 一 3 111 Q 脉
、

纯白
,,

7
.

9 333 5 0
.

9 999 1 5 8 555 1
.

0 666 1
.

0 666 6 7
.

9 000 3 4 333 4
.

7666 1 18 6 333 0
.

5 333 0
.

1 666 5 8
.

9 222 0
.

7222 1
.

555 0
.

0 2 777

无无无无矿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yyyyy F一 4 666 Q 脉
、

纯白
、、

1 4
.

6000 8 5
,

5 666 1 8
,

1 222 1
.

5 111 1
.

5 111 1气勺 气lll 5
.

5 444 1 0
.

0 777 16 2
.

0 666 0 5 000 0 1 777 1 0 0 1666 0
,

5 555 0
.

888 0
.

0 4 555

无无无无矿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

矿物代号 同表 6 ,

(南大地科 系中心实验室分析 )

10 0

8 0

O�h
!
哥划绷

4 0

H ;

20 H 3

1 6 0 0 14 0 0

Fi g
.

l

120 0 1 00 0 SO n 6 0 0 4 0 0
一

C m

图 4 石英粉末的标准红外谱图

S ta n d ar d in fr a 一r
ed

spe c t r u m o f qu a r t z
po w d e r

区
,

我们共研究了 1 ; 个样品的粉末红外谱图
,

脉石英谱图的一些特征值及脉体的金含量列于

表 9
,

三地区典型的红外谱图见图
’

5
。

对比各样品的红外谱图可看出
,

它们之间谱峰的基本特征相似于石英粉末的标准红外谱

图
,

在 1 10 0 一 1 2 5 0 e m 一 , 、

8 3 0一 7 5 o e m 一 , 、

4 6 0一 5 3 o e m 一 ,

三个范围的谱峰均表现明显
,

说明

微量金的存在并不改变石英红外谱图的基本形态
,

但仔细对比不同样品之间的谱图特征
,

可以

看出
,

样品含金性的不同
,

谱图的一些特征也有明显区别
,

主要表现在
:

1
.

三个含矿较好样品 ( S x 一 3 1 3
、

D 一 5 ( 2 〕 、 S x 一 3 2 0 ) 的谱图特征极为相似
,

在 2 0 0 ~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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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l e g

表 9 石英红外光谱特征值与含矿性对比表
Sh o

wl 呢 re la “on be 俪ee n v日u es of the
san l川es

,
inf ra 一 r

ed
sPe c tr山” of q u ar t z

an d the 卜 m in er a liz ed 加te 朋川es

样样 号号 S x 一3 1 333 n 一 5 (
:

))) S x 一 3 2000 D 一 2 111 S x 一 1 2 888 n 一 2 0 (
、
::: 0 一 23 。二二 S x 一 17 555 n 一 1 7 (

:
::: Y F一 2 999 Y F一 1 000 、下一1 222 丫 F一 3 111 Y F 一 4 666

城城/ 凡凡 2
,

6 777 4
.

2222 4
.

0 000 5
.

0 000 4
.

4 444 6 0 000 7
.

5 000
.

6
.

5000 5
.

0 000 7
.

0000 7 3 333 8
.

0000 5
.

0 000 5
.

5 000

叹叹 / H... 4
。

0 000 4
.

7555 5
.

1777 认 5 000 7
.

1444 6 3 666 6
.

0 000 3
.

0 000 7
.

2 777 11
.

8 222 8
.

0 000 10 0 000 1 4
.

1777 8
.

0 000

HHH (对))) 6555 6 555 6999 7 666 7777 了777 7222 吕0
...

7 888 8 555 7 222 8 444 8 222 9 lll

AAA u (PPb ))) 6 5 000 5 9 000 4 0 000 7 888 6 1
.

555 4 888 4333 12 111 11
.

333 4
.

333 4 222 2
.

333 1
.

555 0 888

注
: s x 类样品采 自沙溪 ; D 类样品采 自德兴 ; YF 类样品采 自冶父山

。

Sx
一 31 3

Y F 一 4 6

n几UO一匕
.q,‘2 60 0 22 00 18 00 , ‘

贯
1 0 00

D 一 5 刃2 )

2 60 0 22 0 0 18 0 0 1 4 0 0

仁

10 0 0 60 0 2 0 0

�日O

�If侧翎甲
.

�

80602040

26 0 0 2 2 0 0 1 8 0 0 1 4 0 0

B

1 0 0 0

A
、

沙溪
,

矿化 B
、

德兴
,

矿化 C
、

冶父山
,

无矿化

图 5 沙溪德兴及冶父山石英粉末红外谱图

F ig
.

5 In ft a 一r e d s pe ct r u m fo r q u ar tZ fr o m Sh a劝
, L沁x in g an d Ye fu shan

c m 一 ’

范围内无明显的谱峰
,

其它样品在 20 0 一 3 0 0 c m 一 ,

范围内均有杂乱的峰分布
。

从谱峰强

度来看
,

含矿较好的石英谱图峰强度普遍弱于含矿差的石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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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

在 46 0一 5 3 0 c m 一 ’

谱带范围内
,

两峰的强度比 (H
:

/ H
,

) 表现出含金石英低于不含金石

英 (表 9 )
,

含金较高石英的 H
L

/ H
Z

值变化于 2
.

67 一 4
.

22 之间
,

均值为 3
.

6 3
,

含金较低石英的

H
、

/ H
Z

值变化于 4
.

44 ~ 8
.

00 之间
,

均值为 6
.

12
,

样品 H
,

/ H
Z

值与金含量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

负相关
,

相关系数 Y 一 一 0
.

71 (N 一 1峨
, a 一 0

.

01
,

Y
。

二 0
.

6 4)
,

相关性显著的置信概率在

9 9 % 以上
。

3
.

在 1 1 0 0 ~ 1 2 5 0 c m 一 ‘

谱带范围内
,

两峰的强度 比 H
3

/ H
;

也表现出含金石英低于不含金

石英 (表 9)
,

含金较高石英的 H3 / H
.

值变化于 4
.

00 一 5
.

17 之间
,

均值为 4
.

64
,

含金较低石英的

H
3

/ H
‘

值变化于 6
.

36 一 14
.

17 之间
,

均值为 8
.

63
,

金与 H
3

/ H
‘

之间也表现出较明显的负相关
,

相关系数 Y 一 一 0
.

59 (N 一 1 4
, a 一 0

.

02
,

Y
。

一 0
.

5 9 )
,

相关性显著的置信概率在 98 % 以上
。

4
.

8 6 0 c m 一 ,

处的峰强度 (H ) 表现为矿化好者低
,

矿化差者高
,

峰强度与 A u 品位之间的负

相关性良好
,

相关系数 Y - 一 0
.

77 (N 一 1 4
, a 一 0

.

0 01
,

Y
。

一 0
.

76 )
,

相关性显著的置信概率

在 99
.

9 % 以上
。

总之
,

脉石英中微量金的存在虽不改变石英谱图的基本形态
,

但对谱图的一些微细结构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
,

利用谱图之间的这些差异可判别脉石英的含金性
。

五
、

结论

1
.

沙溪
、

冶父山岩体均表现出富碱富钠的特征
。

冶父山岩体 Fe
、

M g
、

c a 组分的含量极低
;

微量元素方面表现出冶父山岩体 C u 、

Pb
、

z n 含量略高
,

而 v
、

Ti
、

co
、

Ni 等元素则极低
; 冶父山

岩体稀土总量很低
,

轻
、

重稀土 比值低于沙溪成矿岩体
,

具有一定的负铺异常
。

S m / N d 值高于

沙溪成矿岩体
。

这些特征反映冶父山岩体是晚期高分异富碱富挥发份岩浆结晶的产物
。

2
.

沙溪区裂隙的形成受控于持续而稳定的区域构造应力场的作用 ; 冶父山区裂隙的形成

受控于短期多变的局部应力场的作用
。

3
.

沙溪脉石英包裹体个体小
,

数量小 ; 冶父山脉石英包裹体数量多
,

存在多量的沓 c 0
2

包

裹体
。

气相成分特征上沙溪包裹体气体总量高于冶父山
。

液相成分特征上沙溪包裹体富钾
;

而冶父山包裹体富钠
。

液相成分中的离子总量沙溪远高于冶父山
。

4
.

含微量金的沙溪脉石英的红外光谱特征与相对贫金的冶父山脉石英红外光谱特征存

在着某些微细差异
。

初步研究表明
:

脉石英中微量金的存在并不改变石英红外谱 图的基本形

态
,

但含金性不同的石英谱图仍存在着一些细小差别
,

总体而言
,

矿化好的石英谱峰强度普遍

弱于矿化差的石英
,

这种差别可作为脉体含矿性评价的准则
。

本文完稿后
,

承蒙王德滋教授审阅
,

野外工作曾得到安徽省地矿局 32 7 队的热忱帮助
,

在

此一并致以崇高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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