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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吴川一四会断裂带

减匕段金矿找矿方向

杨开渠 陈好寿
(广东地矿局 7 06 队 ) (中国地科院宜昌地矿所)

提 要 把吴川一四会断裂带北段
,

划分了四条金矿找矿成矿带
,

即新洲一石坎一江屯成矿带 ;龙

潭一塔岗山一河台成矿带 ; 桃源一北市成矿带 ;鱼坝一石狗成矿带
。

研究了控制成矿的时控条件认

为
,

金矿主要形成于燕山晚期
。

矿体受区域性 N E一
.

N N E 断裂构造带 (新华夏系构造体系 )活动控

制
。

成矿富集因素是
“
矿源层

”

中不同构造带复合地段
,

构造古应力值增高的构造应力集中区以及深

大断裂和岩浆作用深源物质加入的地段
,

这些地段以利于形成
“

矿源层
”

中的有利部位
。

关钮词 广东 金矿 找矿方向

吴川一四会断裂带闭北段
,

指广东四会和广宁以北清远
、

英德部份地区
。

笔者对该区曾进
·

行大量的野外地质调研
,

发现从广东清远一高要
,

大量的金矿民采点都分布在北东向断裂构造

两侧
,

而且矿体
、

矿脉的走向多是 N E E一E w 或 N N W 一N w
,

并与北东向断裂构造带活动具有

明显的成生联系
。

因之
,

本文重点研究控制成矿的时
、

空条件和富集因素
,

并把该区划分为四条

成矿带
,

总结了金矿找矿方向
。

1 区域地质背景

本区出露的主要地层为震旦系
、

寒武系
、

泥盆系
、

石炭系
、

三叠系等
。

主要组成为一系列轴

向东西和北东的褶皱构造
,

断裂构造也较发育 (图 l )
。

震旦系由清远新洲向东经大洞
、

鱼坝到

佛冈地区
,

呈东西展布
,

长达七十多公里
,

宽二十多公里
,

其间构造变形复杂
,

两侧为泥盆系
,

以

东西向褶皱构造变形为主
,

有茶坑顶背斜
、

石枯山向斜
、

金子山背斜
、

珠坑向斜
、

凤帽山背斜
、

清

远向斜等
。

在它以南及西南外围
,

主募出露前泥盆系
,

形成为一系列北东向褶皱
,

如古水向斜
、

带心向斜
、

坑 口褶皱群等
,

组成了粤西复背斜褶皱构造
,

这些构造变形均被泥盆系不整合覆盖
。

粤西复背斜以西为
“

粤桂隆起
” ,

主要 由前寒武系组成
,

以东为泥盆系
,

主要表现为北东 向褶皱

构造变形
,

如罗源背斜
、

三坎向斜
、

大帽岭背斜
、

还 口 向斜
、

大寨背斜等
。

区内岩浆活动十分强

烈
,

明显受区域性深大断裂及隆起带或褶皱轴部控制
。

加里东期沿粤西复背斜轴部 由高要一广

宁曾发生岩浆侵入和强烈混合岩化作用
,

如石涧一五和混合片麻岩 (4 9 0 士 6 2M a )等
。

海西一印

支期构造活动有所加强
,

继续向北侵位
,

由高要一清远形成北东 向分布
,

长达近百公里的混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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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带或花岗混合岩带
,

如横山一广宁岩体 (2 7 7士 4 6M a )
,

江屯岩体(3 1 0士 1 7Ma )等
。

燕山运

动除沿纬向隆起轴翻泼生以中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为主体的大规模侵入
,

形成佛冈东西向

花岗岩带 (1 78 一 14 0Ma )外
,

还形成大量的 NE 一N N E 方向的断裂构造
,

几乎穿切全区所有地层

岩石
,

并控制新生代盆地的展布
。

图例说明
:
1

.

第四系 2
.

第三系 3
.

三叠系 4
.

石炭系 5
.

泥盆系 6
.

寒武系 7
.

震旦系 8
.

燕山早期花岗岩 9
.

海西 一印支期花

岗岩 10. 加里东期花岗岩 n
.

加里东期混合片麻岩 1 2
.

地质不整合界线 13
.

纬向隆起 (褶皱)轴部 l峨
.

粤西复背

斜轴部 15
.

纬向深断裂 (遥感) 16
.

纬向褶皱构造 17
.

北东向褶皱构造 18
.

北东向冲断裂 19
.

北东一北北东向成

矿断裂构造带 (成矿带之20
.

金矿点 21
.

金矿床

图 1 高要一清远地区地质构造及成矿带分布略图

(据野外实际踏勘结合之广东省区域地质志》附图修编)

F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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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事实
,

分析认为
,

本区古生代早期
,

曾经受过区域南北向和北西一南东向挤压应

力
,

发生了巨大的东西向隆起和北东向褶皱和断裂
。

隆起和褶皱轴部为前泥盆系
,

两侧控制晚

古生代地层 (主要为泥盆系 )的分布
。

中生代早期不但使晚古生代地层卷入构造变形
,

而且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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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深大断裂继续向北伸展
,

并沿隆起和褶皱轴部虚弱带控制了岩浆活动的分布
。

中生代中晚期

的 N E 向断裂构造活动
,

控制本区主要矿床
、

矿点的空间分布
。

2 成矿带划分及成矿时空条件

在地壳多次构造活动中
,

形成错综复杂的构造变形以及物质组份的复杂变化
。

找矿实践表

明
,

主要矿床
、

矿体的形成和空间分布
,

往往与某一地质时期或某一次的构造活动密切相关
,

并

形成有规律的空间分布图
。

本文把控制区域主要矿床
、

矿体空间分布的构造活动带称之为
“

成

矿带
” ,

把主要矿床形成的地质时期的构造活动称之为
“

成矿期构造活动
”
或

“

同成矿构造活

动
” 。

通过野外工作
,

对诸多矿点的实际调查
、

发现该区金矿床
、

矿点的分布在区域上明显受

NE 一 NNE 断裂构造带(或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控制
,

金矿点几乎都分布在这些断裂构造两侧

次级或低序次 [sj 的断裂构造中
。

根据控矿断裂构造的形成和分布
,

划分了四条找金的
“

成矿

带
” ,

即新洲一石坎一江屯成矿带 ;龙潭一塔岗山一河台成矿带
;鱼坝一石狗成矿带 ; 桃源一北

市成矿带(图 1 )
。

2. 1 新洲一石坎一江屯成矿带 .

大体由广宁江屯以东
,

经南冲
、

石坎
、

新洲至金造
。

目前发现的金矿点如梅洞
、

南冲黄苗坑
、

南冲坑
、

沙河
、

南坑
、

沉沙湾和桐油坪等矿点与新洲矿床
。

由于成矿带所通过的地质体
,

存在着

不同的物质组份和构造变形条件
,

因之
,

形成了不同地质特点的金矿床(点 )
。

一
.

.

一
。

·

汁了
7

说明
:

下图左为成矿前岩浆岩(Mir )与震旦系(ZC )接触所形成的捕虏体和残留体受华夏系构造应力场支配
,

下图右为成矿

期构造应力场分析
,

矿脉主要受 N EE 向断裂控制
。

‘

图 2 南冲黄苗坑金矿脉分布示意图

F地
.

2 A u or e v ein d is tri加tio n ,
H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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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南冲黄苗坑矿点
,

位于江屯岩体与震旦系的接触带附近
,

成矿前由于华夏系构造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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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控制岩浆侵位
,

出现北东向侵入接触带
,

形成了
“

侵入接触构造体系
’

,[4 〕
。

成矿期新华夏系的
N N E 断裂构造带活动

,

控制矿体的空间分布 (图 2 )
,

本区的矿体既受新华夏系构造应力场的支

配
,

又受到
“

侵入接触构造体系
”

的影响
。

已经查明的矿体多数都出现在残留体或捕虏体的边

缘
。

为了说明成矿前岩浆侵位与金矿化的关系
,

笔者在南冲黄苗坑 5 号矿体
,

利用 0/ ZK Z 钻

孔岩心作为短剖面
,

由混合花岗岩 (江屯岩体 )向着震旦系的矿脉方向进行了中子活化分析 (表

1 )
。

表 1 矿体两侧单矿物中金含量 (PP m )

Ta bl e 1 A u e o n ten t (PPm ) in m on 卜 m 加era l 叻 the
eithe r sid e of 吹 加月y

认认云袱遭遭
全岩岩 黄铁矿矿 方铅矿矿 石英英 长石石 黑云母母

。。/zK
Z一 1 近矿糜棱岩岩 0

.

6 000 4 6
.

5 33333 0
.

2 4刁刁刁刁

一一 3 矿脉脉 2 4
。

9 000 7 8
,

9 000 4 3
.

0 333333333

一一 5 近矿糜棱岩岩 1
,

5 000 4
。

677777 0
.

2 5 X 1 0 一 1111111

一一 7 混合花岗岩岩 0
.

25555555 0
.

5 7 X 1 0 一 222 0
.

2 2欠 10 一 lll 0
.

5 3 X 10 一 222

分析者
:

核工业部三所周素清

可以看出
,

全岩和黄铁矿中金含量明显 由近矿糜棱岩向矿脉方向增高
。

近矿糜棱岩石英中

金含量普遍高于震旦系围岩和混合花岗岩中的金含量
。

混合花岗岩主要矿物中金含量为
:

石英

0
·

5 7 X 1 0 一’pp m ,

长石 o
·

2 2 X 1 0
一 ’p p m

,

黑云母 0
.

5 3 x 1 0 一 ’pPm
,

表明混合花岗岩中
,

主要造岩

矿物金含量是长石 > 石英) 黑云母
,

按金的地球化学特征
,

一般在地层或岩浆岩中
,

暗色矿物

含金量普遍比浅色矿物含金量高 [51
。

黄苗坑出现如此相反情况
,

认为是混合花岗岩侵入过程

中
,

云母类矿物 中的金被带到近矿糜棱岩中去的缘故困
,

因之
、

构成了黄苗坑金矿成矿作用的

有利围岩条件
。

又例如新洲地 区昊川一四会断裂带与佛冈一丰良纬向构造带的复合部位
,

由于

多次构造活动
,

成矿条件复杂
,

主要矿体(点 )都分布在北东向长冲尾断裂和曲塘断裂(猪尿径

断裂 )的夹持地段
,

该区震旦系受到加里东
、

海西一印支期以及燕山期区域构造活动的影响
,

在

地层内部形成为不同轴向的短轴状叠加褶皱
,

以及迁就褶皱变形而发展起来的断裂构造
,

除沿

褶皱层 间发生滑脱形成较平缓的断裂构造外
,

主要为北东向断裂及其所派生的 NE E 和
N vv vv一

.

Nw 向以及利用和改造以前既存的其他断裂
,

裂隙构造
,

这些构造控制新洲地这主要

矿体的分布 (图 3)
。

关于新洲金矿的成矿时期
,

根据野外地质资料
,

含矿构造切穿晚三叠世地层
,
并穿插燕山

期花岗岩
,

结合新洲主矿脉近矿围岩蚀变绢云母 39 Ar 一 ,0 抢 测定的年龄为 178 , 括4恤
。

可以认
‘

为
,

成矿期构造主要表现为新华夏系构造体系活动控矿
。

-

二

由于新洲地区处于构造带的复合部位
,

因之
,

不但保留纬向构造带活动特点
,

而且北东向

构造带活动在新洲地区西部非常强烈
。

成矿期构造活动叠加在成矿前不同构造带活动的基础

上
。

.

在新洲东部主要形成产于震旦系剪切带中
,

以较平缓的含金, 毒砂石英脉型尸金矿为主 ;西

部为含金
“

构造蚀变碎裂岩型
”

金矿
,

或主要围岩以钠长石岩为主的构造破碎带
“

钠长石岩型
”

.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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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继
\

口
‘

囤
”

团
9

团
, 。

奥
洲

一
一

一
一

尹立

协

‘

口
}

{
扮称协

二兰
、

图例 ;卿川
: 人

.

第四 系 2
.

泥 盆系 3
.

震旦系 4
.

下格 合面构造带 。
.

土要 矿脉带及编号 6
.

背形褶皱构造 7 向形褶皱构造 8.

压扭性断裂 9
.

片理或糜棱岩化带方向 10
.

主要地层产状 n
.

已勘探矿区范围界线 (图左下角箭头为成矿期新

华夏系构造应力场 )

图 3 新洲金矿区地质构造简图

Fig
.

3 S ket ch
o f st r u ct ur e an d g eol og y of X in zh

o u M in e

金矿
,

其成矿条件复杂
,

物质来源也有所不同 (后述 )
。

除此
,

新洲地区在漫长的地史演化中
,

在成矿前还发生过金的局部富集
,

并形成其他不同

类型的金矿床 (如震旦系顶部
“

古风化壳型
”

金矿 )
。

2
.

2 龙潭一塔岗山一河台成矿带

该成矿带大体由河台成矿区
,

沿粤西复背斜轴部 向北延伸
,

经潭布
、

香粉径
、

山径至龙潭
,

沿这一成矿带通过的地段
,

发现了不少金矿点
,

例如塔岗山
、

龙田
、

木洞
、

大坎头和龙潭等矿点
。

这些矿点的空间分布都是受 N E一 N N E 断裂构造活动的控制
,

矿脉分布受成矿期构造应力场

支配.

例如龙田矿点
,

矿体产于混合花岗岩体内的断裂构造中
,

该岩体形成于海西一印支期
。

根

据民窿调查
,

以及含金矿脉的不完全统计
,

大体可划分 为两组
:

一组是 NN w 一SN ; 另一组为

N E E一E w
。

野外观察表明
,

近 E w 一组的矿脉脉壁平直
,

显示波状弯曲
,

脉幅变化不大
,

矿脉厚

度较小
,

延长较长
;而近南北一组的矿脉

、

脉幅变化大
,

脉壁粗糙
,

延长不远
。

从这两组含金矿脉

分析
,

成矿期构造活动表现为 N E 向构造带活动所派生的两组扭断裂或扭裂隙
,

只是 N N w 一

组成矿时曾发生过明显的张扭性活动
,

成矿构造应力场是逆时针方 向的南北对扭应力
,

即新华

夏系构造应力场 (图 4 )
。

河台金矿位于吴川一四会断裂带与广宁一罗定构造带的斜接复合部位
。

河台地区经历了

长期构造发展演化过程
,

矿床 (体 )主要产于 N E E 方向的糜棱岩带中
,

成矿期构造活动是在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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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7 犷

+一++
++,十

+ 十

说明
: A

.

含金石英脉极点图 B
.

形成含金石英脉应力轴方位图解 (受新华夏构造体系应力场支配 ) c
.

民窿中NE E 向矿

脉素描

图 4 龙田金矿点矿脉分布特征

Fi g
.

4 A u o r e v e in d ist r i加tion in LO
n gti a n o ee u r r e n ce

N E E 糜棱岩带的基础上形成含金干糜岩
,

含金硅化脉及石英脉等
,

组成了蚀变糜棱岩型金矿
。

去l卜 } l
、

Z K 4 ()()川咐近民 窿

说明
: A 为平面 B 为剖面

图 5 河台高村矿床矿脉形成时的追踪现象 (据陈础廷 )

Fig
.

5 T ra ein g Phe n

om
en o n d 世讯名叮e一 v ein fo r r n a tio n in ( , 、 l ,、

tl
! , 1 H e taj M in e

河台北东向的褶皱及片麻理挤压带等
,

代表了区域性主压结构面
,

而 N E E 向的糜棱岩则

代表具有成生联系的一组扭断裂方向
,

其他有成生联系的扭断裂方向也有出现
。

根据陈础廷研

究资料
,

河台地区出现的地质构造是以华夏系为主体
,

从高村矿床矿体的分布以及民窿中矿脉

所出现的追踪
,

表现矿脉形成于南北对扭应力作用下所形成的低序次的断裂裂隙构造中
,

或者

利用和追踪早期的构造裂隙 (图 5 )
。

岳石的研究也认为
,

河台金矿是华夏系构造 (即 N E 向构造

带活动 )奠定了矿化基础
,

新华夏系构造使金矿化高度富集
,

形成了富矿体
。

关于河台主要矿体

的形成时代
,

根据矿脉穿切伟晶岩脉 (2 3 1士 0
.

SM a )以及穿插云楼岗岩体 (2 9 2 士 16呱)和播植

一仙 口村花岗岩体(2 0 9 士 1 3M a )
,

表明河台主要工业矿体的形成是在海西一印支期以后 (当然

并不排除早期金矿化局部叠加富集 )
。

河台区内的硅化金矿化糜棱岩几乎穿切所有的地质体

(陈础廷
, 19 8 8 )

,

按照与金共生的硫化物以及近矿围岩蚀变
,

黑云母形成年龄用
忘9
衍一

‘。

灿 的测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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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果为 1 4 8
.

2 1 ~ 1 7 4
·

3 1M a 。

2
.

3 鱼坝一石狗成矿带

四会县石狗断裂向北
,

由于其他构造带活动干扰
,

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构造变形
,

成矿带主

要的表现是印支一燕山运动以来区域上一组 N E一N N E 向的断裂构造活动
,

并与以前的构造

发生复合
。

沿这一构造带活动发现了不少金矿化点
,

例如威井大顶山
、

石马竹洞坎
、

太平北坑
、

鱼坝坝仔和大破坑等矿点
。

这些矿点的金矿脉构造方向多数是 N E一 N E E 以及 N vv 方向
,

常常

出现在 N N E 向断裂或挤压破碎带的两侧
,

有时也出现在不同时代地层的接触带附近或不整合

面构造中
。

2
.

4 桃源一北市成矿带

在清远县桃源焦坑以西
,

清远县和阳山县交界处
,

经葵洞进入广宁北市
,

并向南延伸
,

大体

走向南北
,

它代表了区域性北北东构造带的另一组北北西一近南北方向的断裂构造活鹅特征
。

沿成矿带控制了一系列的金矿化点的分布
、

例如横挡顶 (独树塘 )
、

佛子坳
、

灯心塘
、

下马岌和分

水坳等矿点
。

含金矿脉在混合岩化花岗岩体中表现为石英脉或硅化岩脉
,

在变质地层中常常以

蚀变碎裂岩带的形式产出
。

通过上述明显可以看出
,

本区矿体的空间分布都是受新华夏系构造体系活动的控制
,

也就

是图 1 中所表示的成矿带位置
。

主要成矿期应该是燕山期
。

尽管成矿之前不同地区的构造变

形
、

物质组份千差万别
,

但是
,

成矿远景区必须在成矿断裂带通过的地段
;
成矿带与其他构造带

的复合地段队幻
,

成矿构造活动次级构造发育地段
,

以及老地层混合岩化和构造应力集中区等

(后述 )
。

这些都可作为是否有利于成矿的基础条件
。

对于不同成矿带中诸矿点附近的地质情

况还要作出详细的评价工作
。

3 成矿富集条件

3
.

1 关于
“

矿源层
”及有关的l’q 题

从高要一清远 目前所发现的大
、

中
、

小型金矿床(点)多数都在震旦纪地层中
,

普遍认为震

旦系是金矿找矿的
“

矿源层
” 。

但是根据新洲地区及区域外围不同时代地层样品(共 l召3 个 )的

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

证明震旦系在不同构造部位金含量是明显不同的
,

例如在东西构造带的鱼

坝地区为 2一3PPb
,

在北东构造带的龙颈一石坎为 1
.

8 一 2 .7 PP b
,

沙河地 区为 3pPb
,

区域外围震

旦系平均金含量仅只 3
.

02 pp b
,

而在北 东构 造带与东西构造带复合部位的新洲地 区却为

16
.

SPP b
。

为了研究矿源层中有用元素的活化迁移
,

在新洲地区还采集了矿脉及其两侧不同构

造部位的样品
,

进行微量元素分析
,

并与外围区域进行对比(表 2)
。

明显可见
,

震旦系中 A u 、

A g
、

A s、

Sb
、

w 的含量表现为 由围岩向着矿脉方向增多
。

A u 、

Ag
、

w
、

Pb
、

zn
、

灿
、

sb
、

Bi
、

co
、

Ni
、

H g 等明显表现为由区域外围向着新洲地区增高
。

近年来关于该区
“

矿源层
”

方面的论述有
:

河台金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震旦系 C 组和寒武

系(陈础迁
, i9 8 8t) ;河台金矿来源于含金较高的前奥陶系

“

矿源层
” (符力奋

, 19 8 8 ) ;
河台金矿是

由于形成一些对后来成矿具有一定控制作用的高背景区
,

认为华夏系构造形成了北东方向的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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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源带
”

(岳石
, 1 9 8 9) 等等

。

研究
“

矿源层
”

在什么条件下或什么部位可作为成矿远景地段
,

除

地层本身的含金建造
、

含金丰度或变质作用使金活化迁移外
,

主要应该考虑以构造作为驱动力

所引发的物质组份的活化迁移
,

在构造有利部位使金富集成矿
,

例如河台高村大型金矿床就贮

存在 N E E 方向的糜棱岩带中
。

表 2

T able Z

不同地区和矿床不同部位徽量元素分析 (PP m )

加”。介e le m en t a ”al y . is fo r dl ff . 限n t arel . 明d 如少”its

地地区区 样品数数 分析结果果

AAAAAAA uuu A ggg Cuuu Pbbb Z nnn Mooo WWW Asss S bbb B iii Cooo N iii H ggg

(((((((p Pb ))) (PPb )))))))))))))))))))))))))

外外围区域域 1 8 333 3
。

0 222 4 5
.

0 000 7 2
.

8 444 2 5
.

5 777 7 8
。

7666 1
.

2 000 4
。

2 555 2 9
.

9 888 4
.

8 333 0
.

5 555 17
。

0 999 3 0
.

9 000 1111

新新洲地区区 6 666 1 6
.

555 1 3 0
.

555 5 8
.

999 3 3
.

000 1 5 1
.

888 0
.

999 4
。

333 5 5
.

333 10
.

777 0
。

999 19
.

999 4 2
。

222 9 0
。

555

近近矿围岩岩 1 111 7 9
.

111 4 7
.

999 56
.

777 1 9
.

888 4 1 999 0
.

666 5
.

222 68 2
.

555 9
。

666 0
.

888 1 4
。

777 3 1
。

333 2 2 9
。

999

矿矿脉脉 444 11 5 4 333 7 7 333 7 222 1 0 777 2 9
.

888 3
。

777 8
.

333 6 01 2 111 8 6
.

777 3 1
.

777 6
.

555 14
.

555 6 9
。

555

地地壳平均含量量 /// 444 8 000 6 333 l 222 9 444 1
.

333 1
.

111 2
.

222 0
.

666 0
。

0 0 444 2 555 8 999 8 999

地壳平均含量按黎彤
,

19 7 6 分析单位
:

广东地矿局 7 06 队化验室

3
.

2 构造应力集中区

从所测定的新洲
、

南冲
、

河台等地含金糜棱岩的构造古应力值来看
,

普遍都高于
“

矿源层

中
”
其他比较古老的变质岩系闭

。

我们系统的采集了新洲地区震旦系围岩及其矿脉两侧的样

品
,

利用石英晶格位错密度进行了差应力值的估算(表 3 )
。

可以看出
,

差应力值的变化
,

由远离

矿脉向着近矿糜棱岩方向逐渐增高
,

即由新洲地区代表性的震旦系主要围岩向着近矿云母石

英片岩以及近矿糜棱岩增高
,

其平均差应力值的变化为 95
.

8‘ 1 28
·

6~ 1 47
.

gM甲a 。

T a b le 3

表 3 新洲金矿脉及两侧不同围岩愁应力

D lf fe r
姐山d , 七. . 叨 A u 一v eli . . n d th 心 en

e】佣in g r
oc ks

样样品位置置 样品名称称 个数数 位错密度(p ))) 差应力变化 (M p a ))) 平均差应力(M r a )))

LLLD 1222 矿石石 666 4
.

9 666 5 7 ~ 1 0 7
.

888 8 9
.

333

PPPD 4勺VVV 近矿糜棱岩岩 1000 1 0
.

6 222 1 1 1
.

7 ~ 1 8 3
.

888 14 7
.

999

LLL D 1555 云母石英片岩岩 1444 8
, 7 888 6 9

.

4 ~ 1 7 8
.

000 12 8
。

666

LLLD 1444 主要围岩岩 888 5 4 999 7 9
.

2 ~ 1 07
.

777 9 5
.

888

L

为了证实差应力值大小与金矿富集的关系
,

用中子活化分析测定了这些样品单矿物中含

金量的变化 (表 4 )
,

可以明显看出
,

全岩以及石英中金含量的变化也是由远离矿脉围岩向着近

矿糜棱岩的方向增高
,

全岩中的金含量变化为 0
.

0 81 ~ 0
.

37 ~ 0
.

78 PP m
,

而石英中金含量的变

化为 0
.

0 12 ~ 0
.

0 28 ~ 15
.

o6PP m
。

由此可见
,

在构造动力作用下金向着差应力值增高的方向活

化迁移闭
。

矿石 (矿脉 )中差应力值测定结果并不高
,

分析认为
,

金向着构造应力集中区活化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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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力释放所形成的断裂
、

裂隙中发生沉殿
。

新洲金矿主矿脉中主要载金矿物为黄铁矿和毒

砂
。

黄铁矿金含量的变化由围岩向着矿脉为 5
.

61 ~ 3
.

21 ~ 38
.

65 ~ 6 21
.

5 1p p m
,

毒砂 由近矿糜

棱岩向着矿脉的变化为 13
.

61 ~ 37
.

10
。

可以看出
,

金由震旦系围岩向着近矿糜棱岩活化迁移
,

载金矿物主要是石英
,

而带进矿脉的载金矿物主要是金属硫化物
,

这些载金硫化物在矿脉中的

形成和晶出
.

同样也受到成矿构造应力场的支配 ¹
。

表 4 新洲金矿主矿脉及两侧不同围岩单矿物中金含量 (PP m )

T a b le 4 A u e o n 玻e n t (PPm ) o f t h e m a i n o r e v e in a n d t h e e n e lo s in g r oc 七

⋯⋯⋯
~

忌簇逻
~~~ 全宕宕 石英英 黄铁矿矿 毒砂砂 方解 石石 绿泥 石石 绢云母母 磷灰石石

矿矿脉脉 118
.

6 555 0
.

] 0 222 6 2 1 5 000 37
.

1000 0
.

1444 1
.

9 5555555

近近矿糜棱岩岩 0
.

7 888 1 5
.

0 666 38
.

6 555 13
.

8 11111111111

云云 母石英 片岩岩 0
.

3777 0
.

0 2888 3
.

2111111111 0 0 1333 0
.

0 ] 444

主主要围岩岩 0
.

0 8 111 0
.

0 1222 5
.

6 1111111111111

分析者
:
核 工业部三所周素清

表 5 新洲 一鱼坝地区铅同位素组成及源区特征值

T a b le s 玩
ad 妇o t o Pie e o m P谓it io n m ed e l a ge an d e h a r a e t er is n e v a lu es of Pr o v e n a n e e in t h e X in gZ h o u 一 Y u ba r e gi o n

祥祥品号号 徉品名称称 采样位置置 铅同位素组成成 源区特征质
,,

2222222220 6P b 2 0 4 P bbb 20 7 P‘ 2 0 通v bbb Z f、S P‘ 20 魂P bbb 协协协 口口 K lllll K 333

AAA 3 666
磁黄铁矿矿 1 号矿矿 18 244士 0

,

0222 1 5 6 乌1士 0 0 !!! 3 9
.

0 33士 0
.

() lll 9 6 666 n 0 7 000 10
.

8 555 4 卫333 6 只夕 q 夕夕 4 0 999

AAA 3 777 磁黄铁矿矿 l 号矿矿 19
.

11 7 士 0
.

0 0 666 !5
.

跳 4 士0
.

0 0 222 4 0
.

2 5( )士 0
.

0 0 999 9 7 222 0 0 7 000 4 1 3555 4 2 6666666666666 J
.

1 222人人3 今今
毒砂砂 I 号矿矿 l勺

.

7 9 5士 O 爪踢踢 土3 铸3钻士 、飞 铆0 222 冷n
.

弓印 )土 0 0 0 333 9 践111 0 D 7 、、 :弓匀 马GGG 谁
.

D 777 5 8 6
.

6 888 3
.

9 落落

AAA l ,, 黄铁矿矿 1 号矿矿 卫1 Z R 吕+ (〕
.

0 0 222 15
.

日下g 士 () 门0 666 福3
.

] 5 3士 O 〔, 里里 9 S JJJ 0 0 了lll 4 0
.

9 999 4
.

1777 5 6 幻 8 555 J 0 333

AAA 竺 !艺艺 磁黄铁矿矿 l 号矿矿 1 9
.

38 4士 0
.

0 0222 1 5
.

8 99 士 0
.

口333 4 1
.

26 7十 0
.

0 0 666 9
.

9 666 0
.

0 7 222 4 5 1000 4
.

5 333 5 7 4 6 000 4
.

3888

AAA 29 !!! 黄铁矿矿 l垮矿矿 I U
.

O吕卫士 0
.

0 111 15 了6〔3丁 !) (JO333 39
.

5 71 士幻 0 2666 9
.

7 222 0
.

0 7 111 39 6 555 4 ( )片片 6 24
.

6 :,, 3
.

9 555

AAA 卫3222 黄铁矿矿 1号矿矿 20
.

7 7 8 士 0
.

1555 1 6
.

5 7 名士 {J
.

lll 4 1
.

4 39 + 0
.

4 333 1 J
.

l 月月 0
.

0 8 111 4 盆 7 999 4
t

0 222 5 6 2
.

1分分 3
t

8999

^̂̂ 2 111 方解石石 I 号矿 新洲矿 区区 19
.

9 葬5士 0
.

0 0 111 15
.

日29士 0
.

0 0 111 40
.

5 6 4 士 (J
.

0 0 888 9
.

7 999 0
,

0 7 111 38
.

7 333 3
.

9 石石 5 5 4
.

2666 3
.

8 333

AAA 艺555 铁白云石石 l 号矿矿 18
.

9 6 1士 0
.

0 333 ] 5
.

8 22 士 0
.

0 222 39
.

330 + 0 (J444 9 8 444 0
.

0 7 111 3 9
.

竺000 3 9 888 5 4 5
.

5 666 污
.

8弓弓

八八 3333 大理岩岩 l号矿矿 性8
.

9 雌0少 0 0 555 1 5 8 、5 士公 ‘、222 3马 3e2 十 O 仍生生 马
.

8 333 幻 0 7 111 39
,

3888 4 0 111 5 4 9
t

1 555 3
t

8888

AAA 1777
毒砂砂 l 号矿矿 1 s

t

9 4 4士 o
t

0 0 111 15
.

7 6 6士 0
.

00 333 39
.

4 3笼)士 0
.

0 0 222 9
.

7 444 0
.

0 了lll 39
.

JSSS J
.

0 222 5 5 2 2666 3
.

8 999

^̂̂ l吕吕 毒砂砂 U 号矿矿 18
.

9 6 0士 0
.

0 111 巧
t

7b 月士 0 1) 0 0 555 39
.

4 1于l土 0
.

0 0 111 9 7 333 0
、

0 7 111 39 1777 4
.

0 333 5 5 4
.

4 666 3
.

9 000

AAA J333
黄铁矿矿 n 号矿矿 1 9

.

29‘士 0
.

0 0 444 1 5
.

7 2 1士 0
.

日0 111 39
t

8 8 叼十 0
.

0 0 222 9
.

6 3 、、 嘴嘴 3吕 〔3111 4 0 111 5 5 4
,

9 777 3 8 只只

AAA I 通通
毒砂砂砂 1 8

.

9 3 0 士 0
.

0 0 999 ! 5 8 6 4土 0
.

( ,0 555 39 5 8 7 士〔)
.

0 222 9
.

9 333 0 0 7 000 J 0
.

6 222 4
.

1 111 5 5 2
.

R 444 3
.

9 888

^̂̂ 1555 毒砂砂砂 19
.

0 14士 0 . 0 222 15 9 J6士 0 0 111 39 6 6 9 士 0 0 333 10
.

0 日日 0 0 7 222 4 1 摇888 4
.

1 111 5 6 6
t

8 555 3 9 888

00000000000000000 0 7 3333333 5 6 7
.

355555

YYY lll 毒砂砂 渔坝坝 18 8 0 6士 0
.

0222 1 5
.

6 7 2士 0 0 0 ]]] 39
.

2 21士 0 00 444 9
.

5 777 f)
t

o 屯东匀匀

)
”6 丁555

1
‘

·

‘““ 55 0
.

2999 3
.

8 666

YYY222 硅化岩岩 渔坝坝 1 8
.

8 5 7 士 0 0222 1 5
.

8 09 士 0
.

0 0 888 38
.

4 8 2士 0
.

0 0555 9
‘

8 333 0
.

0 了lllllll 5 0 8 4 555 3 5 777

丫丫333 黄铁矿矿 渔坝坝 1 8 33弓士 0 0 0 666 1 5 9 0 2士 Q 0 0 了了 3外 5 7 3十 C
.

t)0 999 10
.

1飞aaa 匕 0 7 3333333 6 1 3 5 888 生 3 111

YYY 444 毒砂砂 椒坝坝 飞8 8 7幻士 0
.

0 3999 16 139士 0
.

0 888 4 0
.

236 士 0 0 111 10
.

4 888 0
.

0 7 6666666 6 1 5 0 555 4 3222

协一 238 u / 20 4P b 丫一 23 5吸J / Z O4Pb ‘。一 2 32肠 了 20 月p 卜 , 一 2 3 2T h 23 8 U · ‘ : 一 2 32T 卜了23 5 U K 3一 T h U 〔表 6 同 )

¹ 杨开渠等
.

新洲金矿成矿期构造 活动及 x 光岩组分析
.

! 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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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吴川一四会断裂带北段金矿找矿方向

3
.

3 深大断裂的存在以及深源物质加人

河台一新洲广泛发育的断裂变质
,

韧性变形
,

以及北东向巨大的花岗混合岩带的出现
,

已

经表明这一方向深大断裂的存在
。

这一断裂带在不同的地史发展演化中
,

都有可能携带深源物

质及大量的有用元素
,

为成矿提供有利的物质组份
。

为了研究该区物质来源
,

我们进行了较系

统的铅 同位素测定
。

首先发现新洲矿区东部沿东西方向到鱼坝和新洲矿区西部及外围沿北东

方向经禾云
、

南冲
、

石马
、

江屯到河台
,

所采的铅同位素样品
,

其测定结果明显不同
。

新洲地区铅

同 位素组成 (表 5 )
,

放射成因铅高
,

变化 明显
, ’。6 p b /

, 。‘p b = 18
·

2 4 4一 2 1
·

2 8 8 , ’。, p b /
, 。‘p b 一

15
.

6 9一
1 6

.

5 7 4
, , 。“Pb /

, 。‘Pb = 3 9
.

0 3 3一 43
.

1 5 3
。

按 n oe 单阶段模式年龄计算的源区特征值均

很高〔, “〕,

且变化大
, 林一 9

.

6 3一 1 1
.

1 4
,
。= 3 5

.

6 1一 4 5
.

1 0
,

K I
= 3

.

9 6一 4
.

5 3
,

K 3
= 3

.

8 3一 4
.

3 5
。

鱼

坝地区的铅同位素组成(表 5 )
,

与上述有共同之处
,

放射成因铅高
,
。值

、
。 值

、 K
值也高

,

变化较

大
。

表 6 新洲一河台地区铅同位素组成及源区特征值

Ta ble 6 Pb 一七川。p ic c o 幻口侧”ltio n
an d e ha r a Ct e ris tlc 亏al u e旧 of , o目比c e ar侧明

样样 品号号 样品名称称 采样位置置 铅同位 素组成成 橄 区特征质
...

222222222 0 6 一七/ 2 0 4践践 2 0 7外 / 2 0 4件件 2 08 P卜/ 2 0 4 p七七 ppp VVV 口口 砚lll K222 帐333

AAA 333 长石石 矿区西部外 围围 1 8
.

9 7 1士 0
.

0 222 1 5
.

6 5 2 士0
.

0 111 3 9
,

1 8 0士 0
.

0222 9
。

5 111 0
。

0 6 999 3 6
.

9666 3
‘

8 888 53 6 5 666 3
.

7 666

AAA 444 黄铁矿矿矿 1 8
.

2 1 7士 0
.

0222 15
.

6 2 2 士 0
.

0 111 3 8
.

6 2 8士 0
、

00 333 9
。

5 333 0
。

0 6 999 38
.

6 111 4
。

0 555 5 5 8 6 ]]] 3
,

9 222

AAA 6
一

111 黄铁矿矿矿 1 7
.

3 5 6士 0
.

0 111 15
。

4 0 8 土0 0 111 3 7
,

8 17 士0
.

0 111 9
。

2 222 0
。

0 6 777 38 2 000 4 1444 石, 1
。

3 000 4
。

0 111

^̂̂ 6
一

222 方解石石石 1 9
.

5 0 7士0
.

0 0 555 1 5
.

6 5 7士 0
.

00 555 3 8
.

6 9 3士 0
、

0 0999 9
。

4 999 0
。

0 6 999 32
.

6 666 3
。

4 444 4 7 4
。

5 222 3
.

3 333

TTT 333 硅质岩岩 桃斌斌 1 8
.

1 1 2士 0
.

0 0 888 1 5
.

7 1 7士 0 0 1555 3 8
.

3 6 9士 0
.

0 0 999 9
。

7 333 D
。

0 7 111 39
。

0 444 4 0 111 5 5 3
。

0 666 3
.

8 888

TTT lll 黄铁犷犷 挑探探 1 8
.

2 4 1士 0
。

0 111 15
。

5 7 9士 0 0 111 3 8
.

3 5 8士 0 0 4 999 9 4444 0
。

06日日 3 6
.

日222 3
.

9 111 5 3 9
。

2 888 3
.

7 999

TTT 222 黄铁矿矿 桃像像 18
.

2 4 0士 0
.

0 8 111 1 5
.

6 6 5 士0
.

0 0 111 3 8 6 99 士 0
,

0 0 111 9
.

6 111 O
。

07 000 3 9
.

1 999 4
.

0 888 5 6 2
.

2 333 3
.

9 555

人人4 777 黄铁矿矿 禾云云 1 8
.

9 3 7士 0
.

0 0 333 1 5 7 8 5 士0
.

0 0 333 3 9
.

4 6 0士0 0 0 555 9
。

7777 0
.

07 111 3 9
.

4 999 4 0 444 5 5 7
.

1 666 3
.

9 111

AAA 4 999 黄铁矿矿 石马马 19
.

0 8 2士 0
.

0 0 333 1 5
.

7 5 7 士0
.

0 0 444 3 9 8 6 4士 0 0 0 999 9 7 111 0
.

07 000 3 9
,

9 999 4 1222 5 6 8
.

0 555 3
.

9 999

AAA 5 000 黄铁矿矿 江屯屯 1 8
.

5 9 4士 0
.

0 2 444 15
.

7 0 7士 0
.

0 0 666 3 8
.

9 8 9 士0 0 1 444 9 6 555 0
.

0 7 000 3 8
.

7 666 4 0 222 5 5 3
.

6 000 3
。

8 999

NNN lll 方铅矿矿 南冲冲 1 8
。

1 2 8士 0
.

0 1555 15
.

7 1 2士 0
.

0 0 111 3 8 3 5 7 士0 0 1 555 9 7 222 0
。

0 7 111 3 8 8 555 4
.

0 000 5 5 0
.

9 777 3
。

8 777

NNN 222 硅化岩岩 南冲冲 1 8
.

3 4 2士 0
.

0 0 111 15
.

6 3 4士 0 0 2 333 3 8
.

3 3 5士 0
.

0999 9
。

5 444 0 0 6 999 3 6
。

7 999 3
.

8 666 5 3 1
.

7 555 3
。

7 333

NNN 333 黄铁矿矿 南冲冲 1 9
.

0 7 8士 0 0 0 777 1 5
,

8 5 8 士 0
.

0 0 777 3 9
.

9 5 1士 0
.

0 333 9 9 000 0
,

0 7 222 4 1
。

3 666 4
,

1 888 5 7 5
.

9 222 4 0 444

NNN 444 黄铁矿矿 南冲冲 1 8
.

69 5士 0
.

0 2 888 1 5
.

8 1 0士 0
.

0 1 444 3 9
.

4 0 1士 0
、

0 3 777 9
.

8 555 0
.

0 7 111 4 0
.

8 888 4
.

1 555 5 7 2
.

5 000 4
。

0 222

XXX ^ 5 111 黄铁矿矿 河台台
1 0 , , n 曰匕 n n n ooo 1 5

.

7 4 0士 0
.

0 11111 9
,

7 000 0
.

0 7 000 3 9
.

2 666 4
。

0 555 5 5 8
.

0000 3
.

9 222

XXX ^ 5222 黄铁矿矿 河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1 5
.

7 1 9士 0
.

0 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9
.

6 444 0
.

0 7 000 3 7
。

4 555 3
。

8 999 5 3 5
.

8222 3
.

7 666

XXXA 5333 黄铁矿矿 河台台
上 0 , 口 ‘ U 日匕 甘一 U UOOO 15 6 9 9士 0

.

0 1 999
一 _ _

一
。 ·

J . 净净 9
.

6 222 0
.

0 7 000 3 8
.

4 777 4
.

0 000 5 5 1
.

1666 3 8 777

XXX 111 黄铁矿矿 河 台台 1 9
.

0 6 3士 0
.

0 0111 1 5
.

7 7 8士 0
.

00 111 自六 n , 户 i 尸 、 飞飞 9 7 333 0
.

0 7 111 3 7 3 111 3
.

8 333 5 2 8 5 444 3
.

7 111

XXX 222 黄铁矿矿 河 台台 1 8
.

7 4 0士 0
.

0 0222 1 5
.

6 9 8士 0 0 1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9
.

6 111 0
.

0 7 000 38
.

7 111 4
.

0 333 55 5
.

5 888 3
.

9 000

111111111 9
.

2 5 2 士 0
.

0 6 99999
月J 勺J . J翻 U 仙 曰 , 、 . U , J 叼叼叼叼叼叼叼叼

111111111 8
.

9 18 士0
.

0 0 44444 3 9
.

1 3 8士 0 0666666666666666

3333333333333 9
.

3 4 6士 0
.

0 4 555555555555555

3333333333333 9
.

4 4 9士 0
.

0 0 111111111111111

新洲矿区西部一河台(表 6) 与上述差别很大
,

放射成因铅明显要低
,

变化小
, ’06 Pb / 204 Pb ~

1 7
·

3 3 6 ~ 19
.

5 0 7
, 2 0 ,

Pb /
2 0名

Pb = 15
·

4 0 8一 1 5
.

6 5 7 , 2 08p b /
2 0‘p b = 3 7

.

8 1 7 ~ 3 9
.

18 0
。

源区特征值也

比新洲一鱼坝要低得多
, 林一 9

,

2 2 ~ 9
.

5 3 , 。 = 3 2
.

1 6一 3 5
,

6 1
, K ,
一 3

.

4 4 ~ 4
.

1 4
, K : ~ 3

.

3 3一

4
.

0 1
。

J

根据新洲地区铅同位素组成 (图 6 )
,

可以看出
,

由于该区处于纬向构造带与北东向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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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复合部位
,

因之出现两种不同的铅同位素组成特征
,

即新洲矿区在铅同位素演化图溉
·

绝大部分数据落在上地壳铅平均演化曲线印“以上
, D Oe 单阶段演化曲线零等时线的右上方

,

纷

明显的异常铅和上地壳演化铅
。

而新洲西部数据落在 D . 正常铅演化曲线之下为现代大洋盘

山岩和深海沉蚀物的区域内
。

瓜

4 3
.

0

4 2 0

4 0 ()

二生户钾,
一

左
,口因

4 ! O

·
’

」夺 O

弓备 I

O 2

么 3

今 4

q店,.0

O�O
J�

二d健
。,

3 9 0
3公

.

0

1 7 t协 2 0 日

? ”午卜 , . ‘Pb

3 8 0
{芭

‘

O l, 0 2 () 0

2 。‘P b . 0 4 P b

2 1 0

2 9 2

且, ,

.‘
.

功

二么,‘门

19

,户,

q几
·

。“

南冲 《l 、

5

资华
、

挑 颐

深海沥刀l物

东

q生,口性‘么卜月

O

x
,每46。.冷‘5 6

节O
下 上

O

大洋火山岩
! 5 5 「 12

, ’

封 育户
芭7 0

M

筑
b ! 7 0 l长 O l, O 2 ‘卜百1

, 0 ‘p b 2 0落p b 里作 月P b

图例说明
:
1

.

黄铁矿 2
.

毒砂 衣 长石
石

、

白云石 乡
·

肿单阶段铅演化曲线

岛弧铅曲线 9
.

地慢铅曲线

称做黄铁矿 乐方解

不大地壳铅曲姆r.a
·

图例说明
: 1

.

方铅矿 2
·

黄铁矿 3. 毒砂 4. 硅化岩

图

Fl g

7 河台
、

南冲等矿区铅同位素组成坐标图

图 6 新洲矿区及西部外宙铅同位紊组成坐标图

Fi g
.

6 Coo
r d in at es of P卜 妇旧t 0 Pic co m 户招itlon of

-
.

X协户pu M坛姆 肚. 叩d
刁

闷守即 to w 口或

7 Coo t d in a tes of Pb一 is ot OP 姆 c o m 侧湘l ti on of

11e ta i
,

N an e ho n g 山in e 肚 e as e t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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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吴川一 四会断裂带北段金矿找矿方 向

根据与区域外围河台
、

南冲
、

江屯等地沿北东向断裂带的铅同位素组成对比 (图 7 )
。

可以

看 出
,

河台铅同位素组成放射成因铅低
,

变化小
,

样品落在上地壳铅平均演化曲线上面
,

零等时

线右上方
。

南冲的 N , 、

N Z

样品及桃源的铅同位素组成
,

落在上地壳铅和岛孤铅平均演化曲线之

间
,
甘值

、

。 值与河台相似
。

南冲的 N , 、

N Z

样品是采在黄苗坑震旦系含金硅质碎裂岩脉中
,

矿石

品位很富 (> 2 0g/ t )
。

而南冲 N 。、

N 浦

样品是采在震旦系石英砂岩的黄铁石英脉和硅化碎裂岩脉

中
.

金品位为 0
.

0 4一 0
.

0 69 ,/t
,

其数据落在鱼坝铅范围内
。

鱼坝的 4 个样品 Y : 、

Y :

含金较高
,

而

Y 。 、

Y 刁

样品的含金量仅只 0
.

0 68 9 /t
。

禾云
、

石马
、

江屯等地的样品分别落在不同的范围内
,

而禾

云
、

石马源区 。值高
,

与鱼坝相似
,

江屯铅源区 砰值低
,

介于河台和南冲之间
。

从上述铅同位素组成及源区特征值计算结果
,

可以看出
,

新洲东部一鱼坝铅主要来自上地

壳源区
,

而新洲西部及外 围以及向着南冲
、

河台的北东向深大断裂带方向
,

铅除来 自上地壳源

区外
,

主要来自上地慢或下地壳源区的壳慢混合铅 「’2〕
。

从区域构造活动发展演化历史初步分

析
,

河台一新洲的金矿床 (点 )的分布
,

受吴川一四会断裂带构造活动控制
,

在它的北段沿粤西

复背斜轴部明显表现为不同地质时期的岩浆活动带和断裂变质带
,

从总体来看
,

它可能是区域

上更高级北东向深大断裂的组成部分 [l 3〕
,

大型或超大型金矿的分布规律
,

常常与巨型或超壳

断裂构造活动有关
,

这些断裂沟通地慢
,

在断裂复合或岩浆作用中能携带深源物质加入
,

特别

是重金属元素的加入
。

目前新洲地区西部外 围已经初步查明具有大型金矿的远景
,

并与已勘探

的新洲矿区及东部的成矿条件完全不同
。

因之认为
.

吴川一四会断裂带北段
,

沿着成矿带进行

深入的地质工作
,

金矿找矿将会有更大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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