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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地区金属矿产成矿规律初探

徐锡华 卢铁贵 魏富有 黄乃昌
(冶金部夭津地质研究院 ) (冶金部一局物探队 )

提 要 本文从成矿规律学角度
,

对冀东地区铁
、

金等多种金属矿产形成的时
、

空
、

物三者内在联系

进行了初步分析
,

提 出构造
、

岩浆活动
、

地层和区域地球化学等因素是本区成矿规律研究中必须综

合考虑的控矿因素
。

本文还指出
,

金厂峪一牛心山一三家一峪耳崖一带成矿条件优越
,

仍应视为进

一步寻找大型金矿床的有望 区
。

关键词 控矿因素 成矿规律 金属矿产 冀东

1 成矿规律的概念

成矿规律 (m et all og en ic )的概念最 早由法国学者戴洛内(L
,

de lau na y )提 出
。

本世纪四十年

代 以来
,

苏联矿床学家 H
·

r
·

马加克扬 (1 9 5钓和 B
·

H
·

斯米尔诺夫 (197 9 )对此进行 了大量

研究
。

法国著名学者 P
·

鲁蒂埃 (19 7 9) 认为成矿规律是研究矿产富集类型
、

矿床生态
、

形成历

史和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

我国学者卢作祥
、

范永香等提出要从成矿作用的

时
、

空
、

物三者 内在联系总和上探求矿床形成规律
,

其研究核心是阐明矿床时空分布的不均一

性机制〔’〕
。

笔者在参阅有关背景文献的基础上
,

结合我们在冀东地区的初步工作
,

试图对该区

铁
、

金等多种金属矿产分布规律提供初步认识
,

以利于那里正在进行的金属矿产勘查工作
。

2 控矿因素分析

2
.

1 区域构造格局

冀东地区经历了迁西旋 回
、

阜平旋回和吕梁旋回后完成了稳定的克拉通化
,

构成了华北地

台的统一基底
。

当进入中晚元古代时
,

在太古代卵形构造群上形成了东西向马兰峪
一

山海关古

隆起 ; 在遵化
一

青龙太古代线形构造带上叠加了冀北
一

辽西古拗陷带 (北东向)
。

燕山运动断裂发

育
,

该区普遍形成断槽构造
。

至古生代后本区古断槽性质减弱
,

印支运动以后形成了东西向展

布的马兰峪复式背斜
,

属马兰峪古隆起的继承性构造
,

与冀北辽西断褶带属冀北
一

辽西古拗陷

带的继承性构造
,

还有北西
、

北东及北北东向的断裂相继形成
,

从而实现了克拉通活化进程
,

与

此同时
,

主要的成矿事件也基本完成
。

其中
,

迁西群含铁建造与克拉通形成阶段之两期区域构

(收稿日期
: 1 99 3

.

4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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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热事件所产生的麻粒岩相和同斜褶皱的变质变形作用均与韧性变形带有关
; 金厂峪金矿

成矿作用形成于第三期麻粒岩相变质作用之后与近东西向和北北东向共扼韧性剪切带产生之

时
;
峪耳崖型金矿则发生于克拉通活化阶段

、

燕山期基性一中性及中酸性岩浆贯入之时
。

据杨

景铎 (1 9 8 5) [z] 研究
,

新华夏系在本区表现为控岩
、

控矿构造
,

其成生时间为中生代初期
,

晚侏罗

世至老第三纪为其主要活动期
,

挽近活动明显
。

其中
;
峪耳崖一汤道河

、

杨河峪一峪耳崖
、

青山

口一青龙一白庙子北东向断裂是在燕山纬 向褶断带上发育的新华夏系断裂
,

为矿化集中区的

导岩
、

导矿断裂
。

构造是决定内生矿床空间展布形式的主导因素
,

对岩体形态
、

产状
、

就位以及

矿化集中区的展布方式影响甚大
。

2
.

2 含铁建造与太古界墓底构造演化关系

冀东地区是沉积变质—鞍山式铁矿在河北省境内的主要产地之一
。

铁矿赋存于太古界

变质岩系中
,

严格受地层层位控制
。

主要含矿层位为迁西群三屯营组
、

马兰峪组
、

单塔子群 白庙

子 组和朱杖子群上 白城子组
、

悖罗台组 (华北地层表
,

1 9 7 6)
。

迁西群 (> 2 8 0 0 ~ 3 o 0 0Ma
,

孙大

中
,

1 9 8钓为最古老的结晶基底
,

其基底构造演化的主要特征是
:

¹ 麻粒岩相卵形构造群实际上

构成了东西向排列的古岛链并伴随镁铁质与超镁质岩浆侵入活动
; º 处于高温中压状态下的

硅铝壳岩石具有高度
“

塑性
” ,

从而在片麻岩中产生了紧密褶皱与隆起
,

并形成韧性变形带
。

据

杨景铎研究
,

在距今大于 25 0 OMa 的迁西运动中
,

太古界基底构造形式至少经历了三次明显的

褶 皱变动 ( 35 0 0 士 lo oM a , 3 0 0 0 士 10 0Ma
, 25 0 0 士 10 0Ma

,

杨 振升 ) 和两 次麻粒岩相 ( 30 0 0 士

10 oM a , 250 0 士 10 oM a ,

杨振升 )及其退化变质的角闪岩相区域变质作用
。

其中
,

第二期褶皱即轴

向北东或北北东
、

轴面倾向北西并向北西突出的弧形复式背斜或向斜是控制含铁建造分布的

主要构造
,

矿体赋存于三级或四级向斜构造中
。

而第一期褶皱表现为矿体内的褶曲形态
,

第三

期褶皱表现为区域性隆起
,

对矿体本身影响微弱
。

迁西群含铁建造形成于区域性隆起之后
,

其

岩石已固结硬化
。

故表现为褶皱和断裂两种构造形式
。

与早期近东西向同斜紧密褶皱才百比
,

晚

期南北向规模巨大的同斜紧密褶皱是控制铁矿体分布的主要构造
。

朱杖子群含铁建造生成于

晚太古界初期 (24 00 士 16 0Ma , R b 一Sr 等时
,

孙大中等)
,

由于五台运动 (20 亿年) 的影响
,

地块断

裂下陷
,

在青龙河断裂以西
,

冷 口断裂以北
,

形成了北北东向的凹陷
,

沉积了朱杖子群
。

朱杖子

群是一套浅变质岩系
,

基本上未遭受混合岩化作用
,

表现出与下伏单塔子群岩石组合截然不同

的特征
。

然而
,

两群构造形态基本相似
,

铁矿床严格受层位控制
。

朱杖子群含铁建造赋存于走

向北北 东
,

倾 向北 西
,

倾角 300 一 6 00 的
“

单 斜
”

构 造 中
。

由上 述 分析 可 知
,

在 吕梁 运动 前

( 17 OOMa)
,

古老的纬向构造体系以东西向隆起为特征已具雏型
,

而古老的北东 向构造与铁矿

建造密切相关
。

由冀东地区金属矿产分布略图(图 l) 可知
,

该区铁矿床 (点 )基本上限定于青龙

县以西的太古界变质岩系中
,

由铁矿床 (点 )空间分布所圈定的铁矿化集 中区 Fe l表现为古纬

向构造的影响
,

而 Fe Z一Fe s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与古老北东向构造控制有关
。

据有关资料闭
,

本区麻粒岩相在化学成分上以富钠贫钾为特征
。

2
.

3 金矿床 (点 )时空分布制约因素分析

冀东地区也是我国重要的金矿化集中区之一
。

区内分布有时代不同
、

类型各异的金矿床

(点 )数以百计
。

著名的金矿床有金厂峪
、

峪耳崖
、

三家子
、

牛心山
、

南大线等矿床
。

而金厂峪一

王厂地区又是区内金矿床集中分布的地段
。

其空间分布主要受四种因素制约
,

一是构造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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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台期 花岗岩 2
.

吕梁期花岗岩 3
.

燕山期花岗岩 4
.

金矿床 (点 )集中 区 5
.

铁矿床 (点 )集中区

矿化区 7
.

金矿床
: ¹ 金厂峪 º 峪 耳崖 » 牛心山 ¼ 三家 ½ 南大线 8

.

化探异常分区及编号
、

I M 。

A u M o Fe C u P b W B i 口 _ 1 A u F e C u M o N i 班 _ 2 A s A u 柑 一 A u F e C r P b A s S b W _ 2 A u C u Pb Z n S b A s V

M O V _ 2 Pb Z n

6
.

多种金属

S n W l

一 P b Z n C u

图 l 冀东地区金属矿产暨化探异常分区略图

Fig ) S ke te h o f m e ta l m in e r a l r e s o u r

ces
a n d g e o e h e m iea l a n o m lies in E匕s t H e be 孟

呈东西向展布的马兰峪复式背斜 (古隆起的继承性构造 )与冀北辽西的北东向褶皱带 (古拗陷

带的继承性构造 )是基本的构造控制因素
;二是五台期

、

吕梁期
、

海西期和燕山期的岩浆活动
;

三是太古界八道河群
、

迁西群
,

下元古界青龙群和中生界侏罗系等重要赋矿层位
; 四是 区域地

球化学因素即元素丰度
、

元素分布不均一性以及元素共生组合等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

在前三种

控矿因素中
,

构造因素居主导地位
,

并表现为地球物质的物理运动形式
;后一种控矿因素—

区域地球化学因素作为控制成矿作用的内部因素并表现为地球物质的化学运动形式
;
第二

、

三

因素两种运动形式兼而有之
。

2
.

3
.

1 构造因素

构造因素对金矿空间展布的制约不仅表现为金矿脉受矿体中断裂的控制
,

而且表现于作

为控岩构造
、

导矿构造以及容矿构造的区域性断裂对金矿床空间分布的影响
。

冀东构造克拉通

的形成
、

发展与活化进程伴随着各种构造体系的形成
、

发展与演化
。

关于冀东地区金厂峪大型

金矿床成 因问题
,

近来
,

任洪茂等人川 ( 199 1) 研究结果认为
,

金矿床是形成于太古代末期 ( 24

亿年
,

等时线
,

任洪茂等 )冀东构造克拉通定形之际
、

为产于太古代高级变质区内的含金韧性剪

切带型金矿床
。

矿床严格受控于北北东向和近东西向两组韧性剪切带
,

后者是古东西向构造的

继承性构造
。

进而言之
,

控制其金矿体空间分布的是组成金厂峪韧性剪切带的构造透镜体
,

矿

体均产于其周围的片糜岩 中
。

构造透镜体控制了矿体形态
、

产状
、

规模
、

分布和富集程度
。

相比

之下
,

峪耳崖金矿床代表着另一重要的金矿类型
,

该类型金矿床产于太古代克拉通 内的中生代

构造岩浆活动带 ( 1钧一 186 M a ,

杨振升 )
,

并以脆性断裂带控矿为其特征
。

该构造岩浆活动带由

数条北东东一北东向区域性大断裂和沿断裂分布的岩浆侵入体组成
。

其构造岩浆活动的发育

程度 (主要是燕 山期
,

14oM a) 与金矿成矿作用强度正相关
,

其中
,

区域性深大断裂往往构成克

拉通的边界或其次级构造单元的分界线
,

并控制着岩浆活动及其有关金矿化
。

这独克拉通活化

区中之矿产
,

在空间分布上呈短带状或明显的带状分布
。

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
:
与太古代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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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密切相关的古纬 向构造以及中生代新华夏构造体系是控制本区金矿床 (点)时空分布的主

要构造因素
,

并且
,

古纬向构造是最基本的构造型式
。

在冀北一燕山地区
,

有四条互相平行的深

断裂带
,

在其两侧集中了上百个金矿床
,

自北而南形成了康保
一

围场
一

赤峰
、

丰宁
一

隆化
一

宁城
、

张

家 口
一

承德
一

平原以及密云
一

兴隆
一

青龙等金矿带
。

在马兰峪
一

金厂峪地区
,

金异常密集
,

等距性地

分布在 白石峪
、

片石峪
、

金厂峪等地
,

明显地受 (古 )纬向构造和新华夏构造体系所形成的复合

构造或联合构造控制 (袁铁良
,

1 9 8 9 )
。

此外
,

李兴国 (19 9 0) 还从消亡板块边缘对成矿的控制出

发
,

提出本区金的活化迁移经历了含金基底沿毕鸟夫带进人重熔岩浆并在其上侵时摄取地层

金的过程
。

显然
,

作者所试图描述的是本区滨太平洋构造发展阶段即冀东克拉通活化阶段所发

生的成矿作用
。

2
.

3
.

2 岩桨活动因素

与构造控矿因素相对应
,

太古代或其稍后 (17 亿年前 )以及中生代 (1
.

5 ~ 2 亿年 )的岩浆侵

入活动对本区金矿床的时空分布具有重要的影响
。

在太古代
、

岩浆侵入活动极为强烈洗后有
紫苏花岗岩

、

辉长岩
、

云英闪长质
一

奥长质花岗岩形成
,

并伴有大量的基性和超基性岩脉产出
,

从而使古老的变质基底产出 Fe
、

A u 、

cu
、

Pb
、

z n 、

cr
、

Ni 等多种金属矿床 (化 )
。

在古隆起区
,

石英

钠长岩和石英钠长斑岩以及部分碱性岩脉在时空上均与金矿体密切相关
。

中生代岩浆活动主

要是燕山期有一系列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发生
,

形成了花岗闪长岩类和花岗岩类
,

如青山 口岩

体
、

贾家山岩体附近均有少量金矿化
。

形成于太古代的金厂峪金矿床
,

也可能与这一期岩浆侵

入活动存在某种成因联系 (图 2一 A )
,

甚至认为金厂峪金矿不是区域变质热液矿床
,

而是与中

生代 (主要是燕山期 )花岗岩有关的岩浆热液矿床 (余昌涛
,

1 98 9 )[’〕
。

燕山期成矿作用的突出特

点是含铂高
,

这一点也能从我们对金厂峪一带利用多元场一泛克立格联合方法所获得的分散

流数据处理结果中看出圈
。

在多元地球化学背景场略图中(图 2一B)
,

以 D
、

B
、

3
、

9 类样品表示

了金厂峪金矿床所具有的 A u 、

M o 、

sb 元素高背景场
; 在多元地球化学异常场略图中 (图 2一

C )
,

以 G
、

F
、

5
、

8
、

1 3 类样品表示了该矿床上形成的 A u 、

M o 、

e u 、

s b
、

z n
元素异常场

。

它说明
,

A u 、

M。 、

sb 元素经历了两次富集作用
,

而 C u 、

z n 元素的富集可能只在燕山期
。

因此
,

笔者赞同金厂

峪金矿初步形成于太古代并受中生代岩浆侵入活动影响的结论
。

冀东地区金矿与燕 山期岩浆

侵入活动关系密切
,

至少在空间上是如此
。

周世泰 (1 98 8 )[s 〕认为
,

本区金矿物质来源于太古代

变质岩
,

是燕山期岩浆岩热晕温度与成矿断裂控制着这些层控金矿床的分布
,

岩体析出的

H Zo
、

c 0 2 、

cl
:

等矿化剂促进岩体分异和金的富集
。

峪耳崖金矿床代表着一类受中生代构造岩浆

活动强烈控制的金矿床
,

矿化与闪长岩
一

花岗闪长岩
一

花岗岩系列密切相关
,

该矿床产于燕山早

期峪耳崖花 岗岩株及其内外接触带中
,

岩株呈北东向展布
,

侵人于中晚元古代高于庄组灰岩

中
。

都山岩体是冀东地 区出露面积最大的中生代岩浆岩
,

由于都山岩体特殊的侵位机制与方

式
,

在对先存的构造进行强烈叠加改造的同时
,

又形成了一系列环绕岩体分布的断裂
,

这些断

裂又为稍后的岩浆活动提供了通道和空间
,

形成了三道河
、

望头山等众多子岩体
,

而三道河岩

体
、

望头山岩体侵入时所产生的脆性断裂构造便是冀东地区第三大金矿床—三家子金矿床

的主体就位空间
,

而受控于基底韧性剪切带—片糜岩带中的细脉浸染状金矿化只占次要地

位
。

总之
,

本区金矿床的时空分布与岩浆活动特别是燕山期岩浆侵入活动密切相关
,

在冀东地

区金属矿产分布略图(图 1) 上可以看出
,

所圈定的12 个金矿床 (点 )集中区大多数位于岩体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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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

2 Pr o e ess 至o n o f s t r e a m s a m P lin g in Jin e h a n g yu A r e a ,

Ea
st H ebe i

或其附近
,

其中以燕山期 (Y S
)侵入岩体的控制作用最为突出

,

最典型的矿例是形成于早三叠世

到晚白垄世燕山期花岗岩中的峪耳崖金矿床 (王义文
,

19 8 6 )
。

2
.

3
.

3 地层或岩性因素

关于地层因素对本区金矿空间展布的影响可以直观地从太古代变质岩系在本区集中了上

百个
.

矿床 (点 )予以说明
,

以至于
“

浅源层控
”

说曾经流行一时
。

金在太古代变质岩系中呈不均

一性分布之原因在于从角闪岩相到麻粒岩相
,

从条带状混合岩到均质混合岩 (或高级变质岩

系)
,

随其变质程度增高
,

混合岩化作用增强
,

其含金量有明显递减的趋势 (喻建荣
,

1 9 89 )
。

由一

套复杂的中基性
、

中酸性火山岩夹少量沉积岩组成的太古代高级变质岩系在本区的广泛出露

为铁
、

金
、

铜
、

铅
、

锌
、

镍等矿产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

因此
,

太古代老地层从总体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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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本区大多数金矿床 (点)的空间展布
,

图 1中所圈定的金矿化带走向无一不与太古代老地层

的空间展布有关
。

太古代多期变质作用使原来含于硅酸岩中的金得以活化
、

释放出来
,

而等距

性排列的六条北东向断裂及其岩浆活动 (主要是燕山期 )使金元素得以富集为异常 (表 1 )
。

表1 冀东地区金异常分布

Ta bl e 1 A u 一 a n o

耐y d洲
r ibu ti on 汪油“ H e

bo i

地地 点点 地 质 特 征征 矿田级级 矿床级级

南南大线线 安子岭
一

葛家屯断裂带带 555 2 666

出出出露 A r ,

少量 z ,

有
丫5555555

苗苗杖子子 燕河营
一

大巫岚断裂带带 444 777

出出出露 R
,

旁侧有 z ,

岩浆活动弱弱弱弱

三三 家家 太平寨
一

马圈子断裂带带 555 l 111

出出出露 Ar
,

旁侧有 z ,

有 Y5555555

峪峪耳崖崖 喜峰 口
一

汤道河断裂带带 555 2 888

出出出露 z ,

局部有 A r ,

有 丫5555555

冷冷咀头头 马蹄峪
一

栗树湾断裂带带 222 555

出出出露 A r ,

南北侧有 z ,

有 Y5555555

倒倒流水水 高板河
一

倒流水断裂带带 111 777

出出出露 沁
,

南北侧见 z ,

有 Y5555555

合合计计计 2 222 8 444

注
: A r 太古界地层 z 震旦系地层

Pt 元古界地层 Y5 燕 山期花岗岩

2
.

3
.

4 区域地球化学因素

区域地球化学因素在成矿规律研究中 日益被重视和强调
,

被视为控制成矿作用的内部因

素
。

其中
,

元素 (首先是主要成矿元素)的含量水平与赋存状态最为重要
。

在冀东太古代变质岩

系中
,

相对于地壳克拉克值而言
,

富集 C d
、

A u 、

F 而亏损 S
、

B 等元素
,

在太古界花 岗质混合岩

中
,

富集 A u 、

Ba 而亏损 M n 、

H S
、

B
、

Ti
、

S
、

P
、

v
、

C u
等众多元素

,

它反映了太古代变质岩系由低级

到高级角闪岩相逐步富集
,

而随其变质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至麻粒岩相一花岗质混合岩化阶段

却发生迁移分散的趋势
。

从主要成矿元素金在各地层中的平均含量可知
,

金元素丰度高的地层

其含矿程度亦较高
。

太古界 (1 9 pp b)
、

下元古界 (1 5P Pb )
、

中生界 (1 2 PP b) 是本区最主要的含矿层

位
,

其 中
,

迁西 群 (1 7 pp b )
、

八道 河群 (2 0p pb )
、

双 山子 群 (1 4p p b )
、

青龙群 ( 19 p p b )和侏罗 系

( 14 pp b )是其中最重要的含矿岩群
,

而王厂组 (5 5 pp b )
、

三屯营组 (3 4p p b )
、

悖罗台组 (19即b )
、

张

家沟组 (2 2P Pb )等都是含金颇丰的岩组 (天津地矿所
,

1 9 7 9 )
。

尽管这些丰度数据不足以证明金

的物质来源
,

但至少做为一种找矿标志还是有可取之处
。

元素分布的区域性差异是区域地球化

学因素分析中另一重要课题
。

由图 1可知
,

冀东地区以青龙县为界
,

其西部以 A u 、

Fe
、

c r 、

c u 、

P b
、

M 。、

S b 等元素为特色
,

其东部则以 C u 、

A u 、

A g
、

A s 、

Pb
、

z n
等元 素富集 为特征

;
研究 区北缘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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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

Pb
、

zn
、

M。 ,

而南缘是 C u 、

Pb
、

z n
等元素富集区

。

这些元素的区域性地球化学差异与所出露

的地层有关
,

比如 Fe
、

cr 基本局限于太古界变质岩系中
,

A u 的主要富集区亦然
。

Pb
、

z n
矿化

(可能还有 Mn) 主要与中元古界长城系高于庄组地层有关
。

然而
,

如果将金属矿产资料与化探

分散流资料综合在一起
,

似乎存在着以都山吕梁期花岗岩为中心的区域性地球化学异常分区

) (图l )
。

冀东地 区现已发现的十个大 中型金矿中产于都山花岗岩体周围的有八个
。

都山花岗岩

体是本区最大的中生代侵入岩基
,

它以特殊的侵位机制与方式明显影响着周围地层和燕山期

花岗岩体的空间展布
。

在都山花岗岩体的内接触带 (图 1中 I
、

l )
,

见中深成燕山期中酸性岩和

高中温热液型金矿
,

并伴有与酸性岩有关的 w
、

sn
、

Bi 泌
。 以及与中基性岩有关的 Cu

、

R 等元

素
。

例如
,

牛心山金矿床 w 高
,

三家子金矿床 Bi 高
,

华尖金矿 C u 、

R 高
,

而白庙子
、

罗家沟
、

拉马

沟
、

后干沟等金矿 以伴生 C u 、

M。 元素为特征
。

此外
,

三家子
、

牛心山
、

华尖
、

峪耳崖等金矿床元

素组合均为 A u 、

M 。 、

P b
、

C u 、

z n
等元素

。

在都山花岗岩的外接触带 ( l
一
:

和 l
一

2
)

,

其元素组合相

对简单
,

如金厂峪金矿床为 A u 、

M。 组合
,

苗杖子金矿为 A u 、

As 组合
。

在远离都山岩体的 W
一

1

带
,

浅成
、

中酸性或碱性小侵入体周 围主要分布有 A u 、

Fe
、

cr
、

Pb
、

As
、

sb 等元素
,

而 w
一
:

带的 A u 、

、

C u 、

Pb
、

z n 、

S b
、

A :
等一套低温元素组合居于优势

。

因此
,

都山花岗岩体的周围依次形成了高温

热 液型 (W
、

B i
、

M o )
、

中温热液型 (Fe 、

A u 、

Cu )
、

低温热液型 (A s 、

S b
、

p b )的元素分带现象
。

它说

明
,

燕山构造
一

岩浆活动使该 区业 已存在的元素分布模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

并直接影响着大

多数金矿床的矿石组分
。

此外
,

在罗文峪
、

高家店
、

青山口
、

贾家山
、

肖营子
、

杨杖子
、

金杖子
、

木

头凳等众多岩体周围 Fe
一

A u 一

C u
等元素共生现象却是客观存在的

,

这些大小不同的热源导致了

金属矿产的集中分布及其分带性
。

2
.

4 矿质来源

矿质来源间题也是成矿规律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间题之一
。

冀东地质问题的复杂性使矿床

成因众说纷云
。

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浅层和深部两种矿质来源说
。

浅层来源说认为太古界火山
一

沉积变质岩系为金的矿源层
,

其矿石硫同位素组成 (5
, ‘s 又- 一 3

.

1编 ~ 十 7
.

0编)接近于陨石
,

其氢氧同位素组成以及石英包体成份也与围岩一致或接近 (王义文
,

1 98 5 )
。

众多金矿床 (点 )的

空间分布受控于变质岩系的几个特定层位
,

如八道河群王厂组
、

迁西群三屯营组等
,

这些赋矿

地层中金的丰度值普遍高
。

特别是迁西群三屯营组中的斜长角闪岩
,

其金的丰度值达到 8 3 0P命

(于润林
,

1 9 79 )
,

远远高于世界同类岩石金的丰度值
。

而且
,

金在斜长角闪岩中呈活化状态
,

不

需要破坏全部硅酸岩矿物晶格即可释放出金来 (高占林
,

1 9 8 7 )
。

因此
,

该层位 (岩石 )作为金矿

源层 (岩 )似乎有一定根据
。

有些学者认为
,

在岩浆岩
、

混合岩特别发育的变质岩系中
,

该变质岩

系矿源层使混合花岗岩类 (或重熔花岗岩 )成为
“

转生矿源层 (岩 )( 王秀璋
,

19 8 7) 也是有可能

的
。

显生宙花岗岩类岩石平均含金 1 5 6 p Pb
,

是全 区含金最高的一类岩石
,

其中
,

高家店岩体为

17 lpp b
,

茅山岩体为 15 6p p b
,

峪耳崖岩体为1 0 pp b [ 7〕
,

牛心山岩体为8 9 p pb (冶金 5 1 5队 )
。

因此
,

作

为热源很可能亦作为矿质来源主要载体的显生宙特别是燕山期花岗岩体是使本区金矿集中分

布的重要因素
,

而作为金矿物质初始来源的太古代变质岩系则使本区金矿具有层控性
,

并使我

国最古老的含铁建造与金矿床 (点)在本区具有同一层位
,

而与花岗岩有关的铜
、

铅
、

锌
、

钥矿点

同金矿床(点)相伴随
,

显示了成矿物质的同源性特征
。

深部地壳重熔岩浆再分异的岩浆热液成

矿模式实际上是对深源说的发展
。

金矿的成矿物质来自地下深部的见解 目前又为众多的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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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所注意
。

张秋生 (1 9 8 7) 提出了大陆边缘的古地壳深部存在液态含金矿源层的假说
。

所谓液

态矿源层系指深部地壳高温
、

高压富金 卤水带
。

这一学说引用了硫同位素证据
,

其中金厂峪金

矿矿石 洲s 平均值为一 2
.

40 编
,

峪耳岩金矿石平均值为 + 2
.

60 编
,

三家子金矿为十 1
.

81 编
,

它

们偏离零值不大
,

表明硫的深部来源
。

不同金矿床铅同位素组成十分接近
,

矿石铅都为古老的

异常铅
,

说明其物质来源是相同的
。

当然
,

随着理论
、

技术
、

方法的提高
,

关于冀东金矿物质来源

的认识将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

3 找矿方向

根据以上讨论
,

本区的矿产勘查工作应当针对各矿种
、

各矿化类型以及各成矿时期的具体

情况予以部署
。

大体上应 以青龙县为界
,

以西为金
、

铁
、

铬
,

以东为铜
、

金
、

铅找矿远景区
,

其南北

两侧为铅
、

锌
、

钥找矿远景区
。

图 1中圈定的 A u4
、

A us
、

A ul
、

A uZ
、

A ul o
、

A u1 2是比较重要 的金矿

化集中区
。

特别是 A u4 矿化区位于太古代变质岩系转折部位
,

其间多期构造
一

岩浆活动发育
,

金

矿床 (点 )密集
,

是寻找大型金矿床很有希望的地区
。

此外
,

对都山岩体本身及其周围的金矿化

应给予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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