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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宣地区与偏碱性杂岩体有关金矿床

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

王正坤 蒋心明 王郁 商木元
(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

提 要 本文对河北 省张宣地区偏碱性杂岩体中金矿床的地质背景
、

矿床地质进行了较详细的研

究
,

并在此基础上查明了这一类型金矿床的成矿规律
,

对相似地质背景下碱性岩
、

偏碱性岩中的找

金工作具 一定指导意 义
。

关键词 偏碱性杂岩体 金矿床 同位素 成矿规律

八十年代国内外在碱性岩
、

偏碱性岩 (统称碱性岩 )中找金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巴布亚

新几 内亚在碱性火山岩中连续发现 了两 个特大型金矿 (L如l和 Po
rg er a)

,

北美这类金矿的规模

也十分巨大
。

国内张宣地 区偏碱性杂岩体 中发现了东坪 (大型 )
、

后沟 (中型 )等金矿床
,

引起国

内学者瞩 目
。

此类金矿床可望有重要经济意义及广阔找矿远景
。

笔者经多年研究
,

对其矿床地

质与成矿规律提出了认识
。

地质背景

本区位于内蒙地轴与燕辽沉降带过渡地带
,

崇礼
一

赤城大断裂南侧
。

出露太古界桑干群深

变质岩及 中生代陆相火山沉积岩
。

基本构造格架为近东西 向褶皱
、

断裂构造叠加以晚期北东

向
、

北西 向构造
。

深大断裂具长期活动
,

多次复合活动的特点
。

岩浆活动强烈而频繁
、

并以燕山

期为主
,

其次为海西期及太古代岩浆活动
。

本文主要研究产于水泉沟
一

后沟偏碱性杂岩体 中的

金矿床
。

水泉沟
一

后沟杂岩体位于崇礼
一

赤城大断裂南侧
,

平行于大断裂呈线状岩基分布
。

主要

岩石类型有
:

角闪正长岩类
、

透辉正长岩类
、

含霓辉正长岩类
、

碱长正长岩类和石英正长岩类
。

该杂岩体具贫 R E E
、

6E u、 l
、

低 6“ 0
、

早期富钠
、

晚期富钾特点
,

为中生代下地壳
、

上地慢深源岩

浆多次侵位组合而成的线状岩基 (王正坤等
,

] 99 2 )〔
‘」

。

东坪
、

后沟
、

中山沟
、

西水沟
、

黄土梁
、

小

赵家沟等一批金矿床产于杂岩体南北两个接触带o一 Zk m 范围内
。

2 矿床地质

根据控矿构造
、

矿体形态
、

围岩蚀变及矿石类型的不同可划分为东坪式及后沟式两个矿床

(收稿 日期
: 1 9 9 3

.

6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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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类 (表 1 )
。

T ab le

表 1 东坪式
、

后沟式金矿床地质特征异同

C h a ra ete r is ti e c o m Pr is o n
be tw ee n D on gP in g

、

H o u g ou
style A u 一

d ePos its

、、

夏森黔逻逻
东 坪 式 金 矿 床床 后 沟 式 金 矿 床床

围围 岩岩 正长岩
,

英碱正 长岩岩 碱长正长岩
,

正长岩岩

控控矿构造造 受近南北 向脆性断裂控制制 受东西 向破碎带控制制

矿矿体形态态 脉状
,

网脉状
,

囊状状 似层状
,

透镜状
,

脉状
,

巨厚板状状

围围岩蚀变变 钾长石化为主
,

尚有硅化
.

黄铁矿化
,

分带不明明 钾长石化
,

黄铁矿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等等

显显显显显

主主要矿石类型型 贫硫化物石英脉型
,

黄铁矿石英钾长岩型型 黄铁矿钾长岩型
.

多金属硫化物钾长岩型型

主主要金属矿物物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赤铁矿
,

镜铁铁 黄铁矿为主
,

次为方铅 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
,

赤赤

矿矿矿
,

穆磁铁矿矿 铁矿
,

镜铁矿矿

金金银矿物 系列列 自然金
,

银金矿
,

蹄金矿
,

谛铅金矿矿 自然金为主
,

少量银金矿
,

蹄金矿矿

特特征矿 石组构构 浸染状
,

条带状
,

角砾状
,

细脉状状 细脉状
,

网脉状
,

团块状
,

浸染状状

666 34 5 (硫化物 )%
。。

一 4
.

2 ~ 一 8
.

56 (7 ))) 一 3
.

5 ~ 一 15
.

9 (1 1)))

包包体主要特征征 早期有沸腾包体
.

含 N a cl
、

k cl 子晶包体
,

晚期期 盐度低刁
.

0 7一组
.

8 2 % (w t )
.

e o Z含量低低

为为为低盐度包体
,

c 0 2

含量高高高

矿矿床举例例 小赵家沟 中山沟 东坪坪 黄土梁 西水沟 后沟沟

, 卜

l
;J.月月

2. 1 矿体产状
、

矿化类型

本区金矿床均产于岩体边缘断裂带
,

接触带 (图 1 )
。

东坪金矿床位于杂岩体南缘内接触带
,

矿脉受 N N E 向断裂及 Nw 向剪切裂隙带控制
。

容

矿主断裂为脆性断裂
,

扩容作用显著
,

矿体产于碱性长石化线性交代体 (蚀变体 )中
,

石英大脉

是矿脉主体与中心
。

矿体上部为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型矿化和紧邻石英大脉两侧的及与石英脉

有一定交角的 N w 向的黄铁矿钾长石蚀变岩型矿化
。

沿延深方 向1 4 6 4m 以下
,

N N E 向石英大

脉逐渐消失
,

变为 N w 向石英微细脉与钾长石交代岩构成的蚀变岩型矿化
,

矿体形态复杂
,

呈

脉状
、

囊状
、

三角状等
。

后沟金矿容矿构造为杂岩体南部东西向挤压破碎带
。

破碎带规模较大
,

长可达数平 m
,

宽

达几十 m
,

常可控制数个矿床产出
。

后沟式金矿床的金矿体产于透镜状
、

巨厚板状的碱性长石

化交代体 (蚀变体 )中
。

石英大脉不发育
。

交代体 (钾长石化带 )走向北东东
、

倾向3 4 4
“ ,

倾角 28
。

~ 3 50
,

长 1 8 6 o m
,

厚 10
·

19 一 40
·

3 3 m
,

交代体大部分可达工业品位
,

构成工业矿体
,

品位稳定
,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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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4 ~ 79 /t
。

矿石类型主要为黄铁矿钾长岩型及黄铁矿石英钾长岩型
。

2
.

2 围岩蚀变

该 区金矿床围岩蚀变为强烈的碱性长石化 (钾长石化 )
,

分带性不明显
,

厚度巨大
,

可达 10

~ 5 0 m
,

如后沟
。

绢云母化不发育
。

蚀变过程中
,

5 10 : 、

K Zo
、

R b
、

A u 、
A g 为带入元素

,

N a Zo
,

F e Zo : 、
Fe o 等为带出元素 (表 2 )

,

蚀

变前后全碱含量 (N a : 0 + K Zo )变化不大
,

这是由于围岩为偏碱性岩
,

全碱含量已经相当高的缘

故
。

从表 2 中可明显看出
,

随着钾化增强
,

矿化程度增加
,

这与本区金矿化与钾长石化蚀变强度

为正相关的地质事实一致
。

表 2 东坪金矿床蚀变带元素含量变化

T a b le 2 E ele m e n t e o n ten t o f a lte ra tio n z o n es in D o n
gP in g A u 一 d ePos it

55555 10 222 K 2 000 N a Z OOO F e ZO 333 Fe OOO R bbb A UUU A ggg 八K 2000 么N a Z OOO

含含霓辉正 长岩岩 6 1
.

2 000 5
.

8 888 6
‘

0 444 1
.

3 999 1
.

1000 5 444 0
.

0 7666 0 0 4 222 + 0
.

1222 一 0
.

0 444

弱弱钾化带带 6 5
.

5 666 6
.

0 000 6
.

0 000 1
.

1444 0
.

4888 6 000 0
.

1 333 0
.

0 8 666 + 0
.

2 888 一 1
.

0 000

强强钾化带带 6 6
.

4 999 6
.

1 666 5 0 444 0
.

9 444 0
.

4 888 6888 0
.

4 555 0
.

4 1111111

注
:

氧化物单位为%
,

其余为 义 10 一 “

称称琴奋奋奋奋
!!! 1 1 『 1 11111

111 1 1 1 11111

lll { { 1 . }}}}}

口
l

口
,

口
3

口
4

圈
,

翻
6

口
,
厄困

8 ,

三国
9

匡互〕
1 0
巨习

【.

1
.

花岗岩 2
.

石英正 长岩 3
.

碱长正长岩 月
.

(含霓辉 )正 长岩 5
.

角闪 (霓辉 )

正长岩 6
.

辉石闪长岩 7
.

超基性岩 8
.

大
、

中
、

小型金矿 9
.

太古界桑干群地

层 1 0
.

元古界红旗营子群 11
.

侏罗系

图 1 水泉沟
一

后沟杂岩体岩石系列分布及金矿分布图

F
.

E
·

M
u tse hle : 及 郑

明华等人报道了加拿大克

克兰湖区正长斑岩中金矿

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碱性火

山岩 中 Li hil 金矿 发育强

烈的碱性 长石化
,

蚀变体

呈面状
、

线状
、

网脉状
,

这

与本区金矿床蚀变特征基

本一致
。

2
.

3 矿物组合

本区金矿床中硫化物

含量少
,

属贫硫化物型
,

除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F ig
·

1 D istr i加 , io n o f八
u 一

d

卿
its a n d ro c k Se ieS in s h u iq u a n g o u 一 H o u g o u 19

一

闪锌矿外
,

还出现赤铁矿
、

n
eo us “。m Pl ex 镜铁 矿

、

磁铁 矿
、

穆磁 铁

矿
、

重晶石等高氧逸度下的特征矿物
,

这与滇 中姚安老街子金矿广泛出现镜铁矿不谋而合阁
。

本区偏碱性杂岩体广泛出现磁铁矿
,

与深大断裂及超基性岩伴生
,

属同熔型岩浆
,

岩石化学
、

矿

物学及同位素特征也说明了杂岩体为同熔型深源岩浆产物 (表3 )
,

具有异常高的氧逸度
。

成矿

流体为偏碱性岩浆演化而来
,

继承了偏碱性岩浆高氧逸度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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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型和 s 型岩桨岩判别标志

T a b le 3 D isc r im in a n r m a rks of l 一 tyl 姆 an d s一 吐月珍 m a g m a tites

区区别特征征 I 型型 S 型型 水泉沟
一

后沟岩体体

lllll A / C N KKK < l
。

lll > 1
.

111 < 1
.

111

22222 Fe ZO 3 / (F e : 0 3 + Fe o ))) 高 (> 0
.

4 ))) 低< 0
.

444 > 0
.

444

33333 N a / KKK 高(> 1))) 低 < lll > lll

44444 5 10 2 (% ))) 一般较低< 6555 一般较高> 6555 平均值较低 6222

55555 8 7s r / 8 6s r 初始比值值 < 0
.

7 0 777 ) 0
.

7 0 777 0
.

7 0 666

66666 6 , 日0 (编 ))) 6 ~ 1 0 (正常 ))) ) 1 000 < 1 000

77777 角闪石石 常见见 缺失失 常见见

88888 副矿物物 富磁铁矿矿 钦铁矿矿 富磁铁矿矿

表 4

T a b le 4

金银矿物
、

硫化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F份o be a n a lysis of A u 、

A g m in e

ral
s a n d te llu d d“

样样 号号 产 地地 矿 物物 人 UUU A ggg T eee SSS Pbbb 成 色色 资料来源源

888 9一 1 3888 下双台台 自然金金 89
。

1555 8
.

7 888 0
.

5 3333333 9 1 000 本文文

8889 一 15 666 东坪坪 自然金金 9 3
.

5 111 4
.

4 555 0
.

4 7777777 9 5 444 本文文

888 9一 1 4999 东坪坪 自然金金 96
。

1666 2
。

2 555 0
.

5 4444444 9 7 777 本文文

999 0一 6 6 一 222 后沟沟 自然金金 9 6
.

4 888 l
。

7 000 0
.

4 4444444 9 8 333 本文文

999 0一 6 6一 lll 后沟沟 自然金金 9 5
.

7 444 1 9 000 0
.

4 4444444 9 8 111 本 文文

8889 一 1 9 777 东坪坪 谛金矿矿 42
.

5 111 0
.

6 333 5 5 3 444 0 0 222 0
。

0 00000 本文文

YYY D 2 9 6 一 lll 东坪坪 啼金矿矿 4 1
.

5 999 0
.

7 444 5 7 0 111 0
.

0 333 0
.

1 00000 北京大学学

YYY D 29 6一 222 东坪坪 蹄金矿矿 4 0
.

5 999 0
.

g LLL 5 7
,

1111 0
.

1444 0
。

2 11111 北京大学学

YYY D 29 6一 333 东坪坪 磅金矿矿 4 1
.

9 555 1
.

1 000 5 7 2 666 0
.

1 888 0
.

4 77777 北京大学学

1115 0 3 一 333 东坪坪 谛铅矿矿 0
.

0 000 0
.

0 000 3 6 1 555 0 0 777 6 1
.

3 33333 张齐道道

WWW 2 222 东坪坪 辉蹄铅矿矿 3
。

9 222 2
.

1 333 14
,

7 666 7
.

6 888 6 9
.

5 22222 北京大学学

2
.

4 金银矿物系列

该区金矿床另一特点是自然金成色高
、

颗粒粗
、

蹄金矿十分发育
。

自然金成色为9 10 ~ 9 8 3
。

啼金矿常呈串珠状产于石英及黄铁矿裂隙中
,

也可呈等轴状包围于方铅矿中
。

另外还出现蹄酸

盐
,

自然谛及辉啼铅矿 (表 4 )
。

蹄金矿的广泛出现是与碱性岩有关金矿床的重要特点 (F
·

E.

M u tsc h le r [ ‘〕
,

1 9 8 6及涂光炽
,

1 9 9 2
,

会议发言 )
。

自然金的成色与热液的 p H 值有关
,

强碱性热液

中形成的金矿物成色高
。

2
.

5 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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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干群地层岩石具极低放射性成因铅 (表 5 )
,

这与冀东迁西群铅同位素特征 (林尔为
,

1 9 8 5) 一致
。

而水泉沟
一

后沟偏碱性杂岩体具有中等放射成因铅
。

产于杂岩体边缘的东坪
、

后沟
、

小赵家沟
,

西水沟等金矿床也具有中等放射成因铅
,

与桑干群地层的截然不同 (表 5 )
,

说明东

坪
、

后沟等金矿床主要与偏碱性岩浆活动有关
。

偏碱性杂岩体及其有关金矿床铅同位素均落在

地慢铅平均演化曲线两侧 (图 2 )
,

反映两者物质

I
,
卜 , D . P卜

S (川 l‘,吸,

1 2 0
‘“‘

{竺一一一一
一

~ 一

~ ~ ~ ,一 - - - -

一
M J

I
_

地壳

一一—
‘

造山带

一
~

下肠
) 百一一

一一一一
‘

一

z

一
_

乡 产一 卜地壳

1 6 t)(卜

图 2

F ig
.

2

地怜

. 偏碱性犷佘体下佘了
1
铅

o 琦
、
坪金矿床

城 两 水沟
、

赵家沟 金矿

0 后 沟金矿

弓川 l , 咬川
之们 “协, b z “ 心 f

J
卜

偏碱性岩体及岩体中金矿床
Z ll7 Pb /

2 ‘

Pb

_ 2。。Pb /
, ””Pb 图解

Z O 7
Pb /

2 0 ‘P b 一
2 0 6

p b /
2 0 刁

Pb plo t

来源相同
,

均来源于上地慢及下地壳
。

本区金矿床矿石硫同位素几乎均为较大负

仇
,

如东坪金矿床 6 3 ‘S编为一 4
.

2一 一 8
.

6 (7 个

样 )后沟金矿床 6 3 ‘S %
。

为一 3
.

5 一 一 15
.

9 (l 一个

洋 )
,

小赵家沟金矿床为一 6
.

0 ~ 一 l d (6个样 )
。

根据大本模式
,

在较高氧逸度和较大 PH 值条

件下
,

当热液流体沪 S马、 0编时
,

沉淀出的硫化

物 护‘S 为较大 负值
。

本 区矿床硫化物 户S 为较

大负值正反映成矿流体高 fo
Z

及较大的 PH 值
。

多元素标 准化图谱能反映稀 土元素 (Ce
、

S m
、

Y b
、

Y )
、

大离子亲石元素 (K
、

R b
、

Ba) 及高场

强元素 (T h
、

P
、

Zr
、

Ti )等多组元素的地球化学性

质的综合性图解
。

东坪
、

后沟两金矿床的矿体和围岩相对于世界正长岩
,

T h
、
c e 、

sm
、

R b
、

z r 、

B a 、

Ta 均有较大程度亏损
,

Ti
、

Y
、

K 基本持平
,

Sr 略有富集 (图3
,

图 4 )
。

东坪金矿的矿石与围岩多元

素图谱相似性较好
,

虽然硫化物石英脉位置偏低
,

但 曲线形态大致相同
。

后沟金矿矿石与围岩

多元素标准化图谱形态也十分相似
。

这反映了成矿作用与偏碱性岩浆活动有密切成因联系
,

杂

岩体与成矿流体的源区相同
。

T a b le s

表5 张宣地区桑干群地层
、

偏碱性杂岩及金矿床铅同位素

Pb一 iso tOP es of al k alin e eo m P le x 留 au d S a n g g a n g r o u p r
oc ks in z h a n g x u a n A rea

样样 品品 统 计数数 20 6P b / 2 0月P bbb 2 07 Pb /
2 0 4 Pbbb Z o8 Pb / 20 名Pbbb

桑桑 干群地 层岩石铅铅 222 1 4
.

4 8 ~ 14
.

3 222 1 4
.

7 9 ~ 14
.

8 111 34
.

3 3 ~ 3 4
.

0 999

水水泉沟 一后沟杂岩体岩石铅铅 555 16
。

4 5 7 ~ 17
.

3 9 000 1 5
.

27 0 一 15
.

47 000 3 6
.

5 3 9 ~ 3 7
.

39 000

东东坪金矿床方铅矿矿 555 1 7
.

4 5 5 ~ ! 7
.

6 9 222 1 5
.

4 4 3 ~ 1 5
.

5555 3 7
.

4 15 ~ 3 7
.

79 111

后后沟金矿床方铅矿矿 lll 17
.

3 5 444 15
.

2 7 999 3 6 9 0 888

西西水沟
、

赵家沟等金矿矿石铅铅 444 1 6
.

52 ~ 17 4 4 333 1 5
.

19 7 ~ 1 5
.

4 3 000 36
.

7 13 ~ 3 7
.

35 222

王正坤等 (]9 9 2) 仁‘〕从杂岩体的地质背景
、

岩石类型
、

矿物组合
、

岩石化学
、

稀土元素
、

Sr
、

P b
、

O 同位素等多方面论述了水泉沟
一

后沟偏碱性杂岩体物质系下地壳
、

上地慢混合来源
。

综上所述
,

本区金矿床产状
、

矿物组合
、

金银矿物系列
、

围岩蚀变
、

硫同位素等均反映成矿

流体为 fo
Z

高
,

PH 值较大的流体
,

这与北美科地勒拉与碱性岩有关金矿床特点基本吻合
,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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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成矿流体与偏碱性岩浆为继承演化关系
,

这一结论从铅 同位素
、

稀土元素
、

微量元素等方

面得到进一步证实
。

3 与偏碱性杂岩体有关金

矿床成矿规律

一口

之 o
·

0 5
J 日尸

0
.

0 1

吸》 0 0 5

、、、 。

一
.

. 3

0 4

5 r K R b B a T h T a C e P Z r S m T . Y Y b

1
.

黄铁钾长岩型矿石 2
.

碱长正长岩 3
.

黄铁矿钾长岩矿石

4
.

黄铁矿钾长岩矿石

图3 后沟金矿区岩体
、

矿体多元素标准化图谱

(据 T u二k ian
, 19 6 1 )

Fig
.

3 Pl o t o f m u lti一e le m en t n o rm a liZa tio n o f r o ek a n d o r e

bo d ies a t H o u g o u

.
华铆一

之 0
.

0 5

△ 9 0 一 1 6 3

0 9 0 一 1 6 4

\ /

之方
5 r K R b B a T h T a C e P Z r S m T i Y Y b

9 0一 161
.

含霓辉正长岩 9 0一 162
.

钾长岩化蚀变岩

90 一 16 3
.

蚀变岩矿石 9 0一 l“
.

含金石英脉

图4 东坪金矿区岩体
、

矿体多元素标准化图谱

(据 T u r e ksan
, 19 6 1 )

F ig
.

4 Plot o f m u lti一 e lem e n t n o rm a liza tio 们 o f r o e k a n d o r e

b o d le s a t D o n g Pin g

在地质背景及矿床地质研究基础

上
,

总结了本类金矿床的成矿规律
:

(l) 偏碱性杂岩体比其它类型岩

体更有利于金矿化 的因素有三
:

¹ 多

期次岩浆活动能使地壳浅部岩浆房与

深部保持长期联系
,

不断得到物质与

能量上的补充
,

有利于形成大矿
。

本区

偏碱性岩体是一个杂岩体
,

存在四期

活动
,

而在同一期又存在多次脉冲式

侵入
。

如东坪坑道 中可见到同期四次

侵入关系 (图略 )
。

这种多期
、

多次岩浆

活动有利于成矿
,

而且有利于形成大

矿
。

º 本区偏碱性岩浆来源于上地慢
、

下地壳 〔‘〕
,

具有很高的化学能与物理

能
,

能将深源金搬运到浅处成矿
。

» 碱

性岩浆较花岗岩浆更富挥发份与碱金

属 (陇
20 + K Zo 达 9 % ~ 17 % )

,

由它

演化的流体能在地壳深部与浅处发生

强烈碱交代作用
,

有利于金的活化与

成矿¹ 。

(2 )偏碱性岩浆活动及晚期的构

造活动不仅有利于矿质的迁移
,

而且
’

造成了有利的容矿构造空间
。

金矿床

基本赋存在偏碱性杂岩体 内接触带的

断裂带
、

破碎带中
。

下双台
、

小赵家沟
、

黄土梁金矿产于杂岩体北接触带 内带

O一 Zk m 内
。

东坪
、

西水沟
、

桃沟
、

后沟

产于南接触带内带
,

金家庄金矿与西

¹ 杜乐天
.

碱交代作用
.

1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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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在同一控矿断裂上
,

但由于控矿断裂进入外接触带的超基性岩中
,

所以该矿床产于外接触

带 (图 l )
。

(3) 不论东坪式金矿
、

还是后沟式金矿
,

均为印支燕山期成矿
,

最后于偏碱性岩浆旋回最末

期定位
。

中山沟金矿床蚀变岩型矿石中钾长石年龄为 155
.

47 M a (K
一

A r 法 ) ; 东坪金矿围岩为

] 8 0 ~ 15 0M a
.

矿石中钾长石年龄为 j6 9
.

3 5一 1 5 7
.

3 7 M a ; 后沟金矿围岩为 2 1 6 ~ 15 0M a ,

矿石中

钾长石为 1刁0
.

0 2M a 。

(4) 构造控矿十分明显
。

扩容断裂
、

挤压破碎带与节理密集带分别控制三种类型矿体
。

首

先
,

东坪一号脉受扩容张性
,

张剪性 断裂控制 (图 5 )
,

矿脉总体走向近南北向
,

矿体由石英脉

(N N E6
“

一 7
“

)及钾长蚀变岩带矿体组成
。

石英脉走向 N N E6
“

一 7o
,

延伸较长
,

品位较低
,

厚度小
。

蚀变岩矿体受 N W 向一组剪张裂隙控制
,

厚度大
,

品位高
,

延伸小 (图 6 )
。

N N E 向张性 断裂与

N W 向剪张性构造为一左旋力偶作用下形成的配套构造
。

N N E 向石英脉两侧边发育了较窄的

钾长蚀变岩型矿体
,

它与 N w 向矿体形成时间
、

矿石类型基本一致
,

只是展布方向
、

规模及控

矿构造性质不一致而已
。

其次
,

挤压破碎带控制了后沟式矿体
。

产于东西向挤压破碎带 中
,

发

育巨厚板状
、

透镜状钾长石化带
,

石英大脉不发育
,

矿体厚度大
,

品位稳定
,

与围岩逐渐过渡
,

不

易区分 (图 7 )
。

第三种
,

由节理密集带控制
,

与第二类矿体类似
,

厚度大
,

品位稳定
,

但蚀变作用

微弱
,

如东坪南山 70 号脉
,

细粒黄铁矿
,

黄铜矿等硫化物充填在 N w 向密集节理中组成微细脉

亚亚亚刃‘莎只
七沈了 z“乙自丫

.

‘

盔绷
·

【Z困

1
.

钾长石化 蚀变岩 2
.

石英脉

图 5 东坪 1 4 6 4 m 坑道素描

F 19
.

5 Sk e te h o f a d it a t 1 4 6 4 m le v e l In D o n g Pin g M in e

带
,

延长与厚度之 比小
,

仅为 3 一 6
,

从 目前工程揭

露来看
,

储量可达 2 0t
。

1
.

石英脉型矿体 2
.

钾长石化蚀变岩型矿体 3
.

蚀变

岩型矿化

图 6 东坪金矿床一号脉中段平面略图

(5 )同一矿床或矿田 中
,

石英脉型矿化与蚀变 F ig
·

6 p la n e sk e ‘c h O f N o
·

1 v e in o f D o n g p in g M in e

岩型矿化往往同时出现
,

似乎是本区金矿又一特征
,

两者走向可以相同
,

也可以差别很大
,

尤其

是大型金矿可出现多种类型矿化
。

如东坪金矿同时出现了石英脉型
、

钾长石蚀变岩型及硫化物

微细脉带型三种矿化
,

并且走向分别为 N N E
、

N w
、

N w 向
,

这一点有别于胶东地区金矿床
。

根

据这一认识
,

我们预测小赵家沟金矿可能会出现与石英脉走向不同的蚀变岩型矿体
。

这一认识

为小赵家沟坑道工程验证
。

在 12 线发现厚 sm
,

长 28 m 的蚀变岩型矿体
,

走向与石英脉垂直
,

近南北向
,

倾向西
,

倾角 3 0
0

一 d s
o

(图 8 )

(6) 在杂岩体东段
,

容矿断裂多为近东西向挤压破碎带
,

杂岩体西段及中段容矿断裂多为

N N E
、

N w 向张性
、

张剪性断裂
、

个别例外的情况也有
。

(7) 两组断裂交汇部位有利于矿化
,

往往形成富矿柱
。

如东坪 1 号脉与 l
一

2 号脉交汇处出



第八卷 第四期 地质找矿论丛

现富矿柱 (图 9 )
,

l 号脉走向 N N E
,

是

矿体主脉
,

1
一

2 号脉走向 N 60 oE
,

延伸

不长
,

但也被矿山利用
。

(8) 围岩蚀变强度与金矿化呈正

相关关系
。

后沟
、

黄土梁金矿均发育巨

厚钾长石化带
,

共 生微细石英条带及

星点状黄铁矿化
,

外表为星点状褐铁

矿化
,

与围岩正长岩不易区分
,

需十分

注意
。

此两金矿均系根据物化探异常

发现
。

钾微斜长石化
、

硅化
、

星点状黄

铁矿化共存才是矿化标志
。

(9) 本区金矿床特别是东坪式金

矿床矿脉常分枝复合
,

尖灭再现
,

并沿

一定方向侧伏
。

这个规律在东坪 1 号

/
之 厂 K / / 丫

/
K

K

井/
k

匡玉
,

{亘刁
2

巨二口
;

l互〕
;

1
.

钾长石化带 2
.

钾 长石蚀变岩矿体 3
.

正长岩 4
.

煌斑岩

图 7 后沟金矿床 1 2 6 0 米坑道素描

Fi g
.

7 A d it s ke te h a t 1 2 6 0 m le v e l in H ou g o u M in e

脉带下部十分明显
,

N N E 向

矿体常分枝复合
,

尖灭再现
,

并向 Sw 侧伏
。

4 结论

(1) 张宣地区与偏碱性

杂岩体有关的金矿床总体展

布呈东西向矿带
,

毗邻崇礼
-

赤城超壳断裂并平行该断裂

分布
。

在地质背景
、

容矿围

岩
、

围岩蚀变
,

矿石类型
、

矿

物组合及地球化学特征等多

方面不同于国内其它类型金

矿床
、

为与偏碱性杂岩有成

/了八

万
:

平均
,
}八位 () 内为样数 糯

指, 子而样 长0.5
。

·

品位 8s/
‘

F ig
.

8

图 8 小赵家沟金矿 8 一 1 4 线平面地质略图

G e o log ica l Pla n e o f N o
.

1 4 一 1 8 L in es o f X ia o
zh

a OJ ia蕊o u

A u 一M in e

因联系的金矿床
,

该类金矿为我国北方新近证实的与偏碱性岩有关的金矿
,

在国内这类矿床数

量 尚属不多
。

(2) 本区金矿床围岩蚀变类型
、

矿物组合
、

金矿物成色
、

硫同位素均反映成矿流体高 fo
Z 、

较

大 PH 值特点
,

与偏碱性岩浆为继承演化关系
。

矿床围岩蚀变规模及矿石类型反映了与偏碱性

岩浆作用有关的强烈碱交代作用
。

(3) 在矿床地质研究基础上
,

总结了成矿规律
,

总的概括为
“

时控
” 、 “

岩控
” 、 “

构控
”

三大特

点
。 “

时控
”

是指成矿时代为印支一燕山期
。 “

岩控
”

是指偏碱性岩浆控制的强烈碱交作用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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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发育的钾长石化蚀变岩型矿石
;金矿

体 多产于杂岩体 内接触带 o ~ Zk m 内
。

“

构控
”

是指构造对矿化类型
、

容矿空间
、

矿体形态
、

矿石类型及富集部位的控制
,

如东坪 N N E 向断裂控制 了石英脉型矿

化
, N w 向剪张裂隙控制了 N w 向钾长

蚀变岩型矿化
。

该类金矿床在冀北地区

具有广阔找矿远景
。

致谢
:

武警黄金八支队
、

东坪金矿
、

冶金地质五一六队
、

赤城县黄金公司
、

张

家 口地区黄金公司
、

小赵家沟金矿等兄

弟单位及同志在笔者野外工作期间给予

了大力支持与帮助
。

图 9 东坪 1 5 3 8 m 断裂交汇处出现富矿柱

Fig
.

9 Bo
n a n za a eu t tin g PO in t o f tw o fr ae tu r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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