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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善吕善康古尔金矿床

地球化学研究
¹

张连昌 曾章仁 韩照信
( 西安地 质学院

,

西安
,

7 1。。5 4)

提 要 康古尔金矿受韧性剪切带控制
。

矿床地球化学资料反映
,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容矿围岩火山

岩
,

成矿流体以大气降水为主要来源
。

矿床形成于韧
一

脆性剪切变形构造阶段
。

关键词 金矿床 韧性剪切带 火山岩 矿床地球化学 新疆康古尔

新疆都善康古 尔金矿是东天山康古 尔塔格金成矿带 内有代表性的金矿床
,

是近年来 由国

家 305 项 目办公室和新疆地矿局发现的
。

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研究程度较低
。

本文在曾章仁等 º

对金矿床地质特征研究的基础上
,

对该矿床所获得的地球化学资料进行研究讨论
,

以进一步深

化对矿床成因和控制因素的认识
。

地质背景和矿床地质

康古尔金矿位于塔里木板块北部古生代岛弧
一

海沟系
、

阿齐山
一

雅满苏岛弧带的北缘
。

区域

地层分布主要为石炭系下
、

中统
。

南部岛弧区下石炭统阿齐山组咬c la) 以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碎

屑岩和碳酸盐岩为主
,

北部海沟区中石炭统苦水组 (C
Z
k) 为一套杂砂岩

,

二者以苦水断裂为界
。

区域火成岩发育
,

以华力西期中酸性侵入岩体为主
。

康古尔英云闪长岩 ( 加田 )
,

距离金矿较近

(约 4k m )
,

已发现的几个金 (铜 )矿床
、

矿点沿岩体东南分布
。

据研究 (陶洪祥
,

等
.

19 9 0) 该岩体

属 I 型花岗岩类
,

错石的 u
一

P b 同位素年龄为 23 6M a ,

时代相当于华力西晚期
。

次火山岩也较发

育
,

主要有石英斑岩
、

正长斑岩
、

安山纷岩等
。

黄山
一

秋格明塔什大型韧性剪切变质变形带纵贯

区域
,

对金的成矿作用有 明显的影响
。

区域金矿床 (如康古 尔 vI 号
、

姗号
、

西滩等 )沿该剪切带分

布
。

康古尔 VI 号和珊号金矿床
,

均产出于下石炭统阿齐山组安 山岩和凝灰岩中 (图 1 )
,

且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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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斑岩
、

石英正长斑岩呈伴生

关系
,

受同一条近北东东 向展

布的次级韧性剪切带控制
。

其

中康 古 尔 金 矿 床 矿 脉 带 长

8 5 o m
,

宽 2 0 ~ 5 0 m
,

延深 超过

4 0 0 m
,

由若干相互 平行
,

尖灭

再现的长透镜状矿体组成
。

主

矿体位于韧性剪切带超糜棱岩

中
,

由含金蚀变岩和石英脉组

成
。

矿化石英脉宽度从几厘米

到 l m 左右变化
,

多为 5 ~ 2 0c m

的细脉状
,

脉体沿糜棱面理 (或

有较小的夹角 )分布
。

石英脉膨

大处
,

边部石英变形强烈
,

中间

变形微弱
,

反 映这 种矿化石英

脉形成于韧
一

脆性构造阶段
。

矿

石中金属 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

·234
�。户07竹,比

回回困画困回口Z口困刁
.

|川
.

月州川州

磁铁矿
,

次要的有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金矿物为自然金和银金矿
。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

绢云母
、

绿泥石
、

方解石等
。

自然金的成色较高
。

金呈显微一次显微粒状或片状包裹于黄铁矿

中或黄铁矿
、

石英
、

绿泥石等矿物粒间
。

矿石构造以细脉状
、

浸染状和角砾状为主
。

矿床围岩蚀变发育
,

主要有硅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绿泥石化
。

按成矿作用可分为 5 个阶段
:

第 I 为黄铁绢英岩化阶段
;
第 l 为金

一

黄铁矿
一

磁铁矿
一

绿泥石
一

石英阶段
;
第 班为金

一

黄铁矿
一

石

英脉阶段
;
第 Iv 为多金属硫化物

一

石英脉阶段
;
第 v 为碳酸盐

一

石英脉阶段
。

以第 l 成矿阶段金

矿化最好
,

不同成矿阶段的叠加部位
,

矿体厚而富
。

2 矿床地球化学

2. 1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矿区地层岩性的微量元素含量见表 1 所示
,

阿齐山组安 山岩的主要成矿元素 A u 、

co
、

z n 、

M n
等高于地壳克拉克值

,

金含量高出 4 倍
;
英安岩中 A u 、

M o 、

C 。 、

Z n 、

Cr 等元素
,

凝灰岩 中 A u 、

M n 、

Sn 等元素
,

石英粗面岩中 P b
、

Cr 等元素均高于地壳克拉克值
,

其余元素含量均低于克拉克

值
。

总的来看
,

铁族元素含量偏低
,

离散度小
,

硫化物成矿元素含量偏高
,

离散度大
,

这可能与韧

性剪切变质热液有关
。

苦水组杂砂岩的 A u 、

C O 、

Ni
、

z n
等元素明显低于克拉克值

,

与阿齐山火

山岩明显不同
。

而英云闪长岩的微量元素均低于克拉克值
,

也与上述火山岩特征不同
。

2. 2 稀土元素特征

稀土元素含量 (表 2) 和稀土元素配分型式 (图 2) 表明
:

矿石和围岩稀土元素含量均比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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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石的相应值高
,

属 于富轻稀土
、

贫重稀土类型
。

除个别样品外
,

L R / H R 比值一般较小
,

为

7. 3 18 ~ 1
·

176
,

犯
u

值一般小于 1
,

呈铺的负异常
。

按稀土模式相似性对 比原理
,

安 山岩
、

英安

岩
、

凝灰岩
、

石英粗面岩
、

霏细岩等火山岩类的稀土配分型式大体一致 (图 ZA )
,

说明各类火山

岩为同源
。

次火山岩 中的石英斑岩 (D
7 3 一 。6

xw )和长石斑岩 (R
、
)的曲线倾斜不大

,

铺异常较明显
,

与石英粗面岩 (X 卜X w )大致平行 (或相似 )
,

说明为同源岩浆派生
。

英云闪长岩 (R
Z。。

)曲线呈左高右低的平滑曲线
,

无明显的负铺异常
,

具慢源型或同熔型花

岗岩的特征
,

与前述 I 型花岗岩类的认识相同
。

表 } 矿区岩石微量元素含量 饱
了t)

T a b le 1 T r a ee e一e m e n t e o n ren 宜s (g八 ) 谊 s a m p le s rro m th e d e p o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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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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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疆地矿局第一地质大队 19 9 0 年资料(岩石名称括号内数值为样 品分析数 目
; 阿齐 山组火山岩为光谱分析值 )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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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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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所
二 为计算值

表 3 金矿床氧同位素组成

T a b le 3 o x y罗n is o tOP ic e o m P璐i tio n o f sa m Ples fr o m th e d e
pe

s it

序 号 样品号 测试矿物 产出地质环境 6 18 0 编 平均值

绿泥石

第 I 成矿阶段

6
.

47

1 1
.

8

1 1
.

4

1 2
.

3

1 2
.

2

1 3
.

2

1 1
.

5

1 1
.

2 7

第 IV 成 矿阶段

第 v 成矿阶段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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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3

英英英一英英一英英石石石一石石一石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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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 一 z

K Z一 2

2 6 0 0一 4 3

K s
一 l

K 月一 3

2 6 0 0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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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5

0 5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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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

B ,

B zz

B 1 2

B 一3

B 4 7

B Z o

B g 月

B 12 1

B 2 3

方解石

英云闪长岩

长石斑岩

凝灰岩

含砾凝灰岩

霏细岩

凝灰岩

凝灰岩

变安山岩

粉砂岩

碳质粉砂岩

砂 岩

砂砾岩

1 1
.

15

8
.

4

1 0
.

3

9
.

9 9
.

5 6

10
.

3

8
.

8

9
.

8

14
.

8

16
.

0
15

.

2 5

16
.

2

14
.

0

英英碧岩岩岩一岩岩岩岩岩岩岩石石荃全全全全全全一全全全全

23、一56一879一1011一1213州15161817一19202122

测试单位
:

地质科学 院矿床所
, 1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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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

火 山岩类稀土配分曲线
; B 图

:

石英斑岩
,

英云闪长岩及矿石稀土配分

曲线
。

图中 R , ,

等编号所代表岩石见表 2 和正文)

图 2 康古尔金矿稀土配分曲线

F ig
.

2 R E E 匹tte r n o f k a n
gg

u e r g o ld d e Po sit

矿石稀土元素总量较低
,

小

于 10 PP m
。

第 I 成矿阶段 矿石

(R K I
)的曲线型式与火 山岩大体

相似
,

E u/ S m 比值为 0
.

20
,

也 与

火 山岩相近
,

矿石重稀土含量明

显偏低
;
第 w 成矿阶段矿石 (Rx

Z
)

稀土元素的 6 E u
为 1

,

无铺的负

异常显示
,

E u / S m 比值为 0
.

56
,

明显高于矿区所有类型岩石的相

应值
。

从矿石稀土元素特征可见
,

第 l 与第 w 成矿阶段的物质来源

有一定区别
,

第 I 阶段以火 山岩

来源为主
,

第 N 阶段 (成矿晚期 )

可能还有其它来源的混入
。

2
.

3 稳定同位素特征
2

.

3
.

1 氛
、

硅同位紊 金的赋

存与石英有密切伴生关系
,

所 以

通过对比含金石英脉中石英与围

岩的氧
、

硅同位素组成
,

可为氧
、

硅和金的来源提供信息
。

康古尔

金矿氧 同位素组成 中 (表 3)
,

含

金石 英 脉 中石 英 的 615 0 %
。

为

6
.

4 7 ~ 1 3
.

2
,

平均为 1 1
.

2 7 %
。; 矿

区火 山 岩 的 己, 8 0 %
。

为 8
.

4 ~

10
.

3
,

平均为 9
.

56 %。 ;
矿 区外围

杂砂岩的 6 , 日o %
。

为 1 4
.

6 ~ 16
·

2 ,

平均为 15
.

25 %
。 ;
英云 闪长岩为

11
.

5 ~ 1 0
.

8
,

平均 1 1
.

6 5%。 。

可见

含金石英脉的氧同位素组成范围

与矿区火 山岩和英云 闪长岩相

近
,

而与杂砂岩差距较大
。

含金石

英脉的 6 , 0 5 1%
。
(0

.

1一 一 0
.

3 )与火 山岩 6 , 0 5 1%
。
(一 0

.

1 一 一 0
.

3 )和英云闪长岩 6 3 0 5 1%
。
(0

.

1 )值相

近 ¹
。

说明含金石英脉的硅
、

氧等组份来自容矿围岩火山岩
,

而英云闪
一

长岩距矿体较远
。

2
.

3. 2 硫同位素 由于金具亲硫性以及金与硫化物密切共生
,

所以可通过硫化物硫同位素

的示踪效应
,

判断金矿床的物质来源
。

康古尔金矿硫同位素组成见表 4 。

矿床各成矿阶段硫化

¹ 张连昌
、

曾章仁
.

新获康古尔金矿硅同位紊研究
.

西安地质学院学报
, 19 9 4年第 3期 (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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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硫同位素组成 沪S %
。

为一 0
.

9一 3
.

3
,

变化范围不大
,

多为接近于零的正值
,

具陨石硫的特

征
,

说明矿石硫源为来 自上地慢的原生硫
,

且未发生明显的同位素分馏
,

均一化程度较高
。

矿石

与围岩 (火山岩 )的硫同位素组成 (沪s%
。
一 一 3

.

12 ~ 1
.

0 4 )相近
.

说明二者硫源相同
。

表 4 金矿床硫同位素组成

T a b le 4 S u lfu r iso to pe
v a lu es o f sa m Ples fr o m the d e

po
sit

序 号 样品号

2 6 0 4一 l

2 6 08一 6

3 4 0 4一 2

3 4 04一 l

2 6 00一 2

测试矿物 产出地 质环境 6 3 刁S %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铁矿

方铅矿

方铅矿

黄铜矿

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铁矿

2
.

00

2
.

19

第 皿成矿阶段
一 0

.

3 7

一 0
.

6 6

第 I 成矿阶段

2 6 0 4一5 5

2 6 0 0一5

2 6 0 4一 6 1

2 6 0 4一 6 3

2 6 0 8一l

9 2 6 4

2 6 0 8一 1 0

3
.

3 0

0
.

9

0
.

2

第 w 成矿阶段
一 0

.

9

0
.

3

一 3
.

1 2

nJ曰
i

介O八日

变安山岩

石英斑岩

正长斑岩

234一5一6957一101112

测试单位
: l~ 2

, 5 ~ 9
:

由地科院矿床所测试
,

其余由宜 昌地矿所测试

表 5 金矿床铅同位素组成

T a b le s 块
ad is o to Pe v alu es o f sa m Ples fr o m th e d ePo sit

序序号号 样 品号号 样品名称称 产出地质环境境 铅同位素组成成 特 征 值值

辈辈辈辈辈辈卫兰兰 翼竺兰兰 坚坚
以以

}}} }}}
KKK

zzzzzzzzzzz U q Pbbb 乙 u q P bbb ‘ U 刁尸 bbbbbbb 口口口

一一111111 黄铁矿矿 第 l 成矿阶段段 18
.

1 4 666 15
.

5 4 555 3 7
.

9 6 888 9
.

3 8 444 0
.

0 6 8 111 3 5
.

5 0 666 3
.

6 6 222
22222 6 0 8一 11111111111

一 一一一一一一

22222 3 4 0 4一222 黄铁矿矿 第 l 成矿阶段段 18
.

1 7 444 15
.

5 8 333 3 8
.

08 888 9
.

4 56 一一 0
.

0 6 8 666 3 6
.

2 0 666 3
.

7 055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3333 2 6 0 0一 555 ! 方铅矿矿 第 IV 成矿阶段段 1 8
.

1 5 888 15
.

5 3 444 3 7
.

9 3 000 一一 0
.

0 6 6 999
一一
3

.

77 666
JJJJJJJJJJJJJJJJJ 9

.

1 1 1 11111 3 5
.

5 5 0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4444 2 6 04一 555 方铅矿矿 第 几 成矿阶段段 1 8
.

1 5 666 15
.

5 3 555 3 7
.

9 3 111 9
.

1 1444 0
.

0 6 6 111 111 3
.

77 888
111111111111111111111

3 5
.

5 8 33333

55555 2 6 0 4一 6 111 方铅矿矿 第 砰 成矿 阶段段 18
.

1 6666 15
.

5 4 666 3 7
.

9 6 333 一一 0
.

0 6 6 333 3 5 8 3 777 3
.

79 000
99999999999999999

.

14 666666666

66666 2 6 0 8一 lll 黄铁矿矿 变安 山岩岩 18
.

1 0 111 15
.

5 5 999 38
.

0 1 333 9
.

月18 一一0
.

0 6 8 333 3 6
.

0 7 111 3
.

70 777

77777 9 2 6 444 一 黄铁矿矿 石英斑岩岩 18
.

2 2 111 ! 5
.

5 4 888 38
.

13 999 一一 0
.

0 6 8 000 3 5
.

8 3 888 3
.

6 9 777

99999999999999999
.

3 7 2 一一一一一

lllllllllllllllll 一一一一一

88888 7 2 6 4一 111 黄铁矿矿 石英斑岩岩 18
.

2 5 555 15
.

5 7 666 38
.

2 3 333 9
.

4 3 333 0
.

0 6 8 月月 3 6
.

3 0 000 3
.

7 2 444

测试单位
: l一 5 为宜 昌地矿所测试

,

6一 8 为北 京铀矿所测试

2. 3. 3 铅同位素 尽管铅同位素模式年龄
,

由于种种限制因素

通过铅同位素组成对比
,

判断成矿物源还是一种公认的好方式
。

(表 5) 变化范围很小
,

说明组成稳定
。

矿石铅同位素组成很接近

一

,

多数学者已不赞成应用
。

但

康古 尔金矿床铅 同位素组成

丫值为 0
.

0 6 6 ~ 0
.

0 6 8 ;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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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 11 ~ 9
.

4 5 6
,

低于 9
.

5 8 ; 。值为 3 5
.

5一 3 6
.

3 ; K
值为 3

.

6 6 2一 3
.

7 9 0
,

与陨石的
K
值(3

.

7 ~ 3
.

9 )

接近
。

这些特征说明矿石铅为正常铅
,

铅源为下地壳或上地慢
。

按照 Za rt m an 和 D oe (198 1) 铅

构造就位模式 (图 3 )
,

康古尔金矿铅同位素组成位于地慢与造山带之间
,

说明铅源是经历了造

山作用改造过的慢源岩石组合
。

矿石与火 山岩铅同位素组成及其特征值相近
,

说明二者铅源相

同
。

2
.

4 成矿流体特征

2
.

4
.

1 包裹体特征和均一温度 与矿

竹、)O M 盔
e M a

一 上地壳

造山带

。尸上d;
、

豪 才一
.

尸 地接

卜地壳

-

一
~ 一

- -

_
~

J -

_ _
J 一

- - - -- - - - - J - 一一

l丁 川 阳 川‘ n L ,
, 4 n 一

图 3 金矿床铅构造模式投影

(仿 Za
r rm a n

和 D 伙
, 19 8 1 )

F ig
.

3 L ea d iso to Pe r a d io P lo t sh o w in g g eo ree t o n ie

en v it o n m e n t o f th e so u r ee

化有关的石英含有较多的包裹体
,

以气液

类型为主
,

气液 比一般小于 1 0
。

包裹体形

态多为不规则状
,

一般大小 (1 一4) x lo
一 “

m
,

少数 (5 ~ 1 5 ) X 1 0 一 6 m
。

从第 I 到第 v 成

矿阶段
,

包裹体由小到大
;
均一温度 (表 6)

由高到低 (第 I 阶段包裹体太小
,

无法准确

测定 )
,

第 l 阶段均值为 2 50 ℃
,

第 l 阶段

均值为 18 8 ℃
,

第 W 阶段均值为 15 3 ℃
,

第
V 阶段均值为 1 25 ℃

。

2. 4. 2 包裹体成分 矿物流体包裹体

成分测试
,

采用破坏性的群体分析法
。

用
“

热爆法
”

打开包裹体
,

然后用离子色谱测

定阴离子
,

用原子吸收测定阳离子
。

包裹体

气相成分和水是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的
。

康古尔金矿矿化阶段石英包裹体成分测定结果 (表 7)

表明
,

液相成分阳离子主要为 N a+
、

K + ,

M g Z + ,

阴离子以 cl
一

书O蕊一 含量最高
,

第一阶段的样品

F 一

含量较高
。

K +/ N a+ 克离子比值小于 1 ,

第 l 阶段为 0
.

28 一 0
.

4 6
,

第 l 阶段为 0
.

32
。

S侧
一 / cl -

克离子比值为 0
.

04 ~ 0
.

2 1
。

包裹体气相成分主要为 H Zo
、

c o Z ,

N Z 、

c H ;

次之
,

其中 C 0 2

/ H
ZO 克

分子比值为 0
.

0 1 3 ~ 0
.

0 1 6 , CH 4

/ H
Zo 克分子比值为 0

.

0 0 5一 0
.

0 1 4
。

含矿流体的还原参数〔(CH ;

+ e o + H Z
) / e o Z

〕为 0
.

4 9 ~ l一 6
,

反映还原性质
。

从包裹体液体成分
,

反映成矿溶液为 N a CI
一

KO
一

H 2 0 型
,

主要离子含量均较低
。

结合成矿阶

段矿物共生组合及包裹体成分特征
,

推测金元素可能以〔A
u cl

Z

〕一或 〔A u( H s)
2

〕
一

的形式存在于

成矿溶液中
,

并与 N a+
、

K +
等碱性金属离子形成络合物随溶液迁移

。

2
.

4
.

3 包裹体氢氧同位素组成及成矿溶液的性质 从不同成矿阶段成矿流体的氢
、

氧同位

素组成 (表 8) 来看
,

第 l 成矿阶段矿化平衡水的 护
8 0 %

。

为 2
.

96 一 2
.

98
,

6D %
。

为一 45 一 一 6 6
,

紧

靠变质水和岩浆水组成区
;
第 l

、

Iv 成矿阶段矿化平衡水的 夕ao %
。

为一 2
.

51 ~ 一 3. 79
,
SD %

。

为

一 6 3 ~ 一 5 7
,

位于大气降水线与变质水 (或岩浆水 )区之 间
;
第 V 成矿阶段溶液 的 6‘日0 %

。

为 一

8
.

3 4
,

沁%
。

为一 6 1
,

紧靠大气降水线 (图 4 )
。

即从成矿早期到晚期
,

成矿流体中氧同位素组成具

有 向大气降水线
“

漂移
”

现象
。

其原因可能是下渗的大气降水在循环对流过程中与围岩发生了

明显的水
一

岩交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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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金矿床矿物包裹体均一温度

T a b le 6 H o m o g en e o u s t ep m pe
r a tu r e o f th e A u 一 d e Po sit

样 品 号 测定矿物
均一温度 ( C )

产出地质环境

变 化范围 平均值

2 6 0 4一 2一 1

2 6 0月一 7一 1
石英 第 I 成矿阶段 19 0 ~ 3 2 0 2 5 0

B月5 石英 第 . 成矿阶段 18 0 ~ 19 5 1 8 7

2 6 0 0一 4

1

2 6 0 4一 2一 2

26 04一 7一 2

石英 第 刊 成矿阶段 12 4 ~ 18 1 15 3

石英 第 v 成 矿阶段 9 8一 1 4 5 1 2 5

注
:

除 B ; 5 一 : 自测外
,

其它 由西北有色地质研究所测定

表 7 金矿床包裹体分成

T a b le 7 C h em iea l e o m Po sitio n s fo r flu id in c lu sio n s f ro m th e A u 一 d e Po sit

序序序 样品号号 成矿矿 测试试 液相成分 (
u g / g)))

号号号号 阶段段 矿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NNNNNNNNNNN a 一一 K 一一 M g Z +++ F 一一 C I一 一一一 N O 丁丁
555555555555555555555 0 芳一一一

11111 2 6 1 6一 777 lll 石英英 1 2
.

8 0000 6
.

2 5 555 0
.

0 7 000 0
.

1 1 888 19
.

5 4 111 7
.

3 0 666 0
.

5 4 888

22222 3 4 0 4一 222 皿皿 石英英 }5
.

35 000 7
.

4 刁555 0
.

16 000 0
.

0 7 444 2 4
.

10 777 2
.

3 0 777 0
.

5 4 888

33333 2 6 0 8一 666 亚亚 石英英 5
.

刁9 111 4
.

28 777 0
.

3 3 333 0
.

4 月000 8
.

0 8 444 4
.

7 1000 0
.

8 3 999

44444 2 6 0 8一 666 III 石英英 15
.

5 0 00000 1
.

10 000 5
.

03 222 5
.

6 2 999 3
.

0 7 666 1
.

0 9 666

续表 7

序序序 气相成分 (、g / s))) 摩尔 比值值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CCCCC O ZZZ H ZOOO H 222 N 222 CH --- C OOO C 0 2 / H Z OOO C H ;

/ H 2 000 K 十 / N a 一一 5 0 笼一 / C I一一 CH 」
+ CO + H ZZZ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O ,,

lllll 10
.

3 777 2 8 2
.

0 111 0
.

2 222 0
.

5 444 1
.

2 999 0
.

000 0
.

0 1555 0
.

0 0 555 0
.

3 222 0
.

13 666 0
.

8 1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2222 12

.

1 777 3 9 5
.

6 000 0
.

1000 1
.

6 555 1
.

3 999 0
.

000 0
.

0 1 333 0
.

0 0 555 0
.

2 888 0
.

0 3 555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4 999

33333 1 5
.

1 666 3 8 3
.

1 111 0
.

1333 0
.

6 000 2
.

6 000 0
.

000 0
.

0 1 666 0
.

0 0 RRR 0
.

4 666 0
.

2 1333 0
.

6 555

44444 1 1
.

0 222 28 4
.

8 222 0
.

0 666 0
.

0 666 3
.

5 555 1
.

1 111 0
.

0 1 666 0
.

0 144444 0
.

1 9 333 1
.

1 666

测试单位
:

地质科学院矿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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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金矿床氮氧同位素分析结果

Ta b le 8 A n ai ysis
o f H

,
0 lso to 件

o f the A u 一 d e脚”lt

序序号号 样 品号号 测试矿物物 成矿阶段段 成矿温度度 6L、2。编编 6 , . 0 石英编编 6 ‘.街
20 输

‘‘

(((((((((((℃ )))))))))

11111 矿卜 333 石英英 第 I 成矿矿矿 一 5 444 1 1
.

999 2
.

9 666

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阶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22222 3 4 0 4一222 石英英英 2 5 000 一 4 555 12

.

888 2
.

9 888

33333 2 6 0 8一666 石英英英英 一 6 666 12
.

888 2
。

9 888

44444 2 6 1 6一777 石英英 第 I 成矿阶段段 1 8 777 一 6 333 1 1
.

777 一 2
.

5 111

55555 矿卜222 石英英 第 IV 成矿阶段段 1 5 333 一 5 777 13
.

222 一 3
。

7 999

66666 矿卜
,, 石英英 第 v 成矿阶段段 12 555 一 6 111 1 1

.

555 一 8
.

3 444

测试单位
:

地科院矿床所
, ,

为计算值

3 总结

3. 1 地球化学信息

厂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几

!||习

「
一

飞
变质 水

弋翔川 一 曰川 〔

一川 于

一 8 0

与一 ;-

依据康古尔金矿床地质地球化 学资

料
,

总结矿床成因方面的信息
:

(l) 康古尔金矿产于火 山岩区
,

受韧性

剪切变形带控制
。

韧性剪切变形作用所形

成的强变形带 (超糜棱岩 )与次级韧
一

脆性

断裂
,

为成矿溶液交代与充填成矿提供了

场所
。

(2) 微量和稀土元素资料反映矿石与

火 山岩 (包括次火山岩)的特征相似
,

而与

杂砂岩差距较大
,

说明成矿与火山岩有关
。

第 火 山岩的主要成矿元素具有含量较高
、

变

化性大的特点
,

说明受后期热液活动影响

较大
,

金元素发生了明显的活化迁移
。

(3) 硫
、

铅同位素组成反映主要成矿元

素直接来自容矿围岩火 山岩
。

氧
、

硅等组份

也以火山岩源为主
。

彭

补尹

刀Lr胜l..LreslLL片esesesl卜!l

L 一 ) 原 生 岩桨 水

. / l

一 1再 一 1 0 共一耳布耳七, 蕊万下甘 引
。
o %

1
.

第 I 成矿阶段 2
.

第 l 成矿阶段 3
.

第 Iv 成矿阶段

v 成矿阶段 5
.

演化方向

图 4 金矿床成矿流体 6 D
~

515 0 相关图解

(据 5
.

M
.

F
.

S h e p件rd , 19 7 7 )

Fig
.

4 沁
v e rsu s 61 80 d ia g r a m sh o w in g flu id so u re e o f

th e A u 一 d e PO sit

(4) 矿物流体包裹体特证反映
,

成矿温度为中低温
,

成矿溶液中主要离子的含量较低
,

成矿

流体以大气降水为主要来源
。

3
.

2 主要成矿过程

华力西晚期
,

由于准噶尔板块与塔里木板块发生碰撞
,

使地壳抬升
,

原形成的韧性剪切带

在地壳上升过程中
,

由韧性向脆性转变
,

在构造脆弱地带发生下部花岗质岩浆的侵入
。

在岩浆



第九卷 第四期 张连昌等
:

新疆都善康古尔金矿床地球 化学研究 2 1

活动
、

剪切变形变质等动热作用的驱动下
,

火山岩中的地下水 (以大气降水为主 )在火山岩区发

生流动
、

循环
,

并萃取成矿组份
,

在强糜棱岩带中沉淀
、

叠加富集成矿
。

早期 以交代浸染状矿化

为主
,

晚期以充填脉状矿化为主
,

两种类型矿化的叠加部位矿体厚度大且含金品位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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