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卷 第 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19 9 5
.

6

胶北隆起硅化蚀变岩型金矿床的
¹

发现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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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发现于胶北隆起招掖成矿带
,

矿体产于韧性剪切带
,

其产状与本区其他

类型金矿不同
。

金矿石为含金长英质糜棱岩
,

硅化发育
。

主要金属矿物是
,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自然金
、

银金矿
、

硫蹄秘矿
。

与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相比
,

微量元素 C 。 、

Ni 含量明显偏高
,

而

C u 、 Pb
、

Z n 、

H g 含量明显偏低
。

其成因类型为大气降水变质水热液型金矿
。

其成矿深度大
,

是胶北地

区深部找矿的重要新类型
。

关键词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 韧性剪切带 新类型

1 前 言

胶北隆起是我国重要的产金地区
。

目前一般将本区金矿划分为 7 种类型
。

(1) 产于壳源深熔花岗岩内的石英脉型金矿
。

(2) 产于壳源深熔花岗岩 内的碎裂蚀变岩型金矿床 (焦家新城的碎裂
一

黄铁绢英岩型和乳

山河南村
、

东西马台子的碎裂
一

黄铁矿
一

钠长石型 )
。

(3) 产于变质岩 内的黄铁矿
一

菱铁矿
一

石英脉型 (栖霞马家窑 )
。

(4) 产于变质岩内的多金属
一

石英脉型
。

(5) 产于粉子 山群碎屑岩 内的层控
一

热液叠加型金矿床
。

( 6) 产于胶东群钠长变粒岩内的层控
一

构造
一

热液叠加型金矿床
。

( 7) 产于角砾英安斑岩
、

流纹英安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 内的含金多金属矿床
。

笔者于 19 9 2 年
,

在胶北隆起招掖成矿带
,

黄埠岭金矿区
,

首次发现并厘定了硅化蚀变岩型

金矿床
。

在产状
、

蚀变
、

矿物成分
、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等多方面
,

硅化蚀变岩

型金矿与上述 7 种类型金矿
,

具有显著的不同特征
。

¹ 收稿日期 199 5
.

3
.

1 改 回日期 19 9 5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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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地质概况

2
.

1 地层

(1) 太古一元古宙胶东群 (A r
一 R

:

jd)

(2 )下元古宙粉子山群 (Pt :
f
z
)

。

(3 )上元古宙蓬莱群 (Pt : p l)
。

(4) 中生界侏罗系 (J)
。

主要分布在胶莱坳陷内
,

为一套页岩
、

砂岩
、

砾岩
。

(5) 中生界 白奎系 (K )
。

主要分布在诸城
、

胶州
、

即墨
、

莱西
、

莱阳等地
,

为一套 中酸性火山

岩系及火山碎屑岩
。

(6) 新生界第三系
。

分布在局部盆地
。

(7) 新生界第四系
。

2
.

2 构 造

按传统
“

槽 台说
” ,

招掖金矿带位于华北地台胶辽地盾胶西北隆起
。

胡受奚等
,

按
“

板块构

造
”

学说
,

将
“

胶东地块
”

划分为胶北地体
、

胶南地体
、

胶东南
一

苏东北
一

黄海地体
。

胶北地体为晚

前寒武纪以来长期强烈上升的剥蚀区
。

按李四光教授关于构造体系的划分
,

招掖金矿带位于旋扭构造胶西北
“
S
”

型构造带
,

自西

而东有三山岛断裂
、

龙 口
一

莱州断裂
、

招远
一

平度断裂
、

西林
一

陡崖断裂
。

2
.

3 岩浆岩

2
.

3
.

1 桃科期岩浆岩 胶北桃科期侵入岩主要是超基性岩类
。

侵入胶东群的岩浆岩类归属

桃 科 早期
,

而侵 入 于粉子 山群 或五 莲 群 的岩 浆 岩类归属 桃科晚期
。

同 位素年龄 值大于

1 7 0 0M a ,

小于 2 5 0 0M a 。

属晚太古代一早元古代
。

2
.

3
.

2 中生代燕山早期侵人岩 该期侵入岩甚为发育
,

均为花岗岩类
,

划分为二个侵入次
。

第一次侵入形成的岩体 (帐“ ’)有玲珑岩体
、

磁山岩体
、

鹊山岩体和文登岩体
。

诸岩体 的地质特

征
、

成岩系列和成矿作用都相近
,

属同一类 型花岗岩类
。

玲珑花岗岩属壳源改造型花岗岩
。

第二次侵入形成的岩体 (滩
(2’

)有郭家岭岩体和孟家岩体
。

郭家岭花 岗岩属慢源物质为主

的同熔型花岗岩
。

2
.

3
.

3 中生代燕山晚期侵人岩 燕山晚期侵入岩主要为中酸性
一

酸性岩类
,

如艾山似斑状

中粗粒二长花岗岩 (刀滩
(‘’b

)
,

属壳源物质为主的重熔型花岗岩
。

2
.

3
.

4 喜马拉雅期侵人岩 侵入岩主要表现为脉状产出的超基性岩和基性岩
,

并主要分布

于沂沐断裂带东侧的胶南
。

另外发育第三纪和第四纪的火山岩
。

3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的地质特征

作者于 1 9 9 2 年在 山东省招远市黄埠岭金矿的工作中
,

首次发现并厘定了硅化蚀变岩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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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

按传统
“

槽台说
” ,

黄埠岭金矿区位于华北地台胶辽地盾
,

胶西北隆起招掖金矿带
。

按李四

光教授关于构造体系的划分
,

黄埠岭金矿区位于山东东部栖霞东西向构造带与旋扭构造胶西

北
“
S
”

型构造带的交汇部位
。

金矿床产于龙 口
一

莱州断裂和招远
一

平度断裂间的次级断裂灵山沟
一

北截断裂东南侧
。

矿区主要出露燕 山早期玲珑壳源改造型花 岗岩 (滩“ )
)

。

零星分布太古一元

古宙斜长角闪岩和黑云母斜长片麻岩残留体
。

见闪长纷岩和煌斑岩岩脉
。

矿 区主要控矿断裂

呈北东走 向(N E 3 0
0

一 5 5
0

)
,

倾向 S E
,

倾角 5 5
0

一 8 0
0 。

区 内发现 1 4 条次级断裂破碎带
。

现在 7

号
、

10 号
、

n 号
、

4 号断裂带内发现了具有工业意义的金矿体
。

10 号断裂蚀变带 ZB 线以东赋

存 1 0
一

3 号金矿体
,

为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

10 号和 n 号断裂 ZB 线以西
,

赋存 1 0
一

1
,

1 0
一

2

号金矿体
,

为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
。

7 号断裂蚀变带赋存 7
一

1 号金矿体
,

一 95 m 标高以

上 为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

一 95 m 标高以下 为碎裂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

硅化蚀变

岩型金矿发现于 7 号断裂破碎带下盘
,

一 35 m 标高以下
,

与 7 号断裂斜交的次级韧性剪切断裂

中
,

产状为 N W 3 2 0o 乙 5 4
’

一 6 00
,

矿体编号为 7
一

3 号
。

详见图 l
,

招远市黄埠岭金矿区地质图和图

2 黄埠岭金矿区第 7 勘探线剖面图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的主要地质特征为
:

(1)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受韧性剪切断裂控制
,

产状与同一矿区的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

矿不同
。

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控矿断裂的性质是
,

先韧性
,

以后叠加了脆性
。

(2) 在某些硅化蚀变岩型金矿体的顶
、

底板围岩花 岗岩 中
,

发育厚 。
.

5 ~ 2
.

sm 的网脉状黄

铁矿化花 岗质碎裂岩
。

(3)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体 (7
一

3 号 )分布于 7 号断裂蚀变带下盘
,

一 35 m 标高以下
,

7 线至

17 线
,

产状为 N w 3 2 0o 匕5 40 ~ 6 00
,

其倾向与主断裂蚀变带 7
一

1 号金矿体相反
。

4 中段 (-一 3 5m )
,

金矿体长 2 7 5 m
,

厚 0
.

6 ~ 1
.

o m
,

金平均品位 4
.

2 8W (B ) 1 0
一

6 。

5 中段 (一 6 5 m )
,

金矿体长 2 7 5 m
,

厚 0
.

6一 1
.

o m
,

金平均品位 6
.

o gw (B ) 1 0
一
‘ 。

6 中段 (一 9 5m )
,

金矿体长 2 5 om
,

厚 0
.

6 ~ 1
.

Om
,

金

平均品位 5
.

o g w (B ) 1 0
一 6 。

(4)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石为含金长英质糜棱岩
。

呈黑绿色
,

致密坚实
,

肉眼无法辨认其颗

粒
。

块状构造
。

残斑为花岗岩和石英
。

花岗岩残斑粒径 1
.

g m m 至 50 又 1 0c m (图 3 )
,

棱角发育
,

斜长石发育绢云母化
,

聚片双晶有扭曲现象
。

石英残斑粒径 0
.

6 m m
,

波状消光
。

斜长石残斑粒

径 0
.

4 m m
。

基质呈暗绿色
,

微细至显微晶质结构
,

主要矿物成分是石英 (粒径 0
.

03 m m )
、

斜长

石碎屑 (粒径 0
.

05 m m )
、

鳞片状绢云母
,

石英颗粒由许多边界成细锯齿状的亚晶粒及新生的重

结晶颗粒所组成
。

并见核慢构造
。

热液蚀变硅化发育
,

而绢云母化和方解石化不发育
,

分布不

均匀且两者分布区域不重叠
。

黄铁矿呈浸染状分布在基质中
,

主要晶形为五角十二面体
,

粒径

0
.

0 34 至 0
.

6 1 m m
。

4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的地球化学特征

4
.

1 矿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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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汽厂户叽卢
尸

币

军

巨口
1

区口
:

巨口
3

巨口
‘

}Z 」
:

国
6

区夏」
7

「刃
8

【国
。

1
.

第四系沉积物 2
.

云斜煌斑岩 3
.

橄榄辉绿斑岩 4
.

不纯质石英岩 5
.

压扭性断裂及产状 6
.

节理 7
.

劈理

8
.

断裂带 9
.

破碎蚀变带及编号

图 1 招远市黄埠岭金矿区地质图

F ig
.

1 G e o lo g le a { m a p fo r H u a n g p u lin g A u M in e , Z h a o yu a n C o u n t y

组成金矿石的金属和非金属矿物 15 种
,

常见金属矿物是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自然金

和银金矿
、

硫蹄秘矿
。

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
、

斜长石
、

正长石
、

显微条纹长石
、

绢云母
、

方解石
。

方铅矿充填在黄铁矿裂隙中或独立分布
。

见闪锌矿包含少量黄铁矿碎屑
。

硫啼秘矿呈板

状晶体
,

分布于其他矿物颗粒间
,

反射色为白色带黄色色调
,

空气中呈亮玫瑰色到暗褐灰色
。

电

子探针分析结果见表 l
。

表 l 硫啼秘矿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T a b le 1 E le e t r o n i c Pr o b e a n a lysi s o f 扣s e i t e

T a b le l

洲翁黯训书升黑下黔陈撰刃
X 一 。一 0

.

3
,

可含少量压 及 Pb



第十卷 第二期 孙树 浩
:

胶北隆起硅化蚀变岩 型金矿床的发现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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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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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门
一5 0
嘴 八 u

Z 、
1

::j之补
、、C ·

厂,’’
U “

犷 ~ 一 ~
一

. , . . . ~

了弓(1 〕

, . . . 电 叫‘.

-
. , 助、 匆甸, , . ~

.
, 电

、
.

一 一

*亦洛

* 。。m

- ee -

一互骂啄
7 弓川 冷互] )

一今—-
、

1 0 一 3 一 l

4 2 5F 一 l

、

飞
~ 飞

_了弓( 1 ) 呢川

科甲沐
一 1 2 5m

一 1 5 5m

一 1 8 5m

匣习
1

之]
2

团
“

口
‘

团
5

巨三
6

囚
7

口
8

1
.

玲珑花岗岩 2
.

破碎蚀变带

原生晕异常

金矿体 4
.

坑道工程 5
.

极化率异常 电阻率异常 7
.

铜原生晕异常 8
.

金

图 2 黄埠岭金矿区第 7 勘探线剖面图

F ig
.

2 S e e rio n o f th e s ev e n th Lin e in H u a n g p u lin g A u
M i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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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隙金分布于黄铁矿的裂隙中
,

成群

出现
,

或呈网脉状分布
。

粒径 0
.

03 m m
,

为

细粒金
,

L /W 一 3
,

呈枝叉状
。

某些颗粒 自

然金与方铅矿呈联生体
。

包裹金包裹于黄

铁矿中
,

L /W 一 2 ~ 3
,

麦粒状或 哑铃状
,

粒

径 0. 02 一 0. 08 m m
,

为中粒金
。

晶隙金分布

于 黄铁矿的边 部
,

粒径 。
.

05 m m
,

为 中粒

金
。

自然金和银金矿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见表 2
。

4. 2 常量元素地球化学

滩川 玲珑花 岗岩中的韧性 断裂 破碎

带
,

在主要经过硅化热液蚀变后
,

形成硅化

蚀变岩型金矿
。

在成矿过程中
,

带进常量元

素为
:
5 10

: 、

Fe Z
O

3 、

M n O
、

K
Z
O

、

H
Z
O 十 、

CO
: 。

主要反映了硅化和轻微发育的绢云母化和

碳酸盐化
。

带 出常量 元素为
:

TI O
Z 、

F eO
、

C aO
、

N a 2
0

,

显示 了一种去钙
、

钠现象
。

详见

表 3
。

2 1 0
.
一. ‘. 、 - 一

[互]
1

1
.

花岗岩残斑

巨口
2

巨口
3

2
.

石英脉 3
.

长英质糜棱岩

图 3 7
一
3 金矿体 6 2 9

一
9 紊描

Fig
.

3 S k e te h o f A u o r e b od y 6 2 9
一
9

表 2 金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T a ble 2 E le e tr o n ic Pr o be a n a lysis o f A u o r e s

样号 矿体名称

7一 3 号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

4 2 5F一 1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

A u w t% } A g w t % 矿物名称 成色 }资料来源

H B一 9 8 5
.

5 2 { 1 4
.

4 8 自然金 } 8 5 5
.

2 1 本文

H B一 3 3 7 8
.

8 3 } 2 1
.

1 7 银金矿 } 7 8 8
.

3 1 本文

表 3 常t 元素对比表

T a ble 3 C o m Pa r iso n o f e o m m o n e le m e n ts

卜卜卜粤壑二~ ~ ~ 述 分分 S 一0 222 T IO ZZZ A 120 333F e Z O 二二
_

F e ooo
M

n ooo M四四 C a OOO N a ZOOO K ZOOO H 2 0 一一 PZO SSS CO ZZZ 资料来源源

样样品名称 一一一~ ~ ~ 二泛泛‘‘‘‘‘‘‘‘‘‘‘‘‘‘‘‘
鹉鹉 (1 ) 玲珑 花岗岩岩 7 0

.

6 ((( 0
.

2 000 14
.

7 〔〔0
.

3 666 1
.

6777 0
.

0 3 111 0
.

4 111 1
.

9 999 4
.

3 000 3
.

4 666 0
.

5 666 〕
.

0 3 77777 据参考文献 〔1〕〕

HHH H一 5 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矿 6 6
.

3 CCC 0
.

0 777 1 6
.

6 555 3
.

0 777 1
.

4 333 0
.

0 5 555 0
.

3 777 0
.

0 666 3
.

1 222 4
.

5 777 2
.

2 222 3
.

0 1 777 1
.

0 666 本文文

HHH H一 34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矿 7 2
.

2 888 0
.

0 999 1 4
.

5 〔〔0
.

8 000 0
.

9 111 0
.

0 6任任 0
.

4 111 1
.

7 333 1
.

6 888 4
.

9 222 1
.

3 333 0
.

0 3CCC 1
.

7 777 本文文

4. 3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1) 微量元素特征为
:
C o 、

Ni 含量显著高于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
; C u 、

Pb
、

Z n 、

H g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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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明显低于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 (表 4 )
。

(2) 与金显著相关的元素为 A g
、

Sr
。

而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与金显著相关的元素
:
A g

、

M 。 、

Ni
、

F
。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与金相关的元素为 Z n 、

M 。 。

详见表 5
。

(3) 元素垂向分带序列为

4 中段 (一 3 5 m 标高 )
:
F

5 中段 (一 6 5 m 标高 )
:
A u 、

S
r 、

M n 、

C u 、

M o

6 中段 (一 9 5 m 标高 )
: Pb

、

CI
、

B i
、

Z n 、

N i
、

C o 、

A g
、

A s 、

C d
、

S b
、

H g

与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和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

元素垂向分带序列对此 见表

是6o

表 4 微 t 元素数据 W (B )1 0
-

T a ble 4 M ic r o 一 e le m e n t a n a lys is

矿矿床类型型型 A uuu A ggg C uuu Pbbb Z nnn B 111 A sss Sbbb FFF C 111 C ddd M
OOO

M
nnn Srrr C 000 N sss H ggg

硅硅化蚀变 岩型金矿矿

卜
均值值 5

.

7 888 1 3
.

O CCC 3 7
.

3 555 2 1 9
.

1 999 6 3
.

1 222 5 5
.

8 999 4
.

7 555 〕
.

4 CCC5 5 4
.

1之之1 3 3
.

8 222二1
.

8 888 1 6
.

o eee 4 4 9
.

9 444 1 6 6
.

7 666
.

1 8
.

1 222 2 4
.

7 666

卜
。。。888

(((样品 1 7 件 ))))))))))))))))))))))))))))))))))))))))))))))))))))))))))))))))))))))))))))))))))))))))))))))))))))))))))))))))))))))))))))))))))))))))))))))))))))))))))))))))))))))))))))))))))))))))))) 标标标准差差 7
.

9 000 1 4
.

9 333 4 0
.

2 555 2 0 1
.

7 333 1 3 2
.

3 999 5 9
.

3 444 3
.

1 888 0
.

3 eee

{
‘8

·

‘222江4 5
.

3 乞乞心 4 999

卜
2

·

2。。 1 7
.

6 888 1 4 2
.

3 222 9
.

1 888 2 6
.

4 99910
.

0 2 222

黄黄铁绢英岩化蚀蚀 平均值值
.

1 5
.

7CCC 2 3
.

7 999 2 2 1
.

6 333 1 0 0 4
.

1 333召 6 1
.

1 333 1 2
.

7 111 3
.

1 999 3
.

1 999 9 8 0
.

000 1 0 0
.

O CCC2
.

0 444 1 3
.

3CCC 6 4 8
.

4 333 2 8 6
.

1屯屯 5
.

1 444 5
.

7 111 0
.

2 444

变变岩型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样品 7 件 ))) 标准差差2 5

.

1主主1 6
.

seee 2 8 9
.

7 000 4 3 2
.

5 999 5 2 8
.

3 CCC 6
.

7 000 3
.

6 666 J
.

0 777艺3 4
.

9 三三 5 8
.

0 999 2
.

3 555 2 1
.

8 333 3 8 2
.

8 666 2 6 8
.

6 CCC 6
.

了222 5
.

0 666 0
.

3 444

含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型 平均
问问

1 7
.

0 111 3 8
.

5 555 1 1 4 0
.

2 555 8 8 1
.

1 333 5 9
.

6 333 卫0
.

4 CCC 1 3
.

6 111 0
.

3 555 9 4 0
.

000 2 8 7
.

3 芝芝1
.

7 555 2 0
.

444 2 9 7 9
.

3 吕吕9 1
.

7 555 1 8
.

7 555 2 3
.

1 333 0
.

0 111

金金矿 (样 品 8 件 ))))))))))))))))))))))))))))))))))))))))))))))))))))))))))))))))))))))))))))))))))))))))))))))))))))))))))))))))))))))))))))))))))))))))))))))))))))))))))))))))))))))))))))))))))))))))))) 标标标准
刹刹卜

9
·

5 ::: 3 9
·

5

{{{卜
、1 5

.

丽丽
8 3 7

.

5 666 4 3
.

4 666 2 7
.

Zeee: 5
·

8

叫叫卜
·

3

叫叫卜
。,

·

8 ‘‘4 8 0
.

6 111 0
.

7 111 2 8
.

7

{{{卜
7 2 :

.

。

硕硕}
: l

·

2 ,, 1 3
.

4CCC 1 7
.

2 555 0
.

0 222

测试单位
: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测试中心

4
.

4 黄铁矿成分标型特征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和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
、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的黄铁矿
,

C o 、

N i
、

A s
分析结果见表 7

。

按黄绍峰 (1 9 8 7 年 )黄铁矿的 C o 、

N i
、

A S 三角图解 (图 4 )
。

7
一

1 号含

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划为岩浆热液成因
,

1 0
一

3 号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划为地下热 卤水

溶液成因
,

1 0
一

2 号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和 7
一

3 号硅化蚀变岩型金矿划为变质热液成因
。

表 5 金与其他元素相关系数表

T a ble 5 C o r re la tio n e o e fic ie n t o f A u to o th e r e le m e n ts

矿床类型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 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2 3

相关系数检验值

样品为 17 件
Q 一 5 %

,

}
r
}> 0

.

4 8 2

相关系数有意义

样 品为 8 件

a = 5 %
,

}
r
{> 0

.

7 0 7

相关系数有意 义

样 品为 9 件

a ~ 5 %
,

一
r
一> 0

.

6 6 6

相关系数有意义

A u A u A u

0
.

5 1 2 3 0
.

7 1 2 6 0
.

4 6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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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一 0
.

3 8 3 4

0
.

3 2 0 5

0
.

1 3 3 4 0
.

2 5 0 8

0
.

1 0 1 6 0
.

5 3 0 5

0
.

1 2 0 4

一 0
.

4 3 5 9

一 0
.

2 3 8 3 0
.

7 1 0 0

0
.

5 7 9 3 一 0
.

0 0 0 4

一 0
.

1 5 7 8

一 0
.

2 0 4 9

0
.

1 6 9 6 一 0
.

2 7 2 9

0
.

0 9 3 一 0
.

1 3 7 2

0
.

2 5 2 3 0
.

8 1 0 3 一 0
.

3 5 6 4

一 0
.

0 9 5 0
.

2 2 8 6 一 0
.

0 0 0 9

0
.

0 9 1

一 0
.

3 0 6 9

一 0
.

1 6 5 2 一 0
.

4 5 2 9

0
.

9 5 8 7 0
.

8 5 0 1

0
.

0 0 2 7 0
.

1 6 3 3 0
.

0 0 3 5

0
.

4 6 7 5 一 0
.

3 9 5 3 一 0
.

0 2 5 8

一 0
.

2 6 1 0 0
.

2 7 2 8 一 0
.

1 4 5 3

一 0
.

3 7 1 1

一 0
.

2 1 8 6

0
.

9 6 9 9 一 0
.

2 4 9 7

一 0
.

4 0 3 2 一 0
.

2 2 2 5

Cu一Pb一Zn一Bi一As一Sb一二cl一Cd一竺Mn一sr一Co一Ni一吸

表 6 黄埠岭矿区各类型金矿元素垂向分带序列对比

T a b le 6 V e r tie a l z o n a tio n o f e le m e n ts in A u o r es o f H u a n g Pu lin g A u
M in e

中段 (标高 )

4 中段

(一 3 5 m )

5 中段

(一 6 5 m )

6 中段

(一 9 5 m )

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

A u
、

A g
、

N i
、

C u
、

A s
、

Bi
、

Co
、

F
、

S b
、

M
n

中中段 (标高 ))) 硅化蚀变岩型金 矿矿 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矿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矿

444 中段段 FFF A u
、

A g
、

N i
、

C u
、

A s
、

Bi
、、

N i
、

H g
、

A s
、

F
、

C o
、

Cd
、、

(((一 3 5 m ))))) Co
、

F
、

S b
、

M
nnn S b

、

Z n 、

M
n

、

C uuu

555 中段段 A u
、

S r
、

M n
、

C u
、

M
ooo C I

、

C d
、

S r
、

Z n
、

H ggg M n
、

C uuu

(((一 6 5 m )))))))))

666 中段段 Pb
、

C I
、

B i
、

Z n
、

N l
、

C ooo P bbb S r
、

C I
、

Pb
、

A u
、

M
o

、

Bi
、

A ggg

(((一 9 5 m ))) A g
、

A s
、

Cd
、

S b
、

H ggggggg

表 7 黄铁矿的 C 。 ,

N , ,

A s
含t

T a b le 7 C o ,

N i a n d A s c o n te n t in Pyr ite fo r d iffe re n t o r e s

样样号号 矿体编号号 矿体名称称 含量 W (B )1 0 一 ‘‘

C o / N lll

了了了了了, 一一 、T ::: ^ _____

ttttttttt UUU 上、 lll 2飞 55555

22222 333 444 55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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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一 } 2 } : }
4 } : l ‘ }

H B 6一 1 4 1 0一 2

7一 3

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表 8 氢氧同位素数据

T a b le S H
,

0 iso to Pe a n a lys is

0
.

4 0

H H S一 1 3一 1 0
.

2 4

31一4410一62

一
H B 4一 1 4 7一 1

H B 4一 1 1 1 0一 3

样样号号 矿体编号号 矿物名称称 温度度 占
, 8 0 (%

。))) 一一 己
1 9 0 0 2 0 (%

。))) 资料来源源CCCCCCCCCCC SM OWWW aD (%
C )))))))

SSSSSSSSSSSSSM OWWWWWWW

HHH H S一 1 222 7一 333 石英英 2 1 555 9
.

9 000 一 7 1
.

222 一 2
.

4 333 本文文

HHH H 6一 1 555 7一lll 石英英 2 4 222 1 0
.

7 999 一 7 2
.

111 0
.

1 666 本文文

HHH H 4一 1 555 7一 111 石英英 2 4 222 1 1
.

1 555 一 7 2
.

555 0
.

3 222 本文文

HHH H S一 1 333 1 0一333 石英英 2 7 777 1 1
.

3 111 一 6 6
.

6 000 2
.

1 888 本文文

测试单位
:

地矿部宜 昌地矿所

1
.

地下热(卤 )水溶液金矿床 1
.

H B 4一 1 1
.

10 一 3 金矿体
1

.

岩浆热液金矿床 2
.

H H 4一 1 7
,

10 一 1 金矿体

,
.

变质热液金矿床 3
.

H B 6一 14
,

10 一 2 金矿体

W
.

火 山次火山热液金矿床 4
.

H B 4一 14
,

7一 1 金矿体

5
.

H H S一 13一 l , 7一 3 金矿体

图 4 黄铁矿中 C 。 、

Ni
、

A s (原子百分数 )三角图解
(据黄绍峰 19 8 7 )

F 19
.

4 C o
.

N i A s Plo t fo r Py rite in d iffe r e n t o r e s

4
.

5 同位素地球化学

硅 化蚀变岩型金矿 (7
一

3) 和

含金 黄铁 矿石英脉型 金矿 (7
一

1

和 1争 3) 氢氧同位素数据列在表

8
。

将以上数据投在杨忠芳川

等的招
一

掖 成矿 带大气降水热液

矿床成矿 流体 aD 子
日
O 水 演化关

系图中
。

根据我们对黄埠岭金矿

成矿流体 aD 和 别
8
0 水 演化的解

释
,

将该图改为招
一

掖成矿带大气

降水变质水热液型矿床成矿流体

aD
一

a
‘8
0 水
演化关系图 (图 5 )

。

从

该图中可以看出
,

新城金矿成矿

流体的 6D 和 子
8
0 水
分布范围和

变 化趋势与 3 00 C
,

W / R 为 (0
·

5

一 1) %时的大气降水演化曲线吻

合
。

玲珑金矿具有多阶段演化的

特点
,

早期 阶段 的流体 aD 和 别
‘

0 水 位于 2 50
一

c 大气降水演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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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附近
,

W / R 约 为 (0
.

5 一 l) % ; 而 晚期成矿 阶

段 aD 和 a
‘8
0 水 大致位于 3 0 0

一

C
,

W / R 为 (O
·

1 ~

0
.

5) %大气降水演化线附近
。

十里铺银金矿成

矿流体 占D 和 子
8
0 水
分布范围更接近克雷格线

,

其变化 趋势与较低温度 (1 2 5 C )和较大 W / R

比 (5 一 1) %条 件下的大 气降水演化线一致[7j
。

而硅化蚀变岩型金矿 (7
一

3 号 )的 aD 和 合
8
0 水 分

布范围和变化趋势
,

位于 1 25 C大气降水演 化

曲线
,

W / R 约为 (5 ~ 1) %
,

与十里铺 银金 矿成

矿流体 己D 和 护O 水
分布范围接近

。

而 1 于 3 号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成矿流体的 6 D 和 合
8

O 水
分布范 围和变化趋势

,

与玲珑金 矿早期阶

段的 2 5 0 C大气降水演化曲线邻近
。

7
一

1 号含金

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成矿流体的 aD 和 创
8
0 水

分布范 围和 变化趋 势界于大 气降 水 25 o C和

125 C 演化曲线之间
。

结合硅化蚀变岩型金矿黄铁矿成分标型特

征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成因类型当属大气降水

变质水热液型金矿
。

4. 6 流体包裹体

SM O W

一 1 0 0 1 0 2 0

己18 0 (% )

。

阵日|l协口----20
胡
。

��

1
.

十里铺银金矿 2
.

新城金 矿 3
.

玲珑金矿 4
.

黄埠岭

金矿 M E W 变质水 MC W 初始岩浆水

图 5 招
一

掖成矿带大气降水变质水热液矿床成矿

流体 己D
一

合“O 关系图

(据杨忠芳等 2 99 1 )

Fig
.

5 aD
一

a‘8 0 p lo t o f o r e flu id fo r m e t e r o ie w a r e r

a n d m e r am o r p hie flu id g e n e t ie A u d e Po s it s in Z ha o -

Y e A u o r e b e lt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与同一矿区黄铁绢英岩

化蚀变岩型金矿和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

流体包裹体特征对比见表 9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流体包裹体特点为
:

( l) 原生包体 为 C( ) :

包体
,

随机分布
。

较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原生 CO
:

包体的气液

比高
,

均一温度也偏高
。

而且硅化蚀变岩型金矿的方解石中没有原生包体
。

较含金黄铁矿石英

脉型金矿
,

原生 C O
:

包体气液 比偏高
。

( 2)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的石英无次生液体包体
,

而含次生气液包体和次生 C O
:

包体
,

并定

向分布在基质中
,

反映了矿液的统一迁移方 向
。

( 3)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石英中次生包体均一温度低于石英中原生包体
。

且石英次生包体均

一温度变化区间较大
,

反映生成次生包体的矿液
,

从较高温度到较低温度
,

有一个较长时间的

演化过程

4. 7 流体包裹体的成分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与黄埠岭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石英包体成分见表 1 0
,

成矿物理化

学参数见表 1 1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包体成分特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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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与黄埠岭金矿区其他类型金矿包体特征对比

T a b le 9 In e lu s io n e h a r a e te r e o m Pa r iso
n o f silic ifie d a lter a tio n

r
oc k tyPe A u o re to tho se o f o th e r A “ o re s in H u a n g pu lin g M in e

巴些竺醚竺竺
-

石 英 c o Z

包体
,

形态为

椭 园 形
,

大 小 为 6 一

2 0 拌m
,

随机分布于石英

残 斑 中
,

气 液 比 为

7 0 %
,

均 一温度 345 一

3 5 1
‘

C

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

石英 C O :

包体
,

形态为椭园形
,

大小

为 6 一 1 2拼m
,

随机分布于 碎斑中或

角砾中
,

气液 比为 20 % 一 30 %
,

均一

温度 2 9 0 一 3 1 3 C
。

方解石为 CO :

包

体
,

形 态 为 负 晶 形
,

大 小为 6 一

1。拜m
,

随机分布 于碎斑中或角砾中
,

气液 比 25 % 一 30 %
,

均一温度 2 95

~ 3 1 O C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石英 C O
Z

包体
,

形态为椭园形
,

大小

为 6 一 1 2件m
,

气液比 30 %
,

随机分布

于早世代石英中
,

均一温度为 33 5 ~

3 6 5 ℃
原生包体

石英气液包体
,

形态为

椭 园 形
,

大 小 为 3 ~

8拌m
,

定 向分布于基质

中
,

气 液 比 为 10 % 一

15 %
,

均一 温 度 1 90 一

2 8O C

石英 CO :

包体
,

形态为

椭 园 形
,

大 小 为 6 一

1如m
,

定向分布于基质

中
,

气液 比 20 %
,

均 一

温度 2 9 2 C
,

~ 3 2O C

石英气液包体
.

气液 比 < 10 %
,

椭园

形
,

定向分布于 胶结物中
,

大小为 5

一 8拜m
,

均一温度 1 1 0 一 2 7 o C

石 英 C O
:

包 体
,

椭 园 形
,

气 液 比

20 %
,

定向分布于 胶结物中
,

大小为

6 一 1 4拌m
,

均一温度 Z1 8 C

石英 C O :

包体
,

形态为不规则状
,

大

小 为 10 ~ 45 拜m
,

气 液 比 15 % 一

2 0 %
,

定 向分 布
,

均 一温 度 2 80 一

35 2 C
。

气液包体
,

形态为椭园形
,

大

小为 4一 1 2 拜rn
,

气液比 1 5 %
,

定向分

布
,

均一温度为 2 5 5一 2 95 C

石英液体包体
,

形态为不规则状
,

大

小为 2句 1。拜m
,

气液 比 < 10 %
,

定向

分布
,

均 一温度 120 一 190
一

C

次生包体

表 10 石英包裹体组分

T a ble 1 0 C o m p o sitio n o f in c lu sio n in q u a rtz

矿矿床类 型型 W (B )1 0 一 666 g / III 资料料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源源HHHHH 222 () 222 N 222 CH 绪绪 C 2 H 666 〔二000 (
’

()222 H Z OOO F 一一 CI一一 夕〕; 2 一一 K 十十 N a ~~~ C a Z十十

卜
9 2 十十十

黄黄埠岭硅化蚀变岩型金矿矿 0
.

0 111 OOO 1
.

0 888 000 OOO 000 4 6
.

7 111 6 7 3
.

0 222 2
.

0 666 1 4
.

1 000 1 2
.

3 000 1 2
.

4 000 1 1
.

5 000 1 2 1
.

000 1
.

8 666本文文

黄黄埠岭含金黄铁 矿石英脉型金矿矿 0
.

0 111 000 0
.

1 888 000 OOO 000 6 0
.

2 555 8 0 8
.

2 555 7
.

7 444 8
.

2 444 9
.

6 111 1 4
.

8 888 8
.

7 666 3 9
.

9 777 1
.

7 3333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又又

测试单位
:

有色总公司北京矿产地质所

(l)富含 C a Z十 、

N a + 、

5 0 犷
、

C I
一 、

F
一 ,

并且 5 0 犷> C I
一

> F 一 ,

C a Z一 > K
一

> N a 十 。

与变生热液

型金矿〔7〕相似
。

反映了变质水掺入了成矿溶液
。

(2 )N a

勺K
十
一 1

.

57
,

N a +

/ (C
a , 十 + M g Z +

) ~ 0
.

1 6
,

这些 比值既反映天水的掺入
,

也反映变

质水的掺入
。

(3)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成矿流体属 Ca , 十 、

K
+ 、

N a+
、

Cl
一 、

S。:
一 、

F 一

型
,

而黄埠岭金矿区含金

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成矿流体属 C a Z十 、

K
十 、

N a + 、

F 一 、

Cl
一 、

5 0 犷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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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胶北隆起三山岛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 比较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成矿流体盐度

和矿化度偏低
,

pH 值偏高
,

呈弱碱性
,

氧逸度偏高
,

还原参数偏低
,

为氧化环境
,

氧化性更强
。

与黄埠岭金矿区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相比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成矿流体盐度和矿化

度偏高
,

pH 值偏低
,

呈弱碱性
,

氧逸度偏高
,

还原参数偏低
,

为氧化环境
,

氧化性更强
。

CO
Z

/ H
2
0

比值偏高
。

表 n 成矿物理化学参数

T a ble 1 1 P h ysio 一 e h em ie a l Pa ra m e te rs fo r A u m e ta llog e n y

矿矿床类型型 温度度 成矿压压 盐度度 矿化度度 PHHH

号号
1叹 fff l叹 fff

迄笃笃黑黑 贾贾
N . + / K +++ ‘a + / (C a Z 韦韦 F一 / C I一一 C 0 2 / H 2000 还原原 资料料

七七七七 力 M Paaa w t %%% g / LLLLLLL H 444 C H 44444444444 十 M‘2 + ))))))) 参数 RRR 来旅旅

黄黄埠岭硅化蚀蚀 2 1 555 8 7
.

1 444 3
.

3 444 ] 7 5 2 222 8
.

5 222 一 0
.

7 666 一 0
.

999 一 2
.

8 111 一 3
.

0 666 1
.

3 222 一 3 1 666 1
.

5 777 0
,

1 666 0
.

2 777 0
.

0 333 0
.

0 0 555 本文文

变变岩型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黄黄埠岭含金黄铁矿矿 2

:)二二
2 0

.

2 7 ~~~ 1
.

888 9 0
.

9 333 8
.

8 111 一 0
.

8 333 一 1 1 333 一 3 1 444 一 3
.

3 999 1
.

0 333 一 3
.

4 999 1
.

1 999 0
.

4444 1
.

7 999 0
.

0 333 0
.

0 111 本文文

石石英脉型 金矿矿矿 7 0
.

9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三三山岛黄铁绢英岩岩 “

::』』
8 1

:
‘

丁丁
8 9 ’

歹歹
2 5 7 9 222 6

.

1 999 一 0
.

9 111 一 0
.

4 777 1 2888 一 3
.

2 111 1
.

0 111 一 3 0
.

1 犷犷 0 1 666 0
.

1333 4
.

0 111 0
.

0 444

l
。

.

。333 李考 文文

化化蚀变岩型 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献〔8〕〕

三三 山岛黄铁矿石英英 2

::JJJ::01;;;
78 。

了了
5 0 1 333 5 6 999 一 0

.

9 000 一 0
.

5999 一 1
.

0 222 一 3
.

2000 0
.

7 111 一 3 0 7 EEE 1
.

2 555 2
.

1888 0
.

0 666 0
.

0 1 777 0
.

0 666 参考文文

脉脉 型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献〔8〕〕

马马录 窑多金属 硫化化 “

:;ggg
1 4 3 9 ~~~

}:二二
5 5

.

9 222 5
.

土222 一 0
.

6 000 一 2
.

1777 一 1
.

3 111 一 3
.

3 333 0 5888 一 3 3
.

222 8
.

1888 1
.

5 444 0
.

0 222 0
.

0 222 0 0 111 李考文文

物物 石英脉型金矿矿矿 15
.

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献 〔8 〕〕

测试单位
:

有色总公司北京矿产地质所

4
.

8 成矿压力和成矿深度

表 12 列出成矿压力和成矿深度的数据
。

假设成矿作用发生在封闭体系中
,

则流体的压力

近似地等于上覆岩石的静压力
。

按 0
.

lo 1 3 2 5MPa /3
.

sm 的压力递增率
,

计算出成矿深度
。

根据

表 i2 的数据
,

进行如下讨论
。

(1 )7 号断裂中
,

7
一

3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
,

石英残斑 中的原生包体
,

成矿深度为 6
.

gk m ;而其

次生包体
,

成矿深度为 3
.

ok m
。

说 明硅化蚀变岩型金矿成矿深度最大
,

是胶北地区深部找矿的

重要新类型
。

从原生包体生成到次生包体生成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体至少上升 3
.

gk m
。

而同一

条断裂带中的 7
一

1 号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
,

成矿深度为 2
.

sk m
。

(2 )10 号断裂带的 1 0
一

3 号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金矿次生包体
,

成矿深度 0
.

7k m
。

而 同一

断裂带中的 1压 1 号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体中
,

原生包体
,

成矿深度为 2
.

Ik m
。

说明在成

矿期中
,

10 号断裂带有上隆作用
。

从原生包体生成到次生包体生成
,

至少上升 1
.

4k m
。

(3) 本区金矿最新的围岩为燕山晚期艾山岩体
,

K
一

A r 法同位素年龄为 1 12 ~ 1 58 M a 。

所 以

成矿时代为中晚白翌纪
。

燕山期
,

胶北地体存在上隆作用
。

同一矿体在成矿过程中
,

控矿断裂带曾发生上隆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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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成矿压力和成矿深度

T a b le 1 2 o re 一 fo r m in g Pr e ss u r e a n d d ePth fo r d iffe re n t o r e s

样样号号 矿体名称称 测定定 包体体 温度度 成矿压力力 成矿深度度 备 注注

矿矿矿矿物物 类型型 (℃ ))) M Pa (大气压 ))) kmmmmm

HHH B一 1 444 7一 3 号硅化蚀变岩型型 石英英 残斑中的的 3 4 5 ~ 3 5 111
lll

6
.

999 C O
Z

密度法实测测

金金金矿矿矿 原生包体体体 2 0 0
.

0000000

HHH H S一 1 222 7一3 号硅化蚀变岩型型 石英英 次生包体体 2 1 555 8 7
.

1 444 3
.

000 据包体成分计算算

金金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HHH B一 444 1 0一1 号黄铁绢英岩化化 石英英 原生包体体 2 9 0一 3 1 333 6 0
.

0 111 2
.

111 C O :

密度法实测测

蚀蚀蚀变岩型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HHH H S一 1 333 1。一3 号含金黄铁矿石石 石英英 次生包体体 2 7 7
.

666 2 0
.

2 777 0
.

777 据包体成分计算算

英英英脉型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HHH H 4一 1 555 7一 1 号含金 黄铁矿 石石 石英英 次生包体体 2 4 222 7 0
.

9 333 2
.

555 C O :

密度法实测测

英英英脉型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HHH H 6一 1 555 7一 1 号含 金 黄铁矿 石石 石英英 次生包体体 2 4 222 7 0
.

9 333 2
.

555 据包体成分计算算

英英英脉型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测试单位
:

中科院北京地质研究所和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5 成矿模式

按
“

板块构造说
” ,

胡受奚等叫将
“

胶东地块
”

划分为胶北地体
、

胶南地体
、

胶东南
一

苏东北
-

黄 海地体
。

胶北地体为晚前寒武以来长期强烈上升的剥蚀区
。

而胶南地体为中生代 (J
,

K , ,

K
Z
)厚大 (达万米 )的火山

一

沉积岩系所复盖的坳陷区
。

印支期是古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挤压的最主要时期的开始
。

胡受奚等认为
,

根据高

压矿物柯石英较普遍的存在
,

可以认为其俯冲深度达 9 5k m 以上
。

如果胶东南
一

苏东北
一

黄海地

体以 45
。

角向胶北地体俯冲
,

则其水平距离至少可达 1 3 0k m
,

而胶南地体也有可能向胶北地体

俯冲水平距离 look m 左右
。

俯冲带
,

在高压高温条件下
,

在强烈的挤压
、

缩短作用下
,

往往伴随着板片和地体下行逆

冲
、

滑脱
。

随着深度的增加
,

以及温度
、

压力升高
,

这些下行或俯冲的板片和地体发生变质
,

形成

辉长岩
、

角闪岩
、

榴辉岩
,

部分熔融
,

含水矿物脱水
、

部分形成钙碱性岩浆
。

使金等成矿元素和活

动的造岩组分硅
、

钾
、

钠等发生活化转移
。

沿着俯冲带下渗的大气降水温度升高
,

并且 由于一定

数量硫化物加入
,

便这些水溶液处于还原环境
。

因此
,

下渗大气降水汲取俯冲地体和上覆地体

中 (包括胶东群 )的 5 10
: 、

K
Z
O

、

N a Z
() 等成岩物质

,

汲取 A u 、

A g
、

C u 、

Pb
、

Z n 、

T e 、

B i等成矿物质
,

与变质水混合形成成矿溶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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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温度差和压力差促使溶液产生流动
。

断裂破碎带是岩层中的高渗透带
,

因此
,

无疑

是深部承压流体向上运移的最集中地带
,

是成岩成矿溶液运移的主要通道
。

处于岩石圈下层的塑性流动带
,

在长期剪切变形的过程 中
,

因摩擦热效应而趋于弱化
,

主

要表现为带内介质的粘性和强度降低 (流动性增大 )以及密度减小
。

在塑性流动弱化带的诱导

下
,

地慢物质因重力均衡效应而进行调整
,

从而使上地壳上隆
。

在塑性流动带剪切运动的控制

下
,

地壳内因破裂而形成的通道
,

为地慢物质的继续上涌创造条件
,

从而引起岩浆和火山的活

动
。

在花岗岩形成并固结之后
,

约 1 00 M a (中晚白至纪 )
,

沿着地壳中花 岗岩侵位的通道
,

由于

多次构造复活
,

富含 A u 、

A g
、

C u 、

P b
、

Z n 、

T e 、

Bi 等元素的成矿溶液
,

从岩石圈下部上升侵位
,

形

成胶北地体中的金矿床
。

6 结 论

(l)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成因类型为大气降水变质水热液型金矿
。

容矿岩石为壳源改造型玲

珑花岗岩 滩
“ ’。

成矿时代为中晚 白奎纪
。

(2) 硅 化蚀变岩型金矿主要特征 为
a

.

金矿体分布于韧性剪切断裂中
。

金矿石为含金长英质糜棱岩
。

b
.

在某些硅化蚀变岩型金矿顶
、

底板 围岩花岗岩中
,

发育厚 0
.

5一 2
.

sm 的网脉状黄铁矿

化花岗质碎裂岩
,

红化发育
。

C
.

金属矿物组合
,

与其他类型的差别是出现较多硫啼秘矿
。

d
.

微量元素组成
,

与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相 比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 C O 、

Ni 含量显

著偏高
,

而 C u 、

Pb
、

Z n 含量明显偏低
。

微量元素垂直分带序列有明显差别
。

e
.

与三山岛黄铁绢英岩化蚀变岩型金矿比较
,

黄埠岭硅化蚀变岩型金矿成矿流体盐度和

矿化度偏低
,

p H 值偏高
,

呈弱碱性
,

氧逸度偏高
,

为氧化环境
,

并氧化性更强
。

成矿温度 1 9 0 C

~ 2 8 O C
。

f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
,

石英残斑生成深度 为 6
.

gk m
,

基质的显微 晶质石英
,

形成深度为

3
·

ok m
。

丛原生包体生成到次生包体生成
,

硅化蚀变岩型金矿体上升 3. gk m
。

硅化蚀变岩型金

矿形成深度大
,

是胶北地区深部找矿的重要新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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