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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太白金矿矿床成因探讨
¹

陈 革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

提 要 太 白金矿 品位低
、

易采
、

易选
。

其成矿地质特征比较独特
,

使其成 因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

主

要的观点 有岩浆热液成 因和喷流沉积成 因
。

但作者从太 白金矿的大地构造位置
,

赋矿层位特点
、

西

坝岩体及其它岩脉和矿床成 因矿物学等方面对其成因进行了探讨
,

提出了一种新的成因观点
,

即太

白金矿成因类型为
“
喷流沉积

一

岩浆热液叠加改造型
” 。

关键词 太 白金矿 大地构造 赋矿层位 西坝岩体 成 因矿物学

太白金矿成因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

主要观点为岩浆热液成因和喷流沉积成 因两种
。

岩浆热

液成 因的特点已为地质工作者所熟悉
,

喷流沉积成因观点因最近十年内才提出的
,

还不太为地

质人员们所了解
。

现将喷流沉积成矿特征 〔6〕简述如下
:

(l ) 矿质来源 矿质并不来 自沉积盆地本身的沉积物
,

也不来 自地慢及衍生物
,

更不是来

自周围被风化的古陆
,

而是主要来 自盆地之下的基底岩石
。

( 2) 热水喷出位置 作为热水对流

系统通道和喷 口的同生 (基底 ) 断裂
,

具有以下标志
:

¹ 两侧同时代地层的岩相突变 ; º 继承性

活动的大断裂破碎带 ; » 基底地垒造成的突起 (基底隆起
、

基底高地 ) ;¼小岩体的串珠状分布 ;

½ 磨拉石建造的出现 ; ¾喷流角砾岩的出现 ; ¿ 层状及线状分布的角岩或热变质带 ; À 矿化活

动 的集中沿线分布
。

(3 ) 喷出成分 形成独立矿体的金属 有铁
、

铜
、

铅
、

锌
、

银
、

金及汞
、

锑
、

砷等
。

它们为同期同因产物
,

因为它们不仅有密切的矿物
、

地化关系
,

而且在层位和空 间都相隔不远
。

更主要的是钠长石角砾岩中的角砾既可是钠长板岩角砾
,

也可是在胶结物 中出现
,

二者在成分

上
,

均由钠长石
、

石英
、

铁白云石三种矿物组成
,

既 可是沉积的
,

又可是热液的 ; 在产状上
,

既好

像有一定层位
,

又不完全与围岩整合 ; 在构造上
,

有时有明显的裂隙界面
,

有时又 以原地破碎与

整齐围岩过渡 ; 在结构上
,

角砾大小差别很大
,

有时是尖角砾的
,

有时又显示某些圆滑 (溶蚀 )现

象 ; 在工业上
,

有时含金成矿
,

有时又少含或不含
。

(4 ) 喷出沉淀时间及位置 同生 (基底 )断裂

时
,

成矿物质在同沉积期由地壳深部转移到沉积盆地有利岩相中
,

使该岩相成为矿源层
,

甚至

矿体
。

这是构造沉积成矿的重要特征
。

综上
,

喷流沉积包容了构造
、

沉积
、

热液
、

岩溶等现象
。

太白金矿不仅具有喷流沉积成因特点 (C o/ N i< 1 ; Se/ T e < 1 ;硫 同位 素大部分来源 于 地

层 ; 矿液主要由变质水组成等 )
,

还具有岩浆热液成因特点 (成矿温度达 300 ℃ 左右 ; 包体类型

多
,

不仅有液相包体 (主要 )和气液两相包体
,

还有部分熔融包体 )
。

这是喷流沉积形成 了矿源

层
,

岩浆热液对其进行了改造的结果
。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成矿过程
,

作者从大地构造位置
、

赋

¹ 收稿 日期
: 19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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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层位特点
、

西坝岩体及其它岩脉和矿床成因矿物学等方面对该矿的矿床成因进行探讨
。

, .�件自l口连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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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秦岭 中泥盆世古地理与含金角砾岩带分布图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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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地构造位置

太白金矿的大地构造位置
,

位于扬子地台北侧陆缘区和华北地台南缘区对接消减带 (秦岭

区 )附近的扬子地台一侧〔, 〕。

此对接消减带具有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沉积特征
,

早古生代构造

沉积特点与扬子地台广大区域相似
。

自晚古生代泥盆纪开始
,

秦岭从扬子地块裂解出来
,

形成

秦岭地块体系
,

表现为沿对接消减带形成了一系列彼此各异
,

但又有许多共同特点的裂陷海

盆
,

由西 向东依次为西礼海盆
、

凤太海盆
、

板沙海盆和柞山海盆
。

太白金矿位于凤太矿 田东端
〔3 门

(图 1 )
。

其结果是秦岭地块内部由拼合型非统一基底和洋陆兼杂的裂陷海盆组成
。

在晚古生代

至早三叠世之前
,

秦岭区内发育多种类型沉积岩系
,

局部扩张裂陷区域同生断裂发育 (太白金

矿处 于山 阳深大断裂中 )
。

在同沉积期
,

沿这些断裂位置
,

基底的变质热液上涌
,

使其转移到断

陷盆地内
,

混杂于陆源碎屑岩与内源碳酸盐沉积建造等有利岩相中
,

构成秦岭近东西向展布
,

集中成群出现 的多金属
、

贵金属成矿带
,

并在晚古生代沉积建造中 以 泥盆 系为 主 的含矿层

位
〔7〕 。

自晚三叠世开始
,

秦岭沉积区隆升为陆
,

印支期产生 了区域性褶皱
,

此间西坝岩体侵人地

层
,

其含矿质的岩浆期热液叠加在含矿层位上
,

使其更富金 ;燕山期时
,

秦岭地 区转为陆相沉

积
,

与矿 同期的花岗斑岩
、

煌斑岩
、

钠长斑岩等含矿的慢源性碳酸盐岩脉叠加在 已成矿体或角

砾岩体之上
,

导致泥盆系含矿层中形成大量有色或贵金属矿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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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赋矿层位特点

太白金矿区域地层包括下泥盆统王家楞组
:

岩性为断陷海盆初期浅海台棚沉积 ; 中泥盆统

古道岭组
:

上岩段为深水
一

深水裂陷浊积盆地相复理石式沉积
,

含钠岩系与同生断裂有关的海

底喷流与浊流联合产物 ; 下岩段为开阔台地相订吾地边缘浅滩相及局部台地相沉积
。

古道岭组

沉积末期
,

海底有不同程度抬升
,

在碳酸盐沉积之上形成局部的古剥蚀和 古岩溶地貌 ; 上泥盆

统星红铺组与九里坪组
:

星红铺组上岩段为含生物碎屑的厚层状灰岩
、

薄层状泥质灰岩
、

绢云

绿泥板岩为主
,

间夹斑点状板岩的岩性组合特征 ; 下岩段主要为一套薄一微薄层状 (钙质 )粉砂

岩
、

粉砂质绢 云板岩互层的类复理石沉积
。

各层位含金量见表 1
。

从表 1 可 以看出古道岭组含

金量高于地壳丰度
,

而且其离差也较大
,

这说明古道岭组的金有可能发生局部的活化
、

迁移与

富集而成为金的矿源层 〔2〕。

表 1 太 白金矿区地层层位含金 t 表 (据吴 向东
, 1 9 9 4)

T a b le 1 G o ld C o n te n tS in th e Stra ts o f T a ib a i A u
M in e

地地层层位位 九里坪组组 星红铺组组 古道岭组组 王家楞组组

含含金量 (10
一 g )

’’

2
.

3 666 3
.

2 222 4
.

3 888 2
.

3 000

离离差 (1 0 一
9

))) 3
.

2 444 4
.

2 555 1 3
.

5 000 2 3 222

地地壳丰度 (1 0 一 9 ))) 3
.

666

值得一提的是
,

太白金矿赋存于古道岭组中
。

古道岭组由一套绿色板岩和 层状钠质岩的类复理

石沉积岩系组成
。

钠质岩类包括石英钠长板岩
、

钠长板岩
、

铁 白云质钠长板岩
、

钠长绢 云板岩

等
,

该类岩石含金丰度值高 (表 2 )
,

含金量为 (14
.

61 一 17
.

2 3 ) x 1 0 一 9 ,

相当于地壳砂页岩丰度

3
.

6 X IO一”的 4一 5 倍
。

这样
,

古道岭组具双重性质
,

即不仅为赋矿层位
,

而且含矿
,

可视作本矿

的矿源层
。

太白金矿的直接容矿岩石为钠质构造角砾岩
,

角砾岩体两侧为层状钠质岩
。

角砾岩体沿

N W W 方向断续分布
,

全长达 1 1
.

5 公里
。

其产状与地层层位基本一致或略有抖交
。

角砾岩体的

角砾主要由层状钠质岩组成
,

次为板岩
、

粉砂岩及碳酸盐岩等 ; 胶结物为铁 白云质
、

次为钠长石

和黄铁矿
。

由此可以看出
,

角砾岩体与层状钠质岩密切相关
〔3 〕 。

层状钠质岩的沉积构造十分发育
,

如水平层理
、

小型斜层理
、

小型 沙纹交错层理
、

包卷层

理
、

上叠沙纹层理及粒序层理等
。

不同沉积构造岩层常组成各种类型的中一细粒浊积岩序列
。

层状钠质岩的纹层构造十分发育
,

主要 由钠质纹层和碳泥质纹层组成
,

黄铁矿纹层也常出

现
。

黄铁矿可 见显微草毒群
,

而 草墓状黄铁矿通常被认为是沉积成岩期的产物
。

层状钠质岩含有较高的 A u 、

A g
、

Pb
、

Z n 、

B a 、

A
s

等微量元素
。

B a 、

A g
、

A s 等元素可 以作为

判定热水沉积的标志
。

A s 在深水正常沉积物 中含量很低
,

通常低于 1。拜g / g
,

太 白金矿层状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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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岩中的 B a 含量平均为 25 只 10 拌g / g
,

超出正常海水沉积物中的含量
。

表 2 太 白金矿区主要围岩含金丰度值 (据樊硕诚
, 1 9 94)

T a b le 2 A b u n d a n e e s o f A u in th e m a in w a ll r o e k s声f T a ib a i A u
M in e

岩岩 类类 钠长绢云板岩岩 绢云板岩岩 铁 白云质粉砂岩岩 灰黑色板岩岩 四类岩石平均值值 地壳砂页 岩岩

金金 (10 一 g ))) 平均值值 1 4
.

6 111 1 5
.

2 777 12
.

6 888 17
。

2 333 1 4
.

9 555 3
.

666

标标标准离差差 8
.

0 777 1 5
.

2 777 6
.

8 333 18
.

3 444 12 1 22222

变变化系数数 5 5
.

2 666 1 0 000 5 3
.

8 666 10 6 4 777 7 8 8 55555

浓浓集克拉克值值 4
.

0 555 4
.

2 444 3
.

5 222 4
.

7 888 4
.

155555

层状钠质岩中成岩黄铁矿 护
4 5 分布范围在 10

.

43 %
。

~ 1 3
.

51 %
。 ,

平均为 1 1
.

38 %
。,

说明相对

富集重硫
,

这难以用正常沉积细菌还原海水硫酸盐及岩浆热液作用内生硫源解释
。

富集重硫的

原因是封闭的热水沉积洼地中
,

由于海水硫酸盐供应受限
,

使海水硫酸盐还原
,

提供的硫使具

偏富 己3 4
5 特征

。

层状钠质岩中的铁 白云石碳
、

氧同位素分析表明 子
3
C - 一 2

.

1 89 %
。

一 一 7
·

8 04 %
。 ,

平均为 一

6
.

1 3 6%
。
(PD B )

,

a‘80 = 1 8
.

3 1 6%
。

一 1 9
.

2 7 7%
。 ,

平均为 1 8
.

3 7%
。
(SMOW )

。

氧同位素均一性表明
,

铁白云石与其形成的溶液之间已达到氧同位素平衡
。

子
“
O%

。

与泥盆纪海水碳酸盐 矛
8
0 阶平均

值 (2 2
.

95 士 2
.

5 1 )比较接近
。

这就为层状钠质岩为海底热水沉积成因提供 了证据
。

综上
,

太白金矿的赋矿层位
—

层状钠质岩是由喷流热水沉积而成的
。

因其含金量高
,

又

可作为太白金矿的矿源层
。

3 西坝岩体及其它岩脉

西坝岩体是矿区出露的一个主要岩浆岩侵人体
,

为印支期侵人岩
,

形成于太 白金矿前 (太

白金矿形成于燕山期 )
。

岩体西起西坝 以西
,

往东大致 以 1 3 00 方向展布于 太白河乡以东一带
,

与矿 区总体构造线 (31 00 一 1 30
“

)一致
。

岩体总体沿西坝复背斜(太白金矿 区内主要褶皱 )出露
。

西坝复背斜轴部 由王家楞组组成
,

两侧为古道岭组
,

星红铺组组成
。

其北侧被次级银洞沟背斜

及王家楞和修石崖走向断层所复杂化
。

太白金矿产于这两条断层之间的银洞沟背斜北侧
。

王

家楞和修石崖断层走向 N w w 一sE E
,

倾 向 N N t
,

倾角 70
。

正断层
,

均表现为断层上盘较新
。

在

该断层带中
,

岩石的金含量均高于该区地层平均含量 10 倍 以上
,

推测为成矿前 已存在的断裂
。

也就是说断层带部位沉积物在成矿前已富金
。

当西坝岩体沿西坝复背斜侵人王家楞组
、

古道岭

组
、

星红铺组和九里坪组时 (当然也侵入太白金矿所在的断层带中 )
,

必然与上述地层中的变质

热液混合
。

西坝岩体中黄铁矿所含 A u 、

R
、

Pd
、

A g
、

T e 、

S 等元素含量均较矿体的高 (表 4
,

其中

R
、

Pd 通常作为慢源岩浆成因元素对待)
,

其富含矿质的岩浆期后热液叠加在已是矿源层的古

道岭组和断层带上
,

必然使这些部位更富金
,

而且使该矿具有了慢源成因的一面
。

西坝岩体的副矿物研究证实了以上论述
。

西坝岩体的副矿物组合类型 为
“

檐石
一

错石
一

绿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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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一

钦铁矿
”

型
。

其错石多为长
:

宽< 2 的四方短柱状
、

浑圆型错石
。

(10 0) 柱面发育
,

(1 1 0) 面不

太发育
,

锥面也不发育
。

按普平错石群柱面锥面填图结果为地慢或主要是地慢成因
。

错石

(1 0 0) 面发育说明形成温度高 ; 浑圆型错石为岩浆期后产物
。

如果错石具有多色晕则表明岩浆

期后热液与别的热液发生过混染作用
。

太白金矿西坝岩体与矿体围岩接触带内的错石具明显

的多色晕和暗色包体 (估计为磁铁矿 )
,

则表明西坝岩体的岩浆期后热液确实与侵位地层 内的

变质热液 (同位素研究证明矿源层中的热液为变质热液 )发生过混染作用
,

导致地层中的变质

热液更富金
。

据樊硕诚同志
〔4 〕

认为
,

矿区内网脉状
、

脉状花岗斑岩
、

煌斑岩
、

钠长斑岩等慢源性碳酸性岩

岩脉与矿同期形成
,

因为这些脉体中的黄铁矿
‘。
A r /

3 9
A r 年龄值与矿体中黄铁矿的

‘。
A r /

3 9
A r 年

龄值相当
,

均为 i 6 8M
a

左右
。

这些岩脉富含 A u (8 4 o x l o 一 9
)

,

A g (2 9 9
.

64 x 1 o 一 ’
)

,

A
s
(5 2

.

3 3 x

1 0 一 g
)等

,

明显高于 地壳沉积岩 中上述元素丰度值
。

因此这些岩脉叠加在已成矿源层 (甚至矿

体)之上
,

使其更富金
。

这表现在太白金矿中便是
,

有上述岩脉叠加的第 w 成矿阶段是本矿最富

金的成矿阶段
。

从上述分析可 以看出
,

印支期的西坝岩体和与矿同期的钠长斑岩等岩脉叠加在 已成矿源

层 (或矿体)之上
,

为矿体的最终形成提供了部分矿质
,

并同时使该矿床具有了岩浆热液成因 的

一面
。

4 矿床成因矿物学
〔4〕

4
.

1 矿物产状

本区矿石的主要组成矿物为钠长石
、

含铁白云石
、

黄铁矿等
。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均

有两种产状
。

产状¹
:
产于 围岩 (层状钠质岩 )或矿石角砾 中

,

呈浸染状分布 ; 产状º :
产于热液

胶结物
,

呈浸染状
、

脉状或团块状
。

由产状¹ ~ 产状º
,

同种矿物的粒径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表 3)
,

其主要原因是围岩受沿同生 (基底 ) 断裂上 涌 的变质热液的强大流体压力作用而发 生

就地破碎 ( 因角砾与围岩有很好的可拼性
〔3〕)

,

这些角砾一方面被热液胶结
,

同时又在热液流体

压力作用下进一步破碎成更小的角砾
,

与热液的接触面积大大增加而易于发生热接触变质重

结晶
,

导致胶结物中的矿物粒径有不同程度的增大
。

在双目镜和显微镜下均可 以清楚地看到粗

晶矿物大都由细晶矿物沿细 晶晶面
“

缝合
”

胶结而成
。

由此可 以推出矿质应主要来 自围岩
。

表 3 太 白金矿矿物产状与粒径对比表 (据 〔1〕整理 )

T a b le 3 T h e m in e r a l o c e u r e n e e s a n d g r a in s i z e s o f T a i b a i g o ld d e Po s it

矿矿物名称称 产状 ¹ 粒径 ( m m ))) 产状º 粒径 ( m m ))) 产状 ¹ ~ º 粒径增大倍数数

黄黄铁矿矿 0
.

0 4 ~ 0
.

0 777 0
.

1 ~ 111 1
.

5~ 2
.

555

钠钠长石石 < 0
.

0 888 0
.

0 8 ~ 0
.

222 1 ~ 2
.

555

含含铁 白云石石 < 0
.

111 0
.

5 ~ 2000 5 ~ n 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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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黄铁矿标型特征

黄铁矿标型特征研究主要包括微量元素
、

热电系数
、

同位素等方面
,

旨在探讨矿质的来源

及矿液的运移与沉淀机制
。

4
.

2
.

1 微t 元素

通过对本区黄铁矿的电子探针分析 (表 4 )
,

作者发现如下特征
:

¹ 西坝岩体中黄铁矿的
A u 、

R
、

A g
、

T e 、

S 含量均比 K T S 中的要高
,

说明西坝岩体极有可能为矿体的形成提供矿质
。

º

矿体中部较上部富金
。

矿体 中部 129 0 米中段 A u/ A g 一 8
.

9 ,

而矿体上部 1 330 米中段 A u / A g

则降为
、

1
.

14 。

» K T S 矿体明显富 Pt
、

A g
、T e 、

A 、 ,

而矿体上部较下部富集这些元素
;矿体贫 c 。 、

N i 、

C u 、 Z n 、 S e 、

S b
。

¼K T S 贫 C o 、

N i 、Co / N i< l 。

将太白金矿的黄铁矿 C o 、

N i 含量及 Co / N i 比

值与不 同类型 金矿 的 C o 、 N i 含量及 C。/ N i 比值进行对 比 (表 5 )
,

发现太 白金矿与二 台子
、

板

其
、

东北寨等热水沉积的金矿类型相似
,

该类型 的特点是 N i > C 。 ,

C o/ N i< 1 ; 而与岩浆热液型

金矿不同
,

因为岩浆型金矿 C 。> N i ,

C o/ N i> 1 。

通常情况是 C o/ N i< 1 时含金高 ; C o / N i> 1 则

含金低
。

据此推测太白金矿为热水沉积成因的 可能性较大
。

½ 太白金矿黄铁矿的含 s e (5 一

20 ) 火 10 一 6 ,

介于沉积成因 ( S e
为 ( 0

.

5 ~ 2) X 10 一“)与热液成因 ( S e 为 ( 20一 5 0 ) X 10 一 “)之间
,

说

明该矿极有可能为热水沉积型
。

另外
,

S e / T e < 1 且该比值越小越富金
。 T e 在深成金矿床中普

遍出现
,

太白金矿中 T e 含量高达 120
.

3 x 10 一 6
远远高于正常丰度 0

.

05 只 10 一 “ ,

说明该矿的形

成深度较大
,

这与矿质主要来源于基底岩石的变质热液相吻合
。

表 4 太 白金矿黄铁矿微且 元素 (w t % )及其 比值表 (作者
, 1 99 5)

T a b le 4 M ie r o 一 e le m e n t s a n d e le m e n e t r a t i o e s o f pyr it e f r o m T a ib a i A u d e p o s it

元元素及 比值值 S 苦苦 C 000 N iii C uuu Z nnn A sss Sbbb S eee T eee A ggg P ttt A uuu S / S eee 决 / T eee Co /N --- A u /A ggg

KKK T S 1330 rn 中段 ( 样数 3))) 5 2
.

5 000 0
.

0 000 0
.

08 666 0
.

0 000 0
t

Q5 666 0 5 1666 0
.

0 4444 0 0 5 444 0
.

1444 0
.

1 000 0
.

6 111 0
.

1111 9 9 111 0
t

444 000 1
.

1444

KKK T S 129 0 m 中段 ( 样数 5 ))) 5 3 4999 0
.

0 000 0
.

0 222 0
.

0 666 0
.

0 000 0
.

0 666 0
.

0 5 444 0 0 6 666 0
.

1111 0
.

1222 0
.

5 111 1
.

0 777 8 飞lll 0
.

666 000 8
。

999

KKK T S 总平均 (样数 8 ))) 5 3
.

0 000 0 0 000 0
.

0 5333 0
.

0 333 0
.

0 2888 0
.

21666 0
.

0 4999 0 0 6 000 o
t

0 1333 o
t

1111 0 5 666 0
.

5 444 9 0 111 0
.

555 000 4
.

9 777

西西坝岩体南 ( 样数 2))) 5 3 3333 0
.

0 000 0
.

2555 0 0 000 0
.

0 000 0
.

1555 0
.

0 000 0 0 333 0
.

1 888 0 1 666 0
.

6 000 0
.

6 888 17 7 777 0
.

222 000 4
.

222

注
: 葵 为常 t 元素

,

为算元素比 值用

4
.

2
.

2 热电系数

本次工作共测试黄铁矿热电样品 40 个
,

大都来 自该矿的 I 成矿阶段
。

测试结果显示矿体

黄铁矿导型 以混合型 占绝对优势
。

导型在矿体中的分布见图 2 。

从图 2 可 以看出该矿 S E E 向

深部 以 P
一

N 型 或 N 型为主
,

而 NW W 浅部以 N 一P 型为主
。

这说明矿液 自 SE E 深部向 N W W

浅部流动
。

因为黄铁矿热电性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
矿体上部

,

晚期低温的黄铁矿以 P 型为

主 ; 矿体中期
,

中温黄铁矿多为混合型 ( N
一P 或 P 一N 型 ) ; 矿体下部

,

早期高温黄铁矿以 N 型为

主
。

从高温~ 低温
,

黄铁矿的导型分布顺序是
: N ~ (P

一N )、 (N
一P ) ~ P 。

黄铁矿以混合型 为主
,

说明成矿温度为中高温或中温
,

硫逸度适 中或稍高 ;更重要的是它能反映成矿物质来源于沉积

物或热液叠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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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太 白金矿黄铁矿与其它金矿的 C。
,

Ni 及 C o/ Ni 比值对比表

T a ble 5 C o ,
N i c o n te n t a n d C o / N i r a tio o f Pyr ite in T a ib a i

A u d e p o site a n d th e eo u n tP a r ts o f o th er A u d e Po sit

金金矿类型型 火山 岩型型 黄铁矿型型 岩浆热液型型 中低温岩浆热液型型 斑岩型型 接触交代型型 渗滤型型 渗滤型型 太 白金矿床床

产产地地 浙江江 甘肃肃 山东东 河南南 内蒙蒙 湖南南 贵州州
一

陕西西 陕西西

八八八宝山山 白银厂厂 玲珑珑 杨寨峪峪 白乃 庙庙 七 宝山山 板其其 二台子子 太白白

CCC。 (1 0 一 6 ))) 3 9 000 1 888 8 000 1 1 000 0
。

0 8 555 4 4 555 9 000 4 4 444 2 0 222

NNN i(1 0 一 6 ))) l000 8 555 5 555 4 555 O
_

0 0 999 4
.

999 2 2 000 8 1 333 4 3 777

CCC o
/ N iii 3 999 2

。

4 888 1 4 555 2 4 000 7
.

2 222 0
.

0 888 O
,

4 111 0 5 888 0
,

4 666

资资料来源源 王鹤年年 王 鹤年年 姜信顺顺 方翅奎奎 华北所所 韩公亮亮 蒲含科科 徐国凤凤 陈革革

标高 (m ) - ~ ~ ~ - - - , ‘翻‘ 1 2 0
。

K T g 、

0 4 线
‘ ~ 」

K T S

不
、

山

、
.

不

亡
l 苦

2 N

3 一 一 一 )

斗之
.Z

·山.卜之.

. N z

. N
一

P *

乏
.

二

乏
* * .

2.一一年么
.

d
·

之.一一么
,

2.

不七一一年埃

不 琴 年

今 粤 于
一 P书

‘

.
N

一P

斗
、、

琴
2 , 岛

* .

宽度(m )

5 1 2 2 6 2 0 24 2 5 该‘
、

3 2 3 6 4 0
勘探线

4 4 4 8 5 2

采样点 2

图 2

黄铁矿导型 3 推测矿液流动方 向

太白金矿黄铁矿导型分布图

2 T h e d is tr ib u tio n 。f h ea t a n d e le etr i。 。o n d u e tiv ity ty p浅
。f pyr ite fr o m T a iba i g o ld d e p o s it

133011290
.

1250
.

Fis

4
.

2
.

3 同位素

本课题组测试了一些黄铁矿硫同位素
,

其结果与前人成果类似
。

现将矿体胶结物
、

钠质角

砾岩和围岩
—

层状钠质岩 中硫
、

氢溉
、

碳同位素进行对比 (表 6 )
,

作者发现三者组成相似
,

说明矿体的成矿物质均主要来 自围岩
。

据文献〔3〕热液主要由变质结晶水组成
,

其次才是岩浆

水和 少量天水
。

由此便可推测矿质主要来自围岩中的变质结晶水
。

通过以上的分析
,

我们可 以

看出太白金矿成矿经历了较长时限
,

首先泥盆纪喷流沉积成因的类复理石沉积岩系作为该矿

的矿源层
,

为该矿提供主要的矿质 ; 然后是印支期的区域性褶皱和西坝岩体的大面积侵人
,

西

坝岩体为慢源性岩浆岩
,

含有较高的 A u 、

R
、

Pd
、

A g
、

S
、

T e 、

A s 等成矿元素
,

当其岩浆期后热液

与 围岩 (卞要是 层状钠质岩 )地 层中的恋 质结晶水混合
,

形成富含 卜休元素 的早期矿液
:

燕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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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花岗斑岩
、

煌斑岩
、

钠长斑岩等慢源性碳酸盐岩岩 脉 (这些岩脉 富含 A u 、

R
、

Pd
、

A s 、

S
、

T e

等矿质 )进一步叠加在已成矿体或角砾岩体之上
,

使其更富金
。

综上
,

作者认为该矿形成应是多

期
、

多阶段
、

矿质多来源的产物
,

从而提出了有关该矿的一种新的成因观点
:

即
“

喷流沉积
一

岩浆

热液叠加改造型
” 。

表 6 太 白金矿的围岩
、

角砾岩 和矿体胶结物的成矿特征对比表

T a ble 6 M e ta llog e n ie fea tu re o f w a ll r
oc k

,
b r e cc ia a n d ce m e n tin g m a te r ia ls o f o re fro m T a iba i A u d e Po劝t

成成矿特征征 围岩一层状钠质岩岩 钠 质角砾岩岩 矿体 胶结物物

占占
3 4 5 (%

。))) 5
.

7~ 1 3
.

888 4
.

7 8~ 1 1
.

666 I
:

14
.

4 111

平平平 均 1 2
.

2 666 平均 9
.

0222 l : 2
.

6 0 ~ 1 2
.

9 111

皿皿皿皿皿
:
8

.

0 0 ~ 1 2
.

2 111

IIIIIIIIIV :
7

,

9 0 ~ 1 1
.

2 666

总总总总总平 1 0
.

7 666

666 , 3 C (PD B ))) 一 2
.

8 1 9~ 一 7
.

8 0 44444 I : 一 4
.

4 7 ~ 一 7
.

8 999

平平平均一 6
.

1 3 66666 l : 一 6
.

4 6 ~ 一 6
.

7 222

总总总总总平 一 6
.

3111

666 ‘8 0 (SM O W ))) 8
.

1 3 8 ~ 1 9
.

2 7 777 1 7
.

4 000 I
:
1 9

.

9 000

平平平均 1 8
.

3 7 555 1 7
.

4 000 I : 1 9
.

2 666

lllllllll
:
1 4

.

8 666

总总总总总平 1 8
·

0 111

占占D (SMOW ))) 一 1 0 3
.

999 一 1 2 4
.

333 I : 一 9 2
.

000

IIIIIIIII
:

一 6 5
.

444

lllllllll : 一 7 0
.

000

CCCo / N iii 平均 0
.

511111 平均 0
.

4666

矿矿物组成成 钠长石
、

黄铁矿矿 钠 长石
、

黄铁矿矿 钠长石
、

黄铁矿矿

含含含铁白云石等等 含铁白云石等等 含铁 白云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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