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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宁城地区煌斑岩与金矿
¹

孙树浩
(冶金工业部 天津地质研究院

,

天津 3。。0 6 1)

提 要 内蒙古宁城地 区 出露加里东海 西期煌斑岩脉群
,

其中云斜煌斑岩内
,

沿燕 山期韧性剪切片

理化带
,

分布金矿体
。

煌斑岩是宏观找 金的标 志
。

金 矿体中硅化
、

绿泥石化
、

方解石化发育
。

主要金

属矿物是黄铁矿
。

金主要 以显微和次显微 自然 金包裹体
,

赋存于 黄铁矿内
。

微 量元素 V
、

N i 浓度高
。

与金相关的元素为 Bi
、

M O ,

金矿成因类型为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分异演化热液型金矿
。

关挂词 煌斑岩 脉 韧性 剪切带 热液型金矿

1 前言

煌斑岩
,

尤其是钙碱性煌斑岩与金矿的关系
,

全球金矿地质工作者都很关注
。

孙丰月等‘7〕

诸多学者 (含笔者 )都认为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上
,

煌斑岩与金矿化具有密切的空间相关性
。

煌斑

岩是金矿找矿的宏观标志
。

1 9 9 5 年 6 月
,

笔者在宁城地 区
,

发现 了钙碱性煌斑岩
,

并发现金矿体赋存于煌斑岩中或其

顶部接触带
。

本文主要论述内蒙古宁城地区分布的煌斑岩脉
,

在煌斑岩脉中赋存的金矿体和煌

斑岩与金矿的时空关系
。

2 区域地质概况

宁城地区位于辽冀蒙地体拼贴增生构造带中段 ( 图 1)
。

出露地层为一套蛇绿杂岩
。

其时代

为震旦一早寒武世
。

绿片岩或斜长角 闪岩的 R b
一

Sr
, K 一A r 同位素年龄为 626 一50 9M a 。

这套地

层是在中朝板块和西伯利亚板块最终碰撞形成统一的欧亚板块之前和在古亚洲洋最终闭合之

前
,

古亚洲洋板块在一系列大洋开
、

合及造山总过程 中
,

最早构造活动的产物
。

当古亚洲构造域

成 陆后
,

在基本上作为脆性的地壳中
,

大量的推覆构造便成了该构造域的主要表壳构造特征
。

推夜岩片位移的距离一般较大
。

扩展方式 以叠互式为主
,

并有背驮式
。

西伯利亚板块 向南的运动并非匀速运动
。

早加里东期开始
,

加里东期拼贴构造已经完成
,

海西运动早期 (早石炭世 )是这个运动的重要时期
。

三叠世 开始 (包括印支运动和燕山构造阶

¹ 收稿 日期 19 9 6一 12一 16 改回 日期 19 9 7一 0 1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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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

又是一次突发 的构造事件
,

由于西伯利亚板块 向南推挤的功

能重 又出现
,

地壳表层 的许多 大

型逆冲推覆构造
、

韧性剪切带
,

在

这一时期有相当强烈地继承性表

现
。

辽冀蒙地体拼贴增生作用
,

在

此时期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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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期花岗岩梅林岩体东南

缘
,

分 布走 向北 东 6 00 的煌 斑岩

脉群
。

其 中一条云斜煌斑岩脉
,

倾

向 S E 1 5 0
O ,

倾角 4 0
0 ,

厚 4 m 余
。

走

向长 4 0 0 余 m
,

绿黑色
,

细粒原生

岩浆结构
,

块状构造
,

主要矿物成

分 是
,

黑 云母 (薄 片体积 百分 比

75 %下同
,

粒径 0
.

lm m )
,

斜长石 1
.

第 四 系

( 1 0 % )
,

另有少量石英
。

主要副矿 震旦 系

2
.

侏 罗系上统火 山碎屑若一3
.

震 旦一早寒武世 蛇绿岩 系 4.

5
.

海西期 闪长岩 6
.

海西期二 长花 岗岩 7
.

海西期 花 岗岩 8.

物见磷灰石针状晶体
。

黑云母退

色现象普遍
,

并发育绿泥石化
,

斜

长石发育绢云母化
,

也见被方解

石交代
。

两件本区 云斜煌斑岩硅酸盐

燕 山期花岗岩 ( 下侏 罗统 ) 9
.

燕 山期花 岗岩 ( 上侏罗 统 ) 10
,

燕 山 期闪长

粉岩 n
.

燕 山期石英 闪长岩 12
.

第三系玄武岩 13
.

燕山期花岗岩 ( 白里

系 ) 1生
.

压性构造 15
.

逆断层 16
.

断层 17
.

煌斑岩

图 1 内蒙宁城地区地质构造略图

(据辽宁省矿产图 1
: 5 0 万基础上改编 )

F ig
.

1 G e o lo g i e a l sk e t e h o f N i n g e he n g A r e a , I n n e
M

o n g o lia

全分析及与其他地区煌斑岩化学

成分的对比见表 1
。

本区云斜煌斑岩的 51 0 : 含量为 43
.

16 %一 46
.

08 %
,

N a
户 + K

Z
O 为 5

.

53 %

一 5
.

8 1 %
,

K
Z
O / N a Z

O 比值 为 1
.

1 4 一 1
.

9 1
,

组合指数 a
2 5

为 1
.

4 5一 1
.

8 6
,

属于 R o e k 圈定的钙碱

性煌斑岩范围内
。

本区煌斑岩的 K / A l 比值为 0
.

24 ~ 0
.

33
,

K / ( K + N a ) 比值为 0
.

85 一 1
.

08
,

属

于路风香等划分的钾质
、

富钾质煌斑岩 ( K / A I< 0
.

8
,

K /( K + N a) > 0
.

5 )
。

由于煌斑岩常被燕山期长英质岩脉切过
,

所以初步确定其生成时代早于燕山期
。

梅林岩体东南缘
,

另一条煌斑岩
,

倾 向 S E 1 60
“ ,

倾角 5 60
,

黑色
,

细粒结构
· ,

为拉辉煌斑岩
。

主要矿物成分
,

斜长石 (薄片体积百分 比 40 %
,

下同 )
,

普通角闪石 ( 30 % )
,

紫苏辉石 ( 25 % ) ; 黑

云母 (5 % )
。

走向长 3 10 余 m
。

煌斑岩脉群总长 6 00 余米
。

本区 云斜煌斑岩含金 4
.

1 X 1 0 一 9

~ 5
.

S X I O一 9 。

云南老王寨云煌岩含金 3 X 1 0 一 9 。

胶东云斜

煌斑岩金含量为 2
.

48 ~ 2
.

62 x l o 一 9 。

总的看来
,

煌斑岩原始金含量一般都不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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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宁城地区云斜煌斑岩主要元素 (% )组成及其与其他煌斑岩的对 比

T a ble 1 C o m p a rio n o f m a
j
o r e le m e n t s in la m p r o p h yr e o f N in g e h e n g A r e a a n d o th e r la m p r o p h yre s

\\\\\
金一 111 金一222 云南老王寨 金矿矿 戴 里 1 9 3 3 年年

云云云云云煌岩均值 (18 件 ))) 云斜煌斑岩岩

555 10 222 4 6
.

0 888 4 3
.

1 666 4 7
.

2 222 5 0
.

7 999

AAA 12O 333 1 2
.

9 999 1 2
.

3 888 1 1
.

9 888 1 5
.

2 666

TTT IO ZZZ 1
.

4 222 1
.

4 111 0
.

6 888 1
.

0 222

CCC a ooo 1 0
.

0 000 1 0
.

0 888 7
.

2 666 5
.

7 333

MMM g OOO 4
.

1 666 4
.

6 333 8
.

1 555 6
.

3 333

FFFe ZO 333 3
.

9 000 3
.

9 000 2
.

3 555 3
.

2 999

FFF eooo 4
.

2 777 4
.

7 777 4
.

0 999 5
.

5 444

PPP 20 555 0
.

7 333 0
.

7 666 0
.

5 444 0
.

3 555

MMM
n ooo 0

.

1 222 0
.

1 333 0
.

1 444 0
.

0 777

KKK ZOOO 2
.

9 555 3
.

8 111 4
.

4 777 2
.

7 999

NNN a ZOOO 2
.

5 888 2
.

0 000 1
.

6 000 3
.

1 222

HHH : O +++ 3
.

5 888 4
.

9 111 2
.

1 444 5
.

7 111

CCC O ZZZ 7
.

1 222 8
.

3 555 8
,

8 77777

总总量量 9 9
.

999 1 0 0
.

2 999 9 9
.

4 999 1 0 0
.

000

AAA u (只 1 0 一 ”))) 5
.

888 4
.

111 33333

4 产于煌斑岩中的金矿

4. 1 地质特征

笔者在 1 9 6 7年 闭坑 的坑道 内
,

发现云 斜煌 斑岩 中
,

发育韧性剪切片理化带
,

其产状倾 向

1 50
“ ,

倾角 4 50
,

与云斜煌斑岩产状基本一致
。

在旧坑道 2 中段
,

沿此片理化带分布硅化黄铁矿

脉
,

厚 sc m
。

硅化黄铁矿脉顶与底
,

发育浸染状黄铁矿化
。

硅化黄铁矿脉及其顶底的黄铁矿化

带
,

总厚 0
.

9 至 1
.

Om
。

金平均品位 5 X 10
一” 。

硅化黄铁矿脉金 品位可达 2 3
.

OX 10 一“ 。

1 9 6 7 年

以前
,

矿山刻槽取样
,

金品位平均 2
.

43 X 1 0 一 “

的金矿体
,

长 1 6 0 m
,

平均厚 1
.

29 m
。

金品位平均

6
.

31 x 1 0 一 “

的金矿体
,

长 50 m
,

平均厚 0
.

67 m (图 2 )
。

在 3 中段和 4 中段
,

片理化带沿煌斑岩脉

顶面分布
,

硅化黄铁矿脉沿片理化带
,

一部分分布在顶部围岩糜棱岩化花岗岩中
,

一部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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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煌斑岩顶面中理化带 中(图 3 )
。

150
.
‘气尸

曰国回回口
金矿体中的围岩

蚀变
,

主要发育硅化
、

绿 泥 石 化 和 方 解 石

化
。

绿泥石交代黑云

母
,

方解石多呈脉状
。

主要金属矿物是黄铁

矿
。

4
.

2 微 t 元素地

球化学

金矿石 中微量元

素含量见 表 2
。

与 同

一矿区蚀变岩型金矿

1
.

花岗岩 2
.

煌斑 岩脉 3
.

片理化带 4
.

硅化 黄铁 矿脉 5
.

浸 染状分布黄铁矿

图 2 梅林 1 号坑二中段云斜煌斑岩片理化带中硅化 黄铁矿脉

F ig
.

2 T h e silie ifie d p y rite v e in in s e h ito z ed z o n e o f la m p r o p h yre
,

th e Zn d le ve l o f N o
.

1 a dit
,

M
e ili n A u

M in e

相 比较
,

产于煌斑岩脉 中的金矿石
,

A u 、

1 50 . ~ ‘气一

曰圃口口口
1 50 .

匕 4 2
.

1
.

花 岗岩 2
.

硅 化黄铁矿 3
.

片理化 带 4
.

煌 斑岩 5
.

浸 染状

分布黄铁矿

圈 3 梅林 1 号坑三 中段云 斜煌斑岩中硅化黄铁矿脉

F ig
.

3 T h e silie ified p yr ite v e in in la m p r o ph y r e ,

A g
、

A s 、

Bi
、

H g
、

M o 、

Z n 、

C。
、

C r 、

C u 含量

偏低
,

而 V
、

N i含量偏高
。

金 矿石中与金相 关的微量元素为

Bi (y 为 0
.

9 7 )
,

M o (y 为 0
.

8 8 )
。

而同一

矿区 的蚀变岩型金矿石
,

与金相关 的微

量 元 素 为 A g (7 为 0
.

56 )
,

A s (7 为

0
.

7 4 )
,

S b (y 为 0
.

8 6 )
,

H g (下为 0
·

5 9 )
,

Z n 口 为 0
.

8 3 )
,

C u (y 为 0
.

6 3 )
。

金主要 以显微和次显微 自然金包裹

体赋存于黄铁矿中
。

在显微镜下
,

一般很

少分辨出 自然金
。

偶尔可见粒径 0
.

0 18

X 0
.

0 0 9m m 和 0
.

0 1 4 X O
.

0 0 9 m 的显微

金
。

the 3 rd le v e l o f N o
.

1 a d it
,

M
e ilin A u

M in e

表 2 宁城地区煌斑岩中金矿石的微 , 元素 ( x 1 0 一 ‘)

T a b le 2 M ie r o 一 e le m e n ts in A u o re o f la m p r o p hy r e ty洋
,

N in g eh e n g A r e a

样样 品 名 称称 A uuu A ggg A sss S bbb B iii H 日日 M ooo VVV Z nnn
Cooo C uuu Pbbb M nnn C rrr N iii

产产 于越班岩眯 中的全 t 石(5 件平均 值))) 1 1 1 999 6 9333 6
。

7666 2 2 222 8 2 222 0
。

3 555 7 2 666 6 8
。

111 34 9 7 222 25
.

2222 26 3
。

5 222 49
.

8吕吕 1 19 3
‘

7 444 2 3
.

4 666 15
.

5666

网网一犷区蚀 变岩金犷 石( 12 件 平均值 ))) 35
。

2555 2 5
.

1 111 1 61
.

2 555 1 85 5555 16
t

0 666 13
。

4 111 13 3 333 48
.

2222 29 4
‘

8 ,, 4 1
.

444 15 5 7 111 2 1
.

6444 1 03 3 333 4 0
。

0 333 14 9444

侧试单 位
:
冶金工业 部保定 物探院侧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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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包裹体地球化学

金矿石 中石英的气
、

液包体小于 2拜m
。

目前国内技术水平
,

测不出如此小的包体均一湿

度
。

同一矿 区 蚀变 岩型 金矿 的石英包 体均一 温度 为 2 64 ℃
,

成 矿压 力 1 2 OMP a ,

成矿 深度

4
.

Ik m
,

可以作为煌斑岩脉中金矿成矿条件的参考
。

石英包裹体的成分见表 3
。

物理化学参数

见表 4
。

裹 3 宁城地区煌斑岩中金矿石石英包体成分

T a ble 3 C o m 卯
s itio n o f q u a r t z in elu sio n in A u o r e o f la m p r o p hyre

编编号号 气 相 成 分 X 1 0 一 666 液相成分 (g / I)))

HHHHH 222 0 222 N 222 C H 吸吸 C ZH 666 C000 C《)222 H 2 000 F 一一 C I一一 以)产一一 K +++ N a +++ C a Z +++ M g Z +++

555 包
一 111 0

。

0 333 0
.

000 7
.

9 777 8
.

5 444 0 000 0
.

000 2 1
。

9只只 只q o
。

R qqq 王2
.

7 333 6
.

2666 2 1
.

2333 4
。

0 222 2 0
.

0 777 8
.

1 333 0
.

8 999

555 包
一 222 0

.

0 444 0
.

000 4
.

9 666 5
.

1 999 O
。

OOO O
。

OOO 1 6
.

666 6 1 1 0 888 5
.

444 8
.

4 111 1 7
.

3 999 2
.

8 888 17
.

7 999 3
.

6 777 0
.

000

侧试单位
:
有色 总公 司北京 矿产地质所

裹 4 宁城地区煌斑岩中金矿石成矿物理化学参数

T a ble 4 M
e t a llo g e n ie ph y sioc h e m iea l p a r a m et re s o f A u o r e in la m Pr o p hy r e

编编号号 盐度度 矿化度度 PHHH E HHH RRR lo g fff lo 梦梦 l哪哪 los fff lo g fff N
a + / K +++ C a

/// F/ C lll C《〕2 ///

WWWWW t %%% g / IIIII VVV 还原参数数 H 222 C H 今今 C 《JJJ C《
~

)222 O 22222 C a
十M ggggg H ZOOO

555 包一111 1
.

7 222 7 3
.

3 333 5
.

6 111 一 0
.

5 777 l 111 一 0
.

2 222 1
.

3 111 一 2 8666 1
.

222 一 3 4
.

6 555 8
。

4 777 3
.

6333 3
.

888 0
。

0 222

555 包一 222 2 2 222 5 5
.

5 444 5
.

6 888 一 0
.

5 777 0
.

9 111 一 0
.

1 111 1
.

0 999 一 2
.

8777
.

1
.

0 777 一 3 4 5 999 1 0
。

4 777 8
.

4 333 1
.

222 0
.

0 111

侧试单位
:
有色总公 司北京 矿产地质所

煌斑岩中金矿石
,

石英包体成分和物理化学参数特点如下
:

(1 )富含 N a + 、

C a , + 、

5 0
‘’一 、

CH
, 、

F 一 、

C I一
,

并且 5 0
4
卜> F 一 > C I一

,

N a + > C a Z+ > K + 。

(2 )N a / K 平均值为 9
.

7 4
,

N a / C a + M g 平均值为 6
.

0 3
。

(3 )F / C I平均值 2
.

5
。

(4 )成矿流体属 N a+
一

K + 一

F一Cl 一5 0
‘

型
。

与同一矿区蚀变岩型金矿相比
,

煌斑岩脉中金矿

石石英包体成分
,

CH
; 、

N
Z 、

CO
: 、

H
Z
O

、

F 一 、

C I一
、

5 0
4 2一 、

N a + 、

Ca Z + 浓度更高
,

矿化度
、

N a / K
、

F / CI

值偏高
。

而盐度和 N a/ C a + M g 值偏低
。

CO
:

和 N
:

含量较高
,

比较接近地慢气的组成特点
,

并

来源于地慢去气作用
。

(5 )还原参数值大
,

为还原环境
。

PH 值为 5
.

61 至 5
.

68
,

为弱酸性环境
。

而同一矿区的蚀变

岩型金矿
,

为氧化环境
。

4
.

4 氮权同位素地球化学

金矿石 中石英 子
8
0 和其包 体 古D 测试结果见表 5

,

质谱计型号为 M A T 25 1 EM
,

石英 子
“

O编的测试方法为 B rF
S

法
,

石英包体 占D 编的测试方法为爆裂法取水
,

锌法制氢
。

分析精度均为

士 2编
,

在 台I)一
一

6DI
吕
O

H 2 0 直角座标图上
,

投影点偏离原始岩浆水
、

变质水和地慢初生水
,

向克雷

格线
“

漂移
”
(图 4 )

。

据 C r a ig 等 (1 9 7 6 )
、

黑 田等 (1 9 7 8 )报导
,

地慢初生水的 占‘SO
H Z。一 4

·

5一 7%。 ,

aD - 一 6 0 ~ 一 1 0 0编
,

说 明本区金矿成矿热液为发生过同位素交换的慢源 C一H一O 流体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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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气降水加人
。

金矿成 因类型为慢源 C一H一 0 流体分异演化热液型金矿
。

衰 5 金矿中石英红权同位介橄据

Ta ble s
·

H yd r o ge n a n d o x y乎n lso toPe d a ta d er 二
v

ed for m th e q u a r d z in A u o r e

编编 号号 测定矿物物 合‘80 (输 ))) 占D (编 ))) C
ooo

6 , ‘

氏
20 (编 ))) 资料料

(((((((SMOW ))) (SMO W ))))) (SMOW ))) 来源源

555 包一 111 石英英 9
.

999 一 8111 2 6 444 1
.

5 888 本文文

测试单位
:

地质矿产部矿床地质所

慢源 C一H一O 流体

是一种高温高密度的超临

界流体
,

其 中的挥发分 主

要是 H
Z
O 和 CO

: ,

含少量

C I
、

F
、

S
、

P 及惰 性气体等

组分
,

流体中溶解 了大量

的常量及微量元素
。

由于

元素的不一 致溶解行为
,

使流体中溶质成分既不同

于地慢的物质组成也不同

于慢源熔体〔7 , 。

占D练

5 成 矿模式 和 找

矿前景

变变变变变变质水水

石石门卜卜卜卜nnnnn门门门门

一 1 0 一 8 一 6 一 4 一 2 0 10 1 2 1 4 1 6 1 8 20 22 24 2 6

占‘, 0 。: o %

10即305060407080加00102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1刊

5. 1 成矿模式

目前 国内外学者
,

都

认为形成煌斑岩的初始成

图 4 内旅宁城煌斑岩中金矿 8

卜sls 0 H Z。
关 系圈

Fig
·

4 SD一8 18 O H 2 0 p lo t o f A u o r e in la m p r o p hy re

岩物质通常来源较深
。

黄智龙 〔5〕报导
,

云南老王寨金矿区 云煌岩和云斜煌岩的 S r 、

N d 同位素

组成基本一致
,

表 明两者具共 同来源
。 “,

S r /s
6
S r 比值高于原始地 慢现代 值 (0

.

70 4 5 )
, ’峨3

N d/
, “

N d 比值低于原始地慢现代值 (0
.

5 1 26 38 ) ;计算 的 ‘ > 0
,

知
d

< O
,

暗示本 区煌斑岩源于交代富

集地慢
。

而且
,

煌斑岩浆活动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构造背景
,

如会聚板块的边缘构造带
,

在拉伸条

件下
,

延深达地峻的构造才会发生并侵人到地壳浅部
。

本区煌斑岩脉带总长 60 Om
,

单条煌斑岩脉厚 4 m 余
。

在煌斑岩与围岩花岗岩的接触部位
,

可见碎裂流动构造
,

说 明煌斑岩是沿先韧脆性断裂后拉伸的深达地慢的断裂构造侵位
。

所以
,

推断本区煌斑岩沿倾斜
,

有较大的延伸
。

由于本区位于辽冀蒙地体拼贴增生构造带
,

出露地层为古亚洲洋板块
。

在一系列大洋开
、

合及俯 冲
、

碰撞造山过程中形成的蛇绿杂岩
。

因而
,

推断引起地慢交代作用的流体
,

是板块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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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宁城地 区煌斑岩 与金矿

冲
,

使富含 A L K
、

LR E E 及不相容元素的海底沉积物被带人地慢
,

脱水作用所形成的流体
。

{

正如前述
,

本 区沿煌斑岩内
,

或沿其与花岗岩接触面
,

发育韧性剪切片理化带
,

含金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
,

在构造动力驱动下
,

沿 片理化带贯人
,

在地壳浅部形成硅化黄铁矿脉及其顶
、

底

的浸染状黄铁矿化
。

煌斑岩脉形成于燕山期之前
,

而产于煌斑岩脉中的金矿
,

形成于燕 山期
。

5
.

2 煌斑岩是宏观找金的标志

控制煌斑岩脉的超壳深大断裂
,

在本区是受力后
, ‘

易于碎裂的部位
,

所以
,

晚期构造活动
,

韧性剪切断裂便叠加在了煌斑岩脉中
。

这是煌斑岩脉中赋存金矿体的主要原因
。

其次才是煌

斑岩的
“

界面效应
” 。

煌斑岩的造岩矿物 中
,

原生包裹体含有一些强还原性气体
,

如 H
Z
S

、

CH
4

和

CO 等
,

使得煌斑岩的还原能力较强
。

前述 中曾说明
,

本区金矿成矿环境为还原性质
。

煌斑岩脉群分布的区域
,

其大地构造背景和构造性质
,

有利于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金矿成矿

溶液的上侵和沉淀
。

这是宏观找金的标志
。

而当在煌斑岩脉 中发现晚期叠加其上的韧性剪切

片理化带时
,

便应注意在片理化带中
,

是否发育金矿化
。

而当发现金矿化时
,

就可能定位定量预

测金矿体的分布
。

6 结语

本 区走 向北东 的煌斑岩脉群
,

云斜煌斑岩内
,

发育韧性剪切片理化带
,

沿此片理化带赋存

金矿体
。

主要金属矿物是黄铁矿
。

金主要以显微和次显微 自然金包裹体
,

赋存于黄铁矿中
。

微

量元素 v
、

Ni 浓度偏高
。

与金相关的微量元素为 Bi
、

M。 。

石英中的气
、

液包体小于 2拌m
。

石英

包体成分富含 N a + 、

Ca Z+ 、

5 0
4 ’一 、

CH
; 、

F 一 、

C I一
,

并且 5 0
4
卜 > F 一 > C I一

,

N a + > C a Z+ > K + 。

成矿

溶液盐度低而矿化度高
,

弱酸性还原环境
。

石英包体氢氧同位素测试结果说 明
,

金成矿溶液为

来 自下地壳的
,

发生过同位素交换的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丫
,

并有大气降水加人
。

燕山期之前的煌斑

岩脉群的分布
,

揭示会聚板块边缘
,

拉伸条件下
,

深达地慢的断裂构造的产状
,

燕山期韧性剪切

断裂叠加在煌斑岩脉上
,

为地壳深处的矿液上侵
,

提供了通道
,

并沉淀成矿
。

由于金元素与煌斑

岩都来 源于上地慢
,

并金矿与煌斑岩形成的构造背景相 同
,

所以在较大空间尺度上
,

金矿 与煌

斑岩具有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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