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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金矿成矿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
L

刘腾 飞
(中南 冶金地质研究所 宜 昌 八 3 。。3)

提 要 在详细论述桂东地 区金 矿床赋存的构造地质 环境
、

控矿地层 岩性 及岩浆活动 与金矿化关

系等成矿地质特征基础上
,

通过矿石微量元 素和稀土元素特征及硫
、

铅
、

氢 氧等 稳定 同位素组成特

征研究证实
,

成矿物质 以深源岩浆为主
、

混有少量壳源物质
;
成矿流体为岩浆 水

,

后期混有少量变质

水和大气降水
,

矿床具多源
、

多成因及多期次成矿特征
,

矿床成因类 型 主要有 岩浆热液
、

变质热液和

复合叠加类型
,

而以后者为主
。

关健词 金矿 成矿特征 矿床成 因 桂东地区

桂东地区泛指广西东部广大地区
,

这里金矿床 (点 )较多
,

金矿化分布很普遍
,

历年来是广

西重要的黄金产地
,

是多种金矿类型共存区域
,

主要为含金石英脉型 和 破碎蚀变岩型金矿
,

近

年来还发现斑岩型和硅化砂岩型金矿
。 “

八五
”

期间
,

我们在担任原国家黄金局的科研项 目中对

该区进行了野外地质调研
,

对该区金矿的成矿地质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和研究
,

并据矿床地球

化学特征探讨了矿床成因
,

认为该区金矿床成因比较复杂
,

具多成因特点
,

但 以复合叠加 型金

矿为主
。

1 控矿构造作用

桂东地区处于华南板块南缘的云 开隆起西北部
,

由于受太平洋板块活动影响
,

使印支一燕

山期构造岩浆活动特别强烈
,

早期受南北向强烈挤压作用
,

形成一系列密集的东西向褶皱和 断

裂
,

构成本区主体构造骨架
,

后期以东西向应力为主
,

表现为以升降运动为主导而具断块构造

特征
。

在南部由于受后期近东西向强烈挤压作用
,

形成北东向的韧性剪切带
,

区域变质及混合

岩化强烈
,

形成北东向的构造
一

岩浆活动带
。

控矿构造作用主要表现在
:

(l) 矿体受北东向和近东西向脆韧性剪切带控制
,

剪切带内岩石退化变质作用明显
,

并具

有一般脆
一

韧性剪切带所具有的宏观和微观特征
。

金矿化与构造发展演化关系密切
,

早期韧性

剪切变形促使含金地质体中的金发生活化迁移
,

由高变形部位向低变形部位聚集而成矿
。

矿体

产于剪切带 中近东西或北东向压扭性断裂带内
,

因而矿体形态
、

产状和 规模与韧性剪切带基本

一致
。

¹ 收稿 日期
: 29 9 6 一12一12 改回 日期

: 29 9 7一0 6 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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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床受北北东向与近东西向构造的复合部位控制
。

该区除发育近东西 向主体构造外
,

还有次级北北东 向和北北西向构造
,

在两组断裂构造复合部位就有金矿床分布或小岩体侵入
,

如古袍
、

六岑等金矿就位于此种构造有利部位
。

构造上的等距规律
,

导致矿化 区大体以 ZOkm

间距分布
。

(3 )具多期次活动的断裂控制金矿化强度
,

该 区断裂都具多期次继承性活动特征
。

如控制

桃花金矿的断裂破碎带
,

曾发生过多次强烈活动
,

沿断裂带有花岗闪长岩侵人
,

并遭受多次强

烈挤压作用已变质成绿泥石片岩
; 石英脉也强烈被破碎

,

其角砾磨园
、

拉长的现象相当明显
,

在

该处金矿化特别富集
,

往往形成富矿段
。

(4) 断裂的弧形转折部位控制富矿体
。

因断裂弧形转折部位是构造变动时应力最集中的地

方
,

岩石破碎强
、

裂隙发育
,

蚀变也很强烈
,

有利于金的富集
。

如桃花金矿区矿化带长 5 6 0 0 m
,

富

矿体仅产于老矿山
、

王妖山
、

科洞和鸡冲四个弧形转折部位
,

其 中以老矿山地段弧形转折最强

烈
,

矿体规模最大
,

矿石品位也最高
。

2 地层及赋矿地层特征

区 内金矿多赋存于寒武系水 口群浅变质砂页岩内
,

据初步统计
,

产于水 口群内的金矿数占

该区总数的 86
.

7 %
。

矿床
、

矿点 (化)密集分布
,

成群成带产出 (图 1 )
,

金矿化与硅质岩
、

碳泥质

砂页岩关系密切
。

寒武系水 口 群总厚达 9 0 0 0 余米
,

为一套巨厚的地槽型类复理石碎屑岩建造
,

据硅质岩条

带及岩性变化特征可划分清溪和边溪两个亚群及五个岩性段
,

岩性总的特征是灰
、

灰绿色砂

岩
、

页岩夹多层碳质页岩及含碳砂页岩等
,

区域变质作用较弱
,

局部形成浅变质的石英岩
、

千枚

岩
、

板岩及变质砂岩等
。

根据我们沿地层剖面系统采样分析结果 (表 1 )
,

表明金的丰度值变化范围为 2
.

94 X 1 0 一 ,

~ 6
.

0 义 1 0 一 9 ,

平均为 4
.

31 x 10 一 9 ,

稍高于地壳丰度值
,

其中水 口群顶底部岩层金的丰度值相对

较高 ; 而 A g
、

A s 、

S b 等指示元素的丰度值分别为地壳丰度值的 9
、

10
、

7 倍
,

并与 A u 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
,

因而
,

A g
、

A s 、

S b 等元素可作为该区化探找金的重要指示元素
。

在水 口群各类岩石中
,

不论是 区域地层或矿区围岩
,

都以含碳质高的砂页岩
、

硅质岩或粘

土岩金的丰度值相对 比其它岩类高 (表 2 )
,

表明有机碳对金有强烈的吸附作用
,

含碳质岩层有

利于金达到初始富集形成矿源层
。

事实上
,

在古袍
、

龙水
、

超德和隆盛等金矿中大多富矿体都产

在含碳质较高的围岩 内或在含碳质岩层内
,

反映碳质与金矿化有密切关系
。

从表 2 还可看出
,

矿区 内各类岩石金的平均含量比区域地层内相应岩石要高得多
,

特别是

岩石经热液蚀变活动和构造破碎作用后
,

A u 及其它元素含量显著提高
,

一般提高 90 ~ 100 倍

以上
,

表明该区金的活化迁移能力很强
,

能在后期各种地质改造作用中富集成矿
。

地层岩性不 同对金矿化类型和规模也有一定的影响
,

如砂岩性脆
、

裂隙发育
、

渗透性好
、

易

受断裂破碎而形成规模相对较大的破碎蚀变岩型金矿
,

如龙水
、

桃花金矿 ; 而页岩岩性相反
,

只

能形成规模相对较小的石英脉型 金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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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 山期花 岗岩 5
.

海西期 花岗岩 6
.

加 里东期花岗岩 7
,

加里东期 花岗闪长

岩 8
.

地质界线 9
.

断层 10
.

中型金矿床 1 1
.

小型金矿床矿点或矿化点

¹—
龙水金矿 º 挑花 金矿 » 古袍金矿 ¼ 六岑金矿

图 1 桂东金矿地质简图

Fig
.

1 G e o lo g ie a l s ke t e h o f E a s t G u a n g x i

水 口群各类岩石的微量元素平均值见表 3 ,

其浓度克拉克值 (N )大于 1 的元素主要有 Bi
、

T e 、

A s 、

Pb
、

Z n 、

M O
等

,

表明这些元素在地层 内较为富集
。

均方差和变异系数是反映某一元素

丰度值的绝对和相对离散程度
,

从表 1 和表 3 可看出 A u 、

A g 及其它微量元素的均方差和变异

系数都相对较大
,

表明对金矿化有利
。

根据对该区金的赋存状态研究
,

金的载体以黄铁矿等金属硫化物为主
,

金多以 自然金等独

立矿物赋存于硫化矿物之晶隙
、

裂隙及包裹体内
,

多为易释放金
,

在后期强烈的构造变动 和岩

浆热液活动等地质改造作用中金易被活化
、

迁移而富集成矿
,

金在地层内的丰度值并不很高
,

但仍可将水 口群视为初始矿源层
,

为该 区金的成矿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来源
。

3 岩浆活动与金矿化关系

区内花岗岩浆活动强烈
,

以东南部最发育
,

主要为加里东期到燕 山期的酸性和 中酸性的花

岗岩
、

花岗闪长岩等
。

各类岩体与金矿化有密切的时
、

空和成因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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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岩体中金及其它微t 元素含 , 高

本区 与金矿化有关的主要岩体金及微量元素含量见表 4
,

由表可知
,

岩体 中 A u 、

A g
、

Cu 、

Pb
、

Z n 、

A s 、

S b
、

M。 、

Bi 等元素含量高
,

多数超过同类岩体的丰度值
,

对金矿化有利
。

通过相关分

析
,

A u 与 A g
、

A s 、

S b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表明这些元素可作为判别岩体含金性的指示元素
。

表 1 水 口群 A u 、

A g 等元索丰度及特征值统计裹

T a b le 1 A u
、

A g a b u n d a n ce o f sh u ik o u G ro
u P

群群群 亚群群 岩性段段 数值值 分析结 果 (A u 为 10 一 , ,

C 为 %
,

其它为 10 一 6 )))

特特特特特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AAAAAAAAAAA uuu A ggg A sss S bbb H ggg 有机碳 (C )))

水水水 边边 上上 nnn l 333 l 333 888 888 888 888

口口口 溪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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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段段段段

群群群 亚亚亚 XXX 6 0 777 0
.

5 888 9
.

1 333 6
。

4 999 0
。

1 777 0
。

1 444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SSSSSSSSSSS 4
.

8 555 0
.

3 555 5
。

6 222 9
.

2222 0
.

0 888 0
.

1 555

NNNNNNNNNNN 1
.

7333 7
.

2 777 4 1555 10
。

4 777 2
。

1 666 0
。

5 000

CCCCCCCCC v (% ))) 8 000 6 0
.

777 6222 14 222 4 999 1 1 333

中中中中中 nnn l999 l 999 1999 1 999 1999 1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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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XXXXXXXXXXX 5
.

0 111 0
.

3 777 4 7
.

333 2
.

5 444 0
.

1 111 0
.

4 555

SSSSSSSSSSS 7
.

3 333 0
.

3 000 10 5
.

444 2 5 666 0
.

0 777 0
.

2 777

NNNNNNNNNNN 1
.

4 333 4
。

6 333 2 1
.

5 111 4
.

1000 1
。

3 888 1
。

6 111

CCCCCCCCC v (% ))) 14 666 8 111 2 2 333 1 0 111 6 444 6 000

下下下下下 nnn 2 222 2 222 2 222 2 222 2 222 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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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XXXXXXXXXXX 2 9 444 0
.

6 666 1 8
.

0 444 2
.

7 333 0
.

1 111 0
.

3 000

SSSSSSSSSSS 3
,

2 000 0
.

4 555 1 4
.

8 222 2
.

2 666 0
.

0 555 0
.

1 888

NNNNNNNNNNN 0
。

8 444 8
.

2 555 8
.

2 000 4
.

4 000 1
.

3 888 1
.

0 777

CCCCCCCCC v (% ))) 10 999 6 888 8 222 8 333 4 333 6 666

清清清清 上上 nnn 2 lll 2 111 2 111 2 lll 2 111 2 lll

溪溪溪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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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段段段段

亚亚亚亚亚 XXX 3
.

6 666 0
.

7 333 1 3
。

9333 7
.

3 111 0
。

1 333 0
.

2 666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SSSSSSSSSSS 3
.

8 888 0
.

7666 1 3
.

2222 6
.

6 666 0
.

0 666 0
.

3 222

NNNNNNNNNNN 1
.

0 555 9
.

1333 6 3 333 1 1
.

7999 1
.

6 333 0
.

9333

CCCCCCCCC
v
(% ))) 1 0 666 10 444 9 555 9 lll 4 666 12 333

下下下下下 nnn 1 1
...

l 111 l lll l 111 l 111 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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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XXXXXXXXXXX 5
.

0 111 1
.

5 555 1 4
.

0 666 3
。

0 999 0
.

0 999 0
.

2 111

总总平均值值 乏XXX 4
.

3 111 0
.

7 222 2 2
.

4 111 4
.

2 999 0
.

1 222 0
.

2 9 777

地地壳 丰度值 (黎彤 1 9 6 5))) 3
.

555 0
.

0 888 2
.

222 0
.

6 222 0
.

0 888 0
.

2 888

注
: n

—
样品数

,

X

—
算术平均值

,

S

—
均方差

,

N

—
浓度克拉克值

,

Cv( % )

—
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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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金矿化空间展布与岩体密切相关

本区金矿和岩体在空间上相互依存
,

有不可分割性
,

表现在
:

矿体赋存于岩体内之断裂破

碎蚀变带内
,

如张公岭金银矿
、

古里脑金矿 ; 矿体产于岩体接触带上
,

如龙水
、

六岑等金矿 ; 矿体

产于岩体附近围岩地层内
,

两者在深部相通
,

如古袍金矿
。

表 2 水 口群各类岩石 A u
等元素丰度值统计表

T a ble 2 M in e r a liz a tio n elem en t a bu n d a n e e o f r o e k u n its in S h u ik o u G r o u P

岩岩类类 取样样 样数
---

分析结 果 (A u
为 1 0 一 ” ,

C 为%
,

其它为 1 0 一 ““

部部部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AAAAAAAAA uuu A ggg A sss S bbb H ggg 有机碳 (C )))

砂砂岩岩 区域域 3 999 2
.

9 666 0
.

7 111 2 6
.

8 666 4
.

2 333 0
.

1 111 0
.

2 444

矿矿矿区区 5 000 1 5
.

3 888 0
.

8 999 3 8
.

1 555 1
.

6 111 0
.

1 333 0
.

4 555

硅硅质岩岩 区域域 999 5
.

3 333 0
.

9 777 1 8
.

7 888 5
.

8 444 0
.

1 333 0
.

1 777

矿矿矿区区 999 2 2
.

8 333 0
.

7 666 1 4 4
.

2 666 1
.

1 111 0
.

0 666 0
.

4 000

页页岩岩 区域域 777 5
.

4 444 0
.

7 777 1 5
.

3 333 5
.

7 777 0
.

1 777 0
.

1 666

矿矿矿 区区 l lll 1 0
.

2 555 0
.

9 111 2 8
.

4 444 1
.

3 888 0
.

1 000 0
.

4 222

碳碳质质 区域域 999 8
.

5 222 0
.

3 000 1 7
.

8 777 2
.

3 111 0
.

0 444 0
.

3 888

砂砂页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矿矿矿 区区 666 2 0
.

5 333 1
.

8 777 4 6
.

3 000 1
.

6 777 0
.

1 000 1
.

3 333

粘粘土岩岩 区域域 l000 1
.

7 888 0
.

6 111 1 4
.

6 000 1
.

3 222 0
.

0 999 0
.

4 111

矿矿矿 区区 777 2 2
.

000 1
.

1 666 7 3
.

5 666 2
.

6 888 0
.

0 888 0
.

3 666

板板岩岩 区域
...

999 5
.

1 444 0
.

6 777 1 6
.

3 000 2
.

8 888 0
.

0 888 0
.

2 444

地地壳丰度值 (黎彤 1 9 6 5))) 3
.

555 0
.

0 888 2
.

222 0
.

6 222 0
.

0 888 0
.

2 888

表 3 水 口群的微t 元素含 t 统计表

T a ble 3 M in o r ele m e n t a n a lys is o f S hu ik o u G r o u P

数数值值 分 析 结 果 (1 0 一 “)))

特特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CCCCC uuu Pbbb Z nnn A sss C rrr
M

000 Biii C ooo N iii Seee T eee VVV

nnnnn 1 777 1 777 1 777 l777 1 777 l777 l777 1 777 l777 1 777 l777 1 555

XXXXX 3 6
.

5 666 5 3
.

3 111 1 5 3
.

8 666 2 0
.

4 888 4 9
.

888 1
.

9 888 1
.

3 333 1 4
.

4 444 3 3
.

8 111 0
.

0 888 0
.

0 999 1 2 5
.

444
}}}}}}}}}}}}}}}}}}}}}}}}}}}}}

SSSSS 1 5
.

2 111 5 8
.

3 111 8 1
.

7 666 1 0
.

9 444 8 1
.

555 3
.

0 111 3
.

1 333 7
.

4 111 1 5
.

3 333 0
.

0 666 0
.

0 999 1 0 5
.

999

NNNNN 0 5 888 4
.

4 444 1
.

7 111 9
.

222 0
.

4 555 1
.

5 222 3 0 9
.

111 0
.

5 888 0
.

3 888 1 0 777 1 6 3
.

333 0
.

9 000

CCCv (% ))) 0
.

4 222 1
.

0 999 0
.

5 222 1
.

0 555 1
.

6 444 1
.

5 222 2
.

3 555 0
.

5 111 0
.

4 555 0
.

7 555 1
.

0 000 0
.

8 888

地地壳 丰度度 6 333 l222 9 111 2
.

222 1 1 000 1
.

3 000 0
.

0 0 4 333 2 555 8 999 0
.

0 7 555 0
.

0 0 0 5 555 1 4 000

注
: n

、

X
、

S
、

N
、

C
v

的数值特征意义 同表 1
,

地壳丰度值据黎彤 ( 196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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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岩成矿的同一性

本区岩体的同位素年龄为 1 06 又 1护一 4 65 又 1 06
,

侵人时代为加里东期至燕山期
,

而成矿时

代也是加里东期和 燕山期
,

以加里东期为主
,

成矿的铅同位素年龄值与成岩年龄基本一致
,

如

古里脑岩体错石的 U
一

Pb 年龄为 4 65 X l护
,

矿石中黄铁矿的模式年龄为 40 5
.

57 X 1 0 “
,

表明成

矿年龄稍晚于成矿年龄
。

表 4 岩体金及其微t 元素含 . 分析结果表

T a b le 4 M in o r e lem e n t a n a lys is (in c lu d in g A u ) o f g r a n itie r o c k b o d ies

岩岩休休 岩 类类 分析结果 (A u
为 10 一 9

,

其它为 10 一‘‘

名名 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AAAAAAA uuu A ggg C uuu Pbbb Z nnn A sss S 666 M
ooo B lll C ooo N iii Seee T eee C rrr VVV

大大宁宁 花岗闪长岩岩 7 888 0
.

6 888 4 0 000 3 0
.

000 4 0
。

000 1 7
.

444 1
.

4 888 1
.

7 222 0
.

7 555 9
.

9 222 9
.

333 0
.

0 8 777 0
.

1 333 1 6
.

777 9 2
.

222

古古里脑脑 花 岗斑岩岩 3 8
.

000 0
.

8 999 7 8 222 3 2
.

333 7 8
。

lll 2 7 4
。

555 1 4 2
.

666 1 0
.

444 1
。

4 777 6
。

lll 7 4 666 0
.

6 111 0
。

1 555 5 4
。

000 3 6
.

777

六六岑岑 岩脉脉 1 0
.

000 1
.

111 5 5 222 8 4
。

000 3 8
。

000 8
.

555 l
。

999 8
.

222 3
。

444 5
.

333 5 888 0
。

1 333 0
.

0 555 4 7
。

777 1 8
.

222

大大黎黎 花 岗闪长斑 岩岩 6
.

000 3
.

888 1 1 2
.

333 2 1
。

777 1 6 2
.

777 1 0 1
。

000 3
。

444 4
,

777 0
.

888 0
。

8 666 3
。

5 222 0
.

1 888 0
.

0 777 1 2
。

555 8 7
。

lll

古古龙龙 石英闪长岩岩 1 4
.

000 2
.

999 1 1 2
.

333 2 4
.

111 5 4
.

222 7 8
。

000 0
.

6 000 l 555 0
.

555 1 4 8 555 6
.

1 666 0
。

1 222 0
.

1 1 222 2 5
。

000 1 2 1
。

000

社社山山 花岗闪长岩岩 2
.

000 2
.

111 1 4 000 2 1
.

777 6 7
.

888 4 5
。

000 0
.

5 222 1
.

111 0
.

444 1 4
.

111 7
.

999 0
.

0 888 0
.

0 888 12
.

555 1 4 5 222

新新地地 花岗岩岩 4 9
。

000 1 6 444 1 1 2
.

555 1 5
.

555 5 4
.

777 1 0 3
.

000 0
.

3 555 0
。

666 0
。

666 3
。

9 111 4
。

444 0
.

0 888 0
。

0 888 1 2
.

555 1 4
。

000

夏夏郑郑 花岗闪长岩岩 2
.

555 1
.

777 1 1 2
.

333 3 4
.

111 1 0 8
。

555 3 9
.

888 1
.

6 555 2
.

222 0
。

7 555 1 0
.

999 6
。

222 0
。

0 666 0 0 444 1 2 555 7 2
.

666

样样数 (n ))) l666 l666 999 999 999 1 555 l555 1444 1 555 1 555 1 555 1 555 1 555 l555 1 555

平平均值 (X ))) 9
.

2 222 2
.

0 888 9 6
.

444 1 8 0
。

666 9 0
.

333 2 6
.

999 1
.

5 222 2
。

7 444 0
。

8 444 9
.

2 000 7
.

9 777 0
。

0 999 C
.

0 999 2 7
。

666 5 7
。

999

均均方差 (S ))) 1 0
.

999 3
.

8 333 4 8
.

444 3 0 1
。

444 5 6
.

888 3 5
.

333 0
.

9 000 3
。

1 444 0
。

7 222 3
.

8 777 3
.

4 888 0
。

0 444 0
.

1 666 3 8
。

lll 3 7 888

变变异 系数 (C v
写))) 1 1 888 1

。

8 444 0 4 444 1
.

6 777 0
.

6 333 1
.

3 111 0
.

5 999 1
.

1 555 0
.

8666 0
.

4 222 0
.

4 444 0 3 999 0 6 999 1
.

3 888 0
.

6 555

闪闪 长岩丰度值 (维氏 1 9 6 2 ))) 3
.

555 O
。

0 777 3 555 1 555 7 222 2
。

444 1
.

222 0
.

999 0
.

0 111 1 000 5 555 0
.

0 555 0
.

0 888 5 0
.

000 1 0 000

3
.

4 矿化与同熔型 ( I 型 )岩体关系密切

桂东地区 有两类成因花岗岩即同熔型 ( I 型 )和重熔型 (S 型 )花岗岩
,

而金矿化主要与 同

熔型花岗岩关系更密切
,

其矿石稀土元素参数和配分与同熔型岩体基本一致
。

4 矿石微量元素与稀土元素特征

4. 1 微量元素

由矿石微量元素的分析结果 (表 5) 可知
:

¹ 矿 石中 A u 、

A g
、

C u 、P b
、

Z n 、

A s 、 S b 等元素含量

较高 ; º 在不同矿石类型 中
,

微量元素含量有一定差别
,

石英
一

硫化物型矿石 以 A u 、

C u 、

Pb
、

A S 、

C。
、

Z n 、

S b 高为等征
,

这些元素都是该区化探找金的重要指示元素 ; 多金属硫化物型 和蚀变岩

型以 A g
、

M 。 等元素含量高为特征 ; » 各类金矿石中主要成矿元素 A u 、

A g
、

C u 、

Pb
、

Z n 等在空

间上有一 定的变化规律
,

即在水平方向上
,

它们常具有共消长关系 ; 而在垂直方向上
,

A u 、 Pb
、

Z n 等元素有从地表向深部逐渐增高的趋势
,

表明这些元素与深源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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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稀土元素

桂东金矿床矿石和岩体 的稀土元素组成 (表 6) 说 明
:

¹ 矿石 乏R E E 总量低
,

而 艺L R E E /

艺H R E E 比值大
,

属 艺R E E 富集型 ; 6E u0
.

68 一 0
.

94
,

为 E u 弱负异常富集型配分模式
,

配分曲线

呈锯齿跳跃状 (图 2 )
,

反映矿液演化多阶段成矿特征 ; º 金矿石与岩体稀土特征参数相似
,

表

明二者具有成因联系
; » 从 图 2 可看出

,

金矿石与地层围岩的稀土配分曲线彼此拉开
,

形态不

一致
,

反映成矿物质主要来 自深源岩浆岩体
。

表 5 桂东金矿各类矿石的微 t 元素组成表

T a ble 5 M in o r e l e m e n t a n a ly sis o f A u o r e s in E a st G u a n g x i

矿矿石类型型 数值值 分 析 结 果 ( 10 一 “ )))

特特特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AAAAAAA uuu A ggg C uuu Pbbb Z nnn M ooo Cooo N iii A sss S bbb B iii Seee T eee

石石英
一

硫化物型型 样数数 2777 2777 2777 2777 2777 2777 2777 2777 2777 2777 2777 2777 2777

平平平均值值 72
.

8 555 17 9
.

444 19 60
.

CCC115 0
.

000

}
‘9 “

·

CCC 12
.

222 23
.

555 28
.

222 1
.

4444 6 1
.

888 7
.

9 555 8
.

1999 0
.

8 111

均均均方差差 85
.

8 333 6 9 4
.

111 0
.

6 777 0
.

2999 1
.

1666 9
.

9 333 33
.

888 25
.

111 5
.

6 888 140
.

555 11
.

5 444 29
.

111 2
.

4444

变变变异系数数 1
.

1888 3
.

8 777 3
.

3999 2
.

5 555 2
.

5 777 0
.

8 111 1
.

4444 0
.

8 999 3
.

9 444 2
.

2777 1
.

4555 3
.

5 666 3
.

0 111

多多金属硫化型型 样数数 1555 l 555 l555 l 555 1555 1555 l555 1555 l 555 l 555 l 555 1555 1555

平平平均值值 40
.

6 444 3
.

000 5 0
.

333 38 8
.

888 27 3
.

333 8 9
.

222 7
.

8 555 18
.

111 222
.

333 16
.

999 12
.

555 1
.

4 111 0
.

3444

均均均方差差 55
.

8 444 3 7 333 7 2
.

000 120 111 8 39
.

555 126
.

000 30 9 9
.

CCC 11
.

555 15 7
.

777 5 6
.

222 14
.

222 2 1222 0
.

4888

变变变异系数数 1
.

3 777 1
.

2444 1
.

4333 3
.

0 999 3
.

0 777 1
.

4111 0
.

3999 0
.

6 444 0
.

7 111 3
.

3222 1
.

1444 1
.

5 000 1
.

4 000

蚀蚀变岩型型 样数数 l 111 l lll 1111 l 111 l III 1111 1lll l111 1111 1lll 1111 1lll l111

平平平均值值 26
.

6 444 1445
.

555 6 4
.

444 5 0 8
.

666 137 5
.

CCC 8 8
.

222 8
.

9 777 20
.

555 29 8 888 11
.

666 2
.

6 444 4
.

8 333 0
.

1888

均均均方差差 35
.

5888 3 36 9
.

333 138
.

888 7 5 6
.

666 3O3O
.

CCC 14 9
.

333 10
.

8 000 2 1
.

333 39 7 4
.

CCC138 0
.

CCC 2
.

9 000 9
.

5 666 0
.

3555

变变变异系数数 1
.

3444 2
.

1888 0
.

8 444 1
.

4 999 1
.

6 555 1
.

6 999 1
.

2000 1
.

0 444 1
.

3333 1
.

1999 1
.

0 999 1
.

9 777 1 4 111

表 6 桂东金矿金矿石及岩体的稀 土含 t 统计表

T a b le 6 R E E a n a lys is o f A u o r e a n d g r a n it i c r o ck s in E a st G u a n g x i

序序序 矿石或岩体类型型 芝R E EEE 艺L R E EEE
.

占E uuu 占C eee (旦 、
、、

(契) NNN (鱼、
、、

(
鱼

、
、丁丁

号号号号 ( 10 一 6 ))) 艺H R E EEEEEEE
“

Y b
’’ 0 11111 、

Y b
、、 “

s m ””

11111 石英
一

硫化物型型 22
.

9 999 4
.

0 333 0
.

9 444 0
.

8 999 1 0
.

2 111 2
.

1222 11 5 222 0
.

9 888

22222 多金属硫化物物 5 5
.

0 222 3
.

9 555 0
.

6 888 1
.

1 000 6
.

3222 1
.

8 222 3
.

9 444 1
.

6 777

33333 蚀变岩型型 25
.

0 333 3
.

9 888 0
.

8 444 0
.

8 444 13
.

4 888 1
.

8 666 1 0
.

0 222 1
.

1 777

44444 花岗闪长岩岩 10
.

6 000 2
.

3222 0
.

6 555 0
.

6 888 3
.

3777 1
.

6 333 5 1222 0
.

6 333

55555 花 岗闪长斑岩岩 19
.

4 444 5
.

1222 0
.

8 999 0
.

7 444 8
.

9 999 1
.

5 888 7
.

5 111 1
.

5 000

66666 斑状花岗岩岩 5 4
.

5 666 10
.

6 000 0
.

4333 0
.

8 111 20
.

2333 1
.

8 666 8
.

1222 1 8 999

77777 花岗斑岩岩 8 4
.

3555 6
.

9 555 0
.

8 333 0
.

9 000 2 1
.

9 111 1
.

9 333 9
.

1333 2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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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岭

古里脑

20010050

水袍龙古2010悴晚娜敌、冲协

_ 桃花

六岭

龙 洞

牛皮坑

三岛

英杨关

图 2 桂东金矿稀土元素配分曲线

口 黄铁矿

因 方铅矿

团 闪锌矿

日 黄铜矿

地层
Fig

.

2 R E E p a t te r n o f A u o r e s in E a st G u a n g x i
岩体

(图中序号 1 一 7 同表 6
,

8 ~ 9 号分 别为水 口群砂岩和页岩

的配分曲线 )

1 0 5 0 一 5 一 1 0 , 1 5 一 20 一 2 5 一 3 0 一肠

5 硫同位素组成特征

图 3 桂东金矿硫同位素组成对比图

F ig
.

3 5
一

is o t o p e p a t te r n s o f A u o r e s in E a s t

Gu
a n g x i

通过测定矿石
、

岩体和 围岩地层内的硫同位素组成 (表 7) 及其特征图解 (图 3) 可 看出
:

¹

产于岩体内部的张公岭蚀变岩型金银 矿和古里脑斑岩型 金矿
,

其矿石硫的 护
4 5 平均值为不大

的正值 ( + 1
.

38 %。一 十 1
.

5 2%: )
,

变化范围窄
,

极差小 ( 1
.

29%。

一 4
.

0 0%。)
,

标准差也低 ( 0
.

51一

1
.

14 )
,

其值正向偏离陨石硫值
,

以均匀化程度高为特征
,

塔式分布效应显著并接近正态分布图

形
,

表明其硫同位素组成相 当稳定
,

矿 石硫与岩体硫的同位素组成一致
,

两者硫源相 同并有成

因联系
,

硫源单一
,

成矿的物化条件变化不大
,

硫应来 自地壳深部同 (重 )熔花岗岩浆
,

具深源硫

特征 ; º 产于接触带及其附近的矿床
,

如龙水
、

古袍及桃花等金矿
,

矿石 的 护
‘S 值变化范围较

大
,

大多负向偏离陨石硫值
,

均匀化程度较低
,

极差和标准差也较大
,

塔式效应不十分明显
,

各

矿床中除个别样品外
,

均以绝对值小
,

离散度低
,

别
‘S 平均值也较小为特征

,

表明矿石硫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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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具两重性
,

但矿石硫与岩体硫基本一致
,

硫源 为深源岩浆
,

围岩地层也提供了部分来源 ; »

赋存在岩体外围广大地层内的含金石英脉矿床
,

如钦兴
、

陈龙等金矿
,

其硫同位素组成 以富集

轻硫为特征
,

大多为负值
,

且 护
屯S 值的变化范围

、

极差 和标准差都较大
,

显示壳源硫 同位素组

成特征
,

硫应主要来 自于围岩地层
。

从上述可知
,

矿石硫是多来源的
,

但主要来 自深源岩浆热液
,

次为围岩
一

沉积变质岩系
。

表 7 桂东金矿的硫 同位素组成

T a b le 7 5 一is o t o Pe e o m Po si t io n o f A u o r e s i n E a st G u a n g x i

矿矿床 (点 ))) 岩矿石石 样数数 6 3
‘S 平均值值 台3

‘

S 变化范围围 极差差 标准差差 测定矿物名称称

名名称称 名称称称 ( %。

))) ( %
。))) ( R ))) (6 )))))

张张公 岭岭 矿石石 2 444 + 1
.

5222 一 0
.

6~ + 3
.

444 4
.

000 1
.

1444 P Y 14
、

C P I 、

SP 6 、q n 333

古古里 脑脑 矿石石 888 + 1
.

3888 + 0
.

38~ + 2
.

1777 1
.

7 999 0
.

5111 PY SSS

龙龙水水 矿石石 2 222 + 0
.

7 555 一 11
.

9 ~ + 2
,

777 1 4
.

666 3
.

0 555 P Y 2222

古古袍袍 矿石石 2444 + 0
.

2 555 一 9
.

0 ~ + 2
.

666 11
.

666 3
.

4 999 PY 2 2 、 SP I 、q n lll

桃桃 花花 矿石石 2444 一 3
.

0 555 一 7 38 ~ + 0
.

444 7
.

7 888 2
.

3555 PY Zo 、

SP Z 、q n ZZZ

六六岑岑 矿石石 lOOO 十 0
.

6 888 一 5 1~ 十 6
.

6 999 11
.

7 999 4
.

1888 P Y 1000

龙龙洞洞 矿石石 999 一 1
.

3999 一 4
.

4 ~ + 0
.

666 5
.

000 1
.

7444 PY 3
、

q n s
、

S P III

牛牛皮坑坑 矿石石 555 + 3
.

2 444 + 2
.

0 ~ + 4
.

222 2
.

2000 1
.

0 222 P Y SSS

三三洞洞 矿石石 444 + 1
.

555 一 0
.

1 ~ + 2
.

444 2
.

3000 0
.

9333 PY 3 、 q n lll

英英扬关关 矿石石 333 十 0
.

7 333 一 0
.

7 ~ + 1
.

666 2
.

3000 1
.

2555 P Y I
、

SP I 、q n lll

六六金岭岭 矿 石石 1333 一 0
.

0111 一 1
.

4一 + 3
.

444 4
.

8 000 1
.

2333 PY 1333

钦钦兴兴 矿石石 777 一 3
.

9 000 一 8
.

2~ 一 2
.

111 6
.

1000 2
.

4999 P Y 777

陈陈龙龙 矿石石 222 一 4
.

222 一 0
.

72~ 一 7
.

6999 5
.

9 777 2
.

9333 PY ZZZ

铅铅 山山 矿石石 222 一 6
.

666 一 5
.

8 6~ 一 7
.

6 999 1
.

8333 1
.

2999 P Y I 、 q n lll

其其他他 矿石石 999 一 1
.

3888 一 7
.

69 ~ 十 4
.

9 555 12
.

6444 2
.

9 777 P Y S 、

q n 444

地地层层 砂岩岩 1 lll 一 8
.

888 + 9
.

8~ 一 33
.

222 43
.

000 11
.

9 888 P Y llll

岩岩体体 花岗岩岩 333 一 1
.

1000 + 1
.

8~ 一 5
.

888 7
.

6000 2
.

0 999 P Y 333

6 氢
、

氧同位素组成特征

据该区金矿成矿溶液的氢氧同位素组成 (表 8) 和图解 ( 图 4 )
,

从图表反映该区金矿的氢氧

同位素组成有如下特征
:

¹ 成矿溶液的 创
‘O叮

)
值为十 2. 7 9一 + 10

·

5 9%。 ,

主要集中在 +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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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 %
。

之 间
,

平 均 值 为 +

6
.

67 %
。 ,

大多在 正常岩浆水

范围内 ; 石英包裹体水的 己D

值 为一 27
.

7%
。

一 一 98
·

7%
。 ,

大多集中在 一 5 0%
。
一 一 8。%

之间
,

平均值为一 5 9
.

2%
,

主

要也在正常岩浆水范围 内
,

反映成矿条件和 矿液来源 比

较 稳 定 ; º 在 占仆 a‘吕O 。, ( ,

相

关 图上 (图 4 )
,

各矿 床 中石

英的氢氧同位素投点比较集

中
,

大多落在变质水
一

岩浆水

范围内或其边界附近
,

仅 少

数投点 落在变质水
一

岩浆水

与大气降水之间
。

表明该区

一 20

4060一一�求�O们

一 8 0

一 1 0 0

,, . , !!!

飞飞
l‘
:

; {{{

⋯⋯
1 . 111

巍巍引引
公公 . 111

一 8 一 4 0 1 2 1 6 20 2 4

占
, , O 。: o (编 )

图 4

F 19
.

4 H

桂东金矿成矿溶液的氮权 同位素图解

, ( ) is o to p ie e o m p o s it io n Plo t o f A u o r e flu id

表 8 桂东金矿成矿溶液的氮权 同位素组成

T a b le S H , 0 iso to Pe e o m Po s it io n o f A u o r e fl u id

序序号号 样号号 矿床 (点 ))) 采样位置及及 测试试 包体均一一 a, , o sM o w 编编 台几Mo www

名名名名称称 地质简况况 矿物物 温度 ( C ))))))))))))))))))) ( %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英英 水水水

11111 F 6一1 888 张公岭岭 2 号脉 6 25 中段段 石英英 2 4 000 1 6
.

999 7
.

4 555 一 6 666

22222 F S一 444 龙水水 19 0 中段 1 号脉脉 石英英 3 2 000 1 1
.

999 5
.

6 999 一 5 777

33333 F S一 666 三岛岛 民采矿石石 石英英 2 4 000 14
.

000 4
.

5 666 一 6 999

44444 F g 一 1 666 初洞洞 三叉顶 民采矿石石 石英英 2 4 000 1 5
.

777 6
.

1 666 一 7 222

口口口 A l一 1 111 古 里脑脑 1 8 0 坑矿石石 石英英 3 1 000 1 2
.

777 6
.

1 666 一 4 4
.

333

66666 A I一 3 333 古里脑脑 1 4 5 坑矿石石 石英英 3 1 000 1 4
.

1 111 7
.

5 999 一 4 7
.

999

77777 A I一 1 6 444 古里脑脑 1 3 0 坑矿石石 石英英 3 1 000 1 3
.

7 111 7
.

1 777 一 5 0
.

000

88888 A l一 2 555 古里脑脑 1 1 5 坑矿 石石 石英英 3 1 000 1 2
.

7 333 6
.

1 999 一 4 5
.

333

99999 B I一 1 222 桃花花 三尖 峰二号脉脉 石英英 3 2 000 1 5
.

9 666 9
.

7 555 一 8 3
.

999

111OOO B l一 1 666 桃花花 道拉 民采矿石石 石英英 3 2 000 1 5
.

1 777 8
.

9 666 一 6 8
.

333

111 111 B I 一 1 777 桃 花花 六荣顶石英脉脉 石英英 3 2 000 1 5
.

1 999 8
.

9 888 一 9 8
.

777

111 222 A 6 一 1 333 地层层 砂岩 中石英英 石英英 2 4 000 1 3
.

9 666 4
.

5 222 一 4 2
.

777

lll33333 古袍袍 乳 白色石英 ( I ))) 石英英 3 6 000 1 5
.

1 888 1 0
.

1 444 一 3 3
.

999

111 44444 古 袍袍 烟 灰色石英 ( 皿 ))) 石英英 3 4 000 1 2
.

1 888 6
.

5 999 一 5 6
.

111

111 55555 古袍袍 花斑色石英 ( l ))) 石英英 3 4 000 1 2
.

5 777 6
.

9 888 一 4 3
.

999

lll 66666 古袍袍 瓷 白色石英 ( W ))) 石英英 2 5 000 1 1
.

5 777 2
.

7 999 一 5 1
.

777

注
: 1 ~ 12 由宜昌地矿所测试 ( 1 9 9。) ; 13 一 16 由桂林矿产院采样并测试

。

含矿流体是 以岩浆水为主
,

混有少 量变质水和大气降水的混合热液
,

早期有变质水参与
,

随成



第 仁 二卷 第三 期 刘腾飞
:

桂东金矿成矿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

矿 作用的演化至后期大气降水逐渐增多
,

使成矿溶液的 合
8
0 值降低

,

而向雨水线漂移 ; » 表 8

中 13一 16 号样是古袍金矿不同成矿阶段形成的石英氢氧同位素测试结果
,

随成矿阶段从早到

晚
,

石英的 创
吕O 和 aD 值均表现出逐渐降低趋势

,

即早期形成的石英其氢氧同位素多显变质水

性质 ; 而 主 要成矿阶段形成的石英具混合水特征 ; 晚期形成的石英其氢氧同位素投点向雨水线

漂移
,

表明成矿晚期有大量降水参与淋滤交代作用
,

由氢氧同位素揭示出来的成矿流体性质和

演化过程及变化规律
,

与控矿断裂多期次活动及与之相关的多期次热液活动互为印证
,

说明该

区金矿成矿作用的多期多阶段性
。

7 铅同位素

桂东 金矿铅 同位素组成 (表 9) 特征

为
:

¹ 各 金 矿 床 矿 石 铅 的
’06 Pb / 204 Pb 为

18
.

17 1一 18
.

7 6 7 ,

平 均 为 18
.

45 ; 2 0 7 Pb / 20 ‘

Pb 为 15
.

54 9 一 15
.

8 51
,

平 均为 15
.

7 3 ; 20 8

Pb / Z o 4 Pb 为 38
.

7 8 2一 39
.

26 ,

平均 38
.

7 3 。

总的来看
,

铅 同位素组成相对稳定
,

极差

小
,

变化 范围窄
,

具现代 正常铅特征
,

在
“07

Pb / 20 ‘Pb ~ ’0 6 Pb / , o‘Pb 坐标 图上大致沿 拜

一 9
.

5 8 原始增长曲线演化
,

反映本区不同

地质体处在同一构造
一

岩浆活动环境下
,

均

一化程度相对较高
; º 按单阶段 H

一

H 法计

算 的矿石模 式年龄 为 67 x 10 ’ ‘~ 42 7 X

10 一 6 ,

主要集中在 1 5OX I O 一 6
一 40 0 X I O一 6 ,

即成矿时代主要为加里东一燕山期
。

区 内

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的岩体大都大于矿石铅

的模式年龄
,

各金矿的矿石铅虽来 自同一

38
.

0

38
.

5

.

)
O 乙

39
.

0

q山
,02/q白.
。t

39
.

5
17

.

5 18
.

0 18
.

5 19
.

0
Z o6Pb / 20 ‘Pb

A一上地慢铅演 化曲线 ; b 一造山 带铅演化 曲线 ; C一上地壳铅演 化

曲线 ; d一下地壳 铅演 化曲线
; l一矿 石铅 ; 2一岩 体 中的 岩石 铅 ;

3一地层中黄铁矿微量铅

图 5 桂东金矿铅 同位素组成对 比图

Fig
.

5 p b
一is o to p e e o m p o s it io n p lo t fo r A u o r e s

源 区
,

但成矿时代有先后
,

反映成矿活动经历了加里东期 以后地质作用长期演化过程
,

具多期

次成矿作用特征 ; » 在
208 Pb / 204 P b 对

’06 P b / 204 Pb 铅 同位素组成坐标图 (图 5) 上
,

可看 出矿石铅

投点大多落在造山带与上地慢平均演化曲线之间也表明金矿中铅主要属深源的年青正常铅
,

即该 区金矿的成矿物质主要为深源产物
,

经一系列构造一岩浆活动演化而成矿
,

局部混有同

(重 )熔壳源物质
。

8 矿床成因及成矿机理探讨

上述金矿床成矿地质特征及硫
、

铅
、

氢氧等稳定同位素组成特征表明
,

成矿物质具多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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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源为主 ; 成矿作用具多期多阶段性
,

矿床有三种成因类型
:

变质热液
、

岩浆热液和复合迭加

型金矿
,

以后者为主
,

往往形成规模较大
,

矿石较富的工业矿体
。

成矿机理推测为
:

含矿围岩水 口群浅变质砂页岩金的丰度值相对较高
,

在区域变质作用过

程中使金活化迁移
,

产生初始富集
。

后期岩浆
一

构造热液活动不仅是强大的热源
,

使金 的活化迁

移能力增强
,

同时还从地壳深处带来部分成矿物质和淋滤围岩易溶组分形成含矿热液
,

当它沿

围岩断裂裂隙上升
,

由于温度急剧下降
,

PH 值升高
,

氧逸度降低
,

使金属络合物不稳定而迅速

分解
,

金被还原沉淀而富集成矿
,

在不同构造部位形成不同成因类型的金矿
。

整个成矿过程
“

源
一

运
一

储
”

是很复杂 的
,

主要工业矿床是岩浆热液多次迭加改造早期含矿热液之结果
,

最后形成

复合迭加型金矿
。

表 9 桂东金矿石的橄t 铅 同位素组成

T a ble 9 M ie r o 一
le a d ha, to碑 eo m Po s itio n o f A u o r e s

类类 别别 矿床床 样数数 2 0右P b / 2 0 4 Pbbb Z o 7Pb / Z o4 Pbbb Z o8 P b / 20 4 Pbbb 模式年龄龄 源区 特征值值

(((((点 ))))))))))))))))))))))))))))))))))))))))))))))))))))))))))))))))))))))))))) (M a )))))))))))))))))))变变变变变化 范围围 平均均 变化范 围围 平均均 /// 平均均均 拌拌 T h / UUU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化范围围围围围围

矿矿矿 古 袍袍 444 18
.

17 ~ 1 8
.

6 555 1 8
.

3 999 1 5
.

6 8 ~ 1 5
.

7 444 1 5
.

7 000 38
。

7 5 ~ 3 8
。

6 444 3 8
.

6888 14 9 ~ 4 2 777 9
.

6 777 3
.

8 888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铅铅铅 桃 花花 444 18
.

2 9 ~ 1 8
.

6 444 1 8
.

4 000 1 5
.

7 2 ~ 1 5
.

7 777 1 5
.

7 555 38
.

3 8 ~ 3 9
。

0 666 3 8
。

6222 2 10 ~ 4 0 888 9
.

7 555 3
.

8 777

六六六岑岑 666 18
.

2 9 ~ 1 8
.

4 888 1 8
.

3 777 1 5
.

68 ~ 1 5
.

8 222 1 5
.

7 555 38
.

4 8 ~ 3 9 0 000 3 8
.

6 777 3 4 3 ~ 3 9 888 9 7 555 3
.

9 222

古古古里脑脑 333 18
.

5 0 ~ 1 8
.

7 777 1 8
.

6 444 1 5
.

7 1 ~ 1 5
.

7 333 1 5
.

7 222 38
.

8 6 ~ 3 8
.

9 111 3 8
.

8 888 6 7 ~ 2 4 888 9
.

6 777 3
.

9 555

龙龙龙洞洞 444 18
.

2 8 ~ 18
.

5 777 1 8
.

4 111 1 5
.

5 5 ~ 1 5
.

7 777 1 5
.

6 777 38
。

2 8 ~ 3 9
。

0 222 38
.

6777 1 9 5 ~ 3 0 222 9
.

5 999 3
.

8 444

龙龙龙水水 2
---

18
.

4 3 ~ 18
.

4 777 1 8
.

4 555 1 5
.

6 2 ~ 1 5
.

7 222 1 5
.

6 777 38
.

6 6 ~ 3 8
.

8 000 38
.

7 333333333

张张张公岭岭 222 1 8
.

34 ~ 18
.

3 666 1 8
.

3 555 1 5
.

6 4 ~ 1 5
.

6 666 1 5
.

6 555 38
.

6 2 ~ 3 8
.

6 888 38
。

6 555555555

其其其它它 444 1 8
.

53 ~ 18
.

7 000 1 8
.

6 000 1 5 7 0 ~ 1 5
.

8 666 1 5
,

7 666 38
.

77 ~ 3 9
.

2 666 38
。

9 777 1 6 0 ~ 2 9 666 9
.

6444 3
。

8 999

地地层铅铅 222 1 8
.

2 6 ~ 18
.

5 666 1 8
.

4 222 1 5
.

4 6 ~ 1 5
.

6 000 1 5
.

5 333 38
.

13 ~ 3 8
.

2 777 38
.

2 00000 9
.

5777 3
。

7 555

岩岩石铅铅 222 1 8
.

0 1 ~ 1乏弘 1 111 1 8
.

0 666 1 5
.

5 1 ~ 15
.

5 222 1 5
.

6 222 3 7
.

9 7 ~ 3 8
.

0 000 3 7
.

9 99999 9
.

3333 3
.

7 111

注
:

矿石铅为黄铁矿的微量铅 ; 岩石铅 为岩体 中长石和黄铁矿微量铅 ; 地层铅为水 口群砂岩的黄铁矿微量铅
。

该区在龙水
、

古袍及桃花金矿 区深部及外围大黎
、

牛皮坑和冷富等地段还有很大的找矿远

景
,

应加强该区金矿的勘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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