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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房火山角砾岩体西段金矿地质特征与成因

温森坡,庞永治,乔保龙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 第五地质大队,郑州 450016)

摘  要:  在近期的矿山接替资源找矿过程中, 对店房金矿以西的角砾岩体西段勘查新圈定 5 条

金矿体。金矿体的形态与产状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 直接产于火山机构的环状、放射状构造和蚀

变破碎带之中, 矿石分为石英脉型和构造蚀变岩型, 围岩蚀变以硅化和黄(褐)铁矿化为主,成矿作

用分为 2期 4个阶段; 稳定同位素和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 成矿流体主要为幔源,并具低盐度和多

源特点, 以岩浆热液为主, 成矿温度为中、低温, 主成矿期为燕山晚期,店房角砾岩体西段金矿床属

与火山构造有关的中、低温热液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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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 80年代,在河南省嵩县店房火山角砾

岩体的东段发现了店房金矿床, 随着矿山的多年开

采,金矿的原有储量已近枯竭
[ 1]
。在近期的矿山接

替资源找矿过程中, 在店房角砾岩体的西段及外围

的环状、放射状构造和次级破碎带中新圈定 5条金

矿体,估算金资源量达中型规模,表明老矿山外围的

金矿找矿前景依然较大。

1  成矿地质背景

店房火山角砾岩体位于华北地台南缘马超营断

裂北侧, 区域出露地层简单,断裂构造发育,岩浆活

动频繁, 是有色- 贵金属矿产的重要成矿区带之

一
[ 2, 3]
。

出露地层主要有太古宇太华群中深变质岩系、

中元古界熊耳群火山岩系、中生界白垩系及新生界

第四系。断裂构造发育,马超营断裂带从西南部穿

过,走向 NWW, 倾向 NNE, 属于压扭性、高角度的

深大断裂带,是本区的主要控矿构造;不同方位、不

同级别的次级断裂密集分布, 构造间相互交切、叠

加,形成了复杂的地质构造格局。岩浆岩发育,分属

晋宁期、海西中期和燕山期,以燕山晚期不同阶段岩

浆岩为主, 与金矿成矿关系密切。区域金矿资源丰

富,大、中型金矿有前河金矿、店房金矿、小南沟金矿

和庙岭金矿等(图 1)。

2  火山角砾岩体地质特征

店房火山角砾岩体受马超营断裂聚矿构造带的

控制, 属多次活动的火山通道相火山构造,空间形态

为一喇叭状(漏斗状)的火山颈, 平面上呈椭圆状近

EW向展布, 面积约 0. 5 km2 , 被 NW 向断裂 F 4 和

F5 分为东、西两段。

火山角砾岩体内成分复杂,以流纹斑岩、流纹质火

山角砾岩为主,间夹部分大理岩和花岗岩。断裂构造

发育,火山口周围环状、放射状构造与烧瓦窑次级蚀变

带相互交错,性质多为张性,具较好的伸展性、扩容性,

是含矿热液的良好通道和容矿空间
[4]
,新圈定的金矿

体均赋存于这些构造内。矿化带蚀变强烈,在原有面

状蚀变基础上叠加了围绕断裂产生的线状蚀变。



图 1  马超营断裂东段金矿田地质略图

F ig. 1 Geolog ical sketch o f the gold o re- field at eastern part of Machaoying fault

Q.第四系 E.第三系 Pt12 xm1 .马家河组下段 Pt 12 xj1 .鸡蛋坪组下段 Pt 12x j2.鸡蛋坪组中段 Pt 12 x j3.鸡

蛋坪组上段C3- 35 、C3-2b5 、C3-2a5 .燕山晚期不同阶段花岗岩 D22 .晋宁期闪长岩 N24. 海西中期正长岩 B.店

房火山角砾岩体 1.地质界线 2.区域性大断裂 3.断裂 4.构造破碎带 5.金矿床

3  矿床地质特征

3. 1  矿体特征

以往的探矿工作在岩体东段圈出较大规模金矿

体 4条(即店房金矿正在开采的金矿体) ,矿体受烧

瓦窑断裂带和火山角砾岩体复合控制。

图 2 店房火山角砾岩体地质略图

F ig . 2  Geolog ical sketch o f the D ianfang

volcanic breccia body

Q.第四系 Pt 12x j 3 .鸡蛋坪组上段 C35 .燕山晚期花岗岩 M.大理岩

B.火山角砾岩 1.地质界线 2.断层及编号 3.破碎带 4.矿体及编号

近期的金矿勘查又在岩体西段及其外围新圈定

金矿体 5条,矿体形态与产

状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

其中, 矿体 K1, K2和 K 11

赋存在古火山口周围的环

状构造内, K3 赋存在古火

山口周围的放射状构造内,

K9产出于火山角砾岩体南

缘与烧瓦窑次级蚀变带复

合部位(图 2)。

矿体呈脉状, 具有分支

复合、膨大收缩现象, 地表

控制长 270~ 620 m ,倾向控

制延伸 150 ~ 210 m, 厚度

0. 30~ 12. 00 m, 金品位 0.

55 @ 10- 6 ~ 28. 80 @ 10- 6 ,

不同矿体的厚度、品位变化

不同。金属矿物主要有褐

铁矿、黄铁矿和方铅矿, 围

岩蚀变以硅化、黄(褐)铁矿化为主。K2 和 K9为主

要矿体,中深部的成矿潜力较大,各矿体地质特征见

表 1。

K2矿体:石英脉型, 大脉体,呈弧形环绕店房古

火山口产出。地表控制长 600 m, 倾向控制延伸 210

m,产状 92b~ 145bN47b~ 75b;厚度 0. 60~ 3. 00 m,

平均 2. 05 m;金品位 1. 10 @ 10- 6~ 28. 80 @ 10- 6 ,平

均 4. 92 @ 10
- 6
。在斜深 210 m 有 3个中段的平硐

和沿脉工程控制, 矿体连续性较好。矿化垂向分带

现象明显, 浅部为褐铁矿化,中深部为黄(褐)铁矿化

和方铅矿化,深部为黄铁矿化和方铅矿化。由浅到

深,矿体品位和厚度有增高增大趋势( PD550中, 矿

体厚度 3. 00 m,最高品位 28. 80 @ 10
- 6
)。矿体和围

岩的界线明显, 矿体上、下盘的围岩蚀变具有明显的

差异, 上盘围岩发生强烈硅化、黄(褐)铁矿化, 而下

盘围岩基本未发生蚀变。共(伴)生矿产为银、铅,银

品位 10. 00 @ 10- 6 ~ 223. 00 @ 10- 6 , 铅品位 0. 75%

~ 13. 05%。

K9矿体:构造蚀变岩型, 带状,受火山角砾岩体

和烧瓦窑次级断裂共同控制, 向东与店房金矿 Ò号

矿体相连。地表控制矿体长 620 m, 倾向控制延伸

150 m;厚度 2. 31~ 12. 00 m, 平均 6. 18 m; 金品位

0. 55 @ 10- 6 ~ 26. 40 @ 10- 6 , 平均 1. 96 @ 10- 6 ,矿体

品位和厚度变化较大。产状变化大, 在探槽 TC901

以西为 37b N50b左右, T C902 以东为 143b N75b左

右。在斜深 150 m 有 2个中段的平硐和沿脉工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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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矿体连续性尚可,表现为分段赋存、局部富集特

征。矿体与围岩的界线不明显, 围岩蚀变以褐铁矿

化、硅化为主。伴生矿产为银, 品位 8. 50 @ 10- 6 ~

48. 60 @ 10
- 6
。

表 1  店房火山角砾岩体西段金矿体特征

Table 1  The geo lo gical char acteristics o f the gold o re body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Dianfang breccia body

矿体
矿体规模( m)

长度 宽度 厚度
产状

品位

( w ( Au ) / 10- 6)

金属量

( k g)

地质特征

矿石类型 主要金属矿物

K1 310 175 0. 50~ 1. 20 86b~ 105b N42b~ 48b 1. 00~ 9. 50 445 石英脉型 褐铁矿、黄铁矿、方铅矿

K2 600 210 0. 60~ 3. 00 92b~ 145b N47b~ 75b 1. 10~ 28. 8 1476 石英脉型 褐铁矿、黄铁矿、方铅矿

K3 360 130 1. 00~ 4. 50 52b~ 60bN 51b~ 55b 0. 60~ 6. 07 952 蚀变岩型 褐铁矿、黄铁矿

K9 620 150 2. 31~ 12. 0 37b N 50b, 143bN 75b 0. 55~ 26. 4 5677 蚀变岩型 褐铁矿、黄铁矿

K 11 270 190 0. 30~ 0. 50 90b~ 95b N 82b~ 87b 1. 83~ 5. 01 110 石英脉型 褐铁矿、黄铁矿、方铅矿

3. 2  矿石质量

矿石矿物成分。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方铅

矿、褐铁矿, 其次为闪锌矿、黄铜矿、辉钼矿、磁黄铁

矿、方黄铜矿、黝铜矿、磁铁矿、碲金矿、碲金银矿、自

然金、自然银、银金矿和银黝铜矿;脉石矿物主要有

石英、长石,次为绢云母、黑云母、萤石、绿泥石、方解

石和高岭土等。

矿石中主成矿元素为 A u, 共(伴)生组分为 Ag

和 Pb。

主要金属矿物。 ¹黄铁矿:浅黄色,呈多阶段发

育,早期颗粒较大,立方体,晚期颗粒细小,晶形不规

则;黄铁矿是金的最重要载体矿物,细粒黄铁矿和金

矿化关系密切, 也是含量最高的金属矿物[ 5] ; º方铅

矿:铅灰色, 具黑三角孔, 与闪锌矿共生; » 闪锌矿:

黑色,呈他形叶片状,与方铅矿密切共生, 可见方铅

矿沿其裂隙分布; ¼黄铜矿:他形粒状, 呈脉状充填

在黄铁矿裂隙中。矿物生成顺序为黄铁矿y黄铜矿

y闪锌矿 y方铅矿。

表 2 金的赋存特征

T able 2 Character istics of go ld occurr ence

赋存形式 金与其他矿物关系 含量( % ) 小计( % )

晶隙金

黄铁矿晶隙 3. 78

黄铁矿与石英粒间 3. 52

黄铁矿与方铅矿粒间 14. 43

黄铁矿与黄铜矿粒间 48. 68

70. 41

裂隙金 黄铁矿裂隙中 13. 21 13. 21

包体金
脉石石英中 5. 73

黄铁矿中 10. 65
16. 38

合计 100. 00

 资源来源:河南省地调一队, 1991。

矿石结构构造。自形- 他形粒状结构、交代残

余结构、压碎结构、包含结构和镶嵌结构等;块状构

造、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和蜂窝状构造等。

金的赋存状态。主要为自然金, 次为银金矿。

自然金、银金矿多以不规则圆粒状、尖角状、针状、脉

状、虫状和细脉状产出于细粒黄铁矿中, 形成晶隙金

或裂隙金, 部分为包体金, 以中粗粒和细粒金为主,

微细粒金很少。金的赋存状态特征见表 2。

矿石自然类型为含金石英脉型和含金构造蚀变

岩型。

3. 3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反映了含矿热液的活动强度和矿化规

模,是重要的找矿标志
[ 6]
, 蚀变主要类型有硅化、黄

(褐)铁矿化。近地表围岩具高岭土化、绿泥石化,中

深部见有碳酸盐化等。

3. 4  控矿因素

( 1)地层:据区域地球化学资料[ 7] , 熊耳群鸡蛋

坪组中 Au 的丰度值为 9. 63 @ 10- 9 , 许山组中 Au

的丰度值为 18. 50 @ 10- 9 , 均明显高于地壳克拉克

值( 4. 3 @ 10
- 9
) , 大量研究证实,熊耳期的火山喷发

为本区金的初始富集阶段,形成了初始矿源层。

( 2)构造:所有矿体的形态与产状严格受火山口

周围环状、放射状构造和次级蚀变带的控制, 断裂构

造为成矿热液提供了良好通道和容矿空间。与店房

金矿相比, 由火山口周围环状、放射状构造和次级蚀

变带控制的矿体规模多大于爆破角砾岩控制的矿体

规模, 表明火山口周围环状、放射状构造和次级蚀变

带同样具有较好的含矿性, 是主要含矿构造。上述

认识的确立,是本区找矿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 [ 8]。

( 3)岩浆岩:燕山晚期不同时代的岩浆岩发育,

主要岩体为合峪岩体, 该岩体位于矿区以西 5 km

处,为多期次叠加侵入而成的深源浅成的复式岩体,

岩石化学组分中高硅、富钾、钠, 金、银、铅等有益元

素含量高, 且内部相明显高于边缘相,表明在岩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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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后期有大量成矿元素进入热液中参与成矿, 同时

岩体侵入还产生巨大热能,为成矿热液的循环、运移

和富集成矿,以及促使地层和火山机构中成矿元素

再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 9, 10]。

3. 5  成矿阶段划分

根据矿物生成顺序、脉体穿插关系、矿岩蚀变特

征及表生作用, 将成矿作用由早到晚划分为 4个阶

段[ 11] , 前 3个阶段为热液期产物, 褐铁矿阶段为表

生期产物:

( 1)黄铁矿- 石英阶段:热液沿断裂带运移并使

围岩强烈蚀变, 在接触带形成硅化强烈的石英脉带,

并伴随部分黄铁矿生成, 本期黄铁矿结晶程度较高,

但含金量低。

( 2)石英- (金)黄铁矿阶段:携带大量成矿物质

的热液沿断裂带上移,热液的温度和压力相对较低,

但有用组分含量高, 热液沿石英脉及断裂带内的微

裂隙以浸染状、细脉状等形式反复充填、沉淀和富

集,形成金矿体,为主要的矿化阶段。

( 3)黄铁矿-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热液沿构造有利

部位继续上移、充填,局部形成黄铁矿- 黄铜矿- 闪锌

矿- 方铅矿矿物组合,此阶段以多金属硫化物矿化为

主,含金量较低,主要为对矿体的叠加富化作用。

( 4)褐铁矿阶段:表生作用使近地表矿体中黄铁

矿氧化为褐铁矿,局部形成金的表生富集。

4  矿床成因

角砾岩体西段金矿与东段的店房金矿为同一火

山角砾岩体的组成部分,金矿的矿床特征与成因相

似,所以借用店房金矿的一些地球化学研究资料也

可表征西段金矿的成因特点。

4. 1  稳定同位素特征[ 12- 14]

( 1)硫同位素组成: 店房金矿矿石的硫同位素

D(
34
S) = 4. 9 @ 10

- 3
~ 7. 6 @ 10

- 3
, 离散度不大, 均一

化程度较高,在频数直方图上呈塔式分布,表明矿石

硫的来源以深源为主。

( 2)铅同位素组成: 矿石中铅同位素
206
Pb/

204
Pb

= 16. 93 ~ 17. 31,
207

Pb/
204

Pb = 15. 16 ~ 15. 74,
208 Pb/ 204Pb= 37. 32~ 38. 36, L= 8. 77~ 9. 95, 结果

显示变化范围不大, 相对稳定, 以低 L正常铅为主,

个别为高 L放射性铅。数据落入铅同位素模式图,

均位于地幔- 造山带之间, 说明矿石中的铅源以深

源为主,根据 L值认为主为地幔或壳幔混合来源。

( 3)氢氧同位素组成: 矿石中氧同位素 D(
18
O)

= 6. 65 @ 10
- 3
~ 17. 93 @ 10

- 3
, 与岩浆热液( D(

18
O)

= 5 @ 10- 3~ 9 @ 10- 3 )、变质热液( D( 18O) = - 16 @

10- 3~ 25 @ 10- 3 )的 D( 18O)值相似,结合控矿地质特

征,证实了矿床为岩浆热液成因。

4. 2  矿物包裹体特征[ 15]

测定矿物为矿石中石英, 测试结果(表 3)原生

矿物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298~ 310 e ,次生矿物包裹

体均一温度为 139~ 150 e 。成矿流体盐度为 2. 6%

~ 4. 8%,较低, 流体来源以岩浆热液为主导, 有部分

大气循环水参与。由包裹体均一温度求出矿物形成

压力为 700 @ 10
5
~ 1 000 @ 10

5
Pa。

表 3 矿物包裹体特征表

Table 3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t he fluid inclusions

矿床 测定矿物

包裹体特征

类型 形态
大小

(Lm)

气液比

( % )
分布特征 成因

均一温度

( e )

盐度

( w ( NaCl) / % )

店房

金矿

矿石石英

矿石石英

气体

液体

负晶形

椭圆形

5~ 8

3~ 10

20

< 10

随机分布

定向分布

原生

次生

298~ 310

139~ 150
2. 6~ 4. 8

测试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93。

4. 3  成矿条件

¹铅、硫同位素研究表明, 成矿物质具有多源

性,主要为幔源; º流体包裹体和氢氧同位素表明,

成矿温度属于中、低温, 成矿压力为 700 @ 105 ~

1 000 @ 105 Pa, 成矿流体为低盐度, 流体来源以岩

浆热液为主,有部分大气循环水参与; » 店房火山口

周围环状、放射状构造及烧瓦窑断裂蚀变带为成矿

热液提供了良好通道和容矿空间; ¼从初始矿源层

的形成到最终成矿, 经历了从熊耳期到燕山晚期的

漫长过程, 金矿的主成矿期为燕山晚期, 这与东秦岭

造山带大规模成矿事件相一致; ½成矿过程可划分

为 2期 4个阶段,具有多期多阶段性。

4. 4  成矿机制与过程

店房火山角砾岩体东、西段金矿的成矿机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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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如下:熊耳期来源于地幔及下地壳的熔浆,在喷

发过程中携带有部分成矿物质赋存于火山岩层中,

形成初始矿源层 [ 16]。燕山中晚期,本区由挤压向伸

展体制转变并伴随有大规模深源岩浆活动,为成矿

提供了物质来源及热动力条件; 在构造活动和岩浆

热液的共同作用下, 初始矿源层中的金活化, 并与岩

浆活动带来的含有大量矿物质的热液混合形成成矿

流体,进入到较大规模的断裂中沿低压扩容带迁移,

热液运移至次级断裂带及火山口周围的环状、放射

状构造中, 由于深度变浅, 体系趋于开放, 改变了原

有物理- 化学平衡状态, 造成成矿元素的大量沉淀、

富集与成矿[ 17]。

综上所述, 店房角砾岩体西段金矿床属于与火

山构造有关的中低温热液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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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GLOD DEPOSIT IN THE

WESTERN PART OF VOLCANIC BRECCIA AT DIANFANG
WEN Sen-po, PANG Yong-zhi, QIAO Bao-long

( No. 5 Geological T eam , H enan Geology Bur eau of Nonf er rous Metals and

M ineral Res our ces , Zhengz hou 450016, China)

Abstract:  Prospect ing resour ces to succeed in Dianfang go ld deposit is focused in the w estern part o f the

volcanic breccia body and fiv e new go ld o re bodies are delineated. M orpholog y of the ore bodies is st rict ly

cont rolled by f ractures and they occur in ring and radiate f ractur es and the altered cataclast ic rock zones.

There are tw o types of ore, i. e. the quar tz v ein type gold ore and alter ed cataclast ic rock type gold o re.

Silicificat ion and pyrit izat ion ( limonit ization) are the main wall rock alteration. T he metallogenic pro cess

is divided into tw o periods and four stag es. Researches on isotopes and f luid inclusions show that the ore

materials are mainly derived f rom mantle and characterized by mult-i sources and low salinity . T he ore f lu-

id is dominated by magmat ic hydro thermal f luid and the o re is formed at medium and low temperatures and

mainly in Late Yanshanian Period.

Key Words:  Dianfang go ld deposit ; geolog ical characterist ics; g enesis; w est par t of the volcanic breccia;

Henan pr e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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