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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岫岩县石庙子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控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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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岫岩石庙子金矿床产于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体中&受-

R

.形展布的追踪断裂构造带控

制"具有典型岩浆热液金矿床成因特点%在
?C

向-

R

.形展布的断裂构造中&构造复合部位对成矿

有利"构造的转弯处储矿条件较好&金的品位相对较高%

关键词!

!

石庙子金矿"地质特征"岩浆热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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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展布构造"找矿标志"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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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

!

矿区概况!

石庙子金矿床位于辽宁省岫岩县石庙子镇王家

东沟村东侧#图
$

$%

矿区出露的地质体主要为第四系洪积层#

b

P

$

B

$

和坡积层#

b

8$

B

$(印支期二长花岗岩#

*

"

$!

(

$(花岗斑

岩脉(闪长玢岩脉(煌斑岩脉%含金矿带#矿体$赋存

于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体中&受-

R

.形展布的断裂

构造带控制%

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的岩石化学分析表明&

属铝过饱和系列&与世界(中国(辽宁花岗岩的岩石

化学成分对比&

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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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分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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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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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分数高"微量元

素中
9*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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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分数高于克拉克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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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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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分数低于克拉克值%其所含的副矿物

成分主要有磷灰石(屑石(锆石(黄铁矿&有时尚见磁

铁矿%

矿区内发育不同方向的断裂构造&有着明显的

多期性(继承性&多方向构造的复合控制了石庙子金

矿区主要含金脉带的分布%主要的控矿构造为追踪

断裂!表现为同一含矿脉带呈曲线状或-

R

.形展布%

如!

4

(

5

号脉带&中部为
?D??C

向&两端为
??U

向&追踪成-

R

.形"

7

号脉带追踪成总的近
R?

向的

多曲-

R

.形"

6

号脉带中部
?CC

向&东(西两部分别

为
?U

向(

??U

向&呈右列的-

R

.形追踪展布%在

断裂构造带内&含硫化物石英脉呈薄脉状(不连续出

现&从而使矿化带中形成金富集矿体断续出现%

追踪断裂控制的含矿脉带为区内规模最大的金

矿化体&故本文主要围绕
5

号矿带进行叙述%

!#"

!

矿床地质特征

$>!>$

!

围岩蚀变及矿化特征

围岩蚀变特征%本区
5

号矿带围岩蚀变与石英

脉及围岩的性质有关&主要有黄铁矿化(绿泥石化(

钾长石化(黄铁绢英岩化等"蚀变强度一般顶板较底

板强烈&破碎地段较不破碎地段强烈%钾化(硅化(

黄铁矿化与金的成矿关系密切%

金的矿化具有如下特点!

"

金(银矿化多赋存于

构造蚀变带的含硫化物石英细脉中&硫化物的含量

与金(银的品位呈正消长关系"

#

构造蚀变带中若无

石英细脉&金矿化亦可产于蚀变岩中&蚀变岩中硫化

物含量与金品位呈正消长关系"

$

构造蚀变带中钾

化(黄铁矿化强烈的部位&金的品位较高#

$>(c$#

a&

&

(c$#

a&

$"

%

金(银矿化均表现出局部富集(尖灭

再现的特征&金矿化多集中在构造蚀变带延展方向

发生改变的部位和不同方向构造的复合部位%

$>!>!

!

矿体特征

石庙子金矿床
5

号矿带呈
?C

向的-

R

.形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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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岫岩县石庙子金矿床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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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洪积层"

!>

第四系坡积层"

%>

断裂及产状"

B>

印支期二长花岗岩"

(>

含金硅化蚀变"

&>

金矿体及编号"

'>

煌斑岩脉"

">

闪长玢岩脉"

A>

花岗斑岩脉"

$#>

钻孔及编号

长
$!##E

&宽
#>(

&

$>(E

&总体走向
%#X

&

%(X

&局

部走向
%((X

&总体倾向
RC

&倾角
(#X

&

"BX

&局部倾向

?C

"剖面上陡下缓%目前经工程控制圈定了
%

个矿

体%

5

D$

号矿体%在
5

号矿化带北部&在
%

线)

&

线之间&由
(

个探槽(

%

个中段巷道(

$%

个钻孔控制%

矿体长
$(# E

&厚度
#>&

&

$>#( E

&平均厚度

#>'AE

&厚度变化系数为
$'>'[

&延深
!!#E

"矿石

的金平均品位
B

#

I0

$

fB>%'c$#

a&

&银平均品位
B

#

I

5

$

f'>"%c$#

a&

&铅(锌(铜微量%

5

D$

矿体
I0

品位变化系数为
%$>&[

%

5

D!

号矿体%在
5

号矿化带南部&

!#

线)

%&

线之间&由
'

个槽探(

%

个中段巷道(

!

个钻孔控制&

矿体长
!B# E

&厚度
#>&B

&

$>#( E

&平均厚度

#>"&E

&厚度变化系数为
$%>B[

&延深
A(E

"矿石

的金平均品位
B

#

I0

$

f%>%&c$#

a&

&银平均品位
B

#

I

5

$

fB>#'c$#

a&

%

5

D!

矿体
I0

品位变化系数

为
!B>B[

%

5

D%

号矿体%在
5

D!

号矿体深部&为盲矿体&

埋深
!(#E

&由
eV$&

钻孔单工程控制%矿体走向

%#X

&倾向
$!#X

&倾角
&#X

&

'(X

&厚度
#>&&E

"矿石的

金平均品位为
B

#

I0

$

f%>($c$#

a&

&银平均品位
B

#

I

5

$

f$">##c$#

a&

%

从矿体的金品位变化系数看&其变化率均小于

B#[

&因此本区金矿品位为均匀变化%从地表槽探

工程揭露情况看&矿体沿走向连续程度较差#含矿率

D

P

f#>%A

$&但由于
5

号矿化带深部工程控制不足&

其矿化连续程度尚难定论%

$>!>!

!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压碎结构&其次为包含结构(固

熔体分离结构(溶蚀交代结构(自形 半自形结构(网

状结构(填间结构(共边结构(骸晶结构(他形结构(

文象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致密块状构造(条纹 条带状构

造(浸染状构造(斑杂状构造(胶状构造(网状构造(

流失孔构造等%

$>!>%

!

矿石矿物成分

矿石中矿石矿物有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黄

铜矿(自然金(银金矿(自然银等"脉石矿物有石英(

绿泥石(钾长石绢云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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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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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金粒度及形态分类表

K7/43$

!

2-7.+1.G37+8M*-E8.1,-./0,.*+*M+7,.T3

5

*48

粒级 粒径'
EE

延展率 频率'
[

形态巨粒

(

#>!A( $

&

$>(

浑圆粒状

粗粒
#>!A(

&

#>#'B $>(

&

% !>#

角粒状(粒状

中粒
#>#'B

&

#>#%' %

&

B !#>!

骨骼状(粒状

细粒
#>#%'

&

#>#$

(

( &$>"

板状(条状

微细粒
.

#>#$

(

( $&>#

表
"

!

矿石的有益元素表

K7/43!

!

L7T*-7/43343E3+,;*+,3+,*M74,3-38-*;J7+8

g

07-,GT3.+

元素
B

#

I0

$'

$#

a&

蚀变岩 石英脉

B

#

I

5

$'

$#

a&

蚀变岩 石英脉

B

#

)0

$'

[

蚀变岩 石英脉

B

#

H/

$'

[

蚀变岩 石英脉

B

#

e+

$'

[

蚀变岩 石英脉

一般
!>!(

&

#>#%!>(#

&

#>!# !>#

&

(># K

&

#>##( K

&

#>##% #>##

&

#>#$ #>#(

&

#>#%#>#B

&

#>##%#>##%

&

#>#% K

&

#>##(

最高
%>B( '>!# B>AA !!>(# #>#$ #>#! #>#$ !>'A #>#% %>$!

!

注!

K

表示超微量%

!!

黄铁矿!

"

中 细粒黄铁矿&分布于薄层石英脉

两侧"颜色浅黄 灰白色&多数为立方体&粒径
%

&

#>$(EE

&致密块状&多数破碎&裂隙发育&沿裂隙充

填有微量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银金矿等"

#

细粒

黄铁矿&浅黄色&晶体为立方体&粒径
#>$

&

#>#$

EE

&在闪锌矿中呈乳滴状&在石英脉中与方铅矿(

闪锌矿组成条带状构造"

B

#

I0

$

f$c$#

a&

&

Bc

$#

a&

%

方铅矿和闪锌矿!灰黑色&微细粒他形&只在局

部地段产出&往往聚集在黄铁矿的边部&其中含少量

辉银矿&含金微量%

黄铜矿!粒度较小&从放大镜中偶见&微量%

自然金%主要分布于石英裂隙中&偶见于黄铁

矿或石英中%有时单独出现&有时与斜方辉铅铋矿

组成连晶&有时银金矿组成环带状包裹自然金%自

然金反射色金黄&多数呈粒状或浑圆状&少量呈骨骸

状(棒状(枝叉状(不规则粒状&粒径
#>#$(

&

#>#'B

EE

&一般
#>#%'

&

#>#$(EE

#表
$

$%

银金矿%多见于黄铁矿晶隙中&其突出特点是

经常与方铅矿组成连晶&个别与黄铜矿连生%银金

矿反射色呈乳黄 乳白色&多数呈粒状(不规则状&少

量呈树枝状(板状(条状(骨骼状&粒度最大面积为

#>!A( EEc#>#'B EE

&最小面积
#>#%' EEc

#>#$EE

&多数在 #

#>#'B EEc#>#$( EE

$

&

#

#>#%'EEc#>#$#EE

$范围内%

自然银%呈固熔体分离体分布在方铅矿中&反

射色乳黄 乳白色&多呈粒状(滴状(叶片状(薄板状&

少呈不规则状(似条形文字状&粒径
#>##!

&

#>#B(EE

%

$>!>B

!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的有益元素主要有
I0

&

I

5

&

)0

&

e+

&

H/

&

R

&

但
)0

&

e+

&

H/

微量#表
!

$%

矿石的有害成分
I1

&

B

#

I1

$

f#

&

#>##%[

&以

硫化物形式赋存于石英脉中"石英脉中的硫化物均

含微量
I1

%

$>!>(

!

矿石类型

金矿石按氧化程度(成因(矿物组合(矿石结构

等特征可分为!半氧化 氧化矿石和原生矿石
!

种自

然类型%

#

$

$半氧化 氧化矿石%此矿石类型有
!

种!含

金黄铁矿石英脉型(含金黄铁矿蚀变岩型%含金黄

铁矿石英脉型矿石遭受局部氧化&形成半氧化矿石&

氧化深度
$E`

&氧化部位为蜂窝状褐铁矿&假象黄

铁矿%含金黄铁矿蚀变岩型矿石为氧化矿石&氧化

深度
$

&

$>(E`

%由于矿体出露宽度
#>(

&

$>(E

&

且氧化带(半氧化带随着出露地形起伏的变化&无法

界定半氧化(氧化带的赋存标高&且该类型矿量有

限&可忽略不计%

#

!

$原生矿石%此矿石类型有
!

种!含金石英脉

型矿石(含金蚀变岩型矿石%含金石英脉型矿石呈

灰白色(灰黑色&包含结构(块状构造&金属硫化物含

量小于
([

%主要由黄铁矿(褐铁矿(石英组成&含

金量将随着硫化物含量呈正比变化%该类型矿石占

原生矿石比例
%#[

&

B#[

%含金蚀变岩型矿石呈

灰黑(灰白色(灰绿色&由构造破碎带角砾(片理(透

镜体形成破碎结构(变晶结构&角砾构造(片状构造&

一般由近矿构造带蚀变花岗岩形成%矿石较疏松&

多以钾化(硅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出现%该类型

&B!

地
!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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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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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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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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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矿石占
&#[

&

'#[

%

$>!>&

!

成矿矿物共生组合与成矿阶段

#

$

$成矿矿物共生组合%银金矿 黄铁矿 方铅

矿 黄铜矿 闪锌矿&自然金 黄铁矿 黄铜矿%

#

!

$成矿生成阶段%根据矿物共生组合和生成

顺序&可划分
%

个成矿阶段%

"

早期!石英 黄铁矿

阶段"

#

中期!石英 金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

晚期!

石英 黄铁矿阶段%

石英 硫化物阶段%石英(黄铁矿晶体粗大&大

部分半自形 他形&晶体直径
#>(

&

%EE

&形成团块

状(斑杂状矿石&在这些矿物形成之后&遭受了动力

作用&使石英(黄铁矿出现碎裂现象%

石英 金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金属硫化物形成

阶段&也是亲硫元素的富集阶段&故形成黄铁矿(闪

锌矿(方铅矿(黝铜矿(斜方辉铅锌矿(金(银矿等%

此阶段的矿物溶蚀交代现象明显&多形成条带状(团

块状(斑杂状矿石&矿物晶形以他形为主%

石英 黄铁矿阶段%仅见于个别构造叠加地段&

黄铁矿呈细粒他形浸染状&与其共生的石英大部为

梳状&并有少量绢云母(白云母共生%

!

!

控矿因素及矿床成因

"#!

!

成矿控制因素及矿化规律

#

$

$从矿区及其外围地质体的含金丰度值看#表

%

$&工作区外围地层金丰度值低&且工作区距外围地

层较远&金矿成矿与地层金丰度无关%

#

!

$从表
%

可知&矿体围岩#似斑状二长花岗岩$

的金丰度值较高&说明含矿热液在围岩蚀的过程中

使用围岩中的
I0

&

I

5

元素发生变化%

#

%

$矿体或矿化严格受
?C

向-

R

.形展布断裂(

裂隙构造控制%工作区内矿体(矿化全部赋存在

?C

向-

R

.形展布构造中%

#

B

$含金石英脉和含金蚀变岩在同一构造带内&

含金石英脉往往构成矿体核部&是成矿热液沿裂隙

充填(沉淀形成&含金蚀变围岩分布于构造带两侧&

系热液充填时交代围岩所致&矿化(蚀变强度由核部

向两侧减弱%蚀变岩及含矿石英脉具相似微量元素

组成&表明二者成矿热液的同源性&并显示出矿物物

质来源和演化过程基本一致%

#

(

$本区载金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含金矿物的

形成与黄铁矿相伴生&在时间(空间和物质来源上具

一致性%

#

&

$经矿物对的硫同位素测温#表
B

$&温度为

%B&

&

%''i

&说明黄铁矿生成的温度为中(高温%

#

'

$单矿物微量元素分析反映#表
(

$&黄铁矿是

载金矿物"黄铁矿中
)0

&

e+

&

H/

较低%说明
I0

&

I

5

的沉淀与
)0

&

e+

&

H/

的硫化物沉淀是同时的&

)0

&

e+

&

H/

含量虽低&可作为指示金矿化的标志%

"#"

!

矿床成因)

!

*

石庙子金矿金矿化多见于金属硫化物中%其
5

表
$

!

矿区外围地层及矿区内岩体%岩脉含金丰度值

K7/43%

!

I07/0+87+;3*M-*;J/*8.317+88

6

J31.+10--*0+8.+

5

*M,<3I083

P

*1.,

地质体 岩性
B

#

I0

$'

$#

a& 备注

辽河群

盖县组
!!!!!!!!!!

大石桥组
三段

!!!!!!!

二段
!!!!!!!

高家峪组
!!!!!!!!!!

岩体

岩脉

蚀变围岩

黑云石岩(变粒岩

白云石大理岩

黑云变粒岩

黑云变粒岩

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

煌斑岩

#>##!(

#>##!#

#>##!(

#>##!#

#>###"

#>##"#

#>##!(

#>##"(

地质五队资料

表
%

!

石庙子金矿
"

号矿带硫同位素测试结果

K7/43B

!

W3,3-E.+7,.*+-3104,1*MRD.1*,*

P

31*M*-3G*+3YY.+R<.E.7*G.

5

*4883

P

*1.,

编号 取样位置 产状特征 矿物
#

#

%B

R

$'

$#

a% 矿物对
#

#

%B

R

$'

$#

a% 同位素测温'
i

$ $

号矿体三中段
细脉

浸染状

黄铁矿
(̂>$

闪锌矿
B̂>(

黄铁矿 闪锌矿

#>&

%B&

! !

号矿体二坑口 浸染状
黄铁矿

(̂>A

方铅矿
%̂>'

黄铁矿 方铅矿

!>!

%''

'B!

第
!"

卷
!

第
!

期 徐庆华等!辽宁省岫岩县石庙子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控矿因素



表
&

!

黄铁矿微量元素分析表

K7/43(

!

9.;-*D343E3+,7+74

6

1.1*M

P6

-.,3

矿体
B

#

H/

$'

[ B

#

e+

$'

[ B

#

)0

$'

[

B

#

I0

$'

$#

a&

B

#

I

5

$'

$#

a&

$

号矿体
#>#%$ #>#B$ #>##$ B>(" &>"A

!

号矿体
#>#$"( #>#!$ #>#$# %>&( !>((

%

号矿体
#>#$% #>#!( %>($ $">##

号矿带硫同位素测试结果#表
B

$表明&

#

#

%B

R

$均为

正小值&变化区间小&为陨石硫的特点&即硫来源于

地壳深部"硫同位素测温表明&硫化物的形成温度为

%B&

&

%''i

&证明此矿床属中 高温岩浆热液型金矿

床%

岩浆期后&发生了多期构造及小规模岩浆活动&

由于含矿热液充填(渗透(交代产生强烈的硅化(钾

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使金(银等元素

活化(迁移&在成矿有利地段富集%

%

!

找矿标志

石庙子村金矿为岩浆热液沿构造裂隙充填石英

脉&矿体严格受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体内的
?C

向-

R

.形展布构造控制%

#

$

$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内的断裂构造复合

部位对成矿有利&含金的可能性大%

#

!

$

?C

向-

R

.形断裂中&构造的转弯处储矿条

件较好&金的品位相对较高%

#

%

$构造带中蚀变岩(黄铁矿化强烈者含金较

高%即金的品位与硫化物含量成正比%

#

B

$石英脉中含金多少与其金属硫化物含量成

正比%

#

(

$矿体沿走向(倾向有尖灭再现特点&一个矿

体尖灭后&注意另一个矿体的再现%

#

&

$煌斑岩的附近&金的品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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