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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符竹溪金矿赋存于新元古界板溪群马底驿组紫红色板岩内%成矿受区域性*R 向符竹溪

断裂及其派生的<<R+<R向断裂控制%矿床属于受断裂构造控制的中 低温热液脉状充填型矿

床&矿床具有显著的层控特点%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地壳深部!矿脉具有沿倾向延伸较大)侧伏成矿

及柱状富集的特点!主要脉带中的矿体在深部逐渐靠近%有合并成为厚大矿体的趋向!中酸性脉岩

与锑金成矿在时空和成因上的关系密切%可作为锑金的找矿标志!锑金矿化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带

性!成矿受隐伏中酸性岩体的热"动$力的控制%深部可能存在与上部不同的矿化类型或不同的矿

种&研究认为%符竹溪金矿向深部仍有较大的成矿空间%边部 N#%N!等脉带向B*向延伸部位和

花岗斑岩脉带找矿前景良好%推测存在斑岩型金锑矿化&

关键词!!符竹溪金矿特征!柱状富集!垂直分带!成矿作用!深边部找矿!湘西地区

中图分类号!!=)#(!=)#02'#!文献标识码!!>

"!引言

符竹溪金矿位于湖南省安化县羊角塘镇竹田

村%矿床自#0%"年发现开采以来%至今仍在边采边
探&!"世纪)"年代%湖南冶金地质二三七队首次
对该矿区进行了普查评价!&"年代末%黄金""'()
部队进行了初步勘探%并取得一定的找矿成果$ !%"
年代初%核工业!("研究所完成了1湖南省安化县符
竹溪金矿成矿规律及深部边部找矿研究2项目% %初
步总结了矿床成矿规律%建立了成矿模式%并找到了
新的隐伏矿体&本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结合近年
的探采实践%对矿床成矿特征)矿化富集特点)垂直
分带性)成矿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对矿床深边部
资源潜力做出概略述评&

#!成矿地质背景

符竹溪金矿所在区域处于扬子地台东南缘江南

地轴的西南段%雪峰弧形构造成矿带的东段&矿区

位于冷家溪#九岭构造带的南侧%羊角塘*R 向构
造与黄土坡 <*向构造交会部位%合心桥#符竹溪
锑金矿带南端&

区域主要出露中元古界冷家溪群)新元古界板
溪群%局部有震旦系)下古生界和白垩系分布&板溪
群为区域钨锑金矿的主要赋存层位%次为冷家溪群&
板溪群分为马底驿组和五强溪组&马底驿组厚'!$
"0%",%分为(个岩性段'下段为灰绿色巨厚层浅
变质砂岩)砂砾岩和砂质板岩%厚&""!'",!中段
为紫红色绢云母板岩)粉砂质板岩)钙质板岩夹结核
状或薄层状灰岩%厚$"""'!",%为符竹溪金矿的
主要容矿层位!上段为深灰)灰绿色板岩与浅变质砂
岩互层%局部夹紫红色砂质条带状板岩%厚'$"#!"
,&五强溪组仅出露于矿区南部竹叶山向斜核部%
岩性为灰 灰白色厚层 巨厚层中粗粒石英砂岩%夹
灰绿色砂质板岩)硅质板岩和纹层状浅变质细砂岩%
厚$'""'%",&

中元古代武陵运动产生的近*R向紧闭型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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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区域的基底构造&新元古代的雪峰运动则使基
底岩系形成了向<R凸出的<*向联合弧形构造,#-&
矿区及外围的褶皱构造不甚发育%主要为竹叶山向
斜%轴向 <RR%轴部出露板溪群五强溪组%产状平
缓%倾角!'b"$'b%两翼为板溪群马底驿组%产状较
陡%倾角''b"0'b&向斜东段扬起%向R倾伏%符竹溪
金矿位于竹叶山向斜的北翼&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
要为*R 向的符竹溪逆冲断裂带%区域延长达$"
D,%宽'""&",%向B倾斜%倾角0"b&断裂带中心部
位多被覆盖%仅在断裂边部见强烈的片理化带%岩层
产状陡立%并有钠长辉绿岩脉)花岗斑岩脉沿断裂带
分布%发育有大量含锑金石英脉或破碎带%田庄"竹
田$)杨家冲和松柏湾锑金矿点均产于该断裂带中&
该断裂是矿区重要的控岩)控矿断裂&在*R向断裂
带的东南部%有一组派生的)与*R向断裂带呈*入+
字形交接关系的 <<R+<R 向断裂%该断裂走向约

(!"b%倾向BR%倾角&'b"0'b%长约!D,%并有花岗斑
岩脉及含锑金石英破碎带分布%符竹溪金矿的N#%N!
矿脉即赋于其中&

图!!符竹溪矿区花岗斑岩脉与碲金矿脉的分布

O.;2#!?-GJ64A.8;L.JEC.I:E.484QP7+>:T7.8J

-E;C-8.E.3G4C69C9L9D7J.8O:56:f.;4/LL7G4J.E-C7-
#2冷家溪群!!2板溪群马底驿组!(2板溪群五强溪组!

$2辉绿岩!'2花岗斑岩!)2碲金矿脉及编号

矿区内岩浆岩比较发育%主要为沿断裂带侵入
的花岗斑岩脉和钠长辉绿岩脉%多呈<R 向)近*R
向和<*向%成群成带分布"图#$&岩脉一般长数
百米%宽#"!,%规模最大者长!$"",%脉宽!"
#",%倾向BR%倾角&'b"0'b%N!矿脉即受该岩脉
的控制%岩脉与围岩的接触界面清晰&据岩石化学
分析和计算$ %岩脉属于铝过饱和岩石&经@+>C法
测定%花岗斑岩的同位素年龄为"!"%2%$V(2'0$

?-,!-%系印支晚期产物&

根据重力资料推断符竹溪金矿以北'D,处的羊
角塘地区深部存在着隐伏岩体,(-%岩体位于邵阳#郴
州<R向构造 岩浆岩成矿带的中段%具有一定规模%
隐伏岩体可以为成矿提供良好的物质来源与热源条

件&地球化学方面%在羊角塘隐伏岩体的周边地区存
在一系列=I%Y8%>J%>;%>:%e-%X;%H:%O等元素的
地球化学异常和磁异常&重磁异常与地球化学异常
区内构造复杂%成矿条件有利%表明该区具有金属矿
产勘查的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条件&

!!成矿地质特征

"-!!矿体特征
符竹溪金矿现有矿脉#"条%共圈出#"个矿体

"表#$%其中的 N#%N!%N(%N'%N&%N%为主要矿
体%按产状可划分为 <<R 向和近 B< 向!组&

<<R 向的N#%N!%N(为主矿体!近B<向矿体为

<<R 向矿体之间的羽状脉或梯状脉"图!$&
矿脉均产于板溪群马底驿组紫红色绢云母板岩

中&矿脉在地表为硅化破碎带或蚀变带%仅局部地
段呈石英脉产出&主要矿脉走向 <<R%倾向BR%
近于直立"0"b"0'b$%矿体形态和产状总体较简单
和稳定%主要呈柱状或板柱状%向<R 侧伏%其次呈
脉状)长透镜体状%沿走向和倾向也常出现分支复
合)尖灭再现和膨大缩小等变化&单个矿体规模较
小%沿矿体走向最长为!)",%但沿倾向延深可达

'"",以上%大于其走向延长&

N#矿体的浅部以金为主%"">:$Z)2![#"\)%

""BI$Z"2!$a%矿石中金)锑矿化不均匀%变化大%
金主要呈微粒状)次显微粒状赋存于黄铁矿)辉锑矿
中%富集程度与硫化物含量)粒度大小有关%一般细
粒""2"'""2!,,$的黄铁矿)辉锑矿中金的含量较
高%金与硫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2'%%锑在局部有
所富集!N#矿体的深部以锑为主%""BI$Z!2"0a%

"">:$Z(2#%[#"\)&N!矿体以金为主%锑在局部
富集成富矿体%N!矿体的南部盲矿体以锑为主&

N(矿体以锑为主%但矿化很不均匀%""BI$最低

"2"!a%最高!!20$a&N&矿体以金为主%偶有锑矿
化&N%矿体在浅部未见到%在\#)$,标高处见到
厚度为"2!(,的矿体%"">:$Z##[#"\)!在

\#'%,标高见到厚度为#2#',的矿体%"">:$Z
)2(![#"\)!深部以锑为主%""BI$Z!2"0a%"
">:$Z(2#%[#"\)&

$' 地!质!找!矿!论!丛 !"#'年



表!!符竹溪金矿主要矿体特征

P-I/7#!H6-C-3E7C.JE.34Q,-.84C7I4L9.8O:56:f.;4/LL7G4J.E

矿体

编号

产状("b$
走向 倾向 倾角

出露

标高(,
工程控制

最低标高(,
规模(,

走向长 厚度

品位

"">:$(#"\) ""BI$(a
N#< ($' !'' &'"0! !'" \#"" #'""#0" "2&" '2!" "2&0
N#B (!" !(" &'"0! ((" \#!" #('"!)' "2&' $2&" #2#0
N!< (!' !(' &'"0' #0" \#"" )!"#$# #2#( )2%$ !2)!
N!B (!' !(' &'"0' !)" \)" (""0" "2$"#2' (2'"$2$ "2))"&2!#
N( (!" !(" &'"0! ($" \#($ '""#"" #2""!2' #2'"#200 "2!"!!20$
N' ('" !)" 0""0' (&" \)" $' #2"& $2'0 "2"&
N& ()" !&" 0""0' #0" \#)" #!" "2(""2&! #"2""#(20 "2"!
N% #" !0" &'"0' #0" \#'% #)' "2$"#2#' "2)"##2"
N$ ((' !$' 0" !&$ \!! (&" "2$# #2'("02" "2#)""2()
N#" #" !0" &'"0' #)' #$" #(" "2'$ #20"

图"!符竹溪金锑矿区地质简图

O.;2!!K74/4;.3-/JD7E364Q>:+BIL7G4J.E-C7-

.8O:56:f.-C7-
#2板溪群五强溪组!!2板溪群马底驿组上段!(2板溪群马底驿组

中段!$2花岗斑岩脉!'2含金石英脉及编号!)2蚀变带

"-"!矿石特征

!2!2#!矿物成分
矿石矿物成分简单%主要金属矿物为自然金)辉

锑矿)黄铁矿和微量毒砂%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石英%
其次为白云石)方解石)绢云母和绿泥石等&

自然金&金黄色%以显微金)次显微金为主%呈不
规则粒状)片状)树枝状分布于石英)黄铁矿和辉锑矿

的裂隙中%或呈包裹体赋存于石英中%粒径!"$"

0,%以"#!0,居多&自然金成色高达%%0[#"\(&
金主要赋存于黄铁矿中%辉锑矿含金较少"表!$&

辉锑矿&铅灰 黑灰色%呈纤维状)柱状)粒状或
半自形)他形)不规则粒状)显微粒状集合体%花岗变
晶结构%粒径"2#$"!2(,,%有时可见聚片双晶%应
力作用使双晶多呈弯曲状!辉锑矿常交代石英和黄
铁矿%形成不规则港湾状边缘&

黄铁矿&深黄色%多呈微粒状%粒径"2"'"
"2$,,%常呈脉状)浸染状或不规则团块状分布&
硫化物 石英阶段形成的黄铁矿呈星散状立方体%在
石英中成为自形包体%颗粒可达"2$,,以上!自然
金 硫化物 石英阶段形成的黄铁矿常呈微脉状)结
核状!在辉锑矿中黄铁矿多被溶蚀%有时可见黄铁矿
重结晶的加大边&

表"!单矿物分析结果

P-I/7!!>8-/9J.J4QJ.8;/7,.87C-/

矿体 矿物
>:

"e(#"\)

BI B >J >;
"e(a

N# 黄铁矿 )"2"" $!2$# "2(' "2""")
N# 黄铁矿 #'"
N# 黄铁矿 $&)2)&
N! 黄铁矿 '%2""
N! 黄铁矿 '#2""
N! 黄铁矿 %&(2("
N& 黄铁矿 (!2""
N# 辉锑矿 $2"" &"20( !&2"( "2#(
N# 辉锑矿 !2'"
N! 辉锑矿 "2!" &#2!' !&2(0 "2"&
N! 辉锑矿 "2'"
N! 辉锑矿 !2""
N! 辉锑矿 '20)
N( 辉锑矿 )2!'

!测试单位'湖南冶金地质二三七队化验室"#%0#$&

!金的测定采用火试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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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砂&铅灰色%一般呈自形菱面体或长粒状集
合体&浸染状分布于石英脉中&硫化物 石英阶段

形成的毒砂呈菱面晶体分散状%自然金 硫化物 石

英阶段是毒砂的主要生成阶段%常和黄铁矿共生呈
微脉状!毒砂在矿床中很少见及&

!2!2!!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晶粒结构)半自形晶粒结

构)他形晶粒结构)残余结构)花岗变晶结构)揉皱结
构)压碎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浸染状)角砾
状)网格状等&矿石组构特征反映出矿床的热液成
矿的属性&

!2!2(!矿石类型
符竹溪金矿床属贫硫化物含金石英脉型金矿

床%根据矿石的空间分布及矿物组合%可划分为$种
矿石类型&

"#$石英细脉带型&单脉厚度小%多为#"
'3,%少数达#""!"3,%细脉成群成组出现%构成
细脉带%厚度多为!""'"3,%有时可达#"!,!当
细脉带含有细粒黄铁矿并伴有蚀变退色带和硅化带

时%常表明其深部有金"锑$矿化存在&
"!$含金锑矿化石英破碎带型&含有大量块状

辉锑矿%可能还有方锑金矿%亦有自然金的石英破碎
带!"">:$Z#2(([#"\)"#$2(([#"\)%""BI$Z
"2!!a"$2""a!石英呈角砾状%并多含细粒黄铁
矿!矿化分为!个阶段%先是金的矿化%后为以锑为
主的矿化叠加充填含金石英破碎带&矿区中含金锑
矿化石英破碎带型矿石的工业意义最大)经济效益
最好&

"($含锑金石英破碎带型&锑矿化明显减弱%"
">:$Z!2##[#"\)"%2#([#"\)%""BI$Z"2#)a
""2(#a&

"$$含金石英破碎带型&是以金矿化为主的石
英破碎带%锑矿化基本消失%"">:$Z!2""[#"\)"
$$2&0[#"\)%""BI$Z"2""$a""2##a&

!2!2$!成矿阶段划分
按矿物共生组合%矿石结构)构造和矿物生成先

后顺序%矿床可划分为(个成矿阶段&
"#$石英 硫化物阶段&形成少量黄铁矿)辉锑

矿)毒砂)自然金!非金属矿物有石英)长石)绢云母&
"!$石英 自然金 硫化物阶段&此为自然金)辉

锑矿的主要成矿阶段!金属矿物有自然金)辉锑矿)
黄铁矿)毒砂)黄铜矿)白钨矿!非金属矿物有石英)
长石)绢云母)碳酸盐矿物&

"($石英 碳酸盐阶段&主要生成矿物有石英)

白云母)方解石)长石)绢云母等&

!2!2'!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主要有退色化)硅化)黄铁矿化)绢云

母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等&与金"锑$矿成矿有
关的蚀变主要为退色化)硅化)黄铁矿化&

"#$退色化&退色是多种热液蚀变"硅化)黏土
化)绢云母化)伊利石化$叠加的反映%是矿区最常见
的蚀变类型%是锑金矿化赋存的标志&一般发育于
矿脉和断裂破碎带的两侧%退色带一般宽#"',%
最宽可达#"余 ,&退色带与紫红色绢云母板岩呈
过渡关系%即靠近矿脉为灰白色)黄白色%向外逐渐
减弱为淡红色)紫灰色%最后过渡为原岩石的紫红
色!紫红色板岩的退色化程度通常比灰绿色板岩强!
含锑金的石英脉均产于退色蚀变带中%若石英脉两
侧无退色化蚀变时%一般不含矿&通常退色化产生
的化学成分变化是B.̂ !%>/! (̂%O7̂ 含量增高%而

H-̂ %O7! (̂ 含量减少&
"!$硅化&主要出现于含矿破碎带的近矿围岩

中%常与退色化)黄铁矿化紧密伴生%也常与碳酸盐
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等相互穿插交错成细网脉
状!不规则粒状石英交代绢云母和黏土矿物%呈不等
粒状变晶结构%硅化与锑金矿化关系密切&

"($黄铁矿化&产于矿脉及两侧破碎板岩退色
蚀变带内%常与硅化叠加出现!黄铁矿多呈浸染状产
出%粒径细小%以"2"'""2',,居多!晶形较好%多
呈立方体%少数呈五角十二面体或立方体与八面体
的聚形!黄铁矿是主要的载金矿物%"">:$Z(!2""
[#"\)"%&(2("[#"\)&

矿区的围岩蚀变均属中 低温热液蚀变%含矿石
英脉的两侧均有退色蚀变&矿体一般出现于退色
化)硅化)黄铁矿化三者叠加的地段%且蚀变宽度大)
蚀变程度高)细粒黄铁矿十分发育的地段%往往出现
富厚的金矿体&

(!成矿作用分析

#-!!地层控矿效应
地层对湘西钨锑金成矿带上金"锑$矿产的分布

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金"锑$矿床主要赋存于板溪
群马底驿组紫红色绢云母板岩)含钙板岩中,#-%表明
金"锑$的成矿与地层岩性关系密切&区域上板溪群
富集>:%BI%X;%>J元素%其中马底驿组紫红色板
岩中"">:$Z#$2(([#"\%,'-%为上部陆壳平均值
""">:$Z#20[#"\%$的&2%倍%它们可在中温)富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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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矿流体中富集成矿&由此认为马底驿组含金建
造既是区域锑金矿的矿源层%又是矿区锑金矿的容
矿层位%并决定了区域潜在的含金性,)-&

#-"!构造控矿作用
区内发育#条区域性*R 向的符竹溪断裂带%

是本区主要控岩控矿构造带%控制着符竹溪金矿的
产出&断裂下部可能与基底和隐伏岩体相连%是岩
桨热液与大气降水循环的通道%是连接成矿源区与
容矿部位的导矿构造&受其影响发育不同级次的断
裂构造%其中与之呈*入+字形相交的<<R 向断裂
是符竹溪金矿最重要的容矿构造%控制了区内主矿
体N#%N!%N(的形成与空间展布!<<R 向断裂派
生的近<B向羽状断裂或梯状断裂控制着区内次要
矿脉的展布&构造控矿主要表现在断裂构造对金的
导矿性和容矿性两个方面&

图#!符竹溪碲金矿a"脉柱状矿体纵投影图

O.;2(!=C4d73E.48L.-;C-,4Q34/:,84C7I4L9-E4C7T7.8N!.8O:56:f.P7+>:L7G4J.E
#2断裂!!2中段及编号!(2采空区!$2预测矿体

#-#!矿体的柱状富集
符竹溪金矿矿体呈现出沿倾斜方向的延伸大于

其走向的长度&矿体沿走向长'""#0",%最长!)"
,!沿倾斜延伸!0""('",%最深&'"",%为其延
长的#2&"(2$倍&在剖面上主要矿体呈<R 向侧
伏%侧伏角&'b"0"b%形成近于直立的板柱状矿体
"图($&金锑矿体侧伏和柱状富集规律的控制因素
还有待深入研究&

#-$!锑金矿化的垂直分带
金属矿床的分带性普遍存在%它往往反映了矿

体共"伴$生矿物元素组合)物质组分)矿化强度)成
矿物理化学环境等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特别是符
竹溪这样的百年老矿%深入研究矿床的分带规律对

寻找深边部的隐伏矿体颇为有益&
符竹溪金矿的矿化在地表多呈硅化破碎带或退

色带的形式产出%仅局部地段为石英脉伴有少量金
或锑金矿化&在水平方向上未显示出矿物"元素$的
分带%但在垂向上成矿组分)矿石类型)矿化强度显
示出分带特点&从地表至已知矿化的最深部%自上
而下可划分出)个带,%-'$退色带!%硅化带!&石
英细脉带!'含金 锑石英破碎带%锑多于金%是锑的
主要成矿带!)含锑 金石英破碎带%金多于锑%锑矿
化明显减弱!*含金石英破碎带%锑矿化基本消失%
金矿化增强%细粒黄铁矿明显增多&

砷和硫的含量在垂向上也显示出一定的变化规

律&在一定成矿深度内%如 N#矿体的",标高以
上%N(矿体的\!"",标高以上%砷和硫的含量随
深度的加大而增高&据!条剖面的计算%随深度的
增大%N#矿体的砷)硫)金的平均递增率"#"\)(,$
分别为#2(%)"和"2"#!!N(矿体分别为"2"%%%和

"2""!0&且自上而下含矿破碎带的脉体构造由硅
化破碎带%石英细脉带%石英交替脉带%石英脉
带'"">J$由#02'[#"\)%'"'[#"\)%'!)[#"\)

%'$([#"\)!""B$由![#"\)%$2![#"\)%)2'[

#"\)%&2!"[#"\)&这与湘西锑金矿中金与砷%金

与硫呈正相关关系的特点是一致的,$-&

#-%!花岗斑岩脉与金锑矿化
符竹溪金矿区内花岗斑岩脉成群成带分布%并

与金锑矿化有着密切的时空关系"图$$%这在湘西
钨锑金矿带中的其他矿床中未曾见及&

符竹溪金矿及其近外围%从西部的杨家冲%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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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符竹溪锑金矿床地质剖面图

O.;2$!K74/4;.3-/J73E.484QO:56:f.BI+>:L7G4J.E
=E(H2@!2板溪群马底驿组中段!=E(H2@(板溪群马底驿组上段!

=E(H2"2板溪群五强溪组!#2石英砂岩!!2砂质板岩!(2板岩!

$2花岗斑岩!'2蚀变带!)2矿脉

竹溪)莫家坪到东南部的滑石滩%多处出露花岗斑岩
等脉岩"图#$%其锑)金含量比容矿地层富&符竹溪
金矿区出露的#条主要花岗斑岩脉的"">:$平均
值为"2"!'[#"\)%""BI$平均为"2"#(a%明显高于
上部陆壳平均值""">:$Z#20[#"\%%""BI$Z"2!
[#"\)$%表明花岗斑岩脉的侵入可以提供成矿物质
和成矿流体&资料表明%除符竹溪金矿已知的 N!
北矿体呈柱状产于花岗斑岩脉下盘%在##',中段
产于花岗斑岩中或插入花岗斑岩脉的上盘外%近年
来矿山探采工作新发现的富锑金矿体均产于花岗斑

岩脉的上)下盘或其中!N$矿体在\!",中段表现
为蚀变破碎带"退色带$%在\!",中段以下见到花
岗岩脉%且矿化增强&这表明浅部为含矿蚀变带%深
部则出现与矿化有关的花岗斑岩脉&花岗斑岩脉与
锑金矿化有着确切的空间关系!时间上锑金矿化与
花岗斑岩基本同时或稍晚&由于花岗斑岩多借助已
有的断裂裂隙进行上侵与充填%岩脉两侧易产生破
碎%为成矿流体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空间!花岗斑岩脉
含锑)金较高%可直接为成矿提供物源&在花岗斑岩
形成过程中%成矿物质逐步向花岗岩浆转移)浓集并
富集成矿&所以说花岗斑岩脉的侵入是矿区锑金成
矿的重要成矿条件,0-%并可作为深部锑金找矿的重
要标志&

#-&!成矿演化分析
中新元古代的构造运动形成了湘西地区的区域

不整合面%产生了一系列褶皱及断裂&中新元古代
是地球深层物质"包括金$外迁的重要时期&在区域
变质过程中%地层中的金有明显活化)迁移和再聚集
的趋势,%-!动力变质使成矿物质沿断裂带重新组合%

变质热液中的>:元素沿退变质带淀积形成金的初
始富集带&

武陵期%区域性近 <B向挤压应力使冷家溪群
褶皱%形成近*R 向的符竹溪构造带%符竹溪金矿
位于其南侧!板溪群不整合于冷家溪群之上&

雪峰期%区域应力场转为 B< 向左行扭动力
偶,#"-%并派生出 <R+B*向的挤压应力和 <*+BR
向的剪切应力&<*+BR 向的剪切形成左行压扭性
逆断裂%导致区域锑金矿床"点$呈 <*向带状分布
的构造格局&经过武陵 雪峰运动%区域成为长期隆
起的地区&本区锑金矿化均产于基底岩系之中%基
底构造对中生代的构造和岩浆侵入具有重要的控制

作用%而区内的锑金矿化则是在继承基底中金的高
丰度基础上继续演化的,##-&

印支晚期%本区经历了造山期的挤压到伸展期
的转变%形成适合岩浆侵位的构造环境,#!-%并为含
矿流体上升提供了通道和空间,0-!中酸性岩浆岩的
上侵%形成了高地热异常%有利于含矿建造中成矿物
质的再次活化迁移%锑金矿化与花岗斑岩脉紧密相
伴%显示出矿区的锑金矿化可能与深部隐伏的酸性
岩体具有成因联系&

$!结语

"#$符竹溪金矿赋存于新元古界板溪群马底驿
组砂泥质)含钙质的类复理石建造中%该层位是湘西
钨锑金成矿带锑金矿床最重要的容矿层位%是金的
矿源层和容矿地层&金矿化受基底岩系控制%且有
明显的层位效应&

"!$符竹溪金矿严格受断裂控制&矿床位于羊
角塘 *R 向构造带的南侧%符竹断裂带的下盘&

*R 向断裂是矿区主要的控矿断裂&沿断裂有花岗
斑岩脉和钠长辉绿岩脉的侵入%还发育有含锑金石
英脉&*R 向断裂长期活动%印支晚期又有强烈的
活动&与*R 向断裂斜交的<<R 向断裂是矿区主
要矿体的赋存构造%而次级近 <B向羽状断裂或梯
状断裂则控制着次要矿体的展布&

"($矿体有沿倾向延深大)侧伏成矿及柱状富集
的特点%其沿倾向的延深往往是走向长度的数倍%这
也是湘西钨锑金脉状矿床的普遍规律,#(-%因此深部
矿化可延至\()",标高"目前探采标高\#"",$'%
这对扩大矿床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区内锑金矿化具有垂直分带规律%锑矿化多
集中于上部矿体%向深部金矿化增强而锑矿化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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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中砷和硫的含量也是随着深度的加大而增高%
垂直分带规律对隐伏矿预测和矿床深部勘探具有重

要意义&
"'$区域变质地层中分散的>:元素活化迁移%

形成沿退变质带集中分布的金的初始富集带"层$!
印支晚期侵入的花岗斑岩脉与金矿化关系密切%对
早期形成的金的矿源层叠加)改造%使金进一步富集
成矿&因而矿床属于受断裂控制的中 低温热液型

金矿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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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37E4L7GE6-8LG4E78E.-/.E9-EB*7fE78J.484QT7.8;C4:GN#%N!-8LE67;C-8.E.3G4CG69C9L9D75487
-8L.E.J.8Q7CC7LE6-E34:/L433:CG4CG69C9>:+BI,.87C-/.5-E.482
R3SE94>='!H6-C-3E7C.JE.3J4QO:56:f.;4/LL7G4J.E!34/:,878C.36,78E!T7CE.3-/548.8;!,7E-//4;787+
J.J!,-C;.8-/GC4JG73E.8;!E67A7JEX:8-8GC4T.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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