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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边山含金斑岩体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鲍振襄
(湖南地质勘查局 2 4 5队 )

半边山含金斑岩体产于桃江花岗闪长岩体外接触带之中元古界冷家溪群中
,

呈北北东向带状

分布
.

金矿化主要富集于斑岩体内的石英脉
、

接触破碎带及蚀变带中
。

在富集地段金矿化断续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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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工重砂资料
,

金为细粒自然

金
。

该金矿的发现不仅为湖南增加了金矿新类型的可能性
,

而且还提供了湘西雪峰隆起区钨锑金矿

带与岩浆岩之关系的新证据
。

关键词 含金斑岩 富集特点 地质意义

湖南省桃江半边山含金斑岩体为我队近年来所发现
,

系一新的金矿化类型
,

其分布面积

约 1k0 m
, 。

目前正在工作中
。

1 地质概况

本 区位于湘西雪峰隆起区东段
,

即湘西钨锑金矿带东段
,

北西 向桃江断裂的东北侧
。

含

金斑岩体赋存于加里东期桃江花岗闪 长岩体外接触带中
。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冷家

溪群下段
,

其岩性为浅灰一灰绿色条带状绢云母板岩
、

粉砂质绢云母板岩 (夹长石石英粉砂

岩 )
、

细砂岩
,

少量为硅质绢 云母板岩
,

厚度 > 3 0 0 0 m
。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

构造线方向主要

为北北东向
;
次为北西向

,

系北北东向钩造的一组共扼张扭 胜断裂
。

此外
,

劈理构造十分发

育
,

其倾角一般大于地层倾角
,

并 与含金斑岩体走向有较大交角
。

2 含金斑岩体地质特征

.2 1 含金斑岩体的产状与规模

半边山含金斑岩体主要为石黄斑 岩
,

呈脉状
,

已发现有 9 条
,

一般 长 1 8 0 0一 3 10 0 m
,

宽

7一 n m
,

最宽 20 m 以上
。

多陡倾斜 (倾角 55 一 7 5
“

)
,

主要充填于北北东向张扭性断裂中
,

具

有分枝复合
、

膨胀狭缩等特点 (见图 )
,

与围岩呈侵入关系
,

接触界面清晰平直
,

但金矿 化较

好部分
,

斑岩与板岩呈港湾状分布
。

其次还有一些北西走向的斑岩脉
,

一般长 30 0一 4 00 m
,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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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 g m
,

产状 陡
,

变化较大
,

其中还见有岩块或透镜状围岩捕虏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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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桃江半边山含金斑岩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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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黄铁矿 ) 化
、

褐铁矿化及硬锰

矿化等
。

2
.

2 含金斑岩体的岩石学特征

石英斑岩多已风化
,

岩石为白

色
,

部分带肉红
、

浅紫
、

褐黄等杂

色
。

岩石中石英呈脉状
、

细脉状
、

网

脉状及不规或团块状分布
。

岩石具

斑状结构
,

斑晶由石英
、

长石等组

成
,

石英 ( 14 %一 17 % ) 呈半自形

一它形晶
,

粒状
、

柱粒状
,

部分为

不规则状
,

分布不均匀
,

长石 (2 %一

4 % ) 全部绢云母化或粘土化
。

岩石

基质 (7 9 %一 84 % ) 主要 由微晶钾

长石和部分微晶石英组成
,

还有少

量微细白云母
.

此外
,

在 V
S 、

V
。

脉北端及 V
Z

脉中部
,

尚见有花岗斑岩
。

岩石呈

斑状结构
,

以石英
、

长石 (钾长石

和钠长石 ) 为主 ( 10 %一 15 % )
,

白

云母少量
。

基质 (7 8%一 8 3 % ) 为

显微隐晶质结构
,

全部 由隐微晶长

英质矿物组成
。

与石英斑岩不同之

处花岗斑岩中长石 (钾 长石和斜长

石 ) 含量较高 (9 %一 10 % )
。

2
.

3 含金斑岩的岩石化学特征

2
.

3
.

1 化学成分特征 本区石英斑岩的化学成分 (重量 ;们 具有高酸
、

较贫碱
、

低钙镁
、

铝

过饱和的特点 (表 l )
,

即 5 10
: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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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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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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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度率 ( A R ) 1
.

6 6一 2
.

8 1
,

钠度 0
.

0 4一 0
.

9 0
,

碱钙比 1 2
.

8 1一 6 2
.

8 6
,

氧化系数 2
.

4 5一 1 0
.

7 ( )
。

该岩体与国 内其他石英斑岩体相比
,

具有碱度偏低
、

富钾
、

氧化系数偏高的特点
。

其扎氏值
:

Q ( 5 0
.

5一 5 4
.

3 ) 偏高
, a ( 4

.

7一 9
.

2 ) 低
,

相对贫碱
; C ( 0

.

0 6一 0
.

3 ) 长石相对贫钙
; a /

〔 、

( 1 4
.

5一 1 0 0
.

3 ) 偏高
,

f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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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一 7
.

0 3 ) 反映出低温环境
; F e :

0
3

/ F e O ( 2
.

4 5一 1 0
.

7 0 )

偏高
, n (7

.

7) 偏低
,

说明钾长石相对富集
。

在 J
.

B
.

莱特 A R 一 51 0
:

与碱质关系图上
「’

显示
.

属于酸过饱和
、

铝过饱和的钙碱性岩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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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岩石化学成分及扎氏数值

Ta l be 1 C h e m i e .l e o m P so i ti o a n nd T e h a va risk ji
, 5 v a l u e o

f
r
oc ks

犷床名称 岩石类 必 5 10 : T 幻 : A叮2 0 3 氏
:
0

: F创0 M
n o M g o C a o N o 20 K : O P , 0 5 灼 失 t 合 什

序号

1 半边山金犷 9 9
.

6 4

2 刘 云村金矿化 9 8
。

7 8

3 木瓜因金矿 9 8
.

3 9

4 符竹澳锑金矿 9 9
,

3 2

5 王家村锑金矿 9 8
.

2 3

6 板溪锑矿

7 挑江地区

石英斑 岩 7 7
.

3一 0
.

4 0 1 3
.

0 1 1
.

2 0 0
.

2 6 0
.

0 6 0
.

1 1 0
.

1 9 0
.

7 6 3
.

7 1 0
.

0 1 2
.

5 9

花 岚斑 岩 7 3
.

4 8 0
.

1 0 1 4
.

83 0
.

8 9 0
.

1 9 0
.

0 5 0
.

17 0
.

3 4 2
.

1 4 峨
.

0 2 0
.

0 3 2 2
.

5 4

石英斑岩 71
.

6 6 0
.

20 16
.

6 1 0
.

9 1 0
.

4 0 0
.

0 1 0
.

3 6 0
.

2 4 0
.

0 9 3
.

12 0
.

0 25 4
.

7 6

花岗斑岩 7 0
.

0 0 0
.

3 7 1 4
.

5 0 1
.

5 6 1
.

9 1 0
.

0 5 6 0
.

70 2
.

3 1 2
.

2 5 2
.

2 6 0 0 8 4
.

3 2

花岗斑岩 7 0
.

3 9 0
.

3 1 1 3
.

5 7 2
.

2 4 1
.

4 3 0
.

0 8 1
.

3 6 1
.

8 7 2
.

5 6 2
.

5 5 0
.

0 8 6 1
.

7 8

石英斑岩 75
.

9 7 0
.

2 8 14
.

0 1 0
.

8 1 0
.

5 9 0
.

0 2 0
.

3 3 0
.

1 6 1
.

, 1 3
·

2 1 0
.

0 4 3 2
.

0 3

花肖闪长岩 6 8
.

7 5 0
.

3 0 1 3
.

7 6 0
.

5 9 2
.

7 1 0
.

0 6 1 0 0 2
.

8 9 3
.

3 0 3
.

9 2 0
.

0 9 0
.

3峨

9 9 3 6

9 7
.

7 1

吕 国内其他地区 石英斑岩 7 2
.

88 0
.

3 2 1 4 15 0
.

84

1
.

2 4

1
.

43 0
.

0 6 0
.

6 9 1
.

6 6 3
.

7 7 2
,

6 1 0
,

1 0 1
.

4 9

0
,

8 9

1 0 0
.

0 0

9 国内其他地区 花 岗斑岩 7 1
.

2 7 0
.

2 5 1 4
.

2 5 1
.

62 0 0吕 0 8 0 1 6 2 3
。

7 9 4 0 3 0
.

16 1 0 0
.

0 0

犷床名称 岩 石类熨 右 ` 尹 , , ,
Q d /

`
样数 资料来源序号

1 半边 山金矿 石英斑 岩 6
.

5 0 2 8 2
.

3 8 6
.

0 本队

2 刘 云村金矿化 花岗斑岩 9
.

9 0
.

4 8 0
.

1 8 6
.

3 本队

3 木 瓜园金矿 石英斑岩 4
.

5 0
.

3 , 7
.

4 9 0 2 本队

4 符竹澳娜金矿 花尚斑岩 8 5 7 8
。

3 6 4
.

8 2 3 7队

5 王家村锑 金矿 花岗斑岩 9
.

2 2
.

8 7 8
.

匀 4 2
.

2 23 7队

6 板澳锑矿 石英斑岩 8
.

43 0
.

2 8 2
.

4 7 9
.

7 4 1 8 队

7 桃江地区 花岗闪长岩 12
.

9 2
.

8 7 8
.

6 本 队

8 国内其他地区 石英斑岩 11
·

7 2 8 0
.

5 4 5
.

7 黎彤

公 国内蕊他地区 花戌斑岩 13
.

9

1 1
.

0

9 6

1 7 8

1 2 2

9
.

7

8 9

5
。

7

5
.

a

4 9 9 7 9
.

3 1 8
,

9

1 2
.

2 1
.

7 2 3 5 5 1
.

5 3 2
.

5 4

1 1 0 2
.

7 4 4
、

7 4 0 0 2 4
.

8 1

6
,

5 3 3 5
,

7 4 5
.

5 1 5 0 2

2 5
.

5 9
.

4 6 0 3 9
.

1 5
.

3 1 0

3 4
.

1 2 3
.

8 5 9
.

0 3 7
.

0 1 0
.

0 4

1 4
.

3 6
、

0 4 4
`

2 4 7
.

9 4 8
.

3 3

1 3 3 5 6
.

6 3 0
.

1 5 6
.

4 2 8 6 2 5
.

7 2

3 5 2 1 9 1 6 8
.

4 3 5
.

5 5
.

8 5 2 3

5 4 1 2 7 5 8
.

7 2 凡
`

9 2
,

8 1 4 黎 彤

2
.

3
.

2 微量元素特征 区内各种岩石中 A s 、

P b
、

Z n
含量均较高

,

特别是 A s
高于花岗岩和

上部大陆地壳平均值的 28 一 5 1 倍
,

而 C u 、

M 。
含量则较低 (表 2 )

。

这与湘西钨锑金矿带微量

元素含量特征
「幻大体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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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类岩石微盆元紊含 l (又 1 0
一 `

)

T a b le 2 T r a e e e le m e n st e o n te n t s (又 10
一 ` ) in v a r io u s r o e k s

A
s

P b Z n U u M o C 样数

0
.

5 3 1 3 4 7 1 2
.

9 8..2224石英斑岩 3 8
.

5 5 80
.

7 2

接触破碎带

4 6
,

5 0

3 0
.

9 3 0
.

5 1 5
.

6 6

围岩 (板岩 ) 1 9
.

3 1

湘西冷家溪群板岩 3 6
.

9

2 2 7

1 56
.

5

4 8

2 2
.

1 5

5 7
.

5

0
.

5 1 5
.

6 9 6 1 2:
左
几Qù几七仁」

:
七J,1门了J枯

2 7
.

7 7叹口二口亡口

…
Oó,二,
卫

花岗岩 (维氏
, 19 6 2)

上部大陆地壳平均值 ( 泰

勒等
, 19 8 5 )

2 0 7 1 2 5 10 2 0

据各类岩石采样化学分析结果
,

其平均含 A u
量为

:

石英斑岩 0
.

H 又 10
6

( 4 4 件 )
,

蚀变

斑岩 1
.

9 9 / 1 0
一 `

( 3 件 )
,

石英细脉 1
.

7 5又 1 0
一 `

( 6 件 )
,

顶底板围岩 (板岩 ) 0
.

0 6 丫 1 0
6

( 6

件 ) ;
斑岩中 A u

的含量超过花岗岩 (0
.

0 0 4 5丫 10
`
) 24 倍

。

故该区属于金的高含量岩石区
。

2
.

4 含金斑岩体矿化特征

由 6 0 件人工重砂鉴定结果表明
,

本区石英斑岩体普遍含有自然金
。

金矿化主要 充填在研

岩原生节理裂隙中的陡倾斜石英脉内
,

其次产于斑岩与板岩之接触破碎带 (断裂带 ) 以及斑

岩 内蚀变破碎带
、

黄铁矿化带和含锰石英细脉带中
。

2
.

4
.

1 石英脉中的金矿化 半边 山含金斑岩体的金矿化主要富集于斑岩内的石英脉中
.

尤其

是沿 30 0一 3 1 5
“

方向的陡倾斜节理裂隙充填的石英脉含金性最好
,

含 A l : 量 (包括石英脉旁的

斑 岩 ) 达 10
.

20 又 1 0 一 6

一 20
.

20 又 l 。
一 “ ,

厚度 。
.

55 一 1
.

00 m
。

该类含金石英脉与斑岩体多呈 6()
-

8 00 的交角产出
,

一般含金石英主脉宽 10 一 1 c5 m
,

长数米至 10 余米
,

延深 5一 1 5 111
。

有的含

金石英脉 (如 V
。
) 还有等间距 ( 10 一 13 m ) 出现的趋向

。

所有的含金石英脉 内
,

儿乎 都含 :(j

较多的黄铁矿
。

本 区含金斑 岩体内还较普遍的发育有含锰石英脉
,

脉宽 1一 3 cn 、 。

经微化分析
,

属四 价氧

化锰
,

以硬锰矿微粒或薄膜状附生于石英表面或裂隙中
,

成为含金的指示矿物
。

斑岩内有两 种含金石英脉
。

一种为北北东向的 石英脉
。

石英具有应变亚晶粒结构
,

品形

为板条状
、

不规则状
,

粒度大小不一
,

紧密镶 嵌成块体
。

由于应力作用
,

石英多呈拉长定向

排列
,

光性异常
,

晶体均呈现应变亚晶结构
,

部分晶体还产生碎裂纹
。

少量褐铁矿以及微品

石英和显微鳞片状绢云母等蚀变矿物
,

沿石英裂隙充填 与交代
。

另一类为北西 向石英脉
,

为

他形粒状变晶结构
、

应变亚晶结构
,

呈 他形晶
,

粒状
、

不规则状之晶形
,

粒度大小不 一
,

部

分为粗晶至极粗晶
。

由于应 力作用
,

大部分矿物具波状消光
,

部分产生粒状亚晶和碎粒化现

象
。

有时在裂隙中还见有绢 云母细鳞片状集合体
。

研究表明
,

斑岩体内的含金石英脉
,

一般不穿插列围岩中
,

属于岩浆期后热液产物
。

2
.

4
.

2 断裂破碎带中的金矿 化 主要见于石英斑岩体与围岩接触处断层破碎带之板岩一侧

v
。

的脉中
。

矿化沿接触破碎带分布
,

断续长约 1 50 m
,

含 A ul
·

33 又 1 0 一 6

一 .6 67 丫 10
` ,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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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0一 1
.

5 6m
。

该类金矿化岩石绢云母板岩
,

具显微鳞片变晶结构
、

变余粉砂状显微鳞片变晶

结构
,

并有少量毒砂和黄铁矿 l( %一 5% ) 不均匀地浸染于岩石中
。

毒砂为 自形一半自形柱

粒状晶体
,

横断面呈菱形
。

黄铁矿为粒状
、

不规则状或半 自形
、

他形粒状晶体
。

此外
:

①在

V
。

脉接触破碎带上断层泥
,

人工重砂见自然金 2 14 粒 ; ②在 V
:

脉北端
,

石英斑岩因构造应力

作用产生破碎
,

沿其裂隙中见有硬锰矿
、

褐铁矿充填
。

硬锰矿具同心环带状胶状结构
。

后期

含金石英脉状体穿插于岩石中
。

2
.

4
.

3 斑岩内的金矿化 斑岩中的金矿化多见于斑岩体分枝复合及其膨大或羽脉收敛部位
。

如 v
,

脉分枝复合部位含 A u 6
.

22 义 I J
6

一20
.

20 又 1 0一 ’ ,

v
,

脉膨大 部位含 A lt6
.

52 又 1 0一 6

一

10
.

2 o x 1 0
一 6 ,

V
Z

脉羽脉收敛部位含 A u 3
.

n x 1 0 一 `

一 3
.

18 又 10
’ `

等
,

都出现金的相对富集地

段
。

此外
,

斑岩体内的黄铁矿化
、

钾化及高含量铁锰质等地段
,

也是金矿化相对富集的地段
。

如 V
:

脉黄铁 矿化
、

钾 化斑 岩含 A llt
.

5 又 10
“ 6

一 6
.

52 又 10
一 ` ,

V
S

脉 含锰 石英 细脉 斑岩 含

A u6
.

86 义 10
’ 6

等
。

另外 V
,

斑岩脉南段强蚀变 (绢云母化
、

粘土化及褐铁矿化 ) 部位
,

亦 见到

较好的金矿化
。

2
.

5 金的赋存状态

据人工重砂鉴定结果 (表 3)
,

斑岩内各矿脉 自然金含量不等
,

粒数为 12 一 3 8 9
,

重砂含

量 0
.

1 1 1 义 1 0
一

`

一 3
.

2 9 9 X 1 0 一 6 ,

化学分析结果 0
.

1又 1 0 一 `

一 2
.

8 9 / 1 0一 6 。

T a b le 3

表 3 人工孟砂鉴定结果表

R e s u l肠 o f a r t i f i e ia l h ea
v y e o n e e n t r a t e a n a l y s i s

样重 自然金

( k g ) 粒数

粒度

( m m )

重量

( g )

A。 含量 ( 义 10 一 `
) 与石英

—
连生金

重砂 化学分析 (粒 )
岩

脉号序号

板岩 (围岩 ) 0
.

12一 0 0 1 0
,

0 0 03

石英斑岩 0
.

3 2一 0
.

0 1 0
.

0 0 0 8

石英斑岩 2 02 2 36 0 3 0一 0
,

0 0 8 0
.

0 0 5 5

石英斑岩 0
.

3 4一 0
.

0 1 0
.

0 0 0 6

石英斑岩 1 2 0
.

2 8一 0
。

0 0 5 0
。

0 0 0 4

含石英脉石英斑岩 2
.

14

板岩 (围岩 }

1 27 8

2 5 8

0
.

5 0一 0
.

0 0 5 0
.

0 1 4 4

0
.

4 5一 0
.

0 0 5 0
.

0 0 4

0
,

1 15

0
。

3 25

2
。

7 5

0
.

2 8 8

0
.

1 7 3

7
.

2 0

1
.

3 3

石英斑岩 < 0
.

1 0
.

0 0 0 2 0
。

0 3 0 0
.

1 0

石英斑岩 0
.

2一 < 0
.

1 0
.

0 29 2 3
.

2 9 9 0
.

6 5

石英斑岩 0
.

2一 < 0
.

1 0
.

0 0 1 5 0
.

2 6 9 0
.

8 4

石
_

笑斑岩破碎带 0
.

2一 < 0
.

1 0
.

0 00 9 0
.

1 1 3 2
.

1 6

板岩破碎带 0
.

2一 < 0
.

1 0
.

0 01 9 5 0
.

2 5 2 1
.

5 4

含石英脉石英斑岩 5
.

0 0

8

3 5 8

1 0 2

1 3 1

1 5 8

1 7 5 5 0
.

4 5一 < 0
.

1 0
.

2 0 7 9 4 1
.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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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样重

( k g )

自然金

粒数

位度

(m m )

重量

( g )

号脉序号

石英斑岩 6
.

4 0 3 < 0
.

1 0
.

0 0 0 5

A u 含量 (又 1 0 侣
)

重砂 化学 分析

0
.

0 7 8

与石英
连生金

(校 )

石英斑岩

石英斑岩

17
.

9 5 3 4 3 0
.

2一 < 0
.

1 0
.

0 0 2 0
.

1 1 1

12
.

6 5 3 8 9 0
.

9一 < 0
.

1 0
.

0 1 4 15 1
.

1 1 9

含褐铁矿团块石英斑岩 16
,

65 15 2 0
.

4 5一 < o
·

1 0
.

0 0 12 0
·

0 7 2

V
,

含石英脉石英斑岩 4
.

7 0
.

9一 < 。
.

1 0
.

0 38 .8 0 85 6 0 %

注
:

①序号 1一 12 的人工重砂样
,

系加工过程中被缩分的部分
, ② 13 一 17 号为 人工重砂样

、

③ 18 系补采的人工重砂 样

斑岩体中的自然金
,

晶体形态多数为不规则粒状
,

少数为 树枝状
。

粒度 < 0
.

l m m 占

86
.

30 %一 1 00 %
。

而斑岩体内含金石英脉中的 自然金
,

其人工重砂含量可达 7
.

20 又 1。 `

一

41
.

58 义 10
一 ` ,

粒径 > 0
.

9一 。
.

Zm m 占 63
.

1%一 70
.

75 %
。

晶体形态主要为树枝状
,

次为不规则

粒状
,

个别呈薄片状
。

本区除新发现的半边 山含金斑岩体外
,

还在桃江断裂 (下盘 ) 东南侧
,

发现有产于上元

古界板溪群马底骤组破碎带中石英脉型金矿及刘云村花岗斑岩等金矿化点
。

表 明本区石英

(花岗 ) 斑岩体均有不同程度的金矿化
,

这是其一
。

其二是半边山含金斑岩金矿可能成为雪峰

隆起区新的金矿化类型
,

即含金斑岩体类型
。

金的成矿元素和斑 岩体均来源于同一构造 一岩

浆活动旋回
,

其成岩成矿时期基本一致
;
金的主要矿化期发生于岩浆期后的热液成矿阶段

。

其

三
,

直接提供了湘西钨锑金矿带与岩浆岩的成因联系的证据
。

在 湘西钨锑金矿带近 1 0 0汰 m
Z

的范围内
,

许多钨锑金矿区均见有斑岩体分布
,

如安化符竹溪锑金矿区出露的花岗斑岩体
.

矿

脉分布于花岗斑岩上下盘
,

并在岩脉转折部位常有富矿
;
桃江工家村锑金矿多处矿脉充填于

花岗斑岩内
; 桃江板溪锑矿脉产于石英斑岩脉内或脉旁侧

。

半边 山含金斑岩体不仅作为金矿

化围岩
,

而且其本身还是金的载体
。

其四
,

雪峰隆起区钨锑金矿除了主要与加里东期变质热

液成矿作用有关
f 3 2
外

,

之后还有岩浆热液成矿作用发生
。

本区在燕山期曾有过金的成矿作用
。

因此应注意雪峰隆起区内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岩体周边的
、

产于前寒武系的斑岩体中的金矿

找矿研究工作
。

总之
,

半边山含金斑 岩体的发现
,

揭开了湘西雪峰隆起区含金斑岩体新类型

金矿找矿研究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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