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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2叭、s893、S884、S899等，其次为北东向，如

S1002，见图1。含矿断裂(又称矿脉)的规模一般长50～

3800 m，厚度0．15～7．68

m，走向近东西，倾

向南，倾角16。～65。，一般40。～5()。，以中等倾

斜为主。由含金石英脉、矿化蚀变岩、糜棱岩、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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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uthwest Henan is the major polymetallic met8llogenic prospecting area in the middle of

china ．Based oo gravity，airborne magnetic and deep geophysical section，the structure of 3一D litho—

spher e in the area k dissected．The feature of deep structure in the area is revealed，and the deep met-

aIlogenesis is discused．It is suggest that the discontinuity of the top shape of Moho in the area appear

hi￡h i 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The crust of【he earth becomes thicker and thicker from east to

west The structural heterOgeneitles of the mantle—crust contrOl the exchange of ene。gy and matter in

the Or e system．The metallogenesis district lies in the mantle—syncline．The ore—forming process be．

comes stronger at the place of the thicker crust aⅡd the Moho gradient chaⅡge There are deep—large

st“ke faults(for example，Luchan—fault and Zhuyangguan—fault)cutting the crust in the transition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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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石英脉及其围岩的微裂隙充填交代形成含金黄

铁矿化石英细脉或条带，是金的主要成矿阶段。

石英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Ⅲ)，含金热液仍

以裂隙充填交代为主，叠加于I、H阶段石英脉

复台体或构造岩中，除黄铁矿、自然金外，以出现

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等多金属硫化物为特征，

但分布范围局限，是金的重要成矿阶段。

百英碳酸盐阶段(Ⅳ)，形成石英碳酸盐

脉，多呈细脉状、网脉状分布于主体石英脉(I)

的顶底板围岩中，含金微量。

2．6围岩蚀变

矿体围岩蚀变种类较多，常见有硅化、绢云

母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以及它们相互组合，

如黄铁绢英岩化，黄铁硅化等；绿帘石化、绿泥石

化、钾长石化、钠艮石化仅局部出现。其中，黄铁

矿化、硅化、绢英岩化、黄铁绢英岩化与金矿化关

系密切。由含金石英脉两侧往外，围岩蚀变由强

到弱，金的含量一般由高到低。

3矿床成因

3．1成矿时代

同位索测年为矿床生成的时代提供了新证

据。王义天等选取本区s875矿脉的矿化蚀变岩

中黑云母进行”Ar一39Ar法定年，结果表明

s875矿脉主期成矿作用发生于128～126

Ma一2]，网此将成矿时代定为早白垩世。

3．2成矿物质来源

据李麦兑资料①(下同)，本区硫同位素占34s

值变化范围十o．8‰～一4．3‰，平均值

一2．(j7‰，稍具离散性，略向负端偏离。结合整

个矿田硫同位素组成特征分析，硫源应来自上地

幔或地壳深部。

本区铅同位素组成特征：206 Pb／2”Pb为

17．195～17．275，变化百分数为o．46％；

206Pb／2f14Pb为15．589～15．644，变化百分数为

o．35％；2(18Pb／2n4Pb为38．042～38．160，变化

百分数为{)．30％；铅同位素相对稳定，属于正常

铅，说明铅来自地壳深部或上地幔。

3．3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3．3．1成矿温度

本区均一法测温结果：黄铁矿一石英阶段

(I)成矿温度22t℃～332。C，平均265．7℃；石

英黄铁矿阶段(II)成矿温度240℃～

282．1℃，平均259℃；石英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Ⅲ)成矿温度153℃～283℃，平均227．6℃；石

英一碳酸盐阶段(Ⅳ)成矿温度165℃～2()1℃，

平均184．5℃。主要成矿阶段(Ⅱ、Ⅲ)温度变化

范围为283℃～153℃，表明矿床形成的温度属

中、低温，且以中温为主。

3．3．2成矿压力

据包体测压结果：黄铁矿石英阶段成矿压

力大于1．5×108 Pa，石英一黄铁矿阶段为1．1 x

108 Pa，石英一多金属硫化物阶段大于0．85×1()8

Pa，石英一碳酸盐阶段为o．65×108 Pa，推测其成

矿深度应在3．4～5．5 km，属中深矿床。

3．3．3液体成分

据8个包体成分样测定结果，包体气相成分

以H20为主，其次为c02和N2，微量H2；液相

成分中阳离子以K‘、Na+、M酽+，阴离子以

Cr、S042一为主，其次为F一、N03一，说明成矿

热液为富K+、Na+、cI一、s04卜等离子和(：()2

的热水溶液。热液pH值为4．07～4．62，属弱

酸性。成矿流体盐度w(NacI。。)为6．3％～

11．4％，总体上较低。

3．4成矿流体来源

本区金矿床石英及石英包体水的8”O值变化

范围为9．46％。～11．02‰，将石英的拶O值按张

理刚(1985)公式换算成与之平衡的水的618()H．o

值变化范围为2．43‰～6．54％n 8DH．o值变化范

围为～70．48‰～一56．54‰。太华岩群片麻岩

中石英的618()值为9．96‰，818()H’o值为8．33‰，

文峪花岗岩中石英的副80值变化范围为9．55‰

～10．75‰，∥8()H．o值变化范围为8．80‰～

10．00‰．潼峪矿坑水酽80H．o值一9．57‰。6DH．o

值为一74‰脚。据此认为，成矿溶液以深源水(岩

浆水)为主，混有浅源水(大气水)。

3．5成矿机理

海西期末～印支期，秦岭地槽封闭，杨子板

块与华北板块碰撞对接。之后进入陆内演化或

陆内造山阶段，在华北地块南缘形成一系列由北

向南的推覆构造[。]，小秦岭结晶基底作为仰冲

基底而形成太华推覆体和一系列韧性剪切带。

①武警黄金九支队。河南省趸宝市出岔一乱石淘金矿区西臣勘探地质报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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