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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肠讨论
·

河台金矿矿床地球化学研究及矿田成矿模式探讨

叶锦华 沂卜小平

( 中国地质科学院成矿远 景区划室 )

河台金矿由蚀变糜棱岩型和石英脉型二类金矿组成
。

地质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
:

石英脉型金

矿形成早于韧性剪切变形
,

与海西一印支期深熔岩浆活动有关
;
蚀变糜棱岩型金矿则与燕山晚期岩

浆活动有关
,

主体成矿晚于糜棱岩期
,

并继承和叠加了早期石英脉型金矿
。

金矿床成矿温度为中温
.

成矿深度为 2一 3k m
,

矿质具围岩和基底双重来源
。

关键词 河台金矿 地球化学 成矿模式

河 台金矿位于广东省高要县境内
,

是我国南方近十年以来发现的著名金矿田之一
。

最近
,

笔者在开展对该地区的科研工作过程中
,

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

本文试图对矿床地质地球 化学

特征及成矿模式作一探讨
。

1 成矿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华南褶皱系云开加里东隆起带北东部
,

罗定一广宁和昊川一 四会二大断裂变质

带的交汇部之北西侧
。

区域上主要出露 自晚元古代 (震旦纪 ) 至志留纪的一套含火 山岩浅海一深海相类复理石

建造和泥盆纪陆相 一浅海相砂岩
、

砂页岩及碳酸盐建造
。

加里东运动末期
,

区域上经历 了强

烈的褶皱
、

隆起和 区域变质
、

混合岩化及花岗岩化作用
。

因而从震旦至志留系都经过了绿 片

岩相变质作用
。

区域上酸性岩浆岩分布广泛
,

从加里东
、

海西
、

印支到燕 山期都有酸性 岩浆

侵入
,

海西期以来
,

沿罗定一广宁断裂变质带发生了强烈的断裂变质一超变质作用以及花岗

岩化和韧性剪切作用
。

区域上分布的金矿床 (点 ) 都与中酸性岩浆活动和脆 一 韧 (脆 ) 性剪

切作用密切相关
。

矿区位于京村一宝鸭塘一 坑尾断裂二侧
。

出露的地层有震旦系 C 组二云母片岩
、

片状石

英岩和混 合岩化 片岩
、

片麻岩
,

寒武系八村群变质砂岩和片岩
,

奥陶系三尖群干枚岩及 变质

粉砂岩
。

区内北部分布有大面积海西
、

印支和燕山多期次侵入的浅一深熔花岗杂岩体一 一 云

楼岗岩体
,

东北部有海西一印支
、

燕山多期次侵人的深源重熔二长花岗岩体一
一

伍村岩休
。

据

卫片分析
,

在蚀变糜棱岩矿床区或附近
,

有一系列环形构造显示
。

矿区主要 出露断裂棍 合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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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震旦系 C 组 片岩
。 “
蠕虫状

”
糜棱岩体和石英脉呈 N E E 向分布其中

,

它们是金矿床的定位

场所
。

2 矿床类型及其特征

在矿 田范围内
,

有二种不同类型的金矿
。

石英脉型金矿和蚀变糜棱岩型金矿
,

并以后者

为主
。

.2 1 石英脉型 (河海式 ) 金矿

分布在震旦纪 C 组变质岩的脆性剪切带中
,

距海西一印支期重熔花岗岩体不远 ( kZ m 以

内 )
。

河海矿床和高村矿床 51 号矿体是其典型代表
。

石英脉型矿床普遍受后期韧性剪切 一岩

浆热液成矿作用的改造
,

部分形成石英糜棱岩型矿石
。

含金石英脉走向 N E E
,

倾向 N W
,

形态简单
,

产状较稳定
,

围岩为震旦系 C 组变质岩
。

矿

体位于石英脉体的中上部位
。

2
.

2 蚀变糜凌岩型 (高村式 ) 金矿

赋存于走向 N E E 倾向 N W 的糜棱岩体中
,

有高村
、

云西
、

太平顶
、

后迁
、

尚台
、

宝鸭塘

等矿床 (点 )
。

本区的韧性剪切糜棱岩体一般长几百 m 至 I O00 m 以上
,

宽几 m 至十几 m
.

倾

向延伸几十 m 至几百 m
,

原岩多为二云母石英片岩
、

混合岩和花岗质伟品岩脉
。

矿体一般位于较大规模糜棱岩体的中上部
,

强韧性变形带中
,

赋矿围岩多为超糜岩 一糜

片岩一糜棱岩
。

矿体走向
、

倾向与糜棱岩体基本一致
。

但矿体产状不稳定
,

有明显的尖灭复

现分枝复合现象
。

蚀变糜棱岩型金矿石依硅化程度的差异可分为狭义的糜棱岩型金矿石和蚀变硅化岩型金

矿石
。

二者区别在于糜棱岩型矿石晚期硅化石英少发育或不发育
,

仍保留着糜棱岩的 5
5
一 S

组构
,

而蚀变硅化岩型金矿晚期硅化石英十分发育
,

原来的糜棱结构和 sS 一 cS 组构已基本或

完全被交代
。

硅化石英是晚期热液蚀变产物
。

其一般没有早期石英脉那种明显的韧性变形

(变形带
、

变形纹等 ) 特点
,

颜 色亦较浅
,

一般为白色
,

呈团斑 一块状
。

硅化体一般位于矿体

的厚度膨大部位 (其往往亦是糜棱岩体厚度膨大部位 )
,

常常构成金矿体中的富矿包
。

二类金矿矿石矿物组成相似
,

主要为金属硫化物黄铁矿
、

黄铜矿
、

磁黄铁矿和 自然金
.

有

少量闪锌矿
、

方铅矿
、

菱铁矿
、

毒砂和金银矿
。

3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3 1 成矿温度和成矿压力

早期含金石英脉均一温度为 1 49 一 34 9℃
,

主要集中在 1 8 0一 22 0℃
,

晚期蚀变糜棱岩金矿

硅化石英均一温度为 1 45 一 2 90 ℃ ,

主要集中在 1 90 一 24 0
`

C
。

经压力校正后
,

各矿床实际成矿

温度比它们的包体均一温度高出约 50 ℃
。

石英脉型金矿主体成矿温度约为 23 0一 2 70 ℃
,

蚀变

糜棱岩型金矿成矿温度约为 24 0一 29 。℃
,

这与其黄铁矿一黄铜矿共生矿物对硫同位素平衡温

度 ( 2 2 7一 2 51 ℃ l( )) 较为接近
。

总之
,

二类金矿床成矿温度基本在中温范围
。

作者根据河海矿床石英中的包体盐度
,

均一温度
,

估算石英脉型金矿成矿压为 6 80 又

1护一 8 10 又 1护P a ,

相当于成矿深度 2
.

40 一 2
.

86 k m
。

据高村等蚀变糜棱岩型金矿包体成分计算

( 2 )
、

( 3 ) 蚀变糜棱岩型金矿的成矿压 力为 5 7 3
.

3又 10 5

一 1 0 3 3义 l o
5
P a ,

相当于成矿深度 2
.

0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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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 5 km
。

3
.

2 成矿流体成分及其成因意义

与金共生的石英中流体包体成分以液相为主
,

偶见含 N a CI 子晶包体
,

气液比较小
,

多为

5%一 1 5%
。

区内一些矿床流体包体气
、

液相成分分析结果列于表 1和表 2
。

( l) 成矿流体气相成分特点
:

①主要为 H
Z
O

、

C O
:

和 C O 并伴有少量 C H
、 、

H
:

和 N :
.

N :

的来源可能与围岩中的有机质有关
; ②就氧化还原系数 R 来说

,

混合岩化热液最大
,

达 8
.

3
、

说明其形成于强还原环境
; 河海矿床最小

;
仅 0

.

1一 0
.

2
,

反映了其形成于强氧化环境
,

而糜

棱岩型金矿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

反映了其形成于中等还原环境
; ③河海石英脉型金矿成矿流

体气相 C O
Z

/ C O
、

C O
Z

/ H
Z
O

,

C O
Z

+ C O / H
Z
O 与混合岩化热液和蚀变糜棱岩金矿成矿流体 笙别

较大
,

说明二者成因有所不同
。

表 1 河台金矿田某些矿床共生石英流体包体气相成分 ( 1 0
`
) 及有关参数

aT b le 1 G
a s e o m P o n e n st

a n d r e l a t i v e r a t io v a l u e s o f q u a t z

f l u i d i n e l u s i o n s 五n s o m
e g o l d d e P o s i t s o f I l e t a i g o l d o r e f e il d

矿床

名称
样数 H 2 N Z C H

4
C O

:
H

Z
O C O

C ( )
2
十 C O

H
Z〔 )

C ( )
2
/ (几O C〔 ) 2 产 1不 ( )

高村
0一

0
.

5 5

2 1
.

5一 0
.

1一 3 1
.

5一 3 3 3
.

3一 0
.

戈

7 4
.

8 5
.

9 3 3 8 3 2 7 7 9
.

5

卜.56ù。
J.) 09

.

0一 1 3 6
.

5一 3 4 5
.

4一 7 1 6 6一
太平顶

7 3
。

5 6 3 4
.

3 4 4 9
.

5 1 3 00
.

9 丫
0

.

0 7一
.

0一 2
.

0一 1 3
.

8一 4 9 7
.

7一 0
.

3一

2
.

2一

5 3

0
.

1一 0
.

自 2一
河海 3

9 2
.

6 3 7
.

9 55 5
.

2

2 8
.

1一

1 1 8
.

3

双保 1 4 4
.

3 12 4 1
.

4

混合岩 1 4
.

9 1 6 7
.

0 2 2 3
.

9 1 3 75
.

3 0
.

1 ( )

C O + C H
;
+ H

Z

C O
:

,

表示未分析 ; 资料据符力奋
、

陈础庭和本文综 合

( 2) 成矿流体液相成分特点
:

①各矿床流体包体液相成分
,

阳离子以 N a 十 、

K
一

为主
,

c 。 2 一 、

M g
, +

次之
; 主要阴离子有 lC

一 、

5 0
; , 一 、

H C O
3一 ,

河海矿床 F 亦较高
。

总地来看
,

成矿热液

应属 N a ` 一 K
-

一 lC
一 、

H C O
3

一 5 0
; ,

体系
; ②矿床流体包体液相 5 0

; ,

/ lC
、

一般高 丁形成

片岩的变质热液
,

而 F
一

/ lC 一般低于形成片岩的变质热液
。

但上述 比值却与矿区北部岩浆热

液成因的双保金矿相近
; ③无论是蚀变糜棱岩型金矿还是石英脉型金矿

,

其 ( K 一
斗

一

N a
一

) /

( C a , +

+ M g
,十 ) 高

,

为 3
.

3 3 至 2 2
.

0 4
,

平均 1 2
.

7 5
,

比矿 区的 混 合岩 化热 液 的上述 比祥至

(1
.

7 5) 要大得多
,

而与双保金矿相近
。

总之
,

矿物的流体包体成分表明成矿热液可能属于某种岩浆热液而非变质或混 合岩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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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

且糜棱岩金矿与石英脉型金矿形成环境亦有较大差异
。

(3 ) 流体包体的盐度
、

密度
、

氧逸度 汀D
Z
)

,

据戴爱华等 ( 1 9 8 8 ) 资料
,

高村矿床含金

硅化岩中石英的流体包体盐度为 7
.

s w t N a CI %一 9
.

s w tN a CI % ( 2 )
。

结合矿床形成的 p 一 T 条

件并参照 R oe d d e r
.

E
.

的密度在不同盐度 ( w t N a CI % ) 下的 P 一 T 图解 ( 4 )
,

求得高村矿床成

矿流体的密度为 0
·

9 3一。
·

9 7 9 / e m
, 。

表 2 河台金矿田某些矿床共生石英流体包体液相成分 ( 1 0
一 ’ ) 及有关参数

T a b l e 2 L iq u id e o m op n e n t s a n d r e l a t i v e r a t io v a l u e s o f q u a t z f lu id i n e l u s i o n s

i n s o m e g o l d d e p o s it s o f H e 加 1 g o ld o r e f e il d

矿床

名称

样 K + N a + e a 十 M g ,十 F

数
C I

一
II C O

, 一
5 0

; 2 一 N a + /K 十 F
一

/ C I
一

5 0 萦
一

/ C I
K 中 + N 老

l -

C a Z+ + M g Z -

高村 7 0
·

28一 l
·

5 6一 o
·

0 4一 0一 0一 o
·

14一

4
.

2 3 8
.

9 0 2
.

4 5 2
.

68 0
.

10 9
.

7 2

O一

5
.

8 7

0
。

34一 0
.

3 5一 0
.

0 4一 0
。

0 2一 0
.

0 8一 0
.

2 4一 0
.

1 2一
太平顶

0
.

7 6 8
.

5 2 0
.

0 7 0
.

3 1 0
.

3 3 6
.

2 1 9
.

8 4

2
.

24一 2
.

14一 0
.

3 1一 0
.

1 6一 0
.

4 8一
河海 3

3
.

6 8 3
.

4 3 0
.

3 4 0
.

6 1 2
.

7 5

1
.

5 8一

5
.

2 9

双保 1 0
.

9 6 8
.

0 3 0
.

8 5 0
.

4 4 0
.

0 7 0
.

3 6 3
.

8 8

1
.

2 0一 0
.

6 7一 0一 0一 1
.

5 8一

3
。

6 0 9
.

8 0
.

8 3 2 5
。

0 5 4
.

0

0
.

6 1一 0
.

8 7一 0
.

0 2一 0
.

10一 7
.

6 7一

5
.

6 0 1
.

7 4 0
.

3 3 2 3
.

3 5 2
.

3

0一 0 5 8一 0
.

0 9一 0一 6
.

3 3一

2
.

7 0 1
.

2 5 1
.

1 1 1
.

5 3 12
.

10

2
.

8 0 8
.

4 0
.

1 9 7
.

7 8 6
.

9 7

混合岩 1 0
.

0 7 0
.

3 5 0
.

1 9 0
.

0 5 0
.

2 1 2
.

9 1 9
.

8 5 1
.

3 8 5
.

0 0
.

0 7 0
.

4 7 1
.

7 5

二云母

片岩

,

表示未分析
.
资料据符力奋

、

陈础 庭与本文 资料综 合

对于河海矿床
,

根据作者测定
,

成矿流体盐度相当于 15
.

s w t N a CI % 17
.

s w t N a CI %
。

可求

出河海矿床成矿流体密度为 0
.

98 一 1
.

0 9 c/ m
, ,

比蚀变糜棱岩型高村金矿略大
。

笔者通过对包体流体气相成分的计算
,

求得蚀变糜棱岩型金矿成矿 流体 了D
:

为 10 一

39
.

5一 10 一 37
.

5
,

而石英脉型金矿为 10 一 38
.

5 左右
。

4 稳定同位素组成和矿质来源讨论

河台金矿田主要载金矿物为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等金属硫化物和石英
,

因此金属

硫化物的硫
、

铅来源可间接反映金的来源
。

石英的流体包体水的来源可代表成矿流体的来源
。

.4 1 硫同位素组成和硫源

河台矿区金属硫化物 护侣 分布范围较狭窄
,

总体上靠近零点偏向负值一侧
。

(表 3) 各矿

床 护侣 极差很小
。

高村
、

云西矿床的分析数据
,

呈明显的塔式分布
。

本区接近零均一化 明显

的矿石硫同位素组成反映了矿石硫可能来源于某种均一化的岩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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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河台金矿田硫同位紊组成

T a b le 3 占
3 `
S (%

。 ) o f s u l f id e s o f I l e t a i g 一 l d o r e f ie l d o r e 一 le a d

矿 床 黄铁矿 磁黄铁矿 黄铜 矿 闪锌 矿 方铅矿

高 村
一 3

.

2一 + 1
.

8 一 3
。

1一一 2
.

4

一 2
.

0 ( 2 4 ;)l )户 沙 一 2
.

7 ( 2 ) 通)

一 3
.

5一一 〔)
.

8

一 2
.

2 ( 1 2 ) 通
, `

一 6
.

1一 一 4
.

5

一 5
.

1 ( 4 尸
夕
脚

一 9
.

0一一 一 7

一 C
,

7 ( 6 l)

云 西
一 3

.

2一 + 2
.

6

一 l
·

2 ( 1 8 ) 各 种

一 2
.

9一 一 2
.

2

一 2
.

fi ( 3 ) ②价
一 3

.

4一 一 0
.

8

一 2
.

5 ( 7 ) 落幻

太平顶
一 3

.

2一 + 1 1

一 2
.

艺 ( 9 )侣 `
一 3

.

0 ( 1 ) .

尚 台

后 透

宝鸭塘

一 4
.

() ( 1 ) 次) 一 4
.

( ) ( 1 )

一 2
·

7 ( 1 ) 雄

一 3
.

()一 一 ( )
.

3

一 l
·

7 ( 2 ) 钾 )

一 2
,

7一 一 2
.

4

资 料来源 (D符力奋 ; ② 叶伯丹 ; ③ 张志兰 ; ①本文

4
.

2 铅同位素组成和铅源

从表 4 中可 以看 出
,

各矿床的矿石铅都不是简单的单阶段演化正常铅
。

在批 P b/ 扣
`
P b

一
, ()7 P b尸

, `
P b关系图 (略 ) 上

,

河海矿床的三个样
、

太平顶矿床的 4 个样和高村矿床大多数徉

品形成各 自的低斜率直线排列
,

具有二阶段铅特点
。

根据各 自的成矿年龄 ( 见后 )
,

笔者 i函过

回归分析拟合了上述三个矿床的铅同位素组成二阶段演化直线抖率 ( R ) 和基底年龄 (t , ) 如

下
:

高村矿床
: R ~ 。

.

1 54 7
,

t ,
一 2 4 0呱了

“

年
, : (相关系数 ) 一 0

.

8 26 ; 太平顶矿床
: R 一 0

.

2 日 7
.

t ,
~ 3 0 0 o M

“ , : 一 0
.

9 7 0 ; 河海矿床
: 尺 ~ 0

.

18 7 7
.

t ,
二 2 6 0 0入了改

, ,

一 1
.

0 0 0
。

这反映了河台金日
` -

可能是 2 4 0 0一 3。。。M a
年基底的正常铅与围岩的放射性成因铅相混 合的结果

。

依据铅同位素组成变化特点
,

沪值
、

M 值特 点以及矿石铅在 P b 一 P b 关系图土的位置 自!
’

将

本区的金矿床分成三类
:

①铅同位素比依极差大
,

放射性成因铅高
、

甲年龄变化大 且
`

多为负叭

拜 值较大
,

为 9
.

62 一 9
.

85
,

平均 9
.

76
。

矿石铅 多处于上地壳铅演化线附近
,

少数点落在造山

带附近
。

铅主要来源于高放射成因的旧岩铅
。

此类如高村矿床
。

②铅同位素 比值极差小
.

甲年

龄全为正值
,

拜值中等
,

为 9
.

55 一 9
.

8 1
,

平均 9
.

67
。

在 P b一 P b 图上多处于平均造 山带 错演

化 曲线附近 (上
、

下地壳演化曲线之间 )
。

铅来源于下地壳 (基底 ) 铅和围岩铅的混 合
。

此 类

矿床有云西
、

太平顶
、

后迁等矿床
。

③铅同位素比值较小
,

但极差大
,

具典型的二阶段演化

铅特点
。

拼值较低
,

为 9
.

32 一 9
.

59
.

平均 9
.

43
,

在 P b 一 P b 图上处于下地壳位置
,

铅主要来

源于下地壳
。

河海石英脉型矿床属此
。

区内混合岩
、

伟晶岩中的 长石铅与高村矿床矿石铅相近
,

多属于上地壳铅
。

n 个样 拜 仇

平均为 9
.

78
。

然而云娄岗岩体的长石铅 (拼一 9
.

6 1) 则于上述第 2 类矿石铅相似
,

这反映 犷 几

者之问的成因联系
,

同时也暗示了云娄岗岩体可能不是简单的原地重熔
,

而有下地壳物 质的

加入
,

可能部分为深熔异地侵入
。

总之
,

河台金矿蚀变糜棱岩型金矿铅同位素高 仁值
,

具上地壳 (围岩 ) 铅和下地壳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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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金 属 地 质 19 9 3年

底 ) 铅与区内的浅一深熔花岗岩浆侵入有关
。

石英脉型金矿为低 拜值
,

(平均 9
.

4 3 )
,

主要为

下地壳铅
,

与 区内的深源花岗岩体侵入有关
。

4
.

3 包体水氢
、

氧同位素特点与成矿水的来源

金矿石的共生石英之包体水 护
.
0 水为一 3

.

4编一 + 5
.

1陆
,

占D 水在糜棱岩型金矿中 为
一

90
.

7编一 一 54
.

0编
,

而在石英脉型金矿 中为 一 94
.

3编一 91
.

0编
。

蚀变糜棱岩型金矿 占D 水变化

大可能反映了其多期成矿特点
。

在 占D一护
“
0 图上

,

各矿床绝大多数样品落在岩浆水与大气降

水之间的混合水位置
。

成矿期后方解石包体的为
1名

水为一 4
.

6%
。

一 1
.

6%
。 ,

占D 为一 62
.

2%
。

一一 3 6
.

4%
。 ,

均属混合

水范围且 比早期石英包体水更接近于大气水
,

这正好反映了成矿晚期流体向大气水演化的特

点
。

5 河台金矿形成机制和成矿模式

河台金矿的形成是区内经历长期构造岩浆活动演化的结果
。

矿区内主要含矿围岩震旦系 C 组变质岩原岩为一套含中基
、

中酸性火山碎屑岩的类复理

石建造
。

其金含量在矿区外围为 12
.

4又 10
’ 0

,

高出金的克拉克值 l(
.

7又 10
9
) 近 6 倍

。

震

旦系 C 组可能为提供金的矿源层之一
。

海西期以来
,

吴川一四会和罗定 一广宁二大断裂变质带经历了多期次活动
,

从而使区 内

发生了多期次改造和重组合
。

在断裂变质一超变质和韧性剪切
、

重 (同 ) 熔中酸性岩浆侵入

等一系列地质热事件中
,

金得以多期次活化迁移富集
。

海西晚期 一印支期
,

由于区内断裂变质作用的发展
,

先后形成了各种断裂变质岩
、

断裂

混合岩 ( 2 7 8一 2 2 4M a ,

叶伯丹 ) 和深源或浅一深熔侵入体 ( 2 4 2一 Z o gM a ,

据伍广宇
、

叶伯丹
,

其中伍村深源岩体 23 3M a ) 以及它们的派生产物花岗质伟晶岩 ( 2 2 4 一 1 94 M a ,

叶伯丹 ) 这

一系列强烈的变质超变质作用和岩浆 活动驱动着金进入残留的绿片岩相
,

部分进入岩浆晚期

含矿热液
。

与成矿有关的岩浆是深熔或同熔岩浆
,

根据前述矿床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资料
,

其

可能从下地壳基底带来了部分金
,

同时
,

在上侵过程中亦可同化围岩中的金
,

而且其期后成

矿流体在迁移过程中与下降地下水混 合形成的混合水亦可淬取变质围岩中已有初步富集的

金
。

含矿流体将金带至岩体附近的变质围岩内的脆性剪切带中成矿
,

形成早期石英脉型金矿

床
。

燕山早期
,

区内经历了以塑性变形为特征的韧性剪切作用 ( 1 90 一 1 73 M a ,

据符力奋等 )
。

在流体和剪切应 力作用下
,

金在韧性剪切过程中可能具一定的富集
,

并在某些地段地先前形

成的石英脉金矿进行改造
,

使其发生糜棱岩化
。

燕山晚期
,

随着韧性剪切向脆性剪切转换
.

新

一期的重熔中酸性岩体侵入
。

如在仙 口有 1 58
.

4M a ( K 一 A : 法
,

广东 7 19 队的斜长花岗岩
,

都

权
、

钱有 1 25 一 14 0M a ( U 一 P b
、

K 一 A r 法 ) 二长花岗岩
。

区内的环形构造可能为隐伏的燕 山

期花岗岩体的反映
。

在岩浆热液作用下
,

金随着成矿热液被带至扩容带— 糜棱岩体中窗集

成矿
,

形成蚀变糜棱岩型金矿
。

据陈好寿等资料侧
,

蚀变糜棱岩型金矿共生石英包体流体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 (即成矿年龄 ) 为 1 21

.

9一 1 29
.

6M a ,

主体成矿期 明显晚于糜棱岩
,

相当于燕

. 陆建军
.

广东清远一锥庆地区金矿带的构造分析
、

成矿时代和矿床成因研究
,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 9 8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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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台金矿成矿模式图

F ig
.

M e t all o g e n
i

e m o d e l m ap o H fe t a ig o ld d e p o s it

1一片岩 ( Sc l, i o t ) , 2一混合岩化片岩 (M i“ m a t i二 d , e h ; s t ) , 3一混合岩 (M ig tn a t i t e ) , 4一海西期花岗岩 ( G r a n i t e o f H e r e y n i a n

p e r i司 ) . 5一海西 期 一 印支期斜长花岗岩 ( P l a g io g r a n i t e
of H e cr y n i a n ) ; 6一燕 山 期二 长

.

花岗岩 ( A d a m e l l i t e o f

Y a n
亦

o n ) . 7一花岗伟晶岩 ( G r a n i t e P e g m a t i t e p e r iod ) , 8一石英脉及其矿体 ( Q u a rt : v e i n a n d o er b o d y ) . 9一糜化石英

脉 ( M y lo n i t io d q u a r t : , e i n ) . 1 0一糜梭岩 (M y l o n i t 。 ) , 1 2一康梭岩型矿体 ( M y lo n i t i。 t y p e o f o r e b o d y ) ; 2 2一成矿流

体运移方向 (M i g r a t o r y d ier o t io o
of

o r e一 f o r二 i n g f l u id )

山晚期二在形成蚀变糜棱岩金矿过程中
,

金主要来源于被重 (同 ) 熔的震旦系一寒武系围岩
,

部分来源于下地壳基底
.

大气降水参与了成矿作用
。

综合矿 田内二种类型金矿床地质特征
,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和矿床成因机制的分析
。

可总

结出河台金矿田图解式和表格式成矿模式 (图和表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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