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扎依尔山石英脉型金矿地质

特征及金的富集规律
张 炳 义

( 新疆地质局第七地质 队 )

扎依尔山金矿位于准噶尔盆地西缘
,

达拉布特超基性岩带的北西侧
。

近年来
,

经过普查

勘探工作
,

获得不少资料
,

现整理成文介绍于后
,

供同志们参考
。

一
、

区域地质慨况

本区 ( 图 l ) 属准噶尔界山华力西褶皱带之扎依尔一达拉布特复向斜东段之北翼的一部

分
,

正置欧亚山字型构造东翼反射弧的部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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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工 区域构造地质略图

1一下石 炭统
:

中基性喻发一 沉积 岩
; 2
一厂中休罗统

:

砰屑层 ; 3一上新统
:

碎浦层 ,

4一第四 系
:

松散堆积
; 5一 华力西 中期 熟一次侵 入的超基性岩 ; 6一 华力西 中期 第四

次侵 入的钾质花岗岩
; 7一 华力西 中期 侵入脉岩 ; 8一背针谓曲 ; 9一倒转背针摺 曲 ;

1 0一向针褶 曲
; 11 一大 断裂

; 12 一一般断裂
; 13 一压性断裂 (带刘一盘示上冲盘 ) ;

14 一压扭性断裂 (带利一盘示上冲盘 ) ; 15 一张性沂 裂 (带利一盘示上升盘 ) ; 环一张

扭性断裂 (带刺一盘示上升盘 ) ; 17 一扭性断裂
; 18 一性质不 明断裂

; 19 一侵入 岩接

兮 面倾向 ; 2 0一地层的不整合
、

乎行不整合及侵 入岩界线 ; 21 一含金石 英脉及 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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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脉直接过渡为含金石英脉
,

这充分说明含金热液来自该期侵入岩
。

同时
,

还可看出这样的趋

势
,

即
:

靠近上述花岗岩的含金石英脉属中一高温热液型
,

而远离该次花岗岩的则属中一低

温热液型
,

亦可说明含金石英脉在成因上与该次花岗岩的联系
。

其二
,

可以从该次花岗岩及

其一系列派生产物的含金情况中看出
,

几个岩体含金情况列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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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岗 岩 体 体

阿 克 巴 斯 套 花

岗 岩 体

岩岩 体 内 部部 0
。

3 777 。
一

111…
。一 3一 ”

’

” 999

接接 触 带带 未 取 样样 。
一

1111
。一 3一 ”

’

3 222

岩体中脉岩 0
。

0 3 0
。

0 7

岩体中破碎带 2
。

9 9 无 资 料

1
0

.

。 3一。
.

3。

一 (
无 。 、 料

从上表可以看出
,

本次花岗岩体及其派生脉岩普遍含有较多的金
。

可见
,

含金石英脉亦

属本次侵入岩的派生产物
。

含金石英脉主要发育在早石炭世火山碎屑沉积岩地层中以及基性喷发岩中
。

这种现象
,

主要与地层的易碎性及其长期承受构造运动产生一系列的断裂有关
。

因为这些断裂带为含金

溶液的上升沉淀提供了场所
。

( 二 ) 围岩蚀变
:

含金石英脉的直接围岩主要为凝灰质粉砂岩
、

凝灰质砂岩
、

泥质岩一细砂岩
、

凝灰岩以

及玄武岩
、

辉绿岩等
。

含金石英脉沿其构造裂隙贯入
,

对围岩产生蚀变作用
。

主要有
:

1
.

毒砂
、

黄铁矿化
:

二者单晶独生
,

但共同分布
。

黄铁矿有早期形成的立方体和菱形十

二面体
,

还有晚期形成的细粒星散状
、

细脉状
、

单晶斑点状
,

晶粒直径 1一 6毫米
,

含量 5一

2 0%
。

毒砂呈灰黄色或银灰色的板条状
,

直径 0
.

2一 1
。

5毫米
,

长度为 2一 5毫米
,

含量 1一 7%

不均匀分布
。

前者氧化成褐铁矿
、

桔石
,

后者氧化成臭葱石
。

氧化深度 1至数米
,

最深达 30 米
。

褐铁矿化
、

桔石化所特有的褐红色
,

是寻找断裂蚀变带和含金石英脉的明显标志
。

2
。

碳酸盐化
:

方解石细脉沿糜棱岩的片理构造平行贯入或交织成网
,

含量 15 一 40 %
。

由

于碳酸盐成分大量增加
,

产生
“
退 色

” 现象
。

碳酸盐化常和黄铁矿化相伴生
,

为明显的找矿

标志
。

3
.

硅化
:

多发生在石英细脉 ( 宽度小于 5 厘米 ) 两侧的糜棱岩中
,

因为铁质污染
,

色调

浅红
,

蚀变带宽度一般几厘米
。

4
.

绢 云母化
:

绢云母呈细鳞片状或薄膜状
,

发育在石英脉脉壁的凹部或围岩的接触处
,

一般蚀变比较微弱
。

5
.

绿 泥石 化
:

各种岩石普遍有绿泥石化现象
,

在构造破碎带中表现尤为强烈
,

呈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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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枝状脉
:

是简单的充填型单脉和具有充填交代型性质的复脉这两种不同类型之间的过

渡类型 (图 7 )
。

矿脉在蚀变破碎带中通常有一条主脉
,

其两侧伴有羽毛状细脉
,

具分枝复合

现象
。

主脉形态变化复杂
,

脉状
、

扁豆状
、

透镜状
、

囊状
、

串珠状均有
。

石英脉破碎
,

并有

一
, ,

后期石英细脉沿其裂隙充填
。

此类矿脉在

荟三三三三三三三云三三三二三二二 区内亦分布较多
,

虽一般规模不大
,

但矿

七巴巴竺竺竺 , =淤一一一一一一一 化尚好
。

图 6 产于安山质岩屑晶屑凝灰岩破碎 含金石英脉的产状亦受构造裂隙的产

蚀变带中的平行脉状脉素描图 状所控制
,

随裂隙产状的变化而变化
。

主

要有三组
:

北东一北东东向组 ( 2 0
“

一 8 0
。

)
、

北西向组 ( 2 9 5
“

一 3 30
“

)
、

近南北 向组
。

前二组最发育
,

南北向较少
。

北东一北东东向组
:

主要沿着北东向

压扭性断裂分布
。

它们或生于断裂的破碎

带中
,

或生于主干断裂两侧的次一级裂隙

中
,

但却始终追踪着主干控矿构造分布
,

如 1
、
2

、
4

、
8

、
9

、
1 0

、
1 1

、
1 2

、
1 3号

等金矿及 03 号 (宝贝 )金矿区 ( 图 2 )
,

产

于南北向压性结构面被北东东向断裂切割

的地段
,

沿后者有石英脉侵入
,

并有铁化

现象
。

含金石英脉较发育
,

大部分招 断裂
、

破碎带
、

节理
、

裂隙侵入
。

脉的分布方向主要有

二组
,

一组为北北东向
,

一组为北西西向
,

以前者为主
,

沿一对扭裂隙产出
。

北西向组
:

发育在安齐左 行压扭性主干断裂的北西侧
,

与主干断 裂 构 成 “ 入 ” 字型构

造
,

如齐依求金矿 ( 图 8 )
。

区内含金石英脉达 20 余条
,

以北西向一组为主
,

充填在左行扭

性分枝断裂中
。

图 8 1 号金矿区石英

脉分布略图

1 一 压扭性 大断 裂
;

2 一含金石 英脉

巨三卜
’

巨二卜

近南北向组
:

多沿张性节理
、

裂隙充填
,

成小扁豆休
,

一般无工业意义
。

( 四 ) 石英脉的类型划分
:

根据石英脉矿物组合特征以及各种矿物之间的变化关系
,

可将本区含金石英脉分为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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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伴生
,

形成它形皮壳状
。

5
.

钟乳状金
:

很像钟乳石
,

形状别致美观
,

往往和石英
、

褐铁矿共生
,

石英成透 明的水

晶状
,

很像晶洞中形成
。

( 六 ) 矿石类型及物质成分
:

矿石类型主要有三种
:

( l ) 低硫化物石英一金矿石
;

( 2 ) 交代硫砷金矿石
;
( 3 ) 方解石一石英金矿石

。

矿石构造有如下几种
:

( 1 ) 致密块状构造
:

由石英或石英方解石组成的致密块体
,

硫化物含量较低
。

( 2 ) 浸染状构造
:

多为交代硫砷金矿石
,

黄铁矿
、

毒砂呈细 ( 微 ) 粒状及立方体浸染

其中
。

( 3 ) 条带状构造
:

硫化物呈细脉状沿石英脉裂隙分布
,

但也有后期石英脉穿入早期石

英脉的现象
。

( 4 ) 似蜂窝状构造
:

为浸染状矿石
,

因硫化物经氧化流失
,

形成似蜂窝状
。

此外
,

尚见有角砾状构造
。

组成矿石的物质成分为
:

金属矿物以黄铁矿
、

毒砂为主
,

另有极少 量的 辉 钥矿
、

脆硫

锑铅矿
、

闪锌矿
、

软锰矿
、

磁黄铁矿
、

赤铁矿
、

黝铜矿
、

斑铜矿 以及微 量的自 然 金
。

脉石

矿物有石英
、

方解石
、

绿泥石
、

绢云母
、

磷灰石
、

屑石
、

白钦石等
。

表生矿 物 有褐 铁矿
、

白铅矿
、

孔雀石
、

黄钾铁钥
、

臭葱石等
。

在石英 脉中 硫化 物 含 量一 般为 1一 3%
,

个别达

5一 10 % , 在蚀变带中硫化物一般为 3 一 5 % ,
局部达 7 一 20 %

,

黄铁矿
+

、

毒砂直径一般为

0
.

04 一 。
.

2毫米
,

大者达 0
.

5一 1
.

5毫米
,

小的在 0
.

04 一 0
.

0 01 毫米
。

黄铁矿呈立方体
、

细粒状

至粉末状 , 毒砂呈斜方柱状
、

板条状
、

粒状
。

脉石中石英占 80 一 99 %
,

方解石一般为 2一 3%
,

个别达 10 一 40 %
。

根据光谱半定量分析
,

矿石中主要伴生元素及其含量为
:
A s 0

.

05 一 1
.

00 %
,
C u 0

.

0 05

一 0
。
0 1%

,
T 1 0

.

0 2一 0
.

5%
,

M n 0
.

0 2一 0
.

3%
,

G a 0
.

0 0 1一 0
.

0 0 3%
,

A g 0
.

0 0 0 3一 0
。

0 0 3%
,

S c 0
.

01 一 0
.

05 % ; 很少有 P b
、

Z n
。

G a 、

S 。 已达工业边界品位
,

值得注意
。

金常与银组成自然合金
,

一般含银 2 %
。

金为次高成色
,

最高达 9 8
.

2 %
,

最低为 82
.

05 %
,

平均达 9 2
.

5 5%
、

三
、

金的富集规律

区内含金石英脉矿化很普遍
,

但矿化程度却不一样
,

受许多地质条件的控制
,

初步得出

如下几点矿化富集规律
:

( 一 ) 金与硫化物相依存
:

在观察过的含金石英脉中
,

尚未见一条含金富而不含硫化物者
,

一 条脉本身
,

品位高的

块段
,

也一定是硫化物集中分布的地方
。

根据单矿物分析
,

毒砂中含金 1 15 一 1 “ 克 / 吨
,

立

方体黄铁矿 中含金 22 一 40 克 /吨
,

平均达 31 克 /吨
,

五角月代二面体黄铁矿 中9
.

4克 /吨
。

说 明自

然金同硫化物
,

特别是同毒砂密切共生
,

呈连晶或包裹体产出
。

含金石英脉中的硫化物往往

不是同时形成的
,

甚含金性各有不同
,

但金的沉淀同主体硫化物的堆积基本是同时的
,

即在





内蒙东七一山花岗岩型铆矿床地质特征
周墨清 常书朝

( 甘肃省 地质局地质力 学区调 队 )

( 一 ) 区域地质特征

1
.

岩体产出的地质条件
:

岩体位于阴山一天山纬向构造带
,

北山地区的旱山一凤尾山一小尘包山字型构造前弧东

侧
。

在这里
,

近东西向展布的向西倾伏的背斜及切断背 抖南翼的北东东向弧形大断裂与次一

级北西向断裂交汇构成复杂的构造带
。

构造带内岩浆岩发育
,

含铆花岗岩位于北东东向弧形

大断裂北侧
,

即北东东向弧形大断裂与次一级北西向断裂交汇处
。

区内发育有北西向压扭性和北东向张 扭性两组 小断裂
,

以及一组近南北向追踪断裂
。

前两组小断裂构成棋盘格子构造
。

小断裂中均充填有萤石矿脉和髓石一 萤石矿 脉
,

形 成萤

石矿床
。

区内地层为下志留统斜山群
,

分布在含铆花 岗岩沐南北两侧
。

主要岩性为暗绿 色
、

灰绿

色安山质凝灰岩
、

砂质板岩
、

凝灰质砂岩
、

灰色大理岩
、

暗灰绿色
、

灰绿色安山岩
、

英安岩

( 2 ) 含金石英脉本身就构成工业矿体
,

尤其对复脉和枝状脉来说几乎无一例外
,

但一般

支脉没有主脉含金性好
。

石英脉与围岩的接触带往往比较破碎
,

因此在顶底盘 特别是顶盘

附近
,

金矿化也比较富集
。

石英脉构成富矿体
,

首尾相接
,

或尖灭侧现
,

占总矿石量的 3 5
.

。 %
,

但却占总金属量的 85
.

4 9介 而蚀变围光型的矿石却占总矿石量的 64
.

1%
,

而 只 占总 金属量

的 14
.

6%
。

两种类型矿石在矿石厚度方向上
,

含金石英脉型矿石构成矿化中心
,

含金蚀变岩

型矿石不对称分布于两侧
,

多分布在上盘
。

在走向上两种类型矿石常相间出现
,

贫富交替
。

经勘探证实
,

矿体沿倾斜方向亦常表现出尖灭再现和尖 灭侧现的特点
,

呈明显的叠瓦状

排列
。

( 3 ) 在地表和在探矿坑道中均能见到含金石英脉缓倾斜地段
,

厚度经常变大
,

品位变

富
,

而陡倾斜的地段
,

厚度常常变小
,

品位也较低
。

同时还可看到
,

矿脉走向急剧变化时
,

在转弯处矿脉有变富变厚现象 ; 在两组裂 隙交叉处
,

也有类 似的情况
。

这种现象的产生
,

一

种可能
,

是 当岩浆上升时
,

由于方向的变化
,

岩浆受到阻碍
,

速度减低
,

矿化作用进行的比

较彻底
; 另一种可能

,

是早期石英脉生成后
,

由于构造活劝
,

使产状变化处的石英脉造成严

重的破碎
,

成为后期矿化的良好地段
。

( 4 ) 从构造破碎带的力学性质说
,

充填在压性段的含金石英脉比扭性
.

段称张 甘段的含

金石英脉的含金性好
。

如齐依求金矿 8
、
1 0

、
1 3

、

二号脉均有这种清况
。 一

上可能足扭 性段岩

石呈线状切割
,

不够破碎
,

矿脉呈 窄而直的单脉状
; 弓关性段则呈小的扁豆沐

;
而压性段岩石

强烈破碎
,

含金石英脉发育的缘故
。

( 参考资料从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