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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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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姗

和石英脉
。

除石英斑岩脉系早期脉岩外
,

余者均侵入钠

长石化花岗岩
,

为该岩体同源期后产物
。

花岗斑岩脉
,

具强钠长石化
,

多数分布在岩体中段北部边缘
,

含枷
、

铿矿脉
。

2
.

岩石化学特征
:

由表 1 可以看出
,

岩体各岩石化学成分基本相似
,

钾
、

钠含量高
,

铝过饱和
,

`

铁
、

钦
、

磷
、

锰
、

钙
、

镁较

低
,

为铝过饱和偏碱性花岗岩体
。

51 0
:

的 含量在中钠长石化黑云母花岗岩和强钠长

石化花岗岩中
,

随着交代作用的增强稍有减少
。

在弱钠

长石化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中
,

51 0
2

的含量稍有降低
。

A l
:

0
3

的含量随着交代作用的增强而增高
。

K
:

O与钠

长石化的强弱呈反比关系
,

随着钠长石化的增强 K
:

0

的含量递减
。

N a : O 与钠长石化的强弱呈正比关系
,

随

着钠长石化的增强
,

N a : O 的含量递增
,

反映了原生钾

长石不断被钠长石所交代
。

岩体内铁
、

钙
、

镁
、

磷
、

锰含量低
,

稀土元素低
。

F e Z
o

, 、

F e o
、

T i o
、

C a O
、

P
2
0

。
随着钠长石化

增强含量逐渐减低 ( F e O 在弱钠长石化似斑状黑云母

花岗岩内与此规律稍偏低 )
。

M n O 随着钠长石化增强

含量逐渐增高
。

( 二 ) 矿床地质特征

1
。

岩休蚀变作用及分带
:

岩体蚀变交代作用
,

主要以岩浆 晚期分异交代作用

为主
。

表现为钠长石化
、

铿云母化
、

黑鳞云母化
、

黄玉

化和萤石化强烈而且普遍
。

高温热液蚀变的云英岩化
,

主要在白色强钠长石化花岗岩东北局部地段
。

测区西南

端弱钠长石化户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内表现强烈
。

云英岩

化形成的云英岩呈脉状
,

成群产出
。

云英岩脉走向 40
”

一 65
。 ,

宽 30 一 50 厘米
,

长 15 一 50 米不等
。

此外岩体具有

绢云母化
、

高岭土化
、

碳酸盐化
、

绿帘石化
、

赤铁矿化
、

褐铁矿化等
。

上述蚀变现象在外部岩相带表现特别强烈
。

与稀有元素矿化有关 的蚀变交代作用
,

根据矿物相

互交代和生成顺序
,

早期蚀变交代作用有黄玉化
、

钠长

石化
。

中期蚀变交代作用有钠长石化
、

黑鳞云母化
、

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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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云母
:

是矿床的特征矿物
,

是主要的铿
、

铆矿物
。

主要产在强钠长石化花岗岩中
,

随

着钠长石化减弱
,

其含量逐渐降低
,

粒度逐渐变小
,

一般大于 1 毫米
。

黑鳞云母为浅灰色
、

浅绿色
、

淡褐色
,

自形片状和细鳞片状集合体
。

妮铁矿
、

含妮锡石
、

富铀烧绿石
:

主要产在强钠长石化花岗岩
_

中
,

随着钠长石化减弱其

含量降低
,

在弱钠长石化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中趋 于 消失
。

妮铁矿 呈黑 色
,

厚板状
,

颗

粒小
。

含泥锡石为黑色
、

黑褐 色
、

褐红色
,

呈不规则粒状
。

富铀烧绿石为灰绿色
,

等轴八面

体
,

颗粒较小
。

钠长石化花岗岩
,

随着钠长石化逐渐增强
,

岩石中矿物成分
、

结构发生如下变化
:

( 工 ) 岩石由粗粒似斑状。 中细粒。 中粗粒
。

石英晶体由 他形粒状变为 六方双 锥柱状
体

。

( 2 ) 云母类矿物有黑云母 ~ 黑鳞云母 ~ 锉云母
。

( 3 ) 除钮泥铁矿
、

细晶石
、

钾云母和富铀烧绿石产在强钠长 石化花岗 岩中外
,

钠长

石
、

黄玉
、

黑鳞云母
、

妮铁矿
、

含妮锡石等矿物
,

具有同步消长关系
。

( 三 ) 岩体中铆
、 几

鲤
、

妮
、

翅矿化及含量变化特征

钠长石化花岗岩的内部岩相带强钠长石 化花岗岩和过渡相带中钠长石化黑云母花岗岩中

的稀有元素特点是铆
、

锉
、

妮
、

担共同富集成为工业矿体 ( 表 2 )
。

铆矿化 均匀
,

品位较富

R b
Z
O 平均含量分别为 0

.

1 0 82一 0
.

1 2 9 2%
,

品位最富地段 R b
Z
O 二 0

.

3 98 %
。

铿 在该 岩性 中

矿化亦较均匀
,

L i
Z
O平均含量分别为 0

.

0 9 5 2一 。
.

1 4 12 %
。

品位最富 地段 L i
Z
O = 0

.

62 8 %
。

妮
、

担平均含量 ( N b : O
。 + T a :

0
5
)为 0

.

0 22 8一 0
.

0 1 6 5 ;百
,

最高 品位 N b
Z
O

。 = 0
.

0 3%
,

T a :
O 二 订

。

0 1 9%
。

铆单独构成较富的工业矿体
。

铿
、

妮
、

祖三种元素可综合回收利用
。

担
、

泥含量最高地段乃是内部岩相带中心部位及靠近过渡相带的部分地段内
。

N b
:

O
。

的含量为 O
。

03 %
,

T a :
O

。
的含量为 0

.

01 9%
。

该地段铆含量较高
,

R b
Z
O = 0

.

17 4 %
。

铿的

含量较低
,

L i Z 。 = 0
.

05 %左右
。

表 2 岩石中稀有元素含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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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工盆砂化学分析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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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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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两元素相反
,

富集在轻部分中
。

主要赋存在云母中
,

以锉云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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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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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鳞云母形式出现
。

其次
,

有少量蜘
、

锉以类

质同像形式分散在长石中 ( 图 4 )
。

稼元素在

各部分含量稳定
,

趋于分散
。

主要 以类质同像

形式分散在长石和云母中
。

( 五 ) 成矿作用设想

台云母 男云母 长石 石英

图 4 妮
、

钮
、

钾
、

枷

在主裹造者矿物中的含耸变化曲线

综上所述
,

平 而展布的小岩沐具有明显的

分带性
:

交代成因的钠长石 由岩体外部岩相带

到内部岩相带逐渐增强
,

云母类矿物的物理性

质
、

化学成分等作有规律的变化 (由黑云母~ 黑

鳞云母 、 锉云母 )
。

云母颜色由黑色 ~ 浅灰绿

色
、

浅褐色。 白色
,

呈渐变关系
。

反映岩浆晚

期分异交代作用不同阶段的特征
。

铆
、

铿
、

妮
、

担矿化逐渐增强 ; N b
:

0
5

/
`

1
’

a :
0

5

比 值 的

减小
;
岩石结构及矿物成分

、

稀有元素含量变

化等
,

由外部岩相 带到内部岩 相带均 是渐变

的
。

显示了稀有元素矿化与岩浆晚期残余热液

发生物质成分的分异和交代作用有密切关系
。

各种稀有元素的矿化受不同分异交代作用的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