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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小秦岭地区位于秦岭东段
,

地质构造上处于华北地台南参
.

东
.

李岭东西构造带的北侧
,

新华夏第

三隆起带与祁吕贺山字型构造体系东翼南侧之复合部位
。

东西长约 n o 公里
,

南北宽约 54 公里 ,区内地质构

造复杂
,

岩浆活动频繁
,

成矿地质条件较好
。

金矿是区内优势矿产之一
,

也是陕西重要的 黄金基地之一
。

( 一 ) 金矿资翻桩建

区内地层北部为太古界太华群深变质岩系
,

并遭受不同程度的混合岩化作用 , 南部主要为元古界 长 城

系熊耳群变质火山岩及蓟县系海相碳酸盐地层
,

东南部有古生界碳酸盐及中新生界碎屑岩分布
。

区内基础构造以东西向为主
,

在东西向构造的基础上昼加有北东和北北东及北西西 ( 北西 ) 向构 造
,

形成了本区复杂的构造格局
。

岩浆岩以中酸性岩为主
,

次为基性岩类
。

主要有晚元古代的中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和中生代的 斑状黑

云母二长花岗岩
,

侵入活动具明显的多期性
,

以燕山期最为强烈
,

该期岩浆岩不仅形成大面积的岩基
,

在

南侧元古代地层中还形成一系列北东及北西向展布的中酸性小岩体
。

区内金矿大多与燕山期多期岩浆 活动

密切相关
。

截止 1 9 8 6 年底
,

区内共发现金矿产地 21 处
。

其中矿点 6 处
,

中型矿床 3处
,

小型矿床 12 处
。

累 计

探明的黄金储量占全省 1 9 8 6 年黄金总探明储量的 4 3
.

8 1%
,

占全省黄金保有总储量的 40
.

07 %
。

区内以原生金矿为主
,

伴生金及砂金较少
。

原生金矿主要集中在渔关
、

洛南甲带
。

矿床属含金石 英脉

型
,

以单脉构成中
、

小型矿床
`

另外
,

在蓝田
、

华县及洛南等地也发现有蚀变岩型金矿点及矿化点
。

伴生金矿主要产于铅锌矿中
。

砂金主要分布在洛河及渭河流域
。

( 二 ) 金矿开发利用现状

区内开采的金矿以原生金矿为主
,

砂金开采极少
。

国家和地方开发的金矿山已有 21 处
,

另外还有乡镇

和个体采金点 1 77 处
。

现已开发利用的原生金矿储量 ( 矿石量 )
,

国营矿山占区内 1 9 8 6 年金矿探明总储量的 6
.

“ %
,

占保

有总储量的 了
.

75 %
。

根据区内 1 9 8 6 年开发现状来看
,

金矿山占用的金矿石量占全区保有总矿石量的 75
.

5%
。

要确保 1 9 9。 年和 2 0 0 0 年黄金生产 x 万两的需求
,

就必须在 1 9 9。年前再探明黄金储量 (金属量 ) 38
.

24 吨
。

就当前供需情况来看
,

已上 1 9 8 6 年储量平衡表的金矿储量大都为矿山建设所利用
,

而有些虽未经审批的储

量也进行了矿山设计和开发利用
。

正在评价的矿产地也列入了
“
七五

”
规划

,

其形势要求地质部门必 需加

快黄金勘探步伐
,

满足金矿生产需要
。

量地搭配使用
,

单独使用者尚无先例
。

最近有关部门对新疆尾亚
、

湖北沂春
、

四川会理等脉石英的应用
,

进

行了技术性试验研究
。

实践证明
,

破碎并不困难
,

而且含 51 0 : 量高
、

含 A l : 0 3 、

F e : O 。 等杂质 少和选 矿

时产生的尾砂少等优点
,

是理想的玻璃硅质原料之一
。

然而伟晶岩型石英甚至一些伟晶岩
,

不仅含 51 0 : 高
,

而且还含有较高的 A l : 0 , 和 K : 0 或 N a : 0 ,

这些都是玻璃生产所需的有用成分
,

相信经过一定的选矿处理

和对原料配比的试验研究
,

今后也可用于玻璃生产
。

另外
,

自然界还有许多 5 10
: 含量很高的岩石

,

如硅质

角岩等
。

对于这些岩石作为玻璃的硅质原料应用研究也应进行探索
,

特别是在那些缺少石英砂而又有硅质角

岩等分布的地区
,

应首先考虑使用这些岩石作为玻璃硅质原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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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成岩石和同源岩石的岩相标志

—
日本岛弧东北部岩手火山和利民岛

火山的某些火山岩中橄榄石和

铬尖晶石间成分关系
-

S h o j i A r a i N a t s u k o
介 k a h a北呈

橄榄石和铬尖晶右一般形成于原始岩浆早期沉淀相与可能是残留物肺的地慢橄榄岩主要相内
。
地 慢橄

榄岩中橄榄石类的镁橄榄石 ( F 。 )含量和铬尖晶石的 C /r ( C r + A I) 原子比 ( = C产 )在 P。一 C云,面中构成

了一条狭窄的带 ( 图 1 )
,

该带称为
“
橄榄石一尖晶右地慢列阵 ( A ar i ,

1 9 87b )
。

橄榄右
一

尖晶石地 慢列

阵富 C r . 的一半和贫 C r 诱的一半分别由二辉橄榄岩和方辉橄榄岩组成
。

很可能橄榄石
一

尖晶右地慢列阵是一

些来亏损的橄榄岩 ( 贫 F 。 和 C .r 的二辉橄视岩 ) 在连续岩浆章取作用期向
,

残留下来的地慢尖晶石橄榄

岩 ( J a q “ e s 和格林
, 195 0 , A r a i ,

l o s 7a b )
。

相对原始的岩浆在 F G一 C .r 面有各自的分异趋势
,

分异是在橄榄石
一

尖晶右地慢列阵上或其附近开始

的 ( A ar i , 1 9 8 7a )
。

F 。 一

C r . 面分异趋势开始的这些点上或其附近
,

橄榄石
一

尖晶石地慢列阵上的橄 榄岩
、

可能是原始岩浆残留的对应物
。

换句话说
, F 。 一

C r .
面上原始岩浆的分异趋势是在其残留橄榄岩上 或其 附

近开始的
。

因为在物理条件如果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
,

某些原始岩浆的残留相和最早沉 淀湘 在化 学成
-

区内在金属矿产开发中
,

金矿开发产值占区内矿业总产值的 18
.

08 %
。

目前区内共探明 15 处金矿床 ( 中型 3处
、

小型 12 处 )
。

已经过矿山正规设计开发利用的矿床有 中型

3 处
、

小型 1处
,

设计开采能力 18
.

15 万吨 /年
,

实际年开采量 8
.

41 1 万吨
,

累计开采量 6 4
.

3 5万吨 ( 国营

矿山 )
。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区内群众采金越来越盛

,

尤其是近两年来
,

发展很快
。

漳关县最为突出
。

全县八个乡
,

每个乡均有黄金选炼厂
,

生产能力已由 1 9 8 4 年 15 。 吨 /日 (产量 5 6 0 7 两 /年 ) ,

增到 1 9 8 6年 670

吨 /日 ( 产量 1
.

6 万两 /年 )
。

成为渔关县的拳头工业
,

黄金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39
.

20 %
。

跨入了全国

16 个万两县的行列
。

( 三 ) 存在的问翅与建议
1

.

工业结构不够合理
。

区内只有采
、

选联合企业
,

缺少与此配套的冶炼与综合加工工业
,

因而形成产
、

供
、

销不配套
,

致使矿山经济效益得不到应有提高
。

2
.

由于采矿工作安排不合理
,

致使采矿损失率达 21 一 3 0 %
,

贫化率达 3 4
.

4 %
。

3
.

矿产综合利用不够
。

金矿石中伴生有益元素得不到充分的回收与利用
。

4
.

生产环节太多
,

运输距离长等
。

针对上述问题
,

要想搞好增收节支
,

提高经济效益
,

就必须搞好矿山体制改革
,

建议在区内建立 一座

以冶炼黄金为主的综合冶炼厂和黄金首饰综合加工
,

利用本区旅游资源优势
,

生产各种旅游纪 念品
,

一定
’

会得到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

-

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