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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陕西澄关石英脉型金矿床围岩蚀变特征
,

并首次用包体测温及包体成分

分析结果结合显微镜下观察
,

对该石英脉型金矿围岩热液蚀变演化机理进行研究尝试
,

成果客观的

反映了该区围岩蚀变的主要特征
。

方法新颖
,

为今后研究围岩蚀变提出了新路子
。

一
、

矿区地质概况

渔关含金石英脉位于秦岭东西构造带北部边缘小秦岭金矿田的中段偏北西部位
。

区内出

露的主要地层为太古界太华群一套深变质的沉积一火山岩系
。

组成岩石以混合岩
、

黑云 ( 角

闪 ) 斜长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夹磁铁石英岩小透镜体
,

底部见有大理岩及石英岩夹层
。

区内

脉岩发育
,

其中以花岗伟晶岩
、

辉绿岩
、

辉绿粉岩最为发育
。

区内主要构造线呈东西向
,

以金罗斑一大月坪东西向倾伏背斜纵贯全区
,

成为一级控矿

构造单元
。

区内混合岩化普遍
,

以背斜轴部混合岩化程度最强
,

向两翼逐渐减弱
。

混合岩脉

体成分自背斜轴部向两翼由花岗质
、

伟晶质转变为长英质和石英质
。

交代形式由浸透交代趋

向注入交代
。

区内已发现含金石英脉 44 。多条
。

矿体呈脉状
、

扁平的透镜状和串珠状等赋存于脉中
。

矿石中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

次为白云石
、

菱铁矿
、

方解石
、

绢云母和绿泥石等 , 金属矿物

以黄铁矿
、

方铅矿为主
,

次为闪锌矿
、

黄铜矿和磁铁矿等
。

矿体围岩主要是混合岩化的黑云

2
.

矿石矿物成分较复杂
,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

另含少量绢云母
、

重晶石
、

长石
、

绿泥

石
、

方解石
、

白云石
、 ’

菱铁矿等
。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

次有方铅矿
、

黄铜矿
、

磁铁矿及

微量磁黄铁矿
、

白钨矿
、

相铅矿
、

泡秘矿
、

闪锌矿
、

自然金
、

银金矿
、

金银矿等
。

次生矿物

主要有褐铁矿
,

次有白铅矿
、

蓝辉铜矿及微量铅矾
、

孔雀石等
。

3
.

金主要呈单质晶出 ( 包括 自然金
、

胶体金 )
,

少数以金银互化物 ( 银金矿
、

金银矿 )

产出
。

金 的载体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

次有方铅矿
、

黄铜矿
、

石英
、

磁铁矿等
,

金以微细粒度

的包体金
、

裂隙金
、

粒间金状态赋存于上述载体矿物晶体中或矿物颗粒间隙中
。

4
.

矿石中金的有益伴生组分为银
、

铅
、

铜和硫
,

可以综合利用
。

银除赋存在自然金
、

金

银互化矿物中外
,

主要赋存在方铅矿
、

白铅矿等铅矿物中
。

5
.

金主要赋存在黄铁矿等金属硫化物中
,

故金主要富集在多金属硫化物一脉石英类型矿

石中
,

这是该区金矿床地质评价的重要标志
。

此文参考
“
洛南县大王西峪金矿地质详查报告

”
及有关资料

,

不妥之处
,

请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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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闪 ) 斜长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及辉绿 ( 纷 ) 岩
。

岩石特征见表 1
。

裹 1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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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蚀变类型和蚀变岩分带及含金性

该矿围岩蚀变是在区域变质及动力变质的基础上
,

经热液交代作用形成的
。

主要蚀变有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
、

硅化
、

黄铁矿化
,

次为钠长石化
、

绿帘石化
、

黑云母化
、

绿泥石化和

重晶石化等
。

根据蚀变带中新生矿物成分
、

含量
、

组构的差异及空间分布特点分为蚀变岩带

和细脉状交代围岩带
。

通过分析研究
,

认为围岩蚀变强度与含金性关系十分密切
。

现简述如

下
。

( 一 ) 蚀变类型
1

.

绢云母化
:
是该区含金石英脉围岩蚀变中最强烈

、

分布最广泛的一种
,

一 般占 15 %
,

高者 60 %以上
,

见交代石英及黄铁矿
。

绢云母呈灰色
、

浅灰色
、

淡黄色
,

角质光泽 ( 丝绢光

泽 )
,

风化后颜色变浅
,

光泽变弱
。

呈细鳞片状或显微鳞片状
。

片径 。
.

03 一。
.

2 毫米
,

大者

晶面常有变形弯曲并具定向性
。

产出形态有 4 种
: ①细脉状 :

为成矿后期交代的主要形式
,

沿

着破碎裂隙及矿物解理交代 , ②毛毡状 :
片径约 。

.

03 毫米
,

在弱蚀变带中与区域变质 长石

类矿物形成的绢云母叠加
: ③条纹状 :

片径 0
.

0 5一 0
.

2 毫米 , ④细脉状或网脉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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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硅化
:

山成矿前至成矿末
,

伴随含金石英脉形成的全过程
。

硅化形成矿物全为大小不

同的石英
。

这 些石英由游离次生作用及热液交代两种作用形成
。

前者呈显微粒状至细粒状
,

后者颗粒略粗
。

产 出形态有条纹状
、

扁透镜状
、

团粒状
、

弥散状
、

细脉状和纤柱状等
。

矿物

粒径随产 出形态不同有很大的变化
。

条纹状
、

扁透镜状者粒度多在 0
.

03 一 0
.

05 毫米
,

团粒状

。
.

2一 0
.

5 毫米
,

大者 1 毫米
。

细脉状的粒度大小
,

与脉体宽窄变化成正比
。

弥散状 者 粒 度

在 。
.

01 一。
.

08 毫米
,

一般约为 0
.

03 毫米呈边界重叠不清的蠕状
,

消光不均
。

当硅化石英与

自形晶黄铁矿接触时
,

常呈纤状垂直黄铁矿晶面生长
。

另外在硅化石英中见有一 些棒状或网

状金红石
、

白钦矿及捐石尘点
。

这类金红石是绿泥石交代黑云母而形成的
。

随着交代深化绿

泥石又被石英交代
,

而金红石
、

白钦矿尘点残留下来
。

硅化在蚀变带中普遍发育
,

一般石英

含量 15 %
,

强者 4。%以上
。

中期细脉状与矿化关系密切
。

3
.

碳 酸盐化
:

有菱铁矿化
、

白云石化 ( 包括铁白云石和镁铁白云石 ) 和方解石化
。

以白

云石化最为广泛
,

次为方解石化
。

方解石
、

白云石呈白色至灰白色
,

玻璃光泽
,

粒径除少数

达 1 毫米外
,

多在 。
.

1一 0
.

2 毫米
,

产出形态有集合体状
、

云朵状
、

条纹状和细脉 状
。

成 矿

前早期形成的方解石
、

白云石粒度较细
,

呈不规则状集合体或与其它蚀变矿物成 条 带 状 产

出
。

成矿后期常与石英
、

黄铁矿成细脉状产出
。

成矿期后多为单矿物细脉沿破碎裂隙充填交

代
。

菱铁矿
、

铁白云石为淡黄色
,

风化后颜色变深光泽变暗
,

呈浅褐色
、

褐色
,

强烈氧化后

变为褐铁矿
。

铁白云石粒度 0
.

1一 。
.

2 毫米
,

自形程度与白云石相当
。

菱铁矿多呈菱面 体 自

形晶
,

粒度 0
.

3一 2 毫米
,

晶面弯曲
,

镜下具扇形消光
。

产出形态为团粒状或细脉 状
。

菱 铁

矿多在含金石英脉内部出现
,

也有与石英成细脉状交代围岩
。

其中以中期及中后期呈细脉状

产出的碳酸盐含金性好
,

成矿前期和成矿期后的碳酸盐含金性差
。

4
.

钠长石 化 :
仅在辉绿 ( 扮 ) 岩中有时很强

,

钠长石含量达 30 % 以上
。

呈粒状 和 板 柱

状
,

粒径 。
.

岭一 0
.

5 毫米
,

产出形态有
: ①浸染状

:

粒径小于 0
.

03 毫米
,

他形
,

常与 白 云

石伴生 ; ②脉状及团粒状 :
粒度较粗

,

多为 自形一半自形板柱状
,

具简单的钠长石双晶 , ③

散点状
:

他形 晶
,

粒径约 。
.

3 毫米
,

晶粒中常见绢云母
、

碳酸盐及绿泥石包体
。

聚片双晶发

育
,

多见受动力作用所产生变形弯曲双晶纹
,

粒径 。
.

5一 1毫米
。

伴有碳酸盐化
,

并被 碳 酸

盐矿物和绿帘石
、

石英
、

绢云母交代
。

还见有绿帘石交代斜长石
,

形成有斜长石的钠长石一

黝帘石 ( 或绿帘石 ) 假象
。

当交代强烈时
,

斜长石形态被破坏
,

被钠长石
、

帘石混合休所取

代
,

钠长石与矿化关系不大
。

9
.

黄铁矿 化
:
呈浅黄色粒状

,

粒径 。
.

2一 3 毫米
。

产 出形态有
: ①散点状

:

多为 自形晶
、

半自形晶
,

形成于成矿前期
,

见交代粒状石英 ; ②断续的细脉状 :
多为他形晶

,

见交代包裹

粒状石英 ; ③与其它热液矿物组成细脉状 :
该脉常被单矿物石英细脉

、

碳酸盐细脉及碳酸盐

石英细脉穿插
。

黄铁矿化与金的成矿关系最为密切
,

特别是上述②③两种形态产出者
,

金品

位与黄铁矿含量成正比
,

当黄铁矿化很强时
,

可形成蚀变岩型贫矿体
。

6
.

黑云母化 : 主要发育在辉绿 (粉 ) 岩及斜长角闪岩中
,

黑云母 呈等向延长
,

片径 。
.

0 5

, 。
.

15 毫米
,

强烈交代角闪石
,

形成假像角闪石
,

黑云母化强时含量达 30 % 以上
,

常 与绿

泥石化和绿帘石化伴生
,

形成角岩状结构
。

` 7
.

绿帘石化
:
较弱

,

分布广
,

成因有两种
:
其一由热液交代形成

,

呈细脉状
、

团粒状和

鱿



散点状
,

粒度变化较大 ( 。
.

02 一 。
.

5 毫米 )
,

有时可形成较好的板柱状晶体
,

细脉状者见被

碳酸盐脉穿扬 其二区域变质作用时
,

由角闪石
、

斜长石形成
。

两种作用形成的绿帘石有时犷

难以区分
,

与成矿关系不大
。

( 二 ) 蚀变分带
该区围岩蚀变分为

:
蚀变岩带及细脉状交代围岩带

。

两带比较对称的分布在含金石英膨

的上下盘 ( 图 1 )
。

1
.

饮变岩带
:
呈带状分布在含金石英脉的上下盘

,

由动力作用所形成的破碎斜 长 角闪

岩
、

混合岩和辉绿 ( 扮 ) 岩经强烈的热液交代形成大量的新生矿物— 白云石
、

绢云母
、

石

英
、

方解石 ( 常有少量黄铁矿伴随 )
,

原岩矿物消失或少许残留
,

具花岗鳞片变晶结构
、

鳞

片花岗变晶结构及显微花岗鳞片变晶结构
。

多具有承袭动力变质作用形成的变余糜棱结构
,

条纹状构造或片状构造
。

根据矿物组合不同
,

有下列 4 种蚀变岩
: ①方解石绢云蚀变岩 , ②

石英白云石蚀变岩; ③白云石绢云蚀孪岩
; ④绢云石英蚀变岩

。

①②分别由破碎的斜长角闪

岩
、

辉绿 ( 扮 ) 岩形成
,

③④多由破碎的混合岩蚀变形成
。

各蚀变岩特征见表 1
。

蚀变宽 度

受早期破碎带控制
。

一般 。
.

5一 3 米
,

最宽达 5 米以上
。

当矿体上下盘岩石完整
、

无破 碎 时

该带消失
。

如 Q
: :
号含金石英脉侵入于花岗伟晶岩在Y D 48 处该带缺失

。

2
.

细脉状 交代围岩带
:
紧紧围绕在蚀变岩带的外侧

,

当蚀变岩带缺失时
,

直接与含金石

英脉接触
,

蚀变带宽度受围岩性质及裂隙发育程度控制
,

以辉绿 ( 扮 ) 岩
、

斜长 角闪 岩 最

宽
,

混合岩次之
,

伟晶岩发育程度最差
,

一般宽 1一10 米
。

蚀变强度由内向外逐渐减弱
,

直

至正常的区域变质岩类
。

其特点是
:
蚀变程度低

,

原岩矿物组构基本保留
,

交代形式以细脉

状为特征
,

细脉占 5一20 %
,

其中有碳酸盐脉
、

石英脉
、

绢云母脉
、

绿帘石脉和长石脉及 由

上述两种或多种矿物组合形成的多矿物细脉
,

脉中常见重晶石
、

黄铁矿
。

脉 宽 多 小 于 3 毫

米
。

该带常有区域变质作用或自变质形成的黑云母
、

绿泥石
、

绿帘石
、

绢云母等与热液蚀变

交代作用形成的矿物的叠加现象
。

该带矿物组合的空间分布有以下规律
,

由 内 向 外
:

绿 帘

石
、

黑云母 , 绿泥石
、

阳起石 , 绢云母 , 正常变质岩
。

(三 ) 蚀变带的含金性

在矿区勘探过程中
,

通过大量样品分析
,

证实围岩蚀变强度与含金性为正相关关系
,

I

带大于 l 带
,

含金品位 60 一 3 0 00 p p b
,

现 以混合岩蚀变剖面 ( 图 1 ) 为例
,

作出含金性直 方

图 ( 图 2 )
,

清楚看出含金性随围岩蚀变的强弱
,

以矿体为中心
,

向外由高到低有规律的变

化
。

三
、

交代蚀变的演化分析

包体内部成分被广泛认为
“
是夭然成矿溶液的样品

” ,

是直接形成矿体及矿体围岩蚀变

的物质
。

用包体测温及包体内部成分分析结果
,

更能直接研究矿体围岩蚀变的演化过程
。

渔

关地区含金石英脉中大量石英
、

黄铁矿包体测温结果表明
,

其形成温度为 80 一 4 10 ℃
。

由早

期高温阶段至晚期低温阶段具连续演变的特点
,

矿体形成温度为 1 30 一 2 10 ℃ ,

属中 低温石

英脉型热液矿床
。

本文试图用矿物包体测温及包体内部成分分析结果 ( 表 2 ) 和显微镜下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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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混合岩蚀变剖面和含金性直方图

l一云雾岩
.

2一碎斑岩
: 3一白云石绢云母蚀变岩

: 4一绢云石

英蚀变岩
: 5一糜棱岩

; Q一含金石英脉
: △ l

一样品位置及编号

察的各种蚀变矿物特征
、

矿物交代现

象
、

脉体相互穿切关系
、

蚀变岩的组

构特点及空间分布规律等
,

将含金石

英脉围岩蚀变分为 以下 3 个阶段
。

( 一 ) 早期碳酸盐化
、

绢云母化

阶段

发生于成矿作用早期或前期
,

热

液温度在 3 00 ℃ 以上
,

是蚀变最强烈

最广泛的阶段
,

形成了矿脉的蚀变岩

带骨架
。

1
.

破 酸盐化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该阶段热液中碳酸氢根离子及钙含量

特别高 (碳酸氢根最高 88
.

9 微克 /克
,

平均 43
.

25 微克 /克
,

钙含量也 高 达

3 0
.

71 微克 /克
,

平均 1 5
.

98 微克 /克 ) ; 氢分子含量很低 ( 最低 0
.

01 6微克 /克
,

平 均 。
.

0 43

微克 /克 ) ; p H值 7
.

7 5
,

具弱碱性
,

从 而使 围岩发生了碳酸盐化
。

其理 由是
: ①温度高

、

氢的

浓度低利于热液中碳酸氢根分解
,

形成氢分子及碳酸根 ; ②溶液中含大量 的钙
,

容易形成碳

酸盐 , ③热液为弱碱性
,

形成稳定的碳酸盐矿物
。

当热液中含有大量的碳酸盐成分
,

就必然

要对围岩 (斜长角闪岩和辉绿岩 ) 发生交代作用
,

形成碳酸盐矿物
-

一方解石
、

白云石
、

铁白

示石或铁镁白云石
。

. `
J . ’

.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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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枫
,

陕西小秦岭金矿石英脉中气液包体参数特征及地质意义一文
.

2
.

绢云母化 :
含金石英脉的围岩— 斜长角闪岩

、

辉绿岩
、

混合岩或花岗伟晶岩
,

其所

以能成为脉旁的蚀变岩
,

都是在动力作用下首先形成了构造岩
。

原岩矿物粒度变细
,

本来就

易发生绢云母化的长石类矿物
,

在早期高温热液阶段的水和二氧化碳作用下
,

被 绢 云 母 替

代
,

同时还有二氧化硅和碳酸钙游离析出
。

交代反应使原岩长石类矿物消失
,

形成显微粒状

一细粒状石英
,

碳酸盐矿物及绢云母
。

但它们继承着原岩构造特征
,

形成了绢云母碳酸盐蚀

变岩和石英碳酸盐绢云蚀变岩
,

常有少量黄铁矿和磷灰石等伴生
。

围岩中的石英一部分可能

被残留下来
,

成为继承性矿物
,

并在热液交代过程中被改造成为适应新条件下的
“
新矿物

”

— 粒度较粗的不规则团粒状集合体 ( 石英交代石英 ) 多 另一部分在热液交代过程中
,

被溶

解迁移或在围岩适宜部位沉淀
,

使围岩局部硅化集中
,

形成绢云母石英蚀变岩或碳酸盐石英

蚀变岩
。

岩石特征见表 1
。

总之
,

该阶段交代蚀变过程
,

既有热液化学成分作用
,

又有围 岩

化学成分的分解重新组合
,

围岩广泛的发生了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
,

形成了以绢云母
、

碳酸

盐及石英为主要矿物的蚀变岩带
。

另外为了进一步证实蚀变岩带 ( I 带 ) 是在早期高温阶段形成
,

将其伴生的黄铁矿选出

与早期高温石英脉中黄铁矿
、

中低温阶段形成的黄铁矿作含金性 对 比 ( 表 3 )
,

看 出 早 期

表 3 黄铁矿单矿物金分析结果 ( 克 /吨 )
. , 妇 . . .

一
口 .内 . 曰. 曰口 . . 自. . . . . . . . . . . . . . . 目 , . 口 . . , . . . . 叭 . . . . . . 门尸 , 曰 , ”臼 口 . , 曰 . . . . .

矿石 (岩石 )名称 平均值 (A u)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矿石

含金多金属石英脉矿石

含金菱铁矿黄铁矿石英脉矿石

黄铁矿石英脉矿石

白云石绢云石英蚀变岩

方铅矿石英绢云母蚀变岩

石英钠长石自云石蚀变岩

34 8
。

9 5

1 59
。

2 6

2 0 8
。

4 9

0
。

3 8

5
。

2 7

6
。

9 5

0
。

0 0

备 注

中低温阶段 (二期石芙脉 )

中低温阶段 (二期石英脉 )

中低温阶段 (二期石英脉 )

高温阶段 (一期石英脉 )

早期高温阶段

早期高温阶段

早期高温阶段

.

3 0
·



(以往称一期 )石英脉中黄铁矿含金性很低
,

中低温阶段 ( 以往称二期 ) 黄铁矿 含金 性 很

高
,

蚀变岩中黄铁矿 含金也低
,

趋向于早期阶段形成
。

该带含矿性差很少形成矿体
,

但蚀变

岩带的宽窄至少可以反映热液活动的强弱
。

蚀变岩带的形成
,

也可能对后期热液活动金的沉

淀起到遮挡
、

保护富集作用
,

因而在蚀变带宽的部位常有较好矿体形成
。

( 二 ) 中期中低温硅化黄铁矿化阶段

该阶段围岩蚀变是在近脉围岩经受了高温阶段广泛强烈蚀变作用并形成了蚀变岩 ( 带 )

基础上进行的
,

交代作用受到了限制
,

蚀变作用普遍较弱
。

根据石英包体测温及包体成分可

以看出
,

热液性质 由弱碱性变为 弱酸性
,

二氧化碳含 量 增 高 ( 最 高 98
.

19 微 克 /克
,

平 均

42
.

洲 微克 /克 ) ; 碳酸氢根 含量变化较大
,

高者 2 9
.

9 微克 /克
,

氧化还原电位 ( E h ) 降 低

( 一 0
.

32 6一 一 。
.

3 4 9 )
,

溶液逐渐向氧化环境方 向转化
。

由于溶液温度降低
,

压力减小
,

溶

液中挥发组分化合物将发生分解
,

使热液中形成了大量的菱铁矿
、

黄铁矿及 自然 金
,

菱 铁

矿
、

自然金
、

黄铁矿除在石英咏矿体中沉淀外
,

还对围岩进行交代
,

特别是对成矿期的构造

破碎裂隙进行充填交代
。

该阶段围岩蚀变的特点是
,

由热液交代式及热液沉淀式变为热液充

填交代式
,

在二氧化碳 促使下
,

形成了以细脉状为主体的含黄铁矿石英细脉或含菱铁矿黄铁

矿石英细脉
,

沿蚀变岩的条纹
、

裂隙注入交代
,

也有延伸到蚀变程度很低的围岩裂隙中
。

蚀

变的强度随矿体的远离逐渐减弱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可以认为这种蚀变是矿体向围岩细脉状

分枝
,

但因蚀变强度较弱仅在局部裂隙发育的细脉密集处有蚀变岩型贫矿形成
。

另外在该阶

段也有少量石英呈团粒状
、

黄铁矿呈浸染状交代围岩
。

( 三 ) 后期低温热液蚀变 ( 1 0 0 ℃以下 )

由表 2 可知
,

该阶段溶液性质除钠含量 ( 高 20
.

09 微克 /克
,

平均 14
.

5 5 微克 /克 ) 显著

增高外
,

其它与上阶段变化不大
。

但由于温度的降低
,

饱和的钠质使蚀变岩中残留的较粗粒

长石发生了钠化
,

形成 了原来具有碎斑形态 的钠长石
,

同时也形成一些 自形程度 高 呈 散 点

状
、

团粒状或细脉状产出的钠长石
,

这种蚀变仅在局部可见
。

二氧化碳在热液中的作用随温度降低而增大
,

以及在该阶段低温和压力减小的条件下
,

为二氧化碳所饱合的热液
,

形成了以碳酸盐矿物为主的各种细脉
,

将蚀变作用引入尾声
。

该

阶段形成的细脉主要有方解石细脉
、

白云石 细脉
、

重晶石碳酸盐石英细脉
,

次有钠长石石英

细脉和绿帘石细脉等
。

四
、

岩石化学特征

含金石英脉围岩
、

混合岩
、

斜长角闪岩及辉绿纷岩
,

岩石化学成分及蚀变后岩石化学成

分变化见表 4
,

表 4 从中可看出如下特点
。

1
.

岩石在交代过程中钙
、

镁
、

锰为带夕
、
元素

.

钙与锰为正消长关系
,

与岩石强烈 白云岩

化完全吻合
,

锰为白云石化的混入物
。

2
.

其它元索随蚀 变岩性质不 同而异
。

硅除在斜长角闪岩蚀变过程略有增加外
,

其它岩石

均为降低
,

硅为带出元素
。

反映热液蚀变交代过程
l
一

卜硅化作用很弱
,

蚀变岩中的石英多为长

石类矿物在绢云母化过程中游离析出形成
。

既



表 4矿体圈岩与蚀变岩化学分析结果对照表( %)

释释矗矗
一

{ 岩石名称称
50 1 222I A: oaaa Fe, 0 555 F e OOO C a ooo M g ooo P : O。。 M n ooo T i 0 222 烧失量量 K刃刃

,

N a : 000 H
, 0 +++

卜
`̀

编编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6667
。

1555 1 3
。

9 555 1
。

3 666 1 , ,, 2
。

0 55555 0
。

1 222 0
。

0 444 0
。

2 000 2
。

5 333 4
。

5 111 3
。

9 000 0
。

6 QQQ 0
。

1日日

3338
。

8 777 1 5
。

2 222 2
。

4 00000000000 8
。

7 88888 0
。

4 888 0
。

1 555 0
。

7 000 1 7
。

1 666
币 , f lll 0

。

2 111 0
。

5 444 0
。

1习习555 0
。

9 999 16
。

0 777 5
。

5 000 6
。

3 999 只 片 RRRRR 0
,

0 888 0
一 1888 0

一

9 888 2
。

6 77777777777 3
。

2 111 l
,

5 222 O
,

2日日

555 4
。

5 111 1 5
。

0 555 2
。

8 333 召 , 1111111 0
。

5 333 0
。

4 555 0
.

8 555 16
。

4 888 l
一

4 666 0
。

2 111 0
。

7 222 0
。

4444

555 1
。

8 999 14
。

5 666 4
。

0 888888888888888888888 0
。

6 333 0
。

1333 2
。

5 000 3
。

2 000 5
。

1 999 2
。

7 888 l
。

6 555 0
。

2石石444 3
。

0 888 13
。

6 333 l
。

7 333 6
。

144444 0
。

5 888 0
。

2 000 1
。

0 000 8
。

3 222 2
。

8 333 2
。

8 777 3
。

7 777 O
。

2 777

888888888
。

7 9999999999999 1
。

2 111111111

999999999
。

2444444444444444444444

注
: 2

、
4

、
5
、

6号样品数为 l : 1 、
3号样品数分别为 3

、

板
, 6号样品取于蚀变带顶板

。

、
6号样品取于蚀变带

; 1 、 3号样品取于蚀变带顶
、

底

3
.

铝在交代蚀变过程中既有带入又有带出
,

但量变范围很小
,

在混合岩中略有带入
,

其

他略有带出
。

4
.

铁在混合岩中为带入
,

其他围岩中为带出
。

铁的氧化价发生了变化
,

F ea
+

减少
,

F e 艺 +

增加
,

反映蚀变作用在还原环境形成
。

5
.

钾在斜长角闪岩中为带入
,

其他为带出
。

钠在辉绿岩中为带入
,

其他围岩为带出
。

从以上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一
、

构造破碎带是成矿及围岩蚀变的决定性外部因素
,

它是成矿溶液传递
、

分散的通道

和成矿物质沉淀形成矿体的场所
,

又是易于交代形成蚀变带的重要条件
。

二
、

早期高温阶段所形成的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及硅化
,

含金性差
,

但紧邻矿体形成大

于含金石英脉几倍至十几倍宽的蚀变带
,

可作为寻找追索矿体的标志
。

中期中低温阶段交代

形式多呈细脉状
,

含矿性好
。

特别是黄铁矿化的强弱与金品位成正消长关系
,

黄铁矿是载金

矿物
。

三
、

蚀变带在矿脉上
、

下盘具对称性
。

蚀变岩的片状
、

条带状构造是承袭动力变质的条

纹构造演化而成
。

后期低温阶段热液蚀变形式以单成分矿物为 主
,

黄铁矿很少
,

含金性趋向

消失
。

围岩的含金性随蚀变的强弱而变化
。

四
、

蚀变种类随围岩性质不同而异
,

角闪岩
、

辉绿纷岩以方解石化
、

绢云母化为主
,

次

有钠长石化
、

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及黑云母化
。

混合岩蚀变以绢云母化
、

硅化为主
,

次有碳

酸盐化
。

五
、

用包体成分分析结果
,

研究围岩蚀变更能直接反映蚀变岩形成过程及岩石特征
,

是

今后研究蚀变围岩的一种好方法
。

由于笔者能力所限
,

文中可能有不妥之处
,

欢迎指正
。

成文过程得到我队化验室及晃援

同志帮助
,

在此表示谢意
。

( 参考文献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