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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重点研究了除黄铁矿 (另文介绍 ) 以外的石英
、

方铅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
、

菱铁

矿
、

褐铁矿等载金矿物的矿物学特征及其找矿意义
。

研究结果表明
,

石英的颜色和其中的 P b
、

cu 含量
,

方铅矿中的 A g
、

黄铜矿的晶胞参数等具有找金和评价的标型意义
。

石英的红外光谱

和包体研究可以揭示其形成温度和后期变形情况
,

方铅矿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
,

可能与金矿形

成时代有关
。

另外
,

本文纠正了前人把菱铁矿误认成铁白云石的作法
。

关键词 载金矿物 找矿与评价 石英 方铅矿 黄铜矿 含金性

在小秦岭地区
,

金矿床中的主要载金矿物是黄铁矿
,

其次为石英
、

黄铜矿
、

方铅矿
、

菱

铁矿
、

褐铁矿
、

磁铁矿
、

孔雀石和闪锌矿等
,

偶而可见 白铅矿和 自然银等
。

它们与其他脉石

矿物一起
,

组成了该区原生硫化物型和氧化型两种不同类型的矿石
。

矿石构造有块状
、

浸染

状
、

角砾状
、

网脉状和蜂窝状以及多孔状等
。

其结构类型除以自形
、

半 自形
、

他形粒状结构

为主外
,

尚有斑状
、

压碎
、

乳滴
、

交代残余等结构
。

1 样品加工与处理

为了确保测试分析的质量
,

本次研究的所有单矿物样品均先在实体显微镜下手选
,

然后

再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流程进行分离提纯
。

具体分离情况随矿物种的不同而异
,

现简述如下
:

石英
:

浓 H N O
3

(化学纯 ) 处理~ 清水冲洗至 p H 为 7
。

黄铁矿
、

方铅矿
:

碎样 (粒度视解离情况而定
,

一般为 80 一 10 0 目
,

个别小于 2 00 目 ) ~

淘洗 (剔石英 ) , 烘干 (低温 50 ℃左右 ) ~ 电磁选 , 电磁液体分离 〔介质为 M n
( N 0

3
)
:

饱和

溶液〕 ~ 清水洗至干净~ 低温烘干~ 镜检
。

黄铜矿
:

碎样~ 淘洗~ 低温烘干~ 磁选~ 电磁选~ 镜检
。

菱铁矿
:

淘洗 (脱泥 ) 、 低温烘干~ 电磁选~ 镜检
。

收稿日期
;

19 96
一 0 1

一 0 8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4 9 4 7 2 0 9 2) 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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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载金矿物研究

黄铁矿是本区金矿中最主要的矿石矿物
,

也是最重要的载金矿物
,

我们做了较多的研究
,

并在本刊另文详细作了介绍
,

本文仅讨论除黄铁矿以外的其他载金矿物
。

2
.

1 石英

本区石英为金的主要载体之一
,

与金矿化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

也是矿石中最主要的脉石

矿物
。

按矿化期次不同
,

前人一般将其分为 4 种类型
,

并进行过详细的对比
。

为了提高对含

金石英的认识
,

便于确定找矿标志
,

本次研究主要限于含金石英脉中的石英
。

并且重点对比

了富矿
、

贫矿和无矿段中石英的差异
。

2
.

1
.

1 石英中的痕量元素以及金含量 由表 1 可见
,

本区金矿脉中的石英成分比较单一
,

除

C u 、

P b
、

A u
外

,

别无其他 元素
,

这不能 不说是其特点之 一
。

石英的含金量范 围变化于

(0
·

13 一 .0 55 ) 只 10
一 ` ,

平均为 .0 25 X 10
一 6 。

从痕量元素与金的相互关系看
,

随着金含量的增

长
,

P b 和 C u
的含量也有所增长

,

可见金随着亲 S 元素含量的升高而上升
,

其中金与铅有着

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表 1 石英的一般特征及化学成分 ( x l 。一 `
)

804020404015

uC一10样号

Y 2 0

Y 0 5

Y 4 1

Y 4 6

Y 5 4

Y 6 0

采样位置

Q 5 0 2 PD
:
Y D

i

Q 5 0 2 P D
:
Y D i

Q 5 0 1 P D ;

Q 5 2 9 P玖

Q 8 0 4 P D
:

Q 52 7 L D i

颜 色

烟灰色

烟灰色

烟灰色

乳白色

乳白色

乳白色

形 态

块 状

破碎块状

块 状

块 状

块 状

块 状

共 (伴 )生矿物

黄铁矿
、

方铅矿

褐铁矿细脉

黄 铁 矿

黄铜矿
、

方铅矿

黄 铜 矿

黄铜矿
、

方铅矿

金含量

0 5 5

0
.

2 6

0
.

2 7

0
.

1 3

0
.

1 3

0
。

1 7

注
:

表中金含量系化学分析
,痕量元素为光谱分析

.

测试单位
:

西安地质学院
.

2:1 2 石英的颜色 含金石英脉中经常见有乳 白色
、

暗灰色
、

蛋青色
、

烟灰色和紫色石英的

不均匀分布
,

它们之间无明显的穿切关系
。

其中以烟灰色石英含金量最高 (表 2)
,

这种石英

在镜下多具波状消光
,

出现二轴晶并显示塑性变形
。

关于烟灰色 的成因
,

除能直接观察到其

中的硫化物微粒外
,

可能还含有其他杂质染色元素
。

表 2 石 英 的 晶 胞 参 数

亡曰月了
ù
l八O叮̀51111,曰咋口Ò亡」

……
000000

样号

Y 4 6

Y 54

Y 3 5

Y 6 0

Y 1 0

Y 0 5

Y 4 1

Y 2 0

采样位置

Q 5 2 9 P D
-

Q 8 1 0 4 P D Z

Q 5 0 2 P D i

Q 5 2 7 L D
i

Q 5 0 2 P D :

Q 5 0 2 P D :

Q 5 0 1 P D ;

Q 50 2 P D Z

a o
( 只 1 0 一 1 0

m )

4
.

9 16 1 6

4
。

9 10 7 6

4
。

9 12 1 2

4
.

9 1 8 1 6

4
.

9 1 2 4 4

4
.

9 1 3 8 3

4
。

9 1 6 9 2

4
.

9 1 2 3 3

e o ( X 1 0一 l o
m )

5
。

4 0 9 66

5
。

4 0 3 8 6

5
.

4 0 3 9 6

5
.

4 1 0 3 4

5
.

4 0 2 4 0

5
。

4 0 6 4 5

5
.

4 0 8 2 2

5
.

4 0 4 0 3

金含量 ( x i o一 )

0
.

1 3

0
。

1 3

测试单位
: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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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3 石英的晶胞参数 本区石英的晶胞参数值见表 2
,

可见晶胞参数间的差值很小
,

且接

近理论值 ( a 。

为 4
.

9 1 3只 10 一 ’ 。
m

、 e 。

为 5
.

4 0 4 又 1 0一 ’ o
m )

。

比较晶胞参数与其含金量的变化规律
,

不难发现二者间无一致性关系
,

可见金并未进入石英晶格
。

事实上经研究也发现
,

石英中的金

有包体金和裂隙金
,

并以后者为主
。

2
.

1
.

4 石英的红外光谱特征 石英的

红外光谱图见图 1 ,

关于各谱带的指派

此处不赘述
。

经研究发现
:

本区的石英均为典型的
a 一

石英
,

以

具有 6 9 5 e m 一 ’
和 5 1 2 e m 一 `

两个特征的

吸收带而区别于其他石英
。

通过对比石

英的含金量与其红外谱图
,

明显可见二

者间不具有某种直接的 内在联系
,

这与
x 射线分析所取得的结论相 同

,

即金未

进入石英晶格
。

至于杂质结构铝及钾
、

钠补偿离子是否取代硅进入石英晶格
,

因实验未能做出定量分析
,

故情况尚不

明朗
。

特 征 双 峰 吸 收 ( 7 9 7c m 一 ,

和

7 7 9 c m 一 ’
)对不同的石英样品而言

,

有较

为显著的差异
,

主要表现为系数强度之

差的不 同
,

即部分样品此 差值为正
,

另

一部分为负
。

具体地讲
,

在样品 Y 20 中
,

7 9 7 c m
一 ’

与 7 7 9c m 一 ’

的系数强度之差为

负值
;
在 Y 56

、

Y 05 和 Y 60 中
,

该差值为

零或接近于零
;
在其余的样品 中

,

该差

值均 为正值
。

据 于桂梅等 ( 1 9 8 4) 的研

究
,

此差值可 以反映石英的形成温度
,

即随着石英形成温度的降低
,

此差值由

负值变为正值
。

由此可 知
,

上述 Y 20
、

Y 56
、

Y 05
、

Y 60 样品的形成温度相对偏

高
,

其余样品则偏低
。

而且
, 5 10

c m 一 ’

谱

峰随温度的降低而逐渐分辨明显
。

2
.

1
.

5 石英的 包裹体特征及形成温度 之 () 0〔) 18 00 16 0 0 14 0 0 1 20 0 1《川 D 8 00 6 0 0 c m 一 ,

测试结果见表 3 ,

经分析得如下结论
:

(1 )本区石英包裹体发育
,

大小不 图 l 石英的红外光谱图

等
,

一般为 5一 20 拌m
,

个别达 50 拌m
。

(测试单位洒安地质学院 )

(2 )包裹体类型以气液包裹体为主
,

气液百分比为 10 %一 30 %
,

次为纯液相包体
、

C O
:

包

体和有机包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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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石 英 包 裹 体 特 征 及 测 温 结 果
备备褪 `刁刁

采样位置置 包体类型型 包体大大 气液比比 气液相颜色色 均一化温度测定结果果 备 注注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户 m ))) ( % )))))))))))))))))))))))))))))))))))))))))
甲甲于飞了了了了了了了

温度范 围围 平均温度度 障分数
` %’’’

YYY 1000 Q 5 0222 液体包体体 2 ~ 1000 1 0 ~ 3 000 气 相 无 色
、

褐褐 14 9ro 2 7 111 2 0555 10 00000

11111 5 9 5水平平平平平 色
,

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YYY 2 000 Q 5 0 222 液体包体体 Z ee 333 1 0士士 气 相 无 色
、

褐褐 1 18 ~ 13 333 1 2 666 1 5
。

444 仅测到 2 个个
PPPPP D ......... 色

,

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液液液液体包体体 2 ee 1 000 < 1 0 or 3 000 气相灰
、

浅灰褐褐 1 7 0~ 2 7 222 2 2 555 6 1
。

55555

色色色色色色色
,

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液液液液体包体体 4 or 1 000 1 0 ee 3 000 气 相 浅 红
、

灰灰 3 2 3~ 3 7 333 3 5 666 2 3
。

1
少少少

色色色色色色色
,

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YYY 2 555 Q 5 0 222 液体包体体 3 ee 2 000 1 0 ~ 3 000 气 相 ( C O
:
) 灰灰 1 9 1 ~ 2 3 555 2 1 777 1 0 000 C O :

含量量

11111 5 9 5 水平平 C O :

包体体体体 色
、

褐色
,

液 相相相相相 2 5 % ~ 9 9写写

无无无无无无无色
、

灰色色色色色色

YYY 3 555 Q 5 0 222 液体包体体 1 0 ee 2 555 < 1 0 ~ 1 555 气相褐色
,

少数数 2 3 6 ~ 2 8 666 2 4 333 1 0 00000

PPPPP D
iiiiiiiii

无 色
,

液 相 无无无无无无

色色色色色色色
、

浅红红红红红红

YYY 3 666 小岔斜长长 子晶包体体 5 ~ 2 000 一般 < 1000 气相红褐色
,

少少 2 3 6 ~ 3 7 333 2 8 555 10 00000

角角角闪岩中中 液体包体体体 个别 10 士士 数无色
,

液相无无无无无无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

YYY 4 555 Q 5 0 111 液体包体体 3~ 1 555 25 ~ 3000 气 相 灰
、

深 灰灰 1 9 9~ 3 9 444 2 9 666 1 0 00000

PPPPP D . 心心心心
个别 < 1000 色

,

液 相 无 色
,,,,,,

个个个个个个个别浅灰灰灰灰灰灰

液液液液体包体体 5 or 3 555 < 10 ~ 1 555 气相褐色
、

深褐褐 1 6 6~ 2 6 555 2 0 000 1 0 00000

个个个个个个别 25 士士 色
,

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YYY 4 666 Q 5 2 999 液体包体体 7~ 2 555 1 0~ 4 000 气相 褐 色
、

黑 褐褐 1 6 6 ee 2 6 555 2 1 333 1 0 00000

PPPPP D 乏乏乏乏乏 色
,

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YYY 5 222 Q 5 2 999 液体包体体 5~ 2 000 1 0 or 2 555 气 相 褐
、

深 褐褐 1 6 3 ~ 2 6 555 2 3 444 1 0 00000

FFFFF D i ---
CO :

包体体体 个别 < 1000 色
,

个别 无 色
,,,,,,

液液液液液液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YYY 5 444 Q 8 1 0444 液体包体体 3 ~ 2 555 < 1 0 ~ 2 555 气 相 褐
、

深 褐褐 1 7 3 or 2 7 111 2 1 666 1 0 000 C O
ZZZ

PPPPP D `̀̀
个别 500000 色

,

个 别 无色
,,,,,

包体发育育

液液液液液液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YYY 5 888 Q 8 1 0 444 液体包体体 5 ~ 2555 1 0 ~ 2 555 气 相 无 色
、

灰灰 1 7 4~ 2 8 777 2 3 555 1 0 00000

PPPPP D
sssssss

个别 < 1000 色
,

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YYY 6 000 Q 5 2 777 液体包体体 666 < 555 气液相无色色 9 333 9 33333 仅测到 1个个

LLLLL D iiiiiiiiiiiiiiiiiii

QQQQQ 52 777 液体包体体 4 ~ 2 000 < 10 ~ 1555 气 相 无 色
、

褐褐 1 6 0~ 2 7 444 2 7 444 9 00000

LLLLLLLLLLLLL D iiiiiiiii 色
,

液相无色色色色色色
义义 b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液液液液体包体体 777 ( 1 000 气液相无色色 1 1 666 1 1 666 1 000 仅测到 1 个个

测试单位
:

西北有色金属地质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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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气液包体中
,

气相多为褐色或无色
,

液相多为无色
,

由此推断包体成分比较单一
。

( 4) 均一化温度范围为 93 一 39 4 ℃ ,

一般为 160 一 2 70 ℃ ,

平均 21 9℃ ,

即矿脉形成的温度

不高
,

故应重视中低温条件下金的释放与沉淀
。

( 5) 包体形状以椭圆形和不规则状为主
,

且见压扁拉长
、

搓开以及多期次生包裹体
,

表

明石英经历了多次塑性变形和多期构造破碎重熔
。

(6 ) 从包体的分布看
,

一般多具定向拉长特征
,

彼此断开而又有连续性
,

从体腔呈平状

的连续分布分析
,

其系压应力和剪应力同时作用的结果
,

即韧性剪切带对含金石英脉的形成

起重要作用
。

( 7) 围岩中的石英包体以富含子晶 (多为 N a CI 晶体 ) 为特征
,

而含金石英脉中则不含子

晶包体
。

(8 ) 个别样 品中有负晶形包裹体
,

对比其含金量发现
,

负晶形包体的出现不利于金的沉

淀
。

2
.

2 方铅矿

方铅矿是本区多金属硫化物的主要代表矿物之一
,

在矿石矿物 中
,

其含量仅次于黄铁矿
,

也是金的载体矿物
。

2
.

2
.

1 方铬矿的一般特征 呈铅灰色
、

紫蓝色或铁黑色
,

结晶良好
,

一般为中细粒和粗粒
,

集合体多为粒状或块状
。

从产状看
,

方铅矿大多数产于石英脉中
,

与多金属硫化物矿物共生
,

只有少数产于晚期的碳酸盐脉中
,

与细粒黄铁矿共生
。

从其空间分布特征看
,

方铅矿是该区

硫化物矿物中分布最不均匀的矿物
,

就在同一条矿脉中
,

也呈团块状或鸡窝状分布
,

甚至形

成小规模的工业铅矿体
。

据徐国风等 ( 1 9 8 4 ) 研究
,

方铅矿虽然在各种金属矿床中都可产出
,

但在寒武纪很少以大量形式产出
,

特别是在太古代金矿床中出现较少
。

从全球总的地质历史

和金矿演化的历史来看
,

较年轻成矿时代 ( 中生代
、

新生代 ) 的内生金矿石 中含有较多的方

铅矿
。

据此推断
,

胭脂河地区的方铅矿说明该金矿床成矿较晚
,

在中生代或更晚些
。

2
.

2
.

2 方铬矿的成分
、

结构与全含量 方铅矿的成分
、

结构及其金含量的测试结果见表 4 ,

经

研究发现以下特征
:

表 4 方铅矿的成分
、

结构与金含呈对比表 ( x 10
一 ` )

JJJ J声 口口 采样位置置 C uuu A ggg znnn N iii C ooo M OOO h l nnn T iii iiiB 晶胞参数 ( 1 0一 ’ om ))) 金含量量... 宁 ,,,,,,,,,,,,,,

YYY 9 111 Q 50 2 PD ::: 1 0 0 000 7 0 000 5 000 1 000 3 000 555 5 0 000 < 5 000 2 0 000 5
.

9 3 36 888 0
。

8 222

YYY 9 222 Q 50 2 P D ::: 1 5 0 000 7 0 000 1 2
.

555 1 000 7
.

555 1
。

2 555 1 2 555 < 5 000 2 000 5
.

9 3 74 999 0
。

9 222

YYY 6 111 Q 5 2 7 L D --- 2 0 0 000 5 0 00000 2 000000000 < 5 000 7 000 5
。

9 3 3 6 888 0
。

4 666

YYY 5 333 Q 5 29 P D遗遗 1 5 0 000 7 0 00000 1 000000000 1 5 000 8 5 000 5
.

9 3 20 111 1
.

0 333

YYY 1 222 Q 50 2 P玩玩 1 5 0 000 6 5 00000 12
。

555555555 7 555 2 8 555 5
.

9 2 8 8 000 3
。

5 222

YYY 0 111 Q 50 2 P D ZZZZZZZZZZZZZZZZZZZZZ 5
.

9 3 5 1 77777

YYY 1 333 Q 50 2 P玖玖玖玖玖玖玖玖玖玖玖 5
.

93 34 77777

YYY 6 444 Q 5 27 L D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平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注
:

表中微量元素系光谱分析
,

金含量为化学分析
,

测试单位
:
X 射线衍射分析为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其他为西

安地质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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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本区方铅矿中的微量元素以含 C u 、

A g 为主
,

次为 B i
、

T i
、

N i
,

而 Z n 、

C o 、

M o 、

M n

只在个别样品中含有
。

( 2 ) 金在方铅矿中的含量变化较大
,

最高的达 1 4
.

37 x l0 一 ` ,

平均为 3
.

52 x 10
一 6 。

同一地

点采集的细粒方铅矿 Y 91 和粗粒方铅矿 Y 92
,

它们的含金量基本相同
,

可见粒度大小对方铅

矿的含金量无明显影响
。

( 3 ) 晶胞参数平均为 5
.

9 35 又 1 0 一 ’ 。
m

,

而标准方铅矿的
a 。 为 5

.

9 36 x l o 一 ` 。
m

,

可见本区方

铅矿的
a 。

小于标准
a 。

值
,

这与前人所述小秦岭金矿 中方铅矿的
a 。

(平均为 .5 9 3 9 o X I 。 一 ’ 。
m )

大于其标准
a 。

值的结论恰好相反
。

至于原因何在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另外晶胞参数的变化与

其金含量无明显相关关系
,

由此推测
,

方铅矿中的金并未进入晶格
,

而是以包体金或裂 隙金

赋存于其中
。

2
.

3 黄铜矿

矿区内所有矿脉几乎均含黄铜矿
,

但其分布具明显不均匀性
。

尤其在矿区东部唐沟一带
,

黄铜矿大有取代黄铁矿之势
,

故对其进行研究
,

搞清它与金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

2
.

3
.

1 黄铜矿的一般特征 呈他形或半 自形
、

中一粗粒
,

粒径 1一 sm m
,

少数小于 0
.

l m m
。

矿相显微镜下
,

多见呈网脉状
、

叶片状及团块状嵌生于石英
、

黄铁矿的裂隙中
,

或溶蚀交代

黄铁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与自然金
、

银金矿可以组成连生体
,

同时沉淀于载金矿物的裂隙中
。

在黄铜矿的边缘常被蓝铜矿交代
。

据野外现场观察
,

本区的黄铜矿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氧化
,

矿脉中随处可见孔雀石被膜或不均匀分布的孔雀石团块
。

2
.

3
.

2 黄铜矿的成分
、

结构和含金童 有关测试结果见表 5 ,

经分析
,

本区黄铜矿具有如下

特征
:

( 1) 微量元素成分以 P b
、

Z n
为主

,

次为 A g
、

iT 等其他元素
,

此现象符合一般黄铁矿型

多金属金矿床的特点
。

( 2) 黄铜矿含金量变化较大
,

平均仅 1
.

43 义 1 0 一 6 ,

可见矿区东部矿脉中的 A u
仍主要存在

于黄铁矿中
。

( 3 ) 晶胞参数值平均
a 。

为 5
.

2 8 5 只 1 0 一 ` o

m
, e 。

为 10
.

4 o g X l o一 ` o

m 远远大于黄铜矿的标准

晶胞值 (
a 。

为 5
.

2 4 x l o 一 ` o
m

, C。

为 1 0
.

3 2又 1 0 一 ` o
m )

,

可见
,

黄铜矿含金虽不高
,

但对其晶体

结构影响较大
。

由此看来
,

前人推断金呈类质同象置换铜是有可能的
。

表 5 黄铜矿的成分
、

结构与金含且对比表 ( x l 。一 `
)

样样号号 采样位置置 Z nnn P bbb N iii VVV 州 000

掩掩 M nnn T iii B iii a o ( X 1 0
一

l o m ))) e o
( X 10

一

l o m ))) 金含量量

YYY 2 666 Q 5 0 222 1 5 0 000 1 7 0 000 1 000 1 000 555 5 000 7 000 1 0 000 1 0 000 5
.

2 8 333 10
。

4 0666 < 0
.

0 555

YYY 5 555 Q 8 1 4 000 2 0 000 9 0 000 1 000 1 000 555 2 0 000 5 000 1 0 000 5 000 5
。

2 8 666 1 0
.

4 1 444 0
.

3 444

YYY 5 888 Q 8 1 4 000 8 5 000 1 4 0 000 1 000 1 000 555 1 2 555 6 000 10 00000 5
.

2 8333 1 0 4 0 666 1
。

3 777

YYY 3 444 Q 50 222222222222222222222 5
.

2 8 777 1 0
.

4 1 111 3
.

9 555

平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5
.

2 8 555 1 0
.

4 0 999 1
.

4 333

注
:

表中金系化学分析结果
;
微量元素系光谱分析结果

,

测试单位
: x
射线衍射分析为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其他为西安地质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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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载金矿物及其找矿意义

2
.

4 其他载金矿物

除上述主要载金矿物外
,

本区次要载金矿物还有菱铁矿
、

闪锌矿
、

褐铁矿等
。

它们的主

要特征见表 6
。

由表 6 可知
,

除了闪锌矿外
,

其他矿物的微量元素含 M n
较高

,

体现了其地球化学行为及

表生特点
;
含 Z n 、

C u
等则反映了本矿床的元素组合特征

,

表中矿物含金都不高
,

唯独菱铁矿

偶而例外
,

可达 0
.

34 x 10
一 ` ,

但不宜作为找矿标志对待
。

此外
,

表中矿物的晶胞参数基本属

正常值
。

需要说明的是
,

这些菱铁矿前人多误认为是铁白云石
,

应予以纠正
,

因在用它解释

围岩蚀变
、

成矿作用等时
,

情况有所不同
。

表 6 其他载金矿物特征一览表 ( x 10
~ ` )

样样号号 产地地 C uuu Z nnn P bbb N iii oooC VVV M 000 A ggg M nnn T iii 8 000
b

ooo C 000 A uuu

((((((((((((((((((((((((((( X 1 0
一 l o

m ))) ( X 1 0
一 l o

m ))) ( X 1 0
一 l o

m )))))

YYY 3 999 Q 5 0 111 555 7 0 000 1 555 1 555 1 000 l 000 555 0
。

555 1 8 0 000 2 0 000 4
.

6 8 222 4
.

6 8 222 1 5
.

3 1 3 3 222 0
.

1333

YYY 6222 Q 5 2777 555 7 0 000 3 000 1 55555 1 000 55555 1 8 0 000 2 0 000 4
.

6 8 444 4
.

6 8 444 1 5
.

3 4 1 3 555 0
.

1777

YYY 6 666 Q 5 2777 未测测 未测测 3 000 1 0000000 1 55555 1 0 0 000 1 0000 4
.

6 8 000 4
.

6 8 000 1 5
.

3 0 4 7 777 0
.

3 444

YYY 0444 Q 5 0222 2 555 1 0 0 00000000000000000000 4
.

6 1石石 9
.

9 4 333 3
.

0 0 7 9 555 0 1000

YYY 0 333 Q 5 0 222 未测测 未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测 5
。

4 1 111 5
.

4 1 111 5
.

4 1 1 9 00000

注
:

表中 Y 39
、
Y 62

、
Y “ 为成矿晚期的菱铁矿

; Y 04 为胶态成因的针铁矿
, Y 03 为蚀变岩中的脉状闪锌矿

;
微

量元素系光谱分析结果
,

金含量为化学分析
,测试单位

: x
射线衍射分析为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其他为

西安地质学院
。

3 矿物学找矿标志

综上所述
,

小秦岭胭脂河金矿与其他同类型金矿相比虽有不少相同或类似的地方
,

但又

有其独特之处
。

就矿物学特征而言
,

除黄铁矿 (后文还将详细介绍 ) 外
,

可归纳出以下找矿

标志
:

( 1) 矿物组合可以作为石英脉中含金性及其贫富的标志
。

在石英脉 中
,

以方铅矿
一

黄铜矿
一

黄铁矿
一

自然金
一

石英组合和黄铜矿
一

方铅矿
一

黄铁矿
一

自然金
一

石英组合含金最高
。

围岩的矿物

组合以绢云母
一

绿泥石
一

长石
一

石英组合
、

黄铁矿
一

绢云母
一

长石
一

石英组合以及方铅矿
一

黄铁矿
一

绢

云母
一

长石
一

石英组合意义相对较大
。

(2 ) 本区石英中的 P b
、

C u
含量随着 A u

含量的升高而升高
,

尤其是 P b 的含量与 A u
有着

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 3) 石英的颜色对找矿有指示意义
,

其 中以烟灰色石英含金最佳
。

(4 ) 方铅矿中普遍含 A g ,

其中 A u
含量随 A g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

而方铅矿的粒度粗细

一般不具有找矿意义
。

( 5) 黄铜矿的晶胞参数大于其标准值时
,

指示该脉体可能成矿
,

即黄铜矿具有金矿的结

构标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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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 1 )本区石英中的 P b
、

C u
等亲 S 元素的含量和石英对找金和评价具有指示意义

。

石英的

晶胞参数和红外光谱与其金含量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内在联系
,

但红外光谱的特征双峰吸收之

系数强度有正有负
,

说明不同期石英的形成温度不同
。

石英中的包裹体大小不等
,

以气液包

体为主
,

气液比为 10 %一 30 %
。

气相多为褐色或无色
,

液相多为无色
,

由此推断包体成分比

较单一
。

包体形态研究表明
,

石英经历了多期塑性变形和构造破碎重熔
,

且剪切带对金矿的

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

(2 ) 从空间分布看
,

本区方铅矿分布极不均匀
,

常呈团块或鸡窝状
,

甚至形成小规模的

工业铅矿体
,

此现象表明
,

该金矿床的成矿时代较晚
,

可能在中生代或更晚
。

方铅矿的粒度

和晶胞参数与其金含量无明显关系
,

但本区方铅矿的晶胞参数大于标准
a 。

值
,

与小秦岭其他

金矿的情况恰恰相反
,

原因值得探讨
。

( 3 ) 黄铜矿的分布也不甚均匀
,

在本研究区东部大有取代黄铁矿之势
,

常与自然金
、

银

金矿组成连生体
,

沉淀在载金矿物的裂隙中
。

黄铜矿中含金量变化大
,

平均仅 1
.

43 义 1 0一 ` ,

微

量元素富 P b
、

Z n ,

晶胞参数远大于标准值
,

即具有金矿的结构标型
。

(4 ) 其他载金矿物中
,

闪锌矿中较富 M n ,

菱铁矿中偶尔富含金
。

另外
,

前人多把菱铁矿

误认为成铁白云石
,

应予 以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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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地矿所印刷厂印刷质量检测名列陕西省第八位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于 1 9 9 6 年 4 月 10 日至 12 日召开了
“

陕西省印刷质量管理工作会议
” .

地矿部西安地

质矿产研究所印刷厂在 1 9 9 5年度书刊印刷质量检测评 比中
,

被列为 1 15 家参检企业中的第八名
,

在陕西省众

多地矿行业印刷企业中名列首家 ,这次送检的《陕南膨胀土地质研究 》一书
,

获省优质品
,

受到省新闻出版局的

通报表扬
.

西安地矿所印刷厂设备齐全
,

技术力量雄厚
,

交活迅速
。

本厂以重质量
、

讲信誉
、

让客户最大程度地

满意为宗旨
,

热情欢迎各方客户
,

尤其是地矿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来人来函洽谈印刷业务
。

联系人
:

西安地质矿

产研究所印刷厂雷秋霞 (地址
:

西安市友谊东路 16 6号 ; 电话
:
5 2 5 1 2 6 6一 2 223

;

邮政编码
:
710 0 54)

.

(地矿部 西安地矿所印别厂 厂 长 雷秋 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