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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
,

本区 自然金主要以显微金形式存在
,

明金甚少
.

金主要分布于各种硫化物

中
,

其中则以黄铁矿为主
,

此外
,

还可产于石英和揭铁矿等矿物中
。

自然金与载体矿物之间的

嵌布关系有 3 种
,

即包体金
、

晶隙金和裂隙金
,

且以后者为主
,

约占 8 2
.

5%
,

这说明在成矿

过程中
,

金的沉淀和就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

电子探针分析表明
,

本区 自然金平均含金

8 4
.

4 4%
,

含银 1 5
.

6 1%
,

成色为 8 4 4
。

关键词 自然金 嵌布特征 化学成分 金的沉淀和定位 滞后性

1 自然金的嵌布特征

自然金是小秦岭胭脂河金矿床最重要的金矿物之一
,

同时也是有用组分— 金的最主要

存在形式
。

本区 自然金有明金和暗金两种
,
且以后者为主

。

明金多产于乳白色石英的蜂窝状

空洞或在褐铁矿中呈星点状分布
,

暗金则产于各种硫化物
、

碳酸盐类矿物以及白钨矿和褐铁

矿等中
。

相比较而言
,

本矿 区自然金主要呈显微金形式存在
,

明金所占比例较小秦岭其他地

区为少
。

其嵌布关系有 3 种类型 (表 1 )
:

①包裹于各种硫化物或石英中的包体金 (图 1 图片

1
、

2
、

3) ; ②分布于金属硫化物或脉石矿物晶粒间隙中的晶隙金 (图 1 图片 4) ; ③单独或与

其他金属硫化物共生充填于早期矿物裂隙中的裂隙金 (图 1 图片 5
、

6 )
。

三者中以后者最为常

见
,

占自然金总数的 82
.

5% (表 l )
。

这充分说明
,

在整个成矿演化过程中
,

金的沉淀和就位

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

此现象与前人划分的成矿阶段不协调
,

说明主要的金矿化阶段不是多金

属硫化物阶段
,

而应该在它之后
。

此外
,

据笔者研究
,

本矿床中除含大量显微金外
,

尚含少

量晶格金
,

含金黄铁矿的谱学资料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见本期后文
:

黄铁矿中金的赋存状态

研究
,

贾建业等 )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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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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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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胭脂河 Q 5 02 金矿体矿石中金的嵌布特征统计表

样样样 光光 样样 可见见 金粒级划分 (
~

))) 金的赋存状态态 主要金属属 矿石结构构造造 采采

号号号 片片 品品 金颖颖颖 (顺粒数 ))) 矿物组合合合 样样

数数数数 名名 粒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位位称称称称称称 0
。

3 000 0
.

0 7 444 O
。

03 777
’

0
。

0 111 裂裂 晶晶 包包包包 箕箕
JJJJJJJJJJJ

.

0 7444刃
。

03 777
一

0
.

0 111 0
。

0 0 555 隙隙 隙隙 体体体体体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金金 金金金金金

MMM 24 222 333 金矿石石 333 111 111 444 222 222 333 111 P y G nnn
碎裂交代结构

,,

PD 一 sss

MMM 2 4 444 444 金矿石石 555 222 111 111 2 333 555 111 111 P y
.

G n
.

C ppp 网脉状构造造 P D 2333

MMM 2 4 555 333 金矿石石 111 333 333 111 222 111 222 111 P y
.

G n
.

C P
...

交代残余结构
,,

P D
2 333

MMM 2 4 999 444 金矿石石 333 333 1 555 111 1 000 111 444 111 印hhh 网脉状构造造 P D
, aaa

MMM 2 6 444 222 金矿石石 lll 333 333 1 333 222 3 000 1 lll 666 P y
.

G n
.

C ppp 同上上 P D
iii

MMM 25 666 222 金矿石石 333 222 111 555 3 999 3 000 2 111 222 P y
.

G n
.

C p
...

同上上 P D
ZZZ

MMM 2 5 888 222 金矿石石 3 000 1 444 1 000 222 : 19
.

S CCC 111
、

I n 气仁仁 222 孙 hhh 交代残余结构
,,

P D
:::

MMM 2 6 000 222 金矿石石 3 111 7
.

0 000 222 1 88888 3 11111 1 444 P y
.

C p
.

G n
`̀

块状结构构 P D ZZZ

MMM 2 6 222 222 金矿石石 22222 222 55555 66666 : 7
.

0 000 sP hhh 碎裂交代结构
,,

P D
:::

MMM 2 6 333 1 , `̀

金矿石石 11111 1 555 1 11111 3333333 P y
.

C p
.

G nnn
块状构造造 P D ZZZ

MMM 2 6 444 444 金矿石石 3 11111 555 l 88888 4 0000000 P y
.

C p
.

G nnn
碎裂交代结构

,,

P D ZZZ

MMM 2 6 777 222 金矿石石 77777 5 888 55555 5555555 P y
.

C P
.

G nnn
条带状构造造 P D ZZZ

MMM 2 6 888 222 金矿石石 1 66666 2 9
.

OCCC 55555 1 0000000 P y
.

G ,
.

C ppp 碎裂交代结构
,,

PD
:::

MMM 2 6 999 222 金矿石石 l 8888888 8 99999 1 6 5555555 sP hhh 条带状构造造 PD ZZZ

MMM 2 7 000 222 金矿石石 1 3333333 ; 4 4
.

S CCCCC
、

只 , 气fffffff P y
.

G n
.

C PPP 碎裂交代结构
,,

PD ZZZ

MMM 2 7 111 222 金矿石石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匆 hhh 团块状构造造 P D
ZZZ

合合计计 3 99999 2 0 00000000000000000 P y
.

G n
.

C PPP 碎裂交代结构
,,,

百百分数数数数 1 0 00000000000000000 S P hhh 显微网环构造造造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y
.

G n
.

Cp
...

同上上上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P hhh 碎裂结构
,

条带带带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y

.

G n
.

C P
...

状构造造造

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印hhh 同上上上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y
.

G n
.

C ppp 碎裂交代结构
,,,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y
.

G n
.

C ppp 网脉条带构造造造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上上上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上上上

注
:
P y一黄铁矿

; G n一方铅矿
; C p一黄铜矿

, S p h一闪锌矿
。

据武警黄金第十四支队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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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金的成分及矿物学特征

自然金的粒径均小于 0
.

3 m m
,

一般多在 0
.

07 4一。
.

100 m m 间或更小
,

呈不规则粒状
,

细

脉状
、

片状或蠕虫状等形态 (图片 1
、

2
、

3
、

5 )
。

多数为均质性
,

个别 自然金形成后因受动力

作用影响导致光性异常而显非均质性
。

因含银
,

颜色略浅
,

为金黄色至浅黄色
。

电子探针分

析其化学成分 (表 2)
,

平均含金 84
.

44 %
,

含银 15
.

61 %
,

成色为 8 4 4
。

另外还普遍含微量的

铜
、

铁和贵金属铂
、

把
,

此种成分特点与小秦岭北坡的情况相同
。

表 2 自然金的化学成分及成色 (、 % )

样样 号号 A uuu A ggg eeeF C uuu P ttt P ddd 总 和和 金的成色色

LLL B 4 4
一 111 8 5

.

9 666 1 3
.

5 888 0
.

0 555 0
.

1 444 0
。

9 000 0
.

0 666 1 0 0
。

6 888 8 6 444

LLL B 4 4
一
222 8 3

。

1 000 1 7
.

6 888 0
.

1 000 0
。

0777 0
。

0 000 0
。

0 333 1 0 0
。

9 666 8 2 555

LLL B 4 4
一 333 8 4

.

2 666 1 5
。

5 999 0
.

3 000 0
。

1 111 0
.

0 000 0
。

1 111 1 0 0
。

3 666 8 4 444

采样位置
:
Q 5 02 P D

I ;
分析单位

: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3 结论

( 1) 本区自然金主要呈显微金形式存在
,

明金甚少
。

金主要分布在各种硫化物 中
,

其中

则以黄铁矿为主
。

此外
,

金还可产于石英
、

褐铁矿
、

白钨矿及碳酸盐类矿物中
。

( 2) 自然金的嵌布关系有 3 种类型
,

即包体金
、

晶隙金和裂隙金
。

三者以后者最为常见
,

占金颗粒总数的 82
.

5%
,

这充分说明
,

在成矿过程中
,

金的沉淀和就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

(3 ) 自然金的化学成分为
:

平均含金 8 4
.

4 4%
,

含银 15
.

61 %
,

成色为 8 4 4
,

此外
,

还含

微量的铜
、

铁和贵金属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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