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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崛县寨上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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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寨上金矿床位于西秦岭峨 一礼前渊盆地西侧南部
,

发育在不同岩性和不同粒度组成海底斜坡扇

环境下的浊积岩系中
。

主要 的含矿建造为晚泥盆系
e
组 的一套沉积岩系

。

岩石具有碳
一

钙
一

泥质沉积岩高

频叠置组合
。

控矿构造属于韧性一脆性递进剪切变形构造性质
,

该构造呈 N W W 向延伸
,

南倾
,

倾角 3了

~ 5 00
,

具有递进多期多阶段活动 的特点
,

是本区控矿和成矿的主要决定因素
。

含矿 围岩热液蚀变作用

微弱
,

主要表现为浸染状
、

细脉状 一浸染状的含砷黄铁矿化
、

毒砂化
、

微细脉与细网脉状硅化
、

铁白云

石化
,

均与金矿化密切相关
。

矿石构造以微细粒稀疏浸染状构造
、

微细脉 一稀疏浸染状构造
、

团块一 浸

染状构造
、

草落状构造为主
,

矿石结构以 自形 一半自形微细粒状结构
、

半自形一 他形粒状结构
、

增生环

带结构
、

包含结构为主
。

矿区发现 了南
、

北两个矿带
,

北矿带主要发育黄铁矿型金矿体
、

黄铁矿
一

毒砂

型金矿体
、

锑
一

金型金矿体 ; 南矿带主要发育铜金矿体
。

因此认为
,

¹ 中泥盆统 e
组细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

为本区矿源层 ; º 寨上金矿区控矿构造属于韧一 脆性递进剪切变形构造性质
,

具有递进多期多阶段活动

的特点
,

是本区控矿和成矿的主要决定因素 ; » 含砷黄铁矿
、

毒砂的增生环带
,

是由含砷低的黄铁矿或

毒砂内核和含砷较高的黄铁矿或毒砂增生环带构成 ; ¼矿床具有后生 中低温热液特点
,

将寨上金矿确定

为经典卡林型矿床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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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林型金矿是一种产于碳酸盐岩
一

细碎屑岩建

造中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 一 3〕
。

该类型金矿床品位

低
、

规模大
、

矿体与围岩没有截然界线
,

金矿物呈

显微一次显微状产出
,

矿物组合以中低温热液矿物

为主
,

元素组合以 A u 一A g
一

A s 一H g
一

Sb
一

T I 等元素组

合为主
,

矿床与岩浆岩没有直接关系等为其特征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

在我国发现该类型矿床以来
,

先

后发现了以滇一黔一桂西南金三角
、

陕一甘一川西

北金三角为主的一大批此类型矿床〔‘一 ‘。〕
。

武警黄金

第五支队 自 19 9 9 年以来在陕一甘一川西北金三角

范围内的甘肃省眠县寨上地区进行金矿勘探
,

已取

得重大突破
,

截至 20 0 4 年底
,

圈定工业矿体 12 条
,

矿床规模已达到大型
。

研究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成

因
,

对进一步找矿
,

具有指导意义
。

1 区域地质

寨上金矿床大地构造位置位于秦一祁一昆褶皱

系 ( I )
,

西秦岭褶皱带的中带 [11 〕
,

临潭一天水褶皱

带 ( l )
,

新寺一大草滩复背斜 ( W ) 西部¹
,

崛一

礼成矿带西端[12 〕
。

成矿带走向总体呈北西向
,

东部

向南凸呈弧形
,

长 40 0 余 km ,

宽 5 0 ~ 9 0 k m
。

该成

矿带上分布有较多的金矿床 (点 )
,

如
,

鹿儿坝金矿
、

李坝金矿
、

马家河金矿等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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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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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 e o lo g ie m a p o f s t r u e t u r a l fr a m e o f th e
W

e s t Q in lin g

(据武警黄金五支队
,

2 0 0 4)

王 祁连摺皱带 ; 2
.

北秦岭加里东褶皱带
; 3

.

中秦岭华力 西一印支褶皱带
; 4

.

南秦岭印支摺皱带 ; 5
.

印支一燕山期花岗岩
;

尔 深断裂 ; 7. 省界 ; 8. 金矿床
; ¹

一

李坝金矿 ; º
一

金山金矿 ; »
一

马泉金矿 ; ¼
一

青崖沟金矿 . ½
一

安家岔金矿 ; ¾
一

柴家沟金矿 ,

¿
一

沈家沟金矿 ; À
一

花石山金矿 ; Á
一

老豆村金矿
;  

一

吉利

区域出露地层主要为中
、

上泥盆统
,

下二叠统

浅
一

次深水相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岩系
。

中泥盆统细

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和下二叠统含碳泥质
、

钙质板岩为

主的赋矿岩层
。

矿床被夹持在高桥一礼县一罗坝一

间井 (北 ) 与高桥一礼县一挑坪 (南 ) 分支大断裂

之间 (组 l) [13 〕
,

卓洛一国营牛场 N W 向背斜西部
。

研究资料表明[1 2] ,

上述两条断裂为长期活动的区域

性大断裂
,

对本区沉积地层的展布
、

火山活动和岩

浆侵人
、

区域变质作用
、

构造
一

热液活动及其成矿起

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
,

是本区主要导矿构造
。

区 内断裂构造发育
,

褶皱次之
,

构造线总体呈

N W W 向展布
。

含矿与容矿韧脆性剪切带走向 29 00

~ 310 。

矿区断裂数目多
,

规模大
,

呈近似平行状
,

控制着本区金矿床
。

矿区东部分布有中川
、

教场坝
、

柏家庄
、

碌础坝等酸性岩体
。

2 矿区地质

2
.

1 赋矿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中
、

上泥盆统各类砂岩
、

粉

砂质板岩
、

泥灰岩
,

局部含碳质
; 下二叠统各类砾

岩
、

砂岩
、

泥质
、

碳质板岩
。

局部出露古近纪砾岩
、

砂岩等
。

金矿化体主要分布在二登纪地层中
,

其次

分布在泥盆纪地层中
。

自下而上岩性变化规律为
:

中泥盆统
e 组下段主要岩性为灰色板岩

,

薄一

中层石英砂岩与粉砂岩互层
,

紫红色粉砂质板岩
。

上

段主要岩性为灰色板岩
、

黄灰色泥灰岩夹薄层灰岩
。

南矿带主要分布于此地层中
。

与上泥盆统地层呈不

整合接触
。

上泥盆统大草滩群 b 组下段主要岩性为薄层含

钙石英砂岩夹少量紫红色粉砂岩
,

粉砂质板岩
。

上

段主要岩性为紫红色
、

灰绿色粉砂质板岩
、

粉砂岩

组成
。

与上覆下二叠统呈断层 ( F S ) 接触
。

下二叠统 b 组主要岩性
:

底部为灰色砂岩
、

含

砾石英砂岩
、

砂岩
、

含碳板岩 ; 中部为灰黑色含碳

泥质板岩
,

粉砂岩
、

含铁质石英砂岩
; 上部为灰黑

色含碳板岩夹棕色石英砾岩
、

石英砂岩
。

北矿带主

要分布在此层中
。

下二叠统
。组中段主要岩性为灰黑色含碳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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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薄层一 中层石英砂岩
。

2. 2 控矿构造

寨上矿区控矿构造系统可分为 4 级
: I 级控矿

构造为礼县断裂
,

I 级为朱麻滩一禾驮断裂
,

班级

为随固断裂
,

W 级为控制各矿化脉体的含矿断裂和

卓洛一扎麻树背斜〔川
。

矿区北部分布有高桥一礼县大断裂的北分支断

裂
,

即高桥一礼县一罗坝一锁龙 口断裂之西段 [l ‘」
。

矿区 内与区域断裂平行的次级韧一脆性断裂有 F 3 、

F S 、

F 6

等
,

走向 2 8 0
0

~ 2 90
0 ,

N 倾
,

倾角 3 0
0

~ 5 0
0 。

剪切带内片理化发育
、

S
一

C 组构
、

膝折带
、

砂岩和砂

质灰岩等刚性体构成的透镜体常见
,

显微镜下可以

看到显微压力影等显微构造
。

9
、

一。
、

1 1
、

1 2
、

1 9
、

2 0
、

21 号矿脉均产于此构造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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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寨上矿区地质简图

F ig
.

2 S im p lifie d g e o lo g ie a l m a p o f Z ha ish a n g g o ld d e p o sit

矿体及其编号
; 2

.

断裂及其编号
; 3

.

中泥盆统
; 4

.

下泥盆统 . 5
.

下二处统

矿区内由 F Z 、

F。 、

F
。、

F10 等 4 条断裂组成北西向断

裂
,

走向 30 00 ~ 3 2 00
,

经野外地质调查确认
,

此组断

裂带与金矿化关系不甚密切
。

其含矿性
,

有待进一

步查证
。

此外次级 N E
、

N W 向断裂叠加在 N W W 向剪

切带上
,

构成几组断裂的交汇
,

使韧脆性断裂进一

步破碎或角砾岩化
,

同时发育矿化热液蚀变产物
,

含

砷黄铁矿
、

毒砂
、

辉锑矿
、

石英
、

铁 白云石浸染交

代容矿围岩呈细脉状沿显微裂隙充填
,

形成工业矿

体
。

矿区内发育有卓洛一扎麻树背斜
,

背斜西起酸

茨坡村西
,

东至眠县牛场以西
,

长约 30 km
,

宽约 3

~ 6 k m
,

为一倒转背斜
。

背斜核部由中泥盆统
e 组

细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构成
。

两翼地层为晚泥盆统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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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群细碎屑岩夹薄层灰岩及下二叠统含碳泥质
、

钙

质板岩 两翼地层均向北倾
,

倾向 20
。

一 40
“ ,

倾角较

缓
。

背料总体向 N W 倾伏
,

地表向 S E 向撤开
。

2
.

3 矿化带特征

寨土 金矿床主要分 布于斜 切背斜核部 及两翼

的脆一 韧 性剪切 带上
。

按 照矿 化体和褶 皱的关

系
·

矿床可分为南北两个成矿带[l2 〕
,

分别位于卓

洛 未
J

麻树背斜枢纽南北两侧
。

其 中
,

南矿带更

靠 近背斜轴部
。

寨上 金矿 区南 北矿带共发 现 15

条金 矿 化体及多处矿化点
,

其空间分布及产出特

祖严格受断裂
、

褶皱及地层控制
。

矿带及矿化体

总体走向 2 8 0
。

一 3 0 0
” ,

较稳定
。

矿化带与断裂破

碎 带宽度基本 一致
,

随断裂 破碎带 的膨 缩而 变

化 北矿带位 于矿 区北部
,

卓洛一扎麻树背斜北

翼
.

赋矿地层为下二叠统含碳板岩
、

石英砂岩
、

生

物 碎屑微晶灰岩
。

长 4 4 5 o m
,

宽 2 0 0 ~ 4 5 O m
,

总

体走 户J 2 8 0
0

~ 2 9 0
“ ,

由 9
、

1 0
、

1 1
、

1 2
、

1 9
、

2 1
、

2 2 等 了条脉组成
。

南矿带位于矿 区南部
,

卓 洛一

扎麻树背斜核部及南翼
,

赋矿地层为中泥盆统 灰

一浅灰色板岩
、

薄一 中厚层石英砂岩与粉砂质板

岩 互层
、

紫红色一土黄色泥质一粉砂质板岩
、

灰

色钙质板岩
、

土灰色薄层泥灰 岩
、

灰色薄层灰 岩

夹 紫红色石英砂岩
。

南矿带长约 2 o 00 m
,

总体走

向 2 9 0
0 ,

主要 由 3 1
、

3 2
、

4 1
、

4 2 号 等 4 条脉组成
。

脉体在空间上呈近平行带状展布
,

受 N W W 向断

裂控制
。

其组成为较破碎的碳质 板岩
、

泥质板岩
、

含钙泥质板岩
、

石英砂岩
、

泥灰岩等围岩组分
,

以

及褐铁矿
、

黄铁矿
、

含砷黄铁矿
、

毒砂
、

辉锑矿
、

黝铜 矿
,

少量辉铜矿
、

斑铜矿
、

铜 蓝
、

闪锌矿
、

方

铅矿
、

自然金
、

高岭土
、

泥质
、

硅质
、

铁碳酸盐

等蚀 变矿化组分
。

2
.

4 矿体特征

目前
,

已在寨上矿区南北矿带上圈出 12 条工业

金矿体
,

各矿体的主要地质特征见表 1
。

现以 19
一

1

号
、

3 1
一

2 号矿体为例
,

对南北矿带中各矿体特征进

行分析
。

北矿带以 1 9
一

1 号矿体为例
,

矿体呈似板状
,

产

状 1 5
。

乙 45
“ ,

主要产于下二叠统 b 组中段
,

主要岩性

为灰黑色含碳板岩夹薄层 一中层石英砂岩 (图 3 )
。

矿石以微细浸染状黄铁矿金矿石为主
。

矿体一般长

4 0 0 m
,

厚度 7
.

32 m
,

金的平均品位一般为 5
.

gl X

1 0 一 “ 。

矿化蚀变岩分布于金矿体两侧
,

宽 10 ~ 35 m
,

矿体与围岩没有截然的界线
。

地表一般品位为 2
.

0

X lo 一‘~ 6
.

o X lo 一 6 ,

单样最高品位为 2 2
.

I X lo 一 ‘ ,

深部一般品位为 1
.

O X IO一 6

~ 5
.

O X 10
一 6 ,

单样最高

品位为 1 7
.

6 只 10 一 6 。

表 1 寨上金矿床工业矿体地质特征

T a b
.

1 G e o lo g ie a l e ha r a e t e r is t ie s o f in d u s t y o r e b o d y in Z h a is h a n g g o ld d e p o s it

矿矿体编号号 矿体形态态 规 模模

产产产产状状 长 (m ))) 厚 (m ))) 钻孔控制斜深 (m ))) 平均品位 (10 一 “)))

111 1一 lll 似似 2 0 .

~ 2 5
0

乙 4 5
000

5 7000 4
.

1 444 11 555 7
.

8 888

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

111 2
一

lll 状状 2 0
0

乙5 0 。。 2 0000 4 2 000 14 000 3 5 444

111 9一 11111 1 5
0

乙 4 5
。。

4 0 000 7
.

3 222 2 4 000 5
.

9 111

111 9
一

22222 1 5 。

一 2 0
0

乙 3 0
000

5 0000 5
.

1 222 3 1 000 5
.

0 666

111 9一33333 2 0 0

艺 3 0 00000

9
.

7 44444 10 1444

222 1
一

11111 2 0 .

~ 2 5
0

艺 4 5
000

6 0000 2
.

8 777 4 8 000 3
.

3 000

222 1
一

22222 2 0 。

乙4 5
000

5 0000 0
.

8 555 2 3 000 3
.

2444

333 1
一

lllll 2 0 0

~ 2 5
0

乙3 5
0

~ 8 5
。。

9 0000 1
.

2 222 2 9 000 6
.

0 222

333 1
一

22222 2 0
0

一 2 5
0

艺5 5
0

~ 8 5
000 3 2 000 4

.

2 000 17 000 9
.

4 444

333 1一 33333 2 0
0

乙 8 5
。。。

l
,

1 99999 4
.

9 999

333 2
一

11111 2 0 .

乙 4 0 。

~ 7 0
000

3 2000 2
.

4 99999 3
.

0 111

444 1
一

lllll 2 0。 ~ 2 5
0

匕 3 0。~ 7 9
。。

6 5000 1
.

66666 3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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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寨上金矿床 16 号勘探线剖面 图

F ig
.

3 P r o file o f p r o s p e e tin g lin e 1 6 o f Z h a is h a n g g o ld d e p o sit

(据武警黄金五支 队
, 2 0 05)

1
.

第四系残坡积物 ; 2
.

二叠系含碳板岩
、

泥质板岩
、

粉砂质板岩 ; 3
.

碳质板岩 ; 4
.

破碎蚀变岩 ; 5
.

矿体位置及编号 ; 6 竣工钻孔

南矿带以 3 1
一

2 号矿体为例
,

矿体呈似板状
,

产

状 2 0
0

~ 2 5
0

匕 5 5
0

~ 8 5
0 ,

主要产于 中泥盆统
e 组上

段
,

主要岩性为灰色板岩
、

黄灰色泥灰岩夹薄层灰

岩
。

矿石类型主要为微细浸染状黄铁矿金矿石
。

矿

体一般长 3 20 m
,

厚度 4
.

20 m
,

金的平均品位一般

为 9
.

44 x 10 一‘。 矿化蚀变岩分布于金矿体两侧
,

宽

0
.

5~ 5
,

5 2 m
,

地表一般 品位为 2
.

5 X 10 一 6

~ 1 5 X

1 0 一 ‘ ,

单样最高品位为 45
.

6 x 1 o 一 ‘,

深部一般 1
.

o x

1 0 一 ‘

~ 5
.

o x lo 一 6 ,

单样最高品位为 1 4
.

7 又 1 0 一 6 。

脉

体成分主要为破碎蚀变泥质板岩角砾
、

褐铁矿
、

黄

铁矿
、

硅质等
,

地表破碎蚀变强烈
,

构造形迹明显
,

深部以矿化碎裂岩为主
。

2
.

5 矿石组构
、

矿物组成及金的斌存状态

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

含砷黄铁矿
、

毒

砂
、

黄铜矿
、

黝铜矿
,

少量辉铜矿
、

斑铜矿
、

铜蓝

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及显微 自然金
,

以及褐铁矿
、

孔

雀石
、

蓝铜
、

锑华等氧化矿物
;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

英
、

铁白云石
、

方解石
、

重晶石
,

次为钠长石
、

绢

云母
、

地开石等
。

矿石结构类型多种多样
,

有浸染

状
、

细脉一浸染状
、

团块状
、

角砾状
、

网脉状
、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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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

疏松粉末状等构造
。

有自形一半 自形粒状结构
、

他形粒状结构
、

交代结构
、

包含结构
、

草葛结构
、

增

生环带结构
、

生物假象结构等
。

寨上金矿含砷矿物

主要有 含砷黄铁矿
、

毒砂等
,

其中含砷黄铁矿
、

毒

砂为矿 石中最主要的含砷矿物
,

具有特征的增生环

带结梅 由含砷低的内核和含砷高的外缘共同组成
,

不同矿化期的增生黄铁矿具有不 同厚度 的增生边
。

通过电子探针 A s 一

L a X 射线面扫描分析
,

含砷黄铁

矿增生环带边可清楚地显示 出来
,

且说明砷是作为

类质同象进人黄铁矿晶格的
。

自然金主要呈次显微

金包裹于含 A s 黄铁矿
、

毒砂等硫化物的增生环带

内或边缘仁, 5〕
。

表 2 寨上金矿黄铁矿型
、

黄铁矿毒砂型金矿石含金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

T a b
.

2 E le e t r o n m ie r o p r o b e a n a lys is o f p y r it e ,

Py r it e 一a r s e n o p y r ite o r e s fr o m

Z ha is h a n g g o ld d e p o s it

编号

Z
s
h l l

Z w
一

才

Z w
一

2

Z w
一

乙

Z w
一

1

Z w
一

1

Z w
一

1

成成成矿期期 矿物物 F eee SSS A sss S bbb H ggg A uuu A ggg C 000 N
---

S eee

一一

111 沉积期期 黄铁矿毒球球 4 8
.

1555 4 9
.

9333 1
.

5 666 000 000 000 0
.

0 666 0
.

1 888 0 1 222 OOO

11111 构构 早期期 微细黄铁矿内核核 4 7
.

1333 4 9
.

9 111 0
.

9 999 0
.

0 555 0
.

3 111 000 0
.

1 111 0
.

1555 0
.

5 555 0 888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lllll 热热热 微细黄铁矿外环环 4 4

.

5 666 4 6
.

4 444 6
.

1 777 0
.

999 1
.

8 111 0
,

0 666 0 0 333 OOO 0
.

0333 0
.

999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lllll 改改 中期期 黄铁矿聚晶外环环 4 4
.

2 888 4 5
.

5 333 9 9444 0 1 333 000 OOO 000 0
.

0 666 0
.

0777 000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lllll 期期 晚期期 不规则黄铁 矿矿 4 6
.

6 444 5 2
.

3 444 0
.

5 111 0
.

1 999 000 0
.

0 666 0
.

1 111 0
.

0 666 0
.

0 444 0 0 666

lllllll 早期期 徽细毒砂内核核 3 4
.

444 2 0
.

1777 4 4
.

4 666 0
.

8 555 000 000 0
.

0 444 0
.

0 777 000 000

111111111 徽细毒砂外环环 3 2
.

8 888 1 8
.

1888 4 7
.

333 0
.

9 444 0
.

4 777 0
.

0 777 0
.

0 666 0
.

0 999 000 000

注
:

据于岚
,

2 0 04 ; 其 系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电子探针室刘文峰测定
。

借助 JC X A
一

7 33 型电子探针对矿石中不同成因及

不同矿化阶段黄铁矿及毒砂进行化学成分分析
,

根据

表 2
,

黄铁矿
、

毒砂外环比内核含砷量高
。

沉积阶段形

成的草落状黄铁矿中不含金
; 早期阶段形成的微细粒

黄铁矿内核不含金
,

而其外环含金 (0
.

06 % ) ; 中期形

成的呈聚晶产出的粗粒黄铁矿
,

其外环不含金
; 晚期形

成的不规则黄铁矿含金 (0
.

06 )%
。

微细粒毒砂内核不

含金
,

而其外环含金 (0
.

07 % )
。

从上分析可以得出砷
、

金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

微米级的次显微金主要赋存于

含砷硫化物中
。

这也是寨上微细浸染型金矿床重要的

标型特征之一 [1 5 〕
。

2. 6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主要为稀疏浸染状
、

细脉一浸染状的

含砷黄铁矿化
、

毒砂化
,

细脉状与网脉状硅化
、

铁

白云石化
、

碳酸盐化
、

辉锑矿化
、

高岭土化
、

绢云

母化
。

沉积形成的黄铁矿颗粒较细
,

热液改造形成

的黄铁矿粒度稍大
,

呈浸染状或细脉浸染状分布
。

辉

锑矿呈团块状产出
,

与重晶石
一

方解石共生形成锑
-

金矿石
一

,

碳酸盐化表现为白云石
、

方解石细脉或方

解石
一

石英细脉
。

高岭土化主要出现在氧化矿石中
。

绢云母化
、

石墨化为区域浅变质的蚀变产物
。

2. 7 地球化学特征

2
,

7
.

1 斌矿层位金元素平均丰度值

寨上矿区泥盆系金的丰度值为 0
.

8 69 7 x 1 0 一 ’ ,

二叠系金的丰度值为 0
.

73 4 3 x 10
一 ’ ,

均比较低饰〕
。

而区域有利岩相岩性为中泥盆统
e 组细碎屑岩

一

碳

酸盐岩高频互层的浊积岩含金为 4
.

4 x 1 0 一 ’ ,

明显

高于区 域泥盆系及上地壳金的平均丰度值 1
.

s x

1 0 一 ,
(T a y lo r ,

1 9 8 4 )
。

以千枚状泥质板岩最高
,

其

次为粉砂质板岩
。

此外
,

岩石微量元素在本区岩石

中表现各不相同
,

除 Z n 、

C u 、

M o 等金属元素低于

地壳丰度值外
,

其余均高于地壳丰度
。

岩石中明显

富集 A u 、

A g
、

A s 、

H g
、

S b 等元素
。

2. 7. 2 稀土元紊分析

对寨上金矿区围岩 (板岩 )
、

方解石脉
、

铜金矿

石
、

黄铁矿型金矿石作 R E E 分析
,

并作出 R E E 配

分模式 (图 4 )
。

稀土配分曲线分布呈现向右中低倾

斜趋势
,

艺I
J

R E E / 艺H R E E 为 1
.

1 4 ~ 2
.

2 1
,

总体表现

为轻稀土的富集
,

重稀土平坦的特征
。

赋矿围岩与

金矿石配分形式相似
,

为一组缓密集平行的右倾斜

线
,

表 明 金 矿石 对容 矿 岩 石 稀 土 来源 的 继 承

性〔‘6
·

”〕
。

L a / Y b
、

sm / N d 值分别为 3
.

8 1 和 6
·

2 3
,

亦

显示出壳源特征
。

说明寨上金矿床成矿与地层建造

的成生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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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寨上金矿床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圈

F19
.

4 C h o n d r it e 一n o r m a li z e d R E E p a t t e r n s o f Z h a is h a n g g o ld d e p o s i t

2. 7. 3 硫同位素

矿石中金属硫化物的硫同位素测试结果为 护
‘
S

- 一 3
.

4编
,

为一负值
,

结合矿石中存在显量的成岩

期草幕状黄铁矿
,

而且是生物还原作用形成
,

预示

着沉积岩系富含的地壳硫
,

经生物作用形成重硫 的

亏损
。

从 护侣本身值来看
,

具有生物硫的特征
,

与

岩层生物有机质发育一致
。

2. 7. 4 氢
、

氧 同位素

矛 变质水

�袋�O叱

一 8 0

一 12 0

原生 岩浆水

母DH
: o为 ( 一 7 5 一 一 7 2 ) X lo 一 3 ,

样品点在 占“O
一

aD

图上 (图 5) 落在大气降水线稍远离的右侧
、

变质水

的右下角下方
,

具有大气降水 向右明显飘移的特点
,

表明成矿流体的氢氧同位素组成经历了古大气降水

被较强烈的水
一

岩反应改造过程
。

2. 7. 5 物理化学条件

对晚期石英
一

方解石脉中的硅化石英颗粒中的

原生包裹体测定
,

得出成矿温度变化在 1 60 ~ 2 80
o

C
,

压力为 3 0 0 X 1 0
s
~ 5 5 0 X 1 0 5

Pa ,

形成深度为 1
.

5

一 4
.

5 km
,

盐度为 4
.

9 % ~ 1 0
.

9%
,

热液密度值为

0
·

9 0 5 ~ 0
·

9 8 6 9 / e m
, ,

p H 值 为 8
.

2 3
,

E h 值为

0
.

4 2 V
。

综上所述
,

寨上金矿床成矿流体总体具中低

温
、

中一低盐度
、

偏弱碱性
,

氧化环境
。

据上分析
,

寨上金矿床是在中泥盆统
e 组细碎屑

岩
一

碳酸盐岩高频互层的浊积岩基础上
,

主要由含矿

地下热水 (大气降水为主 ) 叠加改造形成的
。

此外
,

动

热变质时期变质水参与了一定的改造成矿作用
。

一 16 0 L
一 2 0

+ 10 + 2 0 + 3 0 3 矿床成因初探
‘ ” 0 %0

图 5 寨上金矿床石英流体包裹体氮
、

权同位素组成图

F ig
.

s 占18 0
一

拍 C o r r e la t i o n fo r the o r e 一

fo rm i n g

flu id o f Z ha is h a n g g o ld d e p o s it

矿石中石英的 古“0 0 20
为 ( 1 7

·

8一 1 8
·

8 ) X 1 0
一 ’ ,

通过对区域地质
、

矿区地质
、

地球化学
、

成矿

物理化学等方面综合研究
,

认为寨上金矿床形成具

有多种成因
、

多期次多阶段的递进演化的特点
。

矿

床形成经历 了
:

¹ 成矿物质沉积
一

成岩 的初始富集

期
; º 变形构造叠加和热液改造成矿期 ; » 表生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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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富集期
。

总体上属于层控性质的卡林型金矿床
,

具

有以 下
一

戈因特征
:

(1 , 旷床产于扬子板块西北部眠一礼前渊盆地
,

以较好的构造沉积成矿环境
,

形成了含金性较好的

中泥盆统 e 组含少量黄铁矿的细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

浊积岩系
,

矿区赋矿岩层含金丰度较高
,

为 4
.

4 只

10
, 。

印泥盆统
e 组细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为本区矿源

层及重要的容矿岩层
,

金矿化有
“

就地取材
”

的特

征 l‘7 , 。

(2) 在由北而南的挤压作用下
,

本区早期变形出

现倒转背斜及韧性剪切带
,

发生了层间剪切滑动
、

层

间寄生小褶皱
、

出现微张性域或带
。

此时
,

在碱性溶

液中当 八s 、

S b 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
,

由于金的硫砷

和硫锑络合物的生成和稳定存在
,

而使溶液活化
、

溶

解
、

迁移的能力显著增强
。

成矿流体沿层间滑动破裂

面流动
.

导致流体向背斜翼部或韧性剪切带集中而形

成了矿化带
。

随着递进剪切变形的演化
,

出现大量片

理化带
.

横张节理带
、

面理转换
、

初糜棱岩化
、

脆性

断裂等张性空间
,

此时
,

成矿流体流向这些低压区
。

因

酸化
,

使金的硫砷和硫锑络合物的稳定性急剧降低
,

从而发生金的沉淀
,

形成矿化体
。

晚期变形以 N W
、

N F 向脆性断裂发育为特征
,

进一步与 N W W 向控矿

剪切带叠加交汇
,

使剪切带进一步破碎
,

致使剪切带

内早期工业矿体局部膨大
、

金矿富集
。

(3 ) 寨上金矿床矿石矿物组成
、

微量元素
、

稀

土元素
、

同位素组成等
,

对容矿岩石有较好的继承

性
。

该继承关系是通过容矿岩系中建造水
、

地下水

经叠加其上的韧一脆性变形构造动力机制实现的
。

(4) 矿石中矿化蚀变矿物呈微细浸染状
、

细脉

浸染状分布
。

主要载金矿物为具有增生环带的含砷

黄铁矿
、

毒砂
。

矿石中金矿物呈微米级
。

成矿元素

为 A u 一

八s 一S b
一

H g
,

具有丰富的易挥发中低温元素组

合特征
。

综上所述
,

泥盆纪
,

在寨上前陆成矿盆地中形

成 了以 中泥盆统
e 组细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浊积岩为

主的金矿源层
。

华力西期在古地热异常背景下
,

金

矿源层发生顺层韧性压剪变形
。

印支期
,

在中泥盆

统 e 组细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浊积岩
、

下二叠统含碳

钙
、

泥质板岩
、

粉砂质板岩
、

粉砂岩等容矿层上
,

发

生韧一脆性挤压剪切变形作用
,

使金元素富集成矿
。

燕山期脆性变形一成矿流体叠加形成富矿体
。

该金

矿床赋存于韧一脆性剪切带中
,

具有多源多期次成

矿流体同位叠加成矿的特点
,

是典型的卡林型金矿

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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