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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地区岩溶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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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矿部岩溶地质研究所 )

摘要 岩溶型金矿床是破酸盐岩地区一种新的重要矿床类型
。

它是

在浅层条件下
,

以岩溶地下热 (卤 )水溶液为介质
,

岩溶作用为主导成矿

作用形成的
。

本文主要从破酸盐岩石的矿质和岩溶含矿介质溶液的迁

移
、

沉淀作用研讨了岩溶成矿过程
。

根据矿床的产出形态和成矿特征
,

将岩溶型金矿床划分为岩溶洞穴充填型
、

岩溶 (溶隙
、

孔像 )充坟交代型

和岩溶砂矿型
,

三种类型
。

关拍词 金矿床
;

岩溶成矿作用
;

成矿物源
;

成矿环境
;

成因类型

近年来
,

随着找矿工作的不断深人和发展
,

我国在碳酸盐岩地层中相继发现了4 0多处金矿

床 (点 )
,

多数具有工业意义
。

对我国来说
,

此类金矿是 种新的
、

特殊的成因类型
。

它呈透镜

状
、

似层状
、

囊状
、

脉状和团块状产于碳酸盐岩地层中
。

分布于我国南方的云南
、

四川
、

贵州
.

厂

西
、

湖南等省
;
此外

,

北方的河南
、

河北
、

陕西等省亦有产出
。

它们均产于相对稳定的准地台区
,

且都明显地与岩浆活动无成因关系
。

在国外这类金矿称之为卡林型金矿
,

以美国的卡林
、

科特

兹金矿为代表
;
在国内许多学者如涂光炽教授等人

,

认为此类矿床是沉积期后地下热水改造而

成的
,

亦即
“

沉积 一改造成因的
” ;
而刘东升

、

耿文辉
、

蔡贵先
、

徐国凤等人
,

认为此类矿床是属渗

流热卤水成因的
,

亦即卡林型
;
并以广西叫曼

、

贵州苗龙
、

湖南石峡金矿等为代表
。

为了对此类

矿床的成因作进一步深人的探讨
,

我们认为
,

必须考虑岩溶作用对此类矿床形成的影响
。

因为

碳酸盐岩地区大气降水的下渗
、

循环过程
,

实际上是岩溶作用过程
。

它不仅控制着岩溶地貌的

形成
,

而且控制着成矿物质的溶滤
、

迁移和沉淀
,

并为成矿提供储存空间
。

因此可以认为岩溶

作用对碳酸盐岩地层中矿床的形成和改造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

形成金矿床 (点 )的物源

众所周知
,

除了与岩浆活动有关的矿床外
,

任何矿床的形成都必须具备下列三个主要条

件
: a

.

成矿物质来源一一矿源层
;

b
.

成矿介质
-

一水
; c

.

矿液运移的通道和最终使矿质聚集的

场所等
。

岩溶型金矿床也不例外
,

而且它的成矿条件较其它矿床更为复杂
。

据目前国内外对

碳酸盐岩地层中金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
、

矿石矿物组份的研究以及矿物包裹体
、

稳定同位素和

化学测试资料分析研究
,

证明金的成矿物质主要由周围金丰度值较高或已矿化的碳酸盐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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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淋滤而来
,

部分可能来自
娜

循环水
。

因此
,

碳酸盐岩是提供岩溶
解

物质来源的基础
。

1
.

! 斌矿围岩时代及岩性特征
岩溶地区金矿床 (点 )的成矿围岩

,

主要有展旦系
、

寒武系
、

泥盆系
、

石炭系
、

二狡系和三叠

系等
。

其中
,

尤以震旦系和泥盆系最为重要 ( 表 l )
。

从表 1可知
,

狱矿围岩不仅表现为多时代

性
,

而且也具多层位性的特点
。

例如广西叫曼金矿除主要赋存于中石炭统黄龙组下段的生物

碎屑灰岩外
,

尚有部分赋存于构造角砾岩和岩溶角砾岩中
;

期南石峡汞神金矿床产于上泥盆统

佘田桥组的硅化灰岩和泥质灰岩中
; 四川康定灯盏窝

、

偏岩子金矿产于展旦系灯影组富藻白云

宕
、

细晶白云岩
。

由上述可知
,

岩溶地区金矿床 (点 )的产出与地层时代无明显关系
。

其主要

容矿岩性为硅化灰岩
、

结晶灰岩
、

泥质灰岩
、

云质灰岩和白云岩等
。

表 1 各矿区斌矿岩性及地层时代裹

aT b
.

1 T h e o t r a t ig r a p h y t i m e a n d o er 一 卜坦 ir 雌 阴 k s of 比 e m i n e a er a s

矿矿 区区 地 层层 赋军岩性性 矿 区区 地 层层 斌矿岩性性

)))
、

西叫曼曼 C
,
hhh 云质灰岩

、

生物碎碎 四川耳泽泽 叭叭 结晶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屑屑屑屑灰岩
、

角砾岩岩岩岩 白云岩
、

角砾状白云岩岩

)))
`

西镇少于于 D
,

d
,,

灰质白云岩
、、

四川厂
一

分坪坪 l ))) 灰质白云岩岩

白白白白云岩岩岩岩 白云岩岩

贵贵州苗龙龙 (
、 sss

硅化灰岩
、、

湖南石峡峡 压
888

硅质灰岩岩

泥泥泥泥质灰岩岩岩岩 泥质灰岩岩

rrrrr
r

乙乙 礁灰岩 云质灰灰 河 南南 Z lxl nnn 白云质大理岩岩

{{{
贵州饭””” 岩

、

泥质灰岩岩 坦头子
.

伟 子堂堂堂堂

!!! J趁4 J I!幻盏盏 Z b d 一111 结品自云岩
.

细晶自自 河北 决
,

吞工毛毛 2 1洲 Innn 灰质 r l 云岩
,,

窝窝偏岩子子子 云岩
、

富藻自云岩岩 豹子峪峪峪 含健石条带灰岩岩

四四川 马坡坡 Z b d nnn

}
。 云质灰岩

、、

陕西李家沟沟 I瓦瓦 白云质灰岩岩

洛洛
、

银厂坪坪坪 } 灰岩岩岩岩 白云岩
`

硅化灰岩岩

2 碳酸盐岩的含矿性与金的赋存状态

l
·

.2 1 碳酸盐岩的含矿性

从组成地球的各圈层来看
,

地壳岩石圈金的丰度值为 3
一

s p p b
,

地慢中为 s p p b
,

地核为

26 ()0 PP b
,

故地球各圈层金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
。

据元素地球化学资料川 (表 2)
,

在各类沉积

冲 !
’ ,

碳酸盐类岩石中金的克拉克值最低
,

为Z p p b
,

低于地壳岩石圈 中金的 平均 丰度值

3
·

5 p p b
,

按这种丰度值
,

并以 g3 t/ 为金矿床的最低工业品位
,

那么
,

金在碳酸盐地层中要形成

1 2 9 / t品位的金矿化
,

金的相对富集程度将达到 2 86 一 57 1倍
;

形成金品位为8 一 1 5 g l t的金矿

床
,

则金的富集程度需要 2 28 6 一 4发姆倍
。

假若仅从围岩中提供金的熊力来考虑
,

形成一个储量

为 1一 2t 的金矿床
,

大约需要从 1一 3 k m
,

体积的岩石内汲取全部分散的金
。

当然
,

必须经过多

次的活化
、

迁移
、

富集才能形成工业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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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沉积岩中金的平均含盘 据魏德波 刁
、 .

179 引

T a b
.

2 T h e a v e
ra g e a b u n

da
n` e a v } u c o f g o ld

l一 1 s e d一 m e n t (艰 e一、 e
ou

s r

oc k、

岩岩 石 类 型型 平均含童 ( p p b )))

砂砂岩和粉砂岩岩 3 的的

页页 岩岩 2 3000

碳碳酸盐类岩石石 2
.

《心心

深深海沉积 (物 ))) 3
.

4000

近年
,

国外许多学者
* ,

提出 犷极为重要的看法
:

1 )矿
一

源层具有相对较高的丰度值
,

但不
-

定要高出几个数量级
; 2) 矿质元素具备活化

、

迁移出来的条件
,

如水介质和渗透性等
。

矿源层

中金含量的高低并不是成矿的决定因素
,

而决定性的因素是具适合的成矿条件和矿源层中金

的可淋滤性
。

据 目前国内对 区域性金背景值与金矿床之间关系的研究 阴
,

可知在金矿床 (点 )产出区的

地层
`朴

,

金的区域背景值含量普遍相对较高
,

比碳酸盐类岩
一

中的正常丰度值高九 t
一

至儿 自倍之

多 f3, 4
·

’ } (表 3 )
。

如广西叫曼 ( c
,

h) 灰岩中锑矿物含金量达235
一 64 0P p b

,

高出正常 丰度值

1 17
·

5一 3 2 0倍
;
此外

,

上覆三叠系碎屑岩的平均金丰度值为 18 p p b
,

所以
,

对于叫曼金矿的形

成是有足够的物源的
。

又如四川康定灯盏窝震旦系结晶白云岩
,

富藻白云岩中
,

金的区域 丰度

值为58 一 3 30 p p b
,

A u 的富集系数是碳酸盐岩正常丰度值的 29 一 165 倍
,

为最低工业品位 ( 3 9八 )

的 1 /5 0 一 1 / 10
、

这反映 r 该区金的区域丰度值的相对富集性
,

故该区的岩溶型金矿床 (点 )均

较发育
。

我国
一

些碳酸盐类岩石的金丰度值相对较高 (表3)
,

它们是提供岩溶成矿的主要物源
。

1
·

2
.

2 金在碳酸盐岩中的赋存状态和载金矿物

岩石
、

矿物和含金建造的类型不同
,

其金的赋存状态也不相同
,

主要以下列几种形式存

在
。

1
.

2
.

2
.

1 自然金呈粒状
、

微粒状存在于碳酸盐岩中的硫化物 (如黄铁矿 )或蛋白石 一石英

等硅质物的微裂隙或晶隙中
。

如广西叫曼金矿
、

自然金呈不规则粒状
,

树枝状和块状
,

分布于

石英及黄铁矿的微裂隙及方解石的微孔隙
,

晶洞
、

溶孔中
。

又如四川康定偏岩子金矿
,

金呈微

粒状赋存于方铅矿
、

车轮矿
* *

等硫化物或硫盐中
。

1
.

2
.

2
.

2 自然金呈吸附状态赋存于碳酸盐类岩石中 由于在碳酸盐类岩石中普遍含数

量不等的有机炭
、

粘土矿物
、

硅胶及铁
、

锰氢氧化物等
,

这些物质对微粒金可产生吸附作用
。

如

湖南石峡
,

微粒金 ( 占有率达驹% 以上 )主要为粘上矿物和
一

氧化硅所吸附
,

其次为褐铁矿 (矿

申

纳尔逊门芝巧巧 )
.

凯斯和斯科特 ( 19 76
.

1 98 月 )

* 申

车轮矿 ( P b C u s b S 》 系指含铅砚
.

5 %
,

钥 13 肠
.

锑 2召 7 % 的热液成因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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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吸附
。

又如贵州苗龙
,

徽粒金呈离子吸附状态斌存于与碳酸盐岩相伴生的伊利石粘土矿物

中
。

裹 3 碳睡盐岩圈岩中金的区域丰度值

aT b
.

3 T加
r e g i o n a l a b u n

da
n ce

v a l u e
of 尽d d 坛 e a r

bo n a et co
u n t yr ocr

k o a t t h e

面 n e a er a s
·

矿矿 区区 圈岩时代及岩性性 围岩中区城丰丰 A u
富集系数数 金的工业品位位 各 注注

度度度度值《即 b))) ( E ))) 倍效 (勿 I t )))))

广广广 叫 曼曼 C
,
hhh 灰 岩岩 4 一 555 2一 2

.

555 1 17的一 1 1以目】】 据据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各各

锑锑锑锑锑 矿 物物 邓 6一 64 000 1 1 7
。

5一 3 2())) 2 125 一 1 1555 矿矿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镇镇镇 灯灯 玖山山 50 一 20 000 25 一 10000 1 160 一 1 11555 资资

灰灰灰灰岩
、

灰质白云岩
、

白云岩岩岩岩岩 料料

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综

贵贵贵 苗 龙龙 〔
, sss 2 999 1 4

.

6 000 1 11X()))
Z `̀

州州州州 泥质灰岩
、

灰岩岩岩岩岩 口口

板板板 其其 T,, 4 1一 7任刃刃 20
.

5 一 3 9555 1 175一 1 144444

白白白白云岩
、

泥质灰岩
、

硅质灰岩岩岩岩岩岩

四四四 灯盏窝窝 Z b d n : ,,

58 一 33 000 2 9 一 16 666 1 l 5() 一 1 / 100000

川川川川 细晶白云岩
、

富燕白云岩岩岩岩岩岩

偏偏偏岩子子 刀川 n . `̀
18 一 26())) 9一 13 000 1 115 0一 1 1155555

结结结结晶白云岩
、

富藻白云岩岩岩岩岩岩

耳耳耳 泽泽 T
... l 在泊 一 2印))) 段 )一 14 000 1 120 一 l / 100000

泥泥泥泥灰岩
、

灰质白云岩岩岩岩岩岩

湖湖南石峡峡 认
... 7

.

5一 4以 ))) 3
.

8 一 2 .刃刃 1 14 X() 一 2 / 155555

灰灰灰岩
、

拢灰岩岩岩岩岩岩

载金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

砷黄铁矿
、

辉锑矿
、

毒砂
、

粘 土矿物和有机炭
。

如贵州苗龙
、

湖南

石峡
,

主要载金矿物为黄铁矿和粘土矿物
。

2 岩溶的成矿作用

2
.

1 岩溶地下水是岩溶成矿介质溶液

成矿元素的溶解
、

迁移和富集
,

都少不了水介质的参与
。

近年来
,

国内外学者通过对矿物

包裹体
、

氢
、

氧同位素侧试以及现代成矿作用的系统研究气 了解到成矿介质水是多来源的
,

包

括大气降水 (地表 一地下渗流水 )
、

沉积水及沉积矿物中脱出的再生水
,

而构成碳酸盐岩岩体中

成矿溶液主体水则主要是大气降水
。

大气降水向下渗滤
,

可至几百米
一
数千米深处

,

由于受地

热梯度影响可形成地下热水溶液
,

对成矿元素的淋滤
、

迁移
、

沉淀起着重要作用
。

碳酸盐岩地

,

怀特
、

银 久智
、

张彦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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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大
声

训爆水在 下渗过程吸收大量的源于
_

上壤层 中由生物制造的C O
: ,

形成具有侵蚀能力的碳

酸水一一岩溶水
。

这种富含碳酸的水在下渗
、

循环过程中对其流经的碳酸盐岩产生岩溶作用
,

同时也在进行着岩溶成矿作用
,

不断地溶滤萃取碳酸盐岩中的 (硫 )盐类物质和成矿元素而形

成含矿的岩溶地下水溶液
。

当岩溶水的 p H值为 6
.

0 一 6
.

5的弱酸性条件 「
,

或当岩溶水中缺乏 lC
一 、

5 0
. 2

时
,

含

〔H C O门 的水溶液可以溶滤碳酸盐岩中的部分金
,

形成含金的重碳酸溶液
,

以A u( H C O
3

)
:

形

式存在
。

在含氯的酸性岩溶水中
,

金以氯络 合物 〔A u
cl

,

1 和【A u
CI

。

l 形式存在
。

在含硫化

物 (如含 H
Z
S )的碱性岩溶水溶液中

,

金以硫 (代 )络合物如 [ A u S 〕
、

[ A u ( S H )
2

]
一 、

[ A u ( H S ) s 〕
,

-

和【A u( 5 0
3

)
,

1
,

一

等形式存在
。

在碱性的含砷
、

硫
、

锑的岩溶水溶液中
,

金可以呈 [ A u

( A s o
。

)
,

1
,

一 、

[ A u ( A ss )
,

]
2

、

[ A u ( s b s ) 1卜
、

[ A u ( A s s
,

) ]
。

等形式存在 户l
。

金在岩溶地下热

水溶液中主要以金氯
、

硫络合物的形式存在
。

2
甲

2 物化条件变化
,

导致沉淀
,

富集成矿

岩溶成矿介质溶液在运移中
,

由于环境的温度
、

压力及溶液的p H值
、

E h
、

组份浓度等的改

变
,

使金从溶液中沉淀析出
,

逐步富集而形成金矿床
。

在偏中性条件下
,

含金重碳酸【A u( H C 0
3

)
。

1 溶液在温度升高或压力降低逸出C O
:

时
,

金

便与方解石和蛋白石
一起沉淀富集

,

形成含金方解石脉或含金方解石 一 石英脉
,

如广西叫曼
,

镇坪金矿 (点 )
。

在酸性溶液中稳定的氯络合物如 A u CI
,

之类
,

当 p H值增高时分解而析出 自然金
。

Z H A u e l , + Z o H 一一一一> Z A u 4+ Z H e l o + Z H e l

在碱性溶液中稳定的硫络合物如A u
( H S )

。
、

[ A u ( H S )
,

S ]
、

〔A u ( 3 0
、

)
:

1
, 一

等
,

当 p H值

降低
,

溶液变为酸性时
,

金便从这些络合物
,

护析出
。

如

[ A u ( H s )
:

]
一

+ 川
`

+ e
-

一一
一

一 ) A u
备

+ Z H
:

s

或 A u ( H s )
, 一

+ ZH
`

+ F e : 辛

一一分
A u

备
+ Z H

:
s + F e 、

2 [ A u ( H s )
:
s ]

一
+ F e Z 考 十 4 H

`

一一一争 Z A u

备+ F e 3 + 4 H
,
s

当酸性的含金氯络合物溶液在循环运移过程中
,

与流经的碳酸盐类岩石发生反应
,

产生酸

碱中和作用
,

而使金大量析出
。

E h值的改变
,

可使络合物解体而析出金
。

如

Z N a A u S + H
,
O + 1 /2 0

2

— 一笼) Z A u + Z N a O H 斗
一

2 5
”

又如 A u CI
: 一

A u C I
;

等受到 H
,
S或 F e , 4

的还原作用时而分离出金
:

4 A u C I
。 + 4 H

,
S + Z H

,

O + 7 0
,

一一一一一> 4 A u + 4 5 0
; 2

+ S H C I + 4 H
`

Z A t . C I
。

+ 6 F e o + 3 H
,

0 一一一
~

一 ) Z A u + 3 F e Z

O
、

+ 6 H C I + Z C I

还原条件 下
,

热水溶液中金的络合物 叮被硫化物或有机炭分解而析出金
。

实际上这是一

种氧化 一 还原反应
,

即 A u
`

被还原
,

F e , ` 、

S
,

被氧化
,

如

3 A t一C I
,

+ F e S
Z

一一一
> 3 A u + F e ,

·

+ 6 C I + 2 5
”

2【A u ( 5
2

0
。

)
:

]
,

+ F e s一一令
Z A u + F e S

:

+ 3 5 0
; 2

十 4 5
。

当成矿热液的压力降低
,

氯组份减少时
,

叮引起金的析出
:

[ A 一: C I
月

l 一
-
一一一》 C l

一

+ A u C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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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A u C I
,

一一于 ZA u C I
,
+ C I

:

A u e l
,

一一
-一 ) ^ u

奋+ e l
:

f

构造运动往往可以造成局部的负压地段
,

同样也可以使金析出
。

如岩石中的黄铁矿和石

英都是脆性矿物
,

受力后易破碎
,

当释放应力而减少压力时
,

金络合物遭到破坏
,

便会在这些矿

物的破碎裂隙中析出自然金
。

当化学组份改变
,

F e , ` 、

C u , + 、

P卜
` 、

Z n , ·

等矿化离子参与反应
,

形成拢化物时
,

可引起金

的析出
,

如

2 [ A u S
:

]卜 + 3 F e , ,

# Z A u + 3 F e
S

由于硫化物的析出
,

使硫离子浓度降低
,

而造成金络合物的离解沉淀出自然金
。

因此
,

金

常常与黄铁矿等硫化矿物密切共生
,

形成自然金硫化物矿物组合
,

并以显微
、

超显微金的形式

赋存于硫化矿物 中
。

由上述可知
,

成矿溶液在运移过程中
,

由于物理
、

化学条件的变化金的析出是多种多种异

常复杂的
,

而且在金沉淀的同时
,

还会产生新的溶解
、

迁移
。

如

A u ( O H )
3

+ H
李

# [ A u ( O H )
;

〕
-

A u C I
: + H

:

0 # H [ A u C l
s
o ]

总之
,

金的迁移一溶解 一沉淀及沉淀一 溶解一 迁移作用
,

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
,

是反复不

断地进行的
,

即经历了成矿 一改造和破坏 (如溶滤 )一再迁移一再富集的成矿过程
。

3 岩溶地区金矿床类型
、

特征及实例

按矿床的产出形态
、

矿石的特有聚集方式和特征等
,

划分为如 下三种矿床类型 (表4)
:

岩溶

洞穴充填金矿床
;
岩溶 (溶隙

、

孔隙 )充填
,

交代金矿床及岩溶砂金矿床
。

3 1 岩溶洞穴充填金矿床

岩溶洞穴充填金矿床是指岩溶含矿溶液在循环
、

运移途中
,

随着物化条件的改变
,

矿质最

后在岩溶洞穴或溶隙中凝聚
、

沉淀形成的矿床
。

此类矿床的矿体形态受岩溶洞穴系统控制
,

主

要呈囊状
、

脉状
、

树枝状
、

不规则状等产出
。

与围岩接触界线较清楚
。

矿床实例
:

广西田阳叫曼金矿
。

该矿床主要产于石炭系黄龙组的厚层状灰岩
、

生物碎屑灰

羚 }
, ,

尚有部分见于北西向构造角砾岩带中
。

矿床由21 条含金方解石脉 (体 )组成
,

顺层间溶隙

产出
、

矿脉形态多样
,

呈扁豆状
、

似层状
、

囊状
、

不规则状等产于古溶洞
、

溶晾中 8I] (图 1 )
,
一般

在方解石脉体膨胀部位矿化较强烈
。

矿体与围岩接触界线清楚
。

矿石的物质组成简单
,

矿石矿物主要为 自然金
,

伴生有黄铁矿
、

辉锑矿
、

辰砂
、

白铅矿
、

白铁

矿等
` 、

脉石矿物以方解石为主
,

伴生有石英
、

萤石
、

高岭石
。

矿石具树枝状
、

块状
、

梳状
、

晶簇状

构造
。

自然金呈不规则粒状
、

微细粒状
,

常与粒状细晶方解石
、

高岭石
、

石英
、

萤石一起分布于

方解石脉的边缘
,

且多在方解石脉的下盘
,

特别是与围岩相接触的溶蚀凹处 (图 2 )
。

围岩蚀变较弱
,

仅在方解石脉与围岩的接触边上
、

和富矿包附近有轻微的高岭石化
,

萤石

化和溶蚀的粒状硅化
。

在高岭石化较强和粒状石英聚集较多处
,

常形成较大的富矿包
、

萤石

常与 白然金伴生
。

成矿物来源于石炭系一
_

叠系的碳酸盆尖
.

部分臾 自 L贾一:斗系的碎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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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叫受金矿区 A 一 A
,

剖面

(据广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

F s g
.

万 T h e A
一

A
’

s e e t i o n o f g o ld o r e

a r e a i n J i a o m a n
,

Q
u a : 、 g x i

.

黄龙组 L部仄岩
、

白云岩
;

2 黄龙组中部细晶灰岩
;

黄龙组下部生物碎屑灰岩
; 4

一

方解石角砾岩
; 5 含

金石英方解石脉及富包
;

6 一 断层
;

7 一 坑道

图 2 含金方解石脉的内部结构

(据王春生 )

F l g 2 T h e i n t e ir o r s t印
e t u r e o f g o ld

一 be
a ir n g e a l e i t e v e in

.

1一 菱形伟晶方解石
;

2
一

柱状伟晶方解石
;

3一 细粒方解石和自然金
;

4
一

石灰岩

3
.

2 岩溶溶隙
,

孔隙交代
、

充填金矿床

岩溶含矿热 ( 卤 )水热液
,

在运移途中
,

随着物理

化学条件和介质成分的改变
,

而在溶隙及孔隙中进

行交代
、

充填富集成矿
。

其矿体形态受断裂构造发

育形成的溶镣
、

孔隙控制
,

呈透镜状
、

脉状
、

囊状
、

团

坎状
、

楔状和不规则状等产出
。

实例 1 :

湖南衡东石峡汞砷金矿
,

位于湘东华夏

摺断带
,

区域构造以北东向的紧密背
、

向斜及走向断 二
层为主 矿区地层为中泥盆统棋子桥组 ( D

Z q ) 白云 二

宕及灰岩
,

上泥盆统佘田桥组 ( D
3 s

)灰岩
、

泥质灰岩

及硅化灰岩和锡矿山组 ( D
3

x) 灰岩
。

区域性走向断

哄 F
,

贯穿整个矿区
,

几乎所有的矿体均分布于该断

裂破碎带的两侧
,

成为汞
、

砷
、

金的导矿构造和储矿

耗〕造
`

汞砷金矿由几个规模不等的矿脉及团块组成
,

F 叹

产 于佘田桥组
一

段和二段 ( D
3 sl 一

D
, 。 ,

) 的硅化灰

宕
`

泥质灰岩中 f9] (图3 )
。

矿体受F
:

断层派生发育

的次级 小栩曲和层间剥离空间或反问溶隙的控制

图 3 石峡矿区 P D 一 1t) () 地质

平面示意图

T h e 「,
I)

一 飞加 只 c ` )
10 g i e a l `;

l a ,一c

o f S h i x 一a : 飞, ` . , ` ,

H 。 , l a 盆1

1一 金矿体
,

2 砷矿休
;

3 汞金

盯 军木
;

4 丸 岩 炭琢泥 从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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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断续相连
,

或深或浅
,

参差不齐
。

矿体与围岩接触界线比较清楚
,

但局部呈渐变关系
。

矿石矿物组份比较简单
,

生要有自然金
、

辰砂
、

雌黄
、

雄黄
、

辉锑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等
;

脉石

矿物有方解石
、

白云石
、

石英和重晶石等
。

矿石具它形微粒状
、

交代残余和填充结构
;
矿石呈浸

染状
、

斑点状
、

角砾状和团块状构造
。

围岩蚀变有硅化
、

方解石化
、

黄铁矿化及雌黄
、

雄黄化
。

其中硅化与金成矿作用密切相关
。

实例:2 四川康定灯盏窝金矿位于康滇地轴北段西缘
。

主要出露地层有
:

震旦系上统陡山

陀组 ( Zb d )
,

其岩性为变质岩系间夹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
,

厚 293 m ;
灯影组 ( bZ dn)

,

岩性为中厚

层细晶白云岩
、

结晶白云岩
、

富藻白云岩
,

厚 5 86 m
;

志留系 ( )S 的变质岩系
。

此外
,

矿区局部有

辉绿岩脉
。

金矿床赋存于灯盏窝北东向次级背斜翼部
,

灯影组 ( bZ d n Z ,

)细晶白云岩和富藻白云岩的

层间裂隙或破碎带中侧 ( 图 4 )
,

由四条大致相互平行的矿体组成
。

含矿主岩是强烈黄铁矿化

及富含多金属硫化物的白云岩
。

匪弓
1

巨易
2

〔更〕
3

〔1二
。

巨互」
5

圈4 灯盆窝层闻裂限控矿构造创面圈 (据毛树安 )

凡9
.

4 T、 e

瞅 it o n of d即加 i t e o o t r l l e d 勿 D e

gn
: h a n w o a n t i e l in al

s t

ucr tU er

1一白云岩
;
2 一绢云钙质千枚岩

; 3一辉绿岩脉
; 4一金矿化休

;
5一断层

矿石矿物主要为自然金和铜金矿
,

常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斑铜矿
、

方铅矿
、

砷黝铜矿共生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白云石等
,

矿石具浸染状
、

细脉状
、

蜂窝状
、

土状构造
。

3
.

3 岩溶砂金矿床

此类矿床系碳酸盐类岩石中的先成含金矿 (化 )体
,

在岩溶作用过程中
,

可溶成分被流水带

走
,

金和不溶的或难溶的成分堆积
,

残积于原地或经流水搬运
,

储存于岩溶洼 (谷 )地
、

洞穴或溶

斗中的矿床
。

它的形成与先成金矿 (化 )体的空间分布及所处岩溶地貌单元密切相关
。

岩溶砂 (金 )矿见于广西田阳叫曼
、

垄针
,

上林镇好
,

隆林马雄
;
贵州黔西

、

苗龙
; 四川康定

、

章腊
、

木里耳泽
;
湖南桂阳

、

衡东石峡等地的岩溶区
。

主要产于矿化碳酸盐岩形成的洼地
、

坡立

谷
、

溶洞
、

溶斗和溶晾中
,

呈囊状
、

透镜状
、

巢状
、

盆状
、

条带状和不规则状等
。

矿体的矿物组成

较复杂
,

由微细金粒
、

大小不等的碎屑及粘土矿物等组成
。

矿床规模大小取决于先成矿化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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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

岩溶发育程度和岩溶作用时间的长短
。

矿床实例
:

广西镇好内浪砂金矿
:

位于镇好

窍隆构造的核部
,

地层产状平衡
,

为中泥盆统东

岗岭组 ( D
Z

d) 灰岩
、

白云岩及白云质灰岩和第四

系宕溶残余物
。

原生矿化体为含金
、

辉锑矿的方

解石 一石头脉
,

分布于东岗岭组 ( D
Z

d) 白云岩的

扭裂隙 ￡’ “ 1
.

( 图 5 )
。

主要成分为方解石和石英
,

含

辉锑矿
。

含金 1 85 9 t/
,

银 193 5 9 / t
。

裂隙带宽为

5 0 一 1 0 0 m
,

延长 s oo m左右
。

此外
,

矿区和附近的

白云岩
、

灰岩均含金
,

含量为0
.

05 一 0
.

2 0 9 /t
。

砂矿赋存于封闭洼地内第四系红褐色粘土

层
,

!
, ,

分布范围仅限于白云岩内 ( 图 6 )
。

矿体呈

似层状或透镜状产于洼地的中部 (图了)
。

矿体由

介金的褐红色粘土
、

硅质碎屑
、

泥质岩块
、

锑钙石

第
一

十卷

门门门}卜、 . 一 、 仙 :
.

1卜
一

峨
.

厂二二二
卜卜一取二暇》 婚奋业丫主奋1以汉饭刁刁
lll 风i 、 . 厄l 、 伟 、 11 1 四 JJJ

rrr
一 !矛~

习
”

{子 、 哟 又
’

.
’

叼 l
’

l刀刁刁
lll 叭

’

如 飞 ”
’

.ll ” 卜几 冲 曰卜
` 一

}}}
,,

” 11 - . ” 比 ”
几 、 阴 ”

n 、 明」」
lll 收

r “ 「 11
’

} l ”
}l 义 咐 川 一勺勺

臣泪 〔习
,

图 5 上林镇好含金方解石一石英

微细脉素描图 〔据张相训 )

F i g
.

5 T h e s k e
tC h s h o w i n g m a p

o f g o l d 一 b e a n n g e a l e i t e 一 口u a r 你

v e i n in N e i la n g
,

G u a n g x i

1 一 白云岩
; 2 一 含金方解石

一 石英微细脉

付 铁铝石等组成
` )

矿石矿物主要为砂金粒
、

锑

扒石
,

次为错石
、

金红石
、

褐铁矿
、

软锰矿等
,

还有少量辰砂
、

独居石和钦铁矿等

产
:

n\ [
.气

「三〕
、

巴互〕 巨剐 【二习 , 【二囚 〔互〕 。
口〕

,
匡二习

8

图 “ 内浪溶余砂金矿床地质图 (据张相训 )

F i g 6
’

l
’

去10 g e o l o g i 、 a z m a p o f k a r s t p la e e r 9 0 ! d d e p o s i t i n N e i la n g
,

G u a n g x i
·

1 一第四系岩溶盆地堆积
;

2 一 中泥盆统东岗岭组第二段灰岩
;

3 一 白云岩化白云岩 (锑金矿化 、及其界线
;

4 一砂金分布范围及矿 体及界线
`

5 一 含锑方解 石细脉
;

6一 矿脉产状
; 7 一勘探线及伐并

; 8 一溶蚀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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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美良等
:

碳酸盐岩地区岩溶金矿床

一 一

~
、夕 ” 〔 !烤沁黝 挥峰 ll A面图

尹
书尝吧 f三工

竺三 T二` s e~

{卜 J

、、

七
二

州 {{{

巨囚
,

巨口
2

【巫刃
,

巨〕
;

皿田
5

巨月
“

巨二目
,

l弓习

图 7 镇好溶余砂金矿床纵
、

横勘探剖面图 (据张相训 )

F ig
.

7 T h e p r os p e e it n g p r o if l e o f k a r s t p la e e r g ol d d e p o s , t I n

跳
e n x u

,

G u a n g x i
·

1 一第四系崩溶型堆积
;

2 一第 四系侧余型堆积
;

3 一 中泥盆统东岗岭组
; 4 一 硫松粘土

;

5 一致密枯土
;

6 一灰岩
;

7 一金矿化白云岩
; 8 一 砂矿体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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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届国际洞穴大会将于 1 99 3年 8月在桂林召开

经中国出席第十届国际洞穴 大会 (布达佩斯 19 8 9 )的代表力争
,

国际洞穴协会投票表决
,

第十一届国际洞

欠 大会在 中国 举行
。

经中国科学协会批准
,

第十一届 国 际洞穴 大会将于 1 9 9 3年 8月在桂林召开
,

会临义规模为

外宾今0 0人
,

中方代表4 0 0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