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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赤城县金家庄金矿

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谭作林 谭 红
(第一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引 6 队 )

提要 海西期超基性岩侵 入于太古界桑干群地层中
。

金矿化分布于超基性岩体内
、

外接触带的破

碎带中
。

本文讨论了超基性岩体的地质特征
.

岩石学
、

岩石化学特征及含矿性
;
论述了金矿成矿地

质条件
、

矿床地质特征
,

找矿标志和找矿方向
。

关键词 超基性岩体 蛇纹石化和碳酸盐化 石英复脉型和含金破碎滞蚀变岩型 东西向断裂带

岩体内
、

外接触带

近年来
,

在张家 口地区的尚义一赤城深大断裂带两侧的金矿成矿带上
,

大力开展金矿普查

找矿工作
,

并取得较好的地质效果
。

赤城金家庄金矿是在小张家 口 超基性岩体破碎带中发现

的一个新类型金矿床
。

由于破碎带的规模大
,

矿化稳定
、

集中
、

探采条件好
,

引起地质工作者的

普遍重视 本文试图就近年取得的一些初步地质资料
,

对金家庄金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作

初步
』

总结

一
、

地质概况

本区大地构造位于中朝准地 台的相对隆起的内蒙台背斜与相对凹陷的燕山沉降带交接部

位
。

区域构造位置处于与尚义一赤城深大断裂相平行的次一级的马丈子一于家沟一沃麻坑逆

冲断层带上
。

该断裂是区 内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
,

同与其平行展布的超基性岩体北界断裂一

起
,

构成本区主要金矿带 (图 1 )
。

区内出露地层有太古界桑干群
,

元古界长城系
、

蓟县系
,

中生界侏罗系和新生界第四系
,

呈

北东向展布
。

以太古界桑干群硅铁建造分布最广
。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

近东西向展布的马丈子一于家沟一沃麻坑断裂控制着小张家 口超基

性岩体的南部边界
,

称为南缘断裂 ( F ) (图 2 )
。

这条大断层走向东西
,

断层面向北倾斜
,

倾角

波动较大
,

西段 (金家庄 )较陡约 70
。

一 8 00
,

东段 (于家沟)较缓倾角在地表 3 40 一56
。 ,

向下逐渐

复缓
,

据钻探资料
,

地下 30 0一 5 00 m 处复缓至 20
。

一 3 00
。

晚于岩体的髻髻山组火山岩与岩体

呈断层接触
,

其内外接触带均发现具找矿意义的金矿化和蚀变
。

岩体的北界同样存在一条高角度逆冲断层
,

称北缘断裂 ( F
, ·

F
:

)
,

断层面北倾
,

局部南

顺 (图 4 )
,

倾角 6 00 一90
。 。

该断裂带规模大
,

幅宽达一
、

二百米
,

由多种构造岩组成
。

经探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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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道揭露
,

该断裂带的含矿性较好
,

一般含
.

金 0
.

5一3
.

74 9 / t
,

最高达 1 0 0 9 /t 以上
,

是本区最有

找矿前景的控矿断裂(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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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家庄一于家沟一带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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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处于东西向深大断裂旁侧
,

并以断裂活动为主要特色
,

因此伴随断裂活动的岩浆活动

也非常频繁
。

除发育有规模较大的超基性
,

中酸性侵入岩和 中基性
、

中酸性火山喷出岩外
,

小

型岩脉也屡见不鲜
。

规模较大的侵入体有小张家口超基性岩
、

赤城汤泉花岗岩等
。

超基性岩体侵位于桑干群变质岩系地层
,

其接触部位往往发育有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和

岩体中硅化石英脉
、

复脉型金矿郊北沟金矿
、

金家庄金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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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成矿地质条件

(一 )岩浆岩条件

1
.

岩体一般地质特征

小张家 口超基性岩体是河北省北部
,

沿尚义一赤城深断裂南侧分布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岩

体
。

呈东西向产出
、

出露长近 H 公里
,

为一东宽西窄的脉状岩体
,

最宽处 1
.

5 公里
,

窄者 15 0

米左右
,

面积 6
.

72 平方公里 (图 2 )
。

岩体南缘与太古界桑干群变质岩和侏罗系地层呈断层接触
;北缘与桑干群变质岩

,

汤泉花

岗岩为断层接触
; 东缘与桑干群变质岩为侵入接触

,

但沿接触面有断裂活动 ; 西缘与桑干群变

质岩为侵入接触
。

岩体延深较浅
,

总体南浅北深
,

为一向北倾斜的楔形
,

在岩体中部一钻孔于

50 5 米切穿岩体进入太古界片麻岩中
。

岩体同位素 (K一A r 法 )测定年令值 2
.

66 亿年
,

相当于

海西期产物
。

2
.

岩体的岩石学特征

区 内超基性岩体
,

主要 由透辉岩组成
,

同时也分布有闪辉岩或辉闪岩以至角闪岩条带
,

其

岩石类型应属闪辉一辉石岩类型
。

岩体 的岩相变化不明显
,

但组成岩石的矿物颗粒却具有明显的差异
,

这种矿物结晶大小的

变化
,

也是反映岩相分异的特点
。

就整个岩体来说
,

东段
、

中段分异明显
,

而西段分异不明显
。

东段于家沟至东水沟岩体从南到北可分为中细粒透辉岩带
;粗粒一中粗粒透辉岩带

; 粗粒夹伟

晶状透辉岩带
。

岩体西段小张家 口至金家庄一带
,

由于构造破坏
,

岩体遭受较强烈的破碎和蚀

变
。

因此
,

岩相变化不明显
,

一般为蛇纹石化
,

碳酸盐化透辉岩
。

总之
,

小张家口岩体具有从南到北矿物颗粒由细变粗的分异特点
,

岩体出露膨大部分的于

家沟一带分异较好
,

小张家 口一带相对而言也是膨大部位
,

分异也比较 明显
。

除上述岩相分异

特征外
,

岩体与围岩接触尚有碳酸盐化蚀变岩石广泛出露
,

其宽度一般为 1一 10 米
,

最宽近 20

米
。

3
.

岩体岩石化学特征

根据小张家 口岩体 30 个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1〕(表 l) 和扎氏数值特征的计算 (图 3 )
,

本区

超基性岩为正常成分类型
。

岩体平均化学成分与中国(黎彤)同类岩石相比可以看出
:

(l) 化学

组分总的看
,

十分接近
。

铁高镁低
,

钙高钾钠低
。

镁铁比值 M /F 平均 1
.

5 左右
,

最高为 4
。

属

铁质超基性岩
。

从扎 氏图解中可以看出
,

sB 轴右侧向量方 向及其长度基本一致
,

也即 f, : m : 。

匆1
,

由于 Q 值一般小于 20
,

因此暗色矿物组分中有三分之一呈氧化物出现
。

这与岩矿鉴定
,

肉眼观察透辉岩中具大量磁铁矿是一致的
。

(2) 酸度 (si 。 :

) 含量平均达 42
.

98 %
,

较纯橄岩

(据戴里 19 3 3 ) 5 10
:

为 4 0
.

4 9 %及镁铁橄石纯橄岩 (据华格奈尔和麦罗尔 1 9 2 5) 5 10
:

为 4 0
.

2 5 %

还高
。

(3) 岩体的 a
值稳定在 1 左右

,

其最大比值为 J
,

而 c 变化范围较宽
,

其最大 比值则达到

能0
,

因而 a /c 值变化范围也大
,

说明岩浆具结晶分异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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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岩体含矿性分析

近年来研究资料表明
,

金在地壳岩石中的分布并不均匀
,

且有一定的变化趋势 (表 2)

各类岩桨岩中金含量(p pb)

Ta bl e
,

2 G ol d eo n 宜en t of v a rl o u s m sg 「n a tie r o eks

表 2

岩岩石名称称 花岗石石 花岗闪闪 闪长岩岩 正长岩岩 石英粉岩岩 辉绿岩岩 辉长岩岩 超基性岩岩

长长长长岩岩岩岩 粗面岩岩 扮岩岩岩岩

含含量量 3
.

222 4
.

000 3
.

555 4
.

444 5
.

444 6
.

555 3
.

777 9
.

444

样样品数数 3 333 333 l444 333 l444 2 999 3 333 2 777

B
.

c
.

莫伊谢因科等 (1 9 7 1 )
,

以高灵敏中子活化法和光谱分析法研究了世界许多地区岩浆

岩
,

沉积岩 以及各种级序变质岩中的金含量
,

研究指出
:

各类岩石中金最富集于超基性岩和基

性岩中
,

纯杆栏岩一斜辉辉橄岩建造岩石中含金高达 21
.

3PP b
,

这比一般岩浆岩高出许多倍
,

有人估计
,

一立方公里强烈碳酸盐化的基性一超基性岩石
,

在碳酸盐化和水化作用过程中能释

放出 6 2 吨的金
,

在碳酸盐化过程中有大量的 si
。,

被替换出来
。

因此
,

金往往与硅化有关
,

与石

英脉有关也不是偶然的
。

(转引自刘本立《金的某些地球化学性质 )))

本区的超基性岩体含金平均高达 SOp p b
。

从蚀变特征来看
,

岩体发生了强烈的蛇纹石化
,

碳酸盐化
、

硅化
、

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
,

蛇纹石化深度达 5 00 米以下
,

而且金的富集往往与来 自

超基性岩 的这 些 蚀变密切相关
。

故认为本区超基性岩体与围岩断层接触 的内接触带矿化最

富
、

是 !」前发现的较好的矿化类型
,

即石英复脉型矿化
,

这可能与岩体本身含金值高有一定关

系

银据化探次 生晕
、

A u 、

A g
、

c u
、

Pb
、

z n 、

c o 、

N i
、

cr 元素组合异常曲线围绕岩体接触带呈带状

分布
;

金家庄
一

止 和
.

只、 号异常位置
,

形态与岩体一致
,

强度 钧一 8 0P Pb
,

极大值 1 5 oPP b
。

迭置性

好
,

并具明显 l均水 平分带
。

而且物探高极化异常与之吻合较好
,

经验证为金矿化引起
。

(二 )构造条件

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
,

主要有东西向
、

北东
、

北西和近南北向断裂
,

各组断裂的演化发

展
,

规模以 及控岩控 矿作用均不同
。

东酉向断裂为牙
,

以超基性岩体的南缘断裂 ( F
,

)和北缘断裂 ( F
Z ·

f
,

)活动最强
。

尤以

北缘断裂是本区主要的控岩
、

控矿
、

容矿构造
。

该断裂具多期继承性 活动的特点
。

沿断裂岩浆

活动和热液作用强烈
,

普遍发育硅化
、

赤铁矿化 (所谓火烧皮)
.、

钾化
、

铁锰矿化
、

蛇纹石化
、

碳酸

盐化和褐铁矿 化等蚀变
。

不仅控制了小张家口岩体北界
,

而且沿北接触带具多处金矿化
,

局部

富集为工业矿体
。

如赤城北沟矿段
,

见六层矿
,

假厚 10 米多
,

平均品位 27 9八
,

最高品位 7 09八
。

因此
,

该断裂是贯穿本区最大的东西向断裂之一
,

同与其平行展布的超基性岩体南界断裂一

起
,

构成本区主要金矿带
。

此处与东西向或近东西 向主断裂带构造相斜交的次一级的北西向
、

北东向和近南北向构造也很发育
,

为金的活化和沉淀提供了空间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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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围岩条件

本区金矿 (化) 床对围岩无一定的选择性
,

但与围岩性质却有一定关系
。

金矿体近矿

围岩为透辉岩
,

浅粒岩
、

混合岩化浅粒岩
、

斜长角闪岩和黑云斜长角闪片麻岩等
。

岩体沿断裂

侵位以后又有多次构造活动
,

不仅岩体本身造成严重破碎
,

也更加扩大了原有断裂带的规模和

强度
,

特别是在有巨大压力存在的深度
,

由于断裂不是一条直线必然有受应力强烈的部位与减

压带 (亦即扩容带)
,

并在接触带附近的片麻岩也产生碎裂糜棱岩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
、

绿泥石

化
、

绢云母化和黄铁矿化
、

局部形成硅质岩
,

这说明处于封闭环境下的挤压破碎构造岩带
,

不仅

有着强烈的动力变质
,

而且发生了强烈的混合交代变质作用
,

它既是含金热液活动迁移的通

道
,

又是含金物质沉淀的场所
,

为含金矿脉和石英脉
、

各类脉岩的充填创造 了极有利的空间条

件
。

在主断裂带 (F
Z ·

F
:

) 的下盘
,

由超基性岩组成的韧性构造岩 (碎斑岩
、

糜棱状碎粉岩 )
,

仅有较强的碳酸盐化
,

而褐铁矿化
、

硅化很弱
,

金银矿化也很微弱
。

可能与挤压片理化碎粉岩

的隔挡作用有关
。

而其上盘即片麻岩一侧
,

由片麻岩的碎粒岩
,

碎裂岩组成的脆性
,

韧脆性构

造岩
,

孔隙度大
、

厚度大
、

分布稳定
、

性脆
、

受构造作用影响使其裂隙和微裂隙发育
,

便于热液循

环
,

并为金质沉淀提供有利的场所
。

同时岩石蚀变和矿化强烈
,

说明此种构造岩是寻找金银矿

值得注意的构造岩
。

因此我们才由岩体内找金工作
,

转向岩体外接触带找金
,

并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

在金家庄金矿外 围又发现了北沟
、

西水沟
、

桃沟
、

后沟金矿 (图 2 )
。

郡 . ,’‘ . 、 ,: 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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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矿床地质特征

(一 )矿体形态
、

产状和规模

矿体主要赋存岩体北缘断裂带的上
、

下盘
。

金家庄矿区大北沿矿段地表的 1一4 号矿脉主

要产于超基性岩内接触带
。

此处火山岩发育
,

脉岩穿插明显
,

脉体具多次破碎和再胶结特点
,

蚀变强烈
,

反映了构造活动和热液作用的多期迭加
,

在有利的岩石中形成富矿
。

矿脉受主断裂带中次级断裂控制
。

走向近东西 向
,

倾向南
,

倾角 4 50 一 80
。 。

脉长 75 一 25 0
1

米不等
,

脉厚 1
.

04 一 1
.

80 米
,

品位 6
.

31 一 18 9八
,

最高达 3 0 09八 以上
,

最大延深 61 米
,

是 目前

主要开采对象
,

剖面上矿体呈平行斜列式展布(图 4 )
。

控制 1一 4 号脉的断裂
,

具多期活动特点
,

早期为压性
,

表现为矿脉具舒缓波状
,

沿走向倾

向延伸较大
,

矿脉厚度较稳定
,

构造角砾岩的角砾成分为超基性岩的碎粉岩
,

碎裂岩等
。

中期

具张性或张扭性
,

表现为矿脉由张裂构造角砾岩
,

梳状
、

蜂窝状石英脉等充填
。

成矿后又遭受

压扭性断裂
,

切割了金矿脉
,

并限制了矿体一侧的边界
,

在断层面上常有数十厘米厚的无金矿

化的断层泥
。

通过对一号脉观察
,

发现矿脉沿走向变化较大处
,

矿化较富
,

在倾向变缓处
,

则往往形成
“

富矿包
”

。

大北沿矿段通过深部找矿
,

发现了 6
、

了
、

8 号矿脉
,

它们主要赋存在超基性岩与太古界变质

岩之接触带附近
。

矿脉受次级断裂带控制
,

由石英和多金属硫化物组成
。

硫化物含量较高
,

多

呈细脉浸染状
、

星点状和不规则团块状分布于烟灰色石英脉中或黄铁绢英岩化蚀变构造岩 中
。

走向近东西向
,

倾向南
,

倾角 6 5
。

左右
。

其 中 6 号脉走向长已控制 3 00 多米
,

延深 4 50 米
,

厚 1

一1. 5 米
,

平均品位 5 9八左右
。

产于碎裂片麻岩
、

糜棱岩
、

碎裂混合岩化浅粒岩等岩石组成的

构造岩带中
。

7 号和 8 号脉因工程控制程度低
,

规模 尚未搞清
,

但它们在剖面上也是呈平行斜

列式展布 (图 砚)
。

另据钻探资料
,

构造岩中金矿化比岩体中矿化好
。

(二 )矿石矿物组成

1
、

矿石化学组分

主要 以金
、

银为主
。

据电镜分析单体金富含铅
、

锌
、

钻
、

镍
,

散点扫描见铅
、

钻
、

镍成团
,

成簇

密布或分布普遍
,

铜零星稀散
。

金的成色普遍较低
,

多数在 5 50 一9 51
.

7 之间
。

单体金特征见

表 3
。

金的类型
:

根据银金矿
、

自然金与其他矿物的依存关系及其产出特征
,

可分为粒间金
,

裂隙

金
、

包体金三种
。

2
、

矿石矿物成分

以黄铁矿
、

银金矿为主
,

自然金
、

方铅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次之
,

磁铁矿较多
,

另有金银矿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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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银
、

毒砂
、

辉铝矿
、

白铅矿
、

软锰矿
、

孔省石
、

白云石
、

方解石
、

辉石
、

橄栏石
、

尖晶石
。

单体金特征表

T a b le
.

3 C ha r ate r istics of g o ld gr a in

表 3

单单体金嵌布特征征 单体金粒度度 单 体 金 形 态态 单体金颜色色 石 英 特 征征

(((((n l用n )))))))))

石石英间隙为主
,

石英
、、

< 0
.

0 2 ~ 0
.

222 粒
、

棒
、

树枝状和不规规 银白色 ~ 淡黄色色 灰色
、

邻近单体金呈呈

褐褐铁矿中包体金次之之 平均< 0
.

0777 则状状状 油脂光泽
。。

据彭岚 1 9 8 6 年

金 矿 类 型 表 4

T . b le
.

4 G o ld o re 橄y衅s

矿矿 化 类 型型 围 岩 蚀 变变 矿 物 组 合合 实 例例

含含金石英脉型型 硅化
、

钾化
、

褐铁矿化化 石英
、

少量金属硫化物物 雀沟
、

砖楼楼

含含金石英复脉型型 硅化
、

褐铁矿化
、

碳酸盐化
、

黄铁铁 石英
、

黄铁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
、、

金家庄大北沿矿矿

矿矿矿化
、

铁锰矿化
、

绿泥石化化 闪锌矿矿 段 r
、

一z
、

In 号脉脉

含含金破碎带蚀变变 硅化
、

赤铁矿化
、

钾化
、

褐铁矿矿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锌 北沟矿段
、

西水水

岩岩型型 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碳酸盐化化 矿
、

辉翎矿
、

石英英 沟矿段
、

桃沟矿矿

段段段段段段

大大理岩中硫化物物 硅化
、

褐铁矿化化 黄铁矿
、

方铅矿
、

石英(? ))) 西沟夭夭

浸浸染型型型型型

铁铁锰碳酸盐型型 硅化
、

碳酸盐化
、

褐铁矿化化 黄铁矿
、

水锰矿
、

石英 (? ) 菱铁铁 金家庄矿段
、

桃桃

矿矿矿矿( ? ))) 沟矿段段

砂砂矿矿矿 重砂组分
:

除自然外
,

有磁铁矿
、、

金家庄庄

钦钦钦钦铁矿
、

金红石
、

石榴石
、

错石等等等

3
、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构造以脉状一细脉状
、

浸染状构造为主
,

角砾状
、

条带状
、

团块状
、

蜂窝状以及胶状构

造次之
。

矿石结构繁多
,

以半自形一他形晶粒结构发育
,

粒状结构
、

交代残余结构
、

交代 网脉状

结构
、

交代假象结构
、

乳滴状结构次
一

之
。

(三 )金的矿化类型和成矿阶段

1
、

金矿类型

区内金矿类型较多
,

各类型在矿化特征
、

形态
、

产状及规模
、

矿物组合
、

产出部位等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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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差异
。

主要有含金石英脉型
、

石英复脉型
、

含金破碎带蚀变岩型
、

大理岩中硫化物浸染型
、

铁

锰碳酸盐型
、

砂矿等 (表 4 )
。

本区以石英复脉型和含金破碎带蚀变岩型最重要
,

最有找矿前

景
。

2
、

成矿阶段

根据 目前资料把金家庄金矿的成矿过程相对划为两大成矿期和 四个成矿阶段
,

每个成矿

阶段又有相应的矿物组合特征 (表 5 )
。

岩浆热液期为本区金的主要成矿期
。

石英多金属硫化物阶段为金的重要成矿阶段
。

成 矿 阶 段

Ta b le
.

5 A u 一o r e 一
fo r m in g sta罗s

成成矿期期 矿 化 阶
.

段段 矿 物 组 合合

热热热 ¹ 黄铁矿
、

石英阶段段 石英
、

自形晶黄铁矿
,

含金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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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期期 º 石英

、

黄铁矿阶段段 半自形一他形黄铁矿
、

石英
、

含金银银

»»» 石英多金属硫化物阶段段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含金银银

¼¼¼石英碳酸盐阶段段 石英
、

方解石
、

白云石石

表表生期期 次生富集阶段段 褐铁矿
、

锰
、

石英
、

自然金金

( 四 ) 、

成矿模式的初步建立

根据以上叙述
,

把金家庄金矿床 (包括金家庄大北沿矿段
、

北沟矿段
、

西水沟矿段
、

桃

沟一后沟矿段 )形成的全过程概述如下
:

太古代晚期的区域变质作用
,

使分布于老地层 中的金得到初步富集
,

区域性断裂开始形

成
。

海西晚期
,

强烈的混合岩化作用形成以崇礼水泉沟岩体为主体的钾质混杂岩
,

金逐渐向断

裂活动带迁移
,

超基性岩浆沿大断裂带上侵
,

从地壳深部带来大量金质
,

金得以大规模地在期

后热液中富集
,

并最终在超基性岩体 内及岩体接触带附近沿裂隙和构造岩带沉淀成矿
。

四
、

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一 )找金矿的地质标志

1
、

露头标志

含金石英脉矿床的地表露头标志是
,

石英经常与含金硫化物共生或伴生
,

常形成许多孔洞

的储色石英或石英常呈烟灰色
、

黑色
、

无色或白色透明的石英是很少含金的
,

石英多破碎呈角

砾状往往含金校好
。



5 6 第 三卷 第一期 地质找矿论丛

2
、

岩浆岩标志

许多金矿床在空间上
,

时间上
、

成因上与岩浆活动有密切关系
,

故岩浆岩是找金矿的重要

标志
。

超基性岩中金矿脉地表标志为蛇纹石化
,

碳酸盐化
、

铁锰矿化
、

褐铁矿化等几种蚀变迭

加
,

形成
“

硅化超基性岩
” 。

3
、

构造标志

R
.

w
.

B o yl e (1 9 7 6 ) 指出金矿化与线性构造有关
,

特别是与断裂带
、

韧性剪切带
、

破碎带有

密切关系
,

大多数金矿床受构造控制
,

因为金矿化除了有利的围岩外
,

还要求有利的矿化空

间
。

本区主断列带 (即南缘断裂和北缘断裂 ) 中的产状变化部位
,

主断裂与次级断裂 (即北西

向
、

北东向和南北向)交汇部位附近
,

局部隔挡部位 (如南缘断裂与侏罗系火山岩间不整合面 )
,

与东西向主断裂相平行的次级断裂 (即在成矿期具有张性活动的东西 向南倾断裂 )
,

均是本区

寻找金矿的构造标志
。

J
、

蚀变标志

近矿围岩蚀变是寻找金矿床最可靠的标志
。

超基性岩中与金矿化有关的蚀变为铁锰碳酸

盐化
、

硅化
、

褐铁矿化
、

黄铁矿化
、

缘泥石化
。

与碎裂混合岩化浅粒岩
、

碎裂片麻岩中破碎带蚀

变岩型金矿有关的蚀变为硅化
、

赤铁矿化 (火烧皮)
、

黄铁绢云岩化
、

钾化和褐铁矿化
。

5
、

地球化学标志

利用地球化学找金矿床最有效的指示元素是 A u 、

A g
、

c u 、

Pb
、

z n 、

A : 、
s b

、

H g
。

本区通过化

探次生晕测量
,

共圈出有望的矿异常 13 处
。

其中部分异常经验证
:

凡 C u 、
P b

、

劝
、

A : 与 A u 重

迭较好的地段
,

都与已出露地表或接近地表的矿体有关
。

总之
,

确定是否存在金矿化
,

要综合构造
、

岩石以及蚀变
、

物化探异常等多种标志综合分

析
,

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

(二)找矿方向

1
.

对变质岩区的石英脉应作进一步的含矿性评价
,

寻找工业矿体
。

2
.

对南缘和北缘主断裂的矿化要进行评价
,

要注意查明主断裂或矿体产状
,

同时对岩心

系统取原生晕样分析
,

为评价提供依据
。

3
.

构造隔挡部位
:

在金家庄一带
,

主断裂带被中侏罗统火山岩系不整合复盖
。

不整合面

是主断裂成矿的良好隔挡层
。

目前
,

在金家庄矿区钻孔中所见矿体的形成
,

可能与隔档构造有

关
。

因此
,

应在金家庄一西沟窑一带进一步寻找此类矿体
。

4
.

断裂交叉部位
:

主断裂带和北西向张扭性断裂带都是成矿前断裂
,

并都具有多期活动

的特点
,

在其交叉部位是很有希望形成大型矿体的构造位置
,

但其交叉部位大都被第四系复

盖
。

因此
,

应在构造部位开展深部找矿工作
。

其交叉部位有三处
:

一是主断裂与北沟断裂的交

叉处
,

位于何家矢村南
,

该处构造活动强烈
,

破碎带宽 2 00 一 3 00 米
,

地表有强烈的蚀变 (硅化
、

赤铁矿化)
,

而且又是低阻
、

高极化带与次生晕异常吻合较好地区
。

今年通过钻孔验证见到六

层矿
,

假厚 10 米多
,

平均品位 2 7 9八以上的工业矿体
。 ,

另外二处是小张家 口宋家窑也发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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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北北西向大冲沟
,

是否有北北西 向张扭性断裂存在尚待证实
。

如果存在
,

则与其主断裂带的

交叉部位亦是有利的成矿部位
。

5
.

在西水沟
、

小张家 口一带
、

超基性岩体被严重复盖
,

按其地质条件很有希望发育东西向

南倾断裂
。

因此应进行地表揭露
,

.

寻找此组断裂型金矿
。

本文承蒙天津地质研究院张健高级工程师
,

第一冶金地质勘探公司雷 自民高级工程师
,

五

一六队何成武总工程师审阅
、修改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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