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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三山岛
、

大开头
、

马家窑等

金矿床石英一黄铁矿的矿物

标型特征及找矿评价意义

程敏清 王存昌

提 要 本文通过对胶东部分金矿床中的 主成分矿物一石英和黄铁矿标型特征的研究
,

为不同矿

带金矿的成因和未知矿 床的找矿评价提供了一些标定的依据
,

对胶东地区广泛 出露蚀变岩 和石英

脉 含矿性的评价有一 定的实际意 义
,

关键词 石英和 黄铁矿 标型特征 找矿评价

众所周知
,

黄铁矿和石英是金矿床中最常见的主成分矿物
,

与金矿床的关系非常密切
,

因

此
,

对其标型特征进行系统的研究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这些研究资料
,

对于进一步开展金

矿的找矿评价
,

确定矿体的规模和产出部位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

一
、

控矿因素及样品选择

胶东地 区的典型金矿床主要受地层
、

侵入岩和断裂三种因素的控制
,

即
:

胶东群地层为金

的矿源层
;

玲珑花岗岩和郭家岭斑状花岗岩为成矿围岩
; 早新华夏断裂构造是矿床形成的直接

定位因素 金矿主要分布在区域断裂的下盘
,

受次一级裂隙及局部构造裂隙控制
,

近矿围岩蚀

变作用主要有钾化
、

硅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该区断裂在较长的时间内均在不断地发生活动
,

随

着断裂带内几期构造裂隙的交义
、

重迭
、

张开
、

闭合
,

形成溶液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
,

因此空间

上形成 了不同的矿物组合的分布格局
。

我们参考前人 资料
,

根据野外和室内镜下观察中不同

矿物集合体之间的脉状穿插关系和角砾被胶结的情况
,

将该区典型金矿划分为四个成矿阶段

(图 1 )
:

1
.

乳白色石英一粗粒黄铁矿阶段
:

主要为乳白色石英
,

含量约占 95 %
,

多为他形
,

极少为

自形和 半自形
,

石英集合体中包含有绢英岩化岩石碎块
。

黄铁矿晶体粗大
,

普遍被压碎
,

裂纹

发育
,

沿裂纹见有少量银金矿 分布
。

2
.

烟灰色石英一细粒含金黄铁 矿阶段
:

主要是烟灰色石英和细粒粉末状黄铁矿以及银金

矿组成
.

可常见该阶段的矿物集合体切穿
,

包含或胶结第一阶段白色石英的脉体或角砾
。

3 灰色 石英一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

主要矿物有灰色石英
、

半 自形黄铁矿
、

多金属硫化物

(黄铜矿
、

闪锌矿
、

方铅 矿
、

磁黄铁矿
、

斜方辉铅秘矿等)
。

其次是绢云母并见有金银矿物
。

该阶

段多呈细脉
,

网脉状产出
.

在罗峰金矿可清楚 见到切穿第二阶段烟灰色石英一细粒黄铁矿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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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罗峰金矿成矿阶段素描图

1
.

乳白色石英一粗粒黄铁矿角砾 2
.

石英一细粒黄铁矿脉 3
.

石英一 多金属硫化物脉

J
.

石英一碳酸盐脉 5
.

黄铁绢英岩

Fig
.

1
.

S e h e m 之生t ie d ja g r a m sh o 认 in g o r e 一
fo r m in g s ta g e

o f L t一(〕 Fe n s g o ld l们 in e

脉
。

4
.

石 英 一 碳酸 盐

阶段
:

本阶段 主要矿物

有方解石
、

石英及 少量

黄铁矿 和 自然金
,

并有

时见有明金产 于方解石

脉中

综上 可清楚看到黄

铁矿和石英不但是贯穿

各阶段的矿物
,

而且是

矿 石的主成分矿物
,

并

且与银金矿富集有密集

关系
。

这四 个阶段在矿

物组合和主要矿物的粒

度和颜色特征方面都各

有明显 的特征
。

第一
、

二阶段形成的矿物组合

在矿体空间上分布比较广泛
,

而第三
、

四阶段的矿化分布范围较窄
。

必须指出
,

与银 金矿关 系

极为密切的第二成矿阶段不但空间上分布广而 且主要组成矿物烟灰色石英和墨 绿色粉末状黄

铁矿极为特征
。

黄铁矿粒径一般 0
.

Zm m 一 Z m m ,

弥散到石英中导致石英呈烟灰色
.

黄铁矿集

合体中有时夹有第一阶段黄铁矿 ( 粒径 5一 3 o m m ) 的破碎角砾
。

该 阶段金的矿化强烈而且分

布广泛
,

因此我们取第 二阶段石英
、

黄铁矿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

二
、

石英一黄铁矿的标型特征

{
.

石英

妇石英的微量元素

该区金矿带 石英中微量元素含量较少
,

杂质元素钾
、

钠和铝含量随矿区而有变化
。

西部蚀

变岩型矿带 ( 止山岛 ) 石英中钾
、

钠
、

铝含量相对较高
,

K + N a + A I > 1 %
,

矿
一

床规模为大型 ; 中

部蚀变岩兼石英脉型矿带 (九曲大开头 ) 石英中 K + N a + Al < ! %
,

一般在 0
.

5 % 士
:

东部变质

热液充填型金矿 ( 马家窑矿区 ) 石英中 K + N a + Al < 0
.

5 %
。

虽然石英中 A u
、

A g 含量比黄铁

矿中要低得多
,

但各样品中石英和黄铁矿 A u 、
A g 含量呈正消长关系

,

这对矿脉的评价提供了

一定的指示
。

第二阶段石英中随着 si’
月

被Al
, 斗

置换
,

同时 K 卜
、

N a +

离子进行补偿
,

随之晶胞参数增大
.

比重减小
,

这在三山岛和大开头矿 区虽有显示
,

但最特征的是马家窑矿区
,

随着产出深度的增

氮
,

石英中 K + N a + Al 的百分含量逐渐减少
,

导致晶胞体积减小和 比重增大 (表 l )
,

矿体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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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含碱铝相对较高
,

晶胞较大
,

比重较小
。

而产在矿体下部的石英含碱铝相对较低
,

晶胞体

积较小
,

比重较大
。

这与矿山开采中从浅到深矿体趋于尖灭
,

矿石品位趋于贫化的特征一致
。

马家窑矿区石英的碱铝元素
、

晶胞参数
、

比重 表 1

T a b le 1
.

C ell皿r a m ete r a n d g ra v ity of q u a r tz a n d im p u r ities o f alkl i
一

AI
eleme

n ts in it
、

Ma jia yao 戚川
n g 山s tric t

一一
、

几几几
(川 + K + N a )%%%

·

晶胞参数 v (力力 比重重

马马 220 一 222 0
.

3 1 666 1 1 3
.

3 6 777 2
.

6 4 999

111 9 3 一 222 0
.

3 5 777 1 12
.

9 2 999 2
.

6 4 888

1114 3 一 222 0
.

2 6 333 1 1 3
.

3 1777 2
.

6 5 000

888 0 一 222 0
.

19 000 1 1 3
.

2 7 000 2
.

6 6 777

总之
,

由于不同矿区地质环境 (以至矿体的不同部位)的差异
,

矿体石英中类质同象铝和补

偿碱离子进入石英晶格的含量
,

替换程度均有差异
。

由于石英结构中存在平行 c 轴的孔洞
,

Li
, 、

N a 十 、

K +

等大阳离子进入结构孔洞而补偿时引起 a 。 增大
,
v 也增大

,

因此比重减小
。

从前

面叙述得知西部蚀变岩型三山岛矿区石英中 K + N a + Al 含量较高
,

而比重较小 (2
.

62 2) ; 东部

热液充填石英脉型马家窑矿区石英中 K + N a + Al 含量较低
,

比重 则较大 (2
.

65 3 ) ; 而处于中间

部位的玲珑大开头矿段的石英则介于二者之间
,

比重为 2
.

6 5 2
。

º 石英的热发光特征

近年来
.

在一些矿区将石英热发光数据用于有望矿区含金性的评价
,

阐明成因
,

获得找矿

评价信息
,

正 引起人 们的注意
。

矿物的热发光性质与晶体中杂质元素导致的晶格缺陷有关
。

石英中晶格缺陷主要是 si
‘布被Al

‘ +
代替时 N a 十 、 K +

等离子进入晶格进行补偿是引起石英热发

光的主要因素
。

当石英中 Al
, 于 、 K + 、

Na+ 等杂质元素含量愈高
,

石英的热发光强度愈大
。

其热

发光温度则与俘获 电子陷入晶格陷井能级深度有关
。

俘获电子陷入晶格的陷井能级越深
,

其

发光峰温度越高
。

我们取典型 矿床第 11 阶段石英进行热发光研究 (图 2 )
。

三山岛一苍上成矿带石英中含较高碱铝元素导致了石英热发光的总发光强度较大
,

在固

定的温度 ( 5 00 ~ 35 0 C )积分区间内光通量一般是 xx x N C x 10 一’。

发光单位
,

为
.

中低温峰强度较

高的尖锐单峰型 ( 图 2 ) ,

如在 一 70 米中段 11 号矿体水平范围从 N E ~ Sw 从分枝复合到矿体

厚大部位
,

随石英中 K + N a + Al 含量的降低
,

发光强度相对减弱
,

热发光曲线形态更趋平缓
。

玲珑大开头矿段的石英因 K + N a + Al 含量略低影响了热发光曲线的特征
,

使其在固定的

温度积分区 间内总发光强度为 x N C x 10 一 ’“

发光单位
,

该区石英的热发光 曲线也属中温峰强

度较高的尖锐单峰型
。

该区矿体多为透镜状
,

分枝复合出现
,

尖灭再现 比较复杂
,

在 95 线 50

号脉中沿矿体倾向从浅到深石英热发尤曲线的形态趋于简单平缓
,

并且发光峰变得较为开阔
,

山圣温略有降低的趋势
。

以 上两 个矿 区 第 H 阶段石英 中以 含较高铝和 补偿钾
、

钠离子 为特征 (A1 + K + N a >

0
.

5 % ) 热发光曲线仅在中一低温区 出现尖锐单峰
,

发光强度大
,

这说明捕获电子的数量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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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电子陷井的能级深度不大
.

因此
,

加热到不高的温 度即放热显峰
,

再继续加热即便有附助次

峰也未见出现明显的放热高峰
.

这是生成时代相对较晚的岩浆热液石英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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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胶东地 区典型矿床石英热发光曲线形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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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贡热液成因充填石英脉型马家窑矿区石英中更低的铝碱含量导致了热发光曲线峰值强

度和总发光强度也低
,

在固定的温 度积分区 间内一般是 0
.

xx
x N c x 1 0 一

’”

发光单位
。

该区石

英的热发光曲线虽较平缓
,

但含矿石英的热发光曲线形态较复杂
,

以多个峰值为待征
,

呈波浪

形
。

峰温在 18 0 一 2 8 o C 范围内
、

1 80 C 士有一个较强的低温峰
,

2 2 0 ℃ 士 出现二个中温峰
,

28 O C 出现高温峰
,

这说明该类石英在不同晶格陷井能级深度都有 电子陷入
,

但其陷入数量越

来越少
,

因此呈现出多峰值
,

总发光强度较小的特征
。

这与广西某地及吉林夹皮沟变质热液型

金矿深成石英的特征是一致的
。

另外
,

在大开头和马家窑矿区随矿体深度的加大
,

石英的热发光峰温略有降低的现象
,

这

可能说明了矿体下部石英生成较晚
。

» 石英的红外光谱学研究

从矿体不同部位采集岩块加工成双面磨光的薄片
, ’

厚 0
.

2一。
.

4 毫米
,

面积 20 x 20 m 耐
,

然后拍摄 40 0 0一20 0 0 〔厘米〕
一 ‘

区的红外光谱
,

石英 自身的特征波数取 223。〔厘米〕
一 ’ ,

该地 区

部10 〔厘米丁
’

的 吸收 峰是 石英 含 金 的标 志
,

而 3 40 0 〔厘米〕
一 ‘

的吸 收带 为 水 的吸 收 区
,

235 匹厘米〕一 吸收带 为二氧化碳的吸收区
。

用基线法计算石英包体中水和二氧化碳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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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密度列于表后 (表 2 )
,

在大开头矿段 95 线 50
“

脉从浅到深石英的相对光密度计算平均值

D 二 , 。

从 3
.

1 0
、

5
.

0 1
、

峨
.

7 2 至 5
.

8 5
,
D e o Z

从 1
.

1 3
、

1
.

9 8
、

0
.

7 2 至 1
.

4 9 表现出虽略有波动
,

但基

本是稳定中略有增高的趋势
,

而且石英中含金量与 D 。。

和 Dc
o Z

成正消长关系
。

在 DH
Z 。

和 Dc *

降低时矿脉金的品位下降 (9
.

5一 6 )
,

D 。 。

和 Dc
o Z

升高时矿脉金的品位上升
,

因此主矿物石英

的 D 。。

和 D co
Z

为矿脉的评价提供 了较好的依据
。

石英中 H刀和c q 相对光密度

T a ble 2
.

R elati v e d enS lty o f H
:
0 a n d CO

:
fa eies in q u a r t z

表 2

矿矿 区区 采 样样 相 对 光 密 度 平 均 值值 共 生生

及及 脉 号号 位 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黄铁矿晶形形DDDDDDD H
Z
OOO D C O

:::::

大大开头头 9 5 一 444 3
.

1 000 1
.

1 33333

555 0 #
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

一一一 555 5
.

0 111 1
.

9 888 O —aaa

一一一 666 4
.

7 222 0
.

7 222 O —aaa

一一一 777 5
.

8 555 1
.

4 999 e— aaa

马马家窑窑 马 2 2 0 一 111 1 4
.

3 777 5
.

8 00000

矿矿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11111 7 2 一 444 6
.

2 666 0
.

9 00000

11111 4 3一 555 8
.

4 222 3
.

3 77777

11111 1 0 一 444 5
.

3 444 3
.

0 11111

88888 0 一 444 3
.

6 555 2
.

3 99999

分析者
:

娄元生

马家窑变质热液成因的充填石英脉型金矿石英中 D 。。

和Dc
o Z

比大开头矿为低
,

而且从标

高 2 2 0 m 到 8 0m 的垂 向范围 内有降低之趋势
,

D o Z 。

从 1 4
.

3 7 降至 3
.

6 3
,
刀e 。 :

从 5
.

8 0 降到

2
.

39
,

该区金的品位较低
,

从矿山开采情况看
,

深部 D 。 。

和Dc
口 ,

的下降与其品位的降低是一致

的
。

因此
,

反映出矿区深部的前景不容乐观
。

¼石英的包体特征

包体特征
:

一般讲蚀变岩型矿石中石英包体成分较复杂
,

液态
、

气态
、

子矿物包体均有
,

而

石英脉型矿石中石英包体较单一
,

为液态包体及少量含二氧化碳包体
。

从三山岛
、

玲珑大开头

到马家窑石英中包体含量有所减少
。

成矿温度和压力
:
用均一法测温

,

用 C O ,

密度法计算该区成矿压力
,

连同测得的盐度列于
·

表后 (表 3 )
,

并见图 3 ,

从而向东蚀变岩型~ 蚀变岩兼石英脉型一热液充填石英脉型其成矿温

度为 27 0 ℃ 一37 0 ℃
、

2 40 ℃一 340 ℃
、

2 0 0 ℃一 30 0 ℃
、

压力从 30 0一 120 0 巴
、

6 0 0一 10 0 0 巴
,

盐

度 6
.

9一 10 w t%
、 6

.

5一 g w t %
,

均显示降低之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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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矿区成矿条件对比表 表 3

Ta bl e 3
.

Sh o w in g eo m p ar iso n o f me ta llo ge n eti e e
on d itions

o f Sa
n S h a n da

o ,

D a K a ito u a
nd M a Jia o ya o g o ld de 侧〕sits

.

赢赢臀
、、

三山岛岛 大开头头 马家窑窑

温温度度 2 7 0
。

~ 3 7 0 ℃℃ 2 4 0
。

~ 3 4 0 ℃℃ 2 0 0
0

~ 3 0 0 ℃℃

压压力力 3 0 0 ~ 1 2 0 0 巴巴 6 0 0 ~ 1 0 0 0 巴巴巴

盐盐度度 6
.

9 一 1 ow t%%% 6
.

5~ g wt %%%%%

测试者
:

夏桂兰

频率

三 山岛 肇
大开头

频
率 马家窑

⋯
.

ll
eseses匕

4 0

3 0

00,一1

10 0 2 0 0 3 0 0 4 0 0 10 0 2 0 0 3 0 0 4 0 0 15 0 2 0 0 3 0 0 3 5 0 C

胶东地区典型矿床均一温度直方图

F主9
.

3
.

H jsrog
r a m o f h o m o g e n e o u s te m pe r a ru r e of q u a r tz in th e rh r e e g ol d d e户招 its

o f S an sh an d a o ,

D a k a it o u
an d Ma Jia ya o

成矿溶液的成分
:

我们选取大开头矿段 13 个石英样品进行了成分分析 (表 4 )
,
K / N a 比值

变化于 0
.

3] 一 1
.

22 范围内
,

而且随着蚀变作用的加强石英中 K + 含量增高
,

黄铁绢英岩之石

英中 K +

含量高于花岗岩中 K 十

含量
,

这与钾化利于成矿是一致的
。

从钾化花岗岩之石英到黄

铁绢英岩阴离子含量也是有变化的
,

蚀变花 岗岩和黄铁石英脉中石英包体成矿溶液的成分

H Co 厂> S叮 > cl
一

> F 一
,

而黄铁绢英岩中则是 s叮 ) H c o 厂 > c1
一

> F 一 ,

溶液性质基本

是酸性的
,

而且随着黄铁 绢英 岩化 的加强酸度 略有加强
。

成矿溶 液 中的微 量气体成 分

H刃 > C O
:

> C H
; ,

随着蚀变作用的强弱
,

H
2

0和C o
Z 、
C H

‘

含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

黄铁绢英岩
一

石英中 H 刀 含量一般 较大
,

为 62 1一 了g lp p m
,

而蚀变 花岗岩石英 中则一般较小
,

为 52 5一

郁外pm ; 黄铁绢英岩石英中 c H
;

含量一般较小在 0
.

57 一 1
.

2 4 m l/ 1 0 0 9
,

蚀变花岗岩石英中 c H.

含量略高为 1
.

7 1一 3
.

29 m l/ 一0 09 ; 黄铁绢英岩石英中所含 e o
Z

为 5
.

; 8一 1 6
.

sm l八 0 0 9
,

除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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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外
,

变化较大
,

蚀变花岗岩石英中含 C o
,

为 9. 51 一 12
·

3 1m l/ 100 g
。

结合矿床不同部位石英包体中阳离子
、

阴离子及微量气体成分反映出大开头 5 0 “ 脉
,

52
“

脉规模较大
,

5。“

脉到 95 一 7一 3 川 米处仍为黄铁绢英岩
,

而 52
“

脉到 83 一 6一 5 28 米的蚀变

花岗岩石英中 K 月

和H
Z
o 含量则出现下降苗头

,

在规模较小矿体石英 中包体成分变化较凌乱
。

2
.

黄铁矿

黄铁矿是本区

最重要的矿石矿物

和金的载体
,

在成

矿期的各阶段均有

大量 出现
,

特别 11

阶段黄铁矿为本区

最重 要 的 赋 金 矿

物
。

为了更好地进

行黄铁矿标型特征

的研究
,

确定它对

矿体部位的标定意

义
,

我们首先在 己

知矿体中采用人工

重砂和 结构浸蚀的

方法揭示黄铁矿的

真实形貌和其他标

型特征分析
,

并建

立起黄铁矿在矿体

中的分布模式 (规

律)
,

以此对未知矿

体进行 评估 和 标

定
。

根据该区 3 0 0

个人工重砂小样中

对粉末状黄铁矿存

兰
z K
兰

一 ’; 、支 z K

艺
5 一。

疏了
几

‘

乳公
, z

甲
5

理
K , 5

篇
K ’

共一了角黔
, , 一 6

些三玉

兀丫卜“ 覃 ,

佗乳八
,

义

脉脉脉 采 登登 相对光密度度 A UUU
热发光曲曲 黄黄

号号号 位 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冬冬 线 形 态态 铁铁
0000000 , . 000

己
。。 ::: 丁丁丁 矿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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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0

,,
9 5 一 4

一
6 444 1 9 444 0 8 4 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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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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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一
j
一
口6 了了 5

.

0 111 1 9 888 州 ’
{{{{{

,

a 一OOO

99999 5
一
6
一
2 2 888 4 0 555 0

.

8 6 !!!

甲甲甲
aaa

99999 5
一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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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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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一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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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齐
!!!!!!! 5 6 222 0 7 4444444 日日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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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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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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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毕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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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头部
绢英岩化
花岗岩

样号

回
回

矿体中部

斑状黑云
花岗岩

回
困

矿体尾部

钻孔
围口回图例

图 」 大开头矿段肠 线地质矿物剖面图

F ig
.

4
.

G e o lo 目ea l Pr o file o f 9 5 lin e in Da k a it o u
即ld m in in g a r e a

在单形的分析和定量统计
,

存在单形有八面体 o { 1 1 1 }
,

五角十二面体
e

{ 2 1 0 }
,

立方体 a { 1 00 }

(其中包括单纯 a :

全1 0 0 }
, a : : o {1 11 }向 a {一0 0 少演化和

e

{2 2 0 }同 a {1 0 0 }演化
、 a 。 : a {1 0 0 }内

包有
e
{2 1 0} 和

。
{ 1 1 1} 晶体残块 ) 以及单形占不同比例的聚形

,

制做矿床的矿物地质剖面图

(图 4) 并与工程实际揭露的矿头
、

矿中
、

矿尾的大量统计资料进行对比
,

可以看出第 11 阶段黄

铁矿在矿体垂直空间上晶形变化具有以下规律
:

头部八面体 。 哎1 1 1} 往下为 。 丈1 1 1 } + a { 1 00 }

聚形及
。

{11 1 }+
e

{2 2 0 }聚形 ; 中部以五角+ 二面体
e

{ 2 1 0 }型为主的晶形并伴有
a {20 0 }+

o

{1 11 }聚形及 a { 1 0 0 } +
e
{2 2 0 }聚形 ; 尾部为以 a { 10 0 } +

e

{2 2 0 }为主的聚形而且愈往深部 a

{1 0。}在 a 一 e 聚形中所占比例越大
。

一般来说随矿体规模不同
,

晶形变化梯度有异
。

矿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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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大
,

黄铁矿晶形变化梯度 小
,

矿头
、

矿 中
、

矿尾发育均较完整
,

如新城金矿
、

玲珑西山的

1 0 8 #

和55
“

以及大开头 5 0
“

矿脉即是
。

对于小矿体
,

与石英的标型特特征一致
,

黄铁矿晶形基

本不具分带特征
。

除此
,

对不同晶体形貌黄铁矿做了微量元素分析 (表 5 )
,

热电系数及硬度测定
,

这些数据

均为标定矿体部位提供了资料
。

可以看 出黄铁矿中 c o/ Ni 比值从矿头到矿尾逐渐减小
,

M n + v 十Ti 含量增加
,

唯有 As 十

s b 十Bi 在矿中部位增高
。

黄铁矿中微量元素
‘

表 5

Ta 班
e 5

.

tra ce 一娜叨
臼 in Py 拄te

蕊蕊
毛毛

C O / N iii As + S b + Biii M n + V + Tiii

(((((((pp m ))) (PPm )))

矿矿头头 4
.

4 0 (1 1 )
,,

4 0泛
.

0 0 (1 1 ))) 1 4 3
.

6 (1 1 )))

矿矿中中 2
.

7 7 (8 ))) 7 1 9
.

1 4 (8 ))) 2 6 6
.

8 5 (8)))

矿矿尾尾 0
.

7 6 (6 ))) 5 6 1
.

5 3 (6 ))) 2 7 8 4
.

8 3 (6 )))

, (1 1 ) 样品个数

黄铁矿的热电系数是另一标型特征
,

连同比重一起受其内部结构引起的晶体形貌的制约
,

矿头部位的八面体
。 {In }及 。 {1 1 1} 与

a {1 0 0} 的聚形的热电系数
a
值为负值

,

为空穴电子

型
,

其硬度较大为 6
.

60 一 6
.

97 ; 矿中部位的五角十二面体
e

{21 0 }
、

八面体
。 {1 1 1} 或带

e

{2 1 D }
、 o {1 1 1 }包晶的 a {1 0 0 }

,

其中
a
值为负值或小的正值 (一 10一 + 6 5 )

,

空穴占有率为 3 5一

50 写
,

属电子空穴型
,

硬度中等 6
.

39 ; 矿尾部位的纯
a { 1 0 0} 的热电系数 a 值为正值 (+ 1 4 0一

+ 1 8 0 )空穴占有率 1 0 0 %
,

属空穴型
,

硬度最小
,

为 6
.

0 5一 6
.

3 5
。

因此
,

利用黄铁矿和石英的标型特征不仅能评估未知矿脉是否含金
,

而且可以标定矿化露

头在矿体空间上所处的位置
,

以此判断矿体的剥蚀程度
。

特别是某些含金石英脉的地表露头
,

金属硫化物因风化作用而流失
,

含金量相对降低
,

此时利用石英的标型特征就显得十分重要
。

若脉体石英中 K + N a + Al 含量高
,

热发光强度大
,

石英包体成分中富含 H
Z
o

,

石英的相对光密

度 D * 。

> 1
、

Dc
o Z

值愈大
,

脉体前景愈好
。

用石英和黄铁矿的标型特征分析
,

若是头部标型
,

则

找矿前景乐观
;
若是尾部标型就意味着矿体大部分已经剥蚀掉

。

因此
,

研究胶东地区典型矿床

主成分矿物的标型特征
,

对未知脉体的评估与标定则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

文中测试工作由化验室和地质实验室夏桂兰高级工程师及兄弟单位娄元生
、

裴静娴同志

完成
,

工作中承蒙高级工程师任英忱的合作和指导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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