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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ll平武一南坪地区的含金地质

建造特征及找矿方向

孙树浩 荣春勉
(治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冶金部西南地质勘探公司 60 6 队 )

提 要 通过该区岩石
、

地球化学及数学地质等方面的研究
,

认为中一晚元古界碧口群中部的碎屑

岩组之上段为原生含金地质建造
,

而志留系茂县群之上部海相碎屑岩系转生含金建造
。

在褶皱带

及台隆有利的构造部位
,

是超微粒型金矿床的成矿远景区
。

关健词 含金建造 超微粒型金矿 矿源层 构造部位

为了开展金矿床的地质找矿工作
,

我们对地质工作程度较低的四川平武一南坪地区进行

了野外地质调查和一些室内的研究
,

重点是调查有利的含金地质建造
。

经调查研究初步认为

该区元古界碧 口群中部的碎屑岩组 (1 7
,

4 J 亿年 )
,

为该地区的原生含金地质建造
,

志留系茂县

群上部的海相碎屑岩为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

且具备超微粒型金矿成矿的物质基础
。

因此
,

在有

利的构造部位
,

同时又具有成矿条件的有利地段是金矿找矿的远景 区
,

目前已发现一些矿点或

矿床
。

一
、

区域地质

该区位于摩天岭一米苍山东西构造带的西端
,

构造较复杂
。

工作区域跨越了后龙门山冒

地槽褶皱带平武褶皱束和摩天岭台隆白马凹褶皱束 (图 1 )
。

区 内出露地层分别属于两个区划 ¹ :

( l) 摩天岭小区
:
该区主要为地槽向地台转化的一套沉积建造

。

前震旦系及震旦系的地层

主要 由地槽型的变质火山岩一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组成
; 下古生界的寒武一奥陶系全部缺

失
,

志留系为一套过渡型并轻微变质的有机碎屑岩建造
,

上古生界则为一套以碳酸盐为主
,

近

似于地台型的沉积建造
,

化石较为丰富 (表 1 )
。

( 2) 金川小区
:
本区地层发育较全

,

厚度巨大
,

普遍变质
,

化石稀少
,

具地槽型沉积建造的总

特征
。

前震旦系通木梁群细碧角斑岩建造
,

上震旦统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
,

下寒武统含锰硅

质岩建造
,

奥陶系泥质结晶灰岩仅分布在局部地区
。

志留系泥盆系地层广泛分布
,

连续沉积厚

¹ 四 川省地质局区 测队 ,

区 域地质调查报告
.

平武幅 1 : 20 万
,

四 川省地质局
,

19 7 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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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巨大
,

全为碎屑岩建造
。

石炭二迭系为碳酸盐岩建造
。

三迭系为碎屑岩建造
。

地层划分见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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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武一南坪地区地质图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 l : 8 00 万

,

中国地质科学院主编
,

地图出版社出版
, 19 7 6 年 )

F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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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原生含金地质建造

1
·

碧口群地层层序划分

碧 口群地层分布在平武县与南坪县毗邻处
,

呈东西向展布
。

迄今
,

已先后有数十个地质单

位对碧 口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
,

但对其构造形态
、

基本层序
、

内容含义及时代归属等

方面的地质间题
,

仍然悬而未决
。

按 1 9 8 2 年西南冶勘公司 6 06 队的划分
,

碧 口群地层层序如下
:

下亚群 ( Pt bk
,

)
,

其物质组

成及岩性组合特点为一套类复理石建造
,

经历了由海进到海退的完整沉积旋迥
。

中亚群 ( Pt bk
,

)
,

分三组
。

下部碎屑岩组 ( R bk ) )
,

碎屑物 自下而上
,

由粗到细
,

由少到多
,

泥质递增
。

说明该 区当时

地处沉积环境
,

地壳振荡频繁
。

中部碎屑岩组 ( Pt bk : )
,

处于强烈火山活动区与正常沉积区交替地段的沉积环境
。

北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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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段火山岩建造发育
,

中段过渡性建造发育
,

西段正常沉积建造发育
。

南翼东段火山岩建造发

育
,

中段过渡性建造发育
,

西段火山岩建造发育
。

上部碎屑岩组 ( R bk ; )
,

是中部碎屑岩之上形成的海退沉积层序
。

与下伏中部碎屑岩组

整合或断层接触
。

本组主要由变质正常沉积岩与变质中酸性火山碎屑岩
,

少量酸性熔岩及其

过渡型岩石交互成层的一套变质岩系组成
。

上亚群 (R bk
3

)
,

主要 由石英砂岩
、

砾岩组成
,

与下伏中亚群整合接触
。

摩天岭小区地层表¹ 表 l

T ab le 1
.

C O】u m n o f M比
. 川认 9 a r ea

界界界 系系 统统 地层名称称 符 号号 厚度 (米))) 岩 性 特 征征

古古古 石炭系系 下统统统 C iii

) 16 000 灰色中厚层灰岩
,

含泥质灰岩夹页岩岩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界界界 泥泥 上统统 铁子山群群 马 + SSS 20 000 灰色厚层灰岩岩

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

系系系系 中中 古道岭组组 D : ggg 50 000 灰色中厚层灰岩夹泥质灰岩及页岩岩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冷冷冷冷冷堡子组组 D ZLLL 350一 5 3000 灰黑色千枚岩状板岩夹石英砂岩
、

结晶灰岩岩

下下下下统统 石坊组组 DI SHHH 0 一 15555 硅质砾岩
,

含砾砂岩及板岩岩

志志志留系系系 白龙江群群 S bLLL 6 一 45000 炭硅质板岩
,

泥板岩夹深灰色变质粉一细砂岩岩

兀兀兀 震震 上上 水晶组组 2 1〕SSS 6 7 一 50 000 灰白色中厚层结晶白云岩
,

白云质结晶灰岩岩

古古古 日日
·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界界界 系系系 娱蛤 口组组 Z b从 产产 18一 13999 灰色绢云母千枚岩
,

或绢云英千枚岩或板状结晶晶

灰灰灰灰灰灰灰灰岩互层
,

间夹少量变砂岩
。。

木木木木木座组组 Z b mmm 0一 69 444 灰色厚块状含砾变粒岩
、

变砂岩岩

下下下下统统 阴平组组 Z a yyy 0一 35 3666 灰色薄一中厚层状变砂岩与绢云英千枚岩不等厚厚

互互互互互互互互层层

前前前前 碧碧 上部部 A n Z b kkk 0 一 20 0 000 灰白色一灰绿色片理化变质中酸性火山岩
,

银灰灰

震震震震 口口口口口 色凝灰质千枚岩
,

绿灰色凝灰质粉砂岩岩

日日日日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系系系系系 中部部 A 刀 Z b kkk 7 0 000 灰绿一黑绿色绿岩化变质中一基性火山岩 (细碧碧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斑岩 ) ,

凝灰质片岩及凝灰质变质粉砂岩岩

下下下下下部部 A刀Z bkkk 133一 45 000 灰一灰绿色绢云英干枚岩夹少量阳起石片岩及变变

砂砂砂砂砂砂砂砂岩岩

¹ 四川省地质局区测队
,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平武幅 1 : 20 万
,

四川省地质局
, 19 7 7 年

2
.

原生含金建造的岩石特征

中亚群中部碎屑岩组 ( R bk ; ) 出露于木皮倒转背斜核部及翼部地区
。

可划分为两个岩性

段
:
上部岩性段 ( Pt bk 犷

’

)和下部岩性段 ( Pt bk 犷
’

)
。

前者是本区原生含金建 造〔‘〕 。

原生含金建造 ( Pt bk 犷
’

)的岩石组成主要为绿片岩
、

白云母石英片岩
、

绢云母千枚岩
、

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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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小区地层表 表 2

T ab le 2
.

C o lur n n of J加 eh u ao a r e曲

界界界 系系 统统 地层名称称 符 号号 厚度(米 ))) 岩 性 特 征征

新新生界界第四系系系系 QQQ 7 0一 1 6 000 现代河床及河漫滩冲积层
,

超河漫滩
, T一 v级阶地冲积积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

砂砾岩普遍含金
。。

中中中 迭迭 上统统 徕侨组组 T. Z hhh 8 0 000 灰黑色绢云英千枚岩与灰色薄一中厚层状变石英砂岩岩

生生生 系系系系系系 的不等厚韵律互层
。。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中中中中统统 杂谷脑组组 T : ZZZ 1 50 0 一 2 00 000 灰黑色中厚层状变石英砂岩夹绢云英千枚岩及薄板状状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晶灰岩
。。

下下下下统统 菠茨沟组组 T ,bbb 10 一 1 2222 上部含铁锰矿层
, 下部板状一薄层状泥质结晶灰岩岩

上上上 二迭系系 下统统统 P ... 7 0 一 2 8555 上部 (三道桥组)结晶灰岩 或白云石化结 晶灰岩岩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下部 (大东河组)炭质板岩央泥质结晶灰岩
。。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界界界 石炭系系系系 CCC 4 5 000 上部(西沟群 )结晶灰岩岩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部 (雪宝顶群)泥质结晶灰岩与千枚岩互层层

泥泥泥泥 危危 上部岩组组 D w 二二 3 3 6一 6 7 888 灰色薄一中厚层石英岩状砂岩
,

含炭绢云英千枚岩之之

盆盆盆盆 关关关关关 互层
,

夹砂质结晶灰岩
。。

系系系系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中中中中中部岩组组 D鲜鲜 16 9一 10 0 000 含炭绢云英千枚岩
、

绢云英千枚岩夹石英岩状砂岩
,

结结

晶晶晶晶晶晶晶晶灰岩
,

生物结晶灰岩
。。

下下下下下部岩组组 D W奋奋 4 9 2一 7 8 000 灰色薄一中厚 层状石英岩状 砂岩与炭质 绢云英千枚枚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

绢云英千枚岩之不等厚互层
。。

下下下 志志 茂茂 上部岩组组 S~ ::: 1 13 333 灰色绢云英千枚岩夹变质石英砂岩岩

古古古 留留 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生生生 系系 群群群 S愁:一
’’ 13 4 777 灰色一灰绿色绢云英千枚岩夹变质石英砂岩及透镜状状

界界界界 上上上上上 砂质结晶灰岩岩

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群群群群群 中部岩组组 S m x 孟一
,, 0一 6 3 000 结晶灰岩夹灰绿色绢云英千枚岩岩

SSSSSSSSSSS x m 君一
,,,

灰色绢 云英千枚岩夹薄层结晶灰岩岩

SSSSSSSSSSS m x :一
,,,

结晶灰岩
、

泥岩结晶灰岩夹绢云英千枚岩岩

下下下下下部岩组组 S m x :::
0一 16 3999 灰

、

灰绿色
、

偶夹紫红色绢云英千枚岩
、

夹泥质结晶灰灰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茂茂茂茂县群下亚群
--- S m xxx 0 一 5 2 000 炭质板岩二灰黑色绢云英干枚岩

-

一
- ---

奥奥奥陶系系 中统统 宝塔组组 仇bbb 0 一 4444 泥质结晶灰岩岩

寒寒寒武 系系 下统统 油房组组 毛
: yyy 0 一 3 1222 变质岩屑砂岩

、

粉砂岩夹板岩岩

邱邱邱邱邱家河组组 壬 qqq 0 一 34 999 炭硅质板岩夹硅质岩
,

结晶灰岩及劣质铁锰矿层层

兀兀兀 震震震 元吉组组 Z byyy 5 一 32 333 灰黑色 厚块状灰质结晶白云岩
,

白云质结晶灰岩夹硅硅

古古古 旦旦旦旦旦旦 质岩
、

板状大理岩及千枚岩
。。

界界界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胡胡胡胡胡家寨组组 Z bhhh 2 1 3一 4 0 000 灰色薄层变砂岩与灰
、

灰绿色绢云砂质千枚岩的韵律律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互层层

礁礁礁礁礁窝梁组组 Z b ddd 0 一2 2 555 变质长石石英砂岩及含砾变砂岩岩

前前前前 通通 上部岩组组 A n Z t m ,, 8 4 1一 15 9 000 石英角砾岩
,

石英角斑质凝灰岩夹角斑岩及角斑质凝凝

震震震震 木木木木木 灰岩岩
旦旦旦旦 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
系系系系 群群 下部岩组组 A n Z t mmm 1 10 0一 2 1 0 000 细碧岩

、

角斑岩及角斑质凝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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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酸盐全分析数据 表 3

Ta bl e 3
.

A n 目 ys妞 of 5 1111 , 盆璐

序序号号 岩石名称称 S 孟qqq T io,, 人】
.

qqq Fe, qqq F 吧000 M 目OOO Mg OOO 占000 N o .
000 K, OOO 城。+++ 气qqq C o... 烧失量量 合云卜卜 资料来源源

11111 绿倪绿帘岩岩 4 2 999 1
、

9 000 1 1
.

7 333 2
.

石666 1 0 3 000 0
.

2 111 3
.

2 222 1 0
.

8 999 1
.

了888 0
.

1侣侣侣
.

0
·

1咭咭咭 13 2 000 99
。

的的的

22222 绿泥绿帘岩岩 4 7 222 2
.

0 000 1 3
.

6 111 6
.

2000 7
.

4 444 0
.

2 111 5
,

4 333 8 6 999 2
.

1333 0
.

0 11111 0
。

1 44444 6
.

9 666 1 0 0
.

0222 西南冶勘勘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0.6 队
、、

33333 绿泥绿 帘岩岩 刁3
.

444 1
。

6 000 11
.

6 777 3
.

3 555 1 2
.

1666 0
.

2 111 4
.

3 000 10
.

5 666 0
.

6 000 0
.

0 44444 0
。

1 00000 1 1
、

9 000 9 9
,

吕999
一

四川省龙龙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山北段段

44444 绿泥绿帘岩岩 4 0 777 2
.

0 000 1 4
.

而而 8 6 999 6
。

8 888 0
.

2 333
弓

.

0 222 9
.

6 111 0
。

6 555 0
。

0 6
、、、

0
.

1 44444 1 0
.

9777 9 9
.

5 444 平武一青青

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地区金金

55555 绿 泥绿 帘岩岩 43
.

000 1 8 000 12 2 999 2 6 222 1 0
.

3 999 0
.

2666 4 7 222 9
.

9 000 0
.

8 000 0
.

1 00000 0
.

1 44444 1 3
。

4 111 9 9
.

4 333 悯普查地地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总结报报

66666 绿泥绿 帘岩岩 4 3
.

999 1 7 000 13 1 999 6
.

3 666 6
,

4 999 0
,

2333 4
.

4 000 1 1
,

9 222 1 9 777 0 0 11111 0
.

1 00000 9 1 777 9 9
.

4 444 五 二二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77777 变质 中性火 山山 4 3
.

888 1
.

8 000 14
.

0 444 1 4
,

1 444 0
,

1 888 0
.

3111 0
.

3 444 9
.

7999 2 1 444 0
.

255555 0
.

1 44444 1 2
.

4 222 9 9 3 555 1 9 8 2
.

1 2
...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88888 变质中性火 山山 4 4
.

222 1
.

8 000 12
.

6 222 7
.

6 111 5 6 111 0 1999 2
.

9 000 2 9222 1
.

9 000 0 188888 0
.

1 00000 1 4
.

3 777 9 9 4 00000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99999 变质 中性火山山 4 0
.

666 1
.

7 000 11
.

6 111 1 3 111 1 0
。

5 777 0
。

1999 4
.

8 888 8
,

5111 1
‘

7 777 0
.

088888 O
。

1 44444 1 8
.

2 000 9 9 5 66666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111000 变质中性火山山 3 7
.

888 1
.

8心心 11
,

9 555 0
,

0 333 1 1
.

7 222 众 2 666 4
.

6 999 8
,

SBBB 2
.

3 333 0 177777 0
.

1 44444 1 9
,

9 000 9 9
.

3 77777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111111 变质中性火山山 4 0
.

444 1
.

8000 12
.

7 111 6
.

4 666 5
。

7999 0
。

2 666 2
.

6 111 9
.

5 333 2
.

9 666 0
.

155555 0 1 00000 16
.

5 999 9 9
.

366666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

1222 全硅化中基性性 9 5
.

666 0
.

000 0
.

5 888 1
.

2 888 0
.

9 222 0 0 888 0 1 666 0
.

2 222 0
.

1 222 0
.

033333 0
.

0 22222 0
.

6222 9 9 633333

火火火山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lll333 全硅化中基性性 9 1
.

444 0
.

000 0
.

5 888 0
.

3 000 2
.

3999 0 1000 0
,

2 111 1
.

9 111 0
.

0 999 0
.

022222 0 0 22222 2
.

5222 9 9
.

544444

火火火山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111 444 全硅化中基性性 9 2
.

555 0
.

000 0
.

9 222 1
.

2 000 0
.

6 888 0
,

000 0
.

0888 1
.

6 999 0 1999 0 0 33333 0 1 00000 1
.

6 888 9 9
.

0 77777

火火火 211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lll555 云母碳酸盐变变 5 2
.

6 888 1
.

0 777 1 2
.

1333 1 1 3 555 0
.

4 777
」

0
.

1 8
’’

1
.

6 444 6
.

6 000 2
.

3 444 0
.

4 444 3
.

7 000 0 4 222 6
.

399999 9 9
.

4 333 本文侧定定

粒粒粒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111 666 块状变基性火火 48
.

3 000 1
.

4 了了 1 5
.

2 333 6
,

0 444 5 9 444 0
.

2 555 4
.

2 333 5
.

6 111 5
.

7666 0
.

1 666 3
.

1 888 0
.

19 999 3
.

566666 9 9
.

9 33333

山山山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lll 777 绿泥绿帘岩岩 5 0
.

2妞妞 l
、

1333 1 8
.

3妞妞 5
,

9 888 3
。

2 444 0 1999 3
.

9 555 9
.

3 222 4
.

0666 0 2 222 2
.

压555 0
.

1 222 0
.

500000 1 0心
.

200000

111 888 碳酸盐化拉斑斑 3 5
.

1 888 2 4 000 18
.

3 333 2
.

0 000 4
.

6 888 0
。

0666 2 5 111 1 1
.

3 222 1
.

9 000 4
.

2 444 1 日000 0
.

3 aaa 1 4 6 33333 9 9
.

4 88888

玄玄玄武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云云云 母碳酸盐变变变变变
一通

。

3妇妇妇妇 一 , 洲们们 七 2忍忍 4
.

7 666 氏 1石
-----------

9 9
.

4 11111

工工冲冲
粒岩岩

口乙二勺 们 一 习 叼UUUUU 1 ,
。

谷,,, 乙石哥勺 - 一一 U 一 七心心心心心心 甘
.

沙111 宝术 l jjj 七石生UUUUUUUUU

222 000 变质基性火山山 4 1
.

9 222 3 5 000 12
.

1000 4
.

5 555 6
,

9 999 0
.

2333 7
.

7 111 1 2
.

4 555 0
。

1444 1 2 66666666666 9 0
.

8 555 区侧地质质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调查报告告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武 幅 111

222 lll 变质基性火“凡凡 刁5 7 444 0
.

9 000 17
。

2 666 6
.

9 666 4
.

6 555 0 1444 5
.

2 000 11
.

7 777 2
.

1 999 0
,

111111111111 9 4
.

8222 : 20 万万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222222 变质基性火山山 4 3

‘

7 000 1 7 555 15
.

3 000 3
.

3 000 1 0
,

5 111 0
.

1999 6
.

7 000 7
.

5222 2
.

0 000 0
.

166666666666 9 1
.

1 33333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222333 变质基性火山山 4 3
.

2 666 1
.

1 333 16
。

7 888 5 5 111 6
.

7 999 0
.

2 666 4
,

8 555 5
.

3222 5 5 000 0
.

222222222222 8 9 6 22222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222 444 变质基性火山山 39
,

1 888 3
.

5 000 1 2
.

5 222 5
.

9 000 6
.

5888 0
.

2 444 6
.

8 000 15 4 888 0
。

4 888 0
、

00000000000 9 Q 6日日日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222 555 炭 质 千 枚 岩岩 85 7 666 0
.

4 000 6
.

9 888 1
.

0 000 1 9222 0
.

0 222 0
.

4 555 0
,

5 555 0
.

3 000 1
.

4 666 1
.

5 666 0
.

0444 0
.

2 11111 10 0
。

6 555 本文洲定定

DDDDD W 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222666 绢 云质千枚岩岩 66

.

3 444 0
.

8 555 1 7
.

2 444 4
.

8 444 1 4 111 0
.

0 777 0
.

7 333 0
.

5 111 0
.

7 111 3
.

8 222 3
.

3 000 0
.

1333 0
.

右666 0
.

6 666 10 0 6 11111

sssss m 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城

222777 变砂岩 5 0 1
式式 53

.

6 000 0 4000 1 1
‘

2 555 17
.

5 444 4
.

B777 0
,

5 222 1
.

5 888 0
.

7 888 0
.

4 333 1
.

6 999 5
。

2 000 0
,

7 777 1
.

2 11111 9 9
.

844444

222888
尝勺勺

6 2
.

2 000 0 7 555 1 8
.

9 111 2
.

2 555 4
.

2 777 0
.

0 777 1 5 222 0 7 888 0
.

8 666 4
。

0 444 3 7555 0
.

1 111 0
.

6 33333 1 0 0
.

1 44444

千千千枚岩 o w 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

}}}
2,, 千枚岩夹砂岩岩 7 0

.

1 888 0 4 888 1 0
.

8 111 2
,

1 666 2
.

3 000 0
。

0777 1 3 555 3 6 888 0
.

8 444 2
.

8 000 2 3444 0
.

1 333 3 222222 1 0 0
.

366666

DDDDD W g
,,,,,,,,,,,,,,,,,,

注
:

序号与图解点号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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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声
乃

3么

4
魂

6二

、
R-

盛

6 0

,

入 智
一声 \

J B

\ C U

图例

细碧岩

玄武岩

超基性岩

z,,\、
一2 5

二 2 6

_ _

声气;
/ 2 3 \

l

叮厂石
‘

\’‘ _ _

幽2 0

‘‘月.萨

、!,/

4 0 / :

�‘
/ z ‘

U曰C‘,

2 0

A L K
2 0

盛1 9

图 2

、一7

S P

、
、

\
, 、

.

州尹

6 0 8 O
M

川�40

Flg
.

2.

F一M 一人LK 图解

F一M 一人工K 川。亩

一二 7 一 1 6 一 1
.

5 一 1
.

4 一 1
.

3
0

.

2 0
.

3 0
.

4
一 1

.

2
一2

.

2 「之
一 , 2 F

一2
、

3

么

一2 4
一 1

.

4

一2 5
一 1

.

5

一 2
.

6 s H O 钾玄岩
O FB 大洋底玄武岩

C A B 钙碱质玄武岩
L K T 岛弧拉斑玄武岩

F 2 钾玄岩
大洋底玄武岩
钙碱质玄武岩

图例

一 2
.

7

F J
岛弧拉斑玄武岩

图 3 皮尔斯判别函数 F
:

一 F
,

图解
( 据 J

·

A
·

p ea rc e 判别函数法 )

Flg
.

3
.

F :

一 F .

( d ls o e m in a tio n 企朋
e U o n ) Plo t

(
a f te r A

·

Pe ar
e e m e th od )

图 4 皮尔斯判别函数 F
、

一 F
:

图解
(据 J

·

A
·

P ear ce 判别函数法 )

F娘
,

4
.

F ,

一 F :

( d i se
r e m 加a t i o n fu n e 雌o n ) P lo t

(a f加
r A

,

P e a
rc e m e山叱 )



第四卷 第一期 孙树浩等
:

四川平武一 南坪地区的含金地质建造特征及找矿方向

凝灰岩交互成层的一套变质岩系
,

间夹凝灰质板岩
,

凝灰质干枚岩
,

变质长石石英砂岩
。

绿片

岩主要包括绿泥阳起石岩
,

绿泥绿帘岩
,

钠长绿泥阳起石岩
,

绿泥片岩
。

此外
,

还有石英岩透镜

体和 云母碳酸盐变粒岩透镜体
。

后者最长可达 60 0 米
。

绿泥绿帘岩枕状构造发育
。

主要矿物成分有绿泥石
、

辉右
、

绿帘石
、

菱铁矿
、

方解石和石

英
。

含钠长石的部位定名为细碧岩 (图 2)
。

岩石化学全分析数据见表 3
。

按皮尔斯判别函数

法 (J
·

A
·

Pea r ce
,

1 9 7 6) 恢复原岩建造古环境
,

绿泥绿帘岩和细碧岩的原岩属活动陆缘上分布

的钙碱性玄武岩套和岛弧拉斑玄武岩 (图 3
、

图 4 )
。

云母碳酸盐变粒岩透镜体
。

前人称为变质中基性火山岩
。

岩石新鲜面粉灰色
,

变余层状

构造
。

碳酸盐矿物为主的层和石英为主的层相间分布
,

以石英为主的层厚 0
.

4 毫米
,

以碳酸盐

为主的层厚 0
.

8 毫米
。

主要矿物成分是方解石
、

菱铁矿
、

绢云母和石英
。

按 Moi n o
(1 9 6 8) 法恢

复其原岩为砂质一粘土质凝灰岩
,

钙质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 (图 5
,

7一n 号样品)
。

岩石化学

全分析数据见表 3
。

人 卜 「e 一 T l

”‘)‘’

⋯
孚孟

角闪岩

石榴石

斜长石

N R 粘土岩
、
长石 砂岩

、

泥灰岩
N D 泥灰岩

、
泥质白云岩

O o L 白云岩
O H S 白云质硬砂岩

M O S 变质白云质杂砂岩
2 5 杂砂岩

5 2 5 亚杂砂岩
JB 玄武岩
A n B 玄武安山岩
T B 粗玄岩

、、/

、、

、

\

\
/

8 0 0 C尸 + M g

图 5 莫依纳图解(据 M o in 。
法 )

Fi g
.

5
.

M o ino Pl ot

石英岩
。

前人称全

硅化中基性火山岩
。

呈

透镜体或夹层产于上部

岩性段 ( p t bk犷
,

) 的云

母碳酸盐变粒岩中
。

石

英岩新鲜面玫瑰紫色
,

隐晶质结构
,

块状构造
。

主要 矿 物石 英含 量达

9 5 %
,

余为方解石
、

绢云

母
。

石英为等轴粒状
,

棱角发育
,

粒经 0
.

04 一

0
·

0 5 毫 米
,

粉 砂 状 结

构
。

绢云母呈球状集合

体分布
。

可见少量黄铁

矿
,

按 M o in o 法 (1 9 6 8 )

恢复原岩为砂质一粘土

质凝灰岩 (图 5
,

12 一 14

号 点)
。

岩石化学全分

析数据见表 3
。

石英 岩 87 Sr 严Sr 一 0
.

7 1 3 2 士 0
.

0 0 15
。

全岩铆一银等时线年龄为 17
.

44 4 亿年
,

相关系数为

0. 7 38 5 ¹ 。

沉积时代为中晚元古代
。

相当于本区碧 口群的刘家坪组 (陕西宁强 ) 同位素年龄为

13
.

3 1亿 年的
。

所以
,

碧 口群的沉积时代为中晚元古代
,

含化石的震旦系地层超覆于碧 口群

之上
。

¹ 由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同位素室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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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含金途造中主要岩石的金含量

Ta b】e 4
,

A u 一 a
bo

n
da

n ce 切 幽j优 r
oc k ty p 曰 of 山e 脚I口ar y A u 一加阴d 雌 f o r即n a U叨

表 犷

变变质岩石名称称 西南冶勘公司 60 6 队队 样品数数 金平均含量量 资 料 来 源源

原原原定岩石名称称称 (p Pm )))))

细细 碧 岩岩 绿泥绿帘岩岩 5 lll 0
.

0 1 999 西南冶勘 60 6 队队

石石英碳酸盐变粒岩岩 斑点状绢云母片岩岩 1 666 0
.

0 5 777 西南冶勘 606 队队

云云母碳酸盐变粒岩岩 变质中基性火山岩岩 5 lll 0
。

0 3 3 333 西南冶勘 6 06 队队

石石 英 岩岩 全硅化中基性火山岩岩 2 555 1
.

5 6 666 西南冶勘 60 6 队队

石石 英 岩岩岩 2 8 999 0
.

0 3 1 777 R
·

w
·

博伊尔尔

片片 岩岩岩 19 6 999 0
.

0 1 8 666 R. w
.

博伊尔尔

绿绿 岩岩岩 4 2 555 0
.

0 0 7 111 R. w
.

博伊尔尔

地层中金含最对比 表 5

,Ta bl e 5. An 一的
u n d a n c es of d iffe r

eut
rOC k 喇

tS

地地 层层 金的算术平均均 标准差差 样品数数 背景值 (p p m )))

值值值 X (PP m ))) 6 n 一 l (pPm ))) nnn

按 R
·

w
·

博伊尔尔

震震旦系下统阴平组 za yyy 0
.

0 0 222 000 lllll

志志留系茂县群上亚群上部岩组组 0
.

0 0 4 555 0
,

0 0 5 888 2 666 千枚岩岩

SSSlnx ;;;;;;;;; 0
.

0 0 2 222

志志留系茂县群上亚群中部岩组组 0
.

0 0 1 888 0
.

0 00 9 888 666 变砂岩岩
SSSrnx ::::::::: 0

.

0 0 888

志志留系茂县群上亚群下部岩组组 0
.

0 0 5 888 0
.

0 08 555 666
. 口口

SSS m x ;;;;;;;;;;;

志志留系茂县群下亚群 Slnx
,,

0
.

0 0 2 666 0
.

0 0 2 555 66666

泥泥 盆 系 危 关 群 中 部 岩 组组 0
.

0 0 3 111 0
.

0 0 3 333 88888

DDD W g
,,,,,,

泥泥 盆 系 危 关 群 下 部 岩 组组 0
.

0 0 4 777 0
.

0 1 0 111 3 11111

DDD W g
,,,,,,

石石炭系上部西沟群下部雪宝顶顶 0
.

0 0 1 0 555 0
.

0 0 1 2 555 1 00000

群群 CCCCCCCCCCC

二二迭系下统 P
:::

0
.

0 0 17 999 0
.

0 0 2 222 1 44444

三三迭系中统杂谷脑组 T 多多 0
.

0 0 444 0
.

0 0 444 2 22222

三三迭系下统菠茨沟组 T 由由 0
,

0 0 2 999 0
.

0 0 44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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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含金建造地层中
,

主要岩石的金平均含量见表 4
。

细碧岩中金的丰度比 R
.

w
.

博伊

尔的绿岩金丰度高出一个数量级
。

石英岩构成了金矿体
,

某些石英岩金矿体中
,

金的平均品位

达 4. 43 克 /吨
。

据历史记载
,

碧 口群地层中
,

曾产出重达七公斤的块 金困
。

根据以上条件
,

确

定碧口群中亚群中部碎屑岩组上部岩性段 ( R b k盆一
,

)地层
,

是平武一南坪一带的原生含金地质

建造
。

三
、

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平武县志留系茂县群上亚群上部岩组和下部岩组金的平均含量高于千枚岩中金的背景值

(表 5 )
。

‘

通过大量的路线地质剖面和岩石地球化学工作
,

在该组岩层中
,

还发现有金的异常富

集区 (表 6 )
。

志留系茂县群上亚群上部岩组和下部岩组中的浅变质砂岩
,

金含量为其背景值

的 2 倍
。

千枚岩中金的含量为其背景值的 5 倍
。

据此
,

将该亚群的上部岩组和下部岩组确定

为本区超微粒型金矿的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

部分岩石的金含量 表 6

1恤b】e 6
。

A u 一的
u n d a”ce

岩岩 石石 样品数数 金的含量范围围 金的算术平均值值 标准差差 背景值(p p功 )))

···

nnn (p Pm ))) X (pPm ))) 6n 一 1 (pPm ))) R
·

w
·

博伊尔尔

浅浅变质砂岩 slnx 乏乏 333 0
.

0 16 一 0
.

02 333 0
,

01 999 0
.

00 3 555 0
.

0 0888

千千枚岩 s m x ::: lll 0
.

0 1 000 0
.

0 1 00000 0
.

0 0 2 222

T a bk 7
.

基本岩石类型及其矿物组合

M a lor r
oc k ty 侧翔 an d th e行 m in erai 幽oc iat io . 日

表 7

变变 质 带带 动压型变质带 千枚岩亚带带

变变质相相 绿片岩相相

含含碳绢云英千枚岩岩 碳质一绢云母一石英一菱铁矿一重晶石一硬石膏一方解石石

绢绢云硅千枚岩岩 霏细状硅质一绢云母一菱铁矿一方解石一碳质质

硅硅质千枚岩岩 霏细状硅质一绢云母一菱铁矿一方解石石

变变钙质胶结石英砂岩岩 石英一方解石一 白云石一菱铁矿矿

轻轻微变质粉砂岩岩 石英一方解石一绢云母一菱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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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转生含金地质建造主要岩石组成及特征

转生含金地质建造主要由绢云英千枚岩夹变质石英砂岩组成
,

主要岩石特征如下
:

含碳绢云英千枚岩 新鲜面绿灰

沉积岩

2 5‘

尝
2 :

(泥质粉砂质岩 )

诵||!|||||!||l||||||

火成岩

l

六
、
孟袱

0

8 0 A %

色
,

微层理变余构造发育
,

显微鳞片变

晶结构
,

沿片理面具丝绢光泽
。

以碳

质和绢云母为主要成分
,

分别形成层

厚 0
.

02 毫米的微层理
。

碳质和绢云

母两种微层理相间分布
,

形成层厚 2

毫米的薄层
; 以石英和绢云母为主的

薄层厚 3
.

6 毫米
。

碳质和绢云母微层

相间组成的薄层与石英绢云母为主构

成的薄层相间分布
,

构成不等厚韵律
。

以石英和绢云母为主的薄层
,

顶部和

底邵均有厚 0. “毫米的部分
,

其粒度

较大
、

棱角发育的石英增多
,

使岩石具

有清晰的粒度递变韵律县理
。

硅质干枚岩 主要成分是霏细状

硅质
,

绢 云母 呈 细针状
,

含量 少 于

5 %
,

并含菱铁矿
、

重晶石和硬石膏
。

浅变质砂岩 主要是变钙质胶结

石英砂岩和轻微变质粉砂岩
。

变钙质

胶结石英砂岩中
,

石英为棱角发育的

他 形 粒 状
,

粒 径 0
.

06 毫 米
,

含 量

5 0 %
。

轻微变质粉砂岩中
,

石英粒径

11!·l·11

一一
·l

�加
;:

00
,
.
.

图 6 K一A 相关图解

R g
.

6
.

K一A c o r r e 】a 吐朋 川ot

0
.

02 毫米
,

含黄铁矿
,

产海百合茎化石
。

根据变质岩石的矿物成分
、

结构
、

构造
,

将志留系茂县群上部和下部岩组浅变质带
,

划归动

压型变质带
,

千枚岩亚带
,

绿片岩相
。

基本岩石类型及其矿物组合见表 7
,

岩石硅酸盐全分析

数据和岩石化学参数见表 3 和表 8
。

2
.

绢云英千枚岩的原岩恢复

岩石学特征 在 K一A 相关图解 中
,

原岩为泥质粉砂岩 (图 6
,

25 一 29 号 ) ; 在 (a 1+ fm ) 一

(c 十 ai k )

—
Si 图解中

,

原岩为厚层泥岩 (图 7
,

26 一29 号 )
。

据正常沉积变质原岩的原始沉积

相环境分析
,

其 K
Z o / K

Z o + N a Z

o 比值为 0
.

8 0一 0
.

8 4
,

铝质系数为 0
.

2 09 9一 0
.

2 5 9 9
,

原始粒度

应为粉砂级或砂级
。

岩相学标志 绢云英千枚岩的变余微层状构造
,

在小范围内
,

其韵律主要表现为粒级变化

而无成分上的差异
; 成分变化的韵律层理

,

则是由于含不同数量的绢云母和碳质所致
。

这是海

底火山碎屑成因类型所特有的韵律特点
,

机械分异占主导地位
。

志留系茂县群上部和下部岩

组变质岩中
,

没有巨碎屑陆源物质
,

具地槽火山建造的特点
,

为远海沉积远源火山沉积型
。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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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系数特另lJ低
,

仅 0
.

0 18,1 一 0
.

0 4」
。

与此结论一致
。

矿物组合特征 岩石中发现重晶石
、

硬石膏和有机碳
。

A
·

C
·

肯德尔认为这种岩石的原

岩属毫米级 硫酸盐纹层
,

是常见 的深水蒸发岩相
。

细粒的石膏晶针是在空气和水的分界面上

结沉
;

出来的
,

而 沉积于盆地底部
。

岩石化学参数表 表 8

Ta b le
.

8
.

Pe tr o e h em ica l p a r a m e tr e s

遴剥

日日 ;;; 宕们 名称称 P
·

J已格 l1i 从本 参散散 K 一 A 川关图图 锐乍质系放放 碳酸盆系敬敬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
,

O 断 000 ( ( 1 0 丰 、19 0 一 S 二000臼臼臼臼lll rmmm CCC a lkkk m ggg kkk 5 ,, ttt q zzz a1 一 al kkk KKK 、、、、

弱弱弱
、

恤 下枚软软 5 5
.

器333 2 6
t

J石石 1
.

亨ggg 1 了
t

0 222 0
.

1 111 0
.

7888 18 0
.

7 666 36
.

8 222 生Z
t

6 888 3 8 3 ]]] R l
.

3 333 7 7
.

3 习习 〔) {三口卜ia卜iii 0
.

川 a 777

””

丁丁 } 变 砂 六六 2 7
.

5 222 右1
.

5 111 1
‘

了333 6
.

2 000 0 0888 0
.

7222 1 上1
.

艺888 19
.

5 999 13
‘

5 222 2 1 3 222 了卜
t

了222 7 马
.

5 111 n
.

2 趁J甘香乡乡 () 0 1 】! !!!

老留系白龙江群地层中的金含量

T a b le 9
.

A u 一 ab u n d a
nc

e o f silu r ia n B a ilo n g jia n g G r o u p

岩岩 石 名 称称 样品数数 金含量量 金背景值 (即n l )))

nnnnnnn (PPm ))) 据 R
·

w
·

博伊尔尔

斑斑点状干枚岩岩 1
··

0
.

0 0 ]]] 干枚岩 0
.

0 0 2 222

钙钙质板岩岩 111 0
.

0 0 111 板岩 0
.

0 0 2 222

综上所述
,

本岩组绢 云英千枚岩

的原岩为凝灰 质粉砂岩
,

属于远海沉

积远源火山沉积型
口

志留系茂县群分布于后龙门山 冒

地槽建造 中
,

总厚达两干余米
。

现在

的龙门山构造带是经过挤压搬迁的
,

古生代时的龙门山海槽
,

应比现在宽

广的 多
5 ,

。

绢 云英千枚岩和变砂岩

中的菱铁矿碎屑
,

只能来 自碧 口群地

层
。

3
.

转生含金建造物质来源判别

志留 系茂县群上 亚 群上部岩组

2 6 件样品
、

16 个变量的 R 型因子分

析结果
,

揭示出沉积物来源的信息
。

图 7 西蒙南法

F ig
.

7
.

(a l+ fm )一 (e + a lk )

—
5 1 eo rr e la 吐i帕 p lo t

K
,
o

、

N a ,
o

、

Fe o
、

Fe ,
o

: 、

e
、

e o
, 、

B a 、
e u 、

v
、

s 共 一。个变量
,

代表细碧岩的元素组合 压I为细

碧岩是古老的海底喷出岩
。

矿物成分上最大特点是斜长石发育纳长石化
,

辉石 和玻璃发育绿

泥石化
。

岩石中的 51 0 含量一般 为 50 %左右
,

所以细碧岩是基性岩
。

本区细碧岩的 七要矿物

成分是绿泥石
、

辉石
、

绿帘石
、

菱铁矿
、

方解石
、

钠长石和石英
。

在基性岩中
,

可以集中成矿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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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主要有 C u ’」 ,

v
‘牛 ,

Cr ,

N i
,
p t

,
T i“

,
C o , 卜 。

海底热泉的沉积物中
,

富集重晶石
,

有机碳和 硫
‘士 。

A u, A g
,

A “ ,
S b

,

n g
,
T e

是金及其相关的成矿元素
。

R 型因子分析斜主因子模型解中
,

主因子富集 K
Z

o
,

N a ,
o

,

s
,
B a ,

e u ,

v
.

e
,

F e ,
o

J ,
A L, ,

人g
,

A s ,

S b
,

H g
口

根据 R 型因子分析原理
,

富集在一个因子中的变量
,

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

在空间上

是密切共生的
。

由于 K
Z

o
,

N a ,
o

,

B a ,
C u ,

S
,

V
,

Fe ,
0

3 ,

C 是细碧岩的元素组 合
,

因此说明细碧岩

与 A u 、
A g

、
A s 、

S b
、

H g 等元素的富集有成因关系
。

在 R 型因子分析二维因子平面图上 (图 8 )
,

可以看到金与细碧岩元素组合
,

共生在因子 1 中
。

说明志留系茂县群上亚群上部岩组
,

是转生

含金地质建造
。

金等相关元素是从原生含金地质建造中
,

经过各种地质作用转移来的
。

摩天岭小区的志留系白龙江群
,

金的

含量低于克拉克值 (表 9 )
。

笔者初步认为

摩天岭小区不存在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

仅

存在原生含金地质建造
。

四
、

结束语

图 S R 型因子分析二维因子平面图

Fi g
.

8
.

F ae tor a
邱ly sis Pla n d i略

r a m

中晚元古界碧 口群中部碎屑岩组上部

岩性段 ( Pt bk 二
一 ’

)地层
.

是平武一南坪一带

超微粒型金矿的原生含金地质建造
。

志留

系茂县群上亚群上部岩组和下部岩组
,

是

平武一带超微粒型金矿的转生含金地质建

造
。

原生含金地质建造和转生含金地质建

造
,

均是本区超微粒型金矿成矿前提
,

业 已

形成与超微粒型金矿化有成因联系 (提供矿源 ) 的地质体
。

因此证明
,

平武一南坪一带具有超

微粒型金矿的矿源层
。

这是本区蕴藏超微粒型金矿的地质条件之一
。

在具备热源
,

有利的构

造部位和地层部位
,

将是本区蕴藏超微粒型金矿的远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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