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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东北金山金矿床的地质特征

及矿床成因

黄宏立 杨文思

提 要 金山金矿是产于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系中的含金石英脉及蚀变岩型矿床
,

矿体受

层间挤压破碎带及环形构造和放射状断裂的控制
。

通过对矿床产出的地质特征
、

矿区航片解译
、

矿

化蚀变
、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

石英包裹体的成分和稳定同位素的研究测定
,

提出了矿床的成因与双

桥山群德兴至七食金岩系及热弯窿(隐伏岩体)有关
。

关键词 金山金矿 含金岩系 热弯窿 矿床地球化学

金山金矿位于我国著名的德兴铜
一

金
一

银多金属成矿带内
。

德兴矿带长约 20 公里
,

内青

铜厂斑岩铜 (金 )矿床
、

富家坞斑岩铜 (金 )矿床
、

朱砂红斑岩铜 (金 ? )矿床
、

金山金矿床和银山

火山
一

次火山岩型银金多金属矿 田等大型
、

特大型矿床 (图 1 )
。

金山矿区早在百年前就 已大量开采过
,

区内发现的 64 个老铜足以证明
,

当时主要开采石

英脉型和硅质岩型金矿体
。

解放前后人们也常提到金山附近有脉金
,

但仅见沿片理发育的含

金石英细脉
,

未发现大的含金石英脉
。

19 5 7 年在德兴铜矿勘探过程中曾对金山矿区的脉金做

了普查工作
,

并对干枚岩中的含金石英细脉的蚀变带做了火法试金
,

认为在蚀变带中能够圈出

工业厚度的矿脉
,

但规模不大
。

此后又几经上下
,

直到八十年代
,

在找金热浪的推动下
,

在新的

找矿和成矿理论指导下
,

原冶金地质四 队一现有色四 队) 经过几年勘探
,

已获储量可达大型矿

床
。

但矿床成因至今仍未解决
。

为配合皖南地区的金矿地质找矿工作
,

笔者等于 1 9 8 6 年初到

19 8 9 年 中期对金山金矿做了大量的工作
,

认为金山金矿是江南地背斜中一个具有重要发展前

途的大型矿床
。

根据笔者对金山金矿得出的新认识
,

在皖南地区金矿找矿工作中取得了一定

成效
。

一
、

矿床地质特征

金山金矿床位于江南地背斜东段南缘
,

赣东北深断裂的北西侧
。

赣东北深断裂对婆源
-

德兴
一

金山
一

银 山一带的 c u
一 A u

一A g 多金属成矿带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

矿带中的各矿床

均出现在赣东北深断裂上盘
,

矿床均沿深断裂上盘的次级断裂分布
。

区域内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系广泛 出露
,

为一套厚达 3 0 0 0 米以千枚岩为主的低级绿片岩相

岩石
。

地层的构造变形强烈
,

矿 区断裂破碎带发育
,

局部已糜棱岩化
。

干枚岩全岩 R b一Sr 年

龄测定为 14
.

01 亿年
〔, , ,

属中元古界上部
。

震旦系陆相火山碎屑岩
、

砂岩
、

冰债砾岩
、

泥岩等

分布于矿区外围东部 ; 侏罗一 白奎系火山
一

沉积岩系零星分布于断裂凹陷盆地中
。

燕 山期岩浆活动强烈
,

主要有矿区北部的花岗闪长斑岩体和南部的大茅 山花岗岩基
。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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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存
, :

1
、

第四系

2
、

白奎 系

3
、

侏罗系

4
、

奥陶系

5
、

寒武 系

6
、

震旦系

7
、

双 桥 山 群德 兴

组

8
、

花 岗岩类

9
、

花岗闪长斑岩

工O
、

花岗斑岩

1 1
、

闪长岩类

12
、

超基性岩类

1 3
、

基性岩类

1 4
、

不整合界线

1 5
、

逆 断层

1 6
、

性质不 明断层

1 7
、

大 型金矿床

1 8
、

中
一

特大型铜
-

金矿床

19
、

大 型银一金多

金属矿床
2 0

、

矿带范围

图 巨口川二口
2

巨二
3

[困
4

匹口
5

仁习
6

匹舀乡
7

巨二〕
:

匣口
9

例 巨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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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三;
1 2

巨口
1 3

1亘困
1 4

二困
J,

}乏引
: 。

压习
, 7

1亘二
. 。

【豆日
, 9

图 l 金山矿区区域地质略图

F ig
.

1 Sc hem at ic ge of o g lca l ma p of Ji ns han R e glon

区内
,

中基性岩脉较发育
,

并在矿区北东向断裂中有花岗岩枝的侵入
。

金山金矿主要赋存于双桥山群上部的德兴组的灰白色砂质
、

凝灰质千枚岩及下伏的灰黑

色含炭千枚岩的层间破碎带内
。

前人 ¹ 认为该组地层含金丰度高 (平均为 39 pp b)
,

为金的矿源

层
。

但据笔者对矿区内该组二条实测地层剖面岩石微量金测定
,

其含量平均为 6
.

s p pb
,

稍高

于地壳背景值
,

而在变质超基性岩床上下盘附近的硅化破碎岩中金平均含量达 0
.

5 4PP m
。

因

此
,

笔者认为这才是金的主要矿源层
。

德兴组岩石的 A u 、

c u 、

A s 、

sb 和 Bi 等元素的系统聚类

谱系图 (图 2) 的 R 型相关系数 Y ( A u
.

A s ) 一 0
.

65
,
丫 ( A u

.

c u) 一 0
.

19 ,

说明金主要与砷相关
。

微量元素 B 、

G a 、 c o 、

N i 、 s r
、 B a 、 C r

等元素丰度低
,

且 B / G a 、

s r / B a 比值小于页岩
,

而 e o
/ N i , e r / N i

比值大于页岩 (表 1 )
,

表明当时的沉积环境为较开阔的海盆
。

金山矿区 目前已知有金矿铜
、

石碑
、

西蒋等矿段
。

金矿铜矿段的矿体明显地受平缓的弯窿

及叠加其上的放射状断裂构造和层间断裂的控制 (图 3)
。

如 F , 、 F 。 、 F‘

和 F 。

等直接控制了矿体

的一部分
,

F
, 。

为层间断裂
,

也为重要的赋矿断裂
。

进一步通过航片解译发现
,

在金山地区航

片上清晰地显示了一组环形构造
,

环形构造和放射状断裂构造的交叉处控制了金矿铜
、

石碑
、

¹ 张华等
,

江南古陆东段层控金矿新类型
,

1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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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蒋等矿段 (图 4)
。

根

据这一特点
,

我们预测

出本区还存在九处类似

地段
,

为金山地区扩大

找矿提供了靶区
。

这种

环形构造连同地表形成

的平缓弯窿及其层间挤

压破碎带和放射状断裂

乓芯工}

于
- - - - - - - - 一 一 - - - - - 一 - - 一 - - - 一

一
交览二二二二二二几升

_ _ _ _ _ _ _ _
二

_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系
.

mi图 2 金山矿区微量元素

F ig
.

2 份
o u Pin g pe d i肛ee of

统聚类谱系图
c roc le n le n ts of Jin sh a n R egi on

构造
,

笔者认为与深部存在的隐伏岩体和它所形成的热弯窿有关¹

表 1 金山矿区德兴组微量元素对比表 ( PP m )

T ab le 1 C o m 训 r iso n of 面cr oe le 们。e n “ in 】尧劝ng For lna 找o n of Jln sha n R e乡。

地地 层 单 元元 BBB G aaa B / G aaa C 000 Niii co / N lll S rrr Baaa Sr / Baaa Crrr N iii Cr/ Niii

德德兴组 ( 10 个样 ) 二二 3000 2222 1
.

3666 1555 4444 0
.

3444 9 777 61444 0
.

1555 7 888 4444 1
.

7 777

页页岩 (据黎彤
,

郭范 ))) 10 000 1999 5
.

2666 1999 6 888 0
.

2 888 30 000 5 8 000 0
.

5222 9 000 6 888 1
.

3222

*
冶金部夭津地质研究院分析室分析 19 8 6

金山矿区矿体呈似层状
、

薄层状或透镜状产于层间破碎带及断裂交叉部位
。

金矿体的平

均品位为 3合八
。

矿石类型主要有黄铁矿化石英脉型
、

破碎带硅质岩型和硅化千枚岩型等
。

矿

石构造主要有角砾状
、

网脉状及浸染状
。

矿石结构以压碎
、

碎斑
、

糜棱
、

变晶和他形粒状结构为

主
,

还常保留有变余砂状和胶状结构
。

近矿围岩蚀变普遍发育
,

主要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
,

其次为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

硅化和黄铁绢云岩化主要是成矿期的蚀变产物
,

而碳酸盐化
、

褐铁矿化则是成矿后的蚀变产

物
。

一般黄铁绢云岩化
、

硅化愈强时金 矿化愈好
。

如蚀变围岩 中的黄铁矿含金仅 4
.

35 ~

43
.

8 9 八
,

层 间破碎带硅质岩 的黄铁矿增 至 32 一 27 7 9八
,

而石英脉 中的黄铁矿含金则高达

131
·

20 一 18 4 7. 79 /t
。

说明硅化愈强
,

矿化愈好
。

所以强烈的硅化及黄铁矿化是本区最重要的

找矿标志
。

硅化主要沿断裂破碎带及片理方 向发育
,

黄铁矿呈浸染状分布于其中
。

一般若含

金石英脉两旁硅化强烈
,

则石英脉中含金品位高
,

最高可达 2 73 9 /t
。

在地表及老酮口经氧化淋

滤二次富集后
,

可见到部分片状和发丝状 明金
。

矿床的矿物组合比较简单
,

野外仅见黄铁矿
,

偶尔可见到黄铜矿和方铅矿及片状
、

发丝状

自然金
。

镜下鉴定的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毒砂
、

黑钨矿
、

自然金
、

方铅矿
、

闪锌矿和

针铁矿等
,

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
,

其次为长石
、

绢云母
、

绿泥石
、

铁白云石和方解石等
。

黄铁

矿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

电子探针分析表明
,

灰白
、

黄 白色立方体型黄铁矿不含金或仅含微量金
。

这种黄铁矿主要分布于矿体围岩中
; 桔红色

、

黄铜红色
、

烟灰色的五角十二面体
、

不规则状
、

碎

¹ 黄宏立 ,

赣乐北金山矿区隐伏岩体的存在及栈矿勘探意义
,

冶金系统青年首届学术报告论文摘要汇编
,

保定
, 1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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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状黄铁矿富含金
,

这种黄铁矿主要分布于矿体内
。

铅
、

铜
、

锌等硫化物在矿石中的含量一般

小于 0
.

1 %
。

自然金的最大粒度为 1 x 0
.

sm m
,

一般为 0
.

08 x 0
.

0 13 m m
,

呈板状
、

片状及不规

则状赋存于石英
、

硫化物及其间隙中
。

金成色较高
,

金的单矿物化学分析见表 2
,

金矿物属 自

然金
。

野外可 见碳酸盐脉切穿绿泥石细脉
,

碳酸盐绿泥石脉又往往交切石英脉
,

且顺层石英脉又

被切层石英脉切断
。

因此
,

根据野外脉系的交切关系及镜下矿物共生组合特征
,

金山矿区可分

为三个成矿期
,

四个成矿阶段
。

成矿期
、

成矿阶段及矿物的共生顺序见表 3
。

之
,

厂///净

峋艺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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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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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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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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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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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1
、

辉石闪长岩

2
、

A u 一
Q 含金石英脉

3
、

矿化带

4
、

矿体

5 、

辉绿粉 岩

6
、

断层及编号

7
、

中元古界双 桥山群德

兴组一段

P t : 弓h d Z

【大冶扩
‘马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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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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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匹乙}
2

!Z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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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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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

应画
7

图 3 金矿娟矿段地质草图
(据江西地科所金山矿床地质图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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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金 山坏形构造

2
、

黄柏洋环形构造

3
、

线性构造

4
、

地质界线

5
、

不整合

6
、

侏罗一白噩系

7
、

震旦系

8
、

元古界双桥 山群德兴

组

9
、

花岗岩

10
、

矿体已知地区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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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金山矿区航片解译图

In te r少 e ta U o n lr泊 P of a e r0 Ph o t o o f Ji n sh a n R e 乡。

表 2

T a b le Z

自然金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

E 豆e e tr o n lc 沐川比 . n . lys妞 吐 n a t iv e g o ld

矿矿 床床 样品号号 SSS FCCC C UUU A UUU A ggg sbbb Biii T eee A SSS 成色色 矿物定名 闰闰

金金
签签 J一 7一 111 0

.

0444 0 0 444 0 0444 9 7
,

4 777 2
.

4 333 0
.

0111 0
.

8000 OOO 000 9 7 666 自然金金

山山
圣圣 J一 7一 222 0

.

5 111 1
.

3 555 1
.

4 444 8 6
。

6222 9
.

7 333 000 0
.

6000 0
.

1 111 000 8 9 999 含银 自然金金

JJJJJ一 通一 J一 ¹¹ 0
.

0LIII 0
.

0 111 0
,

0444 9 7
.

2999 2
.

1444 000 1
‘

0333 0
.

0 777 0
.

0 333 9 7888 自然金金

JJJJJ一 4 一 4 一 ºº 0
.

2333 0
.

3444 0
.

1444 9 7
.

9 999 1
.

4000 0 0 333 0
,

3999 000 0
.

0333 9 8 777 自然金金

JJJJJ一 4一 4一 »» 0
.

2 666 000 0
.

0 888 9 7
。

5 777 000 000 000 000 000 ??? 自然金金

铜铜
. 升升升升升 0

.

4999 8 1
.

6 000 3
。

80000000 0000000 自然金金

厂厂
价 丢丢丢丢丢

/// /// /////// /////// 含银 自然金金

22222222222
.

2333 9 5
.

4111 1 8
.

18888888 0
.

2 000000000

‘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 究院分析
, 1 9 8 6

, 二

引自朱训等《德兴斑岩铜矿 》
, 1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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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金山金矿成矿期
、

成矿阶段及矿物生成顺序表
.

T ab le 3 旋qu en ce of n 止n e

rai fo r m a 柱on of 姗
吐吐.昭

e川 c s如咭eS 恤 Ji . , ha n R 侧断。

万万杰谬谬
变 质 热 液 期期 岩 浆 热 液 期期 表 生 期期

石石石英 一 (黄铁矿 )阶段段 石英一多金属硫化物阶段段 碳酸盐一方铅矿阶段段 褐铁矿阶段段

石石 英英 -
~

, . . . , 户- 一一一一叼. . . . , 卜一一一一

黄黄铁矿矿 一 一 ~ 口 . ~ ~ , . . 口口
.
~ ~~~

一, . . . . . . . . , 叭、~ 一一一一

黄黄铜矿矿矿
.

- - 月. . , 户-------

毒毒 砂
···

. 日 , 尸~
.......

黑黑钨矿矿矿矿矿矿

方方铅矿矿矿矿矿矿

闪闪锌矿矿矿矿
. . 口. . ‘尸户一 ~~~ 一一

自自然金金金
.......

一一一一
.

一
. ~ ~ , , . ~ ~ -------

绢绢云母母母
~ ~ 州曰. . . . . . 口~

叫叫叫叫

绿绿泥石石石
叫.

- 一 一一
~ ~ -

.......

铁铁 白云石石石石
明

一- 一~
目~ 州一一一

方方解石石石石石石

褐褐铁矿矿矿 贬贬贬贬

成成矿温度(℃ ))) 2 8 0。士士 2 4 5
0

~ 3 26 。。。。

二
、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l
、

矿物地球化学特征

已分析的自然金
、

黄铁矿的微量元素组成列于表 2 和表 4
。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自然金的

成色高 (8 9 9 一 98 7写)
,

且含 Cu 、

A s 、

Te
、

Bi 等微量元素
。

这一特征与德兴斑岩铜矿 自然金的成

色及所含微量元素基本一致
,

说明二者成矿物质具有亲缘性
。

表 4 是金山矿中黄铁矿与铜厂

矿体内外黄铁矿中微量元素的对比
,

从中可以看出
,

两矿区的微量元素种类基本 一致
,

但含量

差别大
,

金山矿床 P b
、
z n 、

A u 、

A s

高于铜厂的数倍到数十倍
,

而 C u 、
C 。 则略低于铜厂

,

表明金山

金矿和铜厂铜矿既有相似性又 有差异
。

据 Co/ Ni 比值
,

在金 山矿区为 0
.

43 一 1
.

1 1, 铜厂为

1
.

巧 ~ 1
.

4 9
。

说 明金山矿区黄铁矿既有沉积成因的又有岩浆成因的
,

而铜厂主要为岩浆成因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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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峨 黄铁矿单矿物微量元素含量对比表

T a b】e 4 C o m 脚吐妇。n of nl on
o 一 m 加e旧一p yri如 曲

。ut 山 e卜 血cr oe le加e n ts

〕〕嘿卜卜
C UUU Pbbb Z fiii

’

A UUU A SSS C ooo
Niii Co / N iii

金金 山
‘‘

2 7 333 44 111 3 3 000 1 3 1
。

777 5 8 0 000 9 666 2 2 666 0
.

4333

/////// /// /// /// /// /// /// ///

22222 7 5 222 1 7 0 000 8 2 111 18 4 888 2 4 4 0 000 2 9 222 2 6 555 1
.

1 111

铜铜 厂
‘ 资资

矿体内内 2 0 4 666 1 3 999 7 666 2
.

1 111
一

2 2 444 2 6 000 2 2 777 1
.

1555

矿矿矿体外
、、

4 8 222 7 000 3 555 0
。

7 999 1 1333 1 3 999 9 333 l
。

4 999

*
引用江西省地质研究所内部资料

* *

引自朱训等
,

《德兴斑岩铜矿》
,

P
.

173

2
、

成矿温度
、

成矿溶液性质

(1) 成矿温度测定及成矿压力

含金石英脉石英包裹体的爆裂温度为 2 4 50 一 32 6 ℃ (表 5 )
,

均一温度为 1 8印 ~ 32 0 ℃ (江西

地科所资料
,

1 98 5 )
,

主要区间在 2 4 0
“

一 320 ℃ (未经压力校正)
。

与铜厂斑岩铜矿主要成矿期

主要金属硫化物沉淀阶段的矿液温度 (185
。

~ 35 0 ℃ ) 〔, 〕基本一致
,

说 明矿床形成的温度为中

温范围
,

部分为中偏高温热液
。

李兆麟等¹ ( 19 8 5) 计算的成矿压力为 10 0 0 巴
,

说明矿床当时

形成的深度约为 3 公里左右
,

为中深成矿床
。

( 2 ) 成矿溶液性质 对含金石英脉石英 中的气液包裹体进行了化学成份分析 (表 5 )
。

气

液 包 裹 体 主 要 含 有 N a 卜 、

K + 、

e a , + 、

M g ‘ + 、 F 一 、

e l一
、

5 0 二一
、

H e o 于
、

e H
; 、 e 0 2 、 H ; o和H

Z

等
,

其 中

N a + 、

e a , 十 、

H e o 厂
、

e l一
、5 0 犷

、 e o :

含量较高
。

阳离子 K / N a 比值分别为 0
.

26 、 0
.

27 和 0
.

15
,

平

均为 0
.

23 ; N a/ ( N a + K ) 比值为 0
.

80
、 0

.

79
、

和 0
.

87
,

平均为 0
.

82
,

与小秦岭金矿石英气液包

裹体中 N a

八 N a + K ) 一 0
.

8 9 7 接近
〔, 〕 。

从表 5 及比值可以看出
,

阳离子以 C a , + 、

N a + 和 M g , +

为主
,

且 e a
, 十 > N a + > Mg

, 」 > K
, c a , + + M g , + > N a 十 + K + 。

阴离子 以 H C研
、

5 0 犷 和

c1 一 为主
,

且 H c o 丁 > 5 0 犷 > c L 一 > F 一 。

气相成份中以 H
Zo 和 c o

:

为主
,

H
Z

和CH
;

次之
。

氧

化性气体 ( H
Z
o + C 0 2

) 总量明显多子还原性气体 ( C H
;

十 H
:

十 C oz ) 的总量
,

成矿溶液的 PH

值为 4
.

9 1~ 5
.

53 (李兆麟
,

19 8 5 )
,

属酸性一弱酸性溶液
。

3、

稳定同位素特征

(l ) 硫同位素特征 金山矿 区黄铁矿 的硫 同位素为 护S 十 3
.

5 ~ 十 4
.

3%。
,

平均值 为十

4
.

1编
,

离散度为 0
.

8 编
,

与矿区基性火山岩 中黄铁矿的 沪s 值相近 (表 6 )
,

比铜厂斑岩铜矿主

要成矿期硫化物的 犷s 略高
。

说 明铜厂硫更接近慢源成因
,

而金山更接近。型 ) 花岗岩中硫化

¹ 李兆麟等
, (第二届层控矿床地球化学会议论文 (摘要 )集 ) 19 8 5 , P

.

222



3 6 第五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物的 63’s 平均值
。

T ab】e s

表 5 金山矿区含金石英脉石英中包裹体成份含量

C o m 州褚1柱on of 加d us ion 加 q u ar tZ of A u 一b 曰”in g qua rtZ ve i朋 in Jins h故 R e醉。

样样 号号 测试试 液相成份及含量 (卜g / 幼幼 气相成份及含量(。g / g ))) 爆 裂裂

矿矿矿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温 度度KKKKKKK +++ N a +++ C a i +++ M s , +++ H CO 厂厂 C I一一 S 。: 一一 F 一一 B r 一一 H zzz CH ... CO ::: H z ooooo

JJJ一 4一 lll 石英英 0
.

6 000 2
。

肠肠 1 1
.

3 333 3
.

2 777 3 1
.

2 000 0
。

5 111 8
.

8 111 0
。

4 111 1
.

0111 0
.

0 222

:
.

::::
1 9

.

1 111 5 6 3
.

000 3 2 6℃℃

JJJ 一 3999 石英英 0
。

4222 1 5 555 8 4 444 0
。

7 222 2 8
,

7 000 1 4 555 3
.

1 666 0
。

1 33333 0
.

0 22222 4 8
.

7777 5 7 0
.

444 2 8 0℃℃

JJJ一 4222 石英英 0
.

4222 2
.

7 555 2
。

3 999 0
.

3 222 1 1
。

7 888 2
.

4 444 2
。

2 444 O
。

2 555555555 37
.

5 666 4 7 8
.

444 2 4 5℃℃

测试单位
:

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
,

1 9 8了

表 6 黄铁矿硫同位素组成对比表

T ab le 6 5 一碗to pe c o m 侧洲i舫o n of d iffe re n t p y rit留

矿矿 区区 地 质 产 状状 扩S 变化范围(编 ))) 平均值(%
。))) 离散度度

金金
’’

含金石英脉矿体中的黄铁矿(3 ))) + 3
,

5 ~ + 4
.

333 十 4
.

111 0
.

888

山山
’’

基性火山岩中的黄铁矿(l))) + 3
.

111 + 3
.

11111

铜铜
’ ‘‘

含硫化物石英脉中的黄铁矿(1 5))) 一 1
.

1 ~ 十 3
.

111 + 0
.

2 000 4
.

222

厂厂
备 ‘‘

石英硫化物脉旁浸染状黄铁矿(5 0))) 一 l
、

2 ~ + 1
.

666 + 0
.

2 111 2
.

888

金金金属硫化物中的黄铁矿(37))) 一 0
.

7 ~ + 2
.

888 十 0
.

4 444 3
.

555

,
张华等

,

《金山金矿地质特征与成因探讨》
* 二
朱训等

,

《德兴斑岩铜矿》
,
19 8 3

括号内为样品数

表 7 矿石成矿流体的氮复同位素组成

Ta b】e 7 H
、

0 is o t 0 Pe c o m P0 slti on of ore 一加r
而

n g fl ui d

矿矿 区区 样 号号 测定矿物物 岩 性 及 产 状状 6D 二 : o
肠肠 6

‘.
0 , 2 0

肠肠

金金
骨骨

J一444 石英英 顺层石英脉脉 一 6 3
,

6 777 7
.

6 777

山山
肠肠

J一 3 999 石英英 切层石英脉脉 一 5 8
.

0 666 1 0
.

4 111

JJJJJ一 4 222 石英英 顺层石英脉脉 一 5 9
.

9 111 8
.

7 444

铜铜厂
’ 舟舟舟

石英英 含矿花岗闪长斑岩原生石英英英 8
.

1 7~ 9
.

9 999

石石石石英英 蚀变花岗闪长斑岩体内含矿石英脉脉脉 4
.

6 5~ 9
.

1 888

,

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测定
,

1 9 8 7

* ,
朱训等

,

《德兴斑岩铜矿》
,

1 9 8 3

(2) 氢
—

氧同位素组成特征 金 山含金石英脉 中石英包裹体 水的氢氧同位素组成见表

7
。

成矿流体的 6D , 2。

编 变化在一 6 3
·

6 7 一一 5 8
·

0 6 之间
,

6“0 、 , 。

编变化在 7
·

6 7一 10
.

4 1 之间 ;

金山金矿的成矿流体其 护0 、。

与铜厂斑岩铜矿含矿原生石英的 酬O 、。

一致
,

说明两者的流体

来源相近
。

在 6D 、。

一 酬0 、。

的成矿热液图解上
,

金 山矿区 的流体属于原生岩浆水和变质水

范围 (图 5 )
,

说明成矿流体既有岩浆热液又有变质热液的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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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H : o

侃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

l

「门 变 质 水 l

厂|||

写
一

弓二
一 一

一
~ ]

I_ 二犷
一

原生岩浆水

10 2 0

d , .
O H , o 姚

。
)

图 5 金山矿区成矿热液的 沁从
口 一 驴0 卿 图解

F ig
.

5 Pl o t 时 or e 一for 而ng fi u id

(3) 矿石铅同位素组成特征 金山金矿铅

同位素组成见表 8
,

从各同位素组成及 中 值和

。值来看
,

各 自的变化范围很小
,

在坎农的铅三

角图上几乎落于同一点 (图 6 )
,

分布十分集中
,

而且位于小三角形外的铀
—

铅范围 〔习 ,

但很

接近正常铅
。

根据 H o
lin

s一 H ou ter m a ns 铅单阶

段演化模式计算的年龄值在 4 5 0M a 一 5 1 6M a 之

间
。

.

在 z ar tm an 和 D oe 的构 造模 式 图上 (图

7)
,

金山矿区的铅来源落于地慢区和造山带之

间
。

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
,

该区铅来源很均一

也很单一
,

源 区相同
,

很可能来 自地慢
,

与区城

上出现慢源花岗闪长岩的情况一致 ‘,〕 。

(4 ) 枷 银 同 位 素 特 征 据 伍 勤 生 等»

( 19 8 9) 研究表明
,

金山金矿的成矿年龄为 167
.

9 土 5
.

ZI M a ,

斜率为 0
.

0 0 2 37士 7
,

初始惚同位素

比值
‘’

Sr 严Sr 一 0. 7 141 士 0. 00 15 。

其年龄与铜厂斑岩铜矿含矿母岩全岩 R b一Sr 等时线年龄

( 172 一 18 4
·

ZMa) (朱训等
,

19 83) 以及银山银金多金属矿床含矿母岩的 R b一Sr 等时线年龄

( 15 0Ma) (华仁民等
,

º 19 8 4) 相近
,

都属于燕 山早期成矿
。

表 8 金山矿区铅同位素组成
J

ra bl e 8 P b一肠。勿伴 c o nl 州超i柱on of rOC ks 执 Ji朋七. n R e 矛。

祥祥 号号 测定定 岩 性 及 产 状状 靶靶 靶靶 靶靶 模式年龄龄 特 征 值值

矿矿矿物物物 , bbb P bbb P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000000000000000 值值 地质年龄龄 卜卜 ,月, T h / “
‘P bbb 口口

((((((((((((((((( M a )))))))))

JJJ 一 4一 111 黄铁矿矿 含金石英脉脉 17 57 27 9 777 15 52 21 1444 37
.

7 6 6 53111 0 632 49 999 4 5000 8
.

6777 3 6
.

0 555 4
.

1666

JJJ 一 5一 ]]] 黄铁矿矿 干枚岩层 间挤压带内硅化化化 15
。

58 33 0222 37
.

8 59 62666 0
.

639 7 6 999 5 2222 8
.

7 888 37 1666 4
。

2333

岩岩岩岩中黄铁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JJJ一 6 一 111 黄铁矿矿 矿化千枚岩 中粗粒黄铁矿矿 17
.

43163444 15
.

48 739 000 37
。

48 9 68 333 0
.

6 39 21555 5 1666 8 6222 35
.

3 666 4
.

1000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同位素室测定
, 1988

(采用常
: t ~ 4

.

5 5oa , 入
,

一 0
.

15 5 12 5 n a 一
, ; 入: 一 0

.

9 8 48 5 n a 一
,
; 、 ~ 9

.

3 0 7 , b。 ~ 20
.

29 4 : co 一 29
.

47 6 )

三
、

矿床成因与讨论

关于金山金矿床的成因
,

目前尚有不同的认识
,

主要有两种观点
: ( 1) 沉积改造型层控矿床

¹ 伍勤生等 ,

金 山矿成矿年龄测定及矿床成因探讨
,

《第四届同位素地质年代和地球化学学术讨论会论文 (摘要 ) 汇编》
,

19 89 , P
,

37

º 华仁 民等 ,

德兴地 区两个系列花岗岩类的特征对比及成因探讨
, 19 8 4



第五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M孟

上地壳

砚 造山带

印度洋 M O R B多

.

卜
月

月
月..LL

.6币��一勺
刀山
,o、/q白

今介 熟 l8

20 e P b / Zo . P为

图 6 铅同位素三角座标图

(据坎农 29 6 1 模式 )

珑 6 Pl ot of Pb 一妇川
。, 留

图了 铅构造模式的
’。·
P b /

2。·
Pb

一
P。/

2 。‘
Pb

骊轰图
( 据 z a rt m a n an d l、姆

,

19 8 1 )

Fig
.

7 Pb 一 lso to Pe m o d e l Pl ot

(张华等
,

198 6 ) ; (2 ) 金山金矿床是德兴斑岩铜矿的卫星矿床 (陆仲和
,

]9 83 )
。

笔者根据本文

所列举的资料提出
,

金山金矿的成因是与深部隐伏岩体引起的热弯窿有关的岩浆热液型金矿

床
。

前述表明金山金矿的成因主要与深部隐伏岩体有关
:
( l) 金主要来 目深源

,

而来 自沉积岩

层的金数量不大 ; ( 2) 金山矿区各矿段严格受环形构造和放射状断裂的控制
,

而非地层控制
。

此外
,

有的矿体 (如金矿铜 )仅受弯窿引起的层间挤压破碎带及放射状断裂的控制
,

亦非受某一

层位控制
; ( 3) 从自然金的成色及所含微量元素

、

黄铁矿中的微量元素
、

成矿溶液性质
、

成矿温

度
、

成矿时代及稳定同位素等证据都表明成矿与岩浆有关
。

所以金山金矿不是沉积改造型层

控矿床
。

虽然金 山金矿的矿床地球化学特征与德兴斑岩铜矿的地球化学特征具有某些相似

性
,

但前者并非后者的卫星矿体
。

因为
:
( 1) 金山金矿远离斑岩铜矿的蚀变带

,

斑岩体的热液作

用没有影响到金山矿床 ; ( 2) 金山金矿的矿物组合没有继承铜矿的特点
; ( 3) 与金山矿床有成因

关系的隐伏岩体和与斑岩铜矿成矿的岩体不同
,

如前者的 (av Sr 严S r ) 为慢源与壳源过渡区
,

而

后者属慢源成因
; 前者的 沪S 值为 I 型花岗岩中硫化物的 沪S 平均值

,

而后者接近 陨石的 沪s

值
; 前者 酬。 表明成矿热液为岩浆热液与变质热液的混合

,

后者则为岩浆热液
。

所以金山金

矿和德兴铜矿成矿热液来 自不同岩体
,

但可能是同源不同期 (分别为 150 一 1 67 M a 和 1 72 ~

1 84 Ma)
、

不同构造环境下的产物
。

因此
,

金山金矿既不是沉积改造型层控金矿
,

也不是德兴斑

岩铜矿的卫星矿床
,

而是与深部隐伏岩体引起的热弯窿有关的岩浆热液型金矿
,

同时在成矿过

程中又受到部分变质热液叠加的影响
。

金既来源于岩浆又来源于含金岩系
。

对金山金矿床成

因的不同认识
,

直接涉及到江南地背斜上找矿勘探工作的开展
。

据笔者的认识已在江南地背

斜的皖南境内找到了三个有望远景区
,

并在小贺
—

古汉金矿成矿远景区内有关地质队 目前

正在勘探石英脉及蚀变岩型金矿
。

本文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写成的
,

成文过程中得到本专题组全体同志的帮助
,

在野

外工作期间得到了江西有色四 队及金山金矿的大力支持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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