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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北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赋金层

剖面组合特征及其成矿作用探讨

杨成奎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

,

桂林 )

提 要 经研究发现
,

桂西北地区主要微细浸染型金矿床具有独特的剖面组合结构
,

由下往上 为巨

厚生物碳酸盐岩层
、

滑塌层
、

细粒浊积碎屑岩层
,

金矿体产于浊积岩中
;
认为此剖面组合结构是金矿

成矿作用的宏观地质表现
。

金矿床的形成应具备物质来源
、

矿液通道及成矿场所三个条件

关链词 金矿 微细浸染型 剖面组合 成矿作用 桂西北

桂西北地 区中三叠统浊积岩中分布有众多微细浸染型金矿床
、

矿点及矿化
.

点
,

然而 目前发

现真正具工业价值的金矿床为数并不多
,

目前计有金牙
、

高龙
、

浪全
、

明山
、

逻楼等
,

其它大多数

仅为矿点或矿化点
。

为提高找矿效果
,

寻找出更多有利用价值的金矿床
,

同时对现有矿点的深

入评价
,

有必要从不同侧面查明区内典型金矿床的共性
,

本文通过对区内主要金矿床 (点 )赋矿

层剖面组合特征的解剖研究
,

归纳总结了该类矿床赋矿层剖面组合共有的规律性
,

并对金矿的

成矿作用作了探讨
。

如有不当之处
,

敬请专家及同行们指正
。

1 成矿地质背景

桂西北地区地处杨子地块与华南褶皱系西南缘的右江裂谷带 (王国田等
,

1 99 0 )
,

区内地层

主要为海相晚古生代和三叠纪碳酸盐岩地层和陆源碎屑岩地层
,

其中泥盆纪至二叠纪为陆棚

台盆型沉积
,

早中三叠纪为陆棚广海型沉积
。

由于裂谷作用
,

区内碳酸盐岩台地分裂而成许多

孤立的岛屿
,

一些 台地则为水下隆起
,

而最后形成一些短轴背斜或弯隆构造 (图 1 )
。

区内火山

活动不强烈
,

但据有关 资料表明
,

该区地壳的热状态较强
,

沉积盆地发育在高热流值区
,

为海底

或水下热水 (热液 )系统的形成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
。

区内构造样式多样
,

不同方向的构造线交

错叠置
,

构成了复杂多姿的构造图象
,

特别是 区内的深大断裂及一些台地周边同生断裂的发

育
,

对本区金矿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本区的金矿床 (点)就是上述成矿背景下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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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桂西北地区地层及金矿床(点 )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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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桂西北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点)赋矿层沉积剖面特征

在笔者参加桂西北地 区金矿课题的研究期间
,

对区内大多数矿床(点 )均进行了调查研究
,

特别对一些主要金矿床(点 )均做了较详细的沉积剖面研究工作
,

现把主要金矿床及一些矿点

的赋矿层剖面解剖分析如下
:

2
.

1 金牙金矿床

金牙金矿床位于凌云经向隆起 巴合背斜的北东翼 (图 1 )
,

背斜轴部为石炭系
,

两翼为二

叠
、

三叠系
,

矿体主要产于中三叠统板纳组中
。

其赋矿层的剖面特征如图 2 所示
,

地层由老至新

其岩性分别为二叠系灰岩
、

滑塌层以及矿体的主岩—浊积岩
。

其中底部灰岩含较多的生物及

生物礁
。

滑塌层的特征据王国田 (19 9 0) 研究表明
.

下部为泥石流层
,

角砾成分主要为泥岩
,

少量

灰岩和硅质岩
,

角砾大小不等
,

胶结物成分以泥质为主
,

少量钙质
,

泥石流之上为大小不等的揉

皱和塑性变形
;
上部逐渐过渡为层理不清的泥质岩层

。

矿体主岩则主要为具 B
一

D
、

c
一

E 鲍马层

序的浊积粉砂
、

泥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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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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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高龙金矿床

矿床位于高龙短轴背斜周

边 T Z
/ P 交接带 的中三叠统碎

屑岩一侧
,

背斜核部 由中上石

炭统
、

二叠系碳酸盐岩组成
,

周

边主要为中三 叠统碎 屑岩组

成
,

局部见到下三叠统泥灰岩
,

金矿体主要产于中三叠统板纳

组 中
。

该矿床的赋矿层剖面结

构 特征与金 牙矿床相似 (图

3 )
。

由下往上各主要层段特征

如下
:

上二叠统碳酸盐岩
:

主岩
:

主要为一套厚层状生物碎屑灰

岩
,

局部夹少许 白云岩
,

上部还

119��一一一目不g产�一�扒F

含少量煤
。

热液石英岩
:

岩石几乎全 由热液石英

组成
,

具花岗变晶结构
,

具热水沉积特征
。

滑塌层
:

发现于六号矿体附近
,

由于露

头 不好
,

其厚度等不详
,

主要也是由角砾

岩
、

揉皱层组成
,

角砾岩的角砾成分主要为

一些灰岩
、

泥岩及硅质岩
,

棱角状
,

胶结物

主要为泥质
、

少量砂质
,

在泥质层中常伴有

揉皱现象
。

该角砾岩具同生角砾岩的特征
。

一

含金浊积岩段
:

主要 为钙质泥岩夹钙

质粉砂岩及少量硅质岩
,

组成了韵律结构
,

具浊积岩 B
一

E 段鲍马系列特征
。

2. 3 浪全金矿床

滑用层 杖矿 !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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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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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砾岩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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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
、

砂岩

图 3 高龙金矿床赎金层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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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乐业 s 型背斜北端西部
,

背斜核部主要为石炭
、

二叠系碳酸盐岩
,

两翼地层主要为三

叠系碎屑岩
,

矿体产于 中三叠统板纳组碎屑岩中
。

其赋矿层剖面结构与前述金牙
、

高龙矿床相

似 (图 4 )
,

其中基底碳酸盐岩主要为二叠系的生物礁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滑塌层则 由底部泥

石流层及上部揉皱层组成
,

构成泥石流的角砾主要为一些硅质岩
、

泥岩及灰岩等
,

角砾大小不

等
,

形态不规则
,

胶结物为一些泥质
、

砂质
、

铁质等
,

上部揉皱层主要为一些泥岩
、

粉砂岩
,

其间

常发育许多小断裂
。

滑塌层之上则为一套炭质泥岩
,

并开始出现具典型鲍马系列 ( B
一

E 层 )的浊

积岩
;
与前面两矿床不同的是

,

该矿床的滑塌层中也有矿化现象
,

在滑塌层上部矿体还较富
。

2
.

4 其他一些金矿点及矿化点的赋矿层剖面特征

在进行该区主要金矿床的研究同时
,

为了查明其矿床分布规律
,

我们对 区内许多金矿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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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调查研究工作
,

经研

究发现
,

尽管很多矿点的

产出地质特征与上述金矿

床非常相似
,

但却不能形

成具工业价值的矿床
,

经

我们对其赋矿层剖面结构

解剖发现
,

尽管大多数矿

点的剖面也具有基底碳酸

盐岩及上部浊积岩层
,

但

无一具有滑塌层
。

由上可知
,

桂西北地

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具有

其独特的剖面组合结构特

征
:

基底为百生界巨厚层含生物及生物礁碳酸盐岩
,

中部 为具海底泥石流特征的滑塌层
,

上部

则为赋金的具鲍马层序 (以 B
一

E 层为主 )的浊积粉砂岩
、

泥岩 (图 初

地地层层位位 岩性柱柱 层 段段 岩 性 特 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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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北微细漫染型金矿床沉积剖面组合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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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矿作用分析

通过对桂西北地 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的研究
,

笔者认为该区金矿床的形成至少应具备以

下几个成矿条件
:

3
.

1 成矿物质来源

主要来自两方面
,

一是矿源层
,

二是沿深大断裂从地壳深部运移来的金矿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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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矿源层并非只是本区金矿的赋矿层— 中三叠统浊积岩
,

而应包括其下伏的碳酸盐岩

层
、

火 山碎屑岩及基性岩等
。

火 山碎屑岩及基性岩含金丰富
。

碳酸盐岩中含丰富的生物碎屑
,

据资料表明
,

生物作用及 自然界中一些微生物具有富集黄金微粒的功能
。

浊积岩的成分中含大

量火山碎屑及老地层风化的岩屑
,

其含金背景值也 比较高
。

以上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岩石均含较

丰富的金元素
,

加上其厚度巨大
,

构成本区金矿床的主要矿源层
。

(2) 深部源金在本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

通过研究工作
,

笔者认为要形成一个具一定规模

的金矿床
,

单是矿源层所提供的物质来源是远远不够的
,

据资料表明
,

地球金最主要来源是地

壳深部的慢源金
。

尽管从本区的金矿床分布看
,

其与岩浆岩关系不密切
,

但本区的成矿地质背

景说明了区内发育在高热流值区
,

属于右江裂谷带
,

具有复杂多姿的构造景观
,

这就为地下深

处成矿物质来源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

区内每个金矿床均有滑塌层出现
,

也表明了与深部物质来

源相关
,

滑塌层的角砾岩多 为同生角砾演变而成
,

这些角砾 又形成于同生断裂
,

同生断裂往往

是含矿地下热水往上迁移的通道
,

据王国田 (1 9 9 1) 研究资料表明
,

高龙金矿床的地下热水活动

迹象很明显
,

其他金矿床也有这种迹象
。

因此笔者认为
,

本区金矿床的形成必须要有深源金的

来源
,

否则至多只能成 为一些矿点或矿化点
。

3
.

2 矿液运移的通道

本区断裂发育
,

特别是在台地边缘的同生断裂构成了本区矿液运移的通道
。

其次
,

区内金

矿床赋矿层的基底为一套巨厚的碳酸盐岩
.

其渗透性好
,

构成 了矿液向上渗透的 良好条件
,

同

时也有利于地下热水的循环渗滤
,

更能充分地溶滤矿源层中成矿物质而达赋矿层位沉积成矿
。

3
.

3 有利的成矿沉积场所

区内中三叠统板纳组的浊积岩
,

特别是浊积相中的过渡相岩石
,

是主要产金层
。

浊积岩之

所以能成为金矿的重要成矿围岩是其形成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
。

首先
,

从空间上来说
,

浊积岩

形成在大陆斜坡或深海环境
,

早先形成的基底绿岩带或绿色岩系
,

含丰富的金矿物质
,

被剥蚀

搬运至深海
,

经浊流沉积作用沉积下来形成矿源层的一部分
; 另外由于浊积岩的沉积环境在洋

中脊
、

深海槽
、

弧前
、

弧后盆地之内或附近
,

有大量的火山活动
、

岩浆溢流以及海底
“

烟筒
”

喷发
,

它们通过海底环流或岩浆热液将大量的金矿质带到海底沉积下来
。

其次
,

从物理化学条件看
,

浊积岩含有大量的有机质
、

碳质
、

硫质和粘土质
、

使金易呈络合物或粘土吸附的形式迁移
,

在深

水盆地内
,

由于还原较强
,

从而使这些络合物失稳而沉淀下来
。

浊积岩的过渡相岩石主要具鲍

马系列的 B
一

E
、

c
一

E 层为主
,

为良好的容矿
一

遮挡层结构
,

更加有利于矿液的沉淀成矿
。

具备了以上三方面的成矿条件
,

才可能形成矿床
,

本区金矿床的独特的剖面组合特征正是

这几方面成矿条件的宏观地质表现结果
。

桂西北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的成矿模式见图 6
。

深源金沿同生断裂上升
,

沿途不断溶解

矿源层中的金元素
,

于中三叠统有利的容矿环境沉积成矿
。

4 结论

(1) 桂西北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的赋矿层具独特的剖面组合特征
:

基底为晚古生代 巨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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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至统浊积岩 3
.

滑场层 4
.

墓性火山碎屑岩

5
.

同生断裂 6
.

小断裂 7
.

金矿床 8
.

金矿点 9
.

成矿液运 移方向

图 6 桂西北地区徽细漫染型金矿成矿棋式图

Fig
.

6 M e ta llog
e n ie m od

el o f m ie ro- fin e gr a in d isse lni
n a ted A u d e户洲its

碳酸盐岩层
,

中部滑塌层及上部含金细浊积岩层
。

(2) 金矿床形成应具备三个条件
:

¹ 矿源
,

包括矿源层及深源金
; º 具矿液运移有利通道 ;

» 有利的成矿环境 (容矿场所 )
。

( 3) 宏观上金矿床主要分布于晚古生代短轴背斜及弯隆的周边具滑塌层的中三叠统细浊

积碎屑岩中
。

本文引用了部分单位及一些专家学者的资料
;
在进行课题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谭运金高

级工程师及专题组同志们的指导和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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