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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金矿控矿构造及找矿远景分析
¹

黄永磋 卢寿麟 万维铿
( 冶金工业部第二地质勘 查局地 质矿产研究所 )

提 要 60 年代
,

闽中首次发现金矿点
,

几经查勘
,

至今尚未取得突破
。

笔者从控矿构造
、

矿源
、

热

源
、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

物化探异常
、

遥感地质信息等方面进行分析
,

认为以英安斑岩及其隐爆角砾

岩为主的次火山岩对本区金矿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

应以次火山岩型
一

斑岩型金矿为找矿重点
。

关键词 闽中金矿 成矿条件 控矿构造 找矿远景

闽中尤溪一德化地区
,

六十年代发现官 田金矿 (化 )点
,

迄今 30 载
。

这期间
,

数支地质队伍

多次查勘
,

几经起落
,

找到若干处金矿床 (体 )
,

但储量小
,

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

然而今 日却因金

矿地质信息多处引发 民众
“

采金热
” ,

原来穷山僻壤中的不少山村近一二年因采金而突发致富
,

真是今非昔 比
。

这个尚未步入中国金矿行列的
“

处女地
” ,

究竟前景如何 ? 本文拟侧重从控矿构

造进行探讨
。

1 区域地质概况及金矿类型

本区位于环太平洋成矿西带
、

北东向福安一南靖 (板 内 )深断裂带西侧
,

闽东火山断坳带中

的周宁一华安断隆带中段
,

即彭园一东华断隆带
。

据 (陈耀安
, 19 8 2 ; 王培宗等

, 19 93) 研究
,

该深

断裂带是本省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 I 级深部构造—
闽东沿海地慢陡坡带与闽中地慢坳 陷带

的分界
,

省 内长约 430k m
。

本 区正处于
“

坳 中凸
”

或凹凸过渡带
。

1
.

1 地层

出露地层有上元古界麻源群 ( R 3 m y )结晶片岩及变粒岩
,

局部夹石墨片岩
,

可划分为两

个沉积
一

火山喷发旋回
,

火山岩为中酸性火 山碎屑 (熔 )岩及中基性熔岩
,

总厚度 > 4 26 o m
。

上古

生界栖霞组 (P
, q )

、

文笔 山组 (P
, w )和童子岩组 (P

,

t) 灰岩
、

硅质岩
、

泥岩
、

粉砂岩
、

砂岩
。

中生

界溪 口组 ( T , x )粉砂岩
、

钙质粉砂岩
、

细砂岩
;长林组 (J

。‘ )砾岩
、

砂砾岩夹泥岩
、

凝灰质砂砾

岩
、

凝灰岩
,

总厚度 9 60 m
,

是一套陆相 山间盆地堆积物
,

下部以正常沉积为主
,

上部火山碎屑物

增 多 ;
南 园组 (J

。 n )中酸性
一

酸性熔岩
、

火山碎屑岩夹沉积岩
,

可划分为四个岩性段 (J扩
、。 ·d )

,

总

厚度> 3214m
, c
段 d 段可分别划分出 3 个

、 2个火山爆发
一

岩浆喷溢韵律
,

J急
,

底部有一层凝灰质

复成分角砾岩
。

其中以 R 3 m y 、

J
3 ‘ 、

J飞
,

含 A u 丰度较高
,

应属矿源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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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层分布
,

R
, m y 主要 出露于彭园一东华断隆带核部

,

呈北东 向展现
,

两侧多处出现

小
“

构造窗
” ,

尤以东侧为多
;
其他地层出露于断隆带两侧

,

以 J
。‘ 及 J扩

、 “

分布面积最广
。

1
.

南园组 2
.

长林组 3
.

梨 山组 4
.

文笔 山组
、

童子 岩组 5
.

栖霞组 6
.

震旦系 7
.

麻源群 8
.

石英脉 9
.

石英

斑岩 10
.

花 岗斑岩 H
.

英安斑岩 12
.

花岗岩 13
.

石英闪长岩 14
.

黑云角闪岩 巧
.

辉绿岩脉
、

基性岩脉 16
.

断层及编号 17
.

环形构造 18
.

复背斜轴 19
.

金矿床(点 ) 20
.

金银矿

图 1 闽中尤溪一德化地区金矿地质构造略图

Fig
.

1 G e o lo g iea l a n d s tr u et u r a l sk e t e h o f A u d e p o s its in Y o u 一 D e A r ea , the e e n tr a lF u Jla n p r o v in ee

1. 2 区域构造

本区处于活动大陆边缘
,

北东向福安一南靖深断裂
、

北西向顺 昌一闽清深断裂
、

南北 向浦

城一永泰篙 口大断裂交汇区的西南侧
,

南岭东西构造带的东延部分
。

因此
,

构造
一

岩浆活动频

繁
,

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

形成北东向
、

北西向
、

东西 向
、

南北向四组断裂相互交错的格局 (图 1)

1. 3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分布广
,

种类多
,

活动期次多达 5 期 8 ~ 9 次 (元古代未计在 内)归纳如表 1
。

其中以 阮;
一 。、

卯;
一 5 、

(瑞
‘3’b

含金丰度较高
,

可视为金源岩
,

尤其是 (次 )英安斑岩及其隐爆角

砾岩既是矿源岩
,

又是决定金矿体就位的主要热源体
。



第十卷 第二期 黄永磋等
:

闽中金矿控矿构造及找矿远景分析

1. 4 矿床类型

本区 已知金矿床
、

矿 (化 )点有官 田
、

安村
、

雷潭
、

十字格
、

西乾
、

龙 门场等 15 处
,

根据矿床

(点 )地质特征
,

结合矿体形成方式和成矿流体性质
,

矿床类型可作如下划分
。

(1) 与大气降水岩浆热液有关的石英脉型金矿
,

如官田
、

雷潭 (浅部 )
。

(2) 与大气降水岩浆热液有关的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
,

如安村
。

(3) 与变质热液叠加大气降水岩浆热液有关的层间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
,

如芹菜洋
。

(4 )与大气降水岩浆热液或渗滤热水有关的微细粒浸染型 (类卡林型 )金银矿
,

如龙 门场
。

此类型是我们在研究中
,

根据成矿地质条件及矿石中自然金
、

银金矿呈超微粒级者 占 98
.

82 %

而确定的
,

填补了福建金矿类型的一个空白
。

表 1 闽中尤一德地区岩浆侵人活动期次表

T a ble 1 In st r u ss iv e e p iso d e s in Y o u 一 D e A r e a ,

the e e n tra l F u
ji

a n Pr o v in e e

序序号号 岩体或岩脉脉 同位素地质质 期次划分分 代号号 相应地地 备 注注

名名名 称称 年龄 (M
a ))))))) 质年代代代

99999 (橄榄 )玄武岩
、

辉绿绿绿 喜山期期 月
666

第三纪纪 据 尤 溪 汤汤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川对 比比

88888 (石英 )闪长纷岩岩 K
一
A r
法法 燕 山晚期第二阶段段 6拜5 3 (2 )))

晚白奎世世 据 石 牛 山山

7777777 7 ~ 7 888888888 区对比比

77777 石英斑岩岩 K
一
A r
法法 燕 山 晚期 第一阶段段 入兀

5 3 (l ) bbb
早白奎世世 据 石 牛 山山

1111111 0 6
.

888 第四次次次次 区对比比

66666 (二长 )花岗斑岩岩 K
一
A r
法法 燕 山 晚期 第一阶段段 下

。

;
‘’)””

早白奎世世 据 永 泰 岩岩

1111111 2 2
.

555 第二次次次次 体对比比

55555 辉绿扮岩岩岩 燕 山 晚期 第一阶段段 日拜{
“ ’aaa

早白奎世世 据 邻 区区

第第第第第一次次次次 袱
‘1 ‘““

44444 英安斑岩岩 矿 石铅铅 燕 山早期 第三 阶段段 屯
n
(
‘3 ’bbb

晚侏罗世末末 据 邻 区区

1111111 4 555 第二次次次次 下眺
‘, )bbb

33333 (矿化 )辉绿岩岩岩 印支晚期期 归}}} 晚三叠世世 ???

22222 黑云角闪岩岩 K
一

A r
法法 海西一印支期期 中扫;

一 。。
二叠纪一一一

2222222 6 2 ~ 2 2 0000000 三叠 纪纪纪

11111 石英闪长岩岩 K
一
A r
法法 海西期期 6 0

几
一 。。

二叠 纪纪 仍 按 区 调调

2222222 6 3
.

999999999 成果
,

阮 ;
_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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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大气降水火山
一

次火山热液有关的火山
、

次火山岩型金矿
,

如安村南部
。

上述金矿的矿石类型多样
,

主要有
:

黄铁绢英岩型
,

黄铁硅化石英型
,

破碎蚀变岩型
,

隐爆

角砾 (熔 )岩型
,

石英脉型
,

方解石
一

石英硫化物型和方解石硫化物型等
。

研究表明
,

所见矿床
、

矿 (化 )体无不受构造控制
。

鉴于本区地处亚热带
,

植被发育
,

复盖严

重
,

找矿难度大
,

因此查明构造特征
、

演化及其控矿机制对本区的找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

2 控矿构造

2
.

1 近东西向基底断裂带

是南岭纬 向构造的东延部分
,

形成早
,

加里 东运动时发生剧烈挤压
,

海西一印支一燕 山期

均有活动
,

因受后期 N E
、

N W
、

SN 向断裂的切割
,

改造
,

致使形迹不大明显
。

从南往北可大致划

分出 4 条次级断裂带
,

间距 sk m 士
,

南部较强
,

往北至龙门场渐次减弱
。

下面综述南部的两条

(大传一十字路一铁岭一玲垄一蒲洋
;
淳湖一西乾一白叶一官 田 )断裂带

。

该带东起淳湖
、

大传
,

西至官 田
、

蒲洋
,

长> 3 o km
,

宽 6 一 l o k m
,

由 F 7
、

F 2 6
、

F 1 2 7 等 1 1 条

断续展现的次级断层组成
,

总体呈 E w 至 N W W 走向
。

其特征是
:

沿断裂带
,

岩石强烈片理化

和糜棱岩化
,

如 F 2 6 ; ao {
一 5

及 邺;
一 5

沿断裂带侵入
;
晚侏罗世 (次 )英安斑岩及环形构造沿此带展

布
;
与构造

一

岩浆活动
,

次火山作用密切相关的淳湖
、

太华山金矿床
、

安村矿田
、

白叶一上村矿床

(化 )
、

官 田一双旗山(芹菜洋 )矿 田组成的矿带呈近东西向展布
,

与断裂构造带一致
。

因此
,

近东西向断裂带是本区的控岩控矿构造带
。

2
.

2 北东向断裂构造带

该构造带是福安一南靖深 断裂带的次级构 造束
,

从西往东由 F1 05
、

1 04
、

1 03
、

1 01
、

1 00
、

F 1 2
、

F 17 等主干断裂组成
,

具等间距性
,

一般间距 3 ~ sk m
,

平面上呈斜列展布 (图 1 )
,

总体长

大于 4 0k m
,

走向 N E 至 N N E
,

倾向 S E 或 N W
,

其间尚有多条次级断裂
,

亦具等间距性
。

2
.

2
.

1 断裂带特征

上述断裂带
,

F 12 有工程控制
,

资料较多
,

阐述如下
。

F 12 自安村南西至西乾北东
,

长 1 0k m
,

由三条断裂破碎带 (F 12 一 1
、

F 12 一 2
、

F 12 一3) 组成

(图 2 )
,

断裂面沿走 向
、

倾向均呈舒缓波状
,

倾向 S E
、

地表倾角 60
“ ,

深部 (标高 45 o m 以下 )变缓

为 40
。 ;
挤压破碎明显

,

挤压透镜体长轴平行主断裂带
;
带中见 加 ;

一 :

经动力变质而成的片麻岩
;

构造角砾岩成分复杂
,

有结晶片岩
、

砂岩等
; 在西乾 R

3
m y 逆掩在 J

3 C 之上 ; 在安村
、

西乾等地

可见英安斑岩
、

二长花 岗斑岩
、

辉绿岩等沿断裂带或该断裂与东西向断裂交汇复合部位侵入
;

英安斑岩及其隐爆角砾岩和三个环形构造沿 F 12 展现 ; 加;
一 5

与 J孟
,

沿 F 12 呈断层接触
。

上述表明 F 12 形成较早
,

至少有 4 ~ 5 次大的活动
,

前期 (末次为 J
3 ‘ 之后

,

J孟
,

之前 )为逆断

层
,

切割深
,

强度大
,

以挤压应力作用为主
; 后期则为正断层

,

上盘下落
,

以张应力为主
,

显示先

压后张
、

先逆后正的特点
。

西乾 4 线剖面见两条层间破碎带 (图 3) 可能是 由形成 F 12 的挤压应

力引发的次级构造
,

其间有 C u 、

A u 、

A g 矿 (化 )体
。

从中基性一中酸性一酸性岩脉和次火山岩

多沿 N E 向展布以及有的地质点所见断裂性质判断
,

F 1 7
、

F 100 一 F 1 05 等断裂带与 F 12 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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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倾向各有差异外
,

其形成
、

演化
、

性质等多有相近之处
。

2
.

2
.

2 北东向和东西向构造联合控制矿 田
、

矿床的展布

官 田一双旗山矿 田位于 F1 05
、

1 04 与东西向构造带的交汇区
;
安村矿 田位于 F 1 00

、

F 1 2
、

F1 7 与东西向构造带的交汇区
;
白叶一上村矿床 (化 )位于 F1 03 与东西向构造带的交汇区

。

大

部分的矿 (化 )点位于这两组不同方向断裂交汇处
,

如安村矿 田中的半岭
、

十字格位于 F 17 与

E W 向 F 7
、

F 2 6 的交汇处
,

Flz 与 F 7
、

F 26 形成的交汇处则控制了西乾等 4 个矿 (化 )点 ;
铁岭一

丘村矿点展现在 F 1 00 与 F 26 的交汇区
。

因此
,

北东向主断裂及其与东西向断裂交汇处是本区

主要的导矿构造
,

联合控制了矿 田
、

矿床的展布
。

应予指出的是
,

低序次的 N E 向断裂是本区主要的储矿构造之一
,

如安村 的 51 号矿体群

赋存在 F 1 2 ; 品位极富的十字格
、

丘村金矿体产于 N E 向断裂中
;
西乾

、

双旗山
、

雷潭金矿受控

于 N E 向断裂者亦不乏其例
。

2
.

3 北西向断裂构造带

是构成下云一伏口断裂带的 由 F
, 、

F
Z 、

F 3 、

F S

等组成的构造束(图 1 )
。

形成时代晚于北东向

断裂
,

多表现为切割后者
。

但由于 N E 向断裂多期多阶段活动直至第三纪仍有表现
,

因此
,

反切

现象亦有所见
。

次级断裂发育
,

已查明十几条
。

2
.

3
.

1 断裂带特征

断裂力学性质表现为以扭张为主
,

后期局部出现扭压现象
。

如 F
l

、

2
、

3
、

1。
、

8

等断裂构造角砾岩

发育
,

角砾排列凌乱
、

松散
; 断裂带两侧平行 主干断裂的次级裂隙和与主干断裂斜交的羽状裂

隙较发育
; F

l。、

F」8

断裂带及其两侧的辉绿岩脉发育
,

断层面陡倾
,

断面平直光滑
,

可见水平和斜

冲擦痕
。

2
.

3
.

2 北西向断裂是重要的容矿构造

安村的 53 号矿体产于 F
: 8 ,

产状与断裂一致
; 54 号矿体产于 F 1 8

南西侧的次级裂隙破碎带

中
;
雷潭金矿体多产于 F1

。 ;
官 田

、

双旗山
、

西乾等地有的矿体也产于 N W 向断裂带中
,

因此是

本区金矿的重要容矿构造
。

2
.

4 近南北向构造

在本区形成最晚
,

表现为切割其他方向的断裂
。

雪尾尖一下溪边断裂带是浦城一永泰篙口

大断裂带 的次级构造
,

长 约 30 k m
,

云溪一雷潭 断裂为其组成 部分
,

长 1ok m
,

在雷潭等地被

如 ;
(2’

和 袱;
‘’‘

所充填
。

雷潭 5 号含金石英脉产于近南北向的石英斑岩脉旁侧
,

有的石英斑岩中

可见浅灰色微细石英脉穿插
,

含金 1 05 又 1 0 一 9 ,

这些表明该断裂带也起到赋矿作用
。

综上所述
,

本区构造演 化及其控岩控矿作用可概括如下
:

早期 (加里东或更早 )
,

受南北 向

挤压应力作用
,

形成近东西 向构造带
;
海西一印支期

,

由于大洋板块俯冲
,

发生北东向福安一南

靖 (以压应力为主的 )深断裂带
,

并引起东西 向构造带复活 (显张性 )
,

成为沿深断裂上升的超基

性
、

中酸性岩浆 (主要 )就位空间
,

并带来岩浆期后含矿热液
;
燕山期

,

在大洋板块的冲撞下
,

N E

向的断裂多次活动
,

并派生层间断裂 (以压应力为主 )
,

稍后形成 以张为主的北西向断裂
,

基性

岩浆侵入
,

中酸性
一

酸性火山喷发和 相应的次火 山岩
、

隐爆角砾岩沿 N E 向
、

Ew 向及两者的
“

构造结
”

侵入定位
,

同时形成 (本区主成矿期 )的硅化石英脉型
、

破碎带蚀变岩型
、

次火山岩型
、

斑岩型金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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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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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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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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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金矿化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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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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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t 3 m yyy

CCC u lll

bbb rrr

长林组 麻源群

图 3

3
.

英安斑岩 4
.

辉绿纷岩 5
.

铜矿体 破碎带

西乾 4 线剖面层间破碎带

F一9
.

3 F o rrn a tio n fr a e t u r a l z o n e in p r o file o f rh e 4 rh lin e a t x ig a n

3 找矿远景分析

近年来
,

本区民众采金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

真有
“

遍地是黄金
”

之势
。

但查勘结果似乎又表

明
”

只有星星
,

没有月亮
” 。

因此有必要从成矿条件等方面对找矿远景加以分析
。

3. 1 成矿条件

3. 1. 1 矿质来源

研究成果表 明本 区麻源群变粒岩
、

片岩
,

长林组砂砾岩
,

南园组底部复成份角砾岩
,

海西一

印支期石英闪长岩
、

黑云角闪岩以及燕山期的次英安斑岩体含金丰度高 (表 2 )
,

具有多源矿质

特征
,

可概括为
“

三层二岩一体
” 。

3. 1. 2 硫
、

铅稳定同位素特征

采自两个矿区的 14 个硫化物单矿物 沪 S 测定结果 (表 3) 表 明
:

数据集中
,

均与陨硫值一

致
,

具慢源特征
。

三个方铅矿的铅 同位素结果
,

在
2“7 pb/ 20 ‘p b

一 ZO6 p b /
2 。‘p b 座标图(图 4) 中

,

分别落在岛弧铅和

靠近地慢演化曲线的大洋火山岩铅范 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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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硫
、

铅同位素成果
,

既表 明成矿物质的深源性特征
,

结合本 区金矿与多金属硫化物的

共生关系
,

也可作为岩浆从下地壳乃至上地慢携带矿质的佐证
。

表 2 闽中尤一德地区主要地层
、

岩体含金丰度表

T a b le 2 A u a b o u n d a n e e o f s tr a tig r a Ph ie u n its a t Y o u 一 D e A re a

地地层或岩体体 岩石名称称 样数数 金含量 (只 1 0 一 9

))) 备 注注

代代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范范范范范围围 均值值值

麻麻源群群 片岩
、

变粒岩岩 6 222 2
,

4 ~ 1 3
.

888 1 0
.

4 444 部分成果来源于二勘局一队队

PPP t 3 , ,,,,,,,

长长林组组 砂岩
、

砂砾岩
、

泥岩岩 1 7 777 2
.

3 ~ 3 3
.

555 2 9
.

1 666 部分资料据区测成果整理理

JJJ
3ccccccccccccc

南南园组一段段 复成分角砾岩岩 lll 8 6
.

7 000 8 6
.

7 00000

JJJ售
。。。。。。。

海海西一印支期期 石英闪长岩岩 3 111 7
.

0 ~ 1 8
.

555 9
.

3 777 部分资料来源二勘局二 队队

占占O ;一
5555555555555

海海西一印支期期 黑 云角闪岩岩 111 1 4
.

888 1 4
.

88888

申申俘
; 一 5555555555555

燕燕山期期 英安斑岩岩 2 000 3一 3 000 1 0
.

000 据二勘局一 队队

苍苍刀聋
‘3 , bbbbbbbbbbbbb

表 3 安村
、

龙门场 护侣 成果表

T a ble 3 6 3 ‘5 a n a ly sis fo r sa m Ple fr o m A n e u n a n d L o n g m e n e h a n g

矿矿 区区 测定矿物物 样数数 己3 ‘S (%
。))) 离差差

(((((((((((((((((((((((((((%。)))范范范范范围围 均值值值

安安 村村 黄铁矿
、

黄铜矿矿 333 0
.

8 ~ 4
.

777 一 1
.

777 5
.

555

龙龙门场场 黄铁矿
、

毒砂等等 l 111 1
.

5 ~ 3
.

888 2
.

5 777 2
.

333

3
.

1
.

3 热源

本区岩浆侵入活动
,

自海西期 以来有 5 期 8一 9 次 (表 1 )
,

燕 山期基性
一

中基性
一

中酸性
一

酸

性岩浆侵入频繁
,

尤其是相当于 J孟
,

的次英安斑岩及其隐爆角砾岩更为普遍
,

为金矿的形成提

供了充分的热源
、

热流
、

热力场和热动力条件
。

兹举一例说明
。

西乾 Z K o 02 中仅 。
.

6 m 厚的辉绿粉岩
,

其上盘 3 ~ 4 m
,

下盘 lm 的围岩存在微弱的 A u 、

A g

矿化 (表 4 )
,

这表明原来被认为与矿无关的辉绿粉岩在一定条件下所提供的热能也能引起矿

化
。

从微见著
,

大量出现的次英安斑岩体及与之相联的 (较深的 )岩浆源对形成金矿的作用就更

不容低估了
。

类似情况不少
,

如安村 51 号矿体群多产于二长花岗斑岩脉的上盘 (图 2)

3
.

1
.

4 储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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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i阮
少

少衅
/ \

, 、 一 ~ 了 深海沉积物铅

: 、 今

、 。 岛弧铅 }
’

⋯

沐
‘

⋯ /.

吞
. ’

⋯ 二

醚
丝贮

大洋火山岩铅

o 安村

+ 龙门场

‘ 雷潭

1 5
.

4 匕
1 7

.

0 2 9
.

0 期Pb / 胡Pb

图 4 尤溪一德化金矿
’0 7

p b/
20 ‘pb

一 2 0 6
p b /

, 0 ‘
p b 座标图

Fig
.

4 p lo t sh o w in g s o u r e e s o f p b

前已述及东西 向
、

北东向
、

北西 向
、

南北 向构造对矿带
、

矿田
、

矿床和矿体的系列控制
,

这里

着重阐述以英安斑岩及其隐爆角砾岩为主形成的次火 山机构的储矿作用
。

表 4 西乾 Z K o02 辉绿扮岩上
、

下盘 A u
、

A g 矿化表

T a b le 4 A u ,

A g m in e r a liz a tio n in u PPe r a n d lo w e r p la te s o f d ia b a s ic Po r Ph yr ite in Z K 0 0 2
,
X ig a n

孔孔深 (m ))) 样号号 分析结果 ( x lo 一
6

))) 地层 或岩体体

AAAAAAA uuu A ggg C u (% )))))

777 2
.

5 0 ~ 7 3
.

5 000 H 4 2 5 777 0
.

0 111 2
.

000 < 0
.

0 111 P t 3 . 。
··

777 3
.

5 0 ~ 7 4
.

5 000 H 4 2 5 888 0
.

0 666 3
.

555 < 0
.

0 111 P t 3明 ,,

777 4
.

5 0 ~ 7 5
.

5 000 H 4 2 5 999 0
.

1 111 1 2
.

000 < 0
.

0 111 P t 3 , ,,

777 5
.

5 0 ~ 7 6
.

5 000 H 4 2 6 000 0
.

0 333 4
.

000 < 0
.

0 111 P t 3二 、、

777 6
.

5 0 ~ 7 7
.

0 999 H 4 2 6 111 0
.

0 111 TTT < 0
.

0 111 辉绿纷岩岩

777 7
.

0 9~ 7 8
.

0 999 H 4 2 6 222 0
.

0 333 TTT < 0
.

0 111 P t s, ,,

英安斑岩及其隐爆角砾岩多出现在 N E 向
、

E W 向断裂带或两者的交汇区
。

就 目前资料
,

主要集中在本区南半部的淳湖
、

大传一官田
、

蒲洋东西 向构造带沿
“

构造结
”

侵入定位
,

部分岩

浆则沿该两组构造的次级断裂侵入形成脉状或楔状体产出
。

次火 山岩浆基本定位后
,

气液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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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聚集引起隐爆形成隐爆角砾岩
。

调研证实
,

本区大部分的英安斑岩体多伴随隐爆角砾 (熔 )岩

及 金矿 (化 )体
,

如安村 76 号矿体(长 > Zo on
l )呈近东西向产于环形构造范围内的英安斑岩及

其隐爆角砾岩与 J色
,

的接触带
;
70

、

74 号矿体亦有类似情况
;
受控于 F

; 2

的 51 号矿体群
,

从矿石

特征
、

元素组合
、

自然金成色及空间分布等方面考察
,

也表 明大部分矿体与次火山岩密切相关
;

十字格
、

丘村品位极富的金矿脉亦与次英安斑岩相伴产出
。

应予指出的是
,

目前所找到 的次火山岩型金矿体都是呈脉状产于断裂中
,

陡倾角
,

但从

(次 )火山机构考虑
,

可能存在与环状构造相配套的放射状
、

环状裂隙系统以及 (超 )浅成岩体与

围岩的内外接触带
,

应该说
,

这些是更为有利的 (次 )火 山岩型
、

斑岩型矿床的储矿构造
。

决不能

因为它们尚未被揭露而忽略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地质规律
。

3
.

1
.

5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1) 成矿温度 根据 22 件石英
、

方解石包体均一法测温结果
,

本区金矿可划分为三个成矿

阶段
:

中高温成矿阶段
:
2 65 ~ 3 6 0

一

C

中低温成矿阶段
: 1 45 一 2 6 5

‘

C

低温成矿 阶段
:

65 一 1 3 5 C

结合矿石矿物组合及围岩蚀变特征
,

中低温是金
一

多金属硫化物
一

石英结晶沉淀 的主要成

矿阶段
。

(2) 成矿压力及成矿深度 据委托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对雷潭样品测定
,

其成矿压力为

32 ~ 50 M Pa ,

换算成矿深度为 1
.

07 一 1
.

6 7k m
。

根据经验公式对安村矿区计算结果
,

成矿压力为

1 7
.

3 ~ 3 1
.

7M Pa ,

成矿深度为 0
.

5 8 ~ 1
.

o 6k m
。

龙 门场成矿压力为 1 7
.

9 ~ 4 3M Pa ,

成 矿深度

。
.

“ ~ 1
.

4 3 k m
。

表明本区金矿均属浅成到超浅成产物
。

(3) 成矿溶液成份 据龙门场
、

安村 6 个矿物包体成分测定结果表 明
:

成矿溶液 中 H
Z
O 占

9 5 %以上
,

龙门场矿区 N a》K
、

C a > M g
、

C I
一

> F
一 、

CO
:
= 1

.

1 2 %
,

成矿溶液为 C a 一

CI
一

CO
:

型水
,

具有层 间溶液 特点
,

但 5 0 犷/ CI
一

> 0
.

01
、

C H
;

一 0
.

01 %
,

气相 中含有 H
: ,

含盐度 < 15 w t %

N a
CI

,

又具有岩浆热液性质
,

因此可以推知龙门场金矿成矿热液为大气降水岩浆热液或渗滤

热水含金碱质溶液
。

安村矿区的成矿热液为大气降水岩浆热液
。

3
.

1
.

6 剥蚀程度

据对安村 (分别 )赋存于 F 1 2
、

F 7
、

F 18 中的 5 1
、

5 2
、

5 3
、

54 号矿体进行构造地球化学研究
,

其 A u 、

T e 、

Bi 含量及 比值 (表 5) 表明
,

T e 、

Bi 含量随 A u
含量的增加而升高

,

Bi 的升幅 > T e ;

T e / B i沿 5 1
、

5 3
、

5 4
、

5 2 号矿体 (由东到西 )减少
; 5 2

、

5 3 号的 A u / B i
、

A u / T e 、

T e / B i 比值较接近
,

其中 T e 、

Bi 含量均 > 51 号矿体
; 54 号介于 51 号与 53 号之间

。

据此认为 52
、

5 3
、

54 号矿体剥蚀

程度大体相同
,

接近矿体中部
; 51 号矿体剥蚀较浅

,

应为矿体的头部
。

S e / T e 、

A s / Bi 比值也表

明 51 号矿体剥蚀程度低于 5 2
、

5 3 号矿体
。

据构造地化及化探 A u 、

A S
等异常成果综合分析

,

F 12 以东及某些地段 的次火 山岩型金矿

也多属浅剥蚀
,

联系矿床地质的其他特征
,

有理 由认 为本区次火山岩型金矿的主矿体仍处于

(半 )隐伏状态
。

3
.

2 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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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找矿标志显著
,

计有地层
、

构造
、

岩浆岩
、

近矿围岩蚀变
、

某些金属非金属矿物及其标

型特征
、

重砂异常
、

物化探异常
、

原生矿 (化 )露头及铁帽
、

转石等
,

前面多有阐述
,

兹择要说明
。

表 5 安村 5 1一5 4 号矿体 A u
、

T e
、

Bi含t

T a ble 5 A u ,

T e ,

B i v a lu e s o f 5 1 一 5 4 o r e

bo d ie s ,

A n c u n v illa g e

矿矿体 (样品数 ))) A uuu T eee B iii A u / B iii A u / T eee T e
/ Biii

XXXXX 1 0 一 666 X 1 0 一 666 X 1 0
一 ‘‘‘ }}}}}

555 1 号矿体 (7 ))) 1
.

9 666 0
.

0 888 ... 2 4
.

555 0
.

3 555
000000000

.

2 3 8
.

5 2222222

555 3 号矿体 (1 6 ))) 2
.

2 555 1
.

2 000 6
.

1 888 0
.

3 666 1
,

8 888 0
.

1 999

5554 号矿体 (4))) 0
.

4 555 0
.

0 5 333 0
.

3 888 1
.

1 888 8
.

4 999 0
.

1 444

555 2 号矿体 (1 0 ))) 3
.

0 444 1
.

1 999 8
.

6 111 0
.

3 555 2
.

5 555 0
.

1 444

3
.

2
.

1 重砂异常

1 :

20 万区测资料有官 田
、

安村
、

清溪等金重砂点
、

面异常 17 处
。

经近几年的调研
,

远不止

此数
,

而且有的点异常实际上是面异常
。

异常总面积近 look m
Z 。

勘查成果表明
,

凡经详细追索

的重砂异常 区 (点 )几乎均能找到金矿 (化 )体
。

因此
,

这些金重砂异常是寻找岩金 的重要线

索 ¹
。

3
.

2
.

2 化探异常

据 冶金部二勘局二队资料
,

本区分散 流金异常 (下限 10 又 1。一 ’)有官 田
、

安村
、

龙 门场三

片
,

总面积约 18 o k m Z 。

经进一步对土 壤
、

岩石采样
,

亦呈现金地化异常
,

而且彼此 内在联 系密

切
: A u 100 只 10 一 ’

原生晕等含量线基本 圈住了金矿化带
,

20 0 x 10 一 9

等含量线基本 圈住 已知矿

体
,

异常走向与矿 (化 )体一致
;
金原生晕异常区周围

,

次生晕 明显
,

40 只 10 一 9

等含量线圈住了矿

化地段
,

80 只 10 一 9

基本圈住了矿体分布范 围
;
矿化带 四周水系分散流金异常

,

20 又 1。’ 9

等含量

线指示了找金远景 区
。

3
.

2
.

3 物探异常

激电法及 电阻率法测定结果表明
,

矿体赋存的断裂构造带与围岩相 比
,

具有偏高的极化率

和低电阻带特征
。

这是 由于金矿 (化 )体往往含有一定数量的金属硫化物
。

业 已查明黄铁矿等

硫化物是金的主要载体矿物
,

因此
,

所圈定的激 电异常和视电阻率异常指示与金矿有关的硫化

物 富集地段
。

对 已知金矿体进行磁法测量
,

磁场值多低于所选定的基点值
,

而且负值较多
。

这是由于含

矿热液沿断裂构造带运移过程
,

产生蚀变
、

矿化
,

导致围岩 中的 F e , , ~ F e 3+
或硫铁矿引起 的

。

因此
,

局部的低值或负值磁异常带 (地段 )对找矿亦有一定意义
。

3
.

2
.

4 遥感地质信息

遥感地质构造解译出 12 个环形构造º
。

主要分布于近东西构造带的火山岩 区或火山岩与

R 3 m y 、

加; 一 5

的断裂带两侧
,

与次火 山岩密切相关
,

有的已被证实是英安斑岩岩浆上侵定位拱

¹ 卢寿麟
.

福建砂金矿源及远景
.

福建冶金地质
, 19 8 6

º 杨景元等
.

福建省尤溪龙门场一德化安村遥感地质构造解译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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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所致
。

这些地段多有金矿化或化探金异常
。

当然
,

在运用诸多找矿标志时
,

必须综合分析
,

方能达到找矿的目的
。

3
.

3 找矿前景

3
.

3
.

1 找矿模式

总观上述区域地质背景
、

成矿条件及找矿标志
,

本区的找矿模式可归纳为
:

深断裂带旁侧
-

北东向与东西 向构造带交汇区
一

英安斑岩及其隐爆角砾岩出露或环形构造显示
一

化探或重砂金

异常地段
一

蚀变矿化带或金矿体
。

3
.

3
.

2 找矿远景

鉴于本区金源丰富
,

构造
一

岩浆活动
、

金矿成矿作用多期多阶段进行
,

矿床类型多样
,

重砂
、

化探金异常面积 1 00 ~ 2 。。km
Z ,

控矿构造十分发育
,

容矿空间大
,

(基本上 )未受剥蚀
,

因此具备

形成大中型矿床条件
,

甚至存在大型一超大型金矿床的可能性
。

既然如此
,

那么怎样才能更快地取得突破性进展呢 ? 关键是
:

既要寻找
“

小
、

浅
、

富
”

的地表

矿
,

以解决近期找矿效果和经济效益 问题
;
更必需在深入研究

,

深化认识的基础上
,

在次火 山

岩
、

主要是英安斑岩及其隐爆角砾岩与环形构造
、

构造交汇区
、

化探重砂异常叠合部位
,

以寻找

(半 )隐伏 (次 )火 山岩型
一

斑岩型金矿为重点
,

开展地质
、

物化探
、

火 山岩构造及热晕测量等工

作
,

而后深部验证
,

这样就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取得重大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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