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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火山岩区金矿床黄铁矿

的找矿矿物学研究

邵洁涟 梅建明
徽

(武汉地质学院
,

提要 论文给出 厂中国浙江火山岩区金矿床中黄铁矿的微缄元素
、

形态和物理性质找矿标型特征
。

例如
.

(在许多
)
浙江火山岩区重要金一银矿床中黄铁矿相对富含铅

、

锌
、

铝
、

锡
、

砷
、

锑
、

钮而

贫钻
、

镍
、

硒
、

筛
:

并且 S / 父
、

A g / A u
、

p b / N ,
、

s e / T e
、

( ^ s + s b + B i ) / ( S e

+ T e )
tt 值较高

,

C o / N i
、

Ag / P b
、

A g / Z n
、

C u / Z n
和 ( C o + N ; ) / ( P b + Z n ) 比

值较低 再如含金黄铁矿比不含金黄铁矿的反射率低
‘。

总之
,

黄铁矿的标型性研究对 于寻找金矿

具有电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

关键词 火山岩区
:

金矿床
;

黄铁矿标型
:

找矿
。

一
、

概 述

由于金的亲铁性导致金常与黄铁矿共生
,

使黄铁矿成为金矿床中仅次于石英的第二种最

丰富的造矿矿标 众所周知
,

在自然界黄铁矿具有多种成因产状
,

在各种不同成因类型和工

业类型金矿床中几乎都产有黄铁矿 1”〕
。

黄铁矿储藏有大童的成因信息和找矿信息 3 一别
,

是

当 前 兴 起的
目

找矿矿物学
”

的重要研究对象一翻
。

世界上产于陆相火山岩区的浅成火山热

液型金矿床约占总储量的 10 一 15 %
,

苏联此类金矿占全苏金矿储量的30 % 以上
,

美 国 高 达

50 % 以上
一

,
。

我国浅成火山热液型金矿的成矿地质前提条件与苏联
、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恻以
.

但已发现的火山岩型和次火山岩型金矿的储量仅占全国金矿总储量的 1
.

3 %
,

即此类金矿在

我国找矿的潜力很大
,

远景较好
。

我们对浙江火山岩区如下表 (表 l) 所示的两大类
、

五亚

类
、

七个金矿床和金矿化点中的黄铁矿进行了矿物标型性研究
,

发现研究结果对于帮助确定

该区及类似陆相火山岩区金矿床的成因
、

找矿方向和提供找矿标志
、

评价金矿远景等方面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

今简介如下供参考
。

嵌徐国风
、

丰淑庄
、

左大华
.

杨中漪
、

薛成秀
、

王苹等参加了部分 I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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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火山岩区金矿床和金矿化点分类简表 表 ,

类类类 亚 类类 主 要 特 点点 代表性产地 (式 )))

^̂̂ 类类 人一 a 亚类类 产于或主要产于陈嫂群变质岩中的金攀矿床和矿化点点 遂昌银坑山 ‘I式 )))

产产 f中生界火山岩或或或或 东阳罗山 ( I一式 )))

““
元古界陈蔡群变质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中中的燕山期浅成火山山 A 一 b 亚 类类 产于或主要产于磨右山组彝山岩中中 龙泉八宝山 (川式 )))

热热液卿金银矿床床床 的盆银矿床和矿化点点 武义弄坑 (lV 式
,,

人人人一 c 亚类类 产 于中生界火山岩系中的含金金 天 台大岭口 《讥式 )))

.......

之怕锌银矿床床 黄岩五部 《姐式 )))

^̂̂̂̂ 一 d 亚类类 产 f燕山期火山通道裸发角砾砾 水康柏岩 《V 式
JJJ

岩岩岩岩简中之含金的银矿床床床

BBB 类类 B 亚类类 产 f前寒武系双澳坞火山岩及
··

绍兴中香
、

诸诸
产产 犷元占界双澳妈群群群 棍合岩中之含铜的金矿床床 替成山 (恤式 )))

中中的雪峰期浅成火山山山山山

热热液型钢金矿床床床床床

二
、

黄铁矿的形态特征

黄铁矿是本试址币要的硫化物类矿物
.

在银坑山 W 一 1 号矿体石英脉型金银矿石中
.

黄

铁矿含以为2
.

1 %
.

占所有金属矿物的73
.

8林 %
,

在其他矿区黄铁矿也属主要金属矿物
:

遂

矛、银坑山黄铁矿至少
, lf {l’ 三个世代

:
第

·

世代黄铁矿 ( Py一 I) 为细粒的不含金黄铁矿 (粒

度小 J=( )
.

2 毫米
, ,

与第
·

世代石英 丈O 一 I )
、

蹄化物等共生
:

第 一世代黄铁矿 《P y 一 H , 为
‘

!
,

粒含金黄铁矿
‘粒度多1J( )

.

3 一 l
‘

5 屯米
,

含金
.叮达 :州 5 克 / 吨以 上

,

多为立方体或 立方

体
’j ll: 角 }

一

几面体聚形
; .

与自然裔银系列矿物
、

其它硫化物
、

第 几!川仁石英 ‘Q 一 11 , 、

蔷薇

辉石
、

菱锰矿
、

冰长石
、

萤石共生
:

第三世代黄铁矿
,

‘P y 一川 , 为单一块状黄铁矿脉 中的

粗粒黄铁矿
‘
有的喂认方体品 l珍

,

拉度人 J
:

3 毫米或
,l石簇状一产在

,}八洞中
,

多为八面体或八

而体与 ,’l’. 方体聚形
.

粒度 . ll’人 j
飞

加奄米以 l-- , .

与第 二世代石英
‘Q 一 川 , 及碳酸盐类矿物共

生 东阳罗山矿石
‘

l, 黄铁矿至少有 毛个世代
:

第 世代 ( P y 一 I , 系粗粒之方体黄铁矿 《粒

i变多为一 ;, 一 3 毫米
》.

与第 tl七代粗粒石英 ( Q 一 I ) 共生
:

第 几t佳代 f P y一 11 ,
为细粒 丘

角 }
·

几lhi 体黄铁矿
‘粒度 为0

.

吃一 0
.

:‘毯米
, .

与第 几世代细粒石英 (Q 一 11 , 、

银金矿
、

螺硫

银(i)’*
、

磁黄铁矿
、

多金属 硫化物等共生
:

第三世代
( P y一 111 ) 为极细粒 立方体黄铁矿

。粒度
.

小 ,
: ‘!

.

昭 .’&米
, , ’于第 .:ll 日忆石关 ‘Q 一 川 , 、 自铁矿

、

胶黄铁矿及部分螺硫银矿共生 龙泉八

宝 11一黄铁位
’

.

, :
l
’

能 (l
‘

仁个If处代
:

第 I眨f七 《 p y 一 I ) 为微细粒状 (粒)变约 为(,
.

‘)一 ‘)
.

0 3
,

毫米
, 、

卜要
‘.飞,’l-. 方体

,}八形的黄铁矿
.

它们多在蚀变!目岩中分布
:

第 几世代
‘P y 一 fl ,

为细粒“粒度

多为”
.

2 一 。
.

:‘ 乞米
,

、

卜公叭 II: ffl 十 几面体的黄铁矿
.

它与毒砂
、

自然金银系列矿物
、

多金

属硫化物等J七
’

l二
.

含金
、

银1.乏高
:

第 三Jll:代 ( P y 一111 , 为块状黄铁矿脉
,

晚 J
几

金
、

银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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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弄坑黄铁矿有四个世代
:

第一世代 ( P y 一 l) 系粗粒立方体黄铁矿 (粒度多为0
.

3一 2

毫米 )
.

与第一世代石英 (Q 一 I) 共生
;

第二世代 ( P y一 H ) 为块状黄铁矿 (粒度较小 )
,

与第二世代石英 (Q 一 H )
、

铁闪锌矿
、

磁黄铁矿
、

金银矿物等共生
;

第三世代 (P y 一川 )

系微细粒五角十二面体黄铁矿
,

与第三世代石英 (Q 一 m ) 及金银矿物共生
; 第四世代 。Py

一 份 ) 为细粒立方体黄铁矿与第四代石英 (Q 一 w ) 共生
,

晚于金银矿化
。

绍兴中吞黄铁矿

与金银矿化关系密切的至少有两个世代
:

第一世代含金黄铁矿 ( P y 一 l) 系细粒五角十 二

面体黄铁矿 (粒度多为 0
.

4 一 0
.

9 毫米)
、

与 自然金及第二世代石英 (Q 一 H ) 共生 ;
第二世

代 ( P y 一 H ) 为微细粒含金黄铁矿 (粒度多为0
.

07 一 0
.

1 毫米)
,

立方体晶形
,

与第四世代

石英 (Q 一 IV ) 和极少量自然金共生
。

天台大岭口黄铁矿至少有三个世代
:

第一世代 ( P y

一 I ) 为细粒立方体黄铁矿 (粒度0
.

1 一 0
.

5 毫米)
,

与第一世代石英 (Q 一 I) 共生
;

第二

世代 ( P y 一 n )为半自形细粒含金黄铁矿
,

与第二世代石英 (Q 一 n )
、

含银方铅矿
、

闪锌矿等

共生
:

第 三世 代 ( P y 一 11 1) 系他形含金黄铁矿
,

与第三世代石英 (Q 一 In )
、

深红银矿
、

银

黝铜矿
、

辉银矿
、

多金属硫化物
、

白铁矿等共生
。

上述事实说明了在本区同类金银矿床或金银矿化矿石中
,

富金黄铁矿具有颗粒较细
、

晶

形以五角十二面体为主的形态特征
。

三
、

黄铁矿的化学成分特征

本区黄铁矿储存有大量成因信息和找矿信息
,

其中以化学成分标型特征最为重要
。

我们

对本工作区金矿床中三十多件黄铁矿样品进行 了单矿物化学定量全分析
,

获得 了一些有用信

息 (见表 2 一表 6 )
,

现简要阐述于下
。

从表 2 到表 6 资料可以看出
:

( 1 ) 浙江火山岩区独立金矿床中黄铁矿含金平均大于 25 克 / 吨
,

伴生金矿床中黄铁矿

含金平均约为巧一 25 克 / 吨
,

不具工业意义之矿化区内的黄铁矿含金往往平均不到 l 克 / 吨

(表 2 ):

( 2) 工 业意义较大的 I
、

m
、

VI
、

vII 式金银矿床中的黄铁矿比工业意义较小的 vIII 式含

铜的金矿床中之黄铁矿具有 C o 、

N i
、

Se 、

T e 显著地低
,

C o / N , 、

A g / p b
、

A g / Z n 、

e u

/ Z n 、

( C o + N ‘ ) / ( p b + Z n ) 比值小
,

p b
、

Z n
、

M o
、

S n 、

A s 、

s b
、

B i 明显高
,

s /

Se 、

A g / A u 、

Pb / N :
、

S e / T e 、

( A s + Sb + B , ) / ( Se + T e ) 比值较大的特点 (表 4 )
。

这些特点从形成的地质特征来看是由于前寒武纪古火山热液矿床 C o 、

Se 含量高且没有 Pb

的大量富集
,

以及中生代浅成火山热液矿床富含 Pb
、

M o ,

Sn 、

Bi
、

Sb 而决定的
。

此与环太

平洋金矿带亚洲分支总的地质构造特征完全一致
,

提供 了在浙江火山岩区有可能找到金一锡

矿床
、

钨
、

铝
、

锡
、

秘
、

金综合矿床和铅锌金银矿床的重要信息
。

上述资料不但为找矿初期阶段评价矿化远景提供了有效的定量数据
,

而且还提供上述两

类矿床形成条件的成因信息
。

显而易见
,

产于双溪坞群轻微变质的变安山岩
、

混合石英闪长

岩中的 B 类矿床
,

具有前寒武纪古火山热液矿床的特征
,

因而黄铁矿的 C o
、

N ; 、

Se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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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C 。 / N i 比值都较高
。

而且 B 类矿床黄铁矿铅含量和 Pb / N : 比值低以及 人g / Pb 比

值高都反映 了古老热液金矿床的特征 (没有铅的大量富集 )
。

相应 A 类矿床 M 。 、

sn
、

Sb
、

Bi

含量和 P b / N , 、

( A S + S b +. Bi ) / (se 十 T “ )比值高反映 了年轻热液金矿床的特点
(金矿

化演变到古生代特别是中
、

新生代铅大量富集并含有M O 、

sn
、

S b
、

Bi 等特征元素
》 A 类矿

床黄铁矿含 Pb
、

Z n 、

M o 、

Sn
、

A g 和 As
、

sb
、

Bi 较高说明类质同象替换作用较 为发育
,

份

致 A 类矿床黄铁矿的 ( Fe 十 S ) 数值较低 ‘A 类矿床为”
.

176 %
、

B 类矿床为9 9
.

8 6 仅“ )

( 3 ) 在 A类矿床中同属于陈蔡群变质岩中的金银矿床 ( A

一 亚类矿床 , f 业怠 义也

不相同
。

工业意义人的银坑山矿床 ( I式 ) 黄铁矿比之经济价值小的罗山金银矿化点
花H 式

)

具有含 C o 、

sn 、

p b
、

A u 、

s b
、

B , 、

T e 较高和 A g / A u 、

A g / p b
、

C u / Z n
、

s仁 / T 。
、

‘A S

+ Sb + B i ) / ( Se + T e ) 比值较小以及 C 、) / N ,
、

S / S。
、

Pb / N , 比f广*较人的特点
(表 5 ,

这不但在理沦上可以解释银坑山金银矿石矿物组合复杂 (如具有蹄化物
、

秘硫盐类矿物
、

锡

硫盐类矿物
、

锰矿物等 , 的必然性
,

而且在实际上提供 r 在本区子找人型金银矿床的矿物学

标志
。

同样
.

对产 f (或 主要产 f )
磨石山组火山岩中的金银矿床 ( A 一 b 类矿床 ,

.

经济价

值较大的八宝山金银矿床 (II I式
, 较之工业意义小的弄坑金银矿化点

(份式 , 黄铁矿具有含

e o 、

p b
、

z n 、

^ u 、

sb
、

B , 较高和 A g / A u 、

A g / p b
、

A g / z n 、

se / T e 比f直较小以及 C 。,

/ Ni
、

s / se
、

Pb / Ni 比值较人的特点
.

(表 6 》
:

在 B
.

类矿床中远景略人的中岳含铜金矿床

较远景略逊一筹的磺山含铜金矿床黄铁矿4llJ. 具有Z n 、

A g
、

A u 、

B , 含墩较
i
匆和 P b 含狱较低

以及 A g / Pb 比值高
、

Pb
’

/ N i 比值低的特点 (表 2 ; 表 3 ,

总起来看
,

远景好的金矿化其黄铁矿的 A u 、

sb
、

Bi
、

C O 含墩较高
、

S。 / T 。

比仇 小以

及 M o
与Sn 之和大

:

远景差的金矿化其黄铁矿含 A u
、

Sb
、

Bi
、

C o 及 M o 与Sn 之和小
、

5 。

/ T e 比值大
。

(’4 ) 本区三十多件黄铁矿样品平均含 C o 129
.

3 Pp m
,

与岩浆热液矿床中黄铁矿的含

量 ( 》10 0 PP m 》相返 既不同于沉积矿床的标型数值 (沉积型含铜砂岩矿床和镍钳矿床黄

铁矿含C 。
都是 18 pp m

,

近代沉积和前寒武纪同生沉积矿床黄铁矿 多数含钻几 十p p m ,
,

也不

同 f沉积变质型矿床中黄铁矿的含钻量 (2 0 00
、

3 5 5() PP m , :

三 十四件 C 。 / N , 比滇平均值

为2
.

2 5
,

也与沉积变质矿床中黄铁矿的 C O / N : 比值 (1
.

盯一 ! 3
.

料 ) 不符
。

}
一

六件样品

平均含 Sc 15
.

53 PP m
.

与热液矿床中黄铁矿的标恻数值
( 2 一 5() p pm , 一 致

,

而与沉积矿

床中黄铁矿的含硒量 (0
.

5 一 2 pp m ) 不符
。

十六件黄铁矿样品的 s / sc 平均f直为别 ()() ()
,

超出沉积矿床 S / Sc 比值的标型范围 《l0 6 9() (j0 二 2 6 72 5() , ,

而处 J’-热液矿床 的 标 烈 范 l付

( 2 6 72 5() 一 !0 6川〕 ) 之内
。

本区 十六件黄铁矿样品的 Sc / T 。 平均值为()
.

2 9
,

与中温热液

矿床的标型数值 (0
.

2 ) 相近
。

本区十五件黄铁矿样品乎均含 G
汪 】

.

2 p p m
,

与热液矿床的

标型数值 (0
.

6 5一 1
.

6 p pm 〕 一致 本区黄铁矿样品 C u / Z n 和 A g / Z n 的平均值 为0
.

1:3

和 0
.

3 9
、

黄铁矿样品 Pb / N : 平均值 为29
.

0
,

此都与变质矿床的标塑数值 ( C u / Z n 为0
.

2

一 0
.

3
.

A g / Z n 为()
.

0 0 6 一 ()
.

()8
,

Pb / N : 为0
.

0 2一 ()
.

14 ) 不符
。

〔5 ) 从表 7
、

8 资料可以看出本区黄铁矿中的化学成分特征有
:lJ’能帮助区分矿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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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坑山矿床金银矿石中黄铁矿具有富含 A u 、

A g
、

C 。 以及A g / Pb
、

C O / N i 比值大的特点
。

铅锌矿石中黄铁矿具有富含 Pb 以及 A g / Pb 比值小的特点
。

硫铁矿矿石则具有 A u 、

A g
、

Pb
、

C 。 含量低
、

C 。 / N i 比值小的特点
。

银坑山不同类型矿石中黄铁矿的化学成分特征 表 7

蕊蕊赢
.

黔遥叉叉
A ggg A uuu P bbb C 000 A g / P bbb C o / N ---

金金银矿石中的黄铁矿 ( 7 ,, 5 7
.

1555 】0 5 4
.

2 666 39油
.

5 777 12 7
.

7 111 0
.

26 666 2
.

9999

硫硫铁矿矿石中的黄铁矿 ( l 一 2 ,, 0
.

3 000 3 4
.

1444 86 0
.

夏)000 15
.

0 000 0
,

03 , 777 0
。

8000

铅铅锌矿石中的黄铁矿 ( l ))) I
。

0000 59
.

4 999 75 6 0 0 000 2 7
。

0 000 0
.

亡)0 7999 0
.

8 222

有意义的是
,

还可以由 A g / Pb 比值为 10
一

, 数量级
、

10
一
“

数量级和 l尸 数量级以及 A u
含

量(按 克 / 吨计 )系l尸 数量级
、

l川 数量级和 10 数童级直接判定是金银矿石
、

硫铁矿石和铅

锌矿石
。

关于不同世代黄铁矿的化学成分特点
,

表 8 所提供的资料可以帮助鉴别成矿时的黄铁矿

和成矿前及成矿后黄铁矿
。

由表 8 可知
,

银坑山和八宝山金银矿床成矿时黄铁矿较之成矿前

及成矿后黄铁矿具有富含 A u 、

A g
、

C 。 以及 C 。 / N ; 、

A g / Pb 比值显著地人的特点
。

四
、

黄铁矿的物理性质

黄铁矿的物理性质较重要的有反射率
、

比重
、

热电系数等
,

测试结果如 卜 《见表 9
、

l叭

1 1 )
。

由表 9 可以看出
.

本区成矿时含金黄铁矿 (如 A 类矿床中银坑山的 P y 一 11 和八宝山的

(P y一 11 ) 比成矿后不含金黄铁矿 (如 A 类矿床中银坑山的 P y 一 川 , 反射率低
; B 类矿 床

中蚕含铜金矿石中含金黄铁矿 (如中蚕 Py一 11 一人 u ,反射率高于A 类矿床金银矿石中的含金黄

本区金银矿床中不同世代黄铁矿的化学成分特征 表 8

公公价吸逃立立
A uuu A ggg C 000 P bbb Z nnn C o / N

--- A g / P bbb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银银坑山成矿前黄铁矿
( p y 一 I))) l

。

3 111 2。 :
.

。

{{{
2:亏

.

〔))) 1()8 {JJJ 30 UUU ()
.

7444 lll

银银坑山成矿时黄铁矿 气 P y 一 11 ,, 19 7
.

6 555 3 4 4 ,
.

999 3 9 5
.

555 1了1555 1 】2000 4
.

8 555 } 0
.

(,5 0 111

银银坑山成矿后黄铁矿
· P y 一 111 ,, 0

.

68 444 13
.

999 19
.

tiii :生匕6 222 :左6 4 444 ()
.

s lJJJ 《j
.

73 1了了

((((((((((((((((()
.

0 《J;弓朽朽

八八宝山成矿 前黄铁矿
( P y 一 l ,, 0

.

()666 7
。

333 2 3
.

UUU 8 555 2 4 ())) 〔j
.

5 666 0
.

〔)吕5 999

八八宝山成矿时黄铁矿
《p y 一 11 --- 62

.

9 555 16 2
,

555 8 8
.

000 st)())) 38 555 2
.

8 444 ()
.

2(J3 111

八八宝山成矿后 黄铁矿 ( p 犷 一 川 ))) (j
。

2 111 18
.

333 3 6
.

555 ;生6 ())) 2 4 555 ()
.

三)000 t)
.

1 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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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黄铁矿的反射率特征 表 9

二二拼介又又
}}

在单色光 (波长单位为毫微米 ) 下的反“ 率RRR

⋯⋯⋯
48 。。 54 666 5 8 999 64 444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11 一12 一 l ))) 4 5
.

6 999 5 1
.

1 111 5 1
.

2 000 5 1
.

1 999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11 (12 一 2 ))) 4 5
.

6 000 5 0
.

3 111 5 1
.

3 777 5 1
.

3 999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111 ( IV 一 l 矿体
,, 4 7

.

5 000 53
.

6 333 55
。

6 777 5 5
.

0 555

银银坑 山金矿石中 P y 一 川 (晶洞内八 面体 ))) 49
。

9 111 54
.

6 999 5 7
.

0 000 5 7
.

9333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 Py 一 川 (晶洞内立 方体 ))) 48
.

6 222 53
.

7 000 55
.

7 333 5 6
.

4 555

罗罗 山 P y 一 11 ( L 一 10 ,, 4 7
.

6 000 5 3
.

3 000 5 4
.

6 000 54
。

1 000

罗罗 LIJ P y 一 川 ( L 一 12 ))) 4 6
。

7 000 52
、

9 000 5 5
.

0 000 54
.

3 000

八八宝山 p y 一 11 ( T 一 l 一 l
,

五角十二面体 ))) 4 3
.

2 000 5 0
.

0 666 5 2
.

5 999 53
。

6 666

八八宝 山 P y 一 11 ( Z 一 1 1
,

五角十二 面体 ))) 4 4
。

8 000 49
.

7 444 50
.

8 666 5 1
.

0333

弄弄 坑金银矿石中 P y 一 11 、Y 一 13))) 4 4
。

9 000 5 1
.

8 000 5 3
.

2 000 53
.

0 000

弄弄 坑金 银矿石中 P y 一 川 (晶体已氧化 ))) 22
.

9 000 30
.

4 000 3 4
.

5 000 36
。

8 000

中中 岳金矿石中 p v 一 11 一 A u ( P o l ))) 4吕
。

2 000 5 3
.

6 000 5 4
.

9 000 5 4
。

6 000

1 ) 测试者
:

浙江省地质局实验室夏安宁
。

本区黄铁矿的比重数值特征 表 I D

数 据 项 目
仁L 重 G

矿区
、

样号

�.�,.几..二,111, .111

222222

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1

银坑山铅锌矿石中 P y 一 I

, ; 禅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11 、 sc D I一,

翅玩山硫矿石中 p 犷 一 川 ‘p D l os ’

银坑山金矿石中 Py 一 川 ( IV 一 l矿体 )

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川 足晶洞内八面体 ,

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lli ( 晶洞内立 方体 )

罗 山 P y 一 l ( L 一 5 )

罗 山 Py 一 11 ( L 一 1 4 )

罗 ilJ p y 一 11 ( L 一 4 1 )

罗 山 p y 一 川 ( L 一 3 8 ,

罗 ilJ P y 一 111 ( L 一 10 )

罗 山 P y 一 111 ( L 一 12 )

八宝山 P y 一 11 、T 一 l 一 l ,

八宝山 P y 一 11 ( 1 一 P D 3 一 19 )

卉 坑金银矿 石中 Py 一 11 ( Y 一 1 ,

弄 坑金银矿 石中 p y 一 11 ( Y 一 13 ,

卉 坑金银矿石中 Py 一 Ill t L u n )

中 蚕金矿石中 P y 一 I 一 A “ ‘ 4 少

中 蚕金矿 石中 Py ~ 1 一 A “ ( 5 )

中 蚕金矿 石中 P y 一 l 一 A u ( 6 〕

瑛 ilJ 金矿石中 p y ( T C 3 1 )

5
.

05

4
.

98

5
。

0 8

5
。

0 4

4
.

9 6

5
。

0 9

4
。

9 1

5
.

0 0

5
。

0 2

5
.

0 4

4
。

9 5

5
‘

0 2

5
。

0 1

4
。

9 0

5
.

0 1

5
。

02
,

玉
.

1 1

4
.

89

4
.

96

4
。

9 0

5
。

0 6

4
。

95

测试单位
:

湖北地质实验室 2 ) 测试者
:

武汉地质学院岩石矿物学 专业 王 忠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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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黄铁矿的热电系数特征 表 1 1

一一硕
~

稼号

一巡鲤叮画二望兰址址{
热 电 系 “ ‘” 型 ’’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P y 一 lll

{
十 33 5

·

12 (空水踌掣
, , ,,

银银坑山铅锌矿石 中 P y 一 III } + 3 2 1
·

4 3 ‘至 ,冬号翌) l ’’

银银坑山铅锌矿石 中 P y 一 11 ( 2 K 45 )))
! 一 ”斗4

·

“0 ‘甩士节掣
’ 2 ’’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11 (一0 0 ))) 1 + 50 0
·

。0 ‘空牲号掣, 2 ’’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nnn } 十 50 ,
·

0 0 ‘罕不号掣) 2 ’’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21 ( P YZ ))) } + 3吕1

·

0 0 ‘罕 , ‘号掣, 2 ’’

银银坑山硫矿石 中 p 犷 一 111 ( P o 一05 ))) } + 2 7 2
·

2 0 ‘空不号翌, l ’’

银银坑山金矿石 中 P y 一 111 ( IV 一 l 矿体 ))) } + 透1 5
·

0 0 (空飞、号掣, l ’’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 Py 一 111 (晶洞内八面体))) ! + 2 9 5
·

。0 ‘空不赞型 , l ’’

银银坑山金矿石中 P y 一 111 (晶洞内立 方体))) } + 3 2 6
,

03 ‘空不异掣) l ’’

八八宝山 P y 一 11 ( T 一 I 一 l )))
}

+ 2 2 2
·

50 (
罕)尧号翌

, l ’’

八八宝山 Py 一 11 ( l 一 PD 3 二 1 9 )))
! + 2 6 4

·

2 0 ‘罕之
‘
居翌

, ””
八八宝山 Py 一 11 ( B a : )))

} + 2了2
·

9“ ‘

罕卜粉望
, 2 ’’

弄弄 坑金银矿石中 P y 一 11 ( Y 一 l))) 1 + “1 6
·

6了 吸罕班汗翌
’ ‘ ’’

弄弄 坑金银矿石中 p y 一 11 (Y 一 T c 2 3 ))) } + 2 , 了
·

3 0 又

罕卜资翌, ‘ ’’

弄弄 坑金银矿石中 P y 一 111 ( L u n )))
} + 2 了5

·

”0
.

‘
笔

,
乡污罢

,
)
’’

中中 香金矿石中 P , 一 11 一 A “ 《 PD I ))) } 一 1 6 6 , 6 了 ‘岑士资翌

”
’’

柏柏 岩金银矿化区 P y ‘永康)))

}
一 “0 0

·

5 4 ‘甩十 导型 , ‘’’

l ) 测试者
:

成都地质学院岩矿测试技术教研室邵 伟 2 ) 测试单位
: ‘

兰州白银矿冶研究院岩矿实验室

铁矿 (如银坑山 P y 一 11和八宝山 Py 一 11 )
。

从表 10 资料得知
,

在 A 一 a 亚类和 B 类矿床中
,

同类矿床相比远景好的矿床黄铁矿比重

值高于远景差的矿床之黄铁矿的比重值 (如银坑山和中吞分别高十罗山和瑛山 )
。

同一矿床中
,

成矿时的含金黄铁矿 (如银坑山的 P y一 n 和罗山的 Py一 n ) 等比重值大于成矿前及成矿后

的不含金黄铁矿 (如银坑山和罗山的 P y 一 I及 P y 一 m )
。

从表 11 资料来看
,

远景好的银坑山矿床黄铁矿热电系数除5 00 米标高以上为空穴导型
、

较深部 (45号钻孔) 开始出现混合导型 (空穴导型和电子导型都出现 ) 外
,

并且热电系数绝

对值较大
; 远景较差的弄坑矿化区等仅出现单一导型且热电系数绝对值较小

。

有幕义的是
,

根据国外黄铁矿热电性导型空间分布特征 (矿床浅部为空穴导型
、

矿床中部为混合导型
、

矿

床深部为电子导型 )
,

本区银坑山金银矿床目前勘查深度可能处于浅部或开始进入中部
,

这就

为银坑山金矿床深部可能有一定远景提供了找矿信息
。

结 论

(一 ) 黄铁矿中微量元素
、

形态及某些物理性质的细微差别 (如反射率
、

比重
、

热电性

等) 是本区金银矿床或金银矿化的主要标型特征
;

嵘二 ) 本区工业意义较大的金银矿床中的黄铁矿比工业意义较小的黄铁矿具有 C o 、

N
:

、

Se 、

T e 显著地低
、

C o / N i
、

A g / p b
、

A g / Z n 、

C u / Z n 、
( C o + N ‘ )八 p b + Z n )

比值小
,

p b
、

Z n 、

M o 、

Sn 、

A s 、

Sb
、

Bi 明显高
,

s / S e 、

A g / A u 、

p b / N ; 、

Se / T e 、

( A s + S b + B : ) / ( Se + T e ) 比值较大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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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黄铁矿样品平均 C o 的含量 (1 2 9
.

3 PPm )
、

C o / N , 比值平均为2
.

2 5
、

se 的平

均含量

PPm )

( 15
.

5 3 PPm )
、

S / S e 平均值为 3 4 0 0 0
、

S e / T e 平均值为0
.

2 9
、

G
a

的含量 ( 1
.

2

以及 C u / Z n 、

A g / Z n 、

P b / N , 平均值分别为0
.

13
、

0
.

39 及 2
.

洲等特征均为本矿

区金银矿床的成因系燕山期浅成火山热液型成因提供 了证据
;

(四 ) 本区成矿时含金黄铁矿比成矿后不含金黄铁矿反射率低
; 同类矿床中远景好的矿

床黄铁矿比重高于远景差黄铁矿的比重

浅部为空穴导型
、

较深部出现混合导型

远景好的银坑山黄铁矿热电系数绝对数值较大且在

这可以为矿体剥蚀程度
、

找矿远景提供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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