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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新洲地区推覆断裂系统中的

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

彭少梅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开放实验室 )

提 要 在粤北新洲褶皱式逆冲推覆构造的断裂系统中
,

除已完成勘探评价的新洲中型碎裂石英

脉型金矿床外
,

最近发现一种新的金矿床类型—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
。

金矿体直接产于受 l 级

逆冲推覆剪切带(尤其是下盘高角度推覆剪切带 )控制的钠质蚀变岩脉带的碎裂钠长石岩区段内
。

它是自加里东期低级绿片岩相变质作用
,

印支期韧性推覆剪切至燕山期脆性剪切叠加混合岩化作

用
,

使围岩中的金和地壳深部的金反复多次活化
、

富集而成的中高温热液矿床
。

这一新的发现
,

对我

国金矿尤其是剪切带型金矿的找矿勘探
,

具有较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

关镇词 粤北 推覆构造 剪切带 钠长石岩 金矿床

1 9 8 8 年底
,

中南工业大学地质系与广东省地矿局 7 06 地质队联合组成构造矿产专题组
’ ,

对粤北新洲地区进行了构造学
、

地层学
、

岩石学和成矿学的综合研究
,

认为新洲地区存在一个

中至大型的褶皱式逆冲推覆构造 [lj
,

其推覆剪切断裂系统控制着该区新洲中型碎裂石英脉型

金矿床及其它金矿床(点 )的产出阁
。

19 8 9 年底在新洲金矿床外围大狗古一带发现了一种新的

金矿床类型—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 (。ta c
las tic ai bi te 一roc

k ty pe d go ld de Posl
t )

,

金矿体直接

产于钠质蚀变岩脉带的碎裂钠长石岩区段
,

厚度大
,

品位高
,

可作为一种新类型金矿床¹
。

目

前
,

70 6 地质队仍在普查评价之中
,

矿床规模已达中型
,

可望达大型
。

内生金矿床常伴有强烈的钠质蚀变现象
,

钠质蚀变岩脉带中的碎裂钠长石岩直接构成金

工业矿体
,

应引起重视
。

本文就该类型金矿床的地质特征进行简述
,

以供国内外同行参考
。

1 地质概况

粤北新洲地区位于广东省清远市和英德县的交界处
,

区域构造上处于粤北山字型构造前

弧西翼
、

吴川一四会断裂带北东段和佛岗一丰良东西向构造带西段的交汇部位
。

印支一燕山期

* 专题组成员除作者外
,

还有中南工业大学何绍勋教授
、

段嘉瑞付教授及广东省地矿局 7 06 地质队伍广宇高级工

程师
、

张奋生工程师
。

¹ 姜琼
,

成矿模式集锦
,

《内蒙古有色地质》
, 1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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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褶皱式逆冲推覆构造的发育
,

使区内的震旦系乐昌峡群地层
,

沿近水平的 I 级逆冲推覆剪切

带
,

从 S W 向 N E 逆冲到泥盆纪一石炭纪浅变质碎屑岩和碳酸盐岩之上[1j (图 1 和图 2 )
,

推覆

距离大于 25 K m
。

在新洲地区
,

整个外来系统被数条长 3一 10 k m
、

倾向 Sw 的缓倾斜 (倾角 10 一

图例说明
1

.

中生界

2
.

上古生界

3
.

寒武系

4
.

震旦系
5

.

燕山期花岗岩

6
.

推覆片体编号

7. 1 级推覆断层带

8. 1 级推覆断层带及编号
9. 构造窗

\

1 0
.

实测断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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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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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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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面理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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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状

图 1 粤北新洲地区地质构造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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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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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 )犁式 1 级逆 冲推覆断层带分割成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推覆片体 (图 1 )
。

各推覆片体内
,

发育

一系列轴面倾向南西的平卧和斜歪褶皱
,

其倒转翼均发展成 l 级逆冲推覆断层带
。

由 I 一 W 级

推覆断层带组成的新洲逆冲推覆断裂系统
,

变形环境早期 (印支晚期 )为韧性
,

带内发育糜棱岩

系列的岩石
;
晚期为脆性

,

带内发育碎裂岩系列的岩石川
。

组成新洲推覆构造外来系统的震旦系乐昌峡群
,

为加里东期低绿片岩相的变质岩 (图 2 )
,

原岩为 A u 一A s一Bi 一w 组合型含金浅海类复理石碎屑岩建造周
。

本区外来系统中的乐昌峡群

从下至上可分为下组
、

中组和上组 [4]
,

下组 (z
Z
La )为二云母石英片岩和黑云母石英片岩

;
中组

(z
ZL b

)以黑云母石英片岩为主
,

夹二云母石英片岩
;
上组 (z

Z
u )为二云母石英岩和变质杂砂岩

。

本区东南部出露的燕 山期新洲花岗岩
,

岩性为中一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

R b 一 Sr 等时

线年龄为 19 1Ma
,

属重熔型¹ ,

属巨大的佛岗花岗岩岩基的西缘部分
。

.

新洲地区三种类型的金矿床—
石英 一碳酸盐糜棱岩型金矿床

、

碎裂哟长石岩型金矿床

及石英脉型金矿床均产在新洲推覆构造的推覆断裂系统中º (图 2 )
,

赋矿围岩主要为震旦系乐

昌峡群下组和中组
,

成矿时期为燕山期川
。

¹ 广东省地矿局 7 06 地质队
, l : 5 0 00 0 石潭幅( G 一 49 一 142 一 D ) ,

沙河墟幅(F 一 49 一 10 一B)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书
,

º 彭少梅
,

广东省清远一英德地区新洲逆冲推覆构造及其与金矿化的关系
,

中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9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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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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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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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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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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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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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级逆冲推覆断层带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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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角度推覆剪切带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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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体及编号
11

.

糜棱岩及碎裂岩带 12
.

逆

冲断层
! 3

.

金矿体及编号 1 4
.

二 云母
石英片岩
15

.

碳酸盐糜棱岩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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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粤北新洲褶皱式逆冲推班构造 I 级至 IV 级逆冲推板断层带控矿综合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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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钠质蚀变岩脉带的产状和特征

新洲地区钠质蚀变岩脉带受新洲褶皱式逆冲推覆构造 I 级推覆剪切带 (Fs, 和 F4, )( 图 2
、

3) 以及 Fs, 下盘推覆片体(B K ;
)中早期剖面

“ x ”型
、

后来经过推覆改造成近直立的 N N w 向剪切

带(F石
、

F幻的控制
。

逆冲推覆断层带 F3, 和 F’, 分布于新洲西部桐油坪
、

大狗古一带 (图 l)
,

长约 4一 sk m
,

倾向
s 、v 2 2少一S M门刀 2 6 00

,

上部倾角约 30
。 ,

下部倾角约 1 00 (图 2 )
。

这两条剪切带 (断层带)在平面和

剖面上均近似平行
,

水平间距约 0
.

2 一 1
.

sk m
。

断层带厚几米至几十米
,

由黄铁矿化钠质蚀变岩

和含黄铁矿钙质或白云质碳酸盐岩组成脉带
。

脉带的剖面 (图 4 上部的较平缓断层带 )一般表

现为
:

上部为 l一 6
.

5 米的黄铁矿化钠质蚀变岩
;
中部为厚约 5一 10 米 的含黄铁矿钙质或白云

质碳酸盐岩 ;下部为厚约 1 ~ 4
.

2 米的黄铁矿化钠质蚀变岩
。

脉带的顶底板均为乐昌峡群云母

石英糜棱岩
,

普遍见不规则分布的钠长石化
。

近直立的断层带 F石
、

F若夹在 Fs, 和 F’, 之间 (图 2 )
,

大部分被 F飞掩盖
,

仅在少数低洼沟谷中

露出地表 (图 3 )
。

F己
、

F息近平行
,

水平间距约 5 0一 3 0 0 米
,

长 1
.

5一 6 k m
,

倾向陇E 7 o一 8 5
0 ,

倾角

73 一 9 00
。

剪切带厚约 7
.

5一 22
.

5 米或更厚
,

也 由黄铁矿化钠质蚀变岩和含黄铁矿钙质碳酸盐

岩组成脉带
,

脉带朗剖面
(图 4 下部的高角度剪切带’一般表现为

:

西部为 了
·

“一 ‘“米的黄铁矿

化钠质蚀变岩
,

中部为厚约 2
.

3一 13
.

80 米的含黄铁矿钙质碳酸盐岩
,

东部为厚约 0一 2
.

5 米的

黄铁矿化钠质蚀变岩
。

脉带直接围岩为乐昌峡群钠长石化的石英二云母糜棱岩
。

据推测
,

F己
、

F若

极可能终止于 l 级推覆断层带 F、和 I 级推覆断层带 F l ,

F ,

向 Sw 则与昊川一四会深断裂的

北东段连通 〔,〕
。

在大部分地区
,

F3, 的钠长石化云母石英糜棱岩带切过 F己
、

F吕的糜棱岩带
,

但两者的黄铁矿

化钠质蚀变岩一含黄铁矿碳酸盐岩脉带却是连通的
,

钠质蚀变岩在靠近脉带顶底板的区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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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粤北新洲金矿区地质构造略图 (矿体编号及类型参照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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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到乐昌峡群云母石英糜棱岩的交代残留体
,

而脉带中央的碳酸盐岩中可见到钠质蚀变岩

的交代残留体 (图 4 )
。

因此
,

脉带中各种

---5346

曰翅困口国困
梦沙侧

图例说明
: 1

.

块状石英脉 2
.

碳酸盐岩 3
.

含金碎裂钠长石岩

J
.

二云母石英糜棱岩 5
.

二云母石英片岩 6
.

钩状褶皱

图 4 推艘断裂系统控制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示意剖面

图
。

图中平缓断层带为 F认直立断层带为 F占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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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一交代岩的形成顺序为
:

在印支晚

期 (韧性推覆 期 )
,

先后 形成 F石
、

F弓和

F飞
、

F、中的云母石英糜棱岩
;
燕山期(脆

性推覆期 )
,

富含 N a+ 的溶液对 F占
、
F若和

Fs,
、

F’, 中的糜棱岩进行交代
,

形成钠质

蚀变岩
;
最后是碳酸盐对钠质蚀变岩进

行充填交代
,

形成脉带中心的碳酸盐岩
。

上述钠质蚀变岩
,

除靠近脉带顶底

板交代蚀变不彻底 的部分外
,

绝大部分

含钠长石在 50 % 以上
,

为钠长石岩圈
。

据变形特征
,

可将这些钠长石岩分为三

种类型
, a 、

糜棱岩化钠长石岩
,

钠长石晶

体强烈拉长
,

部分发育动态重结晶颗粒

和亚颗粒
。

该类钠长石岩呈透镜状存在

于钠质蚀变岩中央或两侧
,

长几米至几十米
,

宽 10 ~ 50
c m ,

大部分与脉带平行
,

代表钠质蚀变

岩形成之后再次推覆剪切的 R 裂隙[s1 ; b
、

碎裂钠长石岩
,

钠长石强烈破碎
,

呈碎裂结构
,

双晶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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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或弯曲
,

钠长石碎屑一般小于 0
.

0 5 m m
,

其中早世代的黄铁矿晶体也发生了破碎
,

并产生很

多裂纹
。

碎裂钠长石岩呈脉状存在于钠质蚀变岩脉带的区段
,

与脉带平行或斜交
,

代表钠质蚀

变岩形成后再次剪切的 R 或 D
、

P 裂隙
,

碎裂钠长石岩占整个钠质蚀变岩的 20 一70 写
; c 、

块状

钠长石岩
,

钠长石晶形完好
,

粒径为 0
.

03 一 0
.

4 0~
,

约占整个钠质蚀变岩的 10 一60 %
。

钠质蚀变岩脉带中的糜棱岩化钠长石岩区段和碎裂钠长石岩区段均普遍发生了强烈的金

矿化
,

但工业金矿化一般只发生在碎裂钠长石岩区段
。

块状钠长石岩区段及黄铁矿化碳酸盐岩

区段的金矿化非常微弱
。

3 钠长石岩的有关特征

组成脉带的钠长石岩为浅肉红 色至暗灰色
,

矿物组成变化较大
,

一般由钠长石 (50 ~

9 0 % )
、

石英 (5一 4 0% )
、

白(绢 )云母 (0
.

4一 2 % )
、

方解石 (0
.

2一 6 % )
、

黄铁矿及金属硫化物 (l一

8 % )
、

金红石 (约 1% )及磷灰石 (0
.

5 ~ 1 % )等矿物组成 (表 1 )
。

一般而言
,

作为金矿体的碎裂钠

长石岩 (下面简称含金钠长石岩
,

即表 1 中的 D
LD

6 一 8) 与金矿化微弱的块状钠长石岩 (下面

简称不含金钠长石岩
,

即表 1 中的 DL
D I一 1 和 D LD S一 2) 比较起来

,

前者钠长石
、

黄铁矿及金

属硫化物的含量较低
,

而石英含量则较高
。

从脉带中钠长石岩的化学成分(表 2) 来看
,

钠长石

岩的特征是 51 0 :

普遍较高 (6 0一 8 0 % )
,

同时富 A I
、

N a 、

T i
,

贫 ea 、

M g
、

K 和 F e ; N a Z o > K Zo
,

Fe Zo 3

> Fe o
,

A1
2 0 3

> K Zo + Na
2 0 + Ca o

。

含金钠长石岩 (D L D 6 一 8 )的 5 10 :

含量较高 (7 7
.

1 2 % )
,

A 12 o 3 、

N a : o
、

F e Zo 3 、

Ca o
、

M g o 含量较低
,

而 T i0 2 、

M n o
、

p Zo s

的含量则类似于不含金钠长石岩 (D L n l一

1
、

D LD S一 2 )
。

表 1 新洲地区钠长石岩的矿物组成 (% )

Ta b le I M加er目

~
, 阅宜d o . 讨 目 b亩加 r

OC k 加 X 如IZ h。。 a

rea (% )

样样号号 采样样 岩性性 金红石石 磷灰石石 钠长石石 方解石石 白云母母 石英英 黄铁矿及其其 金含量量

位位位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 它硫化物物 (g / 生)))

DDD L D 6一 888 D LD 666 碎裂钠长石岩岩 l
。

3 333 0
.

4 999 55
.

3 333 0
.

2 666 0
.

3 444 3 8
.

9 999 2
。

6 555 12 5
.

666

DDD LD I一 lll D LD III 块状钠长石岩岩 1 1 333 0
.

7 DDD 8 0
.

5 刁刁 0
。

2 111 2
.

1 333 5
.

8 555 9
.

9 444 0
.

4 222

DDD LD S一 222 D L D SSS 块状钠长石岩岩 0
.

9 222 0
.

5 111 7 9
.

1 000 4
。

6 999 0 4 000 9 0 000 4
.

8 888 0
.

07 6 111

表 2 新洲地区钠长石岩的化学全分析结果 (% )

T a ble 2 c b em iCa l

~
, 招i”0朋 of a lb ite r OC k 加 X 胜IZ hou

a

I’ea (% )

样样号号 sj O ZZZ Tj 0 222 月2 0 333 F e Z O 333 F eooo M n OOO M g ooo 〔滋OOO N a ZOOO K ZOOO P 20 555 H 2 0 +++ H Z O 一一 CO ZZZ 5 0 333 合计计 û (8 / r )))

DDD L D 6 一 888 7 7
。

1 222 1 3333 11 8 666 0
.

3 888 0
,

2 999 0
,

0 111 0 0222 0 4 333 6
,

5 444 0
,

0 444 0 2 ]]] 0
.

3 666 0
.

0 666 0
,

4 444 0
.

2 555 9 9
。

3 444 1 2 5 666

DDD L D I一 111 6 2
。

1 777 1
.

1 333 1 7
.

7 666 5
.

6222 0
。

1 666 0
.

0 111 0
.

1 333 0
.

5 222 9
.

5222 0
.

2 555 0
.

3 000 1
.

0000 0
.

3 000 0
.

3 222 1
.

3 111 1 00
.

5 000 0
.

4 222

DDD L D S一 222 6 3
.

5666 0
.

9 222 1 6
.

7 888 2 3 333 0
.

0999 0
。

0222 0
.

0555 2
.

9222 9
.

3 555 0
.

0 555 0
.

2 222 0
.

4 444 0
.

0222 2
.

3 111 1
.

4 444 1 0 0
.

5 000 0
.

07 6 111

注
:

样号
、

采样位置及岩性同表 1 (据邵建国
,

19 9 0)

含金和不含金钠长石岩中的钠长石晶体均自形一半自形
,

颗粒大小为 0
.

03 一 0
.

4Om m
。

在



第六卷 第四期 彭少梅
:

粤北新洲地 区推覆断裂系统中的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

钠长石 中有金红石微晶析出
,

此外还有石英
、

绢云母混入
。

作为主体的钠长石和黄铁矿晶体中

包裹的钠长石 A b 一 1 0 0 %
,

An = 0 %
,

o r = 0%
,

为钠长石 (表 3 )
,

其 (一 )Zv = 6 0
。

士
,

Ze(1 3 1 )一2 0

(l 及 )一 1
.

68 ~ 1
.

72
。

在主体钠长石中
,

还包含有 A b 一 68
.

4 ~ 73
.

7 写
、

An 一 31
.

6一26
.

3 %的更

长石和中长石
。

钠长石岩中钠长石的上述特征与推覆构造外来系统中钠长石化的乐昌峡群地

层 中广泛分布之交代型钠长石一致 ¹
,

说明钠质蚀变岩脉带中的钠长石化和区域钠长石化可

能是同期且同源的
。

表 3 钠长石岩中斜长石的化学成分 (% )

Ta ble 3 c h e m i ca lcom p O S itio n s of fe ld sp a r in a lbi te roc k ( % )

岩岩石类 型型 矿物物 样号号 全岩金含量 (s/ t))) A bbb A nnn Orrr 鉴定结果果

团团斑状黄铁矿矿 主体钠长石石 220 000 116 fi
.

000 10 000 000 000 钠长石石

钠钠长石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22222222 0 11111 10 000 000 00000

222222220 22222 10 000 000 OOOOO

黄黄黄铁矿中钠长石石 220 33333 10 000 000 00000

星星散状黄铁矿矿 主体钠长石石 8 0 111 0
.

0 7 6 111 6 9
.

999 30
。

111 000 (更 ) 一 中长石石

钠钠长石岩岩 中斜长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8888888 0 22222 6 8

。

444 31
.

666 00000

8888888 0 33333 6 9
.

555 30
.

555 00000

主主主体钠长石石 8 0 0 22222 10 000 000 000 钠长石石

注
: x 射线能谱分析

,

表中成分已换算成端员长石分子 (据邵建国
, 19 9 0)

表 4 给出了新洲地区不同岩性岩石微量元素的平均含量
。

从该表可以看出
,

钠长石岩及其

近矿围岩云母石英糜棱岩
,

远矿 围岩震旦系云母石英片岩均富集 A u 、A g 、

Pb
、

sb
、

z n 、

w
、

As
、

Bi
,

相对贫 c u 、

M。 、

H g
,

且与外来系统含金地层的元素富集规律相似泛, ,

说明钠长石岩中的部分成

矿元素可能来源于外来系统乐昌峡群地层本身
。

同时
,

脉带中的钠长石岩及直接围岩云母石英

糜棱岩比外来系统乐昌峡群云母石英片岩更加富集 A u 、

Ag
、

w
、

As
、

Sb 等成矿元素
,

表明同推

覆期强烈的韧性和脆性逆冲剪切作用
,

使这些成矿元素进一步得到富集
。

含金碎裂钠长石岩与其近矿围岩云母石英糜棱岩比较起来º
,

前者 A u
与其它微量元素的

关系均不密切 (图 sb ) ,

元素分组混乱
,

表明钠长石岩中物质组分有更多的来源
,

成矿历史更为

复杂
。

4 矿物共生组合及金的赋存状态

新洲地区四条钠质蚀变岩脉带 (F 己
、

F若
、

Fs, 和 F’. ) 的金矿化均主要发生在逆冲推覆晚期遭

¹ 广东省地矿局 7 06 地质队
, 1 : 5 0 0 0 0 石潭幅 ( G 一49 一 14 2一 D ) ,

沙河墟幅 (F 一49 一 10 一B)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书
,

19 9 0
。

º 彭少梅
、

伍广宇
、

张奋生
、

肖光铭
,

粤北清远一英德地区震旦系地层含金性评价的地球化学准则
。

《地质找矿论丛》
,

待刊
. 29 9 0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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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脆性剪切作用的碎裂钠长石岩中
,

特富矿体一般产于受高角度剪切带(F
。 ’、F

。 ’
)控制的碎裂

钠长石岩区段 (碎裂钠长石岩本身即为矿体 )
。

金矿体在钠质蚀变岩脉带中有呈左行雁列式透

镜体产出的趋势
,

透镜体长轴与脉带交角 0一 3 50
,

矿体间距约 150 一 3 50 米
。

全岩金品位 0
.

03

一 1 1 6 6
.

09 /t
,

矿体平均金品位 15
.

78 一 78
.

69 /t
,

平均长度 1 20 米
,

延深大于 75 米
,

平均厚度 1
.

7 0一 1 3
,

6 米
。

表 4 新洲地区不同岩性岩石的微量元素平均含量(PP m )

T a ble 4 Tb e a v er a ge c o 。招n 七 of m ic roe lem e n 妞 of 山丘e

ren
寸勺少图 of

roc k in X血砚h ou ar ea (p p m )

岩岩石名称称 Auuu Ag
、、

C UUU Pbbb Z nnn
M

OOO

WWW 彻彻 S bbb B iii C ooo

冲冲 H ggg Seee 样品数数
(((((p Pb ))) {PP b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仁pPb 〕〕〕〕

云云母石英片岩岩 1 9
.

4 333 12 4
.

111 6 2
.

888 3 1
.

666 1 3 5
.

444 1
.

2 555 4 0555 5 2
.

5000 1 1
。

0 999 0
.

4 555 l333 32
.

9 000 1 0 6
.

555 0
.

111 4 555

云云母石英糜棱岩岩 1 7 9
.

111 1 4 7
.

999 7 6
.

777 1 9
.

888 43
.

0 111 0 6555 8
.

3111 4 9 555 8 4
。

0 111 2 6
.

4 555 8 000 1 5
.

000 54
.

333 0
。

333 1 999

不不含金钠长石岩岩 1 2 000 1 5 000 1 3
。

888 2 4
.

888 2 2 000 0
.

3 333 8
。

999 1 666 1 000 0
.

1 333 4 333 4 666 1 5 000 2
.

666 1222

含含金钠长石岩岩 1 2 84 000 4 7 222 1 7
。

222 4 1
.

888 10 4
.

666 0
。

9 888 4
.

1 222 6 2
.

555 1 9
.

5 000 0
.

1 999 4 6
.

333 9 7
.

444 777 4
。

888 1 444

测试单位
:
广东省地矿局 706 地质队化验室

。

比色法一A u .

光谱半定量一c 。
、

Ni
、

se
:

光谱定量一Ag
、

sn ; 原子吸收一C u 、

Pb
、

2 。 ;

原子荧光
一

A s 、

Bi
、

sb
、

H g ;

催化极谱 一 w
、

M 。

0 8 0 6 0
.

4 0
.

2 0 一0 2o厂卜厂广卜卜L厂广广巨阵尸卜巨
1Biw助seCusb肠的cOZnPbMÔgAu

1
.

0 0
.

8 0 6 0 4 0
.

2 O R

a
一含金 云母石英糜棱岩 b一含金碎裂钠长石岩

图 5 新洲地区含金碎裂钠长石岩及其近矿围岩的徽量元素聚类分析谱系图

Fi g
.

S R 一e lu ste r a n alys is of 而
er
oe lem e n ts o f A u 一卜泊 rin g ca ta e

俪tie a lbi te
一 r
oc k type d v e in z o n es a n d its ma

-

tt iX in X in Z h o U a r咫

新洲地 区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的矿石矿物组合中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和 自然金
,

此

外还有多种金属硫化物如磁黄铁矿
、

黄铜矿
、

黝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偶见毒砂和斑铜矿
;
非

金属矿物主要有钠长石
、

石英
、

方解石
、

白云石和白(绢 )云母
。

矿石结构为交代残余
、

半自形
、

他

形粒状结构
,

矿石构造主要为碎裂构造
,

次为细脉浸染状构造
。

本类型金矿床的含金矿物仅见 自然金
,

绝大部分呈他形粒状和细脉或微脉状沿碎裂钠长

石岩中钠长石
、

石英
、

早世代黄铁矿的裂隙和间隙析出
;
但钠长石

、

石英
、

黄铁矿等矿物本身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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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含金极微或不含金的¹ (见下述)
。

自然金大小一般在 。
.

00 5一 lm m 之间
,

最大可达 Zm m
,

金

成色为 9 8 3
.

0一 9 9 9
.

3 ,

含银极微
,

约 0
.

0 7一 1
.

7 0 %
。

钠质蚀变岩脉带中碎裂钠长石岩区段的金矿化是很不均匀的
,

一般情况下
,

碎裂钠长石遭

受的同推覆期脆性剪切变形越强烈
,

裂隙越发育
,

金矿化越好
。

另外
,

碎裂钠长石岩中黄铁矿明

显分为两个世代
,

早世代黄铁矿强烈破碎
,

呈碎粉状
,

在后期的矿化作用中又呈粗大的假晶或

浑 圆状外形的团粒 (显微镜下 见其由< 0
.

0 1m m 的黄铁矿微粒组成 )产出
,

含较多这种黄铁矿

的钠长石岩遭受同推覆期脆性剪切非常强烈
,

称为团斑状黄铁矿碎裂钠长石岩
,

呈暗灰色
,

全

岩金含量往往很高 (表 5 )
,

构成金矿体的主体
。

晚世代的黄铁矿为 1一 sm m 的立方体
,

呈紫红

色或铜黄色
,

在碎裂钠长石岩中呈星散状分布
,

含较多这种黄铁矿的钠长石岩遭受同推覆期脆

性剪切一般较为微弱
,

岩石呈浅肉红色
,

称为星散状黄铁矿碎裂钠长石岩
,

全岩金含量往往达

不到工业品位
。

这就表明
,

碎裂钠长石岩中团斑状黄铁矿含量的多少是碎裂钠长石岩的同推覆

期剪切变形强度和金矿化程度的良好标志
,

同时
,

团斑状黄铁矿与星散状黄铁矿 比较起来 (表

5 )
,

前者 F e

含量较高 ( 53
.

2 0% )
、

S 含量较低 ( 46
.

8 0 % )
、

F e / s 较高 (1
.

137 ) ;但两种黄铁矿本身

基本不含 A u 和 A go

表 5 碎裂钠长石岩中黄铁矿的化学成分‘w t% )

Ta bl e 5 Ch e
而Cal e o 川p胎il io n s of p”ites 加 e a t a cla stic a lb it e roc ks ( W t % )

岩岩 石石 矿 物物 全岩金含量量 样号号 凡凡 SSS A ggg 人UUU F e / SSS

(((((((g / t )))))))))))))))

团团斑状黄铁矿钠长石岩岩 团斑状黄铁矿矿 ] J 66
,

000 22 0 444 53 2 0士 0 7 999 46
.

8 0 士 0
.

6000 0
.

0 000 0
.

0 000 1
.

13777

星星散状黄铁矿钠长石岩岩岩 0
.

0 7 6 111 10 0222 咬5
.

28 士 0
.

6999 5刁
.

72士 0
.

5 999 0
.

0000 0
.

0 000 0
.

8 2777

虽虽虽献状茵铁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1111111110 0 000 4 4

.

36 士 0
.

6 666 54
.

15士 0
.

5 666 1
.

4 9土 0
.

3222 0
.

0 000 0
.

8 1999

注
: x 射线能谱分析

表 6 新洲地区含金碎裂钠长石岩中矿石矿物铅同位素组成

Ta b le 6 L ea d is o to Pe e o m P胎itio n o f t h e or e m i n e r a ls 纽 th e

g o ld 一悦 . r in g ca 扭e las U e a lb i te r oc k

祥祥 号号 矿物物 采样位置置 铅同位素组成成 模式年龄龄 源区特征值值

(((((((((((((((((((((((((((((((((((((((((((((((((((((((((亿年 )))))))))))))))))))))))))))))))))))))))))))))))))))))))????????? 0 6Pb / 2 04Pbbb ZO7Pb / 2 0月P bbb 竺0 吕P b / Z o4Pbbbbb 协协 VVV WWW K 111 K 222 K 333

AAA 333 钠长石石 F飞飞 18
.

7 9 1士 0 0222 15
.

6 52土 0
.

0 111 39
.

18 0 士 0
.

0 222 一 1
.

8000 9
.

5111 0
.

06999 36
.

9 666 3
.

8 888 5 35
.

s fff 3
.

7 666

AAA 444 黄铁矿矿 F毛毛 18
.

2 1士 0
.

0 222 15 62 2士 0
.

0 111 38
.

6 28 土 0
.

0 0333 3
.

3444 9
.

5333 0
.

0 6999 38
,

6 111 4
.

0 555 5 58 6 111 3
.

9222

AAA b 一 lll 黄铁矿矿 F毛毛 17
,

35 6士 0
.

0 111 15
.

4 08 士 0 0 111 37
.

8 17 士 0
.

0 111 7
.

0 222 9
.

2222 0
.

06777 38
.

2 000 4
.

工444 石7 1
.

3〔〔 4
.

0 111

AAA b 一222 方解石石 F今今 19
.

50 7 土 0
.

0 0555 15 6 57 士 0
.

0 0555 38
.

69 3士 0 0 0 999 一 5
.

8 555 9
.

4999 0
.

0 6999 32
.

6 666 3
.

4 444 474
.

5三三
.

3
.

3333

测试
.教位

:

地质科学院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的矿化作用依时间的先后顺序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 a 、

石英一钠长

石一绢 (白 )云母阶段
,

主要表现为富 N a+ 溶液对 F己
、

F若
、

Fa, 和 F、中的云母石英糜棱岩进行交

¹
19 9 0

李水林
、

陈锦龙
,

广东省清远市新洲金矿区外围大狗古一带金矿勘探第
一
阶段总结报告

,

广东省地矿 局 70 6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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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形成钠长石岩
。

尔后这些钠长石岩遭受同推覆期脆性剪切
,

在 R
、

D
、

P 裂隙中形成碎裂钠长

石岩
; b

、

金一黄铁矿阶段
,

首先是黄铁矿呈浸染状或微脉状 (主要)充填于碎裂钠长石岩 中
,

这

些黄铁矿稍后即遭脆性剪切而成碎粉状
,

最后
,

自然金沿碎裂的钠长石
,

石英和黄铁矿之裂隙

和间隙析出
; c 、

金一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

主要表现为自然金
,

第二世代黄铁矿及其它金属硫化

物在碎裂钠长石岩中析出沉淀
,

该阶段剪切变形微弱
; d

、

石英一黄铁矿一钠长石一碳酸盐阶

段
,

表现为脉带中含黄铁矿碳酸盐岩区段的形成
,

该阶段同推覆期剪切变形非常微弱
。

其中金

矿化主要发生在 b 和 C
阶段

,

估计 d 阶段也有自然金析出
。

该类型金矿床的围岩蚀变主要为钠长石化
,

次为黄铁矿化
、

碳酸盐化和硅化
。

5 矿床成因的探讨

从新洲地区风门坳一带 l 级推覆断层带 (F 切中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石的铅同位素组成

(表 6) 来看
,

与新洲西部碎裂富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石有明显的差别川
,

放射性成因铅明显要

低
。

据 4 个样品 (表 6 , A 3 、

A ; 、

A b
一

l
,

A b
一

2 )统计
, 2 0 6p b /

2 0‘p b = 1 7
.

3 5 6一 1 9
.

5 0 7
, ’。, p b /

, o‘p b = 25
.

4 0 8一 1 5
·

6 5 7
, ’。吕p b /

2。‘p b = 3 7
·

8 17 一 3 9
·

1 8 0
,

变化相对较小
。

源区特征值也远 比硫化物石英脉

型金矿石的低得多
,
件= 9

.

2 2 一 9
.

5 3
,

w = 3 2
.

6 6 ~ 3 5
.

6 1
,

k ,
= 3

、

4 4一 4
.

1 4
,

k 3
= 3

.

3 3 ~ 4
.

0 1
。

在

铅 同位素演化图(图 6) 上囚
.

数据落在 D oc 正常铅演化曲线之下
,

大洋火山岩和深海沉积物区

0
A ‘气己毖华

” “

渗气汀黔竺
沉积物

3 9
少万深海沉积物

qd.�
J
�qd!

�卜

qd,。z一q山

大洋火山 岩 / /

。 / z

、、 _ z 产

、 ‘

/ 口夕 / 瓦
_

丫 厂
,

/ 多沪
A ” 一 :

3 8
.

0 卜A b 一 l乙乃拼户又
, 灿岩

/ 丫一/鲜
A

nh

、丫卜。l
4r、

州‘P b 少归 P b
别‘P b ,

J

P b

图 6 新洲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铅同位素组成图解

F ig
.

6 Pb 一 is o t o pe Plo ts o f ca ta e妞s t ie a lb ite 一r
oc k ty pe d A u d e P0 slt 加 X in z h o u a r ea

域内
,

说明矿石铅主要来自上地慢或下地壳源区
。

另外
,

前 已述及
,

含金钠质蚀变岩较其围岩的

co
、

Ni
、

Se 等元素明显富集
;而且含金钠质蚀变岩中 A u

与其它微量元素的关系均不密切
,

组合

信息模糊
。

这些都表明
,

新洲推覆断裂系统中钠质蚀变岩脉带的金等成矿物质
,

除部分来自外

来系统震旦系变质地层外
,

还可能部分地来源于下地壳或上地慢源区
。

同时
,

根据区域资料¹
,

新洲推覆构造是吴川一四会断裂带北东端在印支一燕 山期的一种尾缘构造转换形式
。

吴川一

¹ 彭少梅
.

广东省清远一英德地区逆冲推覆构造及其与金矿的关系
,

中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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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新洲地区推覆断裂系统中的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

四会断裂带
、

I级推覆断层带与 I 级推覆断层带 (包括高角度推覆剪切带 )
,

三者在同推覆期是

直接或间接地相互连通的
。

因此
,

在同推覆期
,

深源的成矿物质沿吴川一四会断裂带上升
,

可能

通过 I 级推覆断层带
,

最后运移至 l 级高角度推覆断层带而成矿
。

结合前面的分析
,

可以认为

该类型金矿床的成矿物质
,

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外来系统乐 昌峡群地层本身
,

通过同推覆期动力

分异热液携带¹ ;另一部分可能来自下地壳或上地慢
,

通过由燕 山期混 合岩化或重熔型花岗岩

浆活动所形成的富 N a 十
热液携带

。

表 7 新洲地区含金碎裂钠长石岩的稳定同位素组成

Ta b le 7 S t a bl e 肠0 宜。醉
c

帅pOS iti o n of 山e

ore m 加era h 加 the

g ul d 一阮.

山9 ca ta c la , d c a lb i妞 roc k

样样号号 矿物物 采样位置置 梦难S%
。。

GGG D 444 黄铁矿矿 F飞飞 13
.

3000

GGG D 6666666 13
。

4000

样样号号 矿物物 采样位置置 6 , 3C%。。 6 18 0 编编 采用温度度
((((((((( PD B ))) 矿 (

器
, 水水 ( ℃ )))

GGG D 666 方解石石 F、、 一 10
.

111 一 15
.

8 十 9
.

9 222 35 000

+++++++++++ 14
.

22222

根据 6 , 8 0 方解石一水一 2
.

7s x l o ‘T
一2一2

.

5 9 (奥尼 尔
, 19 6 9 )

样样号号 矿物物 采样位置置 6土8 0 矿物物 618 0 H , ooo 6氏
2000 温度 ( ℃ )))

(((((((((编 ))) (%
。))) (编 )))))

GGG D 333 石英英 F、、 + 15
.

000 + 10
.

8 ~ 12
.

555 一 6 444 40 0 ~ 5 0 000

6‘80 石英一水 = 3
.

26 又 z 06 T
一

2 一2
.

9 8 ( 贝克尔
, 19 7 6 )

分析单位
: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断

含金碎裂钠长石岩中黄铁矿 洲S编一 13
.

3~ l3
.

4( 表 7 )
,

表明该类型金矿床形成过程中可

能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硫源[9j
。

矿石 中石英的 即8 0 矿物 一 + 15
·

0%。,

bls 0 H , 。
一 + ]0

·

8一 12.

5%。 ,

犯
H , 。 ~ 一 64 %。,

平衡温度为 400 一50 0 C ;
样点落在 6仆sla o 图解 [l0 〕上变质水范围内

,

并极靠

近岩浆水
。

因此
,

可以认为成矿热液是一种同推覆期动力变质一混合岩化岩浆热液水
。

矿石矿

物共生组合中
,

钠长石流体包裹体捕获时最佳压力为 45
.

2一47
.

SM p a
,

平均 46
.

3M p a ,

捕获时

最佳温度为 46 1一4 88 ℃
,

平均 47 5℃
。

矿石中形成于最晚矿化阶段的方解石
,

流体包裹体捕获

时最佳压力 36
.

7 一39
.

4M p a ,

平均 37
.

6MPa ;
捕获时最佳温度 30 8一 325 ℃

,

平均 313 ℃
。

说明碎

裂钠长石岩型金矿成矿热液早期约 50 OC
,

晚期约 30 0 ℃
,

属中高温构造动力分异一混合岩化

热液
。

从新洲地区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石中钠长石和方解石的流体包裹体成分 (表 8) 来看
,

流

体包裹体的阴
、

阳离子含量都比较高
,

反映成矿溶液的盐度较高
。

同时
,

N a+ / K + 、

Ca
, + /M g 2+ 和

c o Z/ H 20 值较高
,

F
一

/ cl
一

值低
,

这表明 Na+
、

ca
, + 、

c o Z
和 cl

一

含量高对金的成矿较为有利
。

同时
,

¹ 彭少梅
、

何绍勋
,

粤北新洲地区同推覆期动力分异热液的成因及其与金矿化的关系
,

《中南矿冶学院学报》
,

(待刊 )



第六卷 第四期 地质找矿论丛

在成矿溶液中
,

Na
十》K 十 、

ca 抖》Mg 2+
、

c1
一

》F
一

,

未测出 H C仇
,

表明成矿溶液中 N a+
、

ca
Z+ 、

cl
一

起
“

着主要作用
,

金可能主要呈氯的络合物形式搬运
。

表 8 含金碎裂钠长石岩中钠长石和方解石流体包裹体的成分(PP m )

T . ble s C o m 侧”川o n da ta (PP m ) of the fl u id 场c l此io n in ai bl 晚 朋d

, k ite of g o ld 一加. r加g 吐b ite r
oc k

样样号号 矿物物 U +++ N S +++ K +++ Ca Z +++ Mg Z +++ F一一 C l一一 H CO犷犷 H Z OOO C 0 222 PHHH N a + / K + ((() 2 + / M g Z,, F一 / C I一一 CO , / H 2 000

GGG D 8 8T --- 方解石石 2
.

6 111 7
.

0 444 1
.

6333 6 2 2 222 1 9
.

1 555 l
。

5 666 1 0 0222 0
.

0000 6 7 555 1 26
.

3 666 7
.

8 333 7
.

3 222 3
.

2 444 0
.

2 999 0
.

0 888

GGG D 12 3T III 钠长石石 3
.

2 000 4 3 1 222 4
.

2 333 1 4
.

9 000 7
.

2 111 1
.

1 444 3 2
.

3 111 0
.

0000 4 2 444 1 36
.

7 222 8
.

1222 1 0
.

2 000 2
.

0 777 0
.

0333 0
.

3 222

测试单位
:

本校地质系包体室

综上所述
,

新洲地区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的地质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 a 、

逆冲推

覆早期形成的韧性剪切带 (F石
、

F若
、

Fa,
、

F、)为金矿化提供了空 间
,

携带着成矿元素的富 N a+ 溶

液对这些剪切带中的糜棱岩进行交代
,

从而形成钠质蚀变岩脉带
; b

、

金矿化与钠长石化密切相

关
,

金矿体无一例外地产在钠质蚀变岩脉带之中 ; e
、

金矿化与逆冲推覆晚期的脆性剪切变形密

切相关
,

绝大部分金矿体产在钠质蚀变岩脉带中遭受强烈脆性剪切 的碎裂钠长石岩区段
,

剪切

变形强度与金矿化程度成正 比
,

碎裂钠长石岩直接构成金矿体
。

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的上述

特征与
“

焦家式
”

金矿床 (即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床 )[l
‘〕有明显的差别

,

因此可作为一种新类型

金矿床
,

暂命名为大狗古式
。

本类型金矿的研究工作得到 了课题组成员—中南工业大学何绍勋教授
、

段嘉瑞副教授

及广东省地矿局 7 06 地质队伍广宇大队长
,

张奋生副大队长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
地质科学院地

质力学研究所邵建国同志提供了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分析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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