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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冀西太行山中段(特别是石湖地区)金

银矿地质找矿工作进展很快, 石湖金矿深部采矿也

具有明显的正变,金的品位明显变富,矿脉的宽度也

有所加厚,引起地质学家的广泛重视。对其成矿作

用、控矿构造、深部找矿潜力众说纷纭[ 1- 4]。

笔者通过对区域构造分析、控矿构造解析、成矿

物质来源研究、找矿潜力探讨等,认为成矿物质主要

来自深源,不同级别的断裂构造是主导控矿因素,石

湖金矿属受断裂控制的硅化断裂蚀变岩型金矿, 深

部和外围仍有很大的找矿潜力。

1  金矿床地质特征

该区位于太行山隆起中段阜平幔枝构造的轴

部,燕山期麻棚岩体东侧。

1. 1  区域地质特征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中太古代阜平群变质岩

系,可分为上、下两个亚群, 下亚群主要岩石类型为

各种片麻岩,其次为二辉麻粒岩、斜长角闪岩和大理

岩,夹有少量变粒岩和磁铁石英岩。原岩为基性火

山岩, 夹碎屑岩、镁质碳酸盐; 上亚群为浅粒岩、大

理岩和斜长角闪岩。原岩主要为陆源碎屑岩夹镁质

碳酸盐岩。变质程度为高角闪岩相。

岩浆活动以燕山期侵入岩为主,区内较大的侵

入岩体为麻棚岩株, 平面呈鞋底状, 长轴为 NE 向,

长 13. 0 km,宽 5. 0 km, 面积约 65. 0 km
2
。岩体形

态上呈近同心环状,由外至内分别为:细粒辉石角闪

闪长岩、(石英闪长)石英二长闪长岩、石英二长岩、

二长花岗岩、斑状二长花岗岩。河北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石家庄综合地质大队将其分别命名为大东

沟、北庄、前斗岭、观音堂、后斗岭等 5个脉动单元,

构成麻棚岩浆演化序列。不同单元之间为脉动式侵

入关系,总体演化趋势上, 从外到内侵位时代由早到

晚( 151~ 119 Ma, 牛树银等, 1994) , 岩性由中基性

到中酸性, 岩石的颜色深灰 y灰色y浅灰 y灰白 y

褐红色,岩石的结构由细粒结构 y中细粒结构 y中

粗粒结构y花岗结构 y似斑状结构过渡。辉石、角



图 1  石湖地区地质简图

F ig . 1  Geolog ical sketch of the Shihu area
1.花岗斑岩 2.石英斑岩 3.闪长玢岩 4.辉绿岩 5.花岗闪长岩 6.麻棚序列后斗岭单

元斑状二长花岗岩 7.观音堂单元二长花岗岩 8. 前斗岭单元中细粒石英二长岩 9.

北庄单元中细粒石英(二长)闪长岩 10.岗南片麻岩:含磁铁矿斜长钾长浅粒岩 11.

车见沟基性岩墙:斜长角闪岩 12.蔡树庄片麻岩:条带状黑云二长片麻岩 13.坊里片

麻岩:条带状、肠状(角闪)黑云斜长片麻岩 14.宋家口岩组:白云石大理岩、钾长(二

长)浅粒岩、黑云钾长 (二长 )片麻岩、含夕线石石英球粒浅粒岩 15. 金矿 16. 钼矿

17.铅锌矿 18.铁矿 19.地质界线 20.正、逆断层、性质不明断层 21.脉动侵入界线

闪石等暗色矿物逐渐减少,石英、钾长石等浅色矿物

逐渐增多,反映出岩体从中基性向酸性的同源岩浆

演化序列(图 1)。

此外,在麻棚岩体的外围发育有大量燕山晚期

的脉岩。从展布特征上看,在岩体的北西侧主要为

NW向和 NE 向岩脉, 在岩体的南侧, 则主要为近

SN 向岩脉。岩脉主要为石英斑岩、花岗斑岩、花岗

闪长斑岩、石英二长斑岩、闪长玢岩、辉绿岩等。

1. 2  矿床地质特征

石湖金矿位于麻棚岩体的东侧,是太行山中段

重要的金矿资源基地, 属岩体外围硅化断裂蚀变岩

型矿床。矿区内已经发现 50余条含矿断裂蚀变岩

带,现开采的 101 和 116两条矿脉勘探黄金储量为

22. 28 t ,在矿山开采过程中还有较大的正变, 加之

深部探矿黄金储量增至 30. 0 余 t, 展示

了很好的找矿前景。

矿区赋矿围岩主要为太古代阜平群

团泊口组、南营组片麻岩系, 就总体而

言,其下部主要为斜长角闪岩和黑云斜

长片麻岩, 中部为钾长浅粒岩夹含夕线

石石英球粒集合体的钾长浅粒岩, 上部

为斜长角闪岩、大理岩等。区内区域变

质作用及混合岩化作用强烈。区内岩体

为燕山期麻棚岩体, 此外, 尚有较多近

SN 向展布的燕山晚期脉岩。

矿区地质构造复杂, 晚太古代以变

质岩的强烈褶皱及韧性剪切变形为主,

石湖背斜轴向 NWW 向,延长 30 km ,并

成为构造薄弱面, 往往被后期构造利用

和改造。燕山期以断裂构造活动为主,

断裂具有多次活动特点, 且具有压剪 y
张剪y压剪的变化规律, 它们往往构成

主要的控矿构造。在石湖矿区, 特别是

NNE 向、NE 向断裂带中充填有燕山晚

期脉岩, 结构面多呈舒缓波状, 陡倾斜

( 60b~ 90b) , 延深稳定, 是该区主要控矿

构造。

前燕山期韧性剪切变形带以平卧褶

皱倒转翼和各岩组岩性界面附近的韧性

变形为主, 它们对金矿的初步富集乃至

金矿的形成具重要的先导作用。

( 1)矿体形态特征与规模。石湖金

矿田目前已发现的 50 余条矿化断裂蚀

变带中,已有工程控制和已经开采的为

101, 102, 115, 116 等矿脉, 矿脉主要受近 SN 向和

NW向断裂控制, 矿体走向大多也为近 SN 向和

NW向,走向多为 340b~ 20b,倾向 NW或 NE,倾角

65b~ 90b。矿体长度一般几百米至上千米, 最长
3 200 m,目前开采最大延深可达 420 m(表 1)。矿

体平均厚度 0. 452~ 2. 04 m , w ( Au) = 3. 52 @ 10- 6

~ 27. 9 @ 10- 6。矿体呈脉状、薄板状、透镜状, 具分
支复合、尖灭再现的特点。

( 2)矿石矿物组合特征。矿石矿物以黄铁矿、方

铅矿、黄铜矿、闪锌矿、银金矿、磁黄铁矿及褐铁矿等

为主。金主要以银金矿或自然金嵌布于金属硫化物

及石英中,粒度多在 0. 022~ 0. 3 mm 之间, 嵌布方式

有粒间金、裂隙金和少量包裹金,金成色一般为 660~

807。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绿泥石、斜长石、绢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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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石、钾长石等,形态多为粒状或不规则状。

依据矿物共生组合,矿石矿化类型可分为 3种类

型:石英脉型、断裂蚀变岩型和石英脉- 断裂蚀变岩

型。金矿化主要与含金多金属硫化物硅化岩和含金

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有关,硫化物呈浸染状、细脉状

分布,矿化富集地段碎裂构造明显,硫化物呈块状、条

带状及网脉状分布。矿物组合及结构越复杂, 角砾状

构造矿石越发育,矿化亦越好,矿石品位越高。

表 1 石湖金矿部分矿脉产出特征

Table 1 Character istic occurr ences of different Au o re vein in Shihu go ld mine

矿脉
产状

走向 倾向,倾角

规模

延长/ m 脉宽/ m 延深/ m

101 340b~ 360b NEE, 65b~ 90b > 2000 0. 5~ 20 > 400

102 0b~ 20b W, 75b? 1400 0. 5~ 4 尚在勘探

116 300b NE, 75b 1000 0. 5~ 3 > 400

  ( 3)围岩蚀变及矿化。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围岩

蚀变有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绢英岩化和绿泥石化。

它们在空间上形成明显分带: 从矿脉向围岩依次为

硅化带、绢英岩化带、碳酸盐化带、绿泥石化带,但分

带不对称,有的分带也不完全。围岩蚀变的规模、产

状及其分带无一例外地受控于断裂。矿化强度与硅

化、黄铁绢英岩化关系最密切,蚀变带的宽度、强度

与金矿化强度成正比。

( 4)矿化阶段。根据不同矿脉之间的穿插关系、

复合脉分析、矿物组合分析、包体测温等资料分析研

究,将本矿区矿化作用分为 4个矿化阶段: ¹ 高- 中

温乳白色石英形成阶段: 石英主要呈乳白色, 较为纯

净;黄铁矿大多为自形立方体晶形,多成星点状散布

于乳白色石英之中; 此阶段没有明显的其他金属硫

化物生成; º中温黄铁矿化灰白色石英脉阶段:以灰
白色石英为主, 多受裂隙控制,可见其切割乳白色石

英;黄铁矿则以半自形- 他形为主,结晶颗粒一般小

于高- 中温阶段黄铁矿, 且细粒较多, 多沿裂隙展

布;此阶段有少量金矿物沉淀; »中- 低温石英- 多

金属硫化物烟灰色石英成矿阶段: 是金的主要成矿

阶段;矿物成分最复杂, 石英为烟灰色、暗白色石英

为主,也有部分早期石英发生碎裂又被胶结; 在杂色

石英中先晶出大量以黄铁矿、闪锌矿为主的金属硫

化物,接着方铅矿及大量的金、银系列矿物形成, 并

有少量银硫酸盐矿物生成;这种矿物结晶顺序除得

到了包体测温的佐证, 还有矿物结晶先后顺序的接

触关系,特别是在构造裂隙中矿物的对壁生长关系

非常清楚,首先是石英沿裂隙边缘向中间呈梳状对

壁生长, 其次是黄铁矿、少量黄铜矿生长, 甚至两者

交替结晶, 然后是闪锌矿、方铅矿依次结晶,裂隙也

往往被封闭;金银矿物多以微细粒赋存于硫化物之

中; ¼低温碳酸盐阶段:亦为瓷白色石英- 方解石阶

段,主要表现为形成宽窄不等的石英细脉和碳酸盐

脉,此时硫化物很少,金矿化也已经很微弱。

( 5)矿物包裹体及成矿温度。矿区石英包裹体

多呈不规则状, 6~ 10 Lm, 以气液包体为主, 少量液

态包体, 液态包体中以 Ca2+ , Na+ , K + , HCO -
3 ,

SO 2-
4 为主,气相成分以 H 2O, CO, CO 2 为主。通过

对石湖金矿床及外围金矿点的矿物包裹体的温度测

试,成矿温度范围为 210~ 310 e ,平均为 271 e , 说

明主要成矿期温度为中温。

1. 3  成矿物质来源探讨
成矿物质来源是矿床地质研究的前沿课题, 很

多地质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索 [ 5- 9] , 以往

的研究有两种主要认识:一是萃取观点, 认为成矿物

质主要来自含矿围岩,花费大量精力去寻找矿源层,

结果效果不太明显。二是深部流体成矿观点, 这种

观点又分为幔源成矿和核幔源成矿两种认识, 前者

认为成矿物质主要随深部流体而来,源于地幔,在地

壳断裂构造中成矿;后者则以地幔热柱认识为主,认

为成矿物质主要来自于核幔界面的/ D0层, 以气态

的形式通过地幔热柱多级演化向上迁移,在地壳构

造扩容带中成矿
[ 1, 10]
。

成矿元素本身的特性对其赋存状态和迁移形式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 Fe, Ni等元素不仅比

重较大,而且熔点和沸点亦高, 所以成为地核的主要

元素; Cu, Pb, Zn, Au, Ag 等元素尽管比重较大, 但

其熔点和沸点较低
[ 11]
,容易进入迁移状态;以 Au为

例,依据 Au的非专属性、Au 的特性及新构造出的

Au的原子结构模型, 推测 95%以上的Au 都集中在

地核之中, Au以紫色气体状态混合于 Fe, Ni之间,

在强烈的外核对流及核幔差异旋转过程中,大量的

金蒸气聚集在核幔界面附近。一旦由于天文因素激

发或地内因素扰动,地核物质便可穿越核幔界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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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幔热柱的形式向地表喷溢, 金蒸气亦必然作为

地幔热柱的组成成分呈反重力作用一起向上运移。

当金蒸气到达地幔软流圈时, 一部分金蒸气变成液

态, 形成气- 液混合相, 与地幔中的甲烷类物质

( CH 4 )一起,随地幔热柱多级演化继续向上运移。

这种气- 液混合相 Au 在遇到幔源深断裂, 与

岩浆一起上涌时, 部分气- 液混合相 Au 与岩浆一

起进行分异作用。在分异过程中, 液态 Au 在地表

淡水作用下,可直接变成固态 Au;而在地表咸水(海

水)作用下,往往以络合物的形式迁移, 直到当有淡

水或细菌(生物)等因素作用时, 则才开始聚集成固

态 Au。所以, Au的运移状态可概括为:

Au的主要来源:地核;

Au的存在状态:紫色气体y气- 液混合相 y含

矿( Au)流体y固态 Au;

Au的迁移形式:地幔热柱y地幔亚热柱y幔枝
构造 y构造扩容带;

Au的运移途径:地核/ D0层 y下地幔 y上地幔

y岩石圈 y地壳;
Au的成矿过程:构造变形y岩浆活动 y蚀变作

用y成矿作用;
当然, Au的最终成矿作用也明显受活化剂(水、

溶于水中的卤盐、硫、硫化物、二氧化碳等)、活化环

境(温度、压力、pH 值、Eh 值、杂质离子)等 (能量

场)的控制。

Ag, Pb, Zn, Cu 也有类似的特征。

2  构造控矿特征

地质理论研究的进展, 必然要对找矿实践产生

引导作用。很显然, 如果金等成矿物质以深源为主,

以围岩萃取为辅, 那么, 能否成矿,抑或能否形成大

型矿床,甚至大、中型矿床连片分布的先决及必要条

件应是:有充分的深部矿质供给、有很好的上升迁移

通道、又具有利的成矿储矿空间, 只要上述条件具

备,其成矿远景、找矿潜力就会非常巨大。

石湖地区金银矿的形成与燕山期岩浆活动密切

相关,岩浆岩的侵入不仅打通了深部成矿物质的迁

移通道,而且形成了一系列构造裂隙,为岩浆期后的

含矿流体活动提供了储集场所。本区金矿化与燕山

期麻棚岩体关系十分密切, 依岩体全岩 Rb-Sr 等时

线年龄,岩体的侵入时代确定为( 135 ? 8. 8) ~ ( 116

? 2. 6) M a[ 12] 。在岩体外围形成了一系列构造裂

隙。构造裂隙往往被晚期岩脉充填, 岩脉与围岩间

的岩性强度差异形成构造薄弱地带, 加之晚期构造

活动出现的构造扩容作用,为深部流体的贯入与沉

淀成矿提供了条件。

这种认识也得到了 S, Pb, H , O 等同位素测试

数据的支持
[ 12]
。

石湖金矿总体属岩浆期后热液石英脉- 断裂构

造蚀变岩型矿床。矿体明显受断裂甚至裂隙构造控

制。

2. 1  矿区构造地质特征

该区褶皱、断裂构造均较为发育。

褶皱构造可划分为 5 期: 第 1期褶皱构造以流

变(柔流)褶皱为主, 一般规模较小,多为露头尺度,

以强烈的流变褶皱和韧性剪切带为特征,反映出早

期变形较高的温度压力条件(图 2) ; 第 2期褶皱为

区域性大型平卧褶皱, 轴部出露中太古代阜平群下

亚群团泊口组一段钾长浅粒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外

围相继出露团泊口组二段钾长浅粒岩夹黑云斜长片

麻岩; 第 3期褶皱为共轴叠加褶皱, 它以第 2期褶皱

面为参考面,形成了栗树台- 水泉向形、土岭东沟背

形、龙门向形、熊沟背形等一系列褶皱构造(图 3) ;

第 4期褶皱的主压应力有了较大的转变, 为近 EW

向的挤压力,使第三期褶皱的轴面呈左右摆动的蛇

状弯曲;第 5期褶皱表现为区域性垂向隆起, 是阜平

幔枝构造上隆的表现形式。轴部强烈上升, 而外围

大幅度向外拆离滑脱,逐渐形成了幔枝构造的雏形。

图 2 第一期固态流变褶皱素描图

F ig . 2  Sketch of the fir st stag e solid rheomorphic fo ld
A.片内流变褶皱构造(石湖沟掌)

B.塑性流变肠状褶皱(石湖矿部南)

C.剪切褶皱(土岭东沟) D .不协调摺皱(矿区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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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石湖金矿 101号脉矿体剖面及矿石矿化特征

Fig . 4  Sect ion of o re body 101 and

cha racteristic of mineralization in Shihu gold m ine

Ñ .主矿体 Ò .硅化角砾岩带 Ó .黄铁矿化闪长玢岩带

Ô.绢英岩化带 Õ .绿泥石化原岩带

Si .硅化石英脉 FeS 2.黄铁矿化 S 0.原生面理 Q.石英脉.

图 3  石湖矿区地质构造简图( A)

与 101 脉 440 中段矿体投影(B)

Fig . 3  Sketch map of g eo lo gicalstructures ( A ) and

projective on level 440m of 101vein( B)

in the Shihu go ld deposit

Q 4.第四系 J- K.侏罗- 白垩系�- O.寒武- 奥陶系 Qn. 青白

口系 Jx.蓟县系 C h.长城系 Pt 1 .甘陶河群 Arw .五台群 Arfn21.黑

云斜长片麻岩 Arfn11 .黑云斜长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 Arft 3 .黑云

斜长片麻岩,顶部为大理岩黑云斜长片麻岩 Arft 22 .黑云斜长片麻

岩夹斜长角闪岩 Arf t 2.黑云斜长片麻岩夹钾长浅粒岩 Arf t1 .黑

云斜长片麻岩 PC.斑状花岗岩 CB. 花岗闪长岩 Do. 石英闪长岩

KDL.石英闪长玢岩 KDL. 辉长辉绿岩 Qs. 石英脉蚀变破碎带

QAu.含金石英脉

1.向斜 2.背斜 3.倒转背斜 4.逆冲推覆断层 5.地质界线 6.矿体

7.刻槽取样 8.矿体围岩

断裂构造以燕山期断裂构造为特征,

它利用、改造了原有构造, 以 NE 向、

NW向、及近 SN向断裂为主,同时, 它

们又是重要的导矿和储矿构造(图 1)。

2. 2  构造控矿的阶段性
矿床成矿作用复杂, 成因具有多

期次、多阶段特点, 但主要可分为两

个成矿阶段: 首先是太古代的古地幔

热柱活动把 Au等成矿元素从深部带

上来,形成了以基性火山岩为特征的

阜平群下亚群, 在阜平运动发生强烈

的变形变质作用, 广泛发育一系列流

变褶皱和韧性剪切带,稍晚形成了具

区域规模的石湖倒转褶皱,并在倒转

翼发育韧性剪切带, 使成矿元素产生初步富集。

进入中生代,由于阜平幔枝构造的强烈隆升,以

及麻棚岩体的多期次侵入,形成了一系列裂隙构造,

以及岩体外围被燕山期脉岩充填的构造薄弱带, 为

深部含矿流体提供了上升通道和储集空间,也活化

萃取了早期韧性剪切带中部分成矿物质,在新的有

利空间富集形成石英脉- 断裂蚀变岩型金矿。

2. 3  构造控矿分析

由于石湖金矿区矿脉的空间展布严格受断裂构

造的影响和控制, 因此, 详细解剖矿田构造,搞清矿

脉的空间展布, 就可以较准确地总结成矿规律,进而

较准确地开展成矿预测。

石湖地区具备了很好的成矿地质条件:

( 1)石湖地区位于阜平幔枝构造的核部, 处于太

行山构造岩浆带内,区域性 NNE 向断裂与 NW 向

断裂的交叉复合部位往往控制着燕山期岩浆岩的产

出(如本区麻棚岩体, 区外的赤瓦屋岩体、司各庄岩

体、王安镇岩体等)。强烈的构造运动以及岩浆活动

不仅沟通了深部矿源, 而且形成了相当发育的断裂

构造体系, 成为良好的控矿构造(图 1)。

( 2)由于麻棚岩体的强力侵入, 在岩体的外围形

成了一系列放射状构造裂隙,特别是在岩体西侧、南

侧和东侧, 裂隙相当发育。这些裂隙多被岩浆活动

后期的中基性- 中酸性脉岩所充填, 而脉岩与围岩

之间存在的岩性差及其之间的裂隙往往成为成矿流

体的迁移通道和储集场所。特别是在构造活动中被

构造改造、破碎的脉岩更是良好的成矿储矿构造(图

4)。

( 3)明显的化探异常中心。在麻棚地区, 凡是断

裂较为发育的部位,特别是硅化、硫化物发育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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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很明显的地球化学异常, 在石湖、西石门、北营

西沟、丑泥口、杨家庄、秋卜洞等区均有明显的地球

化学异常,有的还是 Au, Ag , Pb, Zn, Cu, A s, Hg 等

元素的组合异常,异常多与构造裂隙带和硅化、硫化

物发育的范围具有一致性,是矿化异常的表现。

3  成矿作用与找矿预测

从金的成矿作用分析, 如果没有深部成矿物质

来源而仅靠含矿围岩萃取,一般多形成矿化富集区,

也可形成一些小规模的金矿或矿化点。如果形成大

型矿山, 甚至大、中型矿山连片分布, 则必须有深大

断裂沟通深部矿源, 才能形成大的成矿集中区。

3. 1  成矿作用特征

( 1)在脆韧性或韧脆性剪切带和断裂构造体系

中,断层角砾发育地段,特别是断层角砾有黄铁矿等

多金属硫化物胶结时,一般指示矿化变富,甚至会有

特高品位块段的出现(图 4)。

( 2)含矿断裂带内产状变化部位,不同方向、不

同级别断裂的交汇处, 断裂带与早期韧性剪切带交

汇处,往往是金矿富集地段。在剖面上张剪性断裂

产状由缓变陡的部位, 压剪性断裂产状由陡变缓处

往往也是金矿富集部位。

( 3)矿区浅部矿脉围岩蚀变不太强烈, 但是, 往

深部蚀变有变宽的趋势,尤其硅化、绢英岩化、黄铁

矿化,一般指示工业矿体向下有变富趋势。

( 4)金矿物的成色能够说明其赋矿部位和成矿

温度, 成色越高表明成矿时温度越高 [ 12] , 矿体所处

部位越深。本矿区金的成色中上等, 说明现采矿部

位应该处于矿体中偏上部, 其深部尚有较大的找矿

潜力。

( 5)金属硫化物矿物组合越复杂,硫化物矿物类

型越多, 特别黄铁矿的自形程度越低,颗粒越细, 往

往指示矿石含金较高。

( 6)由元素的共生组合规律表明, As, Sb, Ag,

Cu, Pb, Zn等元素含量与金的矿化程度和规模成正

比,也即矿脉中含 As, Sb, A g, Cu, Pb, Zn矿物增多

时,金的品位也会变富, 如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

辉银矿等硫化物含量增高时, 金的品位相应增高。

( 7)已开采矿脉纵深的品位变化。根据上述找

矿标志和成矿规律分析,对矿区 101号矿脉深部进

行找矿预测。根据 101 号脉各中段的品位数据, 从

600~ 180 m 中段,共 11个中段。多数样品品位在

2. 5 @ 10- 6 ~ 40 @ 10- 6
之间, 最高可达到 87. 6 @

10- 6 ,中段平均品位最高可达 11. 99 @ 10- 6 ( 220 m

中段) (表 2,图 5A)。但是, 就总体变化趋势来看,

由浅部向深部有明显变富的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 180 m 中段现在为初期开采, 所

取样品数量有限, 故在图中平均品位值暂时位于趋

势线下方, 而从已经开采的矿石品位来看,其品位大

多比以上中段都高, 预测其平均品位可能要高于

220 m 中段。此外, 从各中段品位数据中还能看出,

每个中段品位> 10 @ 10- 6的高品位数值也有从浅部

到深部逐渐变高的趋势(表 3,图 5B)。

表 2 石湖金矿 101 号矿脉各中段平均金品位表

T able 2 Grade o f go ld on different lev el of 101 or e body in Shihu go ld mine

中段深度/ m 600 560 520 480 440 400 350 300 260 220 180

平均 w( Au ) / 10- 6 7. 16 4. 81 10. 74 5. 18 5. 42 7. 34 9. 37 6. 55 9. 65 11. 99 6. 92

表 3  石湖金矿 101 号矿脉各中段高品位样品分布

Table 3  High g rade distr ibut ion on different lev el for 101 o re body in Shihu gold mine

中段深度/ m 600 560 520 480 440 400 350 300 260 220 180

w ( Au) / 10- 6 19. 77 17. 62 17. 10 14. 57 14. 19 19. 62 24. 55 28. 23 24. 56 26. 23 21. 88

  从平面上看, 金品位从矿脉中心向两侧围岩逐

渐降低,且越远离矿脉品位越低,而围岩地层的金丰

度值较低,说明成矿过程与后期深源热液有很大关

系。富品位往往位于矿脉的分支复合部位和脉中产

状突然变化的地方, 跟围岩的蚀变、矿脉厚度等因素

也有一定关系。

3. 2  找矿方向

很显然,麻棚地区金的成矿作用明显受着构造

裂隙的控制,而这种构造裂隙多成组出现,仅麻棚岩

体东侧的石湖金矿区就已经发现 50 余条硅化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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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01 号矿脉各中段 Au的品位和高品位样品位分布

F ig . 5  Grade and high gr ade distribution on differ ent level for 101 or e body

- 断裂蚀变岩型矿化带,石湖矿区的 101, 116号矿

脉勘探提交黄金储量 22. 28 t ,加上储量正变及深部

增储,两条矿脉的金储量已达 30. 0 t。从成矿预测

来看, 101, 116号矿脉现开采深度应为矿体中部, 深

部仍有较大的找矿潜力。此外, 同组的其他矿脉具

有相同的演化特征和构造性质, 在控矿特征上亦应

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石湖金矿区的深部和外围

找矿潜力仍然很大, 应重点对矿田构造进行解剖,以

指导深部和外围找矿。

麻棚岩体的南侧和北西侧外围,特别是脉岩密

集区应该注意找寻相同或相近类型的金、银矿产,具

现已掌握情况看,麻棚岩体北西侧相对剥蚀较浅,应

该注意在北营西沟、丑泥口、杨家庄、秋卜洞构造发

育、区域地球化学组合异常明显的地段找寻银金矿,

特别应注意深部的地质找矿。

4  结论

阜平幔枝构造区成矿作用研究以及麻棚地区的

矿田构造解剖表明, 该区具有很大的找矿前景。

( 1)阜平幔枝构造的形成以及麻棚岩体的多期

次侵入,沟通了深部成矿物质来源,使麻棚地区成为

太行山区重要的成矿集中区。

( 2)中太古代地幔热柱活动带来部分成矿物质,

并随中太古代的多期次构造活动, 在早期韧脆性、脆

韧性剪切带中有所富集。中生代, 在阜平幔枝构造

活动期伴随着大规模的岩浆活动, 沟通了深部含矿

流体通道,是金矿的主要成矿期。

( 3)麻棚岩体外围形成的一系列燕山晚期 NNE

向、SN 向、NW向裂隙被燕山晚期中基性- 中酸性

脉岩所充填,并成为很好的导矿构造和储矿构造。

( 4)被脉岩充填的断裂裂隙和被改造过的断裂

蚀变带多为良好的储矿构造, 特别是这种裂隙具有

明显的硅化蚀变和硫化物充填, 并具有明显的化探

异常时,是很好的地质找矿指示标志。

( 5)根据麻棚地区的矿田构造解析以及地球化

学异常分析,麻棚外围的剥蚀程度尚浅, 麻棚东部剥

蚀相对较深,也只是金矿化的浅部晕,因此,应注意

深部地质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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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nder guidance o f mantle branch st ructure geolo gical characterist ics, ore material sources,
variat ion o f go ld grade and ore-contro lling st ructur es are analyzed in the paper. T he analy tical r esults

show potent ial for ore explor at ion to depth and in surroundings of Shihu gold m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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