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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招远一掖县地 区蚀变岩型金矿找

矿评价中用黄铁矿晶体形貌填图的初试

任英忱 程敏清 朱作山 王存昌

一
、

地质矿物填图的意义和任务

地质矿物填图是苏联最近报导过的地质领域内的新事件
。

国外文献只见简要的叙述
,

实

例不多
。

国内地质界尚未作过这方面的尝试
。

由于地表露头矿 日益减少
,

地质找矿的难度逐年增大
,

探寻隐伏矿已成为当前地质科研

工作的重要课题
。

苏联学者川用矿物学方法进行矿产评价 并将这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总结成

为一门新的地质学分支
—

找矿矿物学
。

地质矿物填图就是应用找矿矿物学的知识
,

把矿物

标型特征填在地质图上
,

通过资料分析以评价矿床
。

在招远
—

掖 县地区蚀变岩型金犷进行地质矿物填图
,

我们认为应该解决以下几个主要

问题:

1
.

评价矿化点的剥蚀程度
,

即该矿化点受到了浅剥蚀还是深剥蚀
。

为此
,

要掌握矿头
、

矿体中部
、

矿尾的标志特征
。

2
.

矿体的变化梯度
,

变化梯度大则矿体规模大
,

反之则小
。

3
.

地下深处盲矿体的标志特征
。

4
.

矿体向深处的变化趋势
,

矿体厚度和品位的变化
。

要解决这些问题
,

不能只凭矿点上的零星资料
。

需要掌握成矿带
、

矿田的地质特点
,

要

习院典型矿床
、

矿脉的矿物分带模式
,

并根据区域
、

矿区地质矿物图上的资料进行分析
,

再

结合构造和蚀变带发育的特点对矿化点作出有根据的评价
。

二
、

地质矿物填图的方法

矿物填图是在对区域地质
、

矿床地质认识基础上进行的
。

矿物填图的第一步是选择矿物

标型特征
。

招远

—
掖县地区蚀变岩型金矿区广泛分布有黄铁矿

、

石英和绢云母
,

而在该区

金矿的四个矿化阶段中灰白色石英含金黄铁矿阶段 (第三矿化阶段) 为主要成矿阶段
。

因此

我们选择了这个阶段的黄铁矿来进行研究
。

国外曾有人啥
’

3〕研究过金矿床黄铁矿的晶体形

貌和微量元素方面的标型特征
。

过去很多人都认为该地区蚀变岩型金矿的黄铁矿大都呈粉末

状
,

很难见到晶形
,

即使有也是立方体晶形
,

不易识别出标型
,

则研究得不多
。

我们在研究

工作中采用了结构浸蚀和人工重砂等方法
。

认为该区黄铁矿的标型特征是清楚的
,

在矿体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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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空间上黄铁矿的晶形变化是有规律的
,

初步摸索了矿床的矿物分带模式
。

我们对该地区的典型矿床西起三山岛
、

新城
、

河东
、

灵山沟
、

东到玲珑五个大型金矿的

典型矿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

按勘探线从地表露头
、

坑道
、

钻孔岩芯都系统地进行编录
、

采样
。

其中新城由标高 。米到 一 6 0 0米
,

河东从地表到 一 3叨米都较系统地采集了样品
,

编制了

矿体中黄铁矿晶体形貌变化纵剖面图
。

每个剖面上包括样品40 一50 个
。

人工重砂样品的样重

一般为 5 00 克左右
。

由于矿石和近矿围岩中的黄铁矿
、

石英
、

绢云母含量较多
,

样品经破碎
、

淘洗
、

分选
,

都能得到足够的作晶形统计和化验的单矿物样品
。

所采样品的位置和特征都经记录并标明在坑道中段图和钻孔剖面上
。

考虑到样品的代表

性以及各阶段不同矿物组合之间的穿插关系
,

对块状样品则在露头各部位各取一小块组合而

成
,

对不同的矿物组合尽可能作到分别取样
。

样品破碎加工之前
,

都作显微镜下观察
。

根据

矿物之间的结构和嵌布粒度
,

确定加工粒级
。

为使黄铁矿晶形保持完整
,

破碎时用对辊
,

而

不用盘磨
。

通过光片和重砂的显微镜下观察
,

认为招远 一掖县地区蚀变岩型金矿的矿石结构和黄铁

矿晶体形态具有下述特点
:

1
.

黄铁矿的压碎和晶粒再生长的现象比较普遍
。

黄铁矿被压碎成大小不等的碎块
,

经结

构浸蚀
,

这些碎块都具有生长环带 (照片 l)
,

有的环带形态尚完整
,

可以恢复为八面体和五

角十二面体的切面
,

但大部分都已被破碎成断片 黄铁矿的后期生长现象比较清楚
,

在上述

环带断片的基础上又生长成立方体外形 (照片 2 )
。

金银系列矿物主要出现在八面体
、

五角十

二面体黄铁矿碎裂之后
,

立方体黄铁矿形成之前
。

2 这类型矿床黄铁矿的颗粒和晶体都显示出定向应力的特点 粉末状矿石经常见透镜体

状的黄铁 矿集合体
.

透镜体发育有几组裂隙
,

有平行透镜体长轴的
,

也有垂直长轴的张裂隙

和 I 型剪裂隙
。

金银系列矿物常出现在透镜体变窄 部汾的张裂隙内及黄铁矿颗粒之间 (照片

3 )
,

黄铁矿的品体形态常见为拉长歪晶与异向芽晶
.

平行透镜体生长 ‘照片 4 )
,

表现出应力

的特点

:
‘

矿石 中的黄铁矿终常叮以见到原生的晶形
,

即使遭受构造破碎的粉末状黄铁矿集合体

内 也残留有黄铁矿的原生晶体 这提供了考察矿体垂直空间上黄铁矿的晶体形态变化的有

利条件

通
.

这种类型矿床黄铁矿晶粒内微裂隙比较发育
。

这种微裂隙在显微镜下从光片上不易观

察到
,

只有经过浸蚀才会显现出来
,

它常常是微粒金银系列矿物的赋存场所
。

沿着微裂隙有

时再生有另
一

世代的五角十二面体和八面体 细粒黄铁矿 (照片 5
、

6 )
。

这种微细粒黄铁矿在立

方体黄铁矿形成之前与金银矿物同时形成 显然
,

这类矿床中的五角十二面体和八面体的黄

铁矿 (无论是原生的或再生的 )
.

都与金的成矿作用有关
,

其中包括金在黄铁矿晶格的晶出及在

动力热液系统中的聚晶生长和变化 因此
,

研究矿体不同部位黄铁矿的品体形貌特点和它们

的数量变化是探讨金矿的成矿作用和预测金矿资源中的一种示要手段

从矿体的各部位采的样品经加工成人工重砂样
,

再经过结构浸蚀等特殊处理
,

可 以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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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数量的黄铁矿晶体
。

这些晶体除晚期呈套晶生长的立方体外大部份与金的成矿作用有关
。

晶体在热水溶液晶出后经成矿时应力的持续作用
,

拉长再生长
,

破碎再结晶
。

有的晶体在动

力作用较弱的环境下还保持着晶出时的完好晶形
。

重砂样品在光片上所反映的各种晶体形态

和结构特征都是该区各部位矿体成矿时的物理
、

化学和动力等作用的结果
。

该区蚀变岩型金

矿黄铁矿的晶形有五角十二面体
e {2 10 }

、

八面体 0 {n l }
、

立方体
a {1 0 0 }

、

立方体与五

角十二面体的聚形卜
e 、

八面体与立方体的聚形。
0

、

五角十二面体与立方体聚形卜
a 、

立

方体与五角十二面体
、

八面体的聚形
a一 e一。等

,

还有上述晶形的拉长歪晶
、

异向芽晶
、

套晶

(c 。v e r 。rys ta l) 等
。

各种聚形中组成单晶所占比值往往在矿体不同部位都有变化洞时还

起着标记矿体空间位置的作用
。

利用矿物晶体形貌填图要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处理各种变量
,

并

相应的标定在有关的地质矿物图件上
。

如上述每一种晶体形貌在矿体空间上所占数量变化很

大
,

可看做一变量
,

该类型矿床黄铁矿晶体形貌的变量就有十项以上 (见表)
。

同时还注意

了黄铁矿的晶体化学
、

地球化学标志
,

其中有F e S
Z * x 、

A s 、

S b
、

B i
、

C o 、

N i
、

1
’
1

C r 、

C u 、

Pb
、

Z n 、

A u 、

A g 等十几个变量
。

在使用矿物化学变量方面
,

对黄铁矿中微

细矿物包体的杂质干扰进行了慎重的消除
。

经探针分析结果
,

黄铁矿中c 。
含量为。川

n 戈
。 ,

N i含量较少
,

并有一定数量的 Z n 、

B i
。

确定出黄铁矿的矿物化学式为F e S
Z + x ,

与岩浆矿床

黄铁矿为 Fe反
一 x
有明显不同

。

该类矿床黄铁矿的铁位置上出现空位是因为有 C
一

。 、

N
:

、

Z n

(个别样品有C u) 的置换
。

当F e SZ + x 的 X 值小时可有 B i的置换
。

为使矿物的化学分析数

据稳妥可靠
,

对黄铁矿单矿物进行化学分析和探针分析
,

彼此验证
。

因为镜下黄铁矿颗粒中

常见有方铅矿
、

黄铜矿
、

银金矿等细小包体
,

化学分析时可省掉 A u 、

A g
、

C u 、

P 卜项目
。

除了黄铁矿晶体形貌的数据外
,

还应用了石英的测温数据
、

气液包体成分
、

声
、

E 卜
、

热发

光
、

微量元素等以及绢云母的一些资料
。

有的一个样品可选变量达20 多项
。

在这些大量的数

据基础上
,

填图时就可能把矿体的变化梯度刻划得详细一些
,

以便对矿化作出较可信的i平价
。

黄铁矿的晶体形貌特征和矿物化学的一些微量元素
,

都是黄铁矿的晶体缺陷的直观反映
。

它是矿床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成矿温度
、

压力
、

溶解PH 值
、

组分
、

硫逸度⋯⋯ )所决定的 关于这

部分的理论拟以后探讨
。

三
、

地质矿物填图及其有关问题的讨论

通过对三山岛
、

新城
、

河东
、

灵山沟
、

玲珑等五个大型金矿较系统的编录和采样
,

再加

上收集的北截
、

上庄
、

黄埠岭等中型矿床的资料
,

进行了各矿床资料对比 (特别是灵山沟)
,

可归纳出该区蚀变岩型金矿矿体垂直空间上黄铁矿晶形的变化规律 (图) 有以下几点
:

1
.

矿体顶部黄铁矿的晶形为八面体
,

往下为八面体与立方体聚形
,

再下为八面体与五角

十二面体 (立方体) 聚形
,

五角十二面体
,

五角十二面体与立方体聚形
。

其中在立方体与八

面体聚形
、

五角十二面体与立方体聚形中
,

立方体占有的面积比随矿体的深度加大
,

直至矿

体的尾部聚形中其面积比达到 8
.

3
。

2
.

矿体的变化梯度
,

大矿比中
、

小矿矿物的标型变化梯度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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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在矿体垂直空间上
,

黄铁矿的晶体出现了反常情况
,

如五角十二面体为矿体中
、

尾部

标志
,

却出现在八面体 (矿头标志) 的上部
,

或出现在同一水平标高
。

通过该区坑道所揭露

的地质实际情况验证
,

乃是成 矿期的断层或后期断层错动所致
。

如新城一 13 3米中段黄铁 矿

/俩体占92 %的比率
,

应为矿头标志
,

而在上部一 7。米中段样品中五角十二面体
、

立方体与

五角十二面体聚形占有较大的比率
,

这两种晶体
、

表明该部分为中
、

下部矿体标志
,

经一 95

米中段坑道观察
,

该处确有逆断层存在
。

这也是新城
、

焦家断裂的证据之一
。

4
.

深部再度有黄铁矿八面体出现
,

排除上述受断层影响外
,

可以推测深部有盲矿体
。

某

中型矿床勘探结果和地下开采已证实了这个推断
。

如从矿体垂直空间分析
,

矿物晶体标志逐

渐往下推移
,

则说明该矿段深部前景比较乐观
。

5
.

在进栩夏域或成矿带的矿点评价时
,

对蚀变岩型金矿的垂直空间的分析
,

如缺少矿体

上部矿物晶形标志或其它标志
, ,

还可认为该矿床已受剥蚀
。

总之
,

要结合各种因素加以考

虑
。

6
.

这次工作中
,

矿体中矿物的应力标志如黄铁矿的拉长歪晶
,

异 向 芽 晶等统计的资料

还不够多
,

而在一些矿床中反 映了某些特点
。

如某矿床矿体呈透镜状 (主要受应力引起)
,

在

透镜体开始收缩的部位出现了高品位金
。

黄铁矿晶形统计也反映出这个特点
,

由透镜体膨胀

到收缩部位
,

黄铁矿正常晶体的比例逐渐减少
,

而拉长歪晶的比例则逐渐增多
。

显微镜下亦

见银金矿主要出现在透镜体开始收缩部位
,

并且分布在黄铁矿颗粒之间或出现在黄铁矿微裂

隙内
。

蚀变岩型金矿的成矿作用过程中
,

一直伴随有构造活动
,

除矿物集合体拉长变形外
,

也

包括矿体的位移
。

找矿评价工作中应充分估计这些复杂因素
。

地质矿物填图
,

仅仅作了一次尝试
,

也可能对找矿评价工作有某些可取之处
。

考虑到找

矿矿物学在世界士哆飞有五年历史
,

矿物填图学龄更短
,

肯定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还不完善
, ;之

种方法使用起来也会象物探和化探方法一样有些条件的限制
,

希望同志们多加指正帮助
。

我

们还建议对一些有意义的成矿带
、

矿田开展地质矿物填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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