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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小石人金矿地球化学异常特征及成矿预测 

朴寿成，刘树田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长春 130026) 

[摘 要]小石人金矿在区域、矿区、矿脉3个不同层次上均存在 Au、Ag、cu、Pb、As、Sb、Hg和 Bi等 

元素的异常。矿区范围内近东西向和北北东向两组构造的交汇部位是成矿的最有利部位。矿区内有3 

个异常带，已知矿脉均赋存在北部异常带内，中部和南部的两个异常带应是Au成矿的有望地段。Ag、 

As、sb、Hg、Ba为上部矿脉的特征元素，Bi、cu、c0为下部矿脉特征元素。根据矿脉中元素分带标志，l 脉 

的矿化向深部还有一定延深，2 矿脉深部可能无新的盲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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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人金矿位于中朝准地台辽东台背斜，浑江 

一 太子河坳陷老岭复背斜北西翼。矿区出露的地层 

有早 元 古 宙 老 岭 群 珍 珠 门组 (Pt )、花 山组 

(Pt h)，侏罗系马达岭组(J m)、林子头组(J，z)、 

石人组(J3 ŝ )和白垩系下统榆木桥子组(K Y)。 

珍珠门组主要由角砾状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和透 

闪石大理岩组成 ，是矿区内的容矿围岩。侏罗系地 

层主要由凝灰质砂岩、酸性凝灰岩、含砾长石砂岩和 

砾岩组成。榆木桥子组主要由砾岩、砂岩及角砾岩 

组成，不整合盖在珍珠门组之上。矿区岩浆岩有石 

英斑岩和闪长岩脉。区域范围内发育北东向、东西 

向和北西向构造 ，特别是北东向构造对成矿有控制 

作用。矿区断裂构造以北西向和北东向为主，还有 

北北东向和近东西向，矿脉走向主要为北西和北东 

东。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赤铁矿化、孔雀石化、绢 

云母化和碳酸盐化，其中硅化、赤铁矿化与金矿化关 

系密切，矿石呈紫色，致密坚硬。 

1 区域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据 1：5万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结果，在老 

岭成矿带不同时代地层中，早元古宙地层分布区Au 

的平均值和标准离差最大，分别为 2．26×10I9和 

8．51×10一。在早元古宙地层中，珍珠门组地层分 

布区Au的平均值和标准离差最大，分别为 3．43× 

lOI9和 11．24×10一，并且 Ag、Pb、Zn、Sb、Hg等元素 

的平均值和标准离差也较大  ̈，说明珍珠门组地层 

的成矿潜力大，是本区找金矿的最有利层位，荒沟山 

金矿、南岔金矿等均赋存在该层位。 

不同级别的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异常在小石人 

矿区均有异常显示。区域异常面积可达 15～23 

km ，异常元 素组合为 Au、Ag、Cu、Pb、As、Sb、Hg、 

Mo、Bi。异常套合较好，具有一定的分带性，Mo为 

内带，Bi为中带，Au、As、Sb、Hg为外带。 

2 矿区土壤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据矿区4．5 km 范围内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结 

果，Au异常(∞(Au)>7×10 )主要分布在测区的 

北部 ，沿 NNE向和近 EW 向两个方向发育，已知 Au 

矿脉产在测区北部两个方向异常的交汇部位，说明 

这两个方向的构造可能控制 Au矿化的空间分布。 

与 Au异常不同，Cu、Pb、Zn、As异常以近东西向为 

主，而且主要分布在测区的中部，可能反映异常的分 

带。根据单元素异常和 Au、Ag、Cu 3个元素的马氏 

距离 的空间分布，可以简化出小石人矿区的综合异 

常结构 (图 1)，该异常结构清晰地反映小石人矿床 

的成矿受 NNE向和近 EW 向两个方向构造控制，两 

个方向构造的交汇部位是 Au成矿的有利地段。 

Au异常与其它元素异常空间重叠性比较差 ，含 

量变化与其它元素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表 1)。间接 

指示元素 Cu、Pb、Zn、As、Ag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1％信度下显著正相关)，说明在矿床范 

围内Au异常与间接指示元素异常在水平方向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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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人； 

表2 小石人金矿岩(矿)石中元素的斜交因子模型 

F ：[Ba、Sr]一围岩成分因子； 

F ：[Mn、I Bi、V、(Au)I]一围岩蚀变因子。正 

值代表围岩蚀变中 Mn从矿化中心的带出，负值代 

表金与赤铁矿化之间关系。 

4 找矿标志 

小石人金矿在不同层次上的找矿标志为： 

1)早元古代珍珠门组地层是 Au成矿的最有利 

层位(a11)。Au、Ag、Cu、Pb、As、Sb、Hg、Mo、Bi等元 

素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异常是矿床存在的区域地球 

化学找矿标志(a )； ’ 

2)Au、Ag、As、Cu、Pb、Zn等元素土壤地球化学 

异常存在是矿区地球化学找矿标志(a2。)。与金矿 

化有关的Au、Ag、As、Cu、Pb、Zn等元素土壤地球化 

学异常受近 EW 向和 NNE向构造的控制，两组构造 

的交汇部位是成矿的最有利部位( )； 

3)硅化 和赤铁矿化是矿脉 的围岩蚀变标志 

(a3。)，Au、Ag、As、Sb、Hg、Bi、Cu、Pb、Zn等元素的岩 

石地球化学异常是矿脉存在的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a， )。Ag、As、Sb、Hg、Ba为上部矿脉的特征元素， 

Bi、Cu、Co为下部矿脉的特征元素(a站)。 

综上所述，小石人矿床的区域(A )、矿区(A )、 

矿脉( )3个层次的找矿层次模式 为t 

Mx=(A1，A2，A3) 

A1=(a a12) 

A2=(a21，a22) 

A3=(a31，a32，a33) 

5 成矿预测 

在小石人矿区，3个平行的近 EW 向地球化学 

异常形成 3个异常带，并且与 NNE向异常的交汇部 

位是形成矿体的最有利部位，已知矿脉均分布在北 

部的 I号异常带。在测区中部的 Ⅱ号异常带，虽然 

没有出现 Au异常，但 5个间接指示元素的异常发 

育，更重要的是 As异常发育，是金矿化存在的重要 

标志。南部的Ⅲ号异常带位于测区边部，虽然只有 

Au一个元素异常，但地质构造条件非常有利于成 

矿。根据脉型金矿的等间距规律 ，测区中部和南 

部的两个未知异常带应是 Au成矿的有望地段。 

从横穿 1 矿脉的地表岩石地球化学测量剖面 

结果(图3)可以看出，由于大理岩的化学性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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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矿脉原生地球化学异常图 

l一大理岩；2一金矿脉；3一背景上限 

(元素含量单位为 ∞B／10一 ) 

矿脉附近的异常宽度只有 10 m左右。但在金矿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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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矿围岩中有 Ag、As、sb、Bi、Hg、Cu、Pb、Zn发育。 

其中，活动性强的 As、Sb、Hg、Ag的异常相对较强， 

活动性相对弱的 Bi、Cu的异常较弱，说明该矿脉向 

深部应有一定的延深。 

从图 4还可以看出，由下部矿脉特征元素所组 

成的累加值((Cu+Bi)／2)异常范围很小，宽只有 6 

m，而由上部矿脉特征元素所组成的累加值((As+ 

Sb+Hg+Ag)／4)异常值范围较大，宽将近 20m，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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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 矿脉原生地球化学异常图 

异常值较高，更加明显地反映 1 矿脉的剥蚀程度较 

浅 ，矿脉向深部应有较大的延深。异常在水平方向 

的分带能够反映矿脉的倾向 。̈。。1 矿脉地表倾向 

165。，倾角 88。，近于直立，但两组累加值显示出明 

显的分带现象，(Cu+Bi)／2位于矿脉近处，形成 内 

带，(As+Sb+Hg+Ag)／4位于外带，并且异常向南 

东方向延伸较大，说明矿脉在深部应向南东倾斜。 

2 矿脉的元素分带序列未出现“逆向分带”或 

“反分带”现象，因此该矿体的深部可能不会出现新 

的盲矿体。 

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我校纪宏金教授 

和李绪俊教授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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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IJ]RES oF GEoCHEM匝CAL ANoM L匝 A i】D oRE P】 DICTION 玎 

XIAoSHⅡtEN GoLD DEPoSrI'．J|】 玎 PRo、 NCE 

PIAO Shou—cheng，LIU Shu—tian 

(College ofGeo—explo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6) 

Abstract：Xiaoshiren gold deposit is of Au，Ag，Cu，Pb，As，Sb，Hg and Bi KHoinslles on regional，deposit and lade scales．The intersecting parts of 

the EW and NNE trending structures are the most favorable sites for gold mineralization．There are three anomalous gORes around and adjacent to the de— 

posit，but the known lad es ale all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anomalous zone，and the middle and~uthem anomalous zones are lack of gdd mineralization． 

Ag，As，Sb，Hg and Ba ale head halo elements，and Bi，Cu and Co are the rear elements in one lad e．Based on the zoning index ofthe indicative ele- 

ments，itis suggestedthatitis quite possibletofind some blind Ore bodies atthe depth ofNo．1 lad e，an ditis unlikelytofindany bHnd Ore body atthe 

depth ofNo．2lade． 

Key words：feature of geochemical an omaly，Ore —finding indicators at different scales ，or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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