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峪耳崖金矿深部矿体赋存规律及找矿方向探讨

肖  振,李志国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北京 100011)

摘  要 :  文章在对峪耳崖金矿 205 米中段以下矿体地质特征及赋存规律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在

矿区隐伏岩基接触带附近、深入围岩的岩枝附近、红色花岗岩体顶部及岩性变化带周围、脉岩下盘

与容矿构造相交处等是深部探矿的主攻方向,岩体与围岩的内接触带是金成矿的最有利部位。此

外, 主构造与次级构造斜交的部位往往是富矿体的产出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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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河北省峪耳崖金矿位于中朝准地台燕山台褶皱

带东段,马兰峪复式背斜北缘的喜峰口 ) 凌源构造
岩浆活动带中。金矿成矿与峪耳崖岩体关系密切,

为典型的中温热液型金矿床[ 1] 。

图 1 峪耳崖金矿地质图

Fig. 1  Geo lo gical map o f Yuerya Au depo sit

1.花岗岩 2.高于庄组灰岩 3.矿脉及编号 4.断裂

本文主要讨论峪耳崖深部(本文指 205 m

中段以下)矿体在产状、矿化类型、赋存规律等

方面的特征及深部找矿方向。

1  矿床地质特征

1. 1  矿区地质简况

峪耳崖金矿区主要出露中元古界长城系高

于庄组,岩性为中厚层燧石条带白云岩、含锰页

岩、含燧石结核白云岩。

矿区中部产出有燕山期花岗岩, 岩体呈

NE向延展, 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花岗岩

侵入于高于庄组地层中, 含矿石英脉大部分都

产于花岗岩中,少量矿脉产于岩体接触带附近

的地层中, 因此,花岗岩体对金矿的形成具有控

制作用。

矿区的断裂构造分为 NE 向、NNE 向、NEE

向、NW 向、近 EW 向 5 组。近 EW 向断裂构造为

成矿前构造, NE 向、NEE 向、NNE向断裂为成矿期

构造, NW 向断裂为成矿后构造。矿区内断裂以

NE向的压扭性断裂最为发育, NNE 向断裂次之。

断裂构造呈现彼此平行排列、协调弯曲、等距分布的

特点, 它们共同控制了区内金矿脉的形态、分布、规

模(图 1)。



1. 1  深部矿体的产状变化

深部矿体与浅部矿体一样,主要赋存于岩体中,

走向亦多为NE-近 EW向,倾向 NW, 但矿体倾角较

浅部有较大变化(表 1)。向深部金矿脉动的产状明

显变缓: 245中段以上多大于 40b, 205 中段平均为

38b; 205中段以下平均为 24b。

表 1  峪耳崖金矿深部矿体倾角统计表

T able 1 Dip ang le statistics of o re bidies

at depth in Yuerya Au mine

矿体 中段 倾角(b)

Au119

245 45

205 30, 37, 40, 45

165 30, 38. 5

Au23-10
205 40, 41, 42, 43, 45, 46

180 30

Au109-3 205 35

Au129 205 40

Au109 165 27

Au99
194 5, 8, 10, 15

180 15

Au23-7
205 20, 22

192 20, 17, 15

Au23-28 165 16, 10

盲 21

330 48, 52

300 40, 45

275 40

245 18, 20, 23, 25, 36, 40, 46

237 16, 20, 32, 30, 40, 45

205 30

194 20, 30

180 15, 17, 18, 20

165 16, 17, 20

1. 2  矿化类型

深部矿体的矿化类型较浅部简单, 以含金黄铁

矿石英脉型为主,多为单脉型矿体;在接触带附近岩

体中的裂隙及小断裂中常发育有细脉浸染型或细脉

群。

1. 3  矿体赋存规律

1. 3. 1  岩体对矿体的控制
峪耳崖岩体为一复式岩体,呈岩株状,由早阶段

的白色花岗岩和晚阶段的红色花岗岩组成。地表出

露为岩株,岩体北缘 5线以西在 400 m 水平以上倾

向 SE; 向深部倾角变陡, 在 0~ 45 m 高程区间岩体

明显膨大。花岗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呈锯齿状、港

湾状等复杂形态,岩体内保留有大量的围岩捕虏体。

深部矿体亦明显受岩体的控制,在不同阶段侵

入的花岗岩中均有矿体。21, 25, 29, 37等勘探线的

钻探资料及 165 中段东部探矿工程揭露的情况表

明, 21线以东区段位于 NE 向和 NNE 向构造的交

汇部位,岩体与围岩的侵入接触关系复杂,岩浆侵入

后及成矿过程中产生大量断裂、裂隙及捕虏体- 围

岩圈闭,因此是矿化的有利地段。岩体的中西部及

岩体南部的断裂主要是利用、迁就、改造了原有的近

EW向、NE 向断裂而成,因此产于内接触带并与接

触带平行的近 EW-NNE向矿体规模较大。

1. 3. 2  岩体与围岩的关系及对金矿体的控制

花岗质岩浆在上侵过程中沿构造薄弱带上侵,

可以形成不同深度,规模不等的岩枝,甚至能深入围

岩内部,形成穿插接触; 另外也可形成大量捕虏体。

在南北接触带形成的围岩圈闭对矿液的富集有重要

作用。如 37勘探线的 100~ 180水平即可以发现这

样一个矿化规律,在围岩的屏蔽作用下, 往往形成富

矿体并成群分布(图 2)。

图 2  37 线深部矿体赋存状态图

F ig. 2 Occur rence o f ore bodies at depth

1.白色花岗岩 2.灰质白云岩 3.钻孔及编号 4.矿体及编号

1. 3. 3  金矿体的等间距性

通过对深部矿体赋存状况的研究, 我们发现同

一矿化群(带)中矿体的分布具有等间距性。例如在

165, 205水平 21 线的 Au23-28, Au23-8, Au119 等

矿体的产状基本一致, 呈等间距展布, 水平间距为

100 m 左右;而 205, 183, 194水平25线的Au23-10,

Au23-12, Au109-7, Au23-15 等矿体也是呈等间距

展布, 产状也基本一致,水平间距为 20 m ,并且向南

间距有变小的趋势。同样从 21, 25, 29, 37线的地质

剖面图上也可看到深部矿体的等间距性分布特征。

1. 3. 4  深部矿体的构造特征

深部矿体的容矿构造为同成矿构造, 并具有如

下特征: ¹ 在同一矿体内存在着不同阶段的矿石交

错现象或多种矿石的结构构造;如盲 28矿体可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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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个成矿阶段的矿化,一种是中粗粒黄铁矿阶段

(早)的块状矿石,黄铁矿呈自形- 半自形,粒径 0. 1

~ 0. 8 cm,黄白色略带灰色;另一种是细粉末状黄铁

矿阶段(晚)形成的黄铁矿,他形粒状,粉末状,灰色;

这也显示了成矿时断裂构造活动和含矿溶液补充的

脉动性特点; º 矿石矿物与脉石矿物互相切割,在深

部不同的矿脉中几乎均可见到晚结晶的黄铁矿与早

结晶的石英互相穿插的关系。

成矿后断裂的错动距离不大。断裂通常表现为

两种性质:一种是左行平移断层, 断距为 5~ 25 m,

如 205水平 21 线的 Au23-7 和 A u119矿体就是被

这种平移断裂错断的(图 3a) ; 另一种是规模小且成

群分布的断层, 以正断层为主, 倾向 NE, 在平面上

常表现为右行, 它们对矿体的错动也很小,一般沿断

层追索 5~ 10 m ,甚至小于 1 m 即可找到被错失的

矿体,在 205水平 25线的 Au23-10, 23-12, 109-3等

矿体明显受这种断层影响(图 3b)。

图 3 成矿后期断层对矿体的影响

Fig . 3  Influence of late faults on o re bodies

2  深部金矿体的找矿预测

2. 1  深部的隐伏岩体及接触带附近

如前所述, 岩体与围岩的空间分布关系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峪耳崖矿床深部矿化及矿体分布状

况。峪耳崖岩体在 0~ 45 m 处开始明显膨大,另据

航磁资料、重力异常以及 Eh4 测量资料显示, 峪耳

崖岩体附近有隐伏岩体, 构成峪耳崖花岗岩体群,它

们在深部可能形成一个大型岩体, 可能有类似的成

矿系统。深部的成矿有利环境包括: ¹接触带附近

的捕虏体下部(图 4a) ; º 盖层下的隐伏岩基伸入围

岩的岩枝或突出部位(图 4b)。

根据目前资料分析, 岩体整体产状发生变化的

部位应该在 0 m 水平以下, 并且自西向东岩体发生

变化的标高可能是逐步变深的。

图 4 深部找矿有利部位

F ig . 4  Pot ential ar ea fo r deep o re bodies

2. 2  闪长岩脉发育的部位

峪耳崖金矿目前发现与金矿化密切相关的脉岩

为闪长岩。闪长岩脉与花岗岩、金矿石为相同的来

源
[ 2]
。矿区内闪长岩脉分为成矿前、成矿期、成矿后

3期。

成矿前的闪长岩脉经后期改造,可以在有利部

位形成金的工业矿体。例如, 8 坑北部接触带附近

的花岗岩中见走向 50b~ 70b的闪长脉岩, 经改造后

成为储矿空间, 形成了 4号矿脉。

成矿期闪长岩脉。在 5号坑 445中段 9-1矿体

附近见成矿期的闪长岩脉,其走向 NNE,倾向 NW,

在脉岩的接触带形成 115-3矿体(图 4c)。

成矿后的脉岩也较常见,对矿体起破坏作用,如

在 5区 165水平 17线,错断矿脉 A u23-7的闪长岩

脉岩即为成矿后脉岩。

综上所述, 在深部如果存在成矿前或成矿期的

闪长岩脉, 因脉岩对矿液的运移起屏蔽作用, 同时脉

岩即为构造扩容部位, 很容易变成后期矿体留存的

场所。

2. 3  接触带与断层泥构成的圈闭环境附近

构造破碎带中经常会有大量断层泥存在, 由于

断层泥的渗滤性较差, 往往成为矿液向上运移过程

中的屏障; 这种断层泥带与接触带构造有时还会形

成相对封闭的局部环境,在破碎带的下盘或断层泥

带的下部(底部)形成矿体。同时, 在主断裂的下盘

往往发育有与主断裂斜交的次级断裂(裂隙) , 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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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构造中或断裂的交汇部位容易形成较富大的矿体

(图 4d)。因此, 要注意寻找断裂带下盘和与次级断

裂交汇部位的矿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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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PATTERNOF DEEP ORE BODIES AND THE FURTHER

OREEXPLORATION DIRECTION IN YUERYA GOLD DEPOSIT
XIAOZhen, LI Zh-i guo

( China Gold Group Co . L td. , Beij ing 10001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ore body occur rence pat tern bel low 205m level in Yuery a go ld deposit is put forw ard

in the paper that further o re explo ration to depth should be directed to contacts of the buried batholith,

surrounding o f apophy ses ex tending long distance into the country ro ck, top o f the red granite and where

litholo gy is changed, intersect ion of fo ot w al l of dyke and the ore- host st ructures, etc. Go ld or e bodies

tend to occur favo rably at the inner contacts of int rusive body and the country rock. In addit ion, or e shoot

tends to occur at the obliquely intersection of the main st ructure and sub-st ructur e.

Key Words:  Yuerya go ld deposit; occurrence pattern of deep ore body; or e explo ration direct ion; Hebei

pro 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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