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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河北省宽城县峪耳崖金矿已查明金矿脉(体) 148 条, 其中有盲矿脉(体) 96 条; 金矿体主

要产于岩体内及接触带附近, 在平面上呈矿体群彼此平行排列, 协调弯曲,大致可分为南矿带、北

矿带和中矿带; 剖面上矿体(群)呈叠瓦式平行斜列, 并具等距分布的特征, 从北向南有逐渐加深的

趋势; 金矿成矿受岩体接触带、断裂构造和花岗岩体等因素的控制; 推测矿区及周边的深部存在有

隐伏花岗岩体,并同样具有成矿潜力; 对今后的找矿工作提出 6 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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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矿地质背景

1. 1 地层

河北省宽城县峪耳崖金矿床位于华北地台燕山

台褶带中马兰峪复式背斜的北缘。区域出露地层主

要为太古界迁西群变质岩系及中元古界长城系、蓟

县系碳酸盐岩, 矿区附近出露的长城系高于庄组 1

段 4段中厚- 厚层灰质白云岩构成矿区花岗岩或

矿体的围岩。

1. 2 构造

区域构造以断裂为主。早期 EW 向兴隆 喜

峰口 青龙深大断裂与晚期 NE 向喜峰口 下板

城 凌源大断裂构成了区内基本的构造骨架, 控制

了区域中酸性岩浆岩的侵入和展布。NNE 向断裂

与 NE向断裂的叠加是本区构造的显著特点。区域

断裂的复杂性使得区内的 NE 向、NNE 向、NEE 向

断裂十分发育, 同时控制着金矿脉的产出形态。

1. 3 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而强烈,从太古代 中生代,

各类岩体均有产出。与金矿关系密切的为燕山期的

中酸性岩浆岩。峪耳崖花岗岩是本区的控矿岩体,

侵入于高于庄组中, 出露面积 0. 59 km 2 ,长轴呈 NE

向;浅部岩体倾向 SE, 到深部转为 NW 倾; 平面上

岩体呈中间膨大两端狭小的菱形, 垂向上呈上小下

大深部膨大的岩株状。

2 矿床地质特征

峪耳崖金矿产于花岗岩体中, 矿体的延展(延

深)严格受断裂控制, 一般规模较大的断裂带多控制

石英脉型矿体,这类矿体的规模较大、品位富、储量

多,大者储量可超过 4. 5 t。当主断裂的上、下盘次

级断裂发育时, 往往形成厚度较大的细脉浸染型矿

体,最厚的矿体可达 19 m, 且品位较高、矿化均匀。

在矿区 1. 59 km2 范围内, 现查明矿脉(体) 148 条,

累计探明金储量约 50 t。

2. 1 矿体地质特征

2. 1. 1 矿体产状

矿区金矿脉众多,已查明 148条矿脉(体) ,其中

有盲矿脉(体) 96 条。矿体主要分布在花岗岩体内

及其接触带附近,亦有部分矿脉(体)沿断裂延到围

岩中, 有的矿体产于距接触带 10~ 100 m 处的白云

岩中, 与接触带平行展布。金矿体严格受 NE-NNE

向断裂的控制, 矿体产状也呈 NE-NNE 向, 倾向

NW,倾角从浅部向深部逐渐变缓,矿体一般长 50~



图 1 河北峪耳崖金矿床矿带分布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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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m,脉厚 0. 1~ 2. 00 m,最大厚度约 19 m。矿体

多呈脉状、透镜状,具分支复合现象。石英脉型矿体

与围岩界线明显, 细脉浸染型矿体与围岩呈渐变关

系。由于受成矿后构造活动影响和多次热液活动叠

加,矿化呈现不均匀特点。

2. 1. 2 金矿体地质特征

矿区内金矿体成群、成带集中分布,每个矿体群

(或矿带)由 1~ 10 个平行矿体构成, 彼此平行。以

洒金沟和西沟为大致界线, 分为南矿带、中矿带、北

矿带,矿带间隔约为 150 m(图 1)。

( 1)南矿带:位于岩体南部接触带附近,地表出

露矿体主要有 13号, 13-5号,隐伏矿体有盲 5,盲 8,

盲 9,盲 10, 盲 11,新 I, 新 , 新 ,盲 21 等。隐伏

矿体主要产在接触带附近。矿化带长 550 m,宽 150

m,矿带内矿体走向 60 ,倾向 NW,倾角 47 , 矿化连

续性较好,呈脉状、透镜状等。矿体基本上分布在南

部西沟中, 0线附近矿化好,规模较大,远离 0线的 7

线 9线间矿体渐窄。矿体延深不大, 最低标高不

超过 300 m。矿化类型多为细脉浸染型含金石英

脉,平均品位 5 10- 6 ~ 13. 8 10- 6。在花岗岩体

向东南膨大部位矿体最为集中,向两翼矿化减弱,矿

体数量减少。F3 断裂对南矿

带矿体有控制作用, 为左行压

扭性质。

矿石矿物组合为黄铁矿、

磁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闪

锌矿、辉钼矿、自然金等。南矿

带的成矿温度要高于其他矿

带,金的成色也高于其他矿带。

围岩蚀变有硅化、绢云母化、黄

铁矿化、碳酸盐化、大理岩化。

( 2)北矿带: 位于岩体的北

部接触带附近, 地表出露 1, 2,

3, 4, 6 号矿体, 隐伏矿体有

102, 104, 115, 106, 107, 108, 11

等。2号脉是本矿区最长的矿

脉, 它与 3 号脉的成矿构造向

东越过长河, 延长到龙潭沟一

带。北矿带的 1, 2 号矿体产于

白云岩中; 矿脉受 NNE 向和

NE向两组断裂控制,构成菱形

格子状脉群, 呈等间距分布。

矿脉主要产于花岗岩内及其与

灰岩接触的破碎带中, 当矿脉

由岩体延伸到外接触带灰岩一侧时,矿脉中的石英

含量减少, 为块状黄铁矿所替代,局部还有黄铜矿囊

状体赋存其内, 如三区 8中段 102号脉可见到这一

现象, 其黄铁矿脉宽 5~ 10 cm, 与围岩接触界线清

楚。北矿带地表出露的矿体向深部逐渐尖灭。

矿石类型有含金石英脉型、含金黄铁矿石英破

碎蚀变岩型,矿体规模较大、品位低。局部矿体沿白

云岩层理产出, 形成纯黄铁矿脉,近地表矿石氧化,

品位明显变富。矿石矿物组合为黄铁矿、黄铜矿、方

铅矿、闪锌矿、辉钼矿, 中低温矿物比南矿带多。围

岩蚀变有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叶腊石化、黄铁

矿化, 蚀变范围比南矿带大。

( 3)中矿带:位于岩体中部,地表出露新 II(原 7

号、8号矿脉群合并而成) , 9, 9-1, 9-2, 10, 11, 12 号

矿体, 隐伏矿体有 9-3, 9-4, 新 , 新 及深部的

Au23, Au109两大脉体群。地表的主矿体上、下盘

发育众多平行或斜交的小矿脉, 如 9, 9-1, 9-2 等矿

体形成宽约40~ 60 m 的矿化带, 局部成为较好的矿

体。新 II 矿体是原 7号、8号矿脉两侧花岗岩中小

裂隙广泛发育的绢英岩化、黄铁矿化构成的矿化,石

英和黄铁矿呈细脉状、浸染状密集分布于蚀变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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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10~ 20条/ m, 细脉宽 0. 1~ 0. 5 cm, > 1 cm 者

少见, 细脉长度 0. 1~ 10 m。浸染型矿体与花岗岩

呈渐变关系,矿化不均匀,分布形态较复杂。10, 11,

12号为单脉型矿体, 规模不大、品位不高、延深较

短,因受 F3 断裂和接触带的影响, 矿体形态弯曲复

杂。新 II矿体也延深不大就尖灭。

矿石矿物为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和黄铜矿,

多呈浸染状分布。围岩蚀变为绢英岩化、黄铁矿化。

2. 1. 3 矿体的分带特点

矿体明显受 N E-NNE 向断裂的控制,而且断裂

往往成组出现, 每组断裂由多条断裂组成,在平面上

呈矿体群产出,彼此平行排列,协调弯曲, 大致可分

为南矿带、北矿带和中矿带;剖面上矿体(或矿脉群)

呈叠瓦式平行斜列, 并具等距分布的特征,从北向南

有逐渐加深的趋势。

统计峪耳崖金矿床工程控制地质储量, 在垂直

方向上可以划分 4 个矿化密集带: 600 m 标高以

上,储量约 10 t ; 550~ 470 m 标高,储量约 15 t ;

420~ 300 m 标高,储量约15 t ; 250~ 100 m 标高,

储量约 10 t。每个带中的矿体均呈叠瓦式平行斜

列,且具等间距分布特征(图 2) , 经统计带与带之间

的垂直高度大约为 100 m。

图 2 2 线剖面图

F ig . 2 Section of line 2

1.灰质白云岩 2.花岗岩 3.矿体 4.钻孔及编号

2. 2 金矿化特征

2. 2. 1 矿化类型及特征

( 1)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型:赋存于花岗岩内或灰

质白云岩内的断裂、裂隙中, 是矿区的主要矿化类

型,约占全矿金属量的 78%。以盲 10-3, 盲 9, 盲

21,盲 10, 115号等为代表。石英脉单体长 20~ 350

m,厚 0. 10~ 0. 80 m, 最厚 3. 50 m ;矿石品位 10

10
- 6
~ 231 10

- 6
, 最高 1319 10

- 6
。石英脉沿破

碎带尖灭再现、膨缩相间, 构成数百米长的工业矿

体。矿石金属矿物以黄铁矿为主,少量黄铜矿、方铅

矿、闪锌矿、黝铜矿,偶见碲金矿,局部可见自然金沿

石英微裂隙或其交接处分布。金属硫化物多呈细脉

状、斑杂状或粒状集合体极不均匀地分布于石英脉

中。在矿脉顶底板的花岗岩中往往见有细脉- 浸染

型矿化, 当石英脉沿断裂、裂隙进入花岗岩中时, 则

向含金黄铁矿- 石英细脉(密脉)型过渡。

( 2)含金黄铁矿石英细脉浸染型:黄铁矿或石英

细脉沿平行或网脉状裂隙充填, 浸染状黄铁矿分布

于脉间花岗岩中。细脉厚 0. 10~ 0. 50 cm,少数 1~

5 cm,最厚 10 cm ,稀疏时 1~ 3条/ m, 密集时> 20

条/ m ,脉体产状多与主断裂一致。矿石品位一般 3

10
- 6
~ 10 10

- 6
,最高 91 10

- 6
。矿石金属矿物

主为黄铁矿、少量黄铜矿;绢云母化、硅化发育。

2. 2. 2 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成分简单,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其

次有黄铜矿、磁黄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少

量方解石、长石、绿泥石等;金的成色从南向北降低;

载金矿物为黄铁矿、黄铜矿、石英等。金以裂隙金为

主;矿石结构有自形半自形粒状、他形粒状结构等,

矿石构造为细脉状、浸染状、块状、脉状、条带状构

造。

2. 2. 3 成矿阶段

峪耳崖金矿成矿分为 5个阶段:石英- 黄铁矿

阶段、石英- 绢云母- 黄铁矿阶段、石英- 多金属硫

化物阶段、黄铁矿碲化物- 石英- 碳酸盐阶段、金矿

化富集阶段。

3 控矿地质条件

3. 1 岩体接触带

( 1)作为花岗岩体的围岩, 长城系高于庄组灰质

白云岩、含锰灰质白云岩是一类化学活动性强的不

纯碳酸盐岩。通常认为, 成矿介质的 pH 值、Eh 值

的变化是金沉淀的重要因素, 当花岗岩侵入产生的

热液受到碳酸盐岩的影响, pH 值增高, Eh 值降低,

促成热液中的含金络合物分解、沉淀;同时在花岗岩

体中、深部发育大量的围岩捕虏体, 也有利于含矿热

液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造成岩体接触带及捕虏体

附近形成大量的金矿体(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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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岩体的接触带构造也对成矿具有重要的控

制作用。峪耳崖花岗岩体与围岩的接触面呈锯齿

状,凹凸不平(图 3)。这种接触带产状容易形成矿

化富集,部分金矿体则沿接触带分布。这是由于接

触带附近的高于庄组灰质白云岩不仅能提供成矿所

需的催化剂,而且还可成为阻止含矿流体运移扩散

的屏蔽体,有效地防止热能和成矿物质的流失。

接触带控矿的有利部位: 岩体的内、外接触

带,特别是岩体的南接触带和接触带内侧; 岩体接

触带的内凹地段; 岩体接触带强构造破碎带,尤其

是 NE向压扭性断裂; 岩体内外接触带硅化、黄铁

矿化和绢英岩化发育地段; 岩体中灰质白云岩捕

虏体的顶、底端。

图 3 29 线剖面图

F ig. 3 Section o f line 29

1.灰质白云岩 2.花岗岩 3.金矿体及编号 4.钻孔及编号

3. 2 断裂构造

矿区断裂构造甚为发育, NE 向弧形压扭性断

裂及其伴生的 NW 向张性断裂构成了岩浆热液上

侵通道和矿体赋存空间。

( 1)矿区展布着6~ 7个断裂组,呈弧形平行波状

弯曲,呈NE向斜贯全区,与花岗岩株的长轴方向一致。

断裂长 1 600 m, 宽 900 m, 总体走向 40 ~ 60 , 倾向

NW,倾角25 ~ 70 ,断裂沿走向和倾向均呈舒缓波状,

断裂带由压碎岩、片理化带、构造透镜体和断层泥构

成。由于构造应力的不均匀性,在断裂波状弯曲曲度

最大的部位可形成一系列强应变带和弱应变带,强应

变带为压扭性断裂密集带,蚀变作用强,金矿化好, 常

形成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型富矿体(如盲 9矿体) ;在弱

应变带中次级裂隙发育,常形成蚀变破碎带型和浸染

型矿体(如新 矿体) (图 3)。

( 2)矿区中断裂以 NE 向和 NNE 向断裂为主,

二者均为左行压扭性质。NNE 向断裂切穿或利用

了较早形成的 NE向断裂,二者往往形成切截、迁就

关系, 形成菱形格子状构造或联合折曲状构造,控制

着含矿断裂成雁行斜列式排布。矿区的 NW 向断

裂在活动早期作为与 NNE 向断裂构造相伴产生的

扭性断裂, 对金矿也有控制作用,局部地段还赋有金

矿体(如 Au99矿体) , 但这组断裂的晚期活动对矿

体具有破坏作用(如 F 3 )。

( 3)由于矿区断裂的多次构造叠加, 使得原来平

行展布的主构造面之间产生了一系列次级构造或裂

隙带, 热液进入其中后发生蚀变与矿化, 在构造交汇

部位形成一定规模的细脉染型矿脉。如 165 205

水平的 Au23-12, Au23-10, Au109-3与 Au23-8相互

叠加的矿化,使该段脉间形成品位较高的细脉浸染

型矿体;又如 Au99与 Au23-7矿体出现的矿化叠加

现象。

断裂构造控矿的有利地段: 两组断裂交汇、拐

弯处; 主断裂中往往形成石英脉型矿体,而次级断

裂和裂隙带中往往出现细脉型、细脉浸染型矿化;

根据矿区断裂成群出现的规律, 在大型单脉型矿体

的下盘易出现平行脉; 当顶底板次级构造发育时,

往往形成细脉(密脉)浸染型矿化; 岩体中的断裂

切穿灰质白云岩捕虏体(岩块)时, 在灰质白云岩破

碎带中易形成富矿体; 如接触带构造与断裂、裂隙

叠加则有利于成矿。

3. 3 花岗岩体

峪耳崖花岗岩体为一复式岩株,由较早阶段的

黑云母花岗岩和较晚阶段的花岗岩组成。在矿区累

计探明储量中, 有 95%的储量产于花岗岩中, 说明

岩体与矿体之间具有 亲缘 关系。岩浆活动不仅直

接提供了部分成矿物质,还为金质活化、迁移、富集

提供了大量的热量和成矿介质。

岩浆活动晚期, 携带着大量成矿物质的流体沿

着断裂向上迁移,在靠近岩体顶部的接触带附近,引

起流体的一系列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 热液中的含

金络合物迅速分解、沉淀, 在岩体内及接触带附近的

有利部位富集成矿。

矿区的脉岩为闪长岩,它与花岗岩、矿石为同源

关系(李颖, 1994)。有些地段的闪长岩脉具有蚀变

矿化, 可以形成工业矿体(如 4号矿体、115-3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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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控矿的有利区段: 自北向南, 自西向东,

岩体中的矿体赋存标高逐渐降低, 南部矿化富集;

岩体中矿脉成带集中分布,多呈平行斜列式分布;

岩体浅部易形成浸染型矿化, 而深部多形成单脉型

矿体;浅部单脉型矿体产状较陡, 深部产状较缓;

小型花岗岩岩枝贯入灰质白云岩体中易形成浸染型

矿体; 伸入花岗岩体中的灰质白云岩舌状体的底

部易形成浸染型矿体。

4 成矿预测

4. 1 岩体深部成矿分析

( 1)岩体剥蚀深度。从地表花岗岩的出露范围

看其规模并不太大, 但物探和勘探资料均已证实,岩

体在 400~ 200m 标高迅速膨大, 显示出近地表的岩

体部分实际上是深部主岩体顶部的岩突体或岩枝

体,同时说明该岩体的剥蚀深度不大,原有的矿化范

围大都保存下来了。与中国东部许多同类型矿床对

比,矿化延深达千米的矿床并不少见,因此推断岩体

的深部依然可能出现新的矿化富集带。

( 2)从已知矿体垂向分布规律看,自北向南、自

西向东, 矿体的赋存标高逐渐降低, 南部矿化富集,

矿体呈平行、斜列式、等间距、分带集中分布, 矿体主

要产于花岗岩体中, 说明岩体是矿化的主要地段。

经钻探工程揭露,岩体深部 0 m 标高以下仍有工业

矿体存在。另据矿区北部接触带的普查孔揭露, 岩

体在深部加宽, 呈隐伏花岗岩体产出,矿化带有随之

延深的趋势,从图 4可以看出岩体有上突的趋势,据

此推测隐伏岩体中亦赋存有金矿体。

4. 2 隐伏岩体的推测及成矿性分析

4. 2. 1 隐伏岩体的推测

据航磁和重力异常资料推测,峪耳崖花岗岩体

周围至少有 3个隐伏岩体(图 5) , 共同构成了峪耳

崖花岗岩体群, 侵位顶面大约为 400~ 500 m。以峪

耳崖岩体为中心,西部的偏道沟、西南部的西沟底、

北部的三道河子均有隐伏岩体存在(小峪沟有花岗

岩出露)。其中,西沟底隐伏岩体的存在已由近期的

物探资料所证实。3 个花岗岩体的深部有可能是连

通的,是同一个岩基。

4. 2. 2 隐伏岩体的成矿性分析

经过 1︰ 5 000 高精度的重力和磁法勘探工

作,圈定出 2个重力负异常(图 5)。G2重力负异常

位于 G1重力负异常的北侧,二者相距 700 m, 共处

图 4 33 线预测剖面图

Fig. 4 The predicted section o f line 33

同一个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场中, 推测隐伏岩体

( G2异常)埋深较浅, 盖层厚度 200~ 300 m。G2异

常与已知的含矿花岗岩体( G1异常)在形态、变化梯

度等特征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故在其控岩构造、控矿

构造、矿化富集规律等方面应当具有相似性和内在

联系。

EH4和高密度电法物探工作进一步证明了这

一结论,图 6为 16号勘探线电阻率等值线与岩性界

线剖面图。

在峪耳崖花岗岩体北东的龙潭沟一带, 经土壤

地球化学测量发现金的异常区, 异常高于背景值 30

倍。认为异常可能由含金构造带及岩体共同引起。

与该化探异常相对应的为区内的 2号和 3号矿脉。

在峪耳崖花岗岩体的北西部偏道沟一带, 高于

庄组的 w ( Au)一般 30 10- 9 ~ 50 10- 9 , 最高>

100 10
- 9
, 这个化探异常可能与偏道沟隐伏岩体有

关。

根据电阻率资料推断, 矿区 20 线 28 线深部

有隐伏岩体存在, 西沟底的隐伏岩体与峪耳崖岩体

在深部相连。极化率异常分布在电阻率异常的高阻

(岩体为高阻体)与低阻(灰岩为地阻体)的过渡带

上,即两种不同岩性的接触带上,表明接触带上发育

有金属硫化物。

根据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资料推断, 峪耳崖地

区深部仍有隐伏花岗岩体存在, 并且具有明确的成

矿信息,结合峪耳崖金矿的成矿深度,隐伏花岗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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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峪耳崖矿区重力异常等值线图

Fig . 5 Contour map of g rav ity anomaly

in Yuerya mine area

1.花岗岩 2.地表实测花岗岩边界 3.重力推测深部花岗岩边界

4.设计钻孔及编号 5.重力负异常区编号 6.矿脉及编号

图 6 16 号勘探线电阻率等值线剖面与花岗岩界线

F ig . 6 Section of explor ation line 16 show ing

r esistivity contour and boundaries o f gr anite

成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应当成为进一步找矿的首

选地段。

5 找矿方向

( 1)岩体向深部延深有扩大的趋势, 西大井 5中

段的微量元素显示出矿体前晕元素组合特征。预示

着岩体深部有着较好的成矿远景。

( 2)峪耳崖岩体向南突出部位的上部浸染型矿

化发育,局部形成富矿段, 二区 500中段以上 6线

10线的盲 4、盲 3矿体较富,一区 472中段的盲 5也

有较好的矿化; 一、二区的结合部位尚为勘查空白,

尚需补充工程。

( 3)位于矿区北西部的 2 号、4 号脉上部已探

空,而且上部矿体含银较高,现在矿体虽已尖灭, 但

深部还应出现再次膨大的断裂带和再次富集的矿化

带(矿体) ; 现已证实深部存在隐伏岩体, 故应在深部

补充工作, 寻找第二矿化富集带。

( 4)岩体的南部及南西部是岩体突入围岩最明显

的部位,也是盲矿体出露比较多的地段。南部接触带

根据矿体等距分布规律,在盲 10矿体下盘发现了规模

较大的盲 10-3矿体。应继续加大南部接触带的探矿,

尤其是在深部盲21的下盘继续找寻盲矿体。

( 5)在岩体中、深部注意灰岩捕虏体周围的探

矿;注意突入围岩的花岗岩枝附近的矿化。

( 6)对峪耳崖岩体外围的隐伏岩体加大找矿力

度,采用深穿透地球化学方法调查确定勘查目标,用

稀疏的钻孔进行控制, 发现有价值的矿化以后投入

加密工程。

参考文献:

[ 1] 赵寅震. 冀东东部地区金矿[ M ] .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6.

[ 2] 崔传进. 找矿勘探地质学[ M ] . 长春: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 3] 栾世伟. 金矿床地质及找矿方法[ M ]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 1987.

[ 4] 李文良,于爱军. EH4测量及高密度电法测量在峪耳崖金矿区

的应用[ R] .北京: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2006.

(下转第 240页)

222 地 质 找 矿 论 丛 2010年



参考文献:

[ 1] 宗信德,卢铁元,徐建,等. 山东省莱芜接触交代- 热液铁矿成

矿规律研究(科研报告) [ R] . 济南: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正

元地质勘查院, 2009.

[ 2] 赵龙文. 矿区找矿效果潜力评价与找矿方向及矿床定位预测

实务全书[ M ] .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6.

[ 3] 杨昌斌,宗信德,卢铁元,等.浅析莱芜接触交代- 热液铁矿的

双交代渗滤作用[ J] .地质找矿论丛, 2006, 21(增刊) : 85-89.

STUCTURAL TYPES, OREBODY STYLES AND OCCURRENCE

PATTERNOF LARGE, LARGE-MEDIUM IRONDEPOSITS IN KUANGSHAN

IRONORE FIELD, SANDONG PROVINCE
ZONGXin-de, XU Jian, LU Tie-yuan, FANG Chuan-chang

( Shandong Zhengyan Geological E xp loration Institute of China

Metallurgical Geological, J 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contact metasomat ic-hydrothermal iron deposits occur in contact zones of carbonate rock

of Majiagou fo rmat ion o f Ordovcian Series and Late Yanshanian dio rite and in the rocks near the contact in

the peripher y of a Mesozoic basin. T he iron deposits in the Kuangshan ore f ield can be divided into 4 mor-

pholog ical types, 6 st ructural types and several ore body styles. The occur rence pat tern of the ir on o re de-

posits show s that the large, larg e-medium deposits are complicated in mo rpholo gy and they are divided into

ant icline and ant iclinorium types. Wuyangshan Member, Gezhuang M ember and Badou M ember of Majia-

gou format ion are favorable ore ho rizons. Generally, the deposit s are deeply buried to depth f rom about-

200m to-600m. The larg e, larg e-medium deposits are generally located at the plunging end of ar c ant-i

claine and concave and convex curv ature on the either limbs o f the ant icline.

Key Words: contact metasomat ic-hydr othermal iron deposit ; st ructural type of iron depo sit ; style of ore

body; occur rence of large, larg e-medium ir on deposit ;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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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 PREDICTION AND ORE-SEARCHING DIRECTION IN

YUERYA GOLD MINE, HEBEI PROVINCE
XIAO Zhen

1
, WEI Feng

2
, LIU Tie-xia

1
, XU Yong-zhong

3

( 1. China Gold Group Co . L td, B eij ing 100011, China

2. H ebei Dongliang M ining Company , K uancheng 067600; H ebei, China;

3. H enan S huangx in M ining Company , Lingbao 472500, H enan, China)

Abstract: T here are 148 ore veins known in Yuerya gold m ine, Kuancheng County, Hebei Pro vince and

96 are the blind ore veins. Gold ore bodies are mainly located w ithin int rusive rock body and at the contact

betw een the int rusive r ock and the w all rock. T he ore veins are parallel w ith each other and curved syn-

chronously and roughly div ided into the south ore zone, the m iddle ore zone and the north o re zone in

plane. In section the or e veins or v ein sw amp occur in imbricate en enchelon and are dist ributed at equal

distance and get deeper f rom nor th to south. Gold miner alizat ion is contro lled by contact zone, f racture

and gr anit ic body. It is inferred that granitic bodies may bur ied in the mining ar ea and the surroundings

and it is po tential in the area and 6 proposals are put for ward for further prospect ing .

Key Words: Yuerya gold m ine; g eolog ical character ist ics; metallogenic pat ter n and the ore-searching d-i

r ect ions;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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