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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南金成矿带矿床 点 分布广泛
,

成矿特征

相似 龙水金矿是该矿带中的主要矿床之一
,

开采历

史较久 成因争论颇多
,

从而导致对矿带找矿远景的

认识亦不相同
。

探讨龙水金刃泊勺成因
,

析能有助于找

矿工嘴钟勺进一步开展
。

成矿地质背景

龙水金矿位于南岭复杂构造带中段与湘南经向构

造带末端相截部位
,

桂东南金矿带的北西缘
。

矿区位

于大宁花岗闪长岩岩体与寒武纪圳云的接触带上 图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是寒武系砂页岩建造和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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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西冶金 地质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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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等粒石英长石砂岩 , 一花

岗闪长岩 一碎裂岩带 一断层 一倒转背

斜 一褶皱群
。

一矿床

系那高岭组泥灰岩建造
。

矿床赋存
一

于寒武系清溪亚群
仁 矛一 幻 含炭质砂页岩建造中

。

矿区主要构

造线方向呈龙日匕东向和北北西向
。

矿床主要产 全
“

北北

东向断裂及其次级构造带中
。

矿区东部和北部出露有

加里东期 一 百万年
,

据冶金地质 队 和

印支期大宁复式花岗闪长岩岩基
。

加里东期以斑状花

岗闪长岩为主
,

石英闪长岩次之 岩体中普遍见有黑

色闪长岩残留包体
〕

印支期主要为细粒花岗岩
,

分布

很少
。

加里东期花岗闪长岩与成矿有止一

定关系
。

矿床特征
‘

据初步统计
,

矿区有 余条矿脉
,

‘

局部富矿包最

高品位可达 八
。

金矿床可分为破碎带硫化物型和石英脉型两种
。

前者分布于距岩体接触带较近 一 朋 , 的北北

东向断裂和近东西向破碎带中
,

如龙水 号脉带和骆

驼峰 姆
、

号矿脉 后者分布 ’距居淋接触带较远

一
‘,‘ 的北东向断裂带中

,

如 通号脉
,

李

工业矿化主要富集 卜海拨 一 刊 。 范围内

矿化有四期 从早至晚分别为 变质热液期
、

早

期贫硫化物石英期
、

多硫化物石英期和晚期贫硫化物

石英期
。

多硫化物石英期是主要成矿期
。

金主要呈裂

隙金状态产出 黄铁矿
、

黄铜矿中亦常见有金泊勺包裹

体
,

方铅矿
、

闷锌矿中只见少量金包裹体
。

对赋存

不同矿物中的 粒金的 电子探针分析
,

金的成色为
一 ,

平均为 刘 ’
,

一
。

矿床成因

矿体围岩一一矿源层 区内工业矿体均产 十

寒武系炭质砂 贞岩中
,

顺层分布的特证较为明显
。

寒

武系炭质砂贞岩 宁一 ’中金的含址为 ‘卜

乔恩光
, ,

高出翻勺克拉克值 、 一

一 时音
。

相应圳爱中与金相关的元素
,

等背景值亦较高
。

王秀璋等认为
,

层控金矿床的包裹体细小
、

渺
、

类型复杂
,

以液体包裹体为主
。

包裹体成分总的特点

是 ’十 十 · 十 ’‘ , , 和 一 卜



。

舀 值比较接近 大部分在 一 加一 叨矫之间
。

作者在镜下对矿区光薄片做 了观察 发现包裹体

主要赋存于石英和闪锌矿中
。

石英中包裹体为浅灰色

至无色
,

呈滴珠状
、

长圆伏
,

颗粒细 】
、 ,

一般

包 裹体成分测定结一 份

,

最大。 呢 多数是气液包襄体
,

少数是液

体包裹体
。

均一法测定其形成温度为 一 ℃
,

气

液比为 一 。

包裹体成分 ’干

》
十 ’

’ , , 一

分
一

表
,

与层控矿床统计资料毖本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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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一

石 英英
。

艺 吸 吕吕 吕 吸 【 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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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部地质研究所侧 定 卿人

据杨绍修等统计
, ’ ‘

西产 于寒武系中的金矿床

点 占该自治区金矿床 点 , 总数的
,

而桂

东南这类金矿床 点 达 处以上 这是寒武系做

为矿源层在区域上启勺一个易后
、

构造控矿 区内褶皱
、

断裂构造均较发育
,

与金矶内关系密切
,

控制着矿体分布和产出
。

褶妓一断裂构造的演化

任减矿前的构造 发生于加里东运动办〕早至中期
,

形成北东向主断裂
,

并有花岗闪长岩浸凡 动力变质

作用强烈
,

断裂带旁侧片理化发育
。

寒武纪地层中金

龙 水 金 矿 断

有初步富集 ‘ 八
。

②成矿期构造 继承 了成矿前的构造特征
,

发生 于

加里东运动晚期 一 亿年 , 佗按构造活动先后

和性质
,

可分为初期压扭性构造
、

张性构造
,

后期压

扭性构造和晚期张性构造四个阶段
。

在张性构造活动阶段
,

初期形成细脉伏贫硫化物

石英金矿脉 后娜长裂作用加强
,

形成多硫化物石英

金矿脉
,

脉幅宽
,

金的含量很高
,

为矿区工业矿化熟
晚蒯长性构造活动阶段有贫硫化物石英脉形成

。

污成矿后构造 发生于印支一燕山期
,

张性活动

裂 构 造 演 化 特 征 衰 协 班

蚀变与矿化

早期黄铁矿化
、

贡结

晶 沿构造片理发育

晚期区域变质作用
,

形成资白色石英 矿

化极弱

构构造运动动 运动期次次 应力场特证证 应 方向向 构造 岩特证证 变形特证证 镬 「特征征 蚀变与矿化化

成成成 ““ 玉扭性逆断层
,,

水水
构造片岩

、

炭质林林 紧闭压扭性塑塑 炭质与石英呈呈 早期黄铁矿化
、

贡结结

矿矿矿矿 垂直运动为主主主 造片岩
、

断层泥泥 性变形
,

脆性性 混合状 炭质质 晶 沿构造片理发育

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 变形形 微片理发育育 晚期区域变质作用
,,

构构构 开放性正断 公
,,

年年
构造角砾岩

,

为为为为 形成资白色石英 矿矿

造造造造 垂直运动为主主主 早期片理化岩石石石石 化极弱弱

破破破破破破碎而成成成成成

认认 压扭性水平运动
,,

像像
碎裂岩

,

构造透透 压扭性一张性性 石英破碎
,

变变

左左左旋旋旋 镜体体 变形形 形纹发育育

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角状碎裂岩岩岩 粗粒黄铁矿普普

张性水平运动
··

才才才才
遍压碎

,

方铅铅

由由由小到人人人人人 矿黑三角孔扭扭

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曲

压扭性断裂 垂垂

分衡衡衡 压扭性一张性性性

直直直运动为主主主主 变形形形

构造发生张裂
,,

木木木木木水水水平运动动动动动动

川川

性急剧增强
, 、

二 、 奋
二竺凶生一一 习 丫

期东西向构造 小
开放性张性断

裂
,

脆性变形

硅化
、

碳酸盐化 无

矿化

办曙矿体中铅同位素样品分析
,

用铅单阶段封闭系统演化模式计算的模式年龄



急居蹭加
,

形成石英一碳酸盐脉或粗粒梳状石英脉
综上所述

,

本区的构造活动及其所控湘哟成矿作

用
,

具有多期次
、

多阶段的特蕊 各期构造活咖勺性

质
、

应力方向
、

矿化特征列如表
。 ‘

成矿前和成矿期

不 同 石 英 之

所形成的石勤勺物理性质和所含杂质元素亦有不同

表
,

反过来
,

石英性励勺这种差异
,

也显示了其

成因的不同
。

构造控矿形式

物 化 性 质 衰

矿 物

含矿石英

不含矿石英

颇色 光

油脂光泽
,

玻瑞光泽
,

泽

常铁染

表面干净

一

注

来源较复杂

区域变质作用产物

白白灰瓷

据广西冶金地质 队资料
。

矿月柑 】产出部位和富集程度与构造的性质和组合

形态密切有关
,

表现为单一构造控矿和复合构造控矿
。

田单一断裂控矿 矿体的形态和产出
,

严格受单

一断裂构造的产状和延了电控制
。

如骆驼峰 号
、

咚
脉 断黝勺膨大部位常形成富矿包

,

一般断裂下盘矿

化翔子
。

团近南北向的次级平行断裂控矿 这在矿区具有

普遍性 主断裂既可是导矿构造又可是容矿构造
,

它

的次级断裂常是容矿构造 如龙水 号脉带
。

这种构

退吐且合的规模和强度
,

由主断裂向侧部依次减弱 次

级断黝勺分布具有一定的等距性 金矿化约强度也由

主断裂向侧部依次减弱 图
。

金含量分析 表 表明
,

在重熔过程中
,

斑状花岗

闪长岩较早期深成闪长岩金迁出
。

据此计算
,

每立方公里可迁出金
。

可见大宁岩体作为金的

一个物质来源是具备的
。

大宁岩体不同演化阶段金的分布 衰

岩 石

闪长岩残留体

斑状花岗闪长岩

黑云母花岗岩

细 晶 岩

演化阶段

早

金含 曲
‘

了
, , 八

、
、
、

、
、

、
、

、

、
、
、

丫
、、、、 , 、、、

本次工作共测定和收集了 个硫同位素资料
。

除 个样品较大地偏离陨石值外
,

古 ’月 。 大 都 在
十

·

一
·

交间
,

接近陨石硫
,

反映了岩浆来锅伯勺

特点 图
。

区内工业矿体都集中于岩体附近 如 号矿带集

图 一号矿带 各矿脉金品位变化曲线

遭褶皱一断裂复合控矿 主要发生于摺皱翼部
,

多为层间断裂
,

矿脉有顺层分布的特蕊
田两组断裂交叉复合控矿 往往是主断裂延伸方

向上有许多垂向断裂
,

常形成富矿包 这种交叉断裂

的分布有一定的等距性
岩桨岩与成矿的关系 大宁花岗闪长岩岩体

普遍分布有暗色闪长岩残留包体
。

南京大学地质系认

为
,

大宁岩体是重熔深成闪长岩而成
。

本区各种岩石

一

, 魂 , 。

图 硫同位 素分布特征

②硫同位素由冶金部地质研究所侧定 收集的同位素资

料来自广西冶金地质 地质队
。



中了矿区储量的绝大部分
,

新近发现的 号
、

牙号矿

体均靠近岩体
,

而离岩体较 动勺 号矿脉带和三岛地

区的矿化均较弱
,

很少构成工业矿体
。

靠近岩体的矿

脉中
,

矿石矿物种类多 有黄铁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
、

劝铜

矿等
、

含量高
,

远离岩体的多是单一的石英脉型金矿
。

与岩体接触带保持不同距离的各矿体中黄铁矿单

矿物分析表明 表
,

近岩体者 。 ,

最高达

侠 较低
, ,

最小为
,

反映岩浆热液成因的 特征
。

远岩体者
,

最小 友 较大
,

达
,

,

显示沉积矿床特征
。

这些特征反映了物质

来源与岩体
、

成矿作用和岩浆热液活咖勺相关程度
。

黄铁矿 矿物标且元 含 衰 铃 ,

州 斑

样样号号

一
。

即即 八 八 皿

一
, ,

一
孟

一
。 。

一
。 , 。

一
。 。

卜一 吸日口 。

一
。 。

昆明冶金研究所分析
。

成矿机理 采自矿体中的 个石英和黄铁矿

一法和爆裂法测温表明
,

成矿温度在 一

对包裹体分析数据
,

采用日本武内寿久弥
卜一 体系温度

、

压力图解
,

表明成矿压力在
一 巴

,

平均 巴
。

由于测试数据有限
,

对酸

喊度和氧化匝原电位只作半定量估算
。

当 等于

和 时
,

分别为 一 和 一

一 玉

表旦喊矿作用处于近中性
、

弱氧化和弱还原的条件下
。

据己有的资料和数据分析
,

本区 主要是呈硫

络合物形式搬 动勺 几乎都呈裂隙金和包裹体金

的形式赋存于硫化物中
,

主要是黄铁矿和黄铜矿中

成矿温度与金络合柳勺实验资料一致 包裹体中

和
一

含量低 见表
,

而且近矿删寻比远矿地层含量

更低
,

以卤络合物形式迁移的 口丁能性不大 矿体

附近普遍发生硅化
,

且越近矿体硅化越强
。

矿化作用与炭质关系密切
,

炭质片岩是矿区良好

的找矿标志之一
。

寒武纪地层是却勺重要的原始矿源层
,

龙水金

矿具有层控特征
。

岩浆作用提供 了部分成矿物质
,

显

示成矿物质的多源性
成矿构造具有多期次

、

多阶段的特点
。

不同期

次和阶段的构造活动对矿化作用有不同的影响
。

主要呈硫络合物形式搬运
。

成矿作用的温

度
、

压力较低 成矿过程在弱氧化
、

弱还原的条件下

进行
。

含炭质地层是 的最佳沉淀场所
,

并构成明

显的找矿标 乱

本专题研匆丈程中
,

引用了一些有关单位的资料

和测询戊果 桂林冶金地质学院骆靖中讲师
、

广西冶

金 地质队朱章义工程师
、

冶金部第一勘探公司刘

自力和孟表柱
、

核工业部 所戴文晗等同志曾给予

大力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汤冶金部地质研究所侧定
。

结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