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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中

汞砷锑硫化物的标型特征研究

—以黔西南和桂北地区为例
¹

陈武 钱汉东 张根娣 王汝成 胡勇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提 要 本文对黔西南和桂北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矿物组合中的汞砷锑硫化物标型特征研究表

明
,

辉锑矿的标型特征区别于单一锑矿床中的辉锑矿
;
雄黄在成分

、

晶胞参数和红外光谱等方面的

标型特征与同类型 四川东北寨金矿床中的雄黄相似
;
辰砂的形态和 成分特征可作为判断矿体侵蚀

截面深度的标志和指示矿体延深程度的依据
。

关键词 标型特征 汞砷锑硫化物 微细浸染型金矿床 黔 西南 桂北

1 引言

我国自 7 0 年代末以来
,

相继发现了一系列微细浸染型金矿床
,

特别在西南地区
,

如贵州贞

丰县境内的烂泥沟金矿床
、

四川松潘县境内的东北寨金矿床等均 已成为我国特大型微细浸染

型金矿床
。

这种类型的金矿床
,

在地球化学上具有 Fe
一

H g 一 A s 一sb
一

S 等化学元素的特征组合
,

表现为黄

铁矿
、

毒砂
、

辰砂
、

辉锑矿
、

雄黄和雌黄 (少量 )等系列硫化物的矿物组合
。

目前对这种类型金矿

床中的黄铁矿和毒砂的标型特征及在它们中 A u
的赋存状态等方面有着较详尽 的研究

,

并发

表了不少的论著
,

但对汞砷锑硫化物标型特征的研究
,

除四 川东北寨金矿床中的雄黄二巧外
,

尚

未见更多的报导
。

笔者这次选择了黔西南和桂北地区几个主要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中的汞砷锑

硫化物
,

分别从成分
、

晶胞参数
、

红外光谱或形态等方面研究其标型特征
,

以期从这一侧面为该

类型金矿床的成 因矿物学和找矿矿物学提供一些实质性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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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床地质简况

黔西南地区的板其
、

丫他
、

戈塘
、

紫木幽
、

烂泥沟
,

以及桂北地区的金牙
、

高龙等微细浸染型

金矿床
,

除戈塘金矿床产于上二叠统与下二叠统之间侵蚀面上的硅化泥岩角砾岩和灰岩角砾

岩中之外
,

其余金矿床均产于中或下三叠统粉砂岩
、

细砂岩夹泥岩
、

不纯碳酸盐岩以及由构造

作用形成的角砾岩或压碎岩中 (图 1)
。

上述诸矿床无一例外地受构造破碎蚀变带的控制
。

其主

要蚀变类型为硅化
。

A u 呈不可见金主要赋存于黄铁矿和毒砂巾 (原生矿石 )
。

由于这些矿床均

不同程度发育氧化带
,

因而 A 。 还赋存于粘土矿物和褐铁矿中(氧化矿石 )
。

3 辉锑矿的标型特征

1
.

古 生界 2
.

三叠系

/
‘ 分 斗

3
.

大断裂 1
.

金矿 床

图 l 黔西南和桂北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分布地质略

图

S e h em a tie g e o lo g le a l m a P sh o w in g d ls rr lb u [io n o f m ier o

一d issem in a t e d 9 0 ]d d e Po sits in S o u rh w e s t e r n G u iz h o w

a n d N o r th e r n G u a n g x j

3
.

1 辉锑矿的成分特征

辉锑矿虽是低温 热液 成因的标型矿

物
,

但在不同类型矿床中
,

其成分中微量元

素种类和含量却有着不同
。

对于西南地区

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中的辉锑矿
,

有时含微

量 A u 、

A g
,

如板其矿区辉锑矿含 A u 0
.

133

义 10
一
6 、

含 A g 0
.

2 0 5 x 10 ’ 6
(二个样 品均

值 )
,

丫他矿区辉锑矿含 A u 0
.

0 39 x 1 0 一 6 、

含 A g 0
.

44 丫 10
6
(二个样品均值 )

,

戈塘矿

区辉锑矿含 A u 0
.

0 18 只 10
一 6 、

含 A g 0
.

0 7

义 10
一 S

(二个样品均 俏 )二
2 ; 金牙矿 区辉锑

矿含 A u 2
.

45 只 10
、

含 A g 1
.

04 \ 1 0 一 6 3 二。

作 为特征性元 素是 As
、

se
,

其次是 H g
、

P b

等 (表 1 )
。

此外
,

有时含微量的 Tl 工
。

它不

同于单一的锑矿床中的辉锑矿
,

后者成分

中几乎不含上述这些元素混入物
,

如湖南

锡矿山锑矿床中的辉锑矿
,

其成分几乎纯

净又
。

As 作为辉锑矿成分 中sb 的类质同像

置换元素
,

其含量一般不超过 0
.

n %
。

虽然

A S 和 sb 同属 V A 副族
,

且外层电子构型相

似
,

但由于 S b ZS 3

和 A s ZS 。 在结构类型上的差异
,

使 A s 只能是有限置换辉锑矿中的部分 sb
。

se

作为辉锑矿成分中 S 的类质同像置换元素
,

由于 s b Zs 3

和 sb
Z

se
3

属于等结构
,

可形成完全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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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同像系列
。

但在我们所研究的矿床中
,

Se 在辉锑矿中含量不高(0
.

n % )则取决于成矿溶液中

S e 浓度的不足
。

表 1 辉锑矿的电子探针分析(wt % )

T a b一e 1 R es u 一ts o f e le e tr o n m ier o p r o
be

a n a lysis fo r stib n ite (w t% )

产地

分析数

烂泥沟 紫木幽 锡矿 山 【5〕

7 0
.

6 2 2 7 0
.

9 0 0 7 1
.

0 8 4 1 7 0
.

8 6 9 }7 0
.

2 4 7 7 1
.

7 6 9 7 1
.

2 7 2 }7 1
.

0 9 6 }7 1
.

5 9 4 7 1
.

1 0 6 7 1
.

7 1 5 7 1
.

1 5 7 7 1
.

8 0 2 } 7 1
.

4 7 5

2 8
.

0 3 6 2 7
.

7 6 7 2 8
.

0 8 4 }2 7
.

9 6 2 }2 7
.

7 9 5 2 7
.

7 3 9 2 8
.

3 8 3 }2 7
.

9 7 2 }2 8
.

3 5 2 2 8
.

5 7 2 2 8
.

4 4 5 2 8
.

7 6 5 2 8
.

4 0 8 1 2 8
.

5 0 8 1 2 8
.

3 9

A S

5 e

0
.

19 4 0
.

3 4 1 0
.

1 1 9

0
.

0 0 6 0
,

0 0 7 一

0
.

2 1 8 1 0
.

7 3 9 0
.

6 9冶 0
.

4 6 3 } 0
.

6 3 2 } 0
.

4 ] 9 0
.

1 6 1 0
.

1 1 0 0
.

2 3 4

0
.

0 0 4 } 0
.

0 9 2 0
.

0 4 4 0
.

0 5 9 1 0
.

0 6 5 } 0
.

0 8 1 0
.

0 3 5 0
.

0 9 3 0
.

03 6 0
.

1 7 0

2 2 7

H g

P b

0
.

0 1 5 0
.

1 1 3 } 0
.

0 5 5 { 0
.

0 2 6 0
.

0 1 5 } 0
.

0 3 5 0
.

0 9 9 0
.

0 2 2 ! 0
.

0 3 1

0
.

1 5 0 一 } 0
.

0 9 7 } 0
.

1 0 7 0
.

0 1 8 0
.

0 6 8 0
.

0 8 0 0
.

0 0 8 0
.

0 2 9 } 0
.

0 3 7

039142039

工 } 9 9 9 9
.

1 8 0 9 9
.

4 0 0 (9 9
.

2 0 5 } 9 9
.

0 0 6 1 0 0
.

2 6 4 1 0 0

0 2 0

0 9 4

.

2 9 1几
.

数1
。。_ 组8 ,

9 9
.

9 4 2 1 0 0
.

5 4 2 1 0 0
.

2 2 2 9 9
.

6 3 6 } 1 0 0
.

3 6 4 } 9 9
.

8 5

化学式 S b z 。。2 5 3 S b Z 0 0 75 3 S b l 9 80 S 3 S b 生 g g a S 3

采用南京大学金属矿床成矿作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J E o L J x A 一 8 8。。M 电子探针仪
、

检测灵敏度限于 。
.

00
n

% 以上

3
.

2 辉锑矿的晶胞参数特征

对烂泥沟
、

紫木山
、

高龙等矿区的辉锑矿 X
一

射线衍射数据和晶胞参数采用美国 9 2 1 4 计算

机源程序计算结果 (表 2) 表明
,

它们的
a 。、

b 。
、 c 。

值与国际标 准数据 JC PD S 对比
,

均有所缩短
,

而晶胞体积则相应变小
。

影响晶胞体积变化的原因
,

主要是成分 中类质同像组分的种类和含

量
,

其中特别是 As 和 Se
。

As
3 一

的离子半径 (0
.

58 入)较 S b 一 3

(0
.

76 人 )小
,

其置换辉锑矿中部分

Sb
3 一后

,

使辉锑矿的晶胞体积相应变小
。

Se
Z 一

的离子半径 (l
.

98 人)较 5 2 一
(1

.

84 人 )大
,

其置换的

结果则使辉锑矿的晶胞参数增大
。

在 Sb
ZS 3 一

Sb
Z

Se
3

完全类质同像系列的端员组分 Sb
Z

Se
。 ,

其晶

胞参数 (a
。
= 1 1

.

6 0人
,

b 。 = 1 1
.

7 2 人
, e。 = 4

.

0 0 8人 )〔
6〕远较辉锑矿大

。

但由于我们所研究的矿区

中的辉锑矿
,

其成分中 se 的含量远不及 A s
的含量

,

它对辉锑矿晶胞参数增大的影响不及 A s

对辉锑矿晶胞参数缩小的影响
,

其结果是上述诸矿区辉锑矿的晶胞参数均较标准的为小
。

同时

比较烂泥沟与高龙二矿 区的辉锑矿
,

其成分 中 As 的含量分别为 0
.

2 18 %和 0
.

2 19 %
,

几乎近

似
,

但 Se 的含量有所差异
,

分别为 0
.

00 4 %和 0
.

0 94 % (表 l )
,

其结果是烂泥沟矿区辉锑矿的晶

胞体积较高龙的为小
,

而紫木幽矿区的辉锑矿
,

其成分中 A s 和 Se 的比值介于烂泥沟与高龙之

间
,

其晶胞体积大小则处于它们二者之间 (表 2)

3
.

3 辉锑矿的红外光谱特征

辉锑矿晶体结构中可划分出链状
“

大分子
” 。

链状分子可视为 由 X Y 。

和 X Y 3 + 2

锥完全聚合

的结果
,

S b ZS 3

~ [
‘5 )S b Z ‘3 , S b ZS 6

]
,

)

仁, 二
。

在链状分子 中
,

S卜S 之间以共价键相维系
。

链状分子基团

的振动光谱受 sb
一

s 和 s
一

sb
一

s 等键 的影响
。

辉锑矿 红外 吸收谱带的主要特征频率 表现 为

3 3 4C m 一 ’

等
仁8习。 由于 As

3‘

置换 Sb
ZS 3

中的部分 Sb
3 十 ,

而 As
3 +

的离子半径明显小于 Sb
3 + ,

可能造成

辉锑矿主要特征吸收峰 3 3 4 c m 一 ’

向高波数方向位移
,

在烂泥沟
、

高龙
、

紫木函矿 区的辉锑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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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谱上分别出现 3 36
.

4c m 一 ‘、

3 36
.

gc m 一 ’、

3 3 7c m 一 ‘
(图 2 )

。

同时在紫木山矿区辉锑矿的红外

光谱上还伴随 2 8 4 c m 一 ’

吸收峰发生分裂
,

并在 2 7 3c m 一 ’

处出现一个新的吸收峰 (图 ZA )
,

这可能

是 由于 As
3

+( 矿物成分中 As 达 0
.

6 32 % )置换 S b , + 导致结构中原有位置对称性降低所致
,

而高

龙矿区辉锑矿的红外光谱上亦 出现类似现象 (图 ZB)
,

但不及前者明显
,

这可能与矿物成分中

A s 含量 (0
.

2 19 % )降低有关
。

表 2 辉锑矿的
x 一射线衍射分析

T a b le Z X 一 r a y d iffr a etio n an a lys妇 o f stib n ite

J C PD S

烂泥沟 紫木幽 高 龙
地

产

指 标 化
、

h k l

02 0

12 0

2 2 0

13 0

2 3 0

2 1 1

2 2 1

3 0 1

2 4 0

2 3 1

04 1

1 4 1

4 2 1

4 3 1

3 5 1

1 3 2

a 。(人 )

b 。(人 )

C。(人 )

V (人 3 )

6一 0 4 7 4

d

5
.

6 5 0

I/ 1
1

76

d

5
.

6 5 5

I/ I
:

58

d

5
.

6 5 0

1/ 1 1

7 0

d

5
.

6 5 4

I/ 1
1

36

一了0八一一了了l勺,一内hg曰642210032
5

.

0 5 2 5
.

0 4 9

3
.

9 8 0

5
.

0 52

3
.

9 8 7

一了n公只,一

3
.

5 6 7

3
.

1 2 2

3
.

0 2 8

2
.

7 6 1

2
.

6 7 6

2
.

5 2 2

2
.

4 2 0

2
.

2 7 4

2
.

2 2 8

2
.

0 9 6

1
.

9 3 8

1
.

7 2 5

1
.

6 8 8

1 0 0 1 0 0 3
.

5 6 6 3
.

5 7 3

3
.

1 2 3 3
.

12 8

11了58
叹UO山QS,1

95l003
.

0 4 8

2
.

7 6 1

3
.

0 5 3

3
.

7 6 4

2
.

6 8 0

9‘,�

2
.

6 7 7

�h,工‘q5
1 ..�卜O材J勺

‘口
.

,一,�O妇,‘J,l,d2
.

5 2 2 2
.

5 2 5

2
.

4 2 2

6 7 6

5 2 1

4 2 3

2 7 4

2 2 7

0 9 7

9 3 8

7 2 6

6 8 8

2
.

4 2 6

2
.

2 7 3 2
.

2 7 7

2
.

2 2 6

2
.

0 9 6

2
.

2 3 3

1019407296906
L21I

23468211917291525

q一q‘

32363618498111618251225

9 3 8

7 2 4

6 89

30822815419141227101221

1 1
.

2 2 1 1 1
.

2 28

1 1
.

2 9 7

1 1
.

22 9 2 3 5

l 1 3 10

8 3 1

1 1
.

3 02 1 1
.

3 11

3
.

8 3 6 3
.

8 3 5 3
.

8 3 6

4 8B
.

2 3 1 4 8 6
.

7 0 4 48 6
.

7 9 4 4 8 7
.

6 1 4

x 一射线衍射仪型号
:

日本理学 D / M A x 一 3 A

实验条件
: e u , K a , 峨OK v , 2 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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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雄黄的标型特征

4. 1 雄黄的成分特征

西南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中的雄黄
,

常含微量的 A u 、

A g 和 Tl
。

前二者如
‘

r他矿区雄黄

成分中含 A u 0
.

0 4 5 只 10 一 6 、
A g 3

.

3 又 10 一 6
(三个样品均值户」; 紫木幽矿 区雄黄含 A u 0

.

17 x

一0 一 ‘二, 口;东北寨矿区雄黄含 A u 0
.

1 1 6 又 1 0 一 6 、

A g 0
.

1 6 7 又 1 0 一 6
(三个样品均值 )仁

, 】
。

含 T I者
,

如
‘

l
‘

他矿 区雄黄含 T1 2
.

5 又 1 0 一 6 ,

丹寨矿区雄黄含 T曰
.

2 x 1 0 一 ‘仁钊 ; 东北寨矿 区含 T1 3
.

13 又 1 0 一 6

69代阶

卜巴巴

岁铃侧绷

9
。

门叻N

0
.

仲刀N

呼9门门

20

B ( 〔
甘甲N

榷丫
盆 v
卜J 口亡

10 () 3 5 0 3 0 0 2 5 0 匀l洛0 心5 0 :弓() 0 25 0 书〔) 0

波 数
‘m

-

3 5 0 3 0 0 2 5 0 2 0 0

(A )紫木L4J (B) 高龙 《C )烂泥沟

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红 外光谱室分析仪器型号
:

lF 一 170 s x

图 2 辉锑矿的红外吸收谱图

F ig
.

2 In fr a r e d a bs o rPtio n spe e tr u m o f s tib n ite

(三个样 品均值 )二
, 二
等

。

作为特征性元素是 Sb
、

Se
,

其次是 H g
、

Te 等 (表 3 )
。

表 3 雄黄的电子探针分析 (wt % )

T a b一e 3 R es u lts o f e le et r o n m 一er o p r o 七e a n a ly sis fo r r e a lg a r (w t% )

二竺
分析数

烂泥 沟 紫木由 金 牙

均值 5 } 均值

2 7 6 9 4 7 7 0 1 1 6 8 9 1 3 5 4 一7 0
.

4 书 6 8 5 8 7 0
.

6 1 7 1
.

2 9 7 0 3 5 6 9
.

1 5

2 8
.

0 2 2 7
.

7 4 3 0 0 1

黑
l8l89 9 3 0 4 0 2 8

.

46 2 , 4 2 8 1 2 9 17 2 8
.

4 6 2 9
.

4 6 2 8 8 1

G9四氏以000 2 3 0 8 3 一6 9 0 1

2 3 3

6 9
.

0 4 0 7 0
.

46 2

2 9
.

3 2 1 2 8 3 4 9 6 5 6 1 3 0 1 1

怒s

2 2 0 1 0 0 3 2 0
.

3 5 0
.

1 2 0
.

2 8 ( 0
.

2 75

0 0 7 0 4 2 { 0 :
.

:: 0
.

0 9 0
.

0 3 3

0 3 8 0 0 2 8 8 0 ? 1 1 3 2 8

0 0 0 4 0 0 1 6 0 0 5

0
.

1 3 0
.

3 1

0
.

0 3 :
.

:)

6530氏

4 1月 一 0

0 2 8 ! 0

3 8 0
.

3 9

0 2 一 :: :
.

;)
0

兰
‘

⋯:
.

:::
0 2 33 0 1 15 0 1 2 7

0
.

0 22 一

1 5 7 1 0
.

4 1 0
.

4 2 0
‘

月2 0 通2

8j0川431153

0 0 5

9 7
.

1 18 ] 0 1 89 1 9 8
.

7 6 8 9 9
.

16 8 {9 9 2 3 4 } 9 9 6 9 9 8 9 9 1 0 0

。

:
3

具
.

谨

69约以仓仓认

9 8
.

7 7 }9 9
.

4 8 6 }1 0 0
.

4 7 9 7
.

8 2 1 00
.

78 10 0
.

2 4 9 8
.

6 4 9 9 8 8 19 9
.

6 3 7

sbHg跳Te二

化学式 A so , 0 6 5 ^ s 一 0 0 8 5 A s 卜 。一0 5

采用 J E o L Jx A 一 8 8。。M 电子探针仪
、

检测灵敏度限于 0
.

o on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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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作为雄黄成分中置换 As 的类质同像混入物
,

Se 作为置换 S 的类质同像混入物
,

由于它

们在雄黄中类质同像的有限性
,

而决定了它们的含量一般不超过 0
.

n %
。

4. 2 雄黄的晶胞参数特征

对烂泥沟
、

紫木幽
、

金牙等矿区的雄黄 X
一

射线数据和晶胞参数采用美国 9 2 1 4 计算机源程

序计算结果表明
,

它们的
a 。 、

b 。
、 c 。

值与国际标准数据 JCPD S 对 比
,

均有所增大
,

晶胞体积也相

应变大 (表 4 )
。

种结构标型同样见于东北寨矿区
二’二。

表 4 雄黄的 x 一射线衍射分析

T ab le 4 X 一 r a y d iffr ae tio n a n a lysis o f r ea lg a r

JC PD S

烂泥沟 金 牙 紫木幽
地

产

2 4 一 7 7

l/1l
I/ 1

2

I/ll
81835

指 标 化 、

hk l

1 1 0

0 2 0

1 0 1

0 1 1

12 0

0 2 1

2 1 1

14 0

3 0 1

04 1

22 1

0 2 2

1 4 1

1 5 0

3 3 0

3 0 1

2 1 2

1 0 3

a。(人)

b 。(人 )

C 。(人)

日

V (人 3 )

d

7
.

4 5 1

6
.

7 9 9

6
.

0 3 6

5
.

7 3 5

5
.

4 0 9

4
.

6 2 6

4
.

0 6 6

3
.

16 9

3
.

05 2

2
.

9 8 4

2
.

9 2 5

2
.

8 6 4

2
.

7 2 6

2
.

5 9 2

2
.

4 7 9

2
.

3 9 8

2
.

2 2 9

2
.

19 2

I/ l
,

7
.

4 6 0

6
.

7 6 6

7
.

刁0 6

6
.

7 5 8

6
.

0 2 6

100161480

81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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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一了�hg一一了

dgq‘八UI户n�h�八U11月,�h自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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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呀八O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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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93510011]7682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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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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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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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7 2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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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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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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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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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9 2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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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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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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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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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4 2

2
.

2 6 1

2
.

19 1

892335100111476别28拍12521917]0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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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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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3 13
.

5 5 7 13
.

5 3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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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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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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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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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9
, 1 0 6

0

3 0 1 0 6
0

2 9
, 10 6

0

2 4
’

8 00
.

8 6 9 7 9 9
.

4 8 3 7 9 9
.

2 6 2 7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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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一 射线衍射仪型号
:

日本理学 D /M A x 一 3A

实验条件
: c u , K 。 , 4 0K v , 2 0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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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中雄黄 晶胞体积变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雄黄成分中部分的 As
3 +

(离子半径为 0
.

58 人 )被 S b 3 +

(0
.

76 人 )
、

部分的 5 2 一
(离子半径为 1

.

84 人)被 Se
Z一

(l
.

98 人 )所类

质同像置换
。

虽然其置换是有限的
,

仍能影响雄黄晶胞体积的变化
。

4
·

3 雄黄的红外光谱特征

雄黄晶体结构中存在 A S 4 s、分子
。

在 A s 4 s ,

分子中硫原子有两根键
,

而砷原子有三根键
,

它

们均以共价键相维系
。

其分子基团的振动光谱受 As
一

S
一

As 和 S
一

As
一

As
一

S 键的影响
,

红外光谱中

吸收谱带的特征频率为 34 4c m 一 ’ 、

37 5 c m 一 ’

等川
。

由于 sb
, 十

和 se
Z 一

分别置换 A s ; S :

中部分的

As
3 ‘

和 5 2 一 ,

而 Sb
3 +

和 Se
Z 一

的离子半径分别大于 As
3 +

和 5 2 一 ,

造成雄黄的主要特征吸收峰向低

波数方向有规律地位移
。

在烂泥沟矿区雄黄 的红外光谱上出现 3 42
.

ZC m 一 ’、 3 71
.

sc m 一 ‘

等 (图

3 A ) ;金牙矿区雄黄的红外光谱上出现 3 41
.

SC m 一 、

37 1
.

OC m 一

等 (图 3B)
;
紫木幽矿 区雄黄的红

外光谱上出现 3 40
.

g C m 一 、

3 70
.

3C m 一

等 (图 3C) 吸收谱带的频率
。

类似的红外光谱上标型同样

见于东北寨矿区川
。

5 辰砂的标型特征

5. 1 辰砂的成分特征

辰砂在西南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中均有不同数量的存在
,

但一般均在矿体的上部富集
,

随着矿体的延深
,

其数量相对地趋向减少
。

同时成分中的微量元素
,

如 As
、

sb
、

Se 等含量随着矿

/
万

/
�门

.

0卜卜 门;黔

n“nCn日l步价划泪

毛0 0 3 5 0

哭 ( A J

3 0 0 2 5 0 4 0 0

共

35 0 3 0 0

波 数
‘m

25 0 j o o 3 5 0 3 0 0 2 5 0 2Q0

F ig
.

体深度的增大而趋向增加 (表 5)

( A )烂泥沟 (B )金牙 (C) 紫木幽

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红外光谱室分析

图 3 雄黄的红外吸收谱图

3 I n fr a r e d a bs o rPtio n spe e tr u m o f r e a lg a r

。

但微量元素 Tl 往往富集于矿体上部的辰砂中
,

如烂泥沟 I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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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矿体汞砷矿化带上部
,

个别辰砂成分中含 Tl 达 0
.

6 17 %
。

5
.

2 辰砂的形态特征

对于烂泥沟矿 区
,

辰砂主要分布于 I 号主矿体汞砷矿化带上部
,

构成辰砂富集地段
、

产于

石英
一

方解石细脉和微脉中的辰砂呈团块状
、

粗粒状之外
,

尚见有细小厚板状菱面体形态
。

而在

汞砷矿化带下部
,

辰砂数量减小
,

而且粒度变细
,

在矿相显微镜下所见与雄黄共生的辰砂
,

其晶

形呈等轴状菱面体
。

紫木幽矿区
,

由于氧化带广泛发育
,

氧化带深度达 30 余 m
。

在氧化矿石中未能找到辰砂
,

只在氧化带以下原生矿体的岩芯样品中
,

在矿相显微镜下发现与辉锑矿共生的辰砂
,

其晶形 呈

等轴状菱面体并向一维延伸方向发展的趋向
。

不论从微量元素或晶形特征
,

均类同烂泥沟 I 号

主矿体汞砷矿化带下部辰砂的特征
。

表 5 辰砂的电子探针分析 (wt % )

T a b一e 5 R es u 一1 5 o f e一ec t r o n m ier o p r o
be

an a lys 招 fo r e in n a b a r (w t% )

产产地地 烂 泥 沟沟 紫 木 幽幽

产产品部位位 I 号主矿体汞砷矿化带上部
,

辰砂富集带带 l 号主矿体汞砷矿化带带 氧化带以 下原生矿体中
,

与辉锑 矿共 生生

下下下下部
,

与雄黄共生生生

分分析数数 1 2 3 444 均值值 1 2 333 均值值 1 2 3 4 555 均值值

HHH 888 8 5
.

9 0 7 8 5
.

7 0 8 8 7
.

5 3 7 8 4
.

9 2 666 8 6
.

0 1 999 8 6
.

3 2 4 8 7
.

0 4 7 8 5
.

9 4 333 8 6
.

4 3 888 8 4
.

2 9 8 8 4
.

1 7 8 8 4
.

2 5 5 8 6
.

0 5 8 8 6
.

1 2 777 8 4
.

9 8 333

SSSSS 1 2
.

7 6 0 1 2
.

9 6 2 1 1
.

7 0 0 1 2
.

8 4 666 1 2
.

5 6 777 1 3
.

3 7 2 1 2
.

8 4 1 1 3
.

6 7 111 1 3
.

2 9 444 1 3
.

1 9 6 1 2
.

8 9 7 1 1
.

5 4 2 1 4
.

0 6 1 1 4
.

3 1 777 1 3
.

2 0 333

SSS eee _ _ _

一 0
.

6 1 777 0
.

1 5 444 0
.

0 1 3 0
.

0 1 9 0
.

0 0 222 0
.

0 1 111 1
.

8 2 1 2
.

3 2 4 4
.

6 8 8 0
.

0 2 4 0
.

0 4 999 1
.

7 8 111

AAA SSS 9 8
.

6 6 7 9 8
.

6 7 0 9 9
.

2 3 7 9 8
.

3 8 999 9 8
。

7 4 000 0
.

0 0 4 0
.

0 3 7 0
.

0 0 111 0
.

0 1 444 0
.

0 1 1 一 一 0
.

0 6 3 0
.

0 1 888 0
.

0 1 888

SSS bbbbbbb 一 一 0
.

0 9 333 0
.

0 3 ]]] 0
.

0 0 6 一 0
.

0 3 0 一 0
.

1 2 555 0
.

0 3 222

TTT lllllll 9 9
.

7 1 3 9 9
.

9 月4 9 9
.

7 1 000 9 9
.

7 8 888 9 9
.

3 3 2 9 9
.

3 9 9 1 0 0
.

5 1 5 1 0 0
.

2 0 6 1 0 0
.

6 3 666 1 0 0
.

0 1 777

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

化化学式式 H g z 09 3555 H g z 0 3 , SSS H g l
.

oZ 日SSS

采用 J O EL Jx A 一 8 8 00M 电子探针仪
、

检测灵敏度限于 0
.

0 0n % 以上
。

关于辰砂的标型特征主要反映在形态上仁’。〕
。

辰砂的形态标型指示辰砂晶形的变化与其形

成时的深度的关系
,

即矿体浅部的辰砂呈厚板状菱面体形态
,

随着矿体深度的增加
,

辰砂的晶

形变为近三 向等长的菱面体
,

而在矿体的深部则以柱状晶形出现为特征
。

因而根据辰砂晶形变

化的垂直分布
,

可指示矿体侵蚀截面的深度
。

此外
,

还有资料表明 [川
,

辰砂晶体形态的变化与

其成分中某些微量元素存在有关
。

含 Sb
、

Pb
、

A g 等混入物时辰砂呈柱状形态
,

当这些微量元素

含量显著减少时
,

则导致三向等长菱面体形态
。

对烂泥沟 I 号主矿体而言
,

其主矿体汞砷矿化带 上部辰砂的成分中不含或贫含微量元素
.

并呈细小厚板状菱面体晶形
,

而汞砷矿化带下部辰砂的成分中微量元素 sb
、

As
、

se 等含量趋 向

增加
,

其晶形呈等轴状菱面体
。

根据上述前人的研究成果
,

可 以判定 I号主矿体的侵蚀截面不

深
。

事实上
,

勘探结果表明
,

烂泥沟 I 号主矿体是 目前黔西南剥蚀程度最小
、

延深程度最大的大

型微细浸染型金矿体
。

紫木幽矿 区金矿体浅部经剥蚀并广泛发育氧化带
,

在氧化带下部原生矿体中的辰砂
,

其成



第十卷 第一期 地质找矿论丛

分中所含的微量元素及晶形特征类同烂泥沟 I 号主矿体汞砷矿化带下部辰砂的情况
,

故其原

生金矿体的延深 已远不如烂泥沟的金矿体
。

6 结论

(l) 黔西南和桂北地 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中辉锑矿 的标型特征为
:

成分上含微量元素 As
、

se
、

Pb
、

H g 等
; 晶胞参数较标准数据缩小

;红外光谱上特征吸收峰向高波数方向位移
。

这些标型

特征与单一锑矿床中的辉锑矿相区别
。

(2) 黔西南和桂北地 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床 中雄黄的标型特征为
:

成分上含微量元 素 Sb
、

s e 、

H g
、

Tl
、

T。 等
;晶胞参数较标准数据增大

;红外光谱上特征 吸收峰向低波数方 向位移
。

这些

标型特征与四川东北寨同类型金矿床中雄黄的标型特征相似
。

(3) 辰砂的标型特征表现于其晶形随矿体深度的增加由厚板状菱面体依次 向等轴状菱面

体和柱状方 向发展的趋向
;矿体上部辰砂成分中不含或贫含 A s 、

s b
、

se 等微量元素
,

它们的含

量随矿体深度的增加而趋向增加
。

这些标型特征可作为判断矿体侵蚀截面深度的标志和指示

矿体延深程度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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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ieh u a n Pro v in e e s h o w so m e s im ila r e h a r a e te ris
-

tie s
.

A n d th e e ry sta l h a bit a s w e ll a s eh e m ie a l e o m Po s itio n o f e in n a b a r o e e u rin g in th e m ic r o
一 d is se m i

-

n a te d g o ld d ePo sits sho w th a t tyPo m o r Ph ie v a ria t io n s a ls o m ig h t be u s e d a s a n in d ie a to r o f o re 一 b o d y

fo r th e e ro sio n d ePth a n d e x te n s io n e stim a tio n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