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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盱眙金矿化带的基本特征

及找矿远景①

袁旭音1，董永观1，芮行健1，巫全淮1，吴新民2
(1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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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苏盱眙金矿化带位于古桑乡石牛山一小团山一带，根据土壤和基岩的化探资

料，确定了6个金异常点；通过l：1万地质草测，确定了区内矿化带的空间分布、规模和产状。

金矿化主要与南北向断裂有关。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碳酸盐化及褐铁矿化。金矿化可分两

类：一是破碎蚀变岩型，二是侵入接触带型。前者是在地层间的平缓碎裂岩和糜棱岩带，具泥化

或红土化现象；后者系岩体与地层接触，形成硫化物或铁帽。盱眙一带金矿找矿前景以断裂附

近的岩浆岩体侵入接触带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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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构造上来看，盱眙金矿化带位于扬子板块北缘，北面为大别胶东地体。燕山期，

由于欧亚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系列北北东向构造带，郯庐断裂带即

为其中最活跃的构造，它既影响两侧的岩相分布，又影响成矿作用⋯。盱眙一新沂一线主
要分布于郯庐断裂带的东侧【2J。

盱眙地区的地层属于扬子地层区下扬子地层分区盱眙一滁州地层小区【3J。地表出露

的地层有震旦系，少量第三系和第四系。在钻孑L中可见白垩系。

震旦系在盱眙地区仅见上统，出露于老子山一佛窝一带。可分为黄墟组和灯影组，前者

为中厚层灰岩夹页岩、粉砂岩、泥岩，后者主要为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夹少量粉砂岩HJ。黄

墟组(Zh)可分为上段和下段。下段的下部在南部刘观一带为深灰色中厚层粉晶灰岩和灰

黄色含磷细砂岩，其中灰岩厚达30m，几乎不含石英，而细砂岩中钙质含量也较低；北部西山

一带以灰黄绿色钙质含磷细砂岩、粉砂岩为主，夹深灰色中薄层粒屑灰岩。上部在南部龙王

①收稿日期：2000一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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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一带为灰黄绿色似千枚状粉砂质泥岩夹灰岩和钙质砂岩；北部为粉砂岩、泥岩与碎屑灰岩

互层，局部为薄层粉晶灰岩。上段在工作区内相对稳定，其中下部除出现少量白云岩层外，

大部分地区为厚层含石英砂灰岩、鲕粒灰岩；中部主要为灰岩与粉砂岩、泥岩互层；上部为薄

层粉砂质泥岩夹灰岩，局部为中薄层灰岩与粉砂质泥岩互层，顶部为灰岩、白云质灰岩夹砂

岩、泥岩。

灯影组(Zd)出露于老子山一佛窝一带，根据实测剖面，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部分。上部

为棕黄、灰黄、灰色中厚层微晶白云岩夹钙质粉砂岩；中部为中厚粉晶灰岩和钙质砂岩、粉砂

岩；下部为灰黄、棕黄色中厚层粉晶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夹燧石团块、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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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江苏盱眙金矿化带及外围区域地质构造略图(据江苏、安徽1：20万地质图修编)

Fig．1 G∞lOgical rnap of the 901d minemlizatIoll bdt in Xu如and adiao朗t抛s，JiallgSu
1一新生界；2一新第三纪玄武岩(桂五组)；3一白垩系；4一侏罗系；5一古生界；6一上震旦系(黄墟组、灯影组)；7一

下震旦系(周岗组、苏家湾)；8一中一新元古宙(张八岭群、淮河群)；9一古元古宙(石桥群)；10一花岗闪长岩；11一花岗

岩；12一断裂带；13一韧性剪切带；14一赋存于震旦系中的金矿点；15一赋存于煌斑岩脉旁侧的金矿点；16一赋存于火

山岩系中的金矿点或异常；17一郯庐断裂带；18一郯庐断裂带两侧的构造单元及名称；Ⅱ1一苏胶地体；Ⅲl一苏北拗

陷；Ⅲ2一下扬子断隆带；Ⅳ1一固镇拗陷；Ⅳ2一阜阳一蚌埠断隆；Ⅳ3一肥北拗陷

第三系分为渐新统三垛组、中上新统下草湾组和上新统桂五组。

三垛组下段为浅棕色、棕红色砂岩、砂砾岩、泥岩夹粉砂质泥岩，上段为浅棕色砂岩、砂

砾岩夹泥岩。下草湾组根据岩性可分三部分，下部为褐红色粉砂质泥岩、细砂岩、粉砂岩，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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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为浅灰色膨润土或凹凸棒粘土岩；中部为灰色粉砂质泥岩、灰黄色粉砂岩，泥岩中间夹橄

榄玄武岩及膨润土、凹凸棒粘土；上部为深灰色橄榄玄武岩、凹凸棒粘土。

桂五组以灰色、紫灰色、黑色橄榄玄武岩、玄武岩为主，夹有凝灰质泥岩、粉砂岩，局部见

浅灰色膨润土，在火山口周围分布有凝灰角砾岩、火山角砾岩、集块岩①。

盱眙县一带的侵入岩主要有清水坝岩体、庙山岩体，为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类岩体。地

表出露面积小，但物探和钻孑L资料揭示其面积有数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基性

脉岩，其对成矿非常有利。

2地球化学特征

盱眙县金矿化位于古桑乡石牛山一小团山一古桑林场一带。江苏省区调队非正规图幅

的1：20万水系沉积物化探扫面，圈出金化探异常，面积约4～6km2。浓集中心值为3．2×

10～，下限为1．5×10～，大致分布在石牛山、小团山、庙山吊龙井、茶壶嘴山、古桑林场一

带。

2．1土壤化探

通过地质、地化剖面和1：1万地质草测，确定了区内金矿化带控矿要素、空间分布、规

模、产状等。认为其受南北向延伸的断裂破碎蚀变带及石英正长斑岩与灯影组灰岩的接触

带控制，规模大，局部蚀变和矿化很强。

根据金矿化带的特点，1：1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点距和线距均采用167m，即每km2面

积36个样。测区面积2km2。分析元素主要是低温金属元素Ag、Au、舡、Sb、Hg，中温金属

元素Cu、Pb、Zn，中高温金属元素W、Sn、Mo、Bi。

在约2km2范围内，土壤化探分析样品73件。其中金最高值为85×10～，最小值为0．5

×10～，一般值为(1～8)×10～，样品均值为6．052×10～。

表l为古桑地区土壤化探样品Au、Ag、Cu、Pb、Zn、As、Sb、Hg等元素的主要特征。从中

可见，这些元素的含量变化比较大。Au、Ag、AS、Sb含量均高于地壳平均值，Pb、Zn略高于

地壳平均值，而Hg、Cu则低于地壳平均值。也就是说与金矿化有关的元素均相对高，表明

本区是一个金的正异常区。

表1盱眙金矿化带主要元素特征(×10～，Au×10_9)

Table．1 Chamc蛐i娼of眦in eI绷嘶ts of the gold minemlized belt in XIlyi ar阻

样品数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黎若薏76)
Au 73 6．05 0．50 85．oo 10．83 4

Ag 73 0．38 0．04 1．80 O．46 0．08

Cu 73 41．15 13．00 157．00 24．41 63

Pb 73 33．85 16．OO 99．00 13．99 12

zn 73 67．75 23．00 283．00 38．19 91

As 73 16．87 7．oo 42．00 9．13 2．2

Sb 73 2．70 O．30 100．00 11．73 O．6

}k 73 44．03 20．oo 158．oo 26．64 89

根据相关元素分析，金和铜、砷、汞关系较密切，银与铜、铅、锌、砷关系较密切，而砷与

①南京地质学校．盱眙地区1：5万区域地质诃查报告．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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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铜、铅、锌、汞关系均较密切，同样，汞与金、铜、铅、锌、砷关系也较密切。

图2反映了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对元素的聚类分析，表明金、银、锑三元素为一
类，其内在联系较好，而铜、铅、锌、汞相对分散。

图2古桑地区元素R型谱系图

Fig．2 Elernent R—mode duster analySis for蚓l in GuSang area

通过土壤化探，圈定了Au、Ag、Cu、Pb、Zn、飚、Sb、Hg等八个与金有关的元素化探异常

56个，其中金异常6个，银异常6个，铜异常5个，铅异常8个，锌异常10个，砷异常8个，锑

7个，汞异常6个。上述异常中，以金、银、铜、砷、锑等元素异常明显，其异常面积大，浓集中

心显著，元素组合好，分带性强。

表2为主要元素异常统计表。

金异常主要集中在石牛山一古桑一带分布，以10×10-9为下限，圈定了6个金异常。

表2主要元素异常统计

7Itable 2 Statisti娼fbr anmIIali鹤of main ele眦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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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l异常位于石牛山北东坡。S=0．01km?，Max=14×10～，平均为11．62×10～，

衬度K为1．16，规模(面积×衬度)=S×K为0．012，浓度分带不明显，强度不高。

Au2异常 即石牛山东坡金异常。S=0．094km2，MaX=110×10～，平均为18．53×

10～，衬度为1．853，规模为0．174，浓度分带齐全，有As、Sb、Hg、Cu、Pb、Zn、Ag、W、Sn、Mo、

Bi异常伴生，为研究区规模最大、浓度最高，分带较好，共生元素最多之金异常。在铁帽氧

化带找到3件大于1×10“的样品。

Au3异常在奥土公司附近。S=0．01km2，Max=41×10～，平均为25．5×10_‘，衬度

为2．55，规模为O．0255，有银异常与之伴生，在南北两侧有Pb、Zn异常围绕。

Au4异常分布于石牛山东南坡。S=0．01km2，Max=20×10～，平均为16×10～，衬

度为1．6，规模为0．016，有Ag、Sn、异常伴生。该异常是南北向展布，最高值仅20×10-‘，

分带不明显。

Au5异常 分布于古桑中学及其以西的水渠与公路之间。S=0．017km2，Max=55×

10一，平均为30．3×10～，衬度为3．03，规模为0．0515，有As、Sb等异常伴生。

Au6异常分布于吊龙井一古桑林场一带。S=0．016km2，Max=85×10～，平均为

48．5×10～，衬度为4．85，规模为0．0776。异常附近的震旦纪灯影灰岩中有红化现象，貌似

于皖东黄栗墅金矿区的地貌景观。古桑林场岩石有破碎及地表褐铁矿化。

表3石牛山地区金异常特征

Table．3 Characteristi璐of gold粕帅嗡Iies in shi椭曲髓锄船

形态、规模 特征

中层 高层
10—9 lO一9 衬度编号 地点

走 长 宽 面积 下限 众

中心到10q|10。9
形态 m m km2 10一9 数向

Aul 石牛山北东坡

Au2 石牛山东坡

Au3 奥土公司

A“ 石牛山东南坡

Au5 古桑中学

A伍 吊龙井

椭圆 100 60 0．006

蛤蟆南北550 170 0．094

孤点北西250 40 O．01

繁南北20050 001

勺状北西350 50 O．017

勺状南北200 80 0．016

2．2基岩化探

在南北从石牛山至老军山一骚狗山，东西从清水坝一级站一小团山至奥土公司一古桑

中学一古桑乡政府，面积约9．45km2范围内，基岩出露面积约40％，即3．78km2。通过随机

拣块取样和四条地质剖面，进行基岩化探测量。

共取基岩样品20件，40％的样品在剖面上，其它为庙山南、老军山和骚狗山一带的随机

采样。对样品进行Au、Ag、Cu、Pb、Zn、舡、Sb、Hg、W、Sn、Mo、Bi等12个元素分析(表4)。
从平均值可知，除Hg低于地壳克拉克值外，其余元素均高于地壳克拉克值。由K2值

知，古桑地区普遍遭受金属矿化作用，其中Au、Cu、Zn、W、Sn、的K2值在0．9～2．0之间，矿

化较为强烈一些；Mo和Ag的K2值为10～20，Bi达40倍以上，说明矿化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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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工作区基岩元素的特征

Table 4 Ch铷racteristics of eId『nents iII n溅

元素 Au Ag Cu Pb zn A5 Sb Bi W sn Mo №

计量单位 10
9 10—6 10一6

平均值 219．19 2．01 260．56 77．21 76．26 39．0 2．53 517．0 6．74 2．54 37．92 56．74

平均值(剔除风暴值)6．98 1．74 53．38 45．07 51．13 15．71 1．29 8．19 3．07 2．01 15．57 31．07

地壳克拉克值① 4 0．07 55 12．5 70 1．8 O．2 0．17 1．5 2．O 1．5 80

K1 54．80 28．71 4．74 6．18 1．09 21．67 12．65 3041．18 4．49 1．27 25．28 O．71浓度克拉克值——
K2 1．75 21．0 0．97 3．61 0．73 8．73 6．45 48．18 2．05 1．01 10．38 O．39

K1／K2 31．31 1，37 4．89 1．71 1．49 2．48 1．96 63．12 2．19 1．26 2．44 1．82

①据泰勒Kl=元素平均值／地壳克拉克值，K2=元素平均值(剔除风暴值)／地壳克拉克值。

K1值既可以表示离差，又可以表示风暴样的强度，即成矿的有利度【5I。10及以下的元

素为Cu、Pb、Zn、W、Sn，10～25的有A5、Sb、Mo。Ag达28．71，Au达54．80，Bi达34．01，均

属强烈矿化元素。

成矿有利度亦可以K1爪2比值体现，一般元素K1偈均小于5，对成矿不甚有利，大于
5则相对有利，而Au为31．3l，Bi为63．12，则属于强烈矿化元素。

在20件基岩样品中，金有5件大于 表5金矿化体金含量

O．1×10～，它们分别是0．18×10一， TabIe 5 7I№gold cont蚰协ofthemiIleraIized bodies

0．86×10—6，1．5×10—6，1．6×10—6和

2．1×10～，说明金已经达矿体或矿化

体的程度。

3金矿化点特征

3．1金矿化一般特征

金矿化体为一呈NNE向展布的破

碎蚀变的、含较多铁氧化物的灰质白云

岩，含铁质较多时可成为铁矿石，呈致密块状，地表氧化后有时可成蜂窝状。矿化体宽2～

3m，延长20～30m，向东倾，倾角60～75。。区内金矿化体有多个，金矿化强度差别较大。其

金含量见表5。

矿石具有自形、半自形、它形的显晶结构和显微晶结构以及特征的解理结构，包含结构

及各种交代结构，如交代残余结构和交代假象结构等。

3．2围岩蚀变

矿化区围岩蚀变主要有两类：即接触交代型和断裂破碎带中及其附近的中低温热液蚀

变型。前者有硅化、黄铁矿化、白云母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氧化带常见有褐铁矿化、孔

雀石化和泥化(水云母化)等。与成矿密切者主要为磁铁矿化、硅化，黄铁矿化和碳酸盐化。

(1)磁铁矿化主要分布于石牛山东侧石英正长斑岩与钙质泥质粉砂岩、泥灰岩侵入接

触带附近。主要矿物组合为磁铁矿一石英，八面体磁铁矿氧化成褐铁矿。岩石具斑状结构，

其斑晶为酸性和碱性长石及石英。由于蚀变作用，长石已被石英和少量尘状褐铁矿交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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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象，基质为微条纹和霏细状长石和石英组成，后又经过强烈的硅化形成石英岩，在这过程

中可以伴随金矿化。

(2)硅化硅化是研究区分布最广、蚀变强度最高的围岩蚀变，表现为较大规模的带状

分布。如在石牛山东、南东方向的近南北向分布的两条断裂破碎带及其附近以及斑岩脉边

缘的内外接触带，均发育强烈的硅化。硅化形成的玉髓和石英可使原岩结构发生很大改变

或消失，或者成残留阴影假象。硅化强烈地段可形成由石英、玉髓组成的块状体。硅化相对

较弱地段则形成脉状体或呈角砾岩的胶结物形式出现。位于破碎带的泥岩硅化，表现为不

规则的玉髓脉或由玉髓、水云母组成的微小鲕粒，玉髓呈纤维放射羽状集合体。硅化也可与

高岭土化、绢云母化伴(共)生，交代斑岩体中基质部分。硅化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特别在硅

化带(体)中，出现有较多含气液包裹体的半自形长柱状石英时，往往伴有金矿化。

(3)黄铁矿化在江苏金矿区，黄铁矿化通常与硅化一起发育于各类岩石中№J。研究

区黄铁矿化无论在强度上或规模上均弱于硅化。在金矿化体中的局部地段，黄铁矿含量较

高，可达10％以上，一般仅n％或更少。黄铁矿主要呈浸染状、浸染脉状、分枝脉状或聚集斑

点状分布。黄铁矿最大颗粒直径可达2mm。一般呈微细粒和显微颗粒状。在地表氧化带，

黄铁矿常被氧化成褐铁矿，形成多孔状铁帽。在显微镜下，褐铁矿呈胶态环带交代黄铁矿，

使黄铁矿呈交代残留或假象。黄铁矿通常为金的主要载体矿物之一，在氧化过程中不断淋

滤迁移出金，在适合的环境及部位可聚集成显微金(片)粒。

(4)碳酸盐化在研究区各岩性层或斑岩脉中均发育不同程度的碳酸盐化。碳酸盐矿

物主要为方解石、菱铁矿和白云石，形成各种碳酸盐脉、斑点和团块，少数呈浸染状分布。斑

岩中方解石主要与绢云母一起交代酸性斜长石，或沿其解理分布，碳酸盐化强时可形成假

象。在灰岩、泥灰岩、泥岩和含钙质粉砂岩中，方解石呈脉状或角砾胶结物状产出，有时伴有

高岭石、绢云母、石英、黄铁矿。在老军山北西侧一采坑中，角砾状灰岩的金含量达0．92×

10～。由此可见，金矿化与碳酸盐化有一定的关系。

3．3金的赋存状态

金的赋存状态研究文献很多，特别是很多作者都提及了晶格金L_卜9I，我们不否认晶格

金的存在，但仅限于对铁帽氧化带中部分光片和薄片的观察和鉴定，并经电子探针成分分析

及对测试结果的综合分析，认为金的赋存状态如下：

表6 自然金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Table 6 Data of ek仃岫mi口opmbe曲alysis for瑚恤嘲90m g豫i璐

样号 S Fe Cu zn Cr Au Ag 总和

X{；23—1 0．00 13．81 11．06 0．00 0．67 56．93 17．52 99．99

XS23—2 0．00 37．53 12．05 O．oo O．26 18．56 31．58 99．98

(1)金以显微粒状或以铜金矿与银金矿组成混合物产于氧化铁帽中，金矿物的电子探针

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2)Au呈一定形态被粘土类矿物或有机质吸附状态存在，光片中可见在粘土矿物中存

在金颗粒。其粒径约为1—2p，椭圆状。
(3)镜下可见较多的磁铁矿，因此磁铁矿可能是金的原始载体矿物之一，后期氧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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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金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中，铁含量较高得到启示。

4金矿化类型

4．1主要金矿化类型

区内存在两类金矿化，即破碎蚀变型金矿化和岩体侵入接触型金矿化。

破碎蚀变型金矿化，以老军山两侧的骚狗山南山头采石坑和吊龙井等两处为代表。骚

狗山南山头采石坑为当地居民采水泥石灰岩的一个塘口。地层为震旦纪灯影灰岩夹少量泥

质和砂泥质页岩，在层间具舒缓波状碎裂岩和糜棱岩带，具泥化或红土化和赭石化现象。随

机拣块样品分析，含金达0．9×10一。另一处在吊龙井红山坡，岩石为中层、中薄层泥灰岩、

粉砂质泥灰岩，随机拣块样品的金品位达O．1×10-6以上，成为金异常浓集中心，是金矿化

的反映。这两处地貌特征及矿化与安徽全椒黄栗树金矿区十分相似。

侵入接触型金矿化，以石牛山东坡金矿化为代表。基岩为震旦系灯影灰岩，被二长花岗

岩和石英正长斑岩脉所侵入。在侵入接触带或其它构造有利部位岩石蚀变强烈，受蚀变带

的影响，有硫化物或铁帽出现。1958年大炼钢铁时采掘不少铁矿石，留下了不少废弃的采

矿坑。该处发育多组呈近南北向构造破碎蚀变带，硅化特别强烈，有以黄铁矿化为代表的硫

化物及泥化等。经风化，硅化及水云母化部分形成难侵蚀的陡坎，黄铁矿化及赭石化部分形

成褐铁矿化蜂窝状空洞。两种蚀变叠加难以区分。铁帽氧化带中有的样品，含金达1．5×

10～、1．6×10_。1、2．1×10_6和0．86×10～，表明具有明显的金矿化。这些成果已经提交给

江苏省地调院进一步工作，并于1999年4月20目前后在现场控制了一定范围的矿体。

4．2盱眙地区与黄栗树地区金矿化之对比

盱眙地区与皖东黄栗树金矿成矿元素及金异常具有相似性，也存在差异。

根据安徽地矿局及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王华田等研究资料，黄栗树金矿化带金异常南

至全椒大马厂，北至滁州鸡冠山，断续延长达28km，宽约2．3km，面积约65km2。主要分黄

I(龙王尖)、黄Ⅱ(曾洼)、黄Ⅲ(黄栗树)和黄Ⅳ(花山)等四个异常。黄Ⅲ异常强度最大，浓

度分带最好，向两端均有逐渐降低之趋势【10J。在1：1万土壤化探水平上，以25×10q为下

限圈定了金异常，中层圈为200×10一，高层圈为800×10一，一般异常长500～1500m，宽

200～500m，与金伴生的主要元素有飚、Ag、Sb、Hg，其次有Zn、Pb、Mo、Cu。

金异常主要发育于震旦系灯影组中段白云质灰岩、白云岩和泥灰岩(钙质泥岩)中，地表

矿化蚀变不明显，仅见微弱的褐铁矿染和稀少的褐铁矿假象，局部(如黄Ⅱ)金异常主要发育

于灯影上段深色含沥青质的灰岩和白云岩中。该地区由于第四系覆盖，露头的连续性较差，

局部地段仍可见到由硅质岩和硅化带组成的露头。它们在地表被淋滤后形成多孔状，并有

褐铁矿染，有时可见到微细粒浸染状黄铁矿。

盱眙一带未进行系统的化探工作，就我们进行的2km21：1万土壤化探结果与黄栗树金

矿化带金异常进行对比，如表7所示。

由上表可知，古桑地区的金异常特征及元素组合等与皖东黄栗树地区的金异常相差不

大，但是矿化强度、异常衬度及异常规模等方面已下降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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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研究区与邻区异常特征对比①

Table 7 咖parison of孤蚴ly charactoristics bet骶蛐the旭鼢rch ar吩粕d the a娜a咖t ar既

异常面积 2．10 O．70 O．147 衬度 6．48 4．25 2．78

异常面积比(％) 70 26．62 7．35 As、Sb、 As、Sb、 飚、Sb、
主要伴生元素

异常下限(10一9) 25 25 10
Hg、Ag №、Ag №、Ag

次要伴生元素
Zn、Pb、 Zn、Pb、 zn、Pb、

中层圈(10一9) 200 200 20 Mo、Cu Mo、Cu Mo、Cu

①资料来源：王华田、薛虎等，安徽全椒黄栗树地区异常查证报告。1998

矿化地质特征对比，除骚狗山南山头和吊龙井与黄栗树地区一致外，石牛山东坡是在破

碎蚀变带及接触带的背景上发育而成的，铁一多金属矿化明显，与黄栗树地区有较大的差

别。而古桑林场仅见到氧化带，很少见到硫化物，可能属于两者之间的产物。

古桑地区金矿化是明显的，尤其是(1．5～1．6)×10咱的样品部位以及1：1万土壤化探

圈出的异常区，特别是Au2和Au6异常规模大，强度高，元素组合多。Au2异常位于南北向

断裂破碎蚀变带及石英正长斑岩与灯影灰岩的接触带上。而Au6异常附近为震旦纪灯影

灰岩，灰岩中有红化，附近有涌水量较大的吊龙井泉水。其外貌最相似于皖东黄栗树金矿区

的地表景观，金成矿远景较佳。上述两金异常部位是石牛山最有远景的金找矿地段。

5金矿找矿远景

5．1金矿化模式

古桑地区金矿化特征显示，金矿(化)主要发育在该区近南北向的两条断裂破碎蚀变带

及二长花岗斑岩及石英正长斑岩与震旦纪灯影组灰岩的接触带中。通过样品测试分析，区

内震旦纪灯影组含泥质较高的灰岩金含量偏高。当岩石发生断裂破碎时，可为成矿热液运

移提供通道，为成矿物质沉淀提供空间，也可产生动力变质热液，并促使岩石中的成矿物质

向有利部位运移。同时，二长花岗斑岩及石英正长斑岩等脉岩沿着断裂破碎带等构造薄弱

部位侵入。在这些脉岩侵入过程中，一方面与围岩发生反应，形成磁铁矿化及硅化等蚀变，

在磁铁矿化后期成矿物质沉淀形成金矿化体。另一方面产生岩浆热液并带来成矿物质形成

含矿溶液。这些含矿溶液沿着断裂破碎带运移，并对构造带及其附近岩石进行交代，岩石发

生蚀变，释放出部分成矿物质。这些成矿物质进一步沿断裂破碎带运移，并在适当的温度、

压力及pH值、Eh值条件下沉淀、成矿。

5．2找矿前景

古桑地区金矿找矿前景较好。两条近南北向断裂破碎蚀变带及二长花岗岩和石英正长

斑岩脉的接触带附近为成矿的有利部位。根据地质及土壤化探条件分析，该地段具有金矿

成矿条件，尤其化探结果显示金异常值较高，元素组套好，分带明显，而且在该区已经获得大

于1×10-6含金样品。应加大投资力度，开展适量地表工程查证。同时进行地电化学、气体

化探、伽玛能谱等行之有效的找金方法以期获得金矿找矿突破。江苏省地调院已经对该区

金高值点及金异常进行了地表查证，并在石牛山东坡发现原生金矿体及金矿化体，但规模不

大。今后应增加投入勘查工程，以期查明矿体的分布和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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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ld mineralization belt in

Xuyi area，Jiangsu proVince

YI 7AN Xu—yin，DONG Yong—guan，RUIⅪng—jian，WU Quan—huai

(№巧i咒g h站i￡“据盯‰Z咧口蒯M船mz R咖z‘嬲，№巧啦210016，疏，z口)
WU Xin—ming

(J如咒舻“hs￡如“￡i舰盯(翔z0：斟S“亿唰，N孤ji馏210018，吼i触)

Abstract

The gold mineralization belt located in Shiniu Mountain—Xiaotuan Mountain in Gusang

1、own Of Xuyi，JiallgSu p尊D访nce．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geoch锄istry of SOil and rOck，Ⅵre de—

fine siX anomalieS of gdd．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of ore—controlling，distribution，scale

and occuHence of orebOdies are drawn according to the geOlogical measure in 1：10000．The gold

mineralization is mainly related with the north—south fault and silicification，carbonatization，

ferritization are commonly alterations．Two types of the gold mineralization are described，i．e．

the fracturing—ahering type and the intrusion—contact type．The fonner occurS in sm00th cat—

aclaSites and mylonites which have clayization and 1aterization．The latter one f()med as sulfides

and gOsSan．The intrusive—contact belts play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proSpecting the gOld

deposit．

Key Words：gold mineralization；characteristicS；Xuyi；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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