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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萨尔布拉克金矿为破碎蚀变岩型金矿
,

矿体 严格受
“

菱形构造
”
和岩屑晶屑凝

灰岩的控制
.

在平面上呈透镜状近等间距 出现
,

剖面上呈膝状拐折
.

以矿石中含有较多毒砂为特

征
.

围岩蚀变强烈
.

具有明显的蚀变分带性
,

从中心向两侧
,

蚀变具对称性
。

矿石中金 含量与毒

砂
、

黄铁矿的含量成正相关
,

五 角十二面体黄铁矿与金矿化更为密切
.

关键词 金矿 ;
菱形构造

; 围岩蚀变
.
新班

1 地质概况

萨尔布拉克金矿区地处准噶尔盆地北东缘
,

北邻北西西向的额尔齐斯挤压带
。

出露地层

为下石炭统南明水组炭质砂岩
、

页岩
、

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
、

夹砾岩
、

灰岩的类复理石建造 气属

于滨海一浅海相碳酸盐岩一火山碎屑岩一火山岩建造
。

含矿层位的下部为灰色 片理化泥灰

岩和结晶灰岩
,

中部为灰绿色中粗粒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和灰色含砾粗砂岩
,

上部为灰绿色

中粒硬砂岩与灰黑色炭质粉砂岩互层
,

并夹有页岩
。

金矿化主要于中部的中粗粒凝灰岩
、

凝

灰质砂岩中
。

褶皱表现为紧闭线型褶皱
,

轴向 3 1 00 一 33 50
。

由北东向南西
,

依次有萨尔布拉克北向斜

( 2) 号
,

萨尔布拉克背斜 ( 1) 号
。

萨尔布拉克南向斜 ( 3) 号
,

切克特萨尔布拉克背斜 ( 4) 号和切

克特萨尔布拉克向斜 ( 5) 号 (图 l )
。

萨尔布拉克金矿就位于萨尔布拉克背斜的北东翼
。

断层

发育
,

主要有 N w 向
、

N N w 向和 E w 向三组
,

其中 N w 向和 N N w 向两组断裂常组成菱形网

格
,

控制着矿体的分布
,

而 E w 向断层形成较晚
。

区内仅见各类脉岩如细粒花岗斑岩脉
、

球粒流纹斑岩脉
,

闪长 (粉 )岩脉等
。

. 国家三 。 五攻关项 目 ( 85 一 9 02 一 01 一 03 一 2) 专题阶段成果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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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布拉克矿欧勾造纲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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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u t lin e o f s tr u e tu re s in S a lb u la k r e s io n

l一背斜
. 2一 向斜

; 3一 走向断层
; 4一 破碎蚀变带 (据 l :

课题资料 )

2 矿床地质特征

矿带呈 N w 一 s E 向延伸
,

延长达 18 k m
,

其中段矿化最强
。

矿体呈脉状
,

透镜状
,

囊状
,

具

有分支复 合
、

膨胀收缩特征
,

与围岩界线较清楚
。

一般长几十一几百米
,

宽几米 ~ 几十米
,

延

深达数十米
,

个别矿体沿破碎带延深较大
,

呈尖灭再现
。

矿石金品位较高
,

一般为 3 ~ 59 t/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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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萨尔布拉克金矿矿体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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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is t r i b u t io n o f o r e b od ies i n aS l b u l a k s o ld d e p 0 s i t

1
一

下碳统南明水组碎屑岩
; 2一下碳统南明水组灰岩

. 3一 中泥盆统北塔 山组 火山岩
;

4一断裂破碎带
. 5一 压性断裂 丙一扭性断裂泞一背斜轴

; 8一 矿体 (据 I ,

课题资料 )

高达 16
.

87 9八
。

矿体产状
,

主要倾向南西
,

局部倾向北东
,

倾角一般 60 一 7 00
,

矿体严格受断裂

破碎蚀变带的控制
。

空间上大致呈等间距分布
,

平面上相距 150 ~ 25 0m
,

垂向上相距约 2 5m
,

如 1 6 勘探线 z K 1 6 0 1 孔
,

高品位孔段分别为 5 0一 6 0m
,

1 0 2 ~ 1 2 3 n l 、

14 6 ~ 15 6m
,

次高品位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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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分别为 20 m
、

1 38 m 和 1 75 m
,

两者结合起来分析
,

矿 (化 )段间距平均为 25 m
,

这与菱形网格

状构造有关 (图 2
、

3 )
。

Z K 1 6 02
Z K 1 6 0 1

2 2 0
.

3 4

口口口四口团

2 5 5 0 m

3 0 0
。

2 1

图 3 16 线勘探剖面图

F地
.

3 P r os ep
e it n g 卿

t io n o f l i n e 1 6

l一 碳酸盐化
、

硅化凝灰质含砾粗砂岩
, 2一碳酸岩化

、

硅化凝灰质粗砂岩
;

3一 破酸盐化
、

绿泥石化细砂岩 ; 4一金矿体
; 5一构造破碎带 界线丙一 钻孔及编号 (据 1 .

课题资料 )

3 矿石类型及物质组分

根据载金矿物的分布特征
,

可把矿石划分为稀琉浸染型和条带及细脉浸染型两种
。

稀疏

浸染型矿石表现为载金矿物毒砂和黄铁矿在矿石中呈浸染状较均匀地分布
,

两者含量为

5% ~ 10 %
,

主要见于蚀变矿化的中粗粒晶屑岩屑凝灰岩和凝灰质砂岩中
,

矿石金品位一般

较富
,

达 1
.

00 ~ 8
.

5 09 八
,

平均达 4
.

5 9八
.

条带及细脉浸染型矿石主要见于中细粒砂岩
,

粉砂

岩中
,

含金矿物沿层理或片理呈疏密相间的近平行的条带
,

沿含矿岩石的节理或裂隙贯入
,

条带中含金矿物黄铁矿和毒砂呈星点状一稠密浸染状分布
,

与浸染型金矿石相比
,

条带及细

脉浸染型金矿石中含金矿物黄铁矿和毒砂含量较少
,

一般 2 ~ 5%
,

金品位较低
,

一般为 0
.

5

~ 3
、

g5 八
,

平均为 2.5 盯 t
。

含金毒砂与黄铁矿之比也不一样
,

浸染型矿石中毒砂和黄铁矿之

比值较高
,

一般 3一 5
,

中心部位可达 10 以上
,

而条带及细脉浸染型矿石中毒砂和黄铁矿之

比值一般 0
.

5~ 2之间
,

最高仅达 5 左右飞

矿石物质组分较简单
,

原生矿石的矿石矿物以毒砂和黄铁矿为主
,

次有黄铜矿和闪锌

矿
,

微量的磁黄铁矿
、

黝铜矿
、

硫锑铅矿
、

锡石
、

磁铁矿
、

钦铁矿
、

赤铁矿
,

和少量微细粒自然

金
。

脉石矿物以长石和石英为主
,

次有铁白云石
、

方解石
、

绢云母
、

绿泥石和绿帘石等
;
氧化矿

石主要为褐铁矿
,

次有毒砂
、

黄铁矿
、

微量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自然铅等
,

其中褐铁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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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针铁矿和针铁矿
,

毒砂 已臭葱石化
、

褐铁矿化
,

黄铁矿已褐铁矿化
。

脉石矿物以长石和石英

为主
,

长石常风化为高岭土
,

次有绢云母和方解石等
。

原生矿石与氧化矿石比较
,

5 10 2 、
A 1

2 o 3 、
A 。 和 ^ u

均有增加
,

而 M g o
、

e a o
、

N a Z
o

、

K Z o 和 s

等均减少 (表 1 )
。

表 l 矿石化学成分

T a b l e 1 C h e m i e a l co
l n
op

s l t i o n o f o r es

橇橇城乌乌
5 10 之之 T i 0 222 A I : 0 ,, F e 20 333 M gOOO C . 000 N ` : OOO K 2000 SSS ^ SSS A lll A ggg 艺艺

(((((((((((((((((((((((((g / t ))) ( g / t ))) ( % )))

原原 生 矿 石石 5 5
.

1333 0
.

6 777 1 3
.

5 666 8
.

4555 2
。

2 444 4
.

7 555 5
.

0888 2
.

9 888 1
.

8 888 0 5 111 2
。

3 777 2
.

9 444 9 5
.

5666

氧氧 化 矿 石石 5 7
.

5 444 0
.

7 555 1 4
.

9 000 6
。

7 000 1
.

5 000 4
.

5 000 4
.

6 333 1
.

7 555 0
.

2 777 0
.

6 888 3
.

4 000 1
.

0 000 9 3
。

7 888

据 1 1

课题
“
七

.

五
,

科研报告

月 载金矿物特征

矿区主要载金矿物为毒砂和黄铁矿
,

其特征分述如下
:

4
.

1 毒砂 大多为 自形柱状或针状
,

有时为集合体
,

由于在结晶过程中受到应力作用
,

往往

定向排列
,

可在镜下见到压力影构造和碎裂构造
。

毒砂晶体柱长一般 l ~ Zm m
,

横断面直径

一般为 0
.

04 一 0
.

l o m m
,

局部可见到 0
.

10 ~ 0
.

30 x 3~ 4 m m
。

矿石中金含量与毒砂含量成正

比
,

据计算
,

两者相关系数 R 达 0
.

8 以上 ( R盆训
:
一 0

.

6 8 3 5 )
,

表明两者为正相关
。

毒砂化学分

析结果表明 (表 2 )
,

毒砂中金含量基本上与矿石金含量成正 比
。

毒砂爆裂温度为 33 0℃ ~ 3 80 ℃
,

平均 3 60 ℃
。

表 2 毒砂化学成分

T a b l e Z C h e m i e a l co m op
s l t l o n o f a

汉
n o m a r e a s l宜es

督督
竺

乏遥遥
矿石金 含量量 A UUU A ggg A s ( % ))) F e ( % ))) S (写 )))

SSS一 666 2
.

4999 7 3
.

9 000 6
.

000 3 9
.

6 444 35
.

7 444 2 3
.

2 444

SSS一 1 777 16
.

8 777 2 4 0
。

3 000 1 1
.

3 000 4 0
,

1999 3 5
.

7 333 2 2
.

3999

SSS 一

2 666 1 1
。

4 444 3 0 7
.

4 000 7
.

0 000 3 9
.

7999 3 5
.

7 111 ///

SSS 一
2 888 1

.

4 000 5 1
.

0 000 9
.

1 000 3 9
.

8 999 3 5
。

4777 2 2
.

9 111

KKK一
8 5 111 1

。

9 222 2 9
.

4 000 6
.

6 000 3 0
.

7000 3 5
.

8666 2 3
.

5 777

据 I ,

课题
“
七

.

五
”

科研报告

4
.

2 黄铁矿 黄铁矿多以 自形晶或聚形晶产出
,

常与毒砂组成集合体
,

呈条带状
,

条纹状或

小透镜状沿层理
,

叶理和片理定向排列
,

晶形有五角十二面体
、

立方体及立方体和八面体聚

形
、

五角十二面体与立方体聚形
。

据对 11 个样品的金含量及样品中黄铁矿金含量计算
,

两者间相关系数为 0
.

7 4 ( R盆必一
0

.

60 2 )
,

说明矿石金含量与该矿石中黄铁矿的金含量呈正相关 (表 3 )
。

对钻孔中 23 个样品

统计
,

其中五角十二面体黄铁矿与立方体黄铁矿之 比为 78
:

22
,

在富矿地段的 10 个样品中

两者比例为 89
: 1 1

,

分析结果表明
,

五角十二面体黄铁矿与金矿化关系更为密切
。

黄铁矿的

爆裂温度为 26 5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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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黄铁矿化学成分

T a b le 3 C h e m lac l e ol n P o s l t lo n o f p y r l te

禽禽述袅袅
矿石金 含量量 A Ijjj A ggg ^ s (% ))) F e (% ))) S (% ))) C o (% ))) N月(% ))) T三(% )))

SSS一 666 2
.

4 999 7
`

0 555 2 6
.

9 000 3
.

7 000 4 5
.

4 555 4 9
.

9 333 0
.

0 1111 0
.

0 1 666 0
。

1 9 888

SSS一 888 2
.

1 777 6
.

2 666 15
.

777 1
.

7 777 4 6
.

3 666 5 0
.

7666 0
.

0 111
... 今今

SSS 一 1444 5
。

9 333 18
.

3 77777 1
.

7 000000000 0
.

0 1 999 0
.

2 5 222

KKK 12 8 111 6 2 666 7
.

4 66666 1
.

7 1111111111111

KKK 1 3555 9
.

5 777 9
.

2 55555 1
.

4 1111111111111

SSS
一

1777 16
.

8 777 19
.

5 55555 2
.

1 7777777777777

-555 2 000 1 1
.

4 444 16
。

8 99999 2
.

6 4444444444444

KKK 1 4 333 9
.

6 000 5
.

4 55555 1
.

2 6666666666666

SSS ~

2333 1
.

4000 0
.

8 00000 l
。

3 8888888888888

导导 2 777 0
。

0888 1 0
。

7 77777 /////////////

KKK 8 5 111 1
.

9222 0
.

8 88888 4
。

7 9999999999999

引自 I, 课题
“
七

.

五
”

科研报告

矿石 中金含量大于 19八 的样品中黄铁矿的平均金含量为 8
.

49八
。

除个别样品外
,

黄铁

矿中金含量与硫含量有同步增长趋势
。

此外
,

黄铁矿中 C o/ NI 比值均小于 1
。

其次
,

矿石金品位大于 19八的样品中
,

毒砂与黄铁矿的平均比例为 78
:

22
,

而金品位少

于 19八的样品中
,

毒砂与黄铁矿的平均比例为 26
: 7 4

,

很显然
,

样品中金含量与毒砂含量关

系密切
,

主要载金矿物为毒砂
,

其次为黄铁矿
。

5 金的赋存状态

光片中
,

仅见有很少量微细粒自然金被包裹于毒砂
、

黄铁矿和黄铜矿中
,

金的粒度很细
,

大者粒径可达 0
.

00 1~ 0
.

0 1 6 m m
,

一般为不规则状
,

如粒状
,

乳滴状和薄片状等
。

经电子探针测定
,

平均成分为
:
A u 97

.

31 %
、

A g 1
.

9凌%
、

zn 0
.

1%
、

c u 0
.

2遭%
、

eF 0
.

13 %

(表 4 )
。

平均成色为 9 7 5
,

成 色较高
。

表 3 自然金电探结果

aT b l e 4 C o m P0 s l t l o n o f n a
tU

r a l g o ld

...

俞
里

远远
F eee C IIII Z nnn A ggg ^ UUU ^ UUU

((((((((((((((( ^ u + ^ g )
尹 、 二 . v vvv

11111 0
.

3 000 0
.

0 000 0
.

0 555 3
.

6 999 9二
.

9 333 9 6 333

22222 0
。

1 000 0
.

0 000 0
.

0 222 3
.

4 000 9 6
.

4 555 9 6 666

33333 0
.

1 111 0
.

1888 0
.

4 888 0
.

3 555 9 8
.

1 555 9 9 666

44444 0
.

0 222 0
.

7 999 0
.

1 444 0
。

1 666 9 8
。

4 444 9 9 888

55555 0
.

1 111 0
.

0 000 0
.

0 000 4
.

1 666 9 5
.

6 222 9 5 888

66666 0
.

3 000 0
.

0 000 0
.

0 000 2
.

6 111 9 7
·

q777 9 7 444

77777 0
.

0 000 0
.

6 999 0
.

0 222 1
.

1 666 9 7
.

9 999 9 8 888

据 l : 课题
“
七

.

五
”

科研报告

据前人统计资料表明
,

金矿床的类型不同
,

金的成色也不一样
,

例如沉积变质型金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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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色较高
,

可达 90 0 以上
,

这可能是在原始沉积岩中有大量卤化物
、

硫酸盐和水分
,

在变质

作用中可与分散在沉积岩中的金形成稳定的络离子
,

当物理化学条件发生变化时
,

这些络离

子便发生分解和沉淀
,

而银的络离子稳定性较金的络离子稳定性高
,

金沉淀以后
,

银的络离

子才开始分解
、

沉淀
,

所以
,

沉淀下来的金矿物的成色较高
。

萨尔布拉克金矿床金矿物的成色较高
,

也可能是原始沉积在晶屑岩屑凝灰岩及中粗粒

凝灰质砂岩中的金
,

在动力变质作用下
,

与卤素
、

硫
、

砷等形成较稳定的络合物迁移
,

并在有

利的破碎带内分解
、

沉淀成矿
。

6 围岩蚀变特征

矿区内围岩蚀变发育
、

蚀变强烈
,

蚀变类型较多
,

有毒砂化
、

黄铁矿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
、

高岭土化
、

石墨化等
,

其中毒砂化
、

黄铁矿化和硅化与金矿化

关系密切
。

6
.

1 毒砂化 毒砂化与金矿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

毒砂化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矿石的金品

位
,

是金的主要载体矿物
。

毒砂化有两种表现形式
,

一种呈中细粒柱状或针状浸染于晶屑岩

屑凝灰岩和中粗粒凝灰质砂岩中
,

有时
,

毒砂组成放射状球形集合体分布于岩石中
。

这种形

式的毒砂化往往 比较强烈
,

毒砂颖粒也较大
,

拄长可达 3~ 4m而
,

矿石中毒砂含量可达 5~

10 %或更高
;
另一种呈细粒柱状或针状沿炭质粉砂岩的层理

、

叶理呈条带状分布
,

有时与细

粒黄铁矿条带相 1旬出现
,

有时与细粒黄铁矿一起组成条带
。

这种形式的毒砂化强度较第一种

弱
,

矿石的金品位也相对较低
。

6
.

2 黄铁矿化 矿区黄铁矿化也比较强
,

而且与金矿化有关
,

黄铁矿也是金的载体矿物之

一
。

和毒砂化一样
,

黄铁矿化也有两种表现形式
,

一种呈立方体或五角十二面体自形粒状浸

染于晶屑岩屑凝灰岩和中粗粒凝灰质砂岩中
,

形成浸染状矿万
,

这种矿石金含量高
,

往往可

达 5 ~ 1馆八
,

但这种矿石中毒砂远多于黄铁矿
,

两者 比例一般在 90
:

10 左右
; 另一种呈五角

十二面体和立方体及各种聚形沿炭质粉砂岩的层理
、

页理呈条带状
、

或沿裂隙充填呈细脉浸

染状分布
,

有时单独形成条带或细脉
,

有时和细小柱状或针状毒砂一起组成毒砂一黄铁矿条

带或毒砂一黄铁矿细脉
。

条带状矿石或细脉浸染状矿石中黄铁矿含量相对较高
,

毒砂与黄铁

矿比例为 7 5
:

25 一 80
: 2 0

,

但这种矿石金含量较低
,

一般金品位为 2~ 39八
。

6
.

3 硅化 硅化在矿 区也非常发育
,

而且强度高
,

延长时间长
,

具多阶段特征
。

据其产出特

征可将之分为四期
,

第一期硅化表现为岩石中硅质增加
,

出现石英颗粒或硅质团块
,

或胶结

碎裂的围岩
。

该期硅化为矿化前硅化
。

第二一第四期均以脉状产出
,

各自特征为
:

第二期硅

化表现为沿挤压破碎带中裂隙带分布的不规则状石英脉
,

灰白至烟灰色
。

以中细粒为主
,

脉

的边界不平整
。

由于后期的挤压作用
,

脉常呈不连续状
,

该期硅化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

多分布

下金矿化较强部位
。

第三期硅化伴随着较多的碳酸盐化
,

形成石英一方解石脉或石英一方解

石一白云石脉
,

石英颗粒较粗
,

呈乳 白色
,

而方解石或白云石呈叶片状分布于石英颗粒间
,

见

有黄铁矿及毒砂细小颗粒沿石英一方解石脉 (白云石脉 )壁生长
。

第四期硅化则伴有钠长石

化
,

常形成石英一钠长石脉
,

石英为乳白色
,

具波状消光
,

而钠长石呈梳状生长
。

表现为成矿

后沿张性裂隙充填生长之特点
。

矿区围岩蚀变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由矿化中心向外
,

可分为如下三个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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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砂化
、

黄铁矿化
、

硅化
、

石墨化带
,

该带受构造挤压作用强
,

岩石破碎
,

蚀变也较强
,

往往构成金矿体或金矿化体屯

( 2 )绢云母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带
,

该带岩石破碎程度差
,

偶有弱的黄铁矿化
,

金矿化弱
。

( 3) 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
、

碳酸盐化带
,

该带远离矿化中心
,

碳酸盐化较弱
,

金属硫化物很

少
,

没有明显的金矿化 ,o

上述三个蚀变带常分布于矿化中心两侧
,

呈对称状分布
.

7
·

控矿因素分析

前已述及
,

矿体严格受
“

菱形构造
”
和晶屑岩屑凝灰岩和中粗粒凝灰质砂岩的控制

。

7
.

1 控矿断裂 ①北西向断裂组
:

该组断裂十分发育
,

是主要控矿断裂
,

按倾向不同可分为

两组
,

一组为 N E 倾向 ( 3少~ 5 00 艺切
。

~ 80
。

)
,

为层间断裂
,

常呈叠瓦状
,

波状 延伸
,

断 面平

滑
,

断裂内常发育有糜梭岩化带
,

宽处可达 1
.

5~ 2
.

Om
,

带内贯入有石英细脉
.

该组断裂常为

矿体的下盘界面
,

有时为上盘界面
.

另一组为 s w 倾向 (为 2 2 00 ~ 2 4 00 匕 45
。

~ 8 30 )
,

是主要控

矿断裂组之一
,

断面平滑
,

有擦痕
,

断裂带内常见有断层泥或糜棱岩化碎裂岩
,

糜棱岩化带宽

0
.

1 ` O
`

4m
,

其中有石英脉充填
,

在断层泥及糜棱岩化带两侧
,

矿化较强
。

特别是上述两组断

裂的交汇部位
,

即
“

菱形网格构造
”

的结点部位
,

矿化增强
,

矿体规模增大
.

这两组断层控制着

矿化带的总体产状
。

.

② N、 v , v 向及 N N w 向断裂组
:

这两组断层产状分别为 o5 ~ 3 30 匕 2 30 ~ 8 00和 250
。

~ 2 6 50

匕 5 00 ~ 7 50
,

其中常见有几厘米 ~ + 几厘米宽的断层泥或糜棱岩化带
,

其两侧均有不同程度

的金矿化
,

尤其它们与 N w 向断裂组交汇时
,

矿化明显增强
。

逗冷N 向及 E 、 v 向断层组
:

这两组断层产状分别为 2 7 0
0

~ Z a o
。

乙 7 5
。

~ a o
o

和 z a o一 1 5 5
。

乙80
。

~ 85
。 ,

两者断面上均有褚石化断层泥
,

其中有石英
、

钠长石等细脉充填
。

它们属于成矿

后期断裂
,

常切穿矿体或切穿其它方向断裂
。

.7 2 控矿岩性 矿化多选择晶屑岩屑凝灰岩和中粗粒凝灰质砂岩
,

破碎带穿过上述岩层

时
,

矿体品位较高
,

当上述岩层含碳时
,

金品位增加
,

而且矿石中毒砂晶体一般较大
,

可达

1~ 3m m
。

根据上述分析
、

萨尔布拉克金矿 区 N 、 v 走向的两组断裂及 N N w 和 N 、 v w 向断裂组成

的
“

菱形构造
”

与岩屑晶屑凝灰岩
、

中粗粒凝灰质砂岩是主要控矿因素
.

控制着矿体在平面及

垂向上呈大致等间跑分布
。

8 矿化阶段

根据野外及室内研究
.

主要依据矿物组 合特征
,

将矿化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

8
.

1 石英 一毒砂一黄铁矿阶段 该阶段以形成石英脉为主
,

在石英脉两侧及石英脉中均有

不同程度的毒砂化和黄铁矿化
,

金在该阶段开始沉淀
.

8
.

2 毒砂 一黄铁矿阶段 该阶段以较强的毒砂化
、

黄铁矿化为特征
,

并伴随有大量金沉淀
,

是金矿化的主要阶段
。

8
.

3 石英一碳酸盐阶段 石英和方解石
。

铁 白云石等形成石英 一碳酸盐脉
,

并伴有细小的

毒砂
、

黄铁矿颗粒沿着石英一碳酸盐脉壁生长
,

该阶段仍有少量金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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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石英一钠长石阶段 以形成石英一 钠长石脉为特征
,

仅有极少量的毒砂
、

黄铁矿呈星

点状分布其中
,

金矿化已接近尾声
。

9 成矿过程简述

根据成矿地质特征分析
,

可将成矿过程归纳如下
:

9
.

1 动力变质
、

塑性变形期 该期由于区域动力挤压作用
,

岩石以塑性变形为主
,

形成 N w

向的一系裂紧闭线性褶皱
,

以及层间流动构造
。

实际上动力变质过程就是成岩成矿过程
L’ 」。

据 1 .

课题
“
七

.

五
”
研究成果

,

下石岩统南明水组中上层位含金较高
,

在也克地段 n 件凝灰

质砂岩样品金平均含量达 5
.

18 x 1 0一
,

在喀拉通克地段 32 件含炭质沉凝灰岩
、

炭质泥板岩

样品平均金含量达 55 x l 0
一 , ,

并且在炭质凝灰质粉砂岩中存在有沉积成 因的草霉状黄铁矿

和草霉状磁黄铁矿
,

其中金含量达 2
.

3 1 x 1 --0
`
g八

。

此外
,

地层中有机炭含量高
,

扮 个样品平

均有机岩含量达 1
.

9 71 编
。

而萨尔布拉克金矿外围南明水组地层中金含量很低
。

充分说明该

期动力挤压
,

塑性变形对金的活化起着重要作用
。

实际上
,

这时
,

南明水组地层中较富的金及

其他成矿元素 已开始活化
。

9
.

2 动力变质
、

脆性变形期 当塑性变形发展到一定阶段
,

随着压力和温度降低
,

岩石向脆

性变形过渡
,

形成一系列压扭性断裂
。

随着应力性质的改变
,

压扭性断裂又向张扭性断裂转

化
,

这时形成了北西向延伸的
、

分别向南西向和北东向倾的断层组以及由此派生的北西西向

和北北西 向断层组
,

它们构成菱形网格构造
,
并组成呈北西一南东向展布的断裂破碎蚀变

带
,

破碎带中岩石被挤压破碎
,

并伴有糜棱岩化岩石
。

这时地层中已活化的金及其他成矿元

素便沿着这条北西向展布的断裂破碎蚀变带运移
,

当物理化学条件如温度
、

压力
、

P h 值等发

生变化时
,

便在两组断裂的交汇部位及其有关的张裂隙中沉淀
、

成矿
。

不同程度的动力变质

相带
,

金的迁移
、

富集规律不同
,

形成的矿石建造也有差异
.

当动力变质以压碎岩石为主间夹

糜棱岩化岩石
,

则金的独立矿物少见
,

常以毒砂和黄铁矿为主要载体
,

呈浸染状分布于硅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热液蚀变带中 L`」
。

萨尔布拉克金矿的金矿化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
。

另外
,

萨尔布拉克金矿并非整个断裂破碎带都可形成矿体
,

这是因为矿液在通道中运移

时温度较高
,

只有当矿液运移到一定部位
,

温度和压力下降到一定程度时
,

矿质才开始沉淀
,

故作为金矿溶液通道的断裂带并不形成金矿体 L,J
。

9
.

3 后期构造亚加改造 成矿后期
,

由于应 力性质的改变
,

又形成一系列近南北和近东西

向的断裂
,

这些断裂往往切穿北西向破碎带和金矿体
,

有时矿体被平移达数十米
。

此外
,

北西

向断裂也再次活动
,

表现为逆冲性质
.

将已形成的矿体改造成一系列透镜体
,

扁豆体
,

它们在

空间上尖灭再现
。

该期一般无金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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