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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北山金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范 国 琳
( 甘肃省地矿局 酒泉地质调查队 )

摘要 甘肃北山金矿位于天山褶皱系北山褶皱带
,

该带分为华力西红石山地向斜褶皱带 (北带)
、

加里东马鬃山地背斜褶皱带 ( 中带 ) 和华力西红柳园一音凹 峡地向斜褶皱带 ( 南带 )
。

金矿主要

分布在南
、

北两个褶皱带内
。

成矿母岩为华力西中
、

晚期斜长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和 钾 长 花 岗

岩
。

金矿对地层的选择性十分明显
,

首先为晚古生代的中一酸性火山岩
,

次为早古生代的深变质

岩
。

金矿床 ( 点 ) 绝大多数属中一低温热液含金石英脉型
,

产于华力西中
、

晚期酸性侵 入 体 的

内
、

外接触带
。

矿石类型以黄铁矿一石英脉型为主
,

伴生矿物有黄铁矿
、

含铜黄铁矿
、

孔雀石
、

铅族矿物及毒砂
。

围岩蚀变为硅化
、

褐铁矿化
、

云英岩化
、

碳酸盐化
、

泥化
、

绢云母化及绿泥石

化
。

文中还对金矿控矿因素作了分析
,

认为在北山地区找金是有前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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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范围内已

发现岩金矿床 7 处
,

矿 ( 化 ) 点 4 1 处
,

砂金矿点 2 处
,

砂金异常 6 处
。

这些 矿 床 ( 点 ) 绝

大部分为中一低温热液含金石英脉型
,

产于华力西中
、

晚期岩株状酸性侵入体内及其外接触

带中
,

严格受东西或近东西向区域大断裂控制
,

呈带状分布
。

矿体规模小
,

品位变化大
。

矿

石类型 以黄铁矿一石英脉型为主
,

伴生矿物常见的有黄铁矿
、

含铜黄铁矿
、

孔雀石
、

铅族矿

物及毒砂等
。

围岩蚀变普遍出现硅化
、

揭铁矿化
、

云英岩化
、

碳酸盐化
、

泥化
、

绢云母及绿

泥石化等
。

上述不论矿床
、

矿点大部分被前人采掘过
。

解放后曾对少数矿点进行 过 普 查 工

作
,

其余在 1 : 20 万 区调时作了检查工作
。

近年来由于国家重视了找金工作
,

地质部门在成

矿有利地段有计划的开展了大 比例尺的区调与普查工作
,

发现和扩大了找金前景
,

都给今后

金矿地质工作提供了进一步工作的依据
。

本文以 1 : 20 万 区调资料为主
,

综合部分金矿普查

资料
,

从北山金矿的时
、

空分布
,

产金母岩及找矿方向诸方面总结成文
,

奉献给同行们
,

以

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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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矿 的 分 布

本区属天山褶皱系北山褶皱带
。

按构造运动旋回和构造级别分为华力西红石 山地向斜褶

皱带 ( 北带 )
、

加里东马鬃山地背斜褶皱带 ( 中带 )及华力西红柳园一音凹峡地向斜褶皱带

( 南带 )
。

金矿主要分布在南
、

北两个褶皱带内
,

而中带仅在西端有少量发现
,

多产于华力

西中期酸性侵入体内及外接触带中
。

2
.

1 华力西红石山地向料褶皱带 中的金矿带 ( 北带 )

北金矿带位于此褶皱带中白山一狼娃山复背斜四级构造单元区
,

主要发育着下石炭统中

一酸性海相火山岩和华力西 中
、

晚期酸性侵入岩
,

主要构造 线方向为东西向
。

带内发现矿床

5 处
,

矿 ( 化 ) 点 红 处
,

共计 26 处
, ;
打全 区总数的 52 %

。

按其分布特征与成矿因素分南北

两个成矿亚带
。

2
.

1
.

1 骆 驼峰一扫 子 山 北 成矿 亚带
:

位于复背斜北翼
,

呈东西向带状分布
。

西 自骆驼 峰 与

霍勒扎德盖
,

东至扫 子山以东
,

长达 4 0 k m ,

宽约 8 k n l 。

有岩金矿床 2 处
,

金矿点 8 处
,

砂

金矿 1 处
,

砂金异常 1 处
。

其次沿骆驼峰一 黑山梁东西向断裂带出现了与金有关的搓碎蚀变

带及数处砂金高含量点
。

这些金矿
,

除个别者外
,

严格受华力西中期斜长花岗岩杂岩体及东

西向区域大断裂的控制
。

其 中骆驼峰东南有 1 处金矿点产于华力西中期浅成基性杂岩体内东

西向断裂搓碎蚀变带 中
。

此亚带是找金的较好远景区
。

2
.

1
.

2 白 山泉一狼娃 山南成矿 亚带
:
位于复背斜轴部与南翼

。

呈东西向分布
,

西起白山泉
,

东至狼娃山
,

长 1 00 k m ,

宽约 6 k m
。

有岩金矿床 3 处
,

矿 ( 化 ) 点 12 处
,

均沿红尖兵山一

狼娃 山东西向大断裂两侧分布
。

成矿母岩多为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岩
,

次为晚期红色钾长花

岗岩
。

按其成矿条件与分布特征此带可划分为 4 个成矿区
。

( 1 ) 白山泉一红尖兵山成矿区
:
金矿分布在北金沟地区的华力西 中期 花岗闪长岩体内

,

有 3 个金矿点
,

呈东西 向分布
,

长约 36 kl
n ,

宽约 6 k m
。

( 2 ) 双尖 山一大红泉成矿区
: 呈东西向分布于双尖山

、

大红泉及红柳河槽 地 区
,

长 约

2 2 k m
,

宽约 6 k m
。

已发现 5 处金矿点
,

其中 2处产于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岩体内
, 1 处 产

于外接触带 的下石炭统流纹斑岩中
。

( 3 ) 狼娃山一跃进山成矿区
:
金矿分布于狼娃山

、

跃进 山及公婆泉铜矿一矿 区
。

已 发
` 现金矿床 1 处

,

矿点 2 处
。

其中 1处产于华力西中期石英 !7\J 长岩体内
,

2 处 ( 有 1处矿 床 )

、 产于华力西中期岩株状花岗闪长岩与下石炭统中酸性火 山岩的接触带中
。

( 4 ) 马庄山一南金山成矿区
:
分布在双井子一南金山一带

,

长 3 5 kl
二 ,

宽约 5 k m
。

近

东西方向分布
。

产有马庄山
、

南金山 2 个矿床
,

双井子岩金
、

砂全矿点各 1 个
,

另有砂金
、

岩金高含量点及与金有关的化探异常数个
,

这些高点与异常都分布在成矿区的蚀变带中
。

马

: 庄山金矿产在华力西中晚期石英斑岩内
,

南金山金矿产在华力西中期石英 闪长岩外接触带下

石炭统中酸性火山碎屑岩中
。

华力西红柳园一音凹峡地向斜褶皱带中的金矿带 ( 南带 )

带内广泛发育华力西中
、

晚期酸性侵入岩与石炭
、

二叠纪基性一酸性火山岩及奥陶一志

,.之一.ó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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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岩
。

主要构造线总体为近东西向
,

但受后期构造影 响
,

大致以东经
·

9 7
“

一线为界
,

酉侧 向
,

东侧呈北西西向
。

已发现岩金矿床 1 处
,

矿 ( 化 ) 点 15 处
,

合计 16 处
。

占

全区总数的 3 2 %
。

按成矿条件及地理分布可划出 2 个成矿带 ( 区 )
。

2
.

2
.

1 金场 沟成矿 区
:
己发现金矿点 3 处

,

产于金场沟地 区弧形断裂两侧华力西晚期岩株

状红色钾 长花岗岩与中石炭统及下二叠统中酸性火 山岩接触带中
。

2
.

2
.

2 金庙 沟一黄峪丘成矿 带
:

带内发育华力西中
、

晚期酸性侵入岩与奥陶一志留系各种

变质岩
,

已发现金矿点 8 处
,

砂金异常 4 处
,

均受北西西向区域大断裂与华力西中
、

晚期酸

性侵入岩的控制
。

按其分布特征可划出 2 个成矿区
。

( 1 ) 金庙沟一咸水井成矿区
:

区内发现金矿点 3 处
,

砂金异常 2 处
。

均分布于 金 庙沟

北西西向区域断裂两侧
。

金庙沟与咸水井东南 2 个金矿点产于华力西中期斜长花岗岩内
。

金

庙井金矿与砂金异常却分布于外接触带 内奥陶一志留系 ( ? ) 下岩组黑色泥板岩
、

片岩及条

带状混合岩破碎带中
。

( 2 ) 黄尖丘一四 十里井成矿 区
:
已发现的 5 处金矿点及 2 处砂金异常

,

沿着红旗 山 北

西西向区域大断裂分布
,

产 于向阳山区华力西中期钾长花岗岩 与奥陶一志留系 ( ? ) 下岩组云

母石英片岩为主的外接触带中
。

除砂金异常外
,

在金庙沟一咸水井成矿区
、

金场沟成矿区及黄尖丘地区出现数处 与 A 。

紧密伴生的
了、 :

、

A s 、

S b
、

C u 、

P b
、

Z n 、

C 。
等组合元素化探异常

,

给寻找金矿提供 了 依

据
。

此外
,

在古堡泉西老金场处产有 1 处金矿床
,

生于华力西晚期辉绿岩内及黑云母 花岗岩

与下二叠统墓一中酸性火山岩的接触带内
。

从产出条件并结 含区域地质分析
,

沿此带向西和

向东还有找到新矿床的可能
。

2
.

3 马鬓山地背斜褶皱带的全矿成矿带 ( 中带 )

仅见于此稗坡带的西部南缘东西 向与北东向两组大断裂交汇的地区
。

西自方山 口 南
,

东

至花牛山一带
,

即为方山 日一花牛山金矿成矿带
。

长 17 0 k m
,

宽约 2 0 1、 m ( 向 西延至新疆境

内 )
。

带内广泛发育下古生代地层
,

因华力西 中晚期花岗岩侵入产生了大量的同化混染岩石
。

混合岩化
、

硅化
、

矽卡岩化及绿泥石化普遍发育
。

己发现的金矿点有金 滩 子
、

磨 全 铜
、

华

南 沟
、

拾金坡等计 7个
。

除此
,

在玉石 山北小草湖有 1 金矿化点
,

产于中上志留统凝灰岩 中
。

合计 8 处
,

占全区 总数的 6] %
。

这些 矿 点的成因多与华力西中晚 期 大规模岩浆活动后期的

热液活劝有
_

狡
。

产金母岩及其特征

区内含金石英脉多产在华力西中一晚期酸性侵入岩体内或外接触带地层中
。

仅个别产于

基性浅成侵入兴中
。

3
.

1 华力西 中期酸
·

注浸入岩

这期侵入岩与金有关的主要是斜长花岗岩与黑云母钾长花岗岩二种
,

多属华力西中期竿



兰次侵入
,

为个矿的含扩母岩
。

斜 长花尚兴在北带最为发育
,

多呈岩株 次产出
。

以 4幼 及扫

子山金矿为代 表
。

南带与其相关的有金庙沟等
,

但为数很少
,

而钾
一

长花岗宕则多见于南带
。

3
.

1
.

1 针长花岗岩
:
岩石类型复杂

,

包括斑状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

黑云母角闪斜长花岗岩
、

石英 闪长岩及花岗闪长岩
,

具杂岩特点
,

相互问多见渐变过渡关系
。

矿物成分一般斜 长 石

( 多为更一中长石 ) 55 %
,

石英 15 一 25 %
,

暗色矿物 10 一 20 %
。

副矿物主要有磷灰石
、

钻

石
、

铅族
、

铜族矿物
、

黄铁矿
、

毒砂及 自然金等
。

化学成分特点是
:

51 0
:

含量低
,

一 般 为

5 6一 6 9 %
,

F e O > F e Z
O

3 ,

N a :
O > I交

:
O

,

属铝过饱和或正常系列
。

3
.

1
.

2 黑 云母钾 长花岗岩
:
肉红色 中一中粗粒结构

、

块状构造
。

钾长石 50 一 60 %
,

斜长石

1 5%
,

石英 2 5一 3 5%
,

黑云母 5一 7 %
。

副矿物主要有褐铁矿
、

钦扶矿
、

错石
、

磷灰石
、

独 居

石
、

格石
、

金红石
、

毒砂
、

铜铅族矿物及 自然全等
。

化学成分特 征是
:

5 10
2

高
,

一般 为 7 3一

7 7%
.

1(
。
0 > N a :

O
,

F e O ) F e o
O

。 。

3
,

2 华力西晚期酸性侵入岩

此期 浸入岩在三个褶皱带中均有分布
,

多为岩株状
。

岩石类型多以黑云母钾
一

民花肖岩为

主
。

北带南亚带双尖山东南全矿点
、

南带古堡泉四的老金厂反安北北东的金场沟等金矿点都
一

与此期花岗岩有成 因联系
。

岩石特征
:

肉红色
,

中粒花岗结沟或文象结构
,

块状构造
。

主要

矿物有微斜
一

长石 4 。夕百
,

奥 民石 3 0 %
,

石英 卫5
,

一 3 0 %
.

黑云母 3一 5 %
。

化学成分特点
.

5 儿
“

高约 7 5 %
,

F e O > F e :
O

。 ,

K
:
O ) N a : 曰

。

3
.

3 没成一超浅成侵入休

此类侵入体与金矿有成因联系的仅在北带与南带发现
。

骆驼峰一扫 子山北成矿亚带酉端

的骆驼峰金矿点产在辉绿岩内东西向挤压搓碎蚀变带中
。

辉绿岩呈岩枝状
,

具强烈的青盘岩

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及褐铁矿化
。

所采的 2个人工重砂中都有自然金
,

伴生的副矿物以磁铁

矿
、

褐铁矿
、

磷 灰石
、

黄铁矿
、

黄铜矿
、

栩石
、

白钨矿
、

铅锌矿及萤石为主
,

次为毒砂
、

钦铁

矿
。

在北带 的白山一狼娃 山南成矿亚带西端的马店 山一南金山成矿区中的马庄 山金矿床
,

其

母岩为石英斑岩或次流纹斑岩
,

呈岩瘤或岩杖状
,

与下石炭统白山组中酸性火山岩呈侵入接

触
,

面积约 1
.

s k m “ 。

岩石 由长英基质和斑晶组成
,

斑 粼
.

以石英为主
,

次为斜长石及暗 色 矿

物假象
。

井质中的 长石为绢云母所代香
。

副矿物有无色
、

黄揭色半 透明柱粒状错石
、

白钦石及

褐铁犷等
。

具 明显的硅 化
、

绢云母化
、

泥化和褐铁矿化等
。

岩石化学特征
:

N 1
2
O

3

> N a ,
O +

K
: 〔

一

+) C o O
,

属铝过饱和系列
。

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出 人 g 一
M 。 一

Z n 一
C u 一 了

气s 一
C 。 一

P b 元素组合
。

各成矿带 中的各期次侵入岩与成矿的关系如炭 1 所示
。

从表 1 看出
,

华力西中期第三次

侵入的斜长花岗岩 ( 包括 花岗闪长岩 ) 和斑状花润下勺 J
·

成犷最有利
,

多分布在北山华力西褶

带的北带 ; 其次则是马鬃山地背斜褶带 ( 中带 ) }钓西 股
。

华力西晚期 与成矿有关的黑云母钾

长花岗岩主要分布在北山华力西褶带的南带
。

8
.

4 地层与金矿的相关性

主要指岩金矿对各时代地层岩性的选择性
。

但产出的环境多在华力西中
、

晚期侵入岩的

外接触带中
,

占北山金矿总数的 50 %
。

按时代分
,

产于前震旦纪的只 1个
,

早古生代 的 8 个
,

r

晚古生代的 16 个 ; 按岩性分
,

产于中一酸性火山岩中的有 12 个
,

各类变质岩中的有 13 个 (表

居)
。

从表 2看出
,

岩金对地层的选择性表现 明显
,

首先是晚古生代的中一酸性火 山 兴
,

占

。 3 9 -



表 1 各成矿带各期次畏入岩与成矿关系

侵入岩及期次

华力西北褶带

j匕成矿…南成矿
亚 带 亚 带

加里东

褶 带

华力西

南褶带

合
一
百分率 …

}
{

各 注
计 (% )

仁
…

…
}

…一
…

川
百分数ǎ肠à荆训

`

别一 l片麻岩
一11一
一一2混合宕一一2一2

黑板色岩
记片山伯 一…

之礼 `
安 凝

表 2

凝 砂

各时代地层岩性与金矿的关系

云 英 一 绢

坦训洲ù
。 l

下臼尸川

\
、

金护

厂̀

i叮
:

吮 `从 {灰 灰

{
母 片

.

六 兴 岩 爪 岩 { 石 岩

各 注

军 64 {晚古生代

一?。一
4 一

J
一7|一l
ùJ

一 3一 3一一

4

S :一 3

( 0一 S )
a

A 月 Z

早古生代

计 ’ 4
}

3

{
“

{

222

…
222

下
一

丫
---

地层 总数的 6理%
,

其次是早古生代混合岩化地 区的各类变质岩
,

约 占 32 %
。

其中晚古 生 代

中的下石炭统就占地层总数的44 %
。

综上所述
, : 1匕山全们均成矿

.

与分布规律可归纳如下儿点
:

( 1 ) 侵入岩是以斜长花岗岩
、

花岗闪
一

长岩为主
,

钾长花岗岩次之
,

产出形态多为 岩 枝

状或岩株状
,

成矿部位在内接触带强酸性地段最为有利
。

( 2 ) 成们司代多以华力西中期第三次侵入 阶段为主
,

约占与侵入体成矿有关的金 矿 点

总数的 7 0 %
,

其次为华力西晚期
。

( 3 )
一

与地层成矿有关的金矿多产在下石炭统中一酸性熔岩及其同质的火 山碎屑 岩 中
,

其次是奥陶一志留系 ( ? ) 混合岩化地区的各类变质岩
。

另外在下二叠统与中石炭统中酸性

火山岩系中也有少量产 出
。

( 4 ) 成矿带 ( 区 ) 多沿东西或近东酉向的区域性断裂破碎蚀变带分布
。

一 4 0
.



〔 5 ) 常与铜
、

铅
、

锌
、

钥等硫化物矿床伴生产出
。 -

找 矿 方 向 分 析

从上述金矿的时
、

空分布和控矿因素看
,

对在北山地区寻找金矿可作如下几点分析
。

1
.

金矿成矿带主要受华力西中
、

晚期构造一岩浆活动带的控制
。

带内广泛发育的石炭一

二叠纪中酸性火山岩与同期的酸性侵入岩及其东西向的构造搓碎蚀变带是金矿成矿带的 区域

地质背景
。

2
.

根据前述各类 与金有关的侵 入 岩 的特 点
,

即斜 长 花 岗岩 为 杂 岩 体
,

具 有硅 低

( < 7 0% )
、

富钠
、

贫钾的特点
;
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 ( 钾长花岗岩 ) 具有硅高 ( > 75 % )

、

富碱 ( 约 8% )
、

低铁 ( < 2 % ) 的特点
。

这些特点可视为寻找金矿 的 岩 石 标志
。

这种类似

的岩体在三个褶带中除已划出的成矿 ( 区 ) 带外
,

另在梭梭泉和大石 山一带
、

罗雅楚山及庙

庙井南一带
、

公婆泉 白疙瘩井一芦 苇井一带
、

西沙婆泉和向阳山以及小宛南山等地均有出露
。

岩体中 含金部位多在岩体顶部最酸性的变种岩石或岩体的外接 触带中
。

3
.

在 北山南带广布着前寒武纪深变质岩 ( 原称奥陶一志留 系 )
。

这 些 深 变 质 岩 经 历

了多期次构造一岩浆活动的影响
,

长期而强烈的花岗岩化和混合岩化作用不断产生出大量的

变质热液
,

促进 了金及伴生元素的析出
、

运移
、

沉淀富集作用
,

因此在这些地区寻找金矿床

是很有前景 的
。

主要成矿期与华力西中
、

晚期的岩浆活动有着成生联系
。

在上述地 区已形成

了两个金矿成矿 ( 区 ) 带
,

目前在这些成矿带内正在开展着金矿普查工作
,
已初见成效

。

4
.

注意寻找砂金矿床
,

在北山区所发现的砂金矿点都产在第四系全新统的山 前 洪 积 扇

或河床 阶地的砂砾层 中
,

其上游都有岩金矿床的产出
。

对寻找上第三系及中生代的砂金矿床

缺乏足够重视
,

研究程度常很低
。

但从北 山岩金矿床主要成矿期和地质地貌与构造发展 史 分

析
,

在北山金矿成矿带附近中新生代盆地中寻找金矿有着 良好的地质背景
。

北山区岩金矿的成矿时代多为华力西中晚期
,

到二叠世末期正个北山区上升为陆地
,

结

束了海相沉积
,

开始了强烈的侵蚀作用
,

直到中晚侏罗世开始大量接受内陆湖盆的沉积
,

为

在中新生代盆地边缘或古河流相 沉积岩中找砂金矿提供了有利条件
。

找含金层位一般应选择

河流发育 早期堆积的底部分选差的巨砾砾岩
、

砾岩和砂砾岩
,

及其下伏岩层顶部 的 不 整 合

面
。

具备上述条件的地 区
,

主要分布在马鬃山北查干春子井及红柳峡一带的中下侏罗统龙风

山群地层区
、

黑 山井 一带第三系分布区和玉 门镇低卧铺南西及金庙沟北下白垄统分布区等
。

有资料证明在
_

1几述一些地区 已发现了砂金异常
。

现代冲洪积层中
,

除已知的 2 处砂金矿外
,

在玉石 山北及全l:柳园花南沟东至半坡子南一带
,

己发现了许多砂金高含量点
,

个别样品含金

量高达 2 00 9 / t
。

5
.

寻找产于氧化带次生硫化物富集带和表生富集带 中的金矿
。

此 类 金 矿 在 国 外 己 有

报道
,

是一种有工业价值的类型
。

它的生成条件归纳起米主要有以下几点
:

①含大量硫化物

的金矿床 ; ②有 含锰氧化物 ; ③断裂破碎带发育 ; ④地形平坦剥蚀作用缓慢 , ⑤潜水面缓慢

下降
。

在具备 以上条件 j讨
,

淋滤作用将地表氧化带 中的自然微粒金从硫化物中分解出来
,

变

成胶体浴掖向深部运移
,

在适当环境下遇到有吸附作用岩石
、

矿物或有机化合物 等还 原 剂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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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金发生沉淀富集成矿
。

而粒度较大的自然金则残留在氧化带表层的铁帽中富集成矿
。

在

北 山区
,

黄铁矿一石英脉型金矿 以及与有色金属矿共生的金矿或含金的多全属矿 床 均 有 分

布
。

在这些矿床的表生富集带和深部次生富集带应作适量的普查勘探工作
。

6
.

产于浅成
、

超浅成基性侵入体中的金矿
,

己在安西县老金厂与 肃 北 县 骆 驼 峰 地 区

发现
。

老金厂已达中型矿床
,

骆驼峰金矿前人采掘规模较大
。

侵入体顺东西方向呈岩床状产

出
,

侵入在石炭系或二叠系的中基一酸性火 山岩系中
。

岩性是 以辉绿岩 ( 或次玄武岩 ) 为主

的杂岩体
。

硅化
、

青盘岩化
、

褐铁矿化等较为强烈
。

矿化沿岩体 内东西向断裂拦碎带分布
。

矿石类型以黄铁矿一方解石一石英脉型为主
。

此类矿床 的发现开拓了找介前景
,

是一 种有重

要意义的新类型
。

具有类似地质背景的地区还有骆驼峰一扫子山北成犷 亚带中的骆驼峰至马

鞍山地段和柳园一音凹峡南成矿带西段的老金厂一古堡泉一孔雀梁地带
,

并有矿 化 线 索 发

现
,

今后应予以重视
。

7
.

注意在下古生代与前寒武纪地层中找全矿
。

因该套地层 中 有 含 碳 的 泥 灰 质
、

铁 很

质岩建造
,

金矿与这种建造有着成因土 的联系
。

当海水中的胶体金和微粒金遇到碳质
、

硅质
、

泥质时就可被吸附聚集形成矿源层
,

当后期受到动力变质和热力变质作用 时
,

岩层中的微粒

金就会重新迁移富集成矿
。

虽然微粒金 肉眼不易辩认
,

但它有与硫
、

铁
、

砷
、

锑
、

银
、

铜
、

铅
、

锌及镍
、

钻
、

汞等元素件生的地球化学特性
,

可利用化探与化学分析及田岩蚀变标志等方抢石

找金矿
。

这类地层建造 主要分布在方山 口
、

三长石山南
、

罗雅楚山
、

双鹰山
、

大豁落山一带及帐

房山
、

金庙沟
、

黄尖丘
、

五峰山
、

找牛已l一带
,

另有小宛南山
一

与东 巴免地区
,

这些地 仄的址瓜

都不同程度的经受了各类型的变质作用
,

其中一些地区 已发现 了金的万
`

化线索和 与金有少
、

的

地球化学异常以及线型或而型的围岩蚀变
,

国此寻找此类型的金矿有可靠的地杯依据
,

也准

很有发展前景的
。

( 参 考 文 献 略 )

洽雾重霎誓赚
。 书卜丁又 君月

』百气 巾

七
.

今。
关的奋: 驴

阿尔卑斯型铬铁矿中发现一种新的岩浆包裹体

西安地汀所魏文中
、

徐步年苍副研究员在新疆西准噶尔 {
_

`
.

萨尔托海阿尔卑斯型铬铁矿中
,

着少( 足: 埋一种含

玻璃的岩浆 包裹体
。

妥鬼文
“
11

、

徐培苍在造矿铬尖石中发生的原生包裹体
,

是由钠 反石质和绿泥石质玻璃扣组

成 玲含子矿物的兴浆 包褒休
。

共 `
{
, ,

玻璃相呈淡黄白色戍淡灰白色
,

透明 , 化学成分
,

部分按近钠 L几石
.

部分 与

绿泥石相当
。

品 川石
: 了
犷物

_

飞要有韭角闪石
、

铭尘品石
、

纳 长石及针状金红石等
。

经夏林沂博士鉴别
,

认为这仲

包裹体是超基性岩中较典型的岩浆包裹休
。

按包裹体中玻璃相与晶相子矿物的体积百分比划分为 3 种类型
:

民强结舒
,
七告浆包裹休

,

玻璃 栩占 10 一 3。% ; ②
、

卜结晶化岩浆包裹体
,

玻璃相占 50 一 80 % ; ③弱结晶化岩

浆色裹体 ( 即玻璃包裹休 )
,

玻璃相大于 80 %
。

岩浆包裹体的上述特征表明
,

造矿铬尖晶石是从矿浆中经

结晶生成的 ; 成矿熔浆的结晶作用应始于岩浆相
,

结束于热液期 ; 结晶温度介于 1 0 0 0一 5 0 0
“

C
。

该岩 浆包

裹休的发平见
,

对研究蛇纹岩中铬铁矿的形成条件和成 因具有重要意义
。

( 本刊通讯 员据西安地矿所 简报总第 韶 期 资朴编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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