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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徽省铜陵地区新桥铁帽金矿床万例
,

探讨了该类矿床的地质

特征
、

形成条件和形成机理
。

关健词 铁帽金矿床 地质特征 生成机理

区域地质概况

安徽省铜陵地区位于扬子地台下扬子台

坳贵池一繁昌凹断褶束 的中段
,

表现为一系

列北东向 的背
、

向斜构造
。

断裂构造大致分

两组 一组是与构造轴线近于平行 的纵断层
,

主要发育于背斜两翼高骊 山组与黄龙组的接

触面上 另一组是横
、

斜切构造轴线的张
、

扭转断层
。

矿体赋存于两组构造的交汇处
。

区内出露志留系一中三叠 统 青 龙 群

中
、

下泥盆统缺失
。

第三系和第四系
一

分布于

沿江一带的丘陵低洼 区
。

大 多 数 金
、

铜
、

硫
、

铁等矿体均产于石炭系中
。

本区岩浆活动剧烈
,

均为中酸性岩类
,

主要岩性为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和花岗闪长

岩
。

侵入时代为燕山中一晚期
。

或
‘ ’‘ ,

四
占

铁帽型金矿的主要特征

新桥矿区位于矶山与大成 山两 个背斜倾

没端的交汇地带
。

区内出露志留系高家边群

至三叠系青龙群地层
。

泥盆系与石炭系之间

层间断裂发育
,

它控制着原生铜
、

硫
、

铁矿

床及其氧化带的展布 图
。

矿 体 呈 层

状
、

扁豆状和囊状
。

已控制氧化带长 度 沮
、

,

厚度
,

斜深 一 , 。

产状 与

底板高骊山组墓本一致
。

一
、

铁帽分带特征 自上而下铁帽可划

分为 个矿石亚带

淋滤矿 石 亚带
、

相 当于地下水渗透

图 新桥铁帽金矿床地质略图

一第四系 , 一三叠系青龙群 , 一上二益

统大隆组 , 一上二叠统龙潭组 , 一下 二

叠统毛山组 ,

一下二盈统孤峰组 , 一下二
‘

叠统栖霞组 , 一上石炭统船山 咀 , 一 中‘

石炭统黄龙组 , 一下石炭统高骊山 组 , 一

上泥盆统五通组 , 一中
、

上志留统高家边组

一闪长岩 , 乙。一石英闪长岩 , 乙。
一闪 长 扮 岩

铁帽 , 一金矿 休 , 一 一含 铜 黄铁

矿 , 一黄铁矿

带
,

分布于近地表处
。

主要金 属矿
‘

物有针铁
矿

、

水针铁矿
、

赤铁矿和水赤铁矿
,

另有纤
铁矿和硬锰矿

。

矿石呈多 孔 状
、

蜂 窝 状
。

平均含量
, 。

氧化矿石亚带 位于淋 滤 亚 带 之

下
,

地下水流动带之中 七部
,

是主要的赋矿
带

。

矿石主要呈胶状和松散诀产前者 由针铁

矿
、

赤铁矿组成 后者 由水针铁矿和水赤铣
矿构成

。

含量
, 。

夕
·



半或化犷石 亚带 位于氧化亚带之

下
,

地 下水流动带的下部
。

矿石多呈土状和

角砾状
。

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
、

黄铜扩
、

赤铁矿
、

菱铁矿
,

另有铜蓝和 斑 铜矿
。

气

含量
, 。

原生矿石 亚带 位于半氧化旷石亚

带之下
,

地下水停滞带 中
。

矿石呈浸染状和致

密块状
。

主要矿物有黄铁矿
、

黄铜旷
,

次有

辉铜矿
、

铜蓝
、

磁铁矿和铅锌 矿 物
。

含

量
, ,

各 带
、

含量

分布情况见图
。

和近矿围岩中
、

平均含量列于表
。

表

矿休与围岩
平均含盆 平均含盆

高骊山组

闪长岩

铁相

原生矿石亚带

。

。

。

。

。

。

。

。

由表 可见
,

新桥闪长岩含量很 可 能 为

本区提供 了金质来源
。

撇一
、。矿石亚龙刻

高程
米

深 度
‘米

尹

’

铁帽金的成矿条件

一
、

铁帽金与原生金属硫化物的关系

本区所有的铁帽型金矿床 点
,

都无例外地

与共下或周围的原生金属硫化物矿床 〔点

密切共生
。

硫化物矿石及石英闪长岩金的高

背景值 表 表 明
,

铁帽中的金 质 来 白原

生硫化物 而硫化物中的金矿来源于壳性同

熔型中酸性岩浆
。

、
尹尸尸尸 表

尹弓二

矿区名称

原生硫化
物矿石中
金的含盆

飞生岩体

岩石类型

图 新桥铁枪金矿各亚带
、

分布趋势

代家冲铁栩金矿床

新桥铁 公金矿床

钗宫山钗矿床

牛山铁帽金矿床

笔山钥矿床

闪长岩

闪长岩一石英闪长岩

闪长岩

公 长岩

金的背
娥 位

瑞之查明

通

内丹一七乃白‘日︸丹亡乙七口﹄勺︸勺一勺丈

夕护叫卜州。、

洲洲周酬裸翔

二
、

金银矿物的赋存状态及 其 分 布 规

体 主要金银矿物有 自然金
、

银金矿
、

金银

矿
、

自然银和少量辉银矿
。

其粒度在
。

常产于褐铁矿的空隙
,

针铁矿
、

水针铁矿或水赤铁矿的间隙或空洞
,

胶状褐

铁矿的核部
,

以及石英包夹体中
。

自上而下
,

扩体中
、

含量大 体上

呈正消 灸关系
,

唯氧化亚带上部
,

二者呈负

消长关系
,

当矿体产于铁 卜台中 时
,

含 量

与矿体厚度呈负消长关系 如矿体产于其他

围岩
,

则二者呈正消长关系
。

新桥矿区铁帽

二 金与地层岩相的关系 本区的绝大

部分金属硫化物矿床产于石炭系黄龙组
,

部

分产于船 山组中
,

具有层控特点
,

因此
,

山其生

戌的铁帽型金矿也具有明显的层控性
。

例如
,

铜陵马山金硫矿床即产于石炭系黄龙组 自云

质灰岩和 白云岩之间
。

矿体顶底板岩层受到

张烈的热液变质 砂质页岩热变质为角岩
,

灰岩重结品为大理岩
。

黄龙组地层为钙镁质碳酸盐岩层
,

岩石

化学性质活泼
,

裂隙发育
,

有利于含矿溶液的



交代
、

充填和富集
。

三
、

金与地下水的关系 本区铁帽金的

形成与表层渗透带和流动带的地 下水有着密

切的关系
。

金矿体主要分布于流动带 的上部
。

由于本区气候温湿
,

雨量充沛
,

所以渗透带

的水源充足
,

且富含 和
,

生物作用 尤

其是细菌作用 活跃
,

因而溶解和氧化能力很

强
。

水 自上而下淋滤对原生矿石有着强烈的

破坏作用
。

该带中的矿石常呈蜂窝状
,

其下

限以潜水面为界
。

潜水面与停滞面之间为流

动带
,

其中潜水缓慢地作侧向运动
,

含氧较

少
。

在流动带内
,

从上部分解
、

淋滤下来的

金矿物质得以集中
,

并在适当部位 如低缓

的山坡或山凹处 富集成矿
。

因此
,

该带矿

石中金的品位最高
,

氧化矿石也最发育
。

四
、

铁帽金与层间断裂及地形地貌的关

系 区内广泛发育于高骊山组 和黄龙

组 之间的层间断裂
,

决定 了原 岩 中地

表水的渗透方式和地下水的流动方向
,

从而

也就决定 了铁帽的分布位置
、

延伸趋势和形

态特征
。

这种张性断层对金的游离与迁移都

极为有利
。

本区已发现的铁帽金矿床 点 均产于

低缓的山坡或 山凹地带
,

坡角
。 ,

高差
。

含金硫化物矿体 赋 存于 裂隙
、

溶洞发育的石炭纪灰岩中
,

下部以高骊山组

为底板
。

这种地貌条件能提供畅通的水流
,

有助于氧化作用的进行和金 矿 物 的 聚集
。

铁帽金的形成离不开这种地 形 地 貌 条件
。

铁帽金的成矿机制
本区铁帽金矿床的形成大致分两期

。

一
、

原生成矿期 本区的原生金属硫化

物矿床均生成于燕山期
。

矿石
’

中的金来 自深

源岩浆
。

关于此类犷床的地质条件
、

矿质来

源和成矿机理等已有众多报道
,

在此不赘述
。

二
、

表生成矿期 铁帽金的形成过程可

划芬为 个阶段
。

原生 含金矿石 的分解阶段 这是形

成铁帽金的初始阶段
。

当原生硫化矿石因构

造运动或地壳抬升而暴露地表时
,

便 发生破

坏和分解作用
。

在渗透带 内
,

硫化物分解后
,

硫被溶蚀
,

铁
、

铜矿物被氧化成褐铁矿
、

赤

铁矿和赤铜矿等含水氧化物
。

矿石中所含的

金则呈细粒状残留下来
,

在地表水的作用下
由渗透带 向下淋滤

,

并开始迁移
。

金 的迁移阶段 金的迁移数量取决

于原生矿石的氧化
、

分解速度
,

以及地下水

的流速和流量
。

本区大部分金的迁移距离不

远
,

通常沉淀于淋滤带的下部和流动带的中
、

上部
,

距地表几米到几十米
。

金 的聚集
、

沉淀阶段 这是形成铁

帽金的最重要的阶段
。

关于金的聚集
、

沉淀

机制
,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不过
,

笔者认
为

,

金的沉淀可能与原生硫化矿所处的构造
条件

、

矿体和围岩构造裂隙的发育程度
,

以
、

及地下水活动的强弱有密切关系
,

而地下水
化学性质的改变对金的聚集与沉淀的影响则

是次要的
。

沉淀下来的细粒金和微粒金具有

吸附性
,

在铁帽的空隙和裂隙 中发生重结晶

和次生增长作用
,

并严格受晶潦
、

裂隙形态

控制
,

常呈树枝状
、

半环状和 伎叉状产 出
。

此类矿床亦可称作残余加淋滤改造型风
化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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