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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共生与伴生金的赋存状态

及分布规律

鲍 振 襄
(湖南有色地质勘探公司 2 45 队 )

提 要 湖南的共生与伴生金约占全省金储量的 60 写以上
。

共生金主要赋存于元古界浅变质岩

系的韧性剪切构造带
,

与含矿层和变质作用有关
,

具层控特征 ; 伴生金则分布广泛
,

主要与浅成或超

浅成岩浆热液活动有关
,

伴生于各种金属硫化物矿床中
,

多数形成于燕山期的早
、

中成矿作用期
。

关链词 湖南 共生金 伴生金赋存状态 分布规律

一
、

地质概况

湖南位于杨子准地台和华南褶皱系两个构造体系的结合带
。

在江南地轴的隆起带北北东

及北东向断裂发育
,

并控制地层的发育
、

岩浆活动和矿床的分布
。

主要含金地层是元古界的冷

家溪群和板溪群
,

系一套具复理石和类复现石建造的沉积
、

火山碎屑沉积岩
,

厚度达 2 万余米
,

其上复盖有古生代一 中生代地层
,

主要出露在湘西一带
。

区 内岩浆活动频繁
,

从老到新
,

从基性到酸性的侵入岩皆有出露
,

而以中~ 酸性侵入岩为

主
。

总的来说
,

由北西往南东方向岩浆活动加剧
; 由老到新

,

其酸碱度由弱到强
。

湘西主要是

加里东期的侵入岩 ; 湘南和湘东则主要是燕山期侵入的花岗闪长岩
、

石英斑岩
、

花岗斑岩等浅

成或超浅成岩体
,

其同位素年龄为 1 70 ~ 1 00 M a ,

该期的岩浆活动与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有着紧

密的联系
。

二
、

湖南共生金与伴生金的赋存状态

这里所称的共生金
,

系指金和其它一种或一种以上有用元素和矿物
,

在成因上有联系
,

在

空间上共存
,

并具有经济意义的矿床
〔, , ,

约占湖南金总储量的 24
.

13 % ¹ 。

而伴生金则一般系
.

指含金量低
,

不能成为独立工业矿床
,

与其他金属矿床相伴生的金
,

通常都作为副产品回收
,

这

类金约占湖南金储量的 40
.

28 %
。

¹ 苏国辉
,

关于湖南省共生金 生产中若干技术问题的探讨
, 1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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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生金的分布及赎存状态

该类型金主要分布于湘西江南地轴雪峰隆起的中段和东段
〔2〕 ,

少数分布于湘中的白马

山一龙山一带的东西向构造带(图 1 )
,

金矿物以 自然金
、

次 户微金和显微金为主
,

可见金较少
。

甘
厂

5 0 l0() km

图 1 湖南共生金矿与伴生金矿床分布略图

F ig
.

I By 一Pr o d u c t go ld di st rib u tio n in H u
na

n Pr o v 1Oce

图例说明
:

i一共生金矿床 2一含金石英脉矿床 3一伴生金矿床 峨一深(大 )断裂构造线

5一 I 级构造单元界线 6 一 n 级构造单元界线 了一扬子准地台
8一南华摺皱系 9一江南地轴 10 一滇黔川鄂古台坳

11 一赣湘桂上古台坳 12 一省界

矿化程度比较稳定
,

一般含 A u

3 ~ 99 / t
,

高可达 1 5 9八
。

金的

成色较高
,

为 9 6 3
.

5一 9 9 5
.

5
。

金通常赋存于弱近矿围岩蚀变

带
。

围岩蚀变主要是褪色化
、

硅化
、

黄铁矿化
、

毒砂化等
。

按

其主要矿物的共生组合
,

可分

为五种赋存形式
:

(1) 钨锑金
:

以桃源沃溪含

金钨锑矿为代表
。

该矿床产于

古佛山复背斜北翼沃溪东西向

逆冲断层 下盘 的韧性 剪切带

内
,

含矿层位为板溪群马底释

组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产出
,

平均含 A u s
.

2 59八
,

S b 3
.

2 8 %
,

W O
,

0
.

44 %
,

三者均具工业意

义
。

沿走 向东部锑金较富
,

而

西部则钨较富
。

矿化中心主脉

为钨锑金组合
,

而其上下盘的

网脉带则为钨金组合
。

金主要是次显微金和显微

金
,

一般粒度小于 0
.

5 卜m
,

含银

低 (0 一 0
.

06 % )
,

自然金的成色

达 9 8 5
·

4 一 9 9 7
。

据张振儒等

(1 9 7 8
、

1 9 8 0 ) 的研究表明
,

显

微金和可见金约占 5 7
.

7 2 %
,

主要赋存于石英
、

黄铁矿
、

辉锑

矿 和 毒 砂 中
; 次 显 微 金 占

46
·

28 %
,

一般呈机械混入物的包裹体夹层或充填在晶隙和微裂隙中
。

在辉锑矿中的金则呈分

散的微包裹体存在
。

此外
,

少数金呈胶体离子吸附在粘土矿物边缘
。

总的来看
,

赋存于黄铁矿

和辉锑矿 为主的硫化物 中的 自然金 占 8 6
.

7 8 %
。

据 单矿物含金分析结果
,

黄铁矿含金为

5 1
.

5 0一 1 4 2
.

6 09八
,

辉锑矿中为 6
.

4 7 一 1 1 0 5 / t
,

白钨矿中为 6
.

8 9 9 / t
,

石英中为 1
.

19 / t
,

伊利石



第四卷 第四期 鲍振襄等
:

湖南共生与伴生金的赋存状态及分布规律 3

中为 8
.

34 9八
。

而且 A u 一 s
、

A u 一sb 均为正相关
,

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79 和 0
.

5 1
。

(2 )锑金
:

主要分布在湘西
,

矿床成群
、

成带产于陡倾斜韧性剪切带内
,

呈交错脉状分布(图

2)
。

如安山符竹溪
、

桃江合心桥
、

淑浦江溪垄
、

羊皮帽
、

新邵龙山等矿床
。

例

板澳群 马底
释组 吐假

板溪群马底
开组下段

冷家澳群

不整合界线

断层

向斜轴

钠长辉绿岩

花岗斑岩

石英脉

画画困回曰困团困曰

图 2 安化符竹溪锑金矿床地质图

Fig
.

2
.

Geol
o g l以 Ina p of F u z h u x i sb 一An d e侧湘 it

自然金以显微和次显微粒状 自然金为主
,

粒度一般为 0
.

5 一 3件m
,

赋存于石英间隙及黄铁

矿
、

毒砂
、

辉锑矿等矿物中
。

各矿床中各种矿物的含金量是不均匀的
,

例如
,

合心桥矿床中
,

黄

铁矿含金 20 一 32
.

59 /t
,

毒砂含金 1 95
.

5 9 /t
,

辉锑矿含金为 8
.

2 9 9八 ; 而符竹溪矿床中黄铁矿含

金 29 0
.

6 9 八
,

辉锑 矿 含金 3
.

09 八 ; 龙 山矿 床 中黄 铁矿 含金 6 6
.

0 9 一 69
.

0 5 9 八
,

毒 砂含金

19 6
.

0 7 一 5 1 3
.

4 9 / t
,

辉锑矿含金 2
.

3 3 一 4 3
.

5 1 9 / t 等
。

(3) 锑砷金
:

这类赋存形式以淑浦龙王江矿床为代表
。

矿床产于板溪群五强溪组上段递进

式韧性剪切断裂带内
,

金矿化与石英脉和破碎带顶
、

底板的蚀变围岩有密切关系
。

矿体一般为

脉状
、

透镜状
,

厚度变化较大
。

矿床平均含 A u 3
·

3 4 ~ 1 0
,

06 9 / t
,

S b o
·

」6 ~ 3 4
·

5 4 %
,

A s o
·

4 8一

1
.

3 %
。

金矿物以 自然金和含银 自然金为主
,

粒度小于 1伽m 的约占 45 %
。

赋存于毒砂
、

黄铁矿和

辉锑矿等硫 (砷) 化物的金约占 96
.

8 %
。

自然金呈不规则粒状或细脉状赋存于硫 (砷) 化物的

裂隙中或包裹体巾
,

少数石英裂隙中
。

该类金矿化的主要特征是金矿化的范围大于锑矿化范围
,

矿脉内有锑必有金
,

而有金不一

定有锑
,

无论含锑或不含锑
,

有金矿化含砷量就高
。

(4) 砷金
:

以平江黄金洞和杨山庄矿床为代表
,

主要产于冷家溪群的板岩
、

砂质板岩及变质

砂岩中
,

受北西西向剪切带控制
,

矿体由含金石英脉
、

网状石英脉及破碎蚀变板岩组成
。

平均

含 ^ u 3一 1 0 9八
,

A s 0
.

3一 1 0 %
,

5 1一 3 %
。

硫化物中普遍含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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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赋存于蚀变板岩与石英脉接触处的裂隙中和充填在毒砂
、

黄铁矿
、

黄铜矿等矿物颗粒间

及由黄铁矿与毒砂组成的条带中
。

其中粒间金 约占 68
.

7 5 %
,

裂隙金 占 0
.

78 %
,

包裹 金占
-

3 4
.

7 %
。

单矿物分析结果
,

毒砂含 A u 2 0 6一 4 5 4
.

79八
,

黄铁矿含 A u 8 4 ~ 2 0 09八
。

(5 )汞砷金
:

该赋存形式 目前仅发现于衡东县石峡¹ 。

从中泥盆统棋子桥组至下石炭统岩

关阶的 20 0m 厚的碳酸盐中均发现零星金矿化
,

其中以佘田桥组的泥质灰岩与硅质灰岩的层

间破碎带矿化较强
。

矿化带平均含 A u 2
.

49 一 7
.

76 s/ t ,

最高可达 18
.

6 9 /t
。

金矿化与汞矿在空

间分布上基本一致
,

但金矿化的范围及厚度 比汞矿要大
,

雌黄 (砷 ) 矿一般都在汞金矿化范围

内
,

规模小
,

形态复杂
。

矿石主要是含辰砂一 自然金硅化块状矿石和含辰砂一自然金一雌黄硅

化角砾状矿石
。

金一般呈次显微胶体金和 自然金出现
,

粒度 0. 06 ~ 0. 16 林m 。

(二 )伴生金赎存状态

伴生金一般含金量低
,

往往作为

其它金属矿的副产品回收
。

常与各种

硫化物金属矿相伴生
。

主要分布于湘

南南北向构造带和滇东北东向的构造

带
。

矿床多数皆产于燕山期浅成一超

浅成酸性侵入岩与石炭一二叠系的碳

酸盐岩接触带及其附近
。

自然金常赋

存于硫 (砷 ) 化物内
,

粒度通常在 4
.

5

X 3
·

5一 36 X 18 件m 之间
。

还有部份含

金硫化物矿床的地表氧化的铁 (锰 )帽

含金较高
,

形成铁 (锰 ) 帽或
“

黑土
”

型

金矿
,

如常宁龙王山
,

桂阳大坊
,

醛陵

七 宝 山 等 矿 床
,

其 含 金 为 凌
.

85 一

7. 47 9 八
。

伴 生金矿 中主要金矿物 的

化学成份见表 ]
,

其成矿母岩的时代

及含金量见表 2
。

按硫化物金属矿床的组合形式可

分为下列五种赋存状态
:

10 0 4 勺0 0
9993 )〔〔〕仍

jjj 2吕 ‘。。

毖毖毖毖毖

了了了了
几一一

~ 曰 ‘‘

声声声声曰碑碑

图 3 康家湾铅锌矿床地质剖面图 (据 2 17 队 )

F ig
.

3 Se e t io n o f k o n gj ia wan Pb 一 Z n de pe slt 。

说明
: K id 一 白噩系下统东井组 QB L 一 硅化破 碎带 ; Ji g 一

侏罗 系 卜统高家田组 ; 1一矿体 ; 2一断层及编号

( 1) 含金的铜多金属矿床
:
以桂阳宝山铜矿为代表

,

该矿床受宝岭倒转背斜和层间破碎带

控制
,

并与隐伏的花岗闪长岩密切相关
。

原生铜矿石含 A u 0
.

7 139八
,

而在铜一铝一钨一秘多

金属矿体 中含 A u 0
.

27 9 / t 、

A g 7 ~ 2 29 / t 。

自然金 主要赋 存于黄铜矿和 黄铁矿 中
。

在块状 及 网脉状 矿石 中的黄铜矿含金可达

¹ 湖南省地矿局科技情报组
,

衡东石峡汞金矿地质特征
, 19 7 6 , 1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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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78 一 2 49八
,

而在脉状矿石 中的黄铜矿含金仅为 7
.

73 一 11
.

78 9 /t
。

自然金常呈叶片状或树

枝状被包裹于黄铜矿晶体中
,

粒度为 4
.

5 x 3
.

6 ~ 36 x 1 8 om
。

在网脉状和块状矿石 中的黄铁矿
含 A 。 1 1

.

5 3一 1 3
.

1。g八
,

而在粒状⋯爵铁矿或方解石中的黄铁矿含
A 。 0

.

外一 2
.

6 7 9八
。

(2) 含金的铅锌硫多金属矿床
:

该类含金的铅锌矿床可以常宁康家湾矿床为代表¹ ,

为一

大型矿床
。

矿体呈似层状或透镜状产于倒转背斜与逆掩断层相交切的硅化破碎角砾岩带 内

(图 3)
,

金 的矿化范 围 比铅锌 一黄铁矿要 小
。

矿体平均含 A u 1
.

43 一 9
.

439八
,

Pb 0
.

97 ~

10
·

39 %
, Z n 0. 5一 13

.

29 %
, 5 3. 91 一 22. 7 9 %

。

金主要是 自然金和少量的银金矿或金银矿
。

据透射电镜测定结果
,

粒度 0
.

2一 lo m 的显微金占 99
.

4 %
,

呈不规则的粒状赋存于黄铁矿
、

闪

锌矿
、

石英裂隙中及晶粒间或沉淀于晶面
。

次显微金仅占 0
.

6 %
,

呈园球状或链状分布于闪锌

矿
、

石英晶粒 间或裂隙中
,

而方铅矿中的金则主要是银金矿和少量的金银矿或 自然金
,

多数为

次显微金
,

一般呈不规则粒状
、

小园球状或链状赋存于方铅矿的晶隙间
、

微裂隙中或晶面
。

湖南伴生金矿床
,

主要金矿物化学成分 ( % ) 表 1

Ta ble l
.

C h e m le al e o m Po ‘iti on of A u 一而
n e ra 肠

矿矿床床 矿 物物 A UUU A ggg T eee Pbbb C UUU SSS 合计计

类类型型 名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含含含 大坊坊 银金矿矿 59
.

9 555 27
.

1777 0
.

1555 000 000 0
.

0 333 9 6
.

2555

金金金金 银金矿矿 6 5
.

9333 27
.

3444 0
.

1222 3
.

0111 000 0
.

0 111 96
.

4333

接接接接 六方啼银矿矿 000 55
.

5555 4 0
.

0 999 0
.

5 888 000 0
.

0333 9 6
.

25
---

触触触触 六方蹄银矿矿 000 59
.

5 000 36
.

1888 000 0
.

3555 0
.

1222 9 6
.

1555

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
代代代 康家湾湾 银金矿矿 7 999 2 11111111111 10 000

热热热热 金银矿矿 4555 万55555555555 10 000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矿矿矿 七宝 山山 银金矿矿 62
.

3888 37
.

122222222222 9 9
.

5000

床床床床 金银矿矿 42
。

5111 5 9
.

244444444444 10 1
.

7 555

龙龙龙王山山 银金矿矿 54
.

6555 44
.

333333333333 9 8
.

9 888

含含含 大坊坊 银金矿矿 6 000 4000 5 6
.

9 000000000 10 000

金金金金 银金矿矿 6 000 4000 35
.

1000000000 10 000

铁铁铁铁 啼金矿矿 43
,

1000 64
.

9 00000000000 10 000

(((锰 ))))) 啼银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10 000

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帽
矿矿矿 七宝山山 金银矿矿 4000 6 000 2555555555 10 000

抹抹抹抹 啼金矿矿 3000 4 66666666666 10 000

注
:

综合钟东球 ( 19 8 6 )
、

省有色地勘公司 21 7 队
、

省地矿局 402 队资料

自然金的成色 98 0 ,

银金矿 7 90
,

金银矿 45 0 。

据单矿物分析结果
:

黄铁矿含 A u 3
.

25 9 /t
、

A g 229 / t ; 闪锌矿含 A u 1
.

15~ 1
.

5 09 / t 、

A g 17 09八; 方铅锌含 A u 0
.

310 ~ 0
.

5 29 / t 、

A g 19 0 8 9 / t ;

石英含 A u o
.

5 29 / t ,

A u / A g 、 l/ 3
.

6 ,

A u 与 pb
、 z n 、 S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

45 、 0
.

37
、 0

.

5 6 、

为

正相关关系
。

(3) 含金 (银 ) 的磅一硫化物多金属矿床
:
这类矿床系金

、

银啼化物为主的
,

在国内是罕见

的
,

以桂阳大坊矿床为代表
。

矿床产于花岗闪长斑岩与中
、

下石炭统接触角砾破碎带及其附近

(图 钓 º ,

岩体及围岩的微 量元素含量见表 3 。

矿体平均含 A u 1. 49 9 /t
,

A g 17 4. 5 7 9 /t
, P b

¹ 林沫松 杨焕然
,

水 口 山矿田康家湾铅锌矿金矿区金的斌存状态和富集规律
,

《湖南有色金属地质 》1956 年第 2 期

º 钟东球
,

湖南大坊银金啼化物矿床地质特征及控矿因素
, 19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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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伴生金矿成矿母岩的时代及其含金量

T ab le Z H 璐t r
oc ks an d th e ir A u 一 eo ni e n t

表 2

矿矿 床 名 称称 岩 性性 岩体同位素年龄龄 A u (g / t)))

(((((((亿 )或时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矿矿矿矿矿 石石 岩 体体

桂桂阳大坊坊 花岗闪长斑岩岩
r 6斌一

‘‘
0 7 6 一 5

.

6 000 0
.

1 777

常常宁水 口山山 花岗闪长岩岩 1
.

0 6 一 1
.

555 4
.

3 777 1
.

7 999

桂桂阳宝山山 石英斑岩岩 0
.

999 0
.

2 7 一 0
。

7 1 33333

浏浏阳七宝山山 石英斑岩岩 1
.

8 444 0
.

4 1一 0
.

6 77777

江江永铜金岭岭 花岗闪长岩岩 1
.

1 6一 1
.

1 999 0
。

32一 1
.

4 55555

常常宁老鸭皂 v 444 花岗闪长岩岩 1
.

4 3一 1
.

6 111 3
.

7 5 一 5
.

3 33333

据湖南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公司 217 队(1 9 8 7)
、

杨舜全(l 9 8 7) 资料

嘟冬
,

礁翰狡
C lz

\
\\+扩认

f

Q l叩m

\

匡习
,

回
,

口
,

困
4

卿
5

图 4 桂阳大坊银金矿体剖面幽

(据吴兆祥)

说明
: l一 中上石炭统壶夭群 2 一下石炭

统大塘阶梓门桥段 3一花岗闪长斑岩
4 一断裂破碎带 5

、

矿体

F ig
.

4 P rof ile o f D a加n g 招一A u

d e P0 slt in G u y a r g

0
·

8 7 %
,
z n 0

.

6 3 %
,

5 6
.

3 %
,

A s 3
.

2 3 %
。

金银矿物有自

然金
、

银金矿
、

自然银
、

啼金矿
、

谛银矿等
。

金主要赋存于

黄铁 矿
、

毒砂 的裂 隙 中或 沉淀 在其 晶面
。

毒砂 中含

A u 3
.

6 7 一 1 7
.

8 9 9 / t ,

而黄铁矿含 A u 为 1
.

1 3 一 4
.

0 5 9八
,

铅锌矿的精矿中含 A u 29八
。

银矿化 主要与铅 锌矿有关
,

铅锌矿含 A g 可 高达

3 4 6 59八
,

毒砂含 A g 7 6 一 1 2 29 八
,

黄铁矿含 A g 2 3 0 9 / t
。

而啼在黄铁 矿中含量 42
.

0 9八
,

在毒砂的含量为 0
.

7 一

58
·

79 八
。

A u 一 A g
,

A u 一 As 的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0. 62
·

0
.

45
,

呈正相关关系
。

(4) 含金的斑岩型多金属矿床
:

这是一种与斑岩有关

的大型多金属矿床
,

以七宝山矿床为代表
。

系由石英斑

岩或花岗斑岩与爆破角砾岩共同组成复式侵入体
,

侵位

于中
、

上石炭统及元古界地层中
,

形成了铜
、

铅
、

锌
、

铁
、

硫

并伴生有金
、

银
、

嫁
、

锢
、

锗
、

福
、

啼等大型多金属矿床
。

主矿体围绕隐爆角砾岩筒中心呈环状对称分布¹ 。

矿体形态为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脉状
、

囊状等复杂形

状
。

主要金属矿物
:
黄铁矿

、

黄铜矿
、

磁铁矿
、

铁闪锌矿
、

辉钥矿
、

自然金
、

以及黄铁矿
、

方铅矿等
。

矿物的水平分

带明显
,

由岩筒中心的辉铝矿带往外分别为磁铁矿带~

黄铜矿一黄铁矿带~ 黄铜矿一黄铁矿一铅锌矿带~ 金银

铅锌矿带
。

除部分金呈独立矿物外
,

金银多数是铜精矿的副产品
。

铜精矿含 A u 4. 33 9 八
, A g

437
.

5 9八;硫精矿含 A u 0
.

5 9八
,

A g 409 / t ;
锌精矿含 A u 1

.

6 39 / t , A g 27 0
.

9 9八
。

(5) 含金镍相多金属矿床
:
这是一种与黑色页岩有关的沉积型矿床

。

以大庸天门山矿床为

¹ 梁佳荣等 ,

七宝山斑岩型多金属矿 床地质待征
, 1 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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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共生与伴生金的赋存状态及分布规律

代表
,

矿体产于下寒武统牛蹄塘组黑色页岩的底部及磷块岩或含磷结核层之上
,

呈层状
、

似层

状
。

矿层系由镍硫化物 (约占 1一 3 % )
、

硫钥矿集合体 (占 10 一 30 % )
、

胶状
、

球粒状黄铁矿 (占

40 ~ 50 写)
,

以及磷质
、

硅质
、

碳泥质岩
、

石英粉砂及 白云石等组成
。

有铜
、

铅锌
、

钥及银金矿化
。

含金银的镍钥硫化物呈胶状或硫化物
“

碎屑
”

分布于黑色页岩中
。

矿层中的金银一般为含银 自然金 (其中 A g 占 7 一 15 %
,

A u 占 85 一93 % )
,

粒径 0
.

01 一

0
.

0 5m m
。

矿层平均含 A u 0
.

4 一0
.

7 9八
,
A g 6 一 2 19 / t

,

最高可达 2
.

4 9 9 / t
。

大坊矿床岩浆岩和围岩微量元素含量

Ta b le 3
.

随
er o 一 elem e n t e o n te n t o f m a 目旧a ti e roc 抽 an d hos t r

oc 如
o f 〔恤fang d e

po
slt

表 3

兀兀兀 花 岗 闪 长 斑 岩岩 近 矿 围 岩岩 远 矿 围 岩岩

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

猫猫猫 儿 岭岭 腊 树 下下 壶天群 (C件
.

))) 梓门桥段 (e
: ‘))) 壶天群 (c

:
一

。:

))) , 。: 桥
((()

(c
, , ,,

平平平均值值 浓度度 平均值值 浓度度 平均值值 浓度度 平均值值 浓度度 平均值值 浓度度 平均值值 浓度度

PPPPPPmmm 克拉克值值 p pmmm 克拉克值值 pPmmm 克拉克值值 pp mmm 克拉克值值 PP mmm 克拉克值值 PP mmm 克拉克值值

AAA llll 0
。

1 5 999 4 000 0
.

1 3 888 3 555 0 1111 2 7
.

777 0
。

1555 37
.

777 0
.

00 1666 0
.

444 0
。

0 02 444 0
。

666

AAA ggg 4
.

9 888 7 lll 2
.

2999 3 333 2
。

1 444 3 000 2
.

6 555 37
.

777 0
.

2 8 444 444 0
.

7 222 1 000

PPPbbb 6 5 1
.

333 5 222 5 888 4
。

666 5 lll 444 7 444 666 3 000 2
.

444 6
.

222 0
.

555

ZZZ nnn 6 3 111 999 1 6999 2
.

444 6 999 lll 10 555 1
.

555 2 333 0
。

3 333 3000 0
.

4333

SSSSS 6 5 0 000 32
.

555 4 6 8 000 2 3
.

444 6 8 000 0
.

3 222 49
.

2 000 0
。

2 555 2 1000 1
,

0 555 1 46
.

555 0
。

7333

AAA SSS 14 1 222 78 444 2 3 000 12 888 2 999 1666 8 111 4 555 2 000 1 111 3000 l666

MMM nnn 13 2 555 1
.

444 8 9 444 0
。

999 46 6 777 555 40 9 222 4
.

333 2 2 000 0
.

2 333 83
.

333 0
.

0999

SSS nnn 2 4
。

666 12
.

333 8
.

777 4
。

444 777 3
,

555 888 444 222 111 3
。

333 1
。

666

WWWWW 1 4
。

333 9
.

555 9
.

888 6
。

222 < 555 < 333 < 666 < 444 < 555 < 333 < 555 < 333

CCC UUU 17 3
.

555 333 5
。

444 0
。

9 888 2 777 O
‘

555 3 555 0
.

666 3 666 0
.

666 3 888 0
.

666

SSS bbb 6 1
.

444 3 0 777 3777 1 8 555 2 666 1 3 000 3 111 15 555 2 000 10 000 2 999 14 555

据钟东球 (1 9 8 6 )

三
、

控矿因素及分布规律

湖南的共生金与伴生金具有一定的工业意义
,

但是
,

其成矿作用主要与其共生 (或所伴生)

的金属矿床分不开
,

因此
,

就其成矿条件而言
,

主要是含金的金属矿床的成矿条件
。

其元素的

组合特征
,

也与其相关的金属矿床密切相关 (表 4 )
。

湖南约 9 0肠以上的含共生金的矿床皆产于元古界的冷家溪群和板溪群
,

其中尤以绢云母

板岩
、

砂质板岩和含碳质凝灰岩等对金的矿化比较有利
,

而变质砂岩等一类粗碎屑岩金的矿化

则较差
。

据沃溪矿床剖面采样研究结果
,

冷家溪群金的平均丰度为 4
.

57 3 pPb (35 件样 ) ; 板溪

群马底释组为 5. 14 6 p p” (1 42 件样) ; 其中近矿围岩紫红色含钙质板岩金的丰度为 2‘pPb ; 五强

溪群的丰度为 5
.

2 1PP b (55 件样)
。

据冷家溪
、

沃溪和西冲 5 条剖面 2 82 件样的综合统计
,

金

的平均丰度 4
.

98 7PP b
。

说明湘西
、

湘东北共生金
,

主要来源于元古界活动型火 山一碎屑沉积

含金建造
〔3 , 。

而伴生金则无明显的层位控制
。

当然
,

矿源层问题不仅仅是金的丰度
,

还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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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共生与伴生金矿床特征元素组合 表 4

T a b le 4
.

El e翻n e n t a ssoc la tio n

类类 型型 矿 种种 伴 生 组 分分 代 表 矿 床床

共共共 钨锑金金 A u 、

S b
、

As
、

W
、

Pb
、

Z n
.

H g
、
C u 、

B i
、
S nnn

沃 溪溪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金金金 锑金金 A u 、

S b
、

As
、

Bi
、

C u 、

S n 、

WWW 符竹溪
、

龙山山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床床床 锑砷金金 A u 、

Sb
、

As
、

Hg
、

C u 、

WWW 龙 王 江江

汞汞汞砷金金 A u 、

H g
、

As
、

Sb
、

Cu
、

z n 、
---

石 峡峡

砷砷砷 金金 A u 、

As
、
C u 、

Pb
、

Z n 、

W
、

H ggg 黄金洞
、

杨山庄庄

伴伴伴 铜多金属属 A u 、 A g
、

C u 、

Z n 、

S
、

Pb
、

翻
、
In

、

C a 、

G e 、

U
、

Mo 、

Feee 七宝山
、

宝山山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金金金 铅锌(硫 )多多 A u
、

Ag
、

Pb
、

Z n 、

Cu
、

As
、

F e 、

S
、

Sn
、

VVV 康家湾
、

宝山西西

矿矿矿 金属属属属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啼啼啼多金属属 A u 、

Ag
、

Te
、

Pb
、

Z n 、

Cu 、

A s、 S
、

Cddd 大 坊坊

镍镍镍钥多金属属 A u
、

Ni
、

M o
、

v\As
、

C u
、

Pb
、

Z n 、

PPP 天门山
、

大浒浒

虑其活化程度等各种因素
。

.

共生金主要受湘西雪峰

隆起构造控制
,

多数沿北北

东向的安化 ~ 淑浦~ 洪江大

断裂的两侧分布
,

部份分布

于湘东株洲~ 衡阳大断裂和

湘中的白马山一龙 山东西向

穿隆构造带
。

含金矿床主要

产于近东向与北东向断裂交

汇的韧性剪切带内 (图 5)
,

通常呈成群成带出现
,

并具

有一定方 向性 〔习 。

而伴生

金的金属矿床主要受南北向

及北北东一北东向构造控制

(图 6)
,

矿床的分布及产状

皆受侵 入岩及 其接触 带控

图医二」
}
!五三」

2

1亘困
叫玉口

! ‘

匹口
, 2

匡口

3

【亘囚
4

区困
S

L口
。

区困
7

1三日
s

匡亘〕
9

1二]
. 0

图 5 冷家溪一九岭山东西向构造带控矿(钨锑金 )构造略图

说明
: ]

、

白要系一第三系构造盆地 2
、

泥盆点 ~ 三叠系 3
、

震旦

系一志留系 4
、

元古界板溪群 5
、

元古界冷家溪群

6
、

加里东期岩浆岩 7
、

背斜向斜 8
、

断层 9
、

东西 向构造带

10
、

金矿床(点 ) 1 1
、

钨锑金矿床 12
、

锑金矿床 (点 )

13
、

钨矿床 (点 )

制
。

伴生金绝大多数与燕山Fi g
·

6 Or
e

一C o n ‘roli
n g s ‘ruc ‘r u r e

lna p o f EW- 玩
n gjiax i一 jiu li n gs ha n

期的花岗闪长岩
、

花 岗闪长
s

trU ct ur al ZO ne

斑岩
、

石英斑岩
、

花岗斑岩等

小型中
、

酸性侵入体有关
,

这些侵入体常伴有爆破作用
。

据大坊花岗闪斑岩的 54 。件样品的统计
,

含金 。
.

1一 0
.

5 9 /t 的就有 4 n 件
,

占 76
.

1 %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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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共生与伴生金 的赋存状态及分布规律

矿化的仅占 7%
。

其中有金矿化的 4 63 件样的平均含金丰度为 0
.

1 79 /t
,

相当于地壳中金平均

丰度的 42 倍
。

据湖南区调队的研究¹ 各时期侵入体的含金丰度分别为
:
加里东期 1

·

0 67 pPb ;

海西期 1
.

spPb ; 印支期 4
.

4pPb ;燕山期 0
.

57 5 pPb
。

因而
,

可以认为伴生金矿与岩浆的热液活动

有着密切关系
。

此外
,

从同位素
、

成矿温度等特点
,

同样可以反映出湖南共生与伴生金的特征
:

( l) 共生金的硫同位组成是以

轻硫为主
,

硫 (砷 ) 化物的 沪s 平均

为一 0
.

6 5 %。 ( 17 4 件 )
,

变化范围一

1
.

43一 + 12
.

3%。 ,

极差 26
.

6 %。 ,

离

差 4
.

0 4
, 6 , ‘

s 众值多数在 一 5 ~ +

5编之间
,

反映出硫源来 自均一化较

高的地壳深部
。

而伴生金 沪S 的变

化 区 间是 一 6
,

6 一 + 7
.

5编
,

极差

14
.

1%。 ,

离差 3
.

4一9
,

众值在士 3~

+ 1蝙之 间
,

硫源与侵入岩基本一

致
。

(2) 铅同位素组成
,

多数属正常

铅
,

共生金
’。, p b /

’。‘p b 幻 17
·

0‘7一

18
.

47 7
, ’。, p b / ” ‘pb 七 15

.

0 42 一

15
.

6 9 0 , ’。‘Pb /
’。‘Pb 、 37

,

02 6 一

38
.

9 9 9 ; 而伴 生金的
’。, p b /

’。‘p b 、

18
.

36 2 一 18
.

9
, ’。, Pb /

‘。‘Pb 、

15
.

45 8 一 15
.

9 9 8 , ’。‘p b /
’。‘p b 、

38
.

0 46一 3 9
.

6 49 。

用 n o e
单阶段计

算
,

模式年龄 10一5一 145M a (多数

在 6 33一 43zM a )跨越雪峰一燕 山IL

个构造期 〔幻 ,

表明共生金具多期多

阶段的成矿作用
。

而据元古界共生

金的 36 件样统计计算
, ’。’p b /

’口‘p b

与
’。6

Pb /
’。4

Pb 的直 线 回归 方程 ;
, 。, pb /

’。‘p b = 10
.

6 4 一

卜0
.

28 ’。‘p b /

图 例

白至系、第三系

侏罗系

泥 盆系一三叠系

震旦系一志留系

背斜一 向斜

断层

海西期岩浆岩

印支期岩浆岩

燕山期崔聋桨岩

钢铅锌多金属矿床 (点 )

铅锌多金属矿床 (点 )

铜矿床

钨矿床

锡矿床
·

锑矿床

汞矿床 ( 点)

稀有矿床

回口回回网团困口困困困团国困国困困

图 6 湘南南北向构造带控矿 (锡铜铅锌多金属 )构造略图
(据练志强等简化 )

Fi g
.

7 5一 N o r e 一 e o n t r o lin g s tr u e t ru r e z o n e in H u n a n Pro vi n e e

, 。‘pb ,

在信度
a = 0

.

0 5 条件下
,

区 间估计直线方程
: ’。, pb /

’。‘pb ~ 10
.

6 4士 0
.

5 3士 0
.

28 ’。‘p b /
204 Pb

,

样品相关系数 R 一 0. 6 1
,

表明元古界的铅基本上是一个来源
。

伴生金采用双阶段计算 (S tac cy ) 铅模式年龄小于 Zo oM a ,

两个峰值分别为 17 oM a 、

和 80 ~

6 0M a ,

与华南同熔型花岗岩有关矿床的铅基本一致
〔, 。〕

¹ 杨舜全
,

湖南省金矿成矿地质条件分析和找金的几点建议
,

1 9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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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
、

氧同位素组成特征
:

据湘西共生金的 28 件石英包裹体的驴 o 值 1 4
.

89 一 1 9
.

5%
。,

平均 为 1 6
.

8 9喻
。

计算 的 6
, 吕

o 二2 。

值为 + 1
·

9 9 一 + 1 3
·

6编
,

平均 + 4
·

7峨%
。 。

6D 今 一 4 2 一 一

1 1 8%
。 ,

平均一 58 喻
。

据沃溪矿床的碳同位资料
,

护C 为一 3
.

39 一 一 7
.

24 %
。 ,

平均一 5
.

14 %
。。

为

以变质水为主
,

并有大气水加入的混合热液型
。

据康家湾矿床等伴生金石英包裹体的氧
、

碳 同位素资料
:

酬0 为 8
.

69 一 1 8. 36 %
。 ,

平均

1 2
·

5 9 %
。 ,

6D o Z。
= 一 1 0 1 ~ 一 1 0 3输

,

计算的 6
, ,

o 、2。
一 0

·

2 6一 1 1
·

2 5 编
。

而 6
‘ ,
C = 一 3

·

8 8 ~ 一

0
.

4 1编
,

平均一 2
.

32
。

属无机碳
。

据七宝山岩体的 犷。 为 4
.

2一 1 2
.

0编
,

平均 9
.

2编
,

其矿体

6 “o 为 4
·

o一 1 3
·

6编
,

平均 8
·

8 编
。

计算的岩体 6
, ,

o , : 。
= 9

·

5 2一 1 1
·

3编
,

平均 10
·

3 8编 ; 矿体的

酬。、。
~ n

.

2 一 n
.

3%
。 ,

平均 n
.

2 编
。

说明混食岩水与携带金属的介质水的氧同位素组成基

上是一致的 ““ 。

同时亦表明金与其伴生的硫 (砷) 化物矿床的成矿溶液
,

主要是再平衡岩浆

水 〔, ’〕 ,

并可能有大气循环水加入
。

(封成矿温度和成矿溶液的性质
。

据湘西多数共生矿床中包裹体研究
,

如沃溪等矿床其石

英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为 396 ℃ 一25 9 ℃一 2 13 ℃ ~ 143 ℃
,

从早至晚呈递减趋势
。

而伴生金
,

如

康家湾等矿床
,

石英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为 3 50 ℃ ~ 24 5 ℃ 和 2 20 ℃ 一 1 40 ℃
。

共生金的包裹体成

份
,

液相主要是水
,

气相为 C o
Z

和少量的 C H
; ,

盐度 4
.

1 ~ 5
.

s lN aC lw t%
,

N a / K = 1
·

9 6 一 3
·

9 1
,

N a / (e a + M g )~ o一 7一 4
.

2 7
,

F / e l = 0
.

1 4 ~ 0
.

4 2
,

应属偏低盐度 N a 一 e a 一 e l型的热 卤水溶液

(图 7 )
。

而伴 生金 的包裹 体 中
,

除了含

H
2

0 之外
,

还含有较 多的 C O
: 、

C O
、

N
Z 、

CH
。 、

H
Z 、

F 一 、

C L 一 、

K + 、

N a + 、

M g
, +
等

。

盐 度 5
.

5 8 一 2一 sw t%
。

N a / K = 0
.

2 7 一 1
.

5 8
,

N a / (C a + M g )

= 0
.

0 4 一 0
.

6 5
。

属 N a 一 e a 一 e l (水

口 山)或 K (N a )一 e a 一 F (坪宝 )型的

岩浆水热液
。

/ 产 一 一 一 ~ 、

/ 口

/ _
l

之
_ 一 一一

一

、
、

口

二
/ /

尹 产 / 2

. 卤水
口 密西西比何谷型层控矿床

口 某些花岗岩类及伟晶岩

+ 共生金矿床

0 伴生金矿床
么

一

中酸性岩浆岩

十 十

义火川21086420

四
、

结 语
成毕厄 。 。

‘
’

一
·

一
谧严 .

1 2 4 N a / (C a + M g )

综上所述
,

湖南的共生金主要分

布在湘西一带
,

受元古界地层和韧性

图 7 矿物流体包裹体中Na / K 一N a/ (ca + Mg )关系图
F ig

.

9 N a
/ k 一 N a

/ (C
a + M g ) Pl o t o f n u id in elu s ion 血ta

剪切带控制
。

而伴生金
,

则没有明显的地层选择
,

主要受以燕山期为主的浅成侵入的斑岩体及

其接触带控制
。

为湖南进一步评价和寻找共生金或伴生金提供参考依据
。

在成文过程中
,

作者参考并应用了湖南冶金地质 23 7 队
、

有色地质 2 17 队
、

23 8 队及湖南

省地矿局 4 02 队
·

4 05 队等单位及有关人员的资料
,

在此表示感谢
。

气 .



第四卷 第四期 鲍振襄等
:

湖南共生与伴生金的斌存状态及分布规律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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