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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铁帽型金矿床矿石的物质组成研究

邵洁涟 李立平
(中国地质大 学)

提要 本文通过江西武山吴家和安徽铜陵代家冲两个铁帽型金矿床的矿石矿物组成特点的研究
,

为长江中
、

下游进一步寻找和评价铁帽型金矿床提供必要的依据
。

关健词 铁帽型金矿床 矿物组成特征

众所周知
,

铁帽型金矿床由于可以露采
、

一般不需碾磨焙烧
、

易于提取而具有重要工业价

值
。

优先产于古老地盾区的造山前火山一沉积环境中与钙碱火山作用有关之块状硫化物型金

矿床
,

经风化作用形成铁帽型金矿床不但矿石品位高
,

而且矿床规模也很大
。

如澳大利亚昆士

兰州 Mou nt M or ga n 块状硫化物铜金矿床原生矿石含金 4
.

75 克 / 吨
、

含铜 0
.

72 % ; 铁帽中氧化

金矿石含金高达 180 一 芍00 克 / 吨
,

铁帽型金矿床储量约为 1 00 吨金 〔‘
, 2〕

。

又如优先产于中一

新生代造山带的造山后深成一火山环境中与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有关的脉状硫化物金银矿床
,

经风化作用形成的多米尼加中部 Pue bl o

vi ej
。

铁帽型金银矿床铁帽面积很大 (12 。。x 5 00 米 )
,

厚约 30 米 (最厚达 80 米 )
,

氧化矿石含金 4
.

32 克/ 吨
、

含银 23
.

3 克 /吨
,

铁帽型矿床储量金 为

1 15 吨
、

银为 6 00 吨弘 3〕
。

塞浦路斯 D ev il Mud 与古基性火山岩有关的块状硫化物金矿床铁帽

型金银矿石也含金高达 60 克 / 吨
、

含银高达 4 00 克 / 吨 〔2〕
。

我国广东
、

四川
、

湖南
、

甘肃
、

青海

等省和华北
、

东北地区均有铁帽型金矿床产出
,

特别是湖北
、

江西
、

安徽
、

江苏等省内长江中下

游地区新发现了不少大
、

中型铁帽金矿床 川
。

本文仅就我们研究江西武 山吴家
、

安徽铜陵代

家冲两个铁帽型金矿床的矿石物质组成特点的成果列出供有关方面在寻找
、

评价铁帽型金矿

床时参考
。

现分三部分简述如下
口

一
、

长江中下游铁帽型金矿床的基本地质特征

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几年来新发现了安徽代家冲
、

新桥
,

江西武山吴家
、

湖北铜绿山等铁帽

型金矿床多处
。

该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准地台区下扬子台褶带
,

南京一九江凹陷东南侧

区内发育有志留系到三叠系浅海一滨浅海相碎屑岩一碳酸盐岩沉积岩 (志留系
、

上泥盆统五通

组
、

下石碳统高骊山组
、

中一上石碳统及下二叠
、

上二叠统
、

三叠系之间都呈假整合接触 )
。

区

内还发育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
,

另有许多著名的多金属矿床 (如铜官山
、

狮子 山
、

武山
、

城门山

等)
、

硫铁矿床 (如新桥等)
、

伴生金矿床(如金 口岭)等和独立原生金矿床(如马山
、

洋鸡山等)产

出
。

该区在构造上属淮阳山字型构造弧顶及东翼
。

从湖北黄梅
、

江西瑞 昌至安徽铜陵
,

主体构

造线由北北东向转为北东向
。

区内北北东一北东向褶皱发育
。

纵向断层主要沿上述地层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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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面发育
,

许多岩体
、

矿体产于层间断裂中
。

另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北西向断层把这些顺层产

出的岩体
、

矿体错断
,

断距很小
,

对原生矿体的破坏作用不大
,

但其对铁帽的形成却起了促进作

用
。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地貌上为长江冲积平原和剥蚀低山 区
,

沟谷常沿断裂或褶皱轴发育
。

自中新世以来
,

长江中下游地区剥蚀作用与阶地沉积作用交替进行
,

形成二
、

三级剥蚀面和三
、

四级河谷阶地
。

从铜陵等地某些石灰岩溶洞处于不同高程位置分布来看
,

该地区新生代发生

了强烈的升降运动
,

这可能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铁帽的深度较大
。

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潜水

面均高于铁帽下界
,

表明沿江地区曾经历过大幅度的抬升作用 哪
。

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

(如安徽铜陵最高气温为 38 C
、

最低气温为零下 jl
.

7 C
,

江西武山最高气温为 40 C
、

最低气温

为零下 8 .] C )
、

多雨 (铜陵年均降雨量为 ]5 71
.

5 毫米
、

武山为 13 6 4
.

2 毫米 )
、

季节性变化明

显
。

降雨多集中在春夏两季
,

秋冬则较干燥明
。

加上生物繁茂等因素都有利于铁帽的发育
。

现 以安徽铜陵代家冲和江西武 山吴家 为例说明长江中下游铁帽型金矿床的基本地质特

征
:

代家冲
、

吴家铁帽型金矿床地质特征

T a b le g eo lo g ie a l c h a r a e t e r s o f goss
a n 一

ty pe g o ld d e P0 slt

(D aljia eh o n g a n d w u jia d e
PO

sits )

表 l

数数 \
.

项项 形状
、

产状
、

规模模

{
矿 体体 矿石主要要 主要矿石石 主要矿石石 原 生 矿矿

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狱 ⋯
顶板 底板板 矿物成分分 构造类型型 结构类型型型

铁铁铁 帽帽

⋯
金 矿 体体体体体体体

安安徽铜陵陵 层 状
、

似 层层 透 镜 状
。

走走 中
、

上石炭统统 自然金
、

针铁铁 多孔状 (蜂窝窝 自形 一半 自自 原 生 硫铁 矿矿

代代家冲冲 状
。

走 向向 向 4 0 一 5 0
“ .................

矿
、

赤铁矿
、、

状和海锦状 ))) 形 一 他 形粒粒 矿石
.

风化殆殆NNNNN E 4 0一5 0
0

延延 延伸 5 8 0 米
...

黄龙灰宕
、

胎胎 软锰 矿
、

锰钾钾 构造
、

块状构构 状结构
、

放射射 尽
.

仅见少量量

伸伸伸 2 竺0 0 米
...

倾向 N w 倾倾 山 灰岩 为 顶顶 矿
、

铜蓝
、

石石 造
、

条带状构构 状变晶结构
、、

致 密 的黄 铁铁

倾倾倾问 N w
.

倾倾 角 5 0
。 ,

延深深 板
.

下石炭统统 英
、

碧玉
、

粘粘 造
、

钟乳状构构 假象结构
、

残残 矿残块
。。

角角角 4 5 一 延深深 1 1 ~ 95 米
...

高 骊 山砂 岩岩 土矿物等等 造
、

同心环状状 余结构
、

骸晶晶晶

111110 ~ 1 00 米
。。

厚 1
.

19 一一 为底板
。。。

构造
、

角砾状状 结构
、

草毒结结结

厚厚厚 0 6 4 一一 10
.

7 9 米
。。。。

构造
、

土状构构 构
、

蠕虫状结结结

11111 8
.

6 9 米
。。。。。

造
、

胶状和 变变 构
。。。

胶胶胶胶胶胶胶状构造
、

网网网网

脉脉脉脉脉脉脉状构造
。。。。

⋯⋯
一

武山山 层 状
、

似 层层 似透镜状
.

延延 中
、

上石炭统统 自然金
、

自然然 多孔状构造
、、

自形 一 他形形 铁 帽 深 部接接

{{{
’ ‘‘ 状 走 向向 伸 1 8 00 米

。。

黄龙灰岩
、

船船 银
、

针铁矿
、、

土状构造
、

钟钟 粒状结构
、

放放 续 有 原 生 块块

NNNNN五6 0 ~ 7 0
0 ,,

金 矿 体 尚未未 山灰 岩 为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乳状构造
、

同同 射 状 变晶 结结 状 黄 铁 矿 型型延延延伸 2 0 00 ~~~ 最 后 封 闭 圈圈 板
,

上泥盆统统 亦铁倾
、

牡 烤血血 心环状构造
、、

构
、

假 象 结结 铜矿石
。。

33333 000 米
,

倾倾 定
。。

五 通 砂 岩 为为 矿
、

锰钡矿
、、

葡萄状构造
、、

构
、

残 余 结结结

向向向 s E ,

倾 角角角 底板
。。

水钠锰 矿
、

铜铜 角砾状构造
、、

构
、

骸 晶 结结结

jjjjj s ~ 50
0 ,

延延延延 蓝
、

石英
、

方方 块状构造
、

条条 构
。。。

深深深 5 0 ~ 10 0000000 解石
、

粘土矿矿 带状构造
、

胶胶胶胶

米米米 厚厚厚厚 物等
。。

状构造
。。。。

00000
.

5一2 3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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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
,

长江中下游铁帽型金矿床实际上 由金矿体和铁矿体组成
。

金矿体分布在铁

矿体之中
,

金矿体的上界略低于铁矿体的上界
,

而两者的下界则基本一致
。

根据江西武山吴家

铁帽型金矿床的研究资料
,

其垂直分带 由地表往下可依次分为强氧化亚带 (地下水渗透带上

部)
、

氧化淋滤亚带 (地下水渗透带中部 )
、

氧化富集亚带 (地下水渗透带下部 )
、

松散硫化物次生

富集带 (地下水流动带 )和块状硫化物原生矿石带 (停滞水带 )
。

二
、

长江中下游铁帽型金矿床矿石的化学成分特点

铁帽矿石的化学成分特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

我们将采 自代家冲和吴

家铁帽型金矿床的 65 件样品进行化学成分分析
,

由化验结果 (表 2) 可发现以下特点和规律
:

(1) 按铁帽的原生成分来划分
,

代家冲原生矿为黄铁矿型矿石
,

吴家为黄铁矿型铜矿石或

含铜黄铁矿型矿石
。

另湖北黄梅铁帽的原生矿为菱铁矿型矿石 (铁帽矿石含钡大于 1%
,

含金

极微 )
。

综 合表 2 资料可知
,

铁帽矿石中钡的含量具有标型意义
。

当钡的含量大于 1 %时 (如

黄梅 )
,

原生 矿 石为含硫化物极少的菱铁矿矿石
,

铁帽含金性极差
; 当钡的平均含量在 0

.

1 %和

1 %之 间时 (如 代家冲 v号铁帽)
,

原生矿石为硫化物型矿石
,

铁帽含金性差
; 当钡的平均含量小

于 。
·

。2 % 时 (昊家及代家冲 111
、
Iv 号铁帽)

,

铁帽含金性较好
。

(2 ) 黄铁矿 型铜矿石铁帽含铜较高 (一般大于 0
,

3 % )
,

黄铁矿型矿石铁帽中铜
、

铅
、

锌
、

砷

都具一定的 含 量(c u 0
.

0 5一 0
.

3 %
、

P b ) 0
.

0 3 %
,
z n ) 0

.

0 6 %
、

A s) 0
.

0 2 % )
。

娜 )铁帽矿石含镁较低 (一般小于 0
.

02 % )时
,

其含金性好
。

川铁帽矿石含秘较高 (一般大于 Z OPP m )时
,

其含金性好
。

(5 )铁帽矿 石中铜的含量 (重量% )与砷的含量 (重量 环)之乘积大于 0
.

01 时
,

铁帽含金在

1 克/ 吨以
_

匕

(6) 铁帽矿石中锰
、

铅
、

锌的含量 (均为重量% )之和大于 0
.

5 (重量% ) 时
,

铁帽含银在 5

克/ 吨以上

三
、

长江中下游铁帽型金矿床矿石的矿物成分特点

代家冲和吴家铁帽型金矿床矿石中的主要表生矿物为 自然金
、

自然银
、

针铁矿
、

赤铁矿
、

软

锰矿
、

锰钾矿
、

锰钡矿
、

水钠锰矿
、

黑锌锰矿
、

铜蓝
、

孔雀石
、

石膏
、

方解石
、

石英
、

玉髓
、

粘土矿物

等
,

主要残余原主矿物为含银自然金
、

银金矿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
、

石英
、

碧玉
、

方解石
、

石膏等
。

今仅将几种重要矿物的标型性研究结果简述如下供研究铁帽型金矿床成因和找矿的

矿物学标志时参考
。

1
.

自然金

代家冲表生有然金主要呈海绵状
、

次椭圆状
、

他形角粒状
、

树枝状
、

柱状和细丝状等不规则

形态
。

残留原曳食然金则保留较规则的形态
,

呈多角粒状
。

关于自然金的粒度
,

一般是表生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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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金的粒度大于原生 自然金的粒度
。

如表 3 所示
,

在安徽铜陵新桥铁帽型金矿床 中自然金的

粒度大于 35 微米的铁帽内表生 自然金占 34
.

17 %
,

而原生矿石内原生 自然金则只占 1
.

83 % ;

相反
,

粒度小于 5 微米的表生 自然金只占 4 3
.

0 8 5 %
,

而原生 自然金却占 6 7
.

4 %
。

而且有意义

的是越在铁帽上部
,

表生自然金的粒度越大 (新桥铁帽上部大于 35 微米的占 4 7
.

05 %
、

铁帽下

部 则只占 21
.

29 %
。

代家冲表生 自然金 的粒度也很 细
,

如表 4 所示
,

大于 30 微米的只占

6
.

58 %
、

小于 5 微米的占 4 0
.

7 9 %
。

代家冲原生 自然金全为次显微金
。

吴家原生 自然金的粒

度仅为 2 ~ 8 微米¹
。

新桥自然金的粒度分布特征

Ta bl e 3 肛ai n s iz e di s tr ib u t io n o f n a ti v e g o ld in X in q ia o d e P0 s it

表 3

墨墨脚攀攀
> 5555 55一4555 45一3555 35一2555 25一1555 15一555 5一 111 < 111

部部位 \
、

长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铁铁帽上部ºº 2

.

9 444 8
。

8 222 35
.

2999 000 1 4 777 7
,

3555 44
.

1222 000

铁铁帽下部ºº 000 0
.

2777 21
.

0222 9
.

4333 7
.

8222 19
.

4111 42
.

0 555 000

原原生矿带〔3〕〕 0
.

7 333 0
.

3777 0
.

7 333 ]
.

4666 3
.

3000 2 6
.

0111 6 1
,

1777 6
.

2333

代家冲自然金的粒度分布特征

介b le 4 gr a in s iz e di s t r ib u t丈o n o f n a tiv e go ld i n D a Pijia e h on g A u刁 e P0 slt

表 4

掣掣必摹
))) 6 0一5000 50一4 000 4 0一3000 30一2 000 2 0一1000 10一555 5一333 < 333

部部位 、
、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代代家冲 IV 号铁帽»» 1
.

3222 2
.

6333 2
.

6 333 13
.

1000 14
.

4777 25
.

000 17
.

1111 23
.

6 888

关于自然金的化学成分
,

如表 5 所示并与表 6 资料综合对比显示具有成色
.

高 ( 9 0 0 以上 )

和 Fe 、 C u 含量较高的特点
。

2. 针铁矿
‘

针铁矿是长江中下游铁帽型金矿床矿石的最主要组成矿物
。

同时也是最主要的载金矿

物
。

据统计
,

代家冲 自然金在针铁矿晶隙
、

裂隙中成
“

裂隙金
”

或在针铁矿中成
“

包体金
”

的占

83
.

8 %
,

在石英中与针铁矿构成
“

连晶
”

的还占 3
.

7 % º
。

代家冲和吴家金矿石中的针铁矿有

¹ 赣西北地 质大队
.

1令8 4
,

江西武 山矿区铜矿详细勘探报告 ( 内部报告)
。

º 王知恩
,

19 8 6 ,

安徽铜陵新桥铁帽型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
。

《金银矿产选集》第六集 224 ~ 232 页
。

二

针铁矿〔G
o e t址te , Fe o ( O H ) 〕与水针铁矿〔Hy d r

昭、 t垃t e , F e o ( O H )
· n H

,

o 〕只是 含水量不同
,

但无严格界线
。

国外 目前

已将两者统称为针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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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家冲自然金的化学成分特点

T a b le 5 eh e m ie al a n aly eis sh o 宙 in g th e e o lllPo sit io n

表 5

o f th e n a tiv e g o ld o f D a ijia eh o n g de po
sit

·

hhhaaa
A UUU A ggg F eee C UUU B iii A SSS S bbb Z flll SSS 成色色

样样号 \
、

丸丸 (写 ))) (% ))) (% ))) (% ))) (% ))) (% ))) (% ))) (% ))) (% ))) (%
。)))

888 5 0 2 1一 lll 9 0
.

19 333 9
.

7 6 333 0
.

1 3 666 0
.

1 2 666 0
.

5 2 333 0
.

0 0 333 0
.

0 1 999 0
.

0 6 999 0
.

0 1 666 8 9 444

888 5 0 2 1一 222 9 1
.

3 7 777 8
.

8 7 777 0
.

5 0 000 0
.

0 2 777 0
.

3 3 888 0
.

0 3 666 0
.

0 2 999 痕量量 0
.

0 1666 9 0 333

11111一444 9 0
.

333 9
.

6 9 777 0
.

2 5 333 0
.

1 9 000 0
.

3 5 333 痕量量 痕量量 痕量量 0
.

0 5 111 9 0 333

平平均值值 9 0
.

000 9
.

9 9 999 0
.

2 9 666 0
. 、

1 1444 0
.

4 0 555 0
.

0 1333 0
.

0 1 666 0
.

0 2 333 0
.

0 2 888 9 0 000

(注 )除 1l] 一 4 号样品 A u
、

A g 为武汉地质学院岩矿测试中心测定外
,

其余数据均为广西冶金研究所物

质结构研究室刘剑用 电子探针仪测定

自然金的成色和若干微量元素含量特征

T a ble 6 Pu
r iry o f n a tiv e g o ld a n d mi

er于 elem e n t c o n te n t

表 6

数数 浦\
、

项项 成 色色 F eee C UUU

{{{

卜卜~之
~
\\ 目目 (编 ))) (% ))) (% ))) 资料来源源

矿矿 床 一
~

~ 之飞飞飞飞飞飞
代代家冲铁帽帽 9 0 000 0

.

2 9 666 0
.

1 1 444 本文文

代代家冲 Ill w 号铁帽帽 9 4 333 0
.

1 6 2 一 2
.

5 444 0 1 5 2 一 2
.

4 444 ¹¹

888 8 999 1
.

666 0
.

111 ºº

西西澳Qu 二 铁帽帽 94 111 0
.

1222 0
.

0 777 〔10〕〕

犷犷山
. ,

,
.

。 六 _ 、

一一一 0
.

0 1 222 0
.

0 111 〔4〕〕
网网 土 Z术以 玉 川 丈术术术术术术

鸟鸟克兰内生中深金矿床床 8 355555 ~ 0
.

0 0 111 〔11〕〕

乌乌克兰内生浅成金矿床床 7 400000 0
.

0 3444 〔l ] 〕〕

» 安徽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8 12 地质队
, 1986

,

安徽代家冲铁帽型金矿勘查报告 ( 内部报告 )
。

¹ 汪正琼
: 19 8 4 ,

安徽铜陵代家冲含金铁帽的物质组成及金赋存状态初步研究
。

《金银矿产选集》第一集

25 1一258 页
。

致密状
、

粉末状
、

针状三种形态类型
。

致密状针铁矿和针状针铁矿多产于地表及氧化带浅部
,

粉末状针铁矿则多产于氧化带较深部
。

致密状针铁矿在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下呈胶状
、

变胶状或小于 l 微米的
“

微晶
”

及草葛状集合体
。

粉末状针铁矿则呈微细针状晶体 (长 3 微米
、

宽 0. 2 微米)浸染状分布
。

针状针铁矿呈完善的抖方晶系晶形 (长达 0
.

15 一 2毫米 )
,

集成放射

状
、

梳状集合体
。

由于这三种形鑫类型针铁矿在含水量
、

结晶程度
、

晶粒直径和晶体结构紧密

程度上的不同决定它们在反射率
、

颜色指数
、

x 射线衍射 图谱
、

晶胞参数
、

热效应
、

红外光谱和

穆斯堡尔谱以至含金性上均有所差别 (表 7 )
。

如表 7 所示
,

致密状针铁矿的反射率 R
、

视觉反射率 民
。

及反射色颜色纯度P
。

均小于针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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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铁矿
。

表 8 列出代家冲
、

吴家针铁矿的化学成分特征
:

铁帽型金矿床中针铁矿的标型特征

Ta bj e 7 ty pe m o rPhle fe a t盯e of g oe而te o f th e g o ssa n type A u刁 eP0 slt
·

表 7

钦钦钦
视觉反射率率 x 射线衍射射 单位晶胞胞 差热 曲线线 红外光谱谱 穆斯堡尔谱谱 顺粒粒 金的的

RRRRR 。‘。
(% ))) 图谱特征征 体积积 吸热俗俗 J o 左(

e 仇 一 ‘
))) 口

.

刀
.

(跳 爪
‘一 ‘

))) 直径径 含量量

VVVVVVVVV 。

(A
3
))) 温度(℃ ))))))) (u m ))) (g / t )))

致致密状状 1 5
.

8 8一一 峰较弱
,

少数数 1 3 8
.

59 333 3 1555 8 8 0一一 0
.

46 555 < 111 0
.

1222

针针铁矿矿 16
.

9 777 峰顶有平台或或或或 8 8 555555555

峰峰峰峰形 圈缓缓缓缓缓缓缓缓

粉粉末状状状 峰较弱
,

多数数 1 3 9
.

3 5一一 3 25一一 8 9 5一一 0
.

42 333 宽 O
,

222 1
.

2一一

针针铁矿矿矿 峰顶有平台或或 1 4 0
.

2 999 3 6333 9 0 22222 长 333 1
.

2 444

峰峰峰峰形圆缓缓缓缓缓缓缓缓

针针 状状 16
.

0 0一一 峰较强
、

峰顶顶 1 37
。

8 3 888 36 4一一 89 555 0
.

2 7一一 1 5 0一一一

针针铁矿矿 1 7
.

7 555 很尖尖尖 39 00000 0
。

2 999 2 0 0 00000

代家冲
、

吴家针铁矿的化学成分特征 表 8

T ab le 8 c he

而ca l e o m 户洲 itio n ai fe at u r e of g oe t垃te

in Da ijia eh o n g a n d w u jia d e
po

sits

蒸蒸众众
F e ooo O HHH A I: O JJJ C UUU Pbbb Z nnn B iii A SSS C 000 N iii M

nnn A UUU A ggg

(((((% ))) (% ))) (写))) (写))) (% ))) (写))) (% ))) (% ))) (% ))) (% ))) (% ))) (g 八))) (g八)))

代代家冲致密状状 8 8
.

5 555 9
.

9 555 1
.

3 333 0
.

0 444 0
.

0 0666 0
.

0 6 888 0
.

00 666 n n , ,, 0
.

00 111 0
.

0 0 222 0
.

0 3222 0 1222 3
.

333

针针铁矿 (4 D )))))))))))))))))))))))))))))))))))

代代家冲粉末状状 户R q lll 9
.

7 666 1
.

5555 0
.

6 222 0
.

1 6999 0
.

2 555 0
.

01 111 0
.

5 2 444 0
.

06 666 0
.

0 555 0
.

08 777 1
。

2 000 9
.

222

针针铁矿 (^ 3)))))))))))))))))))))))))))))))))))

昊昊家粉末状状 8 4
.

7888 9
:
5 333 2

.

2666 0
.

4 000 0
.

9 3 999 1
.

2 777 0
.

0 1 000 0
.

2 4222 0 0 0 222 0
.

0 1777 0
.

5 6 222 1
.

2 444 3
.

555

针针铁矿 (1 5 )))))))))))))))))))))))))))))

(注 )测试单位
:

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实验研究中心

由表 7
、

表 8 资料等得知
,

由致密状针铁矿至粉末状针铁矿到针状针铁矿含水量依次降

低
,

结晶程度增高
,

颗粒直径加大
,

差热曲线吸热谷温度提高
,

穆斯堡尔谱四极分裂距缩小
。

含

金性最好的粉末状针铁矿具有 x 射线衍射图谱峰较弱
、

多数峰顶有平台或峰形圆缓
,

晶胞体

积大 于 13 9 A
, ,

差热 曲线 吸热谷温 度在 3 25 ℃ 和 3 63 ℃ 之间
,

红外光谱经基 面 内弯 曲振动

饥H在 8 9 5 c m 一‘

之上(最高达 9 0 2 c m 一 ‘

)
、

穆斯堡 尔谱四极分裂距在 0
.

4 一 0
.

45 之间以及含 C u 高

于 0
.

3写
、

p b 高于 0
.

1 %
、

z n 高于 0
.

1 5 %
、

A s 高于 0
.

2 %
、

N i 高于 0
.

0 1 %
、

M n 高于 0
.

0 6 %等

寻找富矿的找矿标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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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家冲赤铁矿的化学成分特征

Ta b le 9 eh e
而

eal co
n l户万itio n Of he m atite o f D a ijia ehe n g A u 一

d e P0 s it
.

表 9

长长汾认认
F e , O aaa A I , 0 555 CUUU P bbb Z nnn B iii A SSS C ooo N iii M nnn A UUU A g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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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粉末状赤铁矿 (
s

h))) 9 7
.

1 222 1
.

5444 0
.

2 444 0
.

1 7 222 0
.

0 4333 0
.

0 0 999 0
。

7 777 0
.

0 5 444 0
.

0 4 111 0 n l lll 2
.

0 999 5
。

7 888

(注 )测试单位
:

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实验研究中心
。

3
.

赤铁矿

代家冲
、

吴家铁帽矿石中赤铁矿含量较少
,

多产于氧化带较深部位
。

赤铁矿颗粒极细 (小

于 1 微米 )
,

常与石英
、

针铁矿
、

粘土矿物混在一起构成
“

红色土状富矿石
”
(含金 24

.

76 克 / 吨
、

银 3
.

4 67 克 / 吨 )
。

由表 9 得知
,

寻找富矿的找矿标型特征之一为赤铁矿含 C u 高于 0
.

2 %且含

A s 高于 0
.

5 %
。

七扮沐叮户甘
二

少

扭扭斯堡尔尔 同质异能 四极分裂 局部磁 面积到到

参参 数数 位移帅 /
s ) 距 (. /

s ) 场值(千典) (% )))

赤赤铁矿矿 0
.

3 7 5 0
,

4 35 5 10
.

3 12 5 7浦浦

奸奸铁矿矿 0滩 2 0 0
,

18 4 36 0
,

7 5 1 4 2
.

666

图 1 代家冲粉末状赤铁矿 (含针铁矿)的穆斯堡斯尔

谱圈及其参数

Fig
.

1 M o ss ba 以e r spe c 让a l li nes
a n d 阳

r

am
e tr es o f Po w d e red he ma

tite

(e o n ra ,范n g s o m e q oc lhj tite ) o f D a l」ia e h o n g A u 一
d e Pos it

.

由图 1 可知粉末状赤

铁矿的穆斯堡尔谱参数局

部 磁场 值 H i 为 5 1 0
.

3 1 2

千奥斯特 ( K o
。

)
,

与表生

成 因赤铁 矿 的标型特 征

(H i 为 5 1 6
.

1 和 5 1 7
.

5 千

奥斯特 ) 相符 〔12 〕
,

高于岩

浆热液成因赤铁矿的局部

磁场值 (4 91 千奥斯特 )

〔, 3〕
。

代家冲粉末状赤铁

矿含 M n o o
.

1 4 2 %也与表

生成因赤铁矿的化学成分

标 型 特 征 (M n O 小 于

0. 02 % )相符
,

低于岩浆热液成因的赤铁矿 (Mn o 2
.

32 % )阁
。

4
.

锰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经过 X 光鉴定或红外光谱分析确定长江中下游铁帽型金 (银) 矿床中有软锰矿
、

锰钾矿
、

锰钡矿
、

水钠锰矿和黑锌锰矿产出
。

其中锰钾矿 (e r y p to m e la n e ) K (M n ‘+ ,

M n , 十 ) )
。
0

1。 、

锰钡矿

(H o lla n d ite ) 氏(M n + ‘ 、

M n + ,

)
。

0
1 。 ,

水 钠 锰 矿 (a irn e s sste )N a o

M n l .

o
Z? ·

g H
,
0

.

和 黑 锌 锰 矿

(e ha le o ph a n ite )(zn
,

P。
,

施 )M氏 0
7 ·

3 H
Z

o 属本次研究新发现的表生锰矿物
。

黑锌锰矿系少见矿物
,

国内外专门研究文献很少
。

此次研究在安徽铜陵 MJs 铁帽型银矿

床的表层中新复现黑锌锰矿
。

此矿物呈板状晶体 (长 0
.

01 一 0
.

05 m m )
、

环带状集合体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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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光显微镜下显双反射和强非均质性
,

深红一桔红色 内反射显著
。

其反射率色谱和反射色

颜色指数见表 11
。

若千表生锰矿物的 x 射线衍射图谱

介b le 1O X一
ra y d iffr a etio n s

pe
e tr u m of so

me M n 一

而
n era ls

.

表 1 0

,,
勺

、
勺
、

吓及
目目 x 射 线 衍 射 特 征 图 谱 (A )))

矿矿 物 \
、

飞飞飞
锰锰钾矿矿 6

.

9 5 (1 0 ) ; 4
.

9 5 (8 ) ; 3
.

5 (l) ; 3
.

1 (9 ) ; 2
.

3 9 (8 ) ; 2
.

1 4 (7 ) ; 1
.

8 2 (6 ) ; 1
.

4 2 (5 )))

锰锰钡矿矿 3
.

4 9 (强 ) ; 3
.

1 4 8 (中) ; 2
.

4 2 7 (中) ; 2
.

2 4 (弱 ) ; 2
.

1 5(弱 ) ; 1
.

5 5 2 (中)))

钠钠水锰矿矿 7
.

15 5 (强 ) ; 3
.

6 0 1 (强 ) ; 2
.

3 7 7 (中)))

(注 )测试单位
:

地质矿产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x 射线实验室(粉晶照相及衍射仪 )

M JS 黑锌锰矿的反射率色谱和反射色颜色指数特征 表 1 1

T a ble l l R e fle c tio n sPe e tr u m a n d r e fle e tio n e o lo u r

in d e x o f eh a le o p h a n lte (MJS )
.

今今议
目目 反射率色谱(% ))) 反射色颜色指数数

测测定方位
、

\飞飞 (人射光波长单位为毫微米 )))))

44444 0 777 4 3 555 4 8 000 4 9 999 5 4 666 5 9 111 6 2 111 6 4 777 6 5 888 XXX YYY R v iSSS 入ddd P eee

(((((((((((((((((((((((((((% ))) (n m ))) (% )))

RRRg
,,

3 5
.

555 2 8
.

888 夕R lll ? 夕 QQQ 2 5
.

777 2 4
.

222 2 3
.

666 2 3
.

000 2 2
.

333 0
.

3 1 3 999 0
.

3 2 0 111 2 5
.

5 111 4 8 2
.

333 7
.

7 000

RRR P,,
1 8

.

222 1 1
.

000 1 夕 ,, 1 0
.

888 1 0
.

222 1 0
.

111 1 0
.

111 1 0
.

000 1 1
.

000 n 久, IRRR 0
.

3 1 7 888 1 0
.

2 555 4 6 9
.

222 5
.

5 666

(注 )测试单位
:

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

黑锌锰矿的红外光谱特征

孔ble 12 In fr a一ed s
pe

et ru m o f e
恤leop ha ni te

表 1 2

~~~

进才叱
目目 特 征 红 外 吸 收 峰 波 数 (c 。 一 ,

)))

矿矿 物 ~ ~一之飞飞飞
MMMJs 铁帽中黑锌锰矿矿 4 4 4

、

4 7 5
、

5 0 2
、

5 3 2
、

6 1 8
、

6 5 6
、

1 6 3 0
、

3 3 1 5
、

3 3 9 555

标标准黑锌锰矿〔13〕〕 32 0
、

4 4 0
、

4 7 4
、

4 9 6
、

5 3 0
、

6 2 0
、

7 9 000

富富镍黑锌锰矿〔14〕〕 4 4 9
、

4 7 9
、

5 0 6
、

5 3 8
、

5 9 5
、

6 2 5
、

6 6 2
、

7 9 9
、

1 6 2 5
、

3 3 2 4
、

3 3 9 000

富富锰黑锌锰矿〔14〕〕 凌4 5
、

4 7 6
、
5 0 1

、

5 3 2
、
6 2 0

、

6 5 6
、

8 9 6
、

1 6 3 3
、

3 3 1 4
、

3 3 6 888

(注 )川 s 黑锌锰矿由武汉地质学院岩矿测试中心红外光谱室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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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 MJS 产黑锌锰矿的红外光谱如表 12 所示
,

由最前面的四个尖峰证明其确系黑锌锰

矿无疑
。

由表 13 可知
,

MJS 铁帽中黑锌锰矿系富铁黑锌锰矿 ( F e Z
o

3

高达 7
.

72 % )
,

具含 C u 、

A u

较

多的特点
。

研究结果表明
,

富铁黑锌锰矿可当作由铅
、

锌
、

银硫化物矿床氧化生成之含金铁帽

型银矿床的标型表生矿物
。

MJ S 产黑锌锰矿的化学成分特征(附对比资料)

T a b le 13 C h e
而

c a l e o m Po s ltio n o f eha le o Ph aite
.

表 1 3

伙伙伙
Z n OOO M

n o ::: F e : 000 N IOOO C U OOO C 0 000 C aOOO K : 000 M g ooo B aOOO H : 000 A UUU

(((((写))) (% ))) (% ))) (肠))) (% ))) (写))) (% ))) (% ))) (% ))) (% ))) (% ))) (g 八)))

富富铁黑锌锰矿 (5 l))) 2 7 444 5 0
.

9 888 7
.

7222 0
.

0 8 888 2
.

83333333333333 1 0
.

8 999 8 8 000

富富铁黑锌锰矿 (5 2))) 2 7
.

4 444 5 1 6 000 7
.

7222 0
.

2 0 333 2
.

8 333 0
.

1 9444 0
.

0 9 777 0
.

0 0 9999999 9
.

9 11111

纯纯黑锌锰矿矿 2 0
.

5 444 65
,

8 2222222222222222222 13
.

6 44444

富富镍黑锌锰矿矿 3
.

8 111 65
.

2 55555 1 6
.

7 333333333333 1
,

8 6 77777 1 2
.

3 44444

富富锰黑锌锰矿矿 1 1
.

5 000 7 0
.

6 111 1
.

0333 0
.

4 222 0
.

0 5 333 0
.

1 3222 0
.

5 2999 0
.

5 2 999 0
,

4222 1
.

1 444 13
.

6 33333

(注 )5 1
、

52 号样品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院电子探针室测定
。

代家冲铜蓝的反射率色谱和反射色颜色指数特征 表 1 4

T a b le 1 4 R efle e tio n spe e tr u m an d r e flec tio n e o lo u r in d e x o f e o v el li te

w ith ln D a ijia eh o n g A u一e
po

sit

忿忿忿
反射率色谱 (% )( 入射光波波长单位 为毫微米 ))) 反射色颜色指数数

方方位 \

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嗽

444440 000 4 3 000 46 000 4 9 000 52 000 5 5 000 58 000 6 1 000 6 4 000 67 000 XXX YYY R visss 久ddd Peee

(((((((((((((((((((((((((((((% ))) (n m ))) (% )))

RRR g ,, 2 1
.

9 777 2 2
.

8444 2 1
.

3 999 2 1
.

2 777 2 0
.

888 , n 义气气 , 1 , 666 2 0
.

5 666 2 1
.

5 444 19
.

8 222 0
.

3 30 111 0
.

3 2 7 222 2 0
.

8 777 4 4 2
.

000 1
.

8 999

RRR P,, 1 7
.

5 777 1 8
.

7222 1 7
.

0 888 1 6
.

1 222 1 4
.

6 444 1 3
.

2888 1 1
.

8 666 1 0
.

9 111 11
.

222 1 0
.

9 222 0
.

2 9 3888 0
.

3 0 1 555 1 3
.

3 222 4 8 0
.

444 16
.

2 111

(注 )测试单位
:

武汉地质学院岩矿测试中心

5
.

铜 蓝

在代家冲和吴家两矿区氧化带内有铜蓝产出
。

铜蓝颗粒细小(粒径约为 10 微米左右 )
,

在

针铁矿 间隙或裂隙中以及残余原生黄铁矿的裂隙中呈细脉状集合体出现
。

在反光显微镜下显

示很强的双反射
、

反射多色性和非均质效应 (偏光色为火红色)
。

代家冲产铜蓝的反射率色谱
、

反射色颜色指数和化学成分特点见表 1 4
、

1 5
。

由表 15 所示
,

代家冲铁帽型金矿床中铜蓝在化

学成分上具有略亏 硫 (标准铜蓝含硫 33
.

28 %
、

铜 66
.

43 写)
、

多铁 (一般铜蓝含铁 0
.

05 % )
、

富

金的特点
,

这也是表生铜蓝重要的找金化学成分标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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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家冲铜蓝的化学成分特征

几b le 1 5 eh e
而

c al e o m 7 招 itio n o f co v el到te w ithi n L冶i」ia eh o n g

表 1 5

~~~

赞乏
目目 C UUU SSS F eee C OOO N iii Pbbb Z nnn

T111 Biii A SSS A UUU

样样 号 \
、之飞飞 (% ))) (% ))) (% ))) (% ))) (% ))) (% ))) (% ))) (% ))) (% ))) (% ))) (g / t)))

DDD 一1 999 6 6
.

3 1 666 3 2
.

1 2 888 0
.

1 9 777 0
.

0 1 888 0
.

0 0 777 0
.

0 5 555 0
.

1 2 111 0
.

0 8 555 0
.

1 4 333 0
.

0 1 777 2 8 5 000

888 5 0 0 888 6 7
.

7 7 666 3 3
.

0 0 777 0
.

2 1 333 0
.

0 1 888 0
.

0 4 888 0
.

0 3 55555 0
.

2 4 111 0
.

1 9 11111 9 1 000

(注 )测试单位
:

广西冶金研究所物质结构室 (刘剑用电子探针仪测定 )
。

代家冲黄铁矿的化学成分特征

T a b】e 1 6 C h e

而口1 c o m 7 书 iti on of Pyrlte w ithi
n E喻i」ia ch

o
ng A u刁 e P0 slt.

表 1 6

、、

佘贷贷
Feee sss 彻彻

,

全
、、

T?...
(

二
))) Ni

、、

C

生生 竺竺 而
、、

Mn
、、

(

鱿
))) (

鱿
)))

(((样 号 ) 、

\丸丸 (% ))) (% ))) (肠 ))) 、p PI口 少少 气P P】】】少少少 、PPt】】夕夕 气PP . 少少 、PP】I】少少 、PPl ll 产产 、PPl l l夕夕夕夕

lllv 号铁帽细粒粒 4 6
.

9 000 只, 1 111 0
.

1 3 111 1 1
。

999 1 4
.

222 1 0000 0
,

111 2 000 2 000 5 000 000 9 0 666 4
.

333

黄黄铁矿 (D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ZZZf)))))))))))))))))))))))))))))
““号铁帽粗粒粒 4 6

.

9 333 5 3
.

0888 0
.

0 0 000 2 2
。

888 1
.

333 9 000 1 888 3 7 000 1 000 5 000 000 0
.

1 2 888 l
。

333

黄黄铁矿 (D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ggg e )))))))))))))))))))))))))))))

11111 号铁帽细粒粒 4 7 3 777 弓少
‘

弓999 0
.

00 000 1 3 666 4
。

888 9 000 l555 1 9 000 000 3 000 000 2
。

2 333 2
。

222

黄黄铁矿 (D nlf)))))))))))))))))))))))))))))))))))))))

11111 号铁帽粗粒粒 峨6
.

9 555 5 3
。

2 777 0
.

3 9 333 1 1
。

000 2
.

333 1 6 2 000 1 777 1 5 000 000 3 000 000 0
。

2 222 6
,

555

黄黄铁矿 (n m e )))))))))))))))))))))))))))))

代家冲黄铁矿中微量铅的铅同位素组成特征(附对比资料)

Ta bl e 1 7 15 0 t0 Pic

com
POS itio n 诚 而er 吞Pb in the Py

r ite o f D a l」ia e h o n g A u刁e Po sit.

表 1 7

、、

兴决决
靶靶 靶靶 靶靶

盆6 月Pbbb , 0 五Pbbb 2 0 , P乙乙 足。. Pbbb

PPPPP bbb P bbb 尸白白白白白白

矿矿屯石中残余黄铁矿矿 1 8
.

60 444 1 5
.

3 444 3 7
.

6 7 444 1
.

3 7 777 2 5
.

6 1222 2 1
。

12 555 5 1 9 0 555

(((D 一 2 )))))))))))))))))

志志留系沉积岩中结结 1 8
.

47 777 1 5
.

7 4 888 3 8
.

8 6 888 1
.

3 5 000 2 4
。

9 3888 2 1
.

2 6000 52
.

4 7 222

核核状黄铁矿 (s 一 2)))))))))))))))))

地地 慢〔17〕〕 1 8
。

1000 1 5
。

4 222 3 7
.

7 00000000000

上上地壳〔17〕〕 1 9
.

3 333 1 5
.

7 333 3 9
.

0 88888888888

(注 )测试单位
:

地质矿产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室

一般文献记载铜蓝是次生硫化物富集带的典型矿物
。

但最新的研究表明
,

铜蓝主要于第

二循环富集作用过程中形成 (见图 2 )
,

在垂直剖面上位于潜水面之上
,

应归于氧化富集带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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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次生硫化物富集带〔’5
、

16〕
。

第 I 循环 第二循环

地表 0 2 112 0 地表
}1 2 0

铁帽
氧化带

铁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铁帽 铁的氧化物及氢氧化物

五
,

卜
地 下水面

~ 一追泄
.

嘴
还原带 “集层

认
Fez+

氧化带

地下水面

_ 2 + 0 2

全
’

e

—一止
〕

;_
.

三龙

, F省
F咨

丰

飞一
C e

C v
、、、 e了

+
F考

+

.

_ /-- 一“
‘e尸

.

妇
,.尸C]沪y原生带

第 I 富集层

新地下水面
一

’

、~
.

一 ~ .

第 11 富集层

还原带 分
: y

图

(图中 Py

F ig
.

2 S eh e m a t ie di a g r am

原生带 一

一2 第 I循环和第 H循环风化富集模式图

为黄铁矿
、

C Py 为黄铜矿
、

Cc 为辉铜矿
、

C v

为铜 蓝)

o f m od
e l fo r w e a th e r in g enr ie xh m e n t in th e fir st a

nd
se e

on d

如图 2 左半部第一循环富集模式所示

Fe + ’

和 5 0 ;一
ZF e S

,

十 7 0
2

+ ZH
Z
O

一
ZF e 千’

+ 4 H

最初主要是铁的硫化物在氧化带由氧化作用产生

+ 十

ZF e Z + + 粤
0

2

乙

+ ZH +

=
ZF e , + + H

2
0

45 0 :一 (1 )

(2 )

随后 Fe , + 又与黄铁矿等铁的硫化物反应
,

产生更多的 Fe
, + 。

同时还有一部分 Fe
, + 与黄

铜矿等反应
,

使 c u , +

离子进入溶液
:

e t, F e s
。

+ ] 6 F e , +
+ SH

,
o

一
C u , + + 1 7F e , + + 2 5 0 :

一
+ 1 6 H + (3 )

再后 c 记
+

离子被淋滤至 地下水面之下的还原带
,

与原生硫化物黄铁矿等反应形成辉铜

矿
,

构成还原带富集层
:

SFe S + 1 4C u S O
;

+ 1 2H
z
o

=
7C u Z

S + SF e S O
。

+ 12 H
:

5 0
‘

(4 )

这种过程可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

形成大量的次生辉铜矿
。

如 由于构造运动
、

气候变化等原

因引起地下水面下降
,

使原还原带 富集层处于氧化环境
,

则进入第二循环富集作用期
。

如图 2

右半部第二循环富集模式所示
,

氧化作用导致 c u , 十 不断淋失
,

从而使辉铜矿变为新氧化带中

第一富集层内的铜 蓝
:

C u :
S + ZF e , +

一
C u S + C u , +

+ ZF e , + (5 )

由于辉铜矿氧化 (5 式生成铜蓝 )速率比铜蓝氧化 (6
、

7 式)速率大得多
,

故在淋滤速度不是

很快的情况下
,

铜蓝可以稳定地产于氧化富集带
。

刚好与表生金的富集部位重合
,

故铁帽型金

矿床中铜蓝富金(含金 9 10 ~ 2 8 5 0 克 / 吨)
。

e u s + ZF e , +

=
ZFe , + + e u , + + 5

0

(6 )

C u S + 8F 扩
+ + 4H

,

o

一
SF e , + + e u , + + 5 0 ;一 + SH + (7 )

6
.

原生黄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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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家冲黄铁矿的热电性特征

Ta b le 1 8 H ea t- e lee tr ica l ehar a e妞r o f Py
rite in D a ljia eh o

叱 A u se
d eP仍it

.

表 1 8

~~~

分之之
1IT 型铁帽帽 「v号铁 帽帽 v号铁帽帽 V1 号铁帽帽

DDDDD 了flfff D 〔〔ICCC D : fff D 夕eee lll l555 D 犷犷 D V III

热热电系数 以协丫/ ℃ ))) 一 6 1
.

444 一 1 10
.

777 十 42 666 一 6 666 + 1 96
.

444 + 2 00
,

lll 一 7 7
。

444 + 8 6
.

888

导导电类型型 P—
nnn nnn PPP p—

nnn PPP PPP nnn PPP

(注 )测试单位
: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实验研究中心和辽宁省地质矿产局实验研究中心
。

(表中
n

为电子导型
、

p 为空穴导型
、
p 一 n

为空穴一电子混合导型 )

代家冲铁帽之下末见原生块状硫化物

矿体
,

即原生矿均处于潜水面上面的

氧化带 中氧化殆尽
,

仅在铁帽中保存

有少量硫化物矿物 (以黄铁矿为主
,

另

在反光显微镜下只见极少量的磁黄铁

矿和黄铜矿 )
。

残余黄铁矿主要呈细

粒状结构 (粒径为 0
.

12 ~ 0
.

2 毫米)
,

少量为粗粒粒状结构(粒径为 1 ~ 4 毫

米 )
。

代家冲黄铁矿的化学成分特点

如 表 15 所 示
,

其 s / se 值 平 均 为

3 5 5 9 0
、

e o / N i值平均为 3 7
.

9
、

含锰极

微
,

结合表 16 所示微量铅的铅同位素

组成特征 (矿石中残余黄铁矿明显不

同于沉积岩中结核黄铁矿 ) 可判断代

家冲铁帽型金矿床原生硫化物矿床为

来源于深部的岩浆热液矿床
,

而不是

沉积矿床或沉积一改造矿床
。

由 Pb
、

z n 含量很低 (5 0p p m 以下)
、

c u 微量

(2 0 一 3 7 o p pm )
、

A u

有 一 定 含 量

(0
.

x Zs ~ 9
.

0 6 克 / 吨
、

平均 2
.

9 1 克 /

频

数

一2的 一 J00 0 + I的 + 之的 口 (产 , / ℃ )

‘ (产 v /℃ )

一
初O

一
加O 一即O 一 1的 O + 2闪 +3 山 +

枷 + 5的 . (P v/
.

C )

a (尹 v /
.

C )

吕吕吕声声门门门门{{{凶凶 ‘,

忿
/ e )

一

铆
一2加 一拍0 0 + l加 + 200 +匆O + 4加 + 幻O

:

回
门

一
200 一1因 O + l的 + 200 +

期
+4的

+ I加 + 200 + 3的 a ‘产 v / ℃ )

图 3 代家冲黄铁矿的热电系数分布频率图

F ig
.

3 价
eq u e n e y o f he a t一ele e trjcal

eoe ffi d e n t o f

Py
r it e of D a ijia e h e n g A u 一

d ePo slt
·

吨 )可推测原生矿床为含铜的黄铁矿型伴生金矿床 (不是多金属建造 )
。

由图 3 及表 18 所示黄铁矿的热 电系数特征 (形成温度较高
、

形成深度较大的黄铁矿显示

电子导型
,

温度
、

深度居中的为混合导型
,

形成温度较低
、

形成深度较小的为空穴导型〔1 “〕
,

可推

测原生矿体的形成温度和形成深度由 v 号铁帽至 111 号铁帽到 Iv 号铁帽再到 vI 号铁帽依次降

低和减小
。

在进行本文工作过程中得到江西省地质矿产局赣西北地质大队黄恩邦总工程师
、

华东冶

金地质勘探公司 8 12 地质大队赵俊深副总工程师和本课题组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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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S T U D Y O F O R E MA T E R IA L C OMPO S IT IO N O F

D E PO S IT S F R

R E A CH E S O F

OM M ID D L E A N D LO

G O S SA N
一

T Y PE G O LD

、V E R

Y A N G T Z E R IV E R
,

C H IN A

召瓜刃 J幼l勿n 几 五坛娜”夕

(人幻龙甲威即 oj 口巴“蕊翻ce 召 oj Ch滋朋)

A b str皿C t

G o s sa n 一
ty pe g o ld d e Po s it 15 o f im Po r ta n t e c o n o m ie a l v alu e

.

B y th e stu d y o f o r e c h e m ic a l

e o m Po s itio n o f g o s s a n 一
tyPe g o ld d e Po s its fr o m th e m id d le a n d lo w e r re a e h e s o f Y a n g tz e R iv e r ,

w e

fin d t h a t
,

in th e o r e ,
th e A u e o n te n t in e r ea s e s w ith th e in e r e a s e o f C u ,

A s a n d B i e o m te n ts a n d th e

d e e re a s e o f B a ,

M g e o n te n ts
,

w h ile th e A g e o n te n t r is e s w ith th e in e re a se o f M n ,

Pb a n d Z n

e o n te n ts
.

T h e a u th o r s Pr o Po se th e m in o r e le m e n ts in d ie a t o r s in e

va lu a tio n o f g o ld 一b e a r in g a bility o f

g o ss a n s a s fo llo w s
.

In th e g o ss a n o re s w ith c u + A s (b o th in w t% ) > 0
.

0 1
,

th e e o n te n t o f A u 15

o fte n g r e a te r th a n 1 9 / t
,

w h ile tho s e w ith (M n + p b + z n ) > 0
.

5 (a ll in w t% )
,

th e e o n te n t o f A g

15 o v e r 5 9 八
.

T h e e m ph a sis 15 p la e e d o n th e m in e r a lo sy o f s u pe r g e n e g o ld
,

g o e th ite
,

h e m a tite
,

o x id e s a n d h yd r o x id e s o f m a n g a n e se (eh a le o Ph a n ite
,

b ir n e s site
,

ho lla n d ite
, e r yPto m e la n e

‘

a n d

Py r o lu s ite )
, e o v e llite

, a n d r e m n a n t Pr im a ry Py rite
, e te

.

A lo t o f g e n e tie in fo rm a tio n a n d o r e

Pr o sPe e tin g tyPo m o r Ph ic Pe c u lia r itie s a re e x tr a c t ed fr o m th e se m in e r a 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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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
”

由陈光远教授编著
。

已于 1 9 8 7 年 由重庆 出版社出版
。

这
.

是

一本理论体系完整
,

内容新颖
,

资料丰富
,

理论联系实际
,

图文并茂的巨著
。

该书是陈光远教授

等多年从事科研与教学的结晶
,

收集综合研究了大量国内外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的成果

与实例
,

反映了当代矿物学的研究水平
,

是一本系统
、

全面的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的学术

专著
,

使矿物学由描述阶段进入到成因一找矿阶段
,

对找矿
、

成矿预测具有指导意义
。

全书共

1 0 章
、

6 7 万字
、

插图 3 0 2 幅
。

“

成因矿物学与找矿矿物学
”

重点研究了矿物的起源和发展
,

矿物和矿物组合的发生与发

展
,

形成与演化的环境
、

条件和过程
;研究了矿物的形态

、

成分
、

结构和性质的形成条件
; 成矿物

质来源
,

以及由此产生的成因信息和成因标志
;研究了不同属性矿物及其组合在时间和空间的

分布规律
。

提出了 自然矿物原料的找矿方 向和找矿标志
,

本书独创地建立了矿物成因族的理

论
、

方法和内容
,

特别对角闪石成因矿物族的深入研究
,

对发展成因矿物学
,

进行矿物填图找

矿
、

划分变质相
、

带
、

区分岩石类型和矿床类型都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

本书提出了
“

成因矿

物学与找矿矿物学
” 的研究思路

、

研究方法
,

指导了今后的研究工作
。

本书还指出了成因矿物

学的研究领域
、

研究课题
、

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
,

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
。

(下 转 84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