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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五河大巩山金矿床

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及矿床成因
艹

刘建民 陈 柏林 孟 宪刚 董 法先

(中 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 京)

提 要 :安 徽五河大巩山金矿是受 NNE— Ns向 压扭-张扭性断裂 (郯-庐断裂带的次级构造)

控制的脉状金矿床。赋矿围岩为新太古界西固堆组变质岩。矿化类型以石英脉型金矿化为主,其

次为破碎蚀变岩型金矿化。矿床地质特征、硫、铅、氢、氧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REE元 素及成

矿流体包裹体地球化学特征表明:成 矿物质主要来源于西固堆组变质岩;而 成矿流体则以岩浆源

为主,并 混有部分大气降水的组成。该矿床成因上应属与燕山期花岗质岩浆活动有关的中 高̄温热

液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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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 区地质

安徽五河大巩山金矿,地 处郯庐断裂带中段与阜阳-蚌埠断裂带交汇部位,并 夹持于郯

庐断裂带中的 NE向 朱顶-石门山断裂和五河~红心铺断裂之间。迄今已在该区发现了⒛ 多个

小型矿体或矿点。同时,该 区北部第四系覆盖区发现了一中小型隐伏金矿床。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太古界西 固堆组 (Ar2J)高 绿片岩相-高角闪岩相变质岩 ,呈

EW向 分布于蚌埠复背斜核部。其岩性组合为角闪 (辉石)斜 长片麻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和

斜长片麻岩。成岩年龄为 2650× 106a(锆 石 U Pb法 )[1]和 1149.7× 106a(Rb Sr等 时

线)[2]。 另一套地层为少量白垩系下统新庄组 (K1J)砂 岩和砾岩 ,呈 NEE— NE向 分布于

东侧火山断陷盆地之内。与西固堆组变质岩呈断层接触,该 接触带为 NE向 朱顶-石 门山断

裂的一部分。

区内岩浆活动以印支-燕山期表现强烈,地 表发育一系列以花岗闪长斑岩为主的中酸性

岩脉,矿 区南部发育混合花岗岩体。

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 要呈 NNE-NS向 展布,均 为郯庐断裂带的次级压扭性断裂 ,

局部为张扭性质 ;其 次为 NWW及 NE向 伴生构造。这些断裂构造的形成及演化,不 仅控哲

了中酸性岩脉的分布,而 且也是区内重要的成矿控矿构造 (图 1)。

西固堆组变质岩是矿区唯一的赋矿围岩 ,其 主要成矿元素及微量元素 Au、 Ag、 Pb

Zn、 S等 较 为 富 集 ,分 别 达 到 6.4× 109,0.645× 10̄
6,596×

106,141× 106和 2340×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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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 床地质特征

大巩山金矿属脉状热液 型金矿

床,矿 化类型主要为含金硫化物石

英脉型,其 次为构造蚀变岩 型。二

者往往相互联系,紧 密共存 ,形 成

所谓复合型脉状金矿床。金矿脉的

分布、产状及形态严格受区内 NS向

展布的断裂构造所控制 ,从 而形成

大巩山—小巩 山和崂 山一 白石山两

个重要的金矿集 中带。同时 ,断 裂

性质的不 同直接制约着矿化类型的

差异,即 石英脉型金矿化 主要受张

扭性断裂控制 ,而 构造蚀变岩型金

矿化则主要由压扭性断裂所决定。

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其次为黄铜矿及少量 闪锌矿、方铅

矿、斑铜 矿、 自然金 和辉 铋矿等。

脉石矿物为石英、方解石、绿泥石、

白云母等 ,其 中,黄 铁矿、黄铜矿、

石英等是最主要的载金矿物。

金以独立金矿物为主要存在形

式,自 然金 中含金量大于 80%,最

高可 达 gs。5%;银 含 量 普 遍大于

11%而 小于 ⒛ %,总 体属于金 银̄系

列矿物亚类。

对与金矿化密切共生的蚀变矿物 (绢云母、绿泥石)所 作的 Rb-Sr等 时线年龄显示:金

矿床形成于 153.7× 106~109.03× 106a,与 区内发育的燕山期中酸性脉岩及矿区南部混合

花岗岩中钾长石化年龄 137× 106a相 近。

3 矿 床地球化学特征

3.1 硫 同位素地球化学

矿石样品中黄铁矿的硫同位素测定结果为 0,9‰ ~7.8‰ ,其 中 5个 样品 ε34S值 小

5.0‰ (0.9‰
~4.1‰

),接 近 于 陨 石 硫 。 矿 石 中 ε
34S平

均 值 (4.12‰ )与 围 岩 ε
34S

(1.2‰ )相 差不大 ,故 推断矿石硫大都来源于新太古宇西固堆组 (№2∞)变 质岩。

3.2 铅 同位素地球化学

金矿石与围岩铅同位素组成具有相似性 ,且 两者铅同位素组成范围都较窄。源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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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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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 徽 五河大巩 山金矿床地质咯图

1—第四系;2— 白垩系下统新庄组;3— 新太古宇五河群西固堆组;

4— 混合花岗岩;5— 花岗闪长斑岩;6一 含金石英脉;7— 背斜轴线;

8一朱顶-石门山断裂;9一 近 Ns向 断裂;10— NW向 断裂;11— NE

向断裂;12— 糜棱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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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岩浆水范围之 内,1个 点落在大气

降水范围之内 (图 2)。 总之 ,该 金矿床

氢氧同位素组成与典型的金-铜系列花岗

岩浆初始混合岩浆水经再平衡岩浆水形

成的中高温热液金矿床氢氧同位素组成

相似,但 可能有大气降水或围岩物质的

加人。

4 金 矿床成因及演化历史

根据上述金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作者认为,该 金矿床的成矿物质主要来

源新太古界西固堆组变质岩 ,而 成矿热

流体则主要来源于由花岗质岩浆活动改造形成的岩浆水 ,部 分来源于大气降水。从而作者提

出以下金矿床形成模式。

在地壳演化过程中,地 壳物质经深部熔融,形 成高温混合花岗岩浆并侵人上覆地层或岩

石 ,同 时激发地下热液循环系统的启动。这种循环体系在循环过程中,改 造了部分地下水及

地层中变质残留晶间水 ,并 萃取地层中的主要成矿元素及微量元素 ,使 之成为含矿热流体。

这种含矿热流体在运移过程中,趋 于以构造薄弱部位为路径,而 矿区内存在的近 NS向 糜棱

岩带为含矿热流体提供了良好的运移通道及矿质沉淀的场所。故而产生了该金矿床中存在的

矿脉、地层、构造及岩浆岩同时存在的
“
三位一体

”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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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 矿溶液水的 εDε 1:0关
系图

黑三角为样品投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