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9 1 2年

贵 金 属 地 质
Ju om a l o f Pr e ei u os M e ta l lic G eol og y第 4期

辽宁五龙金矿含金石英脉中石英标型特征

及其找矿意义

刘桂芝 张维松

(沈阳黄金学院 )

辽宁五龙金矿含金石英脉中石英晶体的塑性变形显微裂隙和熔融现象普遍发育
,

在无矿石

英脉中上述现象则不发育或缺失
.

气液包体在含金石英脉中数量多
.

成矿温度阶段性明显
,

沸

腾现象也较发育
.

而在无矿石英脉中则反之
.

据 包体化学成分推测成矿溶液化学成分属

C o 厂H Z o 一C l一 N a 一 C a 型
,

而无矿石英脉热液成分为 C 0 2

一
20 一 F ( c l) 一K 一c a

(M g ) 型
,

石英

中微量元素浓集克拉克值 ( ck ) 及相关系数表明 A u
、

sb
、

iB
、

w
、

A g 为本区主要成矿元素
.

且含金石英脉的 q 值均大于无矿石英脉
.

热发光曲线在含金石英脉中主要为双峰和多峰型
,

而无矿石英脉则为单峰型
.

上述石英标型特征作为五龙金矿床石英脉中找金的重要标志
.

关键词 五龙金矿 石英 标型特征

1 矿床地质概况

五龙金矿位于华北地台北缘
,

营 口 一 宽甸台隆东部
,

区内出露地层为元古宙辽河群
,

它们呈孤岛状分布在矿区的南部
.

区内大面积产出的是吕梁期的混合花岗岩
.

在辽河群与

混合花岗岩之间分布有燕山期花岗闪长岩
。

在混合花岗岩体中发育有近东西
、

北西
、

北东

向的断裂构造
,

沿断裂充填有基
、

中
、

酸性脉岩及石英脉 (图 l)
。

作为载金岩石 的石英

脉
,

在矿区内非常发育
,

按近东西向
、

北东
、

北西方向成群成带分布
.

金的工业矿体主要

赋存在北东
、

北西向的含金石英脉中
.

石英脉中石英
,

为他形粒状
,

粒径 .0 03 一刃
.

l m m
,

石英为乳白色
、

灰白色
、

暗灰色
.

石英脉中还见有金属硫化物
.

在矿区内约有 90 % 左右

的石英脉与细粒闪长岩或花岗斑岩脉共生
。

石英脉或分布在脉岩的两侧或分布在脉体内
,

二

者产状基本一致
,

接触界线清晰
,

表明石英脉的形成晚于中
、

酸性脉岩
。

2 石英显微构造特征

含金与不含金石英脉
,

由于其各自成生
、

演化历史的不同
,

因此
,

在石英中的显微构

造也表现明显的差异
.

.2 1 塑性变形

由显微镜下观察得知
,

含金石英脉中的石英普遍具有波状消光
、

变形带
、

变形纹
、

亚

颗粒等塑性变形现象
.

在正交偏光下
,

石英波状消光呈现为不均匀的扇形消光影
,

消光位扩散角度很小
.

这

种波状消光在含金石英脉中非常普遍
,
而在无矿石英脉中只是偶尔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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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带在含金石英脉中不发育
,

但矿化较好
,

规模较大的一些矿脉中
,

如 3 2一 1
、

76

号脉
,

变形带却较发育
,

在石英颗粒晶面上的消光影较宽
,

界面清晰
,

带状消光影呈跳跃

式过渡
.

变形纹 (毕姆纹 ) 在石英晶体中发现有一系列短细
、

平直
、

密集平行排列的变形纹分

布
,

并常与带状消光伴生
,

在这些变形纹中有时也见有气液小包体存在
.

变形纹是晶体内

滑动产物
,

而柱面型变形纹是在高温
、

慢应变速率条件下
,

由于蠕变而产生的
.

亚颗粒在正交偏光下
,

有时发现呈镶嵌消光的石英亚颗粒
,

大小约 5一 20 拼m
,

多分

布在较大石英颗粒的周边
.

上述这些塑性变形在含金石英脉中较发育
,

而在无矿石英脉中几乎见不到
,

这种差异

说明含金石英脉受到多次叠加的复活的构造应力作用
,

这对金矿富集是有利的
.

因此
,

上

述塑性变形亦是金矿富集的标志之一
.2 2 微裂隙

由显微镜下观察发现
,

石英晶体中有显微破裂现象
,

微裂隙呈互相交叉的
“
x

’

或平行

排列分布
.

金属硫化物微小质点和小气液包体常沿这些裂隙分布或充填
,

致使附近石英颗

粒颜色变暗呈烟灰色
,

暗灰色
,

而且往往这类脉含金较高
.

因此
,

暗灰色石英及石英晶体

的微破裂亦是评价石英脉含金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2 3 熔融现象

正交偏光镜下观察发现
,

在含金石英脉的石英颗粒间见有明显的焊接现象
.

在石英颗

粒间细小石英 (粒径在 o
.

02 m m 左右 ) 呈镶嵌结构
,

颗粒间界线模糊
,

在石英颗粒中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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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细黄铁矿等矿物质呈点分布
,

有时还见到呈小鳞片状绢云母
,

这些杂质往往使石英混

浊
。

上述焊接构造
,

系由含金石英脉受应力作用产生粒化及其后的热液作用叠加所形成
,

这种构造在早期无矿石英脉中则未见到
。

所以
,

这也是矿化标志之一
。

3 石英气液包体特征

根据对主期含金石英脉及早期 (贫矿 ) 石英脉 17 个样品进行的包体成分和均一温度

的测试分析结果的研究
,

获得如下一些关于石英脉含金性信息
.

3
.

1 气液包体形态特征

在早期石英脉的石英晶体中
,

包体不甚发育
、

数量少
、

分布零星
、

个体小
,

一般小于

助m
,

(表明是快速结晶环境 )
.

包体形状各异
,

多为椭球状
.

包体以液态为主
,

充填度为

0
.

9一刊〕
.

95
,

亦有少量的气态包体
,

充填度为 0
.

4一0
.

5
,

说明当时石英 形成深度和压力较

大
.

含金石英脉的石英晶体中
,

气液包体特别发育
,

数量多
、

分布广
,

形状多样
,

种类

多
,

多为椭球状或不规则状
,

个体大小不一
,

多为 5一 1如m
,

少数可达 1知 m 或更大

些
.

包体以液态型为主
,

充填度 .0 9一 .0 95
,

也见有气态类型包体
,

充填度为 0
.

3 es . ~

0
.

4 和

很少量的纯气体包体
.

此外
,

还见有较多的次生包体
,

且多沿石英晶体中微裂隙分布
,

沸

腾现象明显
.

次生包体及沸腾现象在早期石英脉中几乎未见
.

1 2 包体均一温度

1 2
.

1 成矿温度 根据 17 个样品的 89 次均一温度测定结果所绘制的均一温度频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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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英包体均一温度频率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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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可划分出两个成矿温度区间
: ① 2 00 一2 6 0℃

,

② 3 10 一 39 0℃
.

成矿温度为中一高温

型
.

第二温度段又可分为两个亚段 310 一 35 0 ℃及 370 一 390 ℃
,

第一亚段温度恰与沸腾温

度吻合
,

故可认为本地区含金石英脉的主要形成温度为 3 10 一 35 0℃ 区间
,

即高温阶段
.

早期石英脉形成温度为 2“ 一 320 ℃
,

难以划分阶段
。

1 2 .2 均一温度变化特征 据 3 2一 1矿脉第八
、

九
、

十中段分别沿矿体走向取样测定均一

温度数据表明
,

矿体形成温度大体上是南高北低
,

下高上低
,

可见矿液是由下而上
、

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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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运移
,

从而进一步证明矿液来源于南部
.

.3 3 沸腾现象 本次所测的包体样品中
,

见到有沸腾现象
,

并且有沸腾现象的样品金含

量较高 (均在 0
.

SP pm 以上 )
,

比无沸腾现象样品的金含量高出一个数量级以上 ; 沸腾现

象均发生在含金石英脉 中
,

但早期石英脉无此现象 ; 沸腾温度为 3 10一 350 ℃ 和 370 一
39 0℃

,

本矿床属中一高温成矿温度
,

但主要成矿阶段应为高温阶段
,

这与前述均一温度

频率图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

.3 4 气液包体化学成分

1 .4 1 包体类型

在所研究的早期石英脉及主期含金石英脉中均见有液态型
、

气态型和 纯 气 体 型包

体
,

按其数量多少依次排列为 : 液态型
、

气态型及纯气体型
.

后者较少见
.

气液比
、

液态

型范围为 95 %一60 %
,

多为 80 %一 90 %
,

气态型范围内为 50 %一 10 %
,

多为 30 %一 40 %
.

在含

金石英脉中气态型及纯气体型的数量比早期石英脉中相对多一些
。

1 .4 2 包体成分特征

根据包体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物理化学参数计算
,

并将结果列人表 1
。

表 1 包体化学成分特征值表

T a b le 1 C h a r a ct e
山 it c , a lu se o f 比 e . ! c . l co . P o s i it o o o f i n c l u sl o n

CCCCC 0 2 / H
2000 C l一 / F ---

5 0犷 / C rrr 矿化度度 尺尺 K / N aaa C a / M ggg 盐度〔% )))

早早期石英脉脉 0
.

0 2 888 0
.

9 222 0
.

5 999 4 2
.

7 777 0
.

2 444 1
.

4 777 3
.

4 222 6
.

111

333 2 1矿脉脉 0
.

0 7 666 1
.

0 333 0
.

9 000 70
.

8 000 0
.

7 666 0
.

6 222 6
.

5 666 4
.

000

1110矿脉脉 0
.

0 4 999 1
.

4 666 0
.

3 444 10 9
.

7 777 0
.

6 444 0
.

7 555 1 9 3 777 4
.

111

444 0矿脉脉 0
.

0 6 666 2 7333 0
.

1777 5 8夕 888 0
.

3 111 0
.

7 000 8
.

8 555 2 444

444 2 矿脉脉 0
.

0 7 999 1
.

1000 0
.

6 888 6 1
.

9 888 0 5 999 0
.

6 222 3 5
.

3000 4 222

注 : 只 (还原参数 ) = H
Z + C o + c H -

C 0 2

表 1表明包体成分有如下特征 :

①富 C O : .

据邵洁涟研究 〔’ 〕 C O : / H Z o 值一般多在 0
.

02
se ~
习

.

03 之间
。

本矿区早期石英

脉 C O : / H 20 值较小为 0
.

028
,

其余各含金石英脉的这一 比值均大于 0
.

04
,

一般均高出 1

一2 倍
,

说明含金石英脉中 c o :
含量较高

.

②还原参数 ( R ) 是以气相中还原性气体 H汁 c o + C H 4
克分子数之和 与氧 化性气体

C O :
克分子的 比值 R 表示的

。

早期石英脉 R 值为 0
.

24
,

含金石英脉 R 值范围为 0
.

31 一
0

.

76
,

表明虽然两种石英脉形成时均处于氧化环境中
,

且早期石英脉的氧化性环境较含金

石英脉更强一些
.

故含金石英脉之 R 值大于 0
.

3 时对金矿化有利
.

③阴离子 F 一cl
一 、

5 0军
一

比值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早期石英脉中 cl
一 / F一 0

.

92
,

F 一略大

于 c1
一 ,

5 0录
一
/ cl 一 0

.

59
.

cl
一 > 5 0尽

一 ,

表明溶液中 F 一> cI
一 > 5 0孟

一 ,

且 F
一

与 a 一
近于相

等
.

说明早期热液中以 卤族元素 F
、

lC 阴离子为主
.

在含金石英脉中 lC
一 / F 一

比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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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03 一 2
.

73 )
,

5 0牛/ cl
一 < 1 (0

.

1 7
闭

.

90 )
,

表明在含金热液中 F 一 < c --l > s 《 几 以 lC
一
离

子为主
,

金主要是以 〔A u 1C
4〕 2一

络合物形式运移的
.

④ 早期石 英脉 K / N a = 1
.

47
,

表明无矿热液 富含 K ; 含 金石英脉 K / N a < 1
,

表明含矿热液富 N a
.

·

⑤ 在早期石英脉中 C a / M g = 3
.

42
,

含金石英脉中 c a / M g 范围 6
.

5 6一 35
.

30
,

属

富C a
热 液

,

且 C a / M g 值高于无矿溶液 2一 10 倍
.

⑥ 早期石英脉中矿化度为 42
.

779 / 1清金石英脉中矿化度范围是 43
.

93 一 109
.

779 l/
,

矿化度高对成矿有利
。

⑦早期石英脉盐度为 6
.

07 w t%
,

含金石英脉的盐度范围为 2
.

4一 .4 2wt %
,

即有

利金成矿盐度值在 2一 4 之间
.

⑧通过上述物理化学参数计算
,

本矿区的两种石英脉的化学成分是有差异的
.

早期

石英脉为 C o : 一 H
2 0 一

(F cl ) 一 ca (M g )型
,

重盐度 ; 含金石英脉为 c o : 一 H
2 0 一 cl 一 N a 一

C a
型

,

轻盐度
。

4 微 . 元素特征

4
.

1 石英微量元素含量及浓集克拉克值长 表 2 )

表 2 石英徽 t 元素含通及浓集克拉克值 (p pm )

T a b l e 2 T r a e e e le . e . t e o . et 一 t 二 d e o . ce . tr 吐 10 . e l a kr e 伽P. ) of q u a rt z

脉脉号号 A uuu A ggg Biii WWW C uuu P bbb Z nnn C 000 N iii M 000 A SSS S bbb H ggg T iii M nnn

早早期期 0 0 3444 0
.

0 888 1
.

1 222 6
.

000 14
.

666 1 0 000 17
.

000 1
.

0 333 1
.

6 777 1
.

000 2
.

333 0 6 333 0
.

222 2 6
.

111 1 1666

名名名
.

7 555 1
.

111 6 5 888 4
.

000 0 2 666 0
.

888 0
.

2 444 0
.

0 444 0 0 222 0
.

6 777 l 222 3
.

1555 2
.

555 0
.

0 0 555 0
.

12 222

333 2一 lll 1 5333 1
.

8 666 名4
.

222 9
.

111 2 8 000 6 7 666 4 3
.

333 5 555 2 1 777 2
.

9 444 12 000 2
.

4 111 0 3 333 60
.

333 1 2 333

33333 8 333 2 6 666 4 9
.

555 6 000 0
.

555 5
.

444 0
.

6 222 0
.

2 222 0
.

0 444 1
.

9 666 6
.

777 10
.

2 555 4
.

111 0
.

0 1 111 0
.

1 2 999

777 666 3
.

222 0
.

2 666 3 4
.

333 9
.

000 16 555 10
.

000 2 8
.

555 1
.

1 555 1 7
.

000 1
.

000 4
.

5 555 1
.

2 555 0
.

3 111 5 0
.

000 1 1333

88888 oooo 3
.

7 !!! 20 222 6
.

000 0
.

333 0 888 0
.

4 111 0 0 777 0
.

2 222 0 6 777 2
.

555 6
.

1 555 3 888 0
.

0 0 999 0
.

1 1 999

III 000 0 777 0 2 222 10
.

777 8
.

000 4 3
.

000 10
.

000 1 3
.

000 1
.

999 2 4
.

000 50 .000 6
.

444 1
.

777 0
.

222 5 0
.

000 12 555

11111 7 555 3
.

1 444 6 333 5 333 0
.

7 888 0
.

888 0
.

0 1444 0
.

0 888 0
.

3 222 33
.

333 3 666 8
.

555 2
.

555 .0 0 0 999 0
.

1 3 222

444 222 2 3
.

888 1
.

5 888 14 222 2 444 17 000 17 000 5 4
.

000 2
.

666 3 0
.

000 1
.

555 2
.

888 2
.

444 0
.

222 5 0力力 1 1999

55555 9 5 000 2 2
.

666 名3 555 l 666 0
.

3 111 1
.

3666 0
.

7 777 0
.

111 0
.

444 1
.

000 1
.

666 l 222 2
.

555 .0 0 0 999 0
.

12 555

444000 0
.

222 0
.

5 888 2 4
.

999 l 666 4 7
.

000 14
.

000 8
.

999 2
.

777 3 2 000 4
.

555 1 1
.

000 2 222 0
.

8 888 2 4222 1 8 333

55555000 8
.

2 888 14 666 1 0
.

777 0
.

8 555 1
.

111 0
.

1222 0
.

1 111 0
.

4 333 3 000 6
.

111 l lll 1 111 0
.

4 222 0
.

1 9 333

66666 3
.

000 0
.

7 666 2 4
.

888 1 2
.

000 46 .000 2 9
.

000 1 2 000 9
.

999 3 6
.

000 1
.

000 2 888 2
.

111 0 3777 5 0
.

000 12 777

77777 5 000 10 888 14
.

666 8
.

000 0
.

8 444 2
.

333 0
.

1 777 0 3 666 0
.

4 888 0
.

6 777 1
.

666 10
.

555 4
.

666 0
.

00 999 0 13 444

地地壳岩石石 0 0 0 444 0
.

0 777 0
.

1 777 1
.

555 5 555 12
.

555 7000 2 555 7 555 1
.

555 1
.

888 0 222 0
.

0 888 5 777 9 5 000

克克拉克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注
: ①地壳岩石克拉克值据泰勒 ;②浓集克拉克值二元素含 t

克拉克值
;③表中数字例

: .0 03 4元素含里 ; 8.7 5 浓集克拉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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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以发现: 早期石英脉中各个微量元素的含量几乎无一例外的低于含金石英脉

中相同元素的含量
.

同时
,

可以根据浓集克拉克值
,

将微量元素分为三类 : 第一类
,

浓集

克拉克值小于 1
,

即元素含量低于克拉克值
,

有 c u
、

z n
、

c 。
、

N i
、

iT
、

M ;n 第二类浓

集克拉克值近似等于 1 到 2
,

也就是说元索含量等于或稍大于克拉克值的元素有 P .b

M ;o 第三类浓集克拉克值大于 2
,

即元素含量大大超过克拉克值的含量有 A u
、

A g
、

iB
、

w
、

sb
、

A s
、

H g
.

为了研究微量元素分配特征的规律性
,

将刘桂芝 ( 1991 年) ⑦

关于五龙金矿区岩石微量元素计算的浓集克拉克值转引后重新计算结果如表 3
.

表 3 岩石橄 , 元 t 及浓集克拉克位 (单位即 . )

T .卜le 3 T ar e e d . .e t e o一加一 t .闷 ~ . t rt t ol 一 e l. r k . ( p p . ) o f r
co k -

岩岩石名称称 A UUU A ggg C UUU Pbbb Z nnn

iiiN C 000 B iii A SSS Sbbb

花花岗片麻岩岩 0
.

0 2 222 0
.

3 888 4 000 8 000 7 000 8
.

333 8 333 0
.

3 333 2
.

6 555 0 8 333

55555
.

555 5
.

4 333 0
.

7 333 .6扔扔 1
.

000 0 1 111 0
.

3 333 1 9 444 10 333 1
.

3444

三三股流流 0 0 3 666 0
.

5 0 777 6 8
.

999 8 6
.

777 l oooo 10
.

111 7
.

2 444 9
.

4 777 4 1 555 3
.

4 555

花花岗闪长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99999
.

000 7
.

2 444 1
.

2 555 0
.

9 444 1
.

4 333 0
.

1333 0 4 999 5 5
.

777 1 8
.

888 5
.

5666

中中酸性脉岩岩 0
.

0 3 999 0
.

1444 ` 555 3 3
.

999 肠 .333 1 6
.

777 1 5
.

000 2
.

555 12 444 0
,

3 555

99999
.

7 555 2
.

000 1
.

1 888 2
.

7 111 0
.

9 555 0
.

2 222 0
.

666 1 4
.

777 5
.

6 333 0
.

5 666

基基性脉岩岩 .0 0 2444 0
.

1666 3 000 15
.

000 9 3
.

000 7 0
.

000 1 6
.

777 0 lll 9
.

8 333 0
.

3 333

66666
.

000 2
.

2 999 0
.

5444 1
.

222 1
.

3 333 0
.

9 333 0
.

6 777 0
.

5 999 4 4 777 0
.

5 333

地地壳克拉克值值 .0 00444 0
.

0 777 5 555 1
.

2 555 70 .000 7 5
.

000 2 5 000 0
.

1777 1
.

888 0
.

6 222

(((据泰勒)))))))))))))))))))))))

从表 2 与表 3 对比可以看出
,

石英脉中石英与岩石中石英的微量元素的浓集克拉克值

几乎相同
,

均在低于 1和大于 2 的范围
。

而浓集克拉克值在 1一 2 之间的元素
,

由于元素

分析项目不齐全
,

故难于对比
,

但从已列出的结果可以说明石英脉与本地区的岩浆岩微量

元素有明显继承性的特点
.

根据含金石英脉中的微量元素浓集程度大小
,

可将金属元素含量由高至低序列依次排

列为 A u
、

B i
、

A g
、

W
、

S b
、

A s
、

H g
、

P b
、

M o
、

C u
、

Z n
、

N i
、

C o
、

M n
、

T i
.

.4 2 A u / A g 比值

早期石英脉 A u / A g 比值变化范围为 0
.

18 6一 0
.

778
,

平均值为 0
.

51 ; 含金石英脉

nA / A g 比值变化范围为 0
.

0 36 一 15
,

06
,

平均值为 4
.

37
,

其中比值大于 1 者占总测定样品

数的 69 %
.

又从 20 个样品的 A g 品位在 。
.

1一
-。

.

s p p m 范围的达 80 %
,

表明 A g 品位变化

是较稳定的
.

由于金
、

银元素有较好的相关关系
,

相关系数 .0 7 925
,

因此
,

A u / A g 比值

是评价石英脉含金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5 石英热发光特征

石英热发光样品测出的热发光曲线可分为三种类型
.

第一类单峰型
,

为开阔的单峰
,

最高发光强度多在 25 % 以下
,

高峰发光温度在 23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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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0 ℃
,

这一类为极贫矿型
,

早期石英脉多属此类
.

第二类双峰型
,

为不对称双峰
,

双峰不等高
.

第一高峰发光强度为 35 %一4 5%
,

高

峰温度 230 一 270 ℃
。

第二高峰发光强度稍低 为 25 %一 30 %
,

高峰发光温度为 2 70 一

30 0℃
.

这一类型属较贫矿型
,
含金石英脉中低品位石英脉属此类型

.

第三类多峰型
,

为开阔不对称型热发光曲线
,

低温区峰坡稍陡
,

顶峰宽且有小峰多次

出现
,

高温区峰坡缓缓持续不降
,

峰坡不平溉最高峰发光强度在 30 %左右玉而高温区的低

谷强度也持续在 20 % 左右
.

属富矿型
,

由此可见
,

由单峰~ 双峰~ 多峰
,

金矿化由极贫 , 较富
.

6 红外光谱特征

通过对 8个样品红外光谱测定发现石英中 H 2 0
、

C O :
包体的红外光谱分别位于

3 4 0 0 e m一 ` 、

2 3 00C m
一 ,
附近

,

其相对光密度结果如表 4
.

表 4 石英包体红外吸收光谱相对光密度表

T a bk 4 R e la t lve o P t lc a l d e二l t y o f 恤介 . r曰 曲 . 0印 t l o二衅 d r o

.co
, y of r i . c l. s lo “ 恤 q u . r yt

样样号号 岩 性性 H
2 000 C O:::

金含 ttt 备注注

((((((((((( p p m )))))

CCC一 111 早期石英脉脉 0
.

9 999 3 3 444 0
.

0 1 33333

CCC一 222 早期石英脉脉 0
.

9 222 0
.

3666 0 0 9 88888

CCC一 333 含金石英脉脉 .2 7000 0
.

9 666 3名oooooo

CCC一 555 含金石英脉脉 1
`

0666 0
.

2 999 .0 4 000000

CCC一 777 含金石英脉脉 1 5 666 0
.

4 44444 未分析金金

CCC一 888 含金石英脉脉 2
.

0000 0
.

7 999 6
一

4 000000

CCC一 1 000 含金石英脉脉 2 0 333 0
.

5 22222 未分析金金

CCC一 1 111 含金石英脉脉 1
.

9 444 0
.

7 000 2
一

oooooo

上表清楚表明早期 (无矿 ) 石英脉中
,

石英包体 H Z o 的相对光密度均小于 1
,

而含

金石英脉中石英包体 H
Z o 的相对光密 度 均大于 1

,

且 C o : 的相对光密度值越高样品中

金品位也越高
,

故红外吸收光谱也是金富集的重要标型特征之一

7 结 论

通过对五龙金矿含金石英脉中石英的显微构造
、

气液包体
,

微量元素及热发光的标型

特征研究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

①石英显微构造中石英晶体的塑性变形 (变形纹
,

变形带及亚颗粒 ) 和脆性变形 (微

裂隙 ) 及熔融现象 (焊接构造 ) 等普遍发育的特点是评价含金石英脉标型特征之一
②气液包体综合特征亦可作为石英脉含金性评价标志之一
含金石英脉中气液包体数量多

,

成矿温度阶段性显示明显
,

沸腾现象发育
.

包体的化

学成分中高 c 0 2 .

富 c l
、

富 N a
,

高 c a ,

较高矿化度和较低盐度
,

其成矿溶液化学成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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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 2 ee H
ZO一 C卜 N a-- C a型

.

无矿 (早期 )石英脉中气液包体数 t少
,

成矿沮度难以划分阶段
,

未见沸腾现象
,

其

包体化学成分中富含 c o :
( C 0 2

/ H刃 < 0
.

03 为 0 .0 2 4)
、

富 F ( cl ) ( C r / F 一 = 0
.

9 .2

so 犷/ C -I = .0 59
,

F 一 > c 广> 5
:-0 )

、

富 K ( K / N a > 1 为 1
.

4)
,

稍 富 C :

( c a / M g = 3
.

42 )
,

矿化度较低 ( 42
.

” )
,

盐度较高 (6
.

lwt % )
,

其溶液化学成分为

q o ee H 2 0卜F ( c l )- K 一 C a

(M g )型
.

③微量元家中 s b
、

iB
、

w
、

A g 是主要成矿元紊与金密切相关
,

其相关系数依次是

.0 97
,

.0 %
,

.0 84
,

.0 74
.

且这四种元素的浓集克拉克值较高依次为 6
.

12 `通2
,

10
.

补召4 .2
,

.5 3月 6
,

.0 2 } -l
.

86
.

所以也可作为找金的标志
.

④热发光曲线在含金石英脉中为开阔
、

不对称的双峰
,

多峰型
、

而无矿石英脉则为单

峰型
,

亦可以作为找金的石英标型特征
.

五龙金矿床石英脉很多
,

根据地质特征综合应用石英矿物标型特征对于找金是有很大

指示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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