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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熊耳山青岗坪金矿床特征

及其稳定同位素研究

陈杜 崔毫 徐孟 罗 郭时然

(河南有色地勘局研究所 )

青岗坪金矿为缓倾式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
,

具产状平缓
、

矿体薄
、

品位高
、

延伸长的特点
.

成

矿物质主要来源于花山花岗岩
,

是燕山期花岗岩浆活动的产物
,

具有大中型矿床成矿条件
。

关健词 豫西 青岗坪 金矿 缓倾式 稳定同位素 花岗岩
.

熊耳山是豫西继小秦岭之后又一重要的金银矿床找矿基地
,

现已发现大中型矿床十多处
。

青岗坪金矿床主要矿化类型为缓倾式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化
。

1 区域地质

熊耳山位于华北地台南缘华熊地体中段
,

整体上呈北东向
,

西侧为中新生代盆地
,

最新

的研究成果表明熊耳 山隆起为一个变质核杂岩构造 0
。

区内出露地 层主要为太古宇太华群变质岩系和中元古界熊耳群火山岩系
。

太华群主要岩

性有角闪斜长片麻岩
、

角闪岩
、

黑云斜长片麻岩等
,

构成变质核杂岩构造之核部
。

熊耳群主

要岩性有英安岩
、

安 山岩
、

玄武安山岩等
,

构成变质核杂岩构造之盖层
。

第三
、

第四系沉积

物分布于隆起两侧盆地中
。

区内岩浆活动活跃
,

如太古宙基性
、

超基性岩浆活动
,

元古宙以熊耳群为代表的火山喷

发及相应岩浆侵入活动等
,

燕 山期花岗岩浆多期多阶段侵入
,

形成花山花岗岩基及众多花岗

岩株
、

岩脉等
。

物化探资料及遥感影像解译表明熊耳山西段有隐伏中酸性岩体存在 .
。

区内金

矿床和花岗岩有密切的空间关系
。

在花山花岗岩基周围有上宫
、

祁雨沟
、

瑶沟
、

小池沟
、

干

树凹等大中型金矿床产出
,

在熊耳山西段隐伏岩体顶盖产出铁炉坪
,

篙坪沟等大中型银矿床
。

区内断裂构造主要有 N W 至近 EW 向
、

N E 向
、

近 SN 向等几组
。

NW 至近 EW 向断裂在

豫西极为发育
,

主要出现于熊耳山南侧
,

以马超营断裂带为代表
,

规模最大
。

马超营断裂带

由 3~ 4 条破碎带组成
,

倾向北
,

对潭头盆地
、

卢氏盆地以及北东向断裂均有控制作用
。

N E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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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在区 内也较发育
,

熊耳山与其两侧盆地间即以 N E 向断裂为界
,

山体内该组断裂呈等间距

产出
,

间距 2一 4k m
。

N E 向断裂为区内最重要的控矿断裂
,

熊耳山地区陡倾式构造蚀变岩型

矿床多产出于该组破碎带中
。

2 矿床地质

矿区 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华群角闪斜长片麻岩和斜长角闪片麻岩及少鼠黑 云斜长片麻

岩
,

后者呈透镜体产出
,

和矿化关系密切
。

矿区南侧出露熊耳群
,

矿区北侧约 kI m 为花山花

岗岩基
,

南东侧为五丈山花岗岩体
。

矿区内有近东西向辉绿岩脉产出
.

最大者宽 3一 3o m
,

长

2 0 0 0 m
。

区内还有小花岗斑岩体出现
。

熊耳山变质核杂岩构造之拆离断层带即太华群 与熊耳群

接触带呈近 EW "IJ 从矿区南侧通过
,

区 内层间破碎带发育
.

矿床产出于拆离断层下盘太华释

层间破碎带中
。

含矿构造为太华群层间破碎带
.

黑 云斜长片麻岩透镜体
,

}
,

层 ! ,HJ破碎带发育较好
,

在透镜

体间
,

破碎带发育较差
。

破碎带内构造岩发育
,

蚀变强烈
。

在黑云斜长片麻岩透镜体中
,

构

造岩以糜棱岩和糜棱岩化黑云斜长片麻岩为上
,

蚀变类型为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
、

硅化
、

黄

铁矿化等
。

在透镜体外
,

构造岩以糜棱岩和糜陵岩化角砾岩为主
,

蚀变以绿泥石化
、

绢云母

化等类型为主
。

构造蚀变岩分带现象明显
。

区 内已发现六条矿化破碎带
,

其中一 条为陡倾式矿化破碎带
。

矿化破碎带总体走向北西
,

倾向南西
,

倾角一般 15 一 3 00
,

最大不超过 4 5
“ 。

破碎带个体长 2 80 一 2 3 o o m
,

宽度
一

般小于

0
.

s m
,

最宽可达 l m 以上
。

I 号矿脉为最大的一条
.

总体倾向 SW 2 40
“ ,

倾角 10 一 3 00
。

矿脉

严格受层间破碎带控制
,

呈单层状
,

形态简单
,

矿化连续
,

一般厚 0
.

1一 .0 sm
,

最厚 L 找m
,

平均 o
·

4 7 n `
。

矿石中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褐铁矿
、

赤铁矿等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绢

云母
、

长石
、

绿泥石
、

方解石等
。

金主要以白然金为主
,

巨粒
、

粗粒较 多
,

多以 粒问金
、

裂

隙金
、

包体金形式存在
,

其它金矿物有银金矿
、

蹄金矿等
,

数量较少
。

矿石品位较高
,
N 号脉最高品位 3 0 0。丫 10

6 ,

平均 n ·

10 丫 10
6 ,

矿体中部强硅化蚀变的

部位
,

金品位大于 10 0 义 10
` ,

是豫西金品位最高的金矿床
。

其伴生银可以综合利用
。

矿石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 (仅有两个数据
,

3 36 ℃
、

40 4
’

C ) 平均 3 70
`

C ( 见表 1 )
,

是熊

耳山地区温度较高的一个金矿床
。

缓倾式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化与陡倾式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化相比几有如下特征
:

m 矿脉产

状平缓
、

倾角一般 15 ~ 3 00
,

多沿太华群或熊耳群内层面或层间破碎带产出
;

(2) 产状稳定延 长

较远
,

多达数千米
; ③厚度较小

,

仅数厘米到数 f
一

厘米
;

m 品位高
。

这类矿 化在洛宁县境内

分布较广
,

在蜻山东南侧罗岭
、

长水
,

熊耳山北西侧的下峪
、

兴华等地均有显示
.

由于厚度

较小
,

多为民采点或矿化点
,

目前仅青岗坪矿床为成型矿床
,

其规模可达中一大型
。

3 稳定同位素特征

3
.

1 氢氧同位素

矿石中石英 l3
R
O 变化于 9

.

1叼
。

~ n
.

24 %
。 ,

平均 1 0
.

14 %
。 ,

略高于太华群及花岗岩中石英

81
日
0 值

。

石英包寰体水占D 变化于 一 63
.

1%
。

一 一 9 6
.

3%
。 ,

平均一 83
.

3叼
。 ,

略低 J’. 花岗岩中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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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体水的 占D (表 1 )
。

矿石石英 子
8
0 和包裹体水 a D 具反相关关系

。

根据 Cl y T o n 石英一 水氧同位素分馏方程
:

10 0 0 In Q Q
一
H : o
= 3

·

3 8 X 10 `
T

’
一 3

.

4 1 ’ J

推测和石英达氧同位素平衡的矿液水 子
.
0 变化于 3

.

4 %
。
~ 7

.

3 4%
。 ,

在 护
R
O

H
, 。
一 占D

H月关 系图

上
,

多数样品投影于金铜 系列岩浆水范围内 (图 1 )
。

衰 l 氮权同位紊组成

T a b le 1 I s o t o P le e o m P o s l t lo n o f H a n d o

采样位 t 占, 8 0 ( %
。 ) 均 一温度 (亡 ) 占

, 8
0 。

,
o ( %

。 ) 占D 。
,
o ( %

。 )

青岗坪

:
.

::
.34.473

1 1
.

24

1 0
.

70

9
.

1 0

n0000已JOé9OJQ口..

…
OJQó9丹了Oó

太华群2[]

:
’

:
花岗岩 } 2 1

样号

青 3

青 4

青 5

青 6

F h 6 7 2

F卜6 6 1

F卜0 4 4

F h 0 5 2

矿物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4 0 4

( 37 0 )

3 3 6

( 3 7 0 )

4 5 0

4 0 0

6 0 0

6 0 0 : :

一 9 2
.

5

一 9 6
.

3

一 6 3
.

1

一 8 1
.

2

一 2 4
.

5

一 2 7
.

6

一 6 8
.

7

一 6 4
.

7

成矿期水主要来自花岗岩
.

由于大气降水 子
吕0 值很高

,

因此其加入导致矿液 捌
8 0 值降

低
,

矿石石英 护
.
0 高于花岗岩及太华群中石英 子

日
O

,

说明大气降水对成矿热液影响较小
。

WM

一一

++ǔ日|
匕h卜冲

.

一 4 0

M ( W

…
月

…
一 16 一 8 0 4 8 12 16

(
少I

卜
( ) 呱

.

24

图 l 矿床 J , .
0

0 20 一 占D H Zo
关系图 { ’ l

1 I s o t o p ie e o
m p

o s it io n o f H a n
d O

o f w a t e r i n m
e t a 1lo g e n ie f l : 一id

。--80ō饰

M W一变质水 (m e t a m o r p h o u
, w a t e r ) , M C W一 金钥系列岩浆水 ( m a g nr a t i e w

a t e r o f g o ld一 c o p p e r : e r i。 ,
) ; M W L一大气降

水线 ( t h
e
l i n

e o f m e t e o r i e w a t e r
) . 1一太华群 ( T a ih u a g r o u p ) ; 2一花岗岩 (g

r a o i t e ) . 3一矿石 ( o
r e ) ; 4一上宫金矿川

(
s
卜
a n g g o n g g o l d d

e p o “ i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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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铅同位素

熊耳山地区金银矿床

及花岗岩的铅同位素组成

与熊耳群铅同位素组成差

别较大
,

和太华群铅同位

素组成相似
,

说明金银矿

床与花岗岩的铅主要来 自

太华群
。

花山花岗岩基比

以篙坪沟花岗斑岩为代表

的熊耳山西段隐伏岩体贫

放射性成因铅
。

相应的花

山花 岗岩基周围的上宫
、

祁雨沟
、

瑶沟金矿床比熊

耳山西段隐伏岩仿周围的

篙坪沟
、

铁炉坪银铅矿贫

放射性成因铅
,

显然花岗

岩铅对于矿床铅同位素组

成有明显的影响
,

花岗岩

是 矿床 铅主 要 的直接 来

源
。 ’ “ ’

青岗坪矿床矿石中黄

铁矿铅同位素组成 (表 2)

和花山花岗岩基周围的金

矿床如上宫
、

祁雨沟
、

瑶

沟铅同位素组成相似
,

在

铅构造模式图 (图 2) 上
,

投影于金矿 田范围内
,

说

1 7
.

0 17
.

5 18
.

0 18
.

5 19
,

0 1 9
.

5

止 {、 )
!
, h

图 2 熊耳山地 区矿床
、

岩 石铅同位家在 oD
e
和 Z盯 t m an

构造模式图上的位 置 1 5 !

F ig
.

2 D o e a n d Z
a r t m a n d ; a 只r a m

、 卜o w in g t h
e p o s i t i o n o f P b

is o t o p e o f r o e k a n
d d

e p o 、 it in X io n g e r s
h
a n a r e a

I 一 金矿 田范围 ( r a o g e o f
a u r i f

o r o 、 , 、
`i

。 、 LI ) 、 1 一银铅矿田 范围 ( r a
n g o o f

s i l
v e r 一

l e a d f i
o
l
`
, ) . 1一上宫

、

祁雨沟
、

瑶沟金矿床 ( s }
, : . n g g o o g

,

Q iy u g o
u 。 n (

1 Y
a o g o u 9 0 1

(
l

d e p o 、 i t、 ) ; 2一花 山花岗 岩墓 ( g r ; Ln i t o t
、 ;、 t l

、 u l id
、 ) 、 3一铁 炉坪

、

篱 坪沟银 铅矿 床

( T i
o
l
u p i n g a n d H

a o p i n g g o : : 、 i l v e r 一 I
。 ;、 ` l ( lo p o s i : 、 ) : 4一篙坪沟花岗斑岩 ( g r ; . o i t e 一

p o r p ! , y r y i n I l o o p i n g g o u ) . 5一熊 耳群 ( X s: , n g o r g r o u p ) ` 6一太华群 ( T
a ih、

: a

g r o u p ) , 7一青岗坪金矿 ( Q i
n g g , n g p i o g g o ld d

e p o s i r )

明青岗坪金矿与算它金矿床一样
,

铅直接来源于花山花岗岩基
。

农 2 矿石铅同位紊组成

T a b le 2 C o
m P

o s i t i o n o f l e a d is o t o P e o f o r e

徉 号 测 定 矿 物 之o 6 P b / 之 0弓 P b 20 ? P卜/ Zo 4 P b 艺o 8 P b /
之o书 P l

,

黄铁 矿

黄铁矿

黄铁 矿

1 7
.

3 4 0 15
.

3 9 9 3 7
.

8 7 9

1 7
.

3 0 6 16
.

43 9 3 7
.

9 2 4

1 7
.

3 4 2 15
.

4 6 2 3 8
.

0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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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硫同位素

N 号脉矿石中黄铁矿 护
,
S 变化于 0

.

25 编一 4
.

2编范围内 〔表 3 )
,

平均 2
.

94 %
。 ,

变化幅度

较小
,

约 3
.

95 编
。

说明黄铁矿形成时物理化学条件较为稳定
。

其变化幅度在岩浆热液成因硫

化物 护
` S < 5编「, ’的变化范围内

,

具岩浆成因硫化物硫同位素特征
。

农 3 矿石硫同位紊组成

T
a b l e 3 I s o t o P l e e o m P

o , i t io n

o f 5 o f 山 e o r“

样号 侧定矿物 护 ,s (练 )

5 9 1 15 黄铁矿 0
.

2 5

5 9一 10 黄铁矿 3
.

9

5 9 1 1 1 黄铁矿 4
.

2

5 9 1 12 黄铁矿 3
.

4

4 地质找矿意义

该矿床与花山岩体周围的其它矿床
.

如上宫
、

瑶沟
、

祁雨沟

等金矿床具有相似的成矿背景
、

相同的物质来源
,

是燕山期花岗

岩浆活动的产物
,

本身即具有大
、

中型矿床的成矿条件
,

同时也

是其它金矿床
,

如爆破角砾岩型金矿床
、

陡倾式构造蚀变岩型金

矿床的找矿标志
。

参考文献

丁佛平
.

氢氧同位素地球化学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范宏瑞
.

豫西熊耳 山地区岩石和金矿床德定同位索地球化学研究
.

地质找矿论丛
,

19 94
,

张理刚
.

毯定同位素在地质科学 中的应 用
.

西安
:

陕 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
, 1 9 9 .2

陈衍景
,

富士后
.

豫西金矿成矿规律
.

北京
:

地展出版社
,

19 9 .2

公咒 和 Z o t m
a n

.

显生宙的铅结构
.

见
:

热液矿床地 球化学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8 .5

陈旺
.

豫西熊耳山金矿床和银 (铅 ) 矿床铅同位素研 究
.

贵金属地质
.

1 9 95
,

(3 )
.

南京大学地质系
.

地球化学
.

科学出版社
,

19 7 .9

罗
`

T H E F E A T U R E O F Q I N G G A N G P I N G G O L D D E P O S I T A N D

S T U D Y O N T H E S T A B I E I S O T O P E
,

X I O N G E R S H A N A R E A
,

W E S T E R N H E N A N P R O V I N C E

C h e n W a n g C u i oB X u M e n g l
u o G t . o S h i r a n

H
, , a n I

o s t万t u r o of N
o 月介 r

or
u : 加亡 t a l M i , 。 r a l R

。 , o u r c o s a n d G , 口1 0刀 )

A b s t r a C t

Q i n g g a n g p i n g d e p o s i t 15 a lo w 一 a n g l e a l t e r e d f r a e t t : r a l r o e k t y p e g o ld d e p o s i t
.

I t 15 l o w 一

a n g l e
,
t h i n

,

h i g h g r a d e a n d l o n g e x t e n d i n g
.

T h e s t u d y o n s t a b l e is o t o p e s s t一g g e
s t s t h e m e t a l l o

-

g e n i e m a t e r ia l d e r iv e d f r o m H u a s h a n g r a n i t e
.

A s o t h e r g o ld d e p o s i t s i n X i o n g e r , h a n a r e a t h e

d e P o s i t 15 f o r m e d b y Y a n , h a n n i a n g r a n i t e
.

T h e r e a r e m e t a l l o g e n i e e o n d i t io n s f o r m id d le 一

la r g e s e a le g o ld d e p o s i t s
.

K e y w o r d s w e s t e r n H e n a n Q i n g g a n g p i n g g o l d d e p o s i t lo w 一 a n g l e t y p e s t a b l e

l s o t o P e s g r a n l t

作者简介 请见本刊 1 9 9 5年 Vo l
·

4 N o
·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