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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活化法在老寨湾金矿微量元素特征分析上的应用

侯晔
(成都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59)

摘要：采用中子活化分析方法测试了老寨湾金矿区内的硅化褐铁矿化石英砂岩类、辉绿岩类、灰岩类和黄铁矿样

品的微量元素特征，并利用元素地球化学研究方法对元素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该地区可以利用

金的伴生元素来指导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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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寨湾金矿地处云南、广西边境，位于滇、黔、桂

区域内。金矿产于哀牢山金、多金属成矿带南端，为

几个地质大地构造单元的交接部位，因此具有极好

的成矿条件。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的硅化褐铁矿

化石英砂岩、石英砂岩，其次为三叠系灰岩等。

1 样品的采集和辐照条件

样品大都采自6个不同的钻孔中，孔深不超过

100 m，少数为重砂及剥土取样(表1)。样品经烘干

粉碎至200目左右，每个样品质量为40～50 IIlg，样

品在中国核动力研究院池式反应堆中照射，中子注

量率约为1×1 013 cm～·s～。样品冷却3 d后，进

行第1次测试，测试K、Na、w、舡、Au、u、IJa、Sm等

元素。冷却10 d后，进行第2次测试，测试Fe、Ca、

Se、Sc、Co、Ni、zn、Rb、Sr、Cs、Ba、Zr、Hf、Ta、n、Ag、

Sb、Ce、Nd、Eu、卟、Yb、Lu等元素。用自编NACP谱

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表l老寨湾金矿的钻孔取样情况

相关关系，但与Fe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

系；即在某些地段Fe高Au也高，例如在zI<25703

钻孔中，灰绿岩中的Fe含量为5．427％，Au含量达

5 210×10一。在有些富矿地段这种关系更为明显。

但是这种关系不存在普遍性，例如zI(26010钻孔

中，Fe含量的变化为7．325％一8．135％，而Au含量

变化仅为(0．8—10．5)×10一。这种变化主要取决

于Fe的成因时间和后期热液蚀变程度，成因晚蚀变

程度强的矿化要更好一些。

2．2微量元素特征

在老寨湾金矿整个矿区中，Au与As之间存在

着正相关关系(图la)，r=0．694。在矿化地段，相

关系数(r=0．785)要更大一些(图lb)。Au与其他

2矿床的某些微量元素特征

2’1害笔霈蓉u与Na、K、ca之间没有明显的 图l老寨湾金矿区As．Au相关关系
在该矿床中，Au与Na、K、ca之间没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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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的特征表现在不同的钻孔中各不相同，有

的钻孔中表现出Au与Ti(X荧光所测)、Sb、Fe、Ba

甚至与稀土元素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有的钻

孔中却不存在这种关系。

2．3稀土元素特征

2．3．1矿化(或矿石)地段与成矿围岩稀土元素

在金矿区矿化地段与成矿围岩中Au与稀土元

素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部分有代表性的样品

的稀土元素含量和特征参数见表2，其中黄铁矿为

单矿物)，但是叫LRE。／加H肛。值与大陆上地壳丰度值

(一般在10左右，不同学者看法不同)相比，要小得

多，一般在5—7之间，说明成矿源区已经过了强烈

的改造，使Au远高于上地壳丰度值(1．8×lO一，引

自高山等，1999)，就是在围岩中也为大陆上地壳的

数倍至数十倍。As、Sb等金属元素也都大大高于上

地壳的丰度值，说明该地块本身就是Au等多金属

表2矿石或岩石中稀土元素含量和特征参数

删La ce Nd sm Eu他Yb h燮Au
右臼 ∞H眦

石英砂岩59．58 128．75 67．05 16．04 2．7l 2．35 6．4l O．85 5．∞8．2

粉砂岩22．43 49．04 21．70 3．88 0．73 0．66 1．黔1．26 7．26 3028

泥岩87．90 147．14 82．朗16．89 2．56 2，93 8．19 1．28 5．60 6．4

辉绿岩21．76 45．98 30．∞5．75 1．17 1．∞2．10 0．28 5．”5210

灰岩 8．26 18．22 11．45 1．86 O．46 O．38 1．40 0．16 4．84 81．4

黄铁矿2．昕3．20 1．95 O．49 0．1l 0．09 O．27 0．04 4．19 1368

注：8个稀土元素含量为实测值，LREE与HREE中其他稀土值

为反推计算值；Au含量单位为10一，其他的为lO一6

矿的异常区域。

2．3．2单矿物中稀土元素

单矿物以黄铁矿为例，其中的稀土元素相对于

成矿围岩或矿石中稀土元素要低得多，我们在该矿

区共测试了6个黄铁矿单矿物，其稀土总量的分布

范围在(8．18—13．50)×lO“之间，其中有5个黄铁

矿单矿物中的稀土总量不到9×10一；相当于一般

岩石的1／6左右，其加眦。／伽HRE。值在4左右，与一般

岩石或矿石比较接近。

2．4不同岩性中金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差异

该矿床不同岩性中的Au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差

异是较大的，反映在不同成矿期中，后期的热液活动

使得Au及其他微量元素相对富集。

3微量元素特征的找矿意义

通过Au与其他微量元素伴生组合的关系，可

以看出，该金矿床为金-多金属金矿，可以综合开发

利用。

利用Au与As的正相关关系，可以将As作为

金的找矿标志，因而能够增加金的其他找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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