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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雨沟含金角砾岩筒中的冰长石 方解石组合

及其矿床地质意义

张元厚#，!，张世红#，韩以贵#，韩 军9，赵英豪9，:;78<3)=;7>83?
（#5中国地质大学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9；!5吉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9$$%#；

95河南省金源黄金公司，河南 洛阳 ?A#$$$；?5.B343C=<74DE;FBG3HIBJKB;8&EJK;74=7，)B;KL%$$?，&EJK;74=7）

摘 要：通过野外地质、岩相学、拉曼光谱和电子探针分析，对祁雨沟!号和?号含金角砾岩筒中冰长石 方解石蚀

变矿物组合特征进行了描述。含金角砾岩筒成矿作用分为两期：面状矿化和脉状矿化。面状矿化的蚀变主要有阳

起石化、绿色黑云母化、绿泥石化、冰长石化、硅化、绿帘石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和少量的绢云母化。脉状矿化蚀变

为硅化、绢云母化和少量的碳酸盐化。通过对角砾岩筒的蚀变与成矿作用关系研究，认为冰长石 方解石蚀变与含金

角砾岩金成矿作用是同期，从而确定祁雨沟含金角砾岩筒是一个典型的低硫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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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长石通常具有特殊的形态而区别于其他钾长

石，形成于低温热液环境中，是低硫型浅成低温热液

型金矿床的重要标志性矿物。浅成低温型金矿床主

要具有浅部特征的矿石结构和矿物组合（通常形成

深度!#5"X]），同时也具有特定的形成温度范围

（"$!9"$e）（)=;7>83，#MM!）。根据矿物组合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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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氧化还原条件，矿床学家把该类矿床分为酸

性 硫酸盐型（或明矾石 高岭土型）和冰长石 绢云

母型两个亚类，它们又分别被称为高硫型和低硫型

（!"#$%!"#$&，’()*；!"%"+,-./0，’()*；12.0"!"#$&，

’((3；!"%"+,-./0!"#$&，’((3，4555）。

祁雨沟矿区内目前发现大小角砾岩筒63个。

其中已勘探的*个角砾岩筒都有不同程度的金矿

化，目前在(、’5、’3号岩筒也相继发现了金矿化。

4、7号是祁雨沟金矿主要产金岩筒，其总储量已达

750（8#9!"#$&，4554）。祁雨沟含金角砾岩筒自发

现到开采以来，前人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邵克

忠，’()(；陈衍景等，’((4；栾文楼等，’((3；邵世才，

’((3；任富根等，’((:；杨竹森等，’(((；范宏瑞等，

4555；罗铭玖等，4555；8#9!"#$&，4554）。前人研究

结果表明，本区角砾岩筒的形成与燕山晚期岩体侵

入爆破有关。铅、硫和碳同位素以及氢氧同位素研

究结果显示了成矿流体来源于地壳深部，或来源于

花岗岩，或来源于马超营断裂带中官道口群和栾川

群的变质脱气（陈衍景等，’((4；;2"+!"#$&，4557），

其形 成 深 度’!6<=（邵 世 才，’((3；任 富 根 等，

’((:）。多数研究资料表明祁雨沟金矿床是一种与

岩浆有关的热液型金矿床。前人把本区的金矿化蚀

变分为6期（如陈衍景等，’((4）：石英 黄铁矿 辉钼

矿、石英 多金属硫化物、石英 碳酸盐 方铅矿。本

次研究将祁雨沟金矿化分为角砾岩筒内部面状矿化

和脉状矿化。面状矿化早阶段有阳起石化、绿色黑

云母化、绿泥石化和黄铁矿化等蚀变，晚阶段有石

英、黄铁矿、冰长石化和碳酸盐化蚀变。脉状矿化伴

有硅化、绢云母化和少量 的 碳 酸 盐 化。栾 文 楼 等

（’((3）和杨竹森等（’(((）曾认为祁雨沟含金角砾岩

筒有冰长石，8#9等（4554）认为该矿床为典型的浅

成低温热液型矿床，但冰长石这一标型矿物存在的

地质意义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本文根据野外

地质调查、岩相学、镜下观察，以及拉曼光谱测试和

电子探针分析，对祁雨沟含金角砾岩筒4号和7号

岩筒中的冰长石 方解石蚀变矿物组合特征进行描

述，确定了祁雨沟含金角砾岩是一个典型的低硫型

浅成低温热液型热液系统。通过对角砾岩的蚀变和

矿化作用的研究，从而确定祁雨沟含金角砾岩筒的

矿床成因。

’ 区域地质和矿区地质

祁雨沟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南缘的熊耳山地区，

经历了印支期的碰撞和燕山晚期的拉张阶段（陈衍

景等，’((4；张国伟等，’((:）。区内主要地层单元有

太古宙到古元古代太华超群和早元古到中元古代的

熊耳群。太华超群主要由绿岩和孔兹岩系组成，经

历了 角 闪 岩 相 和 麻 粒 岩 相 变 质 作 用（陈 衍 景 等，

’((4）。大约’&)!’&7>#期间，具有双峰型火山岩

的熊耳群不整合于太华超群之上（张国伟等，455’；

?2#9!"#$&，4554）。这些变形变质的岩石是本区主

要金矿床的含矿围岩。

华熊地块中生代的岩浆岩，从西到东，发育有许

多大的花岗岩基和不同规模的岩体，包括小秦岭地

区的华山、文峪、娘娘山岩体，熊耳山地区的金山庙、

五丈山、花山岩体，以及外方山地区的合峪、太山庙

岩体。围绕这些岩基的边部和沿马超营大断裂带的

北侧，发育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各类中酸性岩脉或

斑岩体。这些岩浆岩在空间上构成了一个近东西向

展布的平行于马超营断裂带、小河 浔马道断裂带的

岩浆岩带。根据地质和同位素年龄资料（叶伯丹，

’()3；河南省区域地质志，’()(；陕西省区域地质志，

’()(；黎世美等，’((:；陈衍景等，4557）证据，华熊地

块燕山期侵入岩的发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5
8#@和’45!’538#，前者以五丈山岩体为代表，后

者以花山、合峪、伏牛山岩体为代表。

祁雨沟金矿床位于熊耳山的东北部，中生代花

山岩体及五丈山岩体以东，陶村 红庄断裂以西（图

’）。矿区内主要出露的地层有太华群角闪黑云斜长

片麻岩和熊耳群火山岩。矿区内断裂以A1和AB
向为主，次为近东西向。区内发育有闪长岩脉、长英

质岩脉、石英斑岩或英安岩墙以及含钾长石大斑花

岗斑岩脉等，矿区西侧约4<=处有雷门沟斑岩型钼

金矿床。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期的微细粒斑状黑云母

花岗岩、角闪二长花岗斑岩岩株。8#9等（4554）认

为本区斑岩型 89（C-）成矿年龄为’6:!’’38#。

切割角砾岩筒的含钾长石大斑花岗斑岩脉DECF年

龄为’’4&::@’&:*8#（任富根等，’((:，455’；范宏

瑞等，4555）；角砾岩筒中的蚀变钾长石DECF年龄为

’45&*3@’&*38#（任富根等，455’）。地质证据和同

位素年龄数据表明了本区的金成矿作用在时间和空

间上与中生代岩浆作用有关。

4 祁雨沟含金角砾岩筒冰长石特征

冰 长石的分子式为D［C$G.6H)］，是钾长石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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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祁雨沟 雷门沟地区地质图（据矿区!"!万地质图修编）

#$%&! ’$()*$+$,-%,.*.%$/0*(0).+1$23%.345,$(,6%.307,0（(.-$+$,-0+8,7!：!9999:,.*.%$/0*;0).+8<,;$6,）

温变种，无色或浅粉红色，透明，玻璃状，肉眼很难鉴

别。光性特征与正长石近似，镜下极似透长石，晶形

如图=0所示。由于冰长石常与方解石、石英一起产

于裂隙中，在镜下常呈菱形和长柱形以及三角形等

切面形态，易与方解石混淆。但可从其具有较大的

光轴角、为二轴晶及表面干净等特征区别于正长石、

透长石及方解石。

在祁雨沟=号和>号角砾岩筒中所见到的冰长

石通常为无色，个别为浅粉红色，镜下呈三角形、长

柱形、菱形和发育不完整的菱形，粒 径9&!!!&?
((，偶尔可见巴温诺双晶和曼尼巴双晶（图=）。冰

长石通常与方解石、黄铁矿共生，或产于黄铁矿夹缝

中，或穿切英安岩的角砾，或充填于角砾之间的胶结

物中（图=）。个别冰长石从边部交代了其他长石，而

使得该长石具有干净的边。部分冰长石内部见有粘

土矿物、绢云母等包裹体。

激光拉曼测试也是鉴别冰长石的有效方法之

一。图?@、A、B分别是冰长石、正长石和钠长石的

标准拉曼谱峰图，主峰>C=&D!>CC&E和F!9&D!
F!F&E是 长 石 类 矿 物 的 主 要 拉 曼 谱 峰，CF?&!和

G!>&D是冰长石独有的峰位而区别于其他长石。本

次实验利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激光拉

曼谱仪对祁雨沟含金角砾岩筒中的冰长石进行了分

析。仪器型号为H06$I.JH;4!999，F!>&F6(的@7
激光器，激光功率为=9(K。结果如图?L、M所示，

主要显示出!FD&F（!FC&G）、=GF&D（=GC&E）、>CE&F、

F!F&?、E>!&G（E>?&F）、C?D&E和G!=&!（G!?&G）的峰

位。其中=GE（=GC&E）峰为方解石，E>!&G（E>?&F）是

树胶的谱峰，通过与冰长石、正长石和钠长石的标准

矿物拉曼谱峰对比，C?D&E和G!=&!（G!?&G）应该是

冰长石的特征谱峰（图?L、M）。

标准的冰长石通常N7含量约为D9O，@P为

DO，@6为!O。本次实验利用了中国地质大学电子

探针（MQ;@4!E99型，加速电压!FRS，电流C6@，

束斑!"(）对冰长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显示该

冰长石成分符合N7@P@6含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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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祁雨沟含金角砾岩筒中的冰长石（"#）与标准的冰长石、正长石和钠长石拉曼谱峰对比图

$%&’! ()*+,-).)/)/)01*+*23)#40),%)（"#）%/56+7%14&24"489+),%/&9,+::%);%;+*

表! 冰长石的电子探针分析数据及其与标准数据的对比

"#$%&! ’()*+,*+$&-.#%/0&0+1#23%#*(#(.)+.4*#044+45&04#.2#*22#4#

<%=> ?%=> "0>=! $+=! @)= A)>= B>= ?25)0 =, "9 "/
标准 CD’>E FG’FG H’HG H’FF H’G> FI’!H GG’EG GH’IH E’!H F’>H
HFD9E8E CC’FG H’>G FJ’JI H’!! H’HH F’>I FD’CI FHH’DC EE’II FF’DI H’HH
HFD9E8J CC’HJ FE’>G H’HJ F’HG FD’!C GG’EE EG’!I FH’>E H’!J
D!FH8F8F CI’DD H’FF FJ’EE H’>E H’HH F’HC FI’!H FHH’HJ GH’DG G’IF H’HH
D!FH8F8> CI’GI H’FE FJ’JD H’HH F’H! FI’FH FHH’HH GH’C! G’!J H’HH

注：标准数据引自K++,等（FGG>）。

! 冰长石 方解石蚀变与矿化关系

>号、D号是祁雨沟金矿主要产金岩筒。角砾岩

体在平面上呈长条状、椭圆状、纺锤状等，在剖面上

呈筒状向北西倾斜，倾角JHL!EHL，地表出露面积一

般为H’HF!H’HIM.>（图D）。角砾岩体与围岩界限

较为清楚，垂直延伸大于!HH.。岩体内角砾成分主

要为太华群的片麻岩类，次为熊耳群的安山岩类及

长英质岩石、英安岩。角砾胶结程度较高，有不同程

度的蚀变。胶结物成份一般为岩屑、岩粉和热液蚀

变产物。矿石矿物以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及自然

金为主，少量闪锌矿、辉钼矿、辉铜矿、银金矿、辉银

矿等。这些硫化物充填于角砾之间的裂隙中。载金

矿物主要为黄铁矿。金的赋存状态有裂隙金、包体

金及晶体间隙金!种形式。矿石中的金主要以自然

金、银金矿、金银矿等金银固熔体系列矿物形式产

出。矿石构造有条带状、细脉浸染状、团块状、角砾

状、网脉状等。

祁雨沟>号和D号含金角砾岩筒整体发生了金

矿化作用（图D），之后又被北东向的断裂所切割，在

北东断裂中又进一步富集，形成了脉状金矿化。根

据矿山资料，角砾岩的成分越复杂、蚀变种类越复杂

的部位和大角砾的边部胶结物中，金品位越高。成

矿前的围岩蚀变以钾化、硅化为主，以钾长石脉和石

英脉侵入到片麻岩和熊耳群火山岩中为特征。这期

钾化很强，区域上分布较广，形成时间比硅化早。

祁雨沟矿区围岩蚀变从时间上（金成矿期）可大

致划分为两期。图D反映了这两期金矿化之间的关

系 ，同时也说明了金主要富集于角砾胶结物和角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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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中段和露天采场均可见及，说明该蚀变在

岩筒内分布广泛。

晚期蚀变主要发生于在北东向断裂中所见的脉

状矿体（图$）中。主要蚀变有硅化、硫化物矿化和少

量的绢云母化及碳酸盐化，主要限于断裂中。细脉

状碳酸盐化相对较晚，切割了角砾、胶结物以及石英

脉等。

综上所述，这些特征表明了冰长石 方解石组合

与祁雨沟"号和$号含金角砾岩筒金矿成矿作用是

同期的。冰长石的存在反映了不仅成矿温度低，而

且有大量的钾交代作用参与。

$ 冰长石 方解石蚀变组合意义

祁雨沟$号角砾岩筒气热包裹体所测得的%&
值为早期’()!，成矿期’(*)，晚期成矿)(#+（陈衍景

等，,--"）。矿石以张裂隙充填细脉状、网脉状等充

填构造为主。这些条带状、晶洞状、网脉状和角砾状

等组构特征业已反映了低硫型矿床特征（./012!"
#$(，,--!）。祁雨沟"号和$号含金角砾岩筒的蚀变

矿物冰长石 方解石组合的发现进一步确定了该金

矿床 为 低 硫 型 浅 成 低 温 热 液 金 矿 床。3456等

（,--!）在研究782259:;5<低硫型金矿床中的冰长石

时认为半自形大颗粒的冰长石（"!$==）通常具有

较高的有序度，反映了缓慢的结晶环境，与高品位金

矿石伴生的小颗粒菱形冰长石（!#("==）通常具

有中等有序度，代表了强烈的沸腾环境。因此笔者

认为，祁雨沟金矿床中小颗粒菱形冰长石可能形成

于沸腾环境。

&25:2>等（,-+*）、&25:2>（,-+!）和 &2<25?8091
（,--#）研究活动的地热系统时认为，脉状冰长石是

指示热液沸腾矿物相之一。由于冷却使得溶液中

@:（A&）B$不稳定发生沉淀，形成了冰长石和绢云母。

其反应式为：CD（液）D@:（A&）B$（液）D*E0A"（液）"
C@:E0*A+（冰长石）D"&"A（液），CD（液）D"&D（液）D
*@:（A&）B$（液）D*E0A"（液）"C@:*E0*A,#（A&）"（绢云

母）D’&"A（液）。

但是在祁雨沟"号和$号岩筒中所见到的冰长

石更多是与方解石共生，因此根据冰长石 方解石组

合，3456等（,--!）和&2<25?8091等（"###）认为随着

沸腾的增强，有大量的FA"从热液中释放，导致%&
值增加，伊利石或绢云母转变成冰长石，成为稳定

相，这时的冰长石大都呈菱形，同时方解石发生沉

淀，其反应式为：&FAB*D&D"&"FA*"FA"D&"A，

’E0A"（液）DC@:*E0*A,#（A&）"（绢云母）D"CD（液）

"*C@:E0*A+（冰长石）D"&D（液），&FAB* DF;"D"
F;FA*DFA"D&"A。该组合形成的深度小于,!##
=，成矿温度低于*"#G。H0I;J54（,--"）认为冰长石

形成温度不低于,+#G。

低温环境中，金通常以硫的络合物形式运移，因

此沸腾使得相关的气体从溶液中释放是导致金沉淀

的主要因素（E0==459!"#$(，,--$；F44K2!"#$(，

"###）。&"E气体的释放导致了金在热液中过饱和

而发生沉淀，从而形成了低硫型高品位的金矿石，其

反应式为：@8（&E）B"D#(!&""@8D&"ED&EB。

高硫型金矿床热液系统依据其形成的温压条件

的不同，其典型矿物有明矾石，或叶腊石，或迪开石

等。所有这些矿物都形成于酸性氧化流体环境中。

这些流体来源主要为岩浆组分。相反，低硫型浅成

低温热液金矿床则以冰长石 绢云母，或冰长石 方

解石矿物组合为特征，这些矿物组合形成于近中性、

还原性的热液之中，其化学组成与围岩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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