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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井湖铅金矿是中型铅金共生矿床"处于近Ug向蚌埠隆起和((U向郯庐断裂带交叉复合部位"区内构造

及岩浆岩发育"成矿地质条件良好* 为了分析天井湖铅金矿床的控矿因素并建立成矿模式"在调研近期勘查成果

并充分收集前人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天井湖铅金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研究了天井湖铅金矿区及五河地区的地

层'构造'岩浆岩等控矿因素* 天井湖铅金矿床主要控矿因素是 ((U,(U向'M(向断裂+ 西?堆岩组沉积 8变

质岩系是该矿床的赋矿地层+ 中酸性脉岩和规模较大的岩体对含矿热液的形成'成矿物质的活化和运移具有重

要意义+ 西?堆岩组及五河岩群为断裂活动提供了空间"并为金矿成矿提供了部分物质来源* 该成果完善了五

河地区金矿成矿模式"为该地区寻找同类型矿床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天井湖铅金矿床+ 中型矿床+ 成矿地质特征+ 控矿因素+ 安徽省五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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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 杜东旭%#00*,&"男"工程师"主要从事固体矿产勘查及成矿规律研究* UE;/&! J[V.I.%D5dIW#P1'6%E*

*"引言

五河地区位于安徽省东部"构造及岩浆岩发

育"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

* 部分学者推测该区金

矿床是胶东招 8掖金矿带在郯庐断裂带以西的延

伸#)$

* 近几年"该区开展了大量勘查及研究工作"

发现了长淮'河口'大巩山及西坂等金矿床%点&*

前人对五河地区以金矿为主的找矿标志'找矿新方

法进行了总结! 一些学者认为五河地区磁异常梯

级带是次级断裂的反映"是该区重要的找矿标志"

利用磁异常梯级带可圈定找矿靶区#1 8N$

+ 另一些学

者将五河地区主要金矿床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特征及遥感信息进行关联"建立了该区金矿综

合信息地质模型#O$

"认为综合物探异常与区内构造

及矿体基本吻合#P$

+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五河地

区成矿物质来源##$

'岩体及部分矿体的形成时

代#Q 8#1$

* 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五河地区找矿工作提

供了行之有效的勘查方法及经验* 因该区大部分

地区被第四系覆盖"以往工作主要集中在覆盖区找

矿方向及找矿方法上"对矿床控矿因素研究相对单

一"综合研究较少* 本次新发现的天井湖铅金矿床

规模达中型"为分析该矿床的控矿因素并建立成矿

模式"本文对其成矿地质特征进行总结"研究天井

湖铅金矿及五河地区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等控矿

因素"获得的新成果完善了五河地区金矿成%控&矿

模式"为寻找同类型矿床提供理论指导*

#"区域地质概况

五河地区多被第四系覆盖"有少量基岩出露"基

岩主要分布在南部朱顶,大巩山一带及小溪集南部

庄子里村,峰山李村一带%图 #&* 地层自老至新为

新太古界,古元古界五河岩群西?堆岩组'庄子里

岩组'峰山李岩组"下白垩统青山群"下白垩统新庄

组"上白垩统邱庄组及第四系##N$

"其中西?堆岩组属

于沉积8变质相岩石组合"是区内重要的金矿赋矿

层位"长淮金矿%中型&'河口金矿%中型&'大巩山金

矿%小型&'西坂金矿%小型&均赋存于该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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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系+ )'上白垩统邱庄组+ 1'下白垩统新庄组+ N'下白垩统青山群+ O'新太古界,古元古界峰山

李岩组+ P'新太古界,古元古界庄子里岩组+ Q'新太古界,古元古界西?堆岩组+ !'古元古代花岗闪

长岩+ 0'燕山期钾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斑岩+ ##'花岗斑岩+ #)'钾化带+ #1'实2推测断层及编号+

#N'实2推测地质界线+ #O'中型金矿+ #P'小型金矿+ #Q'天井湖铅金矿区+ #!'地名

图 !"研究区区域地质矿产图"!%#

&'()!"?.('+,23(.+3+('-232,54',.;2342/+60<.70158 2;.2

#!%$

""五河地区大地构造上位于中朝准地台东南缘

的蚌埠台拱东段##O$

"近 Ug向蚌埠隆起和 ((U向

郯庐断裂带在该区交叉复合* 郯庐断裂带控制了

众多大型'中型和小型金矿的分布"是中国最大的

金矿成矿带##P$

"((U向朱顶,石门山断裂'五河,

红心铺断裂和董庄,周庄断裂是郯庐断裂带安徽

段的重要组成部分##Q$

"主要的控矿构造为朱顶,

石门山断裂和五河,红心铺断裂*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自北向南有山张家岩体'

女山岩体'庄子里岩体%又称玉皇山岩体&及各类脉

岩* 以朱顶为界"研究区南部与北部岩浆岩发育程

度有较大差别"南部除了发育规模较大的女山岩体

和庄子里岩体外"还有众多基性 8中酸性脉岩"集

中分布在白石山,大巩山一带"脉岩沿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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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展布*

)"矿区地质特征

天井湖铅金矿区位于五河县城北东方向约 0 YE

处"距长淮金矿约 N YE"紧邻朱顶,石门山断裂"西

侧为五河,合肥断裂*

#'!"地层

因矿区及附近地区均被第四系覆盖"因此"矿

区地层分布特征根据钻孔揭露情况推测%图 )&*

#'下白垩统新庄组+ )'新太古界,古元古界西?堆岩组第三岩性段+ 1'推测断层及编号+ N'未见矿钻孔及编号+

O'见矿钻孔及编号+ P'勘探线及编号+ Q'矿体水平投影范围+ !'村庄

图 #"矿区基岩地质图及钻探工程分布

&'()#"E.+3+('-2342/+6B.5;+-U2,55'70;'B10'+,+65;'33',( .,(',..;',( ',0<.4',',( 2;.2

""矿区主要地层为新太古界,古元古界五河岩

群西?堆岩组'下白垩统新庄组和第四系"自下而

上为!

%#&新太古界,古元古界五河岩群西?堆岩

组* 西?堆岩组为沉积 8变质岩系"是该区的赋

矿地层* 在荣渡村,小杨家以南位于下白垩统新

庄组以下"在小杨家以北和荣渡村以南被第四系

覆盖* 经钻探揭露"岩性主要为斜长片麻岩'斜长

角闪岩和角闪岩等*

%)&下白垩统新庄组* 新庄组在该区称为(红

层)"为正常沉积岩相"主要分布于小杨家和荣渡村之

间"往南厚度逐渐增加"厚度主要为 #*'P! #̂O*'1# E*

新庄组与下伏西?堆岩组之间为断层接触*

%1&第四系* 其主要为亚黏土'黏土和砂土"厚

度为 0)'N0 #̂1N')* E*

#'#"构造

)')'#"褶皱

矿区位于蚌埠复背斜东段荣渡复背形* 荣渡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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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背形核部位于五河县城,长淮金矿,方庵一线"

褶皱主要是后期叠加的 (U,((U向褶皱"不是该

矿区的主要控矿因素*

)')')"断裂

%#&((U,近 M(向断裂%+

)

'+

@#

'+

@)

'+

@1

'+

@N

断

裂&* 该组断裂常被碎裂岩'碎斑岩'糜棱岩和石英

脉充填"走向 Om̂ N*m"向南东倾斜"倾角为 #Om̂

1Om"沿走向和倾向呈波状起伏"具有多期活动性"

总体呈韧性,韧脆性,脆性演化趋势* 后期含金

硫化物石英脉'碳酸盐脉以细脉或胶结物充填于碎

裂岩和糜棱岩之间"矿体顶'底板主要为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黄铁矿化碎裂岩"局部发生片理化和糜

棱岩化"矿化特征明显*

%)&(g向断裂%+

#)

'+

#1

&* 该组断裂控制了矿

区西?堆岩组与新庄组的分界"走向约 ##Om* 根据

0! 勘探线和 #*) 勘探线的钻孔揭露情况"推测断层

向南西缓倾斜*

#'C"岩浆岩

矿区岩浆岩发育"部分钻孔中见煌斑岩'正长

斑岩和辉绿岩"多呈脉状"属于燕山晚期岩浆活动

的产物*

%#&煌斑岩* 矿区 Q! 0̂N 勘探线钻孔中常见

煌斑岩岩脉"规模不等* 斑晶主要为角闪石和黑云

母"基质以斜长石和角闪石为主"含少量黑云母"属

于闪斜煌斑岩* 岩石普遍发生蚀变"主要为绢云母

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视厚度 *'0P #̂1')O E*

%)&正长斑岩* 在 bk0**! 钻孔和 bk!P)) 钻

孔中常见* 斑晶主要为正长石"基质为正长石'角闪

石和黑云母"含极少量石英* 视厚度 )'*1 !̂'1# E*

%1&辉绿岩* 仅在 0! 勘探线bk0!*N 钻孔中常

见"成分主要为斜长石和普通辉石* 岩石普遍发生

蚀变"主要为绢云母化和绿泥石化* 视厚度 P'Q! E*

#'%"围岩蚀变

%#&硅化* 含金石英脉型矿床近脉围岩均具硅

化现象"石英常呈斑点状'团块状'细脉状分布*

%)&绢云母化* 是仅次于硅化且分布广'强度

大的蚀变* 绢云母呈鳞片状集合体"鳞片大小多为

*'**Q EEs*'*) EE *̂'*N EEs*'*! EE"少数

呈片状*

%1&碳酸盐化* 是晚期蚀变"普遍但不强烈"主

要产物是方解石和白云石"含少量铁白云石"生成

碳酸盐矿物的<;'?5大部分来自被交代岩石的铁

镁硅酸盐矿物"因此"围岩如为斜长角闪片麻岩类

岩石"则碳酸盐化相对较强*

%N&黄铁矿化* 是与金矿化有关的最重要的蚀变

类型之一* 在含金石英脉型矿床的围岩中"黄铁矿多

呈半自形,它形粒状集合体"粒径一般为 *'*Q EEs

*'*O EE *̂'# EEs*'!O EE"个别大者粒径为

Q'! EEs)'1 EE* 斜长角闪片麻岩中的黄铁矿大

部分来自被交代的岩石"少部分来自热液"所以"黄

铁矿含量较高但金含量不高*

%O&绿泥石化* 绿泥石化是角闪石'黑云母发

生热液蚀变的结果*

%P&绿帘石化* 绿帘石化与热液作用有关"是

原岩受热液交代后形成的围岩蚀变*

1"矿床地质特征

C'!"矿体特征

天井湖铅金矿矿区共施工 #P 个钻孔"其中 #O

个钻孔见矿体* 矿体南起 Q! 勘探线"北至 #*) 勘

探线"长约 # 0O* E"共圈定 1 个主矿体和 #* 个小

矿体"矿体水平投影见图 )*

!

号和
"

号矿体为金

铅共生矿体" )'1'N 号矿体为单金矿体"

#

号'#'O'

P'Q'!'0'#* 号矿体为单铅矿体* 矿体产在 (U向

断裂中"呈似层状'脉状或透镜状"产状与断层产状

一致"矿体倾向南东"倾角 #Om̂ 1Om%图 1&* 矿体

不连续"有尖灭再生现象"沿走向长度达 # *** E以

上"

!

'

"

'

#

号主矿体平均厚度分别为 #'1N E'

)'0# E'#'Q* E"矿体厚度较稳定"主矿体规模见表#*

%#&

!

号主矿体* 主要分布在 !P,#*1 勘探

线"由 bk!P*P'bk0**N'bk0**P'bk0**!'bk0N*)'

bk0!*N'bk#*)*N 钻孔控制"呈似层状"由 +

@1

断层

控制"厚度变化稳定*

%)&

"

号主矿体* 主要分布在 !P,#*1 勘探

线"由 bk!P*P'bk0**)'bk0**N'bk0**P'bk0N*)'

bk0!**'bk0!*N'bk0!*P'bk#*)*N 钻孔控制"呈似

层状"由+

@)

断层控制"厚度变化较稳定*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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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下白垩统新庄组+ 1'新太古界,古元古界西?堆组+ N'构造带+ O'辉绿岩+ P'正

长斑岩+ Q'工业品位金铅矿体+ !'工业品位金矿体+ 0'工业品位铅矿体+ #*'实2推测地质界

线+ ##'实2推测断层+ #)'施工钻孔及编号+ #1'矿体编号

图 C"天井湖铅金矿床 S: 勘探线地质剖面

&'()C"E.+3+('-23/;+6'3.+6Y+)S: /;+7/.-0',( 3',.',T'2,Z',(<1GB$Q15./+7'0

表 !"主矿体规模

T2B)!"*<2;0+642',+;.̀B+58 7-23.7

矿体

编号
长度2E

厚度2E 赋存标高2E

最大 最小 平均 最浅 最深

!

# N1* )'!) *'!1 #'1N 8)#N 81N!

"

# N1* N'!P *'0O )'0# 8)!Q 8N0Q

#

# *Q* )'N* #'** #'Q* 8)!0 810P

""%1&

#

号矿体* 主要分布在 Q! 0̂*1 勘探线"

由 bkQ!*P' bk!)*N' bk!P*N' bk0***' bk0**)'

bk0**N 钻孔控制"呈似层状"由 +

@#

断层控制"厚度

变化稳定*

小矿体与主矿体相间分布*

C'#"矿石特征

1')'#"矿石矿物成分

矿石矿物成分较复杂"主要金属矿物为自然

金'方铅矿'黄铜矿和黄铁矿"次要金属矿物为钛铁

矿'斑铜矿'闪锌矿'辉钼矿'黝铜矿等*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云母%绢云母'黑云母'

白云母&'长石'方解石等*

1')')"矿石化学成分

主要组分为金"共生组分为铅"伴生组分为银

和硫"铜只有 # 个样品达到伴生资源量估算指标"

主要及次要矿体组合样分析结果见表 )*

表 #"矿体组合样分析结果

T2B)#"Q,2387'7;.71307+6+;.̀B+58 -+4B',20'+,724/3.7

矿体编号 勘探线
G%T5&2

#*

8P

G%<I&2] G%A-&2] G%bD&2] G%M&2] G%<%&2]

G%g&2

#*

8P

G%?%&2

#*

8P

G%TC&2

#*

8P

G%M-&2

#*

8P

!

!P #̂*) )O'P) *'*O0 * #'!! *'*N) )'*P *'**) ) )!'0Q !'PN #0'PQ )'QP

"

!P #̂*) ##'QN *'*O# * *'O* *'*#* )'1# *'**# N O'N# !'#O #!'O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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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为结晶结构"其次为充填结构'

压碎结构及包含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为脉状构

造"其次为浸染状构造'块状构造及角砾状构造等*

1')'N"金的赋存状态

天井湖铅金矿床中的金主要以独立矿物存在"包

括自然金和银金矿"自然金主要为细粒金和显微粒金*

天井湖铅金矿床金的嵌布形式主要有 ) 种!一

种产于黄铁矿微裂隙中"称为裂隙金+ 另一种呈微

细包体产于黄铁矿和石英中"称为包体金或晶间

金"是区内金矿物的主要产出形式"粒度较裂隙金

大%图 N&*

%;& 长条状金矿物以裂隙金赋存在破碎黄铁矿内 %-& 长条状金矿物以包体金赋存在黄铁矿内

%6& 椭圆状金矿物以包裹金赋存在黄铁矿内 %.& 米粒状金矿物以包裹金赋存在黄铁矿内

AJ'黄铁矿+ TI'金矿物

图 %"天井湖铅金矿金矿石显微镜下照片

&'()%"O'-;+7-+/'-/<+0+(;2/<7+6(+35+;.',T'2,Z',(<1GB$Q15./+7'0

C'C"矿石类型

%#&自然类型* 根据矿石矿物组合'结构构造'

含矿岩石特征划分为黄铁矿 8多金属硫化物 8石

英脉型和构造蚀变岩型 ) 种自然类型#Q$

*

%)&工业类型* 根据达到工业品位元素的分布

特征"划分为金铅矿石'单金矿石及单铅矿石 1 种

工业类型* 其中金铅矿石主要产在
!

号矿体内"矿

石量为 11'NO 万@"占总矿石量的 #!')Q]+ 单金矿

石主要产在
"

号') N̂号矿体内"矿石量为 !#'#1万@"

占总矿石量的 NN'1*]"单铅矿石主要产在
#

号'#'

O'P'Q'!'0'#* 号矿体内"矿石量为 P!'ON 万@"占总

矿石量的 1Q'N1]*

C'%"矿体围岩

矿体一般产在片麻岩'糜棱岩'碎裂岩'绢英

岩'混合岩和石英脉中"其构成了矿体的顶'底板"

围岩与矿体界线清楚"基本呈脉状穿插接触*

N"控矿因素

%'!"地层控矿

西?堆岩组是天井湖铅金矿床的赋矿层位"也

是区内大多数矿床%点&的赋矿层位* 对区内西?

堆岩组岩石的含金性进行了统计"共统计样品

) !ON 件"统计方法采用逐步迭代剔除平均值超 1

倍标准离差的高值含量后求取元素平均值"算数剔

除高值后全区平均含量为 )'#1 s#*

80

%剔除后共

) NP*件样品&"与区内白垩系金的平均含量%#'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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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相差不大"高于安徽省金的平均含量%#'#0 s

#*

80

&"各主要岩性2地层金含量统计结果见表 1*

根据金含量统计结果无法判定西?堆岩组或五河

岩群是否为成矿提供了物质来源*

表 C"五河地区主要岩性_地层金含量统计结果

T2B)C"H020'70'-23;.71307+6(+35-+,0.,0+6

42',3'0<+3+(8 +;70;202 ',\1<.2;.2

岩性2地层
样品

数2件

平均值2

#*

80

均方差
变异系

数2]

剔除后

样品数2件

斜长角闪岩 10) )'*# #'0#* ! 0N'0Q 110

斜长角闪片麻岩 OO) #')* #'*P# 1 !!'NQ NQ0

角闪斜长片麻岩 # )P0 )'!* )'0NO 1 #*O'#* # *01

黑云斜长片麻岩 #0O #')# *'QQ! # PN')0 #Q)

斜长片麻岩 NN0 )'*Q )')O) O #*!'O! 1Q1

西?堆岩组 ) !OQ )'#1 )'#0* ) #*)'0P ) NP*

白垩系砂砾岩 )!1 #'0) *'Q0O 1 N#'NO )PP

""胶东金矿(矿源岩系)胶东群和郭家岭超单元'

小秦岭金矿(矿源层)太华群和登封群的金含量均

低于地壳中金的平均含量* 一方面因为目前太古

宙变质基底的金含量未必能代表金的初始含量"原

始变质基底中大部分金可能已经活化和迁移+ 另

一方面地层的金含量并不是决定金矿化的关键因

素"重要的是围岩的金是否迁移到后生金矿中"这

才是确定围岩是否是矿源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研

究区硫化物样品的同位素进行分析"发现五河地区

矿石与围岩具有相近的
!

1N

M值"长淮金矿区及大巩

山金矿区矿石铅和容矿围岩铅的同位素组成基本

相同#Q"#) 8#1$

"具有同源性"与地幔值相近* 因此"从

M同位素相近性及 A- 同位素同源性角度判断"五

河地区围岩为金矿成矿提供了部分物质来源*

%'#"构造控矿

近Ug向蚌埠隆起和 ((U向郯庐断裂在该区

交接"形成了区内基本的构造格架* 该区主要热液

型矿床%点&在郯庐断裂带附近呈 ((U,近 M(向

展布"自南向北有中家山铅锌矿'毛山金矿'大巩山

金矿'西坂金矿'河口铅金矿'长淮金矿及天井湖铅

金矿等一系列中小型矿床"此外还有很多金矿化

点* 自西向东"沿蚌埠复背斜有焦大郢铁矿'施湖

李铁矿'东鲁山铁矿'大王府铅锌矿'江山铅锌金银

矿床'中家山铅锌矿及毛山金矿等*

区域构造格架与区域热液型矿床%点&分布的

对应关系"一方面表明五河岩群变质岩系是区域赋

矿层位"另一方面表明深大断裂%刘府断裂'郯庐断

裂&对热液%含矿热液'岩浆热液&的形成和运移具

有控制作用*

构造对金矿具有宏观控制作用* 五河地区已

知矿床%点&一般分布在五河,红心铺断裂和朱

顶,石门山断裂之间"呈近 M(向展布* 除矿床外"

已知矿床主要矿体的走向主要受 ((U,(U向'近

M(向韧性剪切带控制"如大巩山金矿主要矿体即

产于 ) 条 (U向断裂带内* 长淮金矿分为东'西 )

个矿带"主要控矿构造均为近 M(向韧性剪切带*

西坂金矿矿体产于 ((U向朱顶,南梁巷构造破碎

蚀变岩带中* 河口铅金矿的控矿断裂为 ((U向*

(g向断裂也有小规模的零星含金石英脉产出*

在白石山,山马庄一带 (g,(gg向断裂内出现

含金石英脉*

天井湖铅金矿主要受 +

@#

'+

@)

'+

@1

1 条断裂控

制*

-

+

@1

断裂受郯庐断裂带左行平移影响"走向

1!m"倾角 #!m̂ 1*m"宽 1 1̂# E"主要控制
!

号矿体*

.

+

@)

断裂走向 1Qm̂ NOm"倾角 #Om̂ 1*m"宽 ! )̂* E"

控制
"

号矿体*

/

+

@#

断裂走向 )Om̂ NQm"倾角 )Nm̂

1Om"宽 #! N̂P E"控制
#

号矿体*

总体上看"(U,((U向'近 M(向断裂是该区

最主要的控矿构造*

%'C"岩浆岩控矿

五河地区规模较大的岩体主要为庄子里'女

山'山张家花岗质岩体"中酸性和基性脉岩较常见"

它们分布广泛"其岩性主要为花岗斑岩'花岗闪长

斑岩'钾长花岗岩和石英正长斑岩等*

N'1'#"脉岩含金性

对五河地区钻孔中脉岩的含金性进行了统计

%表 N&"可知花岗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金的含量

较高*

表 %"五河地区钻孔中脉岩金含量统计结果

T2B)%"H020'70'-23;.71307+6(+35-+,0.,0

+6@.',;+-U',\1<.2;.2

岩性
样品

数2件

平均值2

#*

80

均方差
变异系

数2]

剔除后

样品数2件

花岗斑岩 )# !'N! ##'0* #N*'11 )*

花岗闪长斑岩 NQ #)'PN #!'#! #N1'!) NP

正长岩2正长斑岩 #) 1')* N'N0 #N*'ON #)

闪长岩2闪长玢岩 )# )'PO )'#) !*')O #0

钾长花岗岩 NO #')P *'QN O0'#* N1

煌斑岩 1O #'#! *'ON NP'#Q 1*

N'1')"岩浆岩与矿体时间关系

区内庄子里岩体岩性主要为钾长花岗岩"成岩

年龄为%#*N t)*& ?;

##*$

+ 山张家岩体岩性主要为

-01-



中"国"地"质"调"查 )*)# 年

钾长花岗斑岩"从岩体的侵入形态推测"成岩年龄

可能为燕山期+ 女山岩体岩性主要为钾长花岗岩

和二长花岗岩"成岩年龄为 #1* #̂)Q ?;

#! 80$

+ 中

酸性脉岩的成岩年龄约为 #)* ?;

#0$

*

前人采用传统地质事件序列分析法和同位素测

年法对五河地区金矿床的形成时代进行了探索%表

O&* 结合区域有关成矿作用时代的研究成果"认为

五河地区金矿成矿时代应为燕山晚期"成矿年龄可

能为 #P* #̂#* ?;"与岩浆岩的成岩时代较接近*

表 I"五河地区金矿成矿时代统计结果

T2B)I"H020'70'-23;.71307+6(+355./+7'0

6+;420'+,2(.7',\1<.2;.2

采样地区 研究方法 成矿时代2?; 参考文献

大巩山金矿
蚀变矿物 a- 8MB等

时线定年法
#O1'QP t##') #Q"#1$

凤阳洼子陈

地区' 毛 山

金矿及大巩

山地区

绢英片岩 k8TB定

年法
#1* #̂)* #!$

毛 山 金 矿'

西坂金矿

含金石英脉石英
N*

TB2

10

TB定年法

%##!'1 t*'O& ^

%##1'N t*'N&

##!$

河口铅金矿 a,8ZC同位素定年法 #1N t#0 ##$

荣渡金矿 独居石h8A-定年法 #P* t#'! ##0$

N'1'1"岩浆岩与矿体空间关系

钻孔中发现数个矿化体周围有中酸性脉岩穿

插"天井湖铅金矿区以bk!P*P 钻孔最明显"含金石

英脉与闪长岩脉相隔约 #'Q E"中间为矿化绢英岩*

距天井湖铅金矿不远处的河口铅金矿区该现象也

较普遍"河口bkQ*# 钻孔角砾状铅锌矿石即产在闪

长岩脉与片麻岩接触处+ 河口bk#*#1 钻孔含金石

英脉%) 号样品&的底板是闪长岩脉%N 号样品&+ 河

口bk*!#O 钻孔含金构造蚀变岩%1 号样品&的底板

也为闪长岩脉%N 号样品&"且岩脉有金矿化*

通过研究五河地区脉岩金的含量以及岩浆岩

与矿体的时空关系"发现中酸性脉岩和规模较大的

岩体与成矿流体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中酸性脉岩和

规模较大的岩体对含矿热液的形成'成矿物质的活

化和运移具有重要意义*

%'%"成'控(矿模式

中酸性花岗质岩体沿郯庐断裂带主干断裂侵

入"与西?堆岩组或五河岩群围岩进行物质交换"

形成含矿热液"在 (U,((U向及近 M(向次级断

裂或派生构造裂隙中沉淀成矿%图 O&* 天井湖铅

金矿区处于五河,红心铺断裂和朱顶,石门山断

裂 ) 条主干断裂夹持部位"+

@#

'+

@)

'+

@1

1 条断裂为主

干断裂的次级断裂"这些次级断裂为铅金矿床的形

成提供了赋存空间*

#'石英脉型金矿体+ )'构造蚀变岩型金矿体+ 1'主干断裂+ N'次级

或派生断裂+ O'花岗质岩体+ P'西?堆岩组+ Q'白垩系

图 I"天井湖金矿成'控(矿模式图

&'()I"O.0233+(.,'-4+5.3+6

T'2,Z',(<1GB$Q15./+7'0

O"结论

%#&天井湖铅金矿为中型石英脉8构造蚀变岩

复合型金矿"赋存于太古宙五河岩群西?堆岩

组中*

%)&天井湖铅金矿床主要控矿因素是((U,(U

向'近 M(向断裂"中酸性脉岩和大规模岩体对含矿

热液的形成'成矿物质的活化和运移具有重要意

义* 西?堆岩组及五河岩群为断裂活动提供了空

间"并为金矿成矿提供了部分物质来源*

%1&天井湖铅金矿床中酸性花岗质岩体沿郯庐

断裂带等主干断裂侵入"与西?堆岩组或五河岩群

围岩进行物质交换"形成含矿热液"在(U,((U向

及近 M(向次级断裂或派生构造裂隙中沉淀成矿*

参考文献!

##$"杨治"邓宇峰"袁峰"等'蚌埠五河地区金矿床成矿物质来源

及其年代学研究,,,以河口和荣渡金矿床为例#7$'岩石学

报")*#0"1O%#)&!1!QO 81!01'

c;D5b">,D5c+"cI;D +",@;&'ZB,8H%BE/D5C%IB6,C;D.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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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山东招8掖金矿带的西延去向探讨#7$'地质与勘探"

#000"1O%)&!P 80'

bFI L'>/C6ICC/%D %D @F,[,C@,BD ,d@,DC/%D %H@F,bF;%8c,5%&.

%B,-,&@"MF;D.%D5#7$'L,%&%5J;D. AB%CK,6@/D5"#000"1O%)&!P 80'

#1$"张顺林"盛中烈"汪青松"等'关于五河地区以金为主找矿几

个问题的思考#7$'安徽地质")*#Q")Q%N&!)OP 8)P)'

bF;D5M ="MF,D5b="g;D5iM",@;&'TB,H&,6@/%D %D C,G,B;&/C\

CI,C6%D6,B/D55%&. 8%B/,D@,. ,dK&%B;@/%D /D @F,gIF,;B,;#7$'

L,%&%5J%HTDFI/")*#Q")Q%N&!)OP 8)P)'

#N$"李建设"吴礼彬"金世恒'蚌埠隆起区金矿控矿条件及找矿信

息标志研究#7$'安徽地质")**)"#)%#&!N0 8OO'

=/7M"gI =e"7/D M 9'M@I.J%D 5%&. %B,6%D./@/%DC;D. %B,8

KB%CK,6@/D5/DH%BE;@/%D E;BYC/D @F,e,D5-I IK&/H@;B,;#7$'L,%&\

%5J%HTDFI/")**)"#)%#&!N0 8OO'

#O$"汪青松"张家嘉"张顺林"等'安徽五河金矿整装勘查的重要

发现及其地质意义#7$'中国地质调查")*#0"P%)&!)P 811'

g;D5iM"bF;D577"bF;D5M =",@;&'jEK%B@;D@./C6%G,B/,C/D

gIF,/D@,5B;@,. ,dK&%B;@/%D 5%&. E/D,;B,;/D TDFI/AB%G/D6,;D.

/@C5,%&%5/6;&C/5D/H/6;D6,#7$'L,%&%5/6;&MIBG,J%H<F/D;")*#0"P

%)&!)P 811'

#P$"邓经永'综合物探方法在安徽明光市西张郢地区金矿找矿中

的应用#7$'中国地质调查")*#0"P%1&!0) 80!'

>,D57c'TKK&/6;@/%D %H6%EKB,F,DC/G,5,%KFJC/6;&E,@F%.C/D

5%&. .,K%C/@CKB%CK,6@/D5/D :/4F;D5J/D5;B,;%H?/D55I;D5</@J

/D TDFI/AB%G/D6,#7$'L,%&%5/6;&MIBG,J%H<F/D;")*#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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