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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坪碱性杂岩体金矿的 EPMA研究 

周国富，胡瑞忠，刘世荣，郑文勤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 实验 室，贵州 贵阳 550oo2) 

东坪碱性杂岩体金矿位于河北崇礼县 东坪 ，自 

上世纪 80年代发现 以来 ，经过多年的地质勘探 ，探 

明的金矿规模已达到大型超大型规模，成为我国类 

型特殊 ，找矿前景广 阔，成矿潜力 巨大 的新矿床类 

型，引起 了国内矿床学界 的广泛注意 。我国富碱侵 

入岩分布广泛，并多沿地体或板块边界 ，内部深断裂 

成带状分布 ，寻找与碱性岩有关的金矿床具有广 阔 

的前景。深入研究东坪金矿的成矿机理 ，对于寻找 

与碱性杂岩体相关 的金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 

导意义，本研究通过对东坪碱性杂岩体金矿原生金 

的赋存状态的电子探针(EPMA)研究 ，为东坪金矿的 

成矿机理的深入研究提供相关信息。 

金矿石样品采 自本区东坪，后沟及 中山沟矿区 ， 

主要为碱性杂岩体金矿 中的黄铁矿及多金属硫化物 

石英脉型金矿石 以及 黄铁矿钾长石 化蚀变岩 型矿 

石。矿石样品经切片 ，研磨 ，抛光成光片，样品表面 

在真空中喷镀导 电碳质薄膜。研究采用 日本岛津公 

司 EMPA一1600型电子探 针及所 配备 的 EDAX公 司 

Genesis型能谱仪。测试条件为(1)EDS能谱仪 ：加 

速电压 为 25kV，束 流 为 4．5nA，束 斑大 小为 l肚m。 

(2)波谱仪(WDS)：加速 电压为 25kV，束流为 lOnA， 

束斑大小为 l肛m。波谱定量分析中使用 PET，LIF， 

RAP及 PBST分光晶体和 SPI相关矿物标样。实验 

对金矿石 物相成 分及金 的赋存状态进行 了详细研 

究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原生金的赋存状态 。 

研究发现 ，金矿石 中原生金主要以微米级细粒 

金散布在黄铁矿矿物 中，具有特征的 Au—Te元素组 

合。除发现 自然金微细颗粒外，还出现 大量 的碲化 

物 ，主要为碲金矿(谱 图 a)，碲金银矿(谱图 b)，碲银 

矿 ，碲铅矿等(谱 图 c)。研究中还发现了一种未知新 

金矿物 (测 定成 分 为 Te 53．6l％，Bi 27．82％，Au 

l1．97％，Ag 6。43％，可 表示 为 B Te AgAu，暂称 为 

铋碲银金矿 ，见谱 图 d)。以往研究报道了部分未定 

名的金的新矿物，但我们认为其中部分未定名金的 

新矿物可能是由于测试过程 中金矿物颗粒较细 ，电 

子束穿透金矿物的微细颗粒，并激发周边矿物如黄 

铁矿等矿物成分形成的 x射线的混合谱 图成分 ，也 

就是说部分已报道 的未定名金的新矿物 ，实质上是 

金矿物与周边物相的混合体，而非单矿物成分。与 

其它类型金矿床不同，本区金矿石中黄铁矿含 As量 

低 ，原生金以微米级颗粒大量 赋存在黄铁 矿中。如 

图 l所示：黄铁矿钾长石蚀变岩矿石的背散射电子 

图像中主要可观察到黄铁矿 ，钾长石及石英 。其 中 

黄铁 矿 存 在 明 显两 期 ：早 期 颗 粒 粗 大 (约 100~m 

级)，自形程度较差 ，但黄铁矿含金性极佳，大量金的 

微米级颗粒散布其 中。而较 晚期 黄铁矿 自形程度 

好 ，颗粒粒度较小 (约 l0肚m级 )，但含金性不佳 ，难 

以观察到金的微细颗粒存在。早期黄铁矿中金的微 

米级颗粒的大量分散分布 的赋存状态，提示在黄铁 

矿的结晶生长过程中，已有大量 的金颗粒先期析出， 

成矿流体 已呈现 出金 的过 饱和状态。值得注意 的 

是 ，伴随后期 自形程度高的细小黄铁矿 ，可常常发现 

热液成因的天青石(SrSO )的存在，提示成矿后期热 

液氧逸度逐渐增高，成矿流体金含量的降低 ，金成矿 

作用明显减弱 。图 2为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 

石的背散射电子图像 ，矿石 中金属硫化 物主要 为黄 

铜矿 ，亮白点为方铅矿，黄铜矿边缘明显褐铁矿化 ， 

矿石中不易发现原生金矿物 。含金性较差。 

东坪碱性杂岩体金矿位于燕山西段 ，处于 内蒙 

地轴与燕山坳陷带之间的尚义一崇礼 一赤城深大断 

裂附近，东西向构造岩浆岩带横贯全区。研究表明 ： 

金矿化矿体主要分布在海西期水泉沟碱性杂岩体 中 

及内外接触带 ，水泉沟碱性杂岩体 的燕 山期成矿作 

用与所处区内构造岩浆活动是一致的。sr，Pb同位 

素组成分析表明，碱性杂岩体的源岩主要为上地 幔 

物质，而金矿石中金属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分析 

也表明，硫来 自于深源 ，因此 ，本 区金矿石中原生金 

的赋存状态表 明，与矿石中金属硫化物中的硫一样 ， 

本区金的主要物质来源也来 自于深源。区内深大断 

裂，丰富的岩浆活动为富含金的成矿流体最终成矿 

提供 了通道 ，空间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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