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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模拟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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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山金矿床明显受金山—西蒋剪切带控制，金矿体产于剪切糜棱岩带中。金矿石的物质成

分比较简单，黄铁矿是主要金属矿物，也是矿石中自然金的主要载金矿物，统计及分析结果表明，矿

物中仅占 $- )!9 的黄铁矿中所含的金却占矿石金总量的 &%- &%9 ，可见分散浸染黄铁矿与金矿化

关系密切。为了深入研究黄铁矿与金成矿的关系，作者进行了载金矿物黄铁矿活化、迁移及成分变

化的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构造作用的高温高压条件下，黄铁矿可以产生活化、迁移，其中的

成矿元素含量有所升高，而且在多期构造应力作用下，可使成矿元素 :;、<; 叠加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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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金矿床成矿特征

金山金矿床是江西德兴地区的特大型矿床 ? !"")@ 苏运波 A。它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江

南台隆与钱塘台坳两个构造单元的接合部位。区域上位于赣东北断裂与乐安江断裂夹持带

中，区内主要出露中元古界双桥山群 ( =1$ !" , @ 是一套浅变质的火山碎屑沉积岩夹火山熔岩，是

金山金矿的主要赋矿地层，金山金矿受金山—西蒋韧性剪切带控制 ? !"""，吴学益@ 等 A。金矿

体赋存在剪切带应变中心部位超糜棱岩#糜棱岩带#金矿化带中 ? !"">，韦星林 A。矿带总体走

向为北西—南东，倾向北东，倾角 $)B左右，沿走向和倾向呈舒缓波状延伸，矿体呈似层状产

出，最大厚度为 !&- $& C，平均厚度为 +- ’& C，单工程最高含金品位为 *$- &’ D !% # >，平均为

*- $’ D !% # >。组成矿体的矿石主要是星散浸染状硅化、黄铁矿化千枚岩#糜棱岩金矿石，次为

硅化、黄铁矿化千枚岩金矿石和含金石英脉型金矿石。金矿石的矿物成分比较简单，金属矿物

除自然金外，主要有黄铁矿；次为磁铁矿、赤铁矿、金红石、毒砂、闪锌矿、黄铜矿等。黄铁矿占

整个硫化物的 &%9 ，自然金和黄铁矿是矿石中最主要的金属矿物。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次为

卷 ( E07;C/ ,$’@ 期 ( F;CG/H ,+@ 总 ( IJ6,&)

页 ( =58/K , $*’ L $&!@ $%%%@ " ( I/M-@$%%% ,

DOI:10.16539/j.ddgzyckx.2000.03.013



!"#$%&’()*&+ ,"%-""( +.!&%" $(/ 0’#/
1&("!$#&2$%&’( &( %*" 3&()*$( /"+’)&%

$(/ &%) )&14#$%&(0 "5+"!&1"(%

-4 56789:;< 5&$’ *6=896>;< -4 *6:8?:>@;< -$(0 !68AB7>@C
! "# !"#$%$&$’ () *’(+,’-%#$./0 1,%"’#’ 2+34’-/ () 5+%’"+’#0 *&%/3"6 $$%%%&’ 1,%"3 (

! &# 5$3$’ 7’/ 839(.3$(./ () :’$3;;(6’"’#%#0 <3"=%"6 >"%?’.#%$/0 <3"=%"6 &"%%)*’ 1,%"3 (

$DEFG=AFH +,- ./01,20 3456 6-741/8 /1 49:/4;15< =408>455-6 9< 8,- ./01,20?@/A/203 1,-2> B40-’ 206
8,- 4>- 946/-1 2>- 4==;>>-6 /0 8,- 1,-2> C<540/8- B40-# +,- =4C741/8/40 4D 4>-1 /1 1/C75-E 8,- C-8255/=
C/0->25 /1 64C/028-6 9< 7<>/8-’ F,/=, /1 8,- C2/0 2;>/D->4;1 C/0->25# G8 /1 1,4F0 8,28’ 7<>/8-’ 294;8
&# $" 7->=-08 4D 8,- 2C4;08 4D C/0->251’ 7411-11-1 294;8 H%# H% 7->=-08 4D 8,- 84825 3456 =408-08 /0
8,- 6-741/8# +,;1’ 7<>/8-’ -17-=/255< 8,- 6/17->1- 6/11-C/028-6 7<>/8-’ /1 =541-5< =400-=8-6 F/8, 3456
C/0->25/B28/40’ 8,- >-C49/5/B28/40’ 8>20174>8 206 =,203- 4D =4C741/8/40 4D 2;>/D->4;1 7<>/8- /1 1/C;I
528-6# +,- -J7->/C-08 >-:-251 8,28’ 7<>/8- =20 9- C49/5/B-6 206 8>20174>8-6 ;06-> 8,- ,/3, 8-C7->2I
8;>- 206 ,/3, 7>-11;>- =406/8/40’ 8,- =40=-08>28/401 4D 4>-?D4>C/03 -5-C-081 /0 7<>/8- 49:/4;15< /0I
=>-21-6’ 206 8,- 1;7->741/8/40 206 -0>/=,C-08 4D K;’ L; =20 82M- 752=- 2D8-> 8,- C;58/75- 2=8/401 4D
8-=840/= 18>-11#
I79 JKGLEH N456 C/0->25/B28/40E 1/C;528/03 -J7->/C-08E ./01,20 3456 6-741/8E ./203J/

&H"第 * 期 吴学益等：金山金矿床黄铁矿与金成矿关系的模拟实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