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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岭礼崛金矿带李坝群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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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过对李坝群含金浊积岩建造中金及其它微量元素的分布
、

地球化学特征及与金矿

成因的关系研究
,

结果表明
,

李坝群含金浊积岩建造明显富集 A
u 、

A
s 、

S b
、

iB 和铁族元素 oC
、

iN
、

C r 、

V
,

且具有较高的 A u/ A g 比值
。

李坝群含金浊积岩建造是衍生含金建造
,

对于金成矿来说
,

并非是主要的矿源

层
,

而是赋矿岩系
。

关健词 含金浊积岩建造 地球化学特征 衍生含金建造 矿源层

第一作者简介 孙省利 男 32 岁 硕士 工程师 矿床沉积学

浊积岩系金矿床 ( T u r b id i t e 一 h o s t e d g o ld d e p os i t s )是加拿大地质学家 1 9 5 4 年提出的
,

确

切地说
,

是赋存于浊积岩系或与浊积岩系时空关系密切的沉积岩中金矿床
。

浊积岩系属重要

的三大金成矿背景建造之一 (毛德宝
,

1 9 92 ) 〔`〕 。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金矿赋存于浊积岩系中
,

其导致人们推断浊积系可能为金的矿源岩 ( oB y l e R
.

W
. ,

1 98 6) 〔5 , ,

金是通过后期地质作用

活化迁移而富集成矿的认识
。

到 目前为止
,

礼眠金矿带所发现的微细粒浸染型金矿
,

绝大多数产于浊积岩系中
。

因而

研究礼崛金矿带李坝群②含金浊积岩建造的地球化学特征
,

特别是 A u
及其它微量元素在浊

积岩建造中的丰度和变化规律
,

对了解礼崛金矿带金的成矿地球化学背景和金成矿的控制

机制具重要的理论意义
,

并能指导进一步的找矿实践
。

1 李坝群含金浊积岩建造地质特征

西秦岭礼氓金矿带泥盆系李坝群分布于甘肃省天水南部一徽县
、

两当
、

礼县及眠县东部

一带
,

且均位于山阳一白云一高桥一礼县深大断裂的北侧
。

笔者将研究区内原舒家坝组分为

李坝群 ( D
Z
L b) 和李子园群 ( P : I L )

,

两者呈断裂接触
,

其中李子园群相当于陕西的丹凤群
。

李子园群分布于李坝群的北侧
,

属李坝群下伏地层
。

李子园群下部为变基性火山岩
,

主

①
②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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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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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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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岭北带泥盆系特征及含矿性研究
,

甘肃有色金属地质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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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钠长阳起片岩
、

变粒岩和斜长角闪片岩组成
,

厚度大于 50 0 m ;
中部以变中性

、

中酸性火

山岩为主
,

主要 为绢云钠长片岩
、

绿泥钠长片岩和绢云石英片岩等
,

厚约 37 om ; 上部为变碎

屑岩夹碳酸盐
,

主要由变长石石英砂岩
、

绢云石英片岩夹大理岩
。

变质相达绿片岩相
。

李子

园群火山岩总体上以基性玄武岩为主
,

具从基性~ 中性~ 酸性的岛弧火山岩演化模式特征

(梁自兴
,

1 9 9 4〔幻 )
。

根据遗迹化石产出层位
、

岩性
、

岩石组合特征
、

岩相特征及前人的部分抱粉化石资料
,

可

将李坝群划分为四个岩性段
,

自上而下各岩性段特征如下
:

D
ZL b

4

岩性段 底部为灰色一灰黑色泥灰岩夹钙质板岩
;
中上部为浅灰色一灰黑色

条带状泥灰岩
、

泥晶灰岩
、

砂屑灰岩及结晶灰岩
。

灰岩中有灰黑色的泥质条带
,

泥质条带厚一

般为 0
.

cZ m 一 0
.

gc m
。

该组未见顶
,

厚度大于 5 12 m
。

属水体较深的静水环境产物
。

D Z L b3 岩性段 主要为灰一灰黑色板岩或粉砂质板岩
。

底部多为粉砂质板岩夹细砂

岩
,

向上砂质逐渐减少
,

而 泥质和钙质成分逐渐增多
; 上 部是板岩夹砂岩细层

。

厚度为

7 23
.

75 m
。

该组中见有大量深水遗迹化石和槽模
、

砂纹交错层理和平行层理等浊流沉积构

造
,

其鲍马序列主要由 T ed e 和 T d e 组成
。

D
ZL b

“
岩性段 总体上由灰一灰

圃
日匕睿é

日M曰只口一ō夙匕曰

段

旨巴一滋邑门昌口巳国国

段b

巨
一ō鼠圈ù目口日匕目

段a

口匕口国口国目
一口目巳口绿色中细粒薄一中层砂岩

、

粉砂质板岩

和板岩组成
。

下部为灰色一灰绿色中细

粒砂岩
、

粉砂岩夹粉砂质板岩或板岩
。

砂

岩单层厚 l o e m一 3 o e m
。

向上逐渐变薄
。

砂岩中见粒序层理
、

砂纹层理
、

波状交错

层理及平行层理
,

底面存在槽模
、

工具模

等冲刷构造
;
中部为灰一灰绿色砂

、

板岩

互层
。

砂岩单层厚 4c m 一 20
c m

,

其中可

见波状交错层理
、

平行层理
、

槽模等沉积

构造
。

板岩顶面多见深水遗迹化石
; 上部

为灰绿色板岩夹砂岩
。

砂岩单层厚 cZ m

一 1 c5 m
,

其中可见砂纹层理和平行层理

等
。

板岩中有丰富的深水遗迹化石 (李育

慈 等
,

1 9 9 3)
〔3 ,
和 底 模构 造

。

厚 度 为

6 98
·

o s m
。

该岩组中常见的浊流沉积序

图 1 李坝群浊积岩序列组合特征

F i g
.

I A

~
ia t io n F ae t u r e s o f t u r b id it e

eS q u e n c e in L i b a G our
p

列有 T ce
、

T bce
、

T de 和 T de
,

个别砂岩层中可见完整的浊流沉积序列 T a bc de 结构
。

D
Z
L bl 岩性段 主要由灰色一灰绿色厚层砂岩组成

。

砂岩单层厚度一般大于 3 c0 m
,

最厚可达 3 5 c0 m
,

具粗糙的粒序层
、

小型砂纹斜层理
、

小型交错层理
、

爬升波状层理等
,

以及

槽模和沟模等冲刷构造
。

该段厚度大于 4 89
.

31 m (未见底 )
,

常见的浊流沉积序为 T a
be

、

T ae
、

T a e e 、

和 T e d e (图 l )
。

根据岩相变化
、

砂 /页比和古流向等资料研究认为
,

李坝群浊流沉积具无扇纵 向搬运浊

流沉积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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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坝群浊积岩中金的分布特征

通过对研究区两条主干代表性剖面及若条小剖面进行金的分析 (表 1 )
,

结果表明
,

李坝

群含金浊积岩建造含金最低的岩性段平均丰度为 4x[ 成与上部大陆壳金的丰度 l(
.

x8 10 甲

aT y fo : ,

1 9 8 5) 相 比
,

呈现 明显的富集特征
,

李子园群金的平均丰度 为 9xl 叭其中最高可达

45 xl 心且高值点均在基性火山岩一玄武岩中
。

表 1 地层中金的丰度表

aT b le 1 A b u n d a

cn
e

of 即 ld i n s t ar t a

地地 层层 样品数数 A u ( x 一尹 )))

变变变变化范围围 平均丰度度 变异系数
...

富集系数
` ...

PPP z zLLL 6 888 2~ 4 555 9
.

000 8 9写写 5
.

0 000

DDD : L b lll 2 000 2 ~ 1555 8
.

000 6 3写写 4
。

4 444

DDD Z L b ZZZ 7 666 4 ~ 1222 5
.

000 5 7 %%% 2
。

7 888

DDD Z L b 333 3 555 2 ~ 2 777 4
.

000 4 5 %%% 2
.

2 222

环环 L b弓弓 5 000 2 ~ 999 4
。

000 5 0 %%% 2
。

2 222

变异系数 一

蚤
x 1 00 %

富集系数 = 元素丰度 /上部陆壳元素平均丰度 ( aT y lo r ,

1 98 5)

在李坝群三个浊积成因的岩性段中
,

D声bl 金 的丰度最高
,

平均为 8义1武变化范围在 2

一 1 x5 l0’ 间
。

该段板岩和粉砂质板岩中金的丰度大多数大于 X8 I武而砂岩中金的丰度均小于

4 xl 叭 D
ZL b

Z

金 的平均丰度为 5xl 了
,

其中金在板岩及粉砂质板岩中的丰度较高
,

最高可达

i z x i了
; D

Z
L b

3

中金的丰度最低为 4 x i武

通过对浊积成因的细碎屑岩中金的丰度统计对比
,

发现金的丰度呈明显规律性变化
,

即

中粗粒砂岩 ~ 细砂岩~ 粉砂岩 ~ 粉砂质板岩和板岩
,

金的丰度随碎屑粒度的减小而逐渐增

高
。

D
Z
L bl 和 D

ZL b
“
两岩段砂质含量较高

,

金的富集度分别为 4
.

44 和 2
.

78
,

变异 系数为

6 3 %和 5 7 %
,

而 D
Z
L b

3

金的富集 ( 2
.

2 2 ) 和变异系数 ( 4 5 % )均明显的小于 D ZL b
,

和 D
ZL b

Z 。

D Z L bl 和 D
Z
L bz 两岩段金的变异系数较大 ( > 57 % )

,

表明金在其中分布不均匀
,

利于活化迁

移成矿
。

现有资料研究表明
,

地层中金的变异系数大
,

与岩石中有相当一部分金呈易活化状

态 (存在于硫化物中或呈微细粒 自然金形式 ) 存在很大的关系 (刘英俊等
,

1 9 87 ) 〔。
。

这两段

F e , + / F e < 0
.

4
,

属还原环境
,

易形成黄铁矿
、

毒砂等金属硫化物
,

且呈稀疏浸染或呈点状分布

于细砂岩一板岩中
。

这可能是导致金分布不稳定和变异系数增大的主要原因
。

本区 已发现

金矿 (化 ) 点中 96 %产于 D
Z
L b

“
的中上部

,

均为微细粒浸染型金矿
,

其余产于 D Z L bl 的上部
,

属含 C u 石英脉型金矿
。

这一特征说 明 D
Z
L bl 和 D Z L b

Z

既是金的原始富集层位
,

亦是金矿的

赋存层位
。

李子园群 P z 1
L 是以基性火山岩为主的火山岩夹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建造

,

金的富集度为

5
.

0
,

变异系数为 89 %
,

表明金的富集程度高
,

同时这套老地层 中金矿化异常发育
,

且有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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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李子园群及李坝群中徽 t 元素钓含 t 特征饮 1 0
一

6 )

T
a b le 2 T ra e e e

l
e m e n t eo n t e n t s ( P Pm ) in L iz i y u a n a n d L iah G or

u P s

卜卜狱狱
P z l LLL D Z lb lll D Z lb ZZZ D Z lb 333

跳 lb 444

又又又又 FFF XXX FFF XXX FFF 又又 FFF XXX FFF

AAA ggg 0
.

1 333 2 6 000 0
。

0666 1
.

222 0
.

0666 l
。

2 000 0
.

0 555 lll 0
.

0666 1 2 000

AAA sss 43
。

3 222 2 8
.

9 000 12
.

6 444 8
.

4 000 1 2
.

4 000 8
.

222 9
.

3333 6
.

2 000 7
.

9 888 5
.

3 000

SSSbbb 2
。

888 1 444 3
.

000 1555 3
.

888 l 999 1 5
。

666 7 888 1 1
.

555 57
.

555

BBBiii 0
.

3777 1
。

9 000 0
.

3 999 2
.

1 000 0
.

4 888 2
.

5 000 0
.

5333 2
,

8 000 0
。

4 777 2 4 000

HHH ggg 0
。

0 555 0
。

6 222 0
.

0 555 0
.

6 222 0
.

0 777 0
.

8 777 0
。

0 666 0
。

7 555 0
。

0 888 111

eeeFFF 1
.

6 X 10 444 0
.

3 222 3
.

2 X 1 0 444 0
。

6 444 3
.

0 X 10 444 0
.

6 000 4
.

0 X 1 0 444 0
.

8 000 3
.

7 X 10 444 0
。

7 222

CCC uuu 3 0
。

999 1
.

2 333 3 1
。

000 l
。

2 444 3 0
.

444 1
.

2 222 4 1
.

222 1
.

6 555 2 8
。

333 1
.

1333

PPP bbb 5 6
。

888 2
.

7 999 18
.

000 0
.

999 2 5
.

222 1
.

2 666 2 6
.

444 1
.

3 222 3 4
.

333 1
.

7 111

ZZZ nnn 1 6 9
.

111 2
.

3 888 1 1 6
.

222 1
。

6 444 1 0 0
。

111 1
。

4 111 1 2 2
。

999 1
.

7 333 7 5
.

999 1
.

0 666

NNN iii 3 4
.

111 l
。

7 111 80
.

666 4
.

0 333 4 5
.

888 2
。

2 999 4 1
。

lll 2
.

0 666 4 3
.

111 2
.

1 666

CCC 。。 13
。

888 1
.

3 888 1 5
.

666 1
.

5 666 1 5
.

666 1
。

5 666 1 6 777 1
.

6 777 2 2
.

555 2
.

2 555

MMM nnn 8 2 333 1
.

3 777 6 7 222 1
.

1 222 6 6 555 1
。

1 000 5 7888 1
.

9 666 5 0 666 0
.

8 444

iiiTTT 2 4 5 444 0
.

8 222 3 4 5 000 1
.

1 555 3 2 6 222 l
。

0 999 3 1 0 777 l
。

0 222 2 9 5 222 0
.

9 888

CCC rrr 1 0 7
.

000 3
。

0 666 1 2 3
。

lll 3
。

5 222 1 0 5
.

222 3
。

0 111 9 6
.

111 2
.

7 555 1 1 0
。

333 3
。

1 555

aaaBBB 4 3 333 0
。

9 777 3 6 000 0
。

6 555 3 6 555 0
。

6 666 60 222 1
。

0 999 4 6 111 0
。

8 444

VVVVV 94
。

111 1
.

5 222 1 2 3
。

000 l
。

9 888 1 0 0
.

444 1
。

6 222 10 8
。

555 1
.

7 666 8 7
.

666 1
.

4 111

rrrSSS 1 69
。

444 0
。

4 888 6 7 444 0
.

1 999 6 7
.

444 0
。

1 999 1 28
.

111 0
.

3 777 3 1 5
。

333 0
。

9 000

AAA s / S bbb 1 5
.

4 666 4
.

2 111 3
。

2 666 0
.

8999 0
.

6 999

CCC o / N iii 0
.

444 0
.

222 0
.

333 0
.

444 0
。

555

SSS r/ 1弘弘 0
.

444 0
.

222 0
.

222 0
.

222 0
.

777

AAA u / A ggg 6 9 0 X 1 0 一 333 1 3 3
.

3 X 1 0 一 333 8 3
.

3 X 10 一 333 8 0 X 1 0 一 333 6 6
.

7 X 1 0 一 333

AAA u / A sss 0
.

2 1 X 1 0 一 333 0 6 3 X 1 0 一 333 0
.

4 0 X 10 一 333 0
.

4 3 X I O一 333 0
.

5 X 1 0 一 333

CCC r / N iii 3
.

111 1
.

555 2
。

333 2
.

333 2 666

SSS b + 残十 H ggg 3
.

2 222 3
.

4 444 4
.

3 555 1 6
.

1 999 12
.

0 555

CCC u
+ P b + Z nnn 2 5 5

.

888 1 6 5 222 1 5 5
。

777 1 9 0
.

555 1 38
.

888

样样品数数 6 888 2 000 7 666 3 555 5 000

X
.

平均均含量 F
.

相对于上部大陆壳 ( aT y lo r ,

19 85) 的富集度

家庄
、

木皮沟梁
、

沈家沟等石英脉型和构造破碎蚀变带型金矿赋存其内
。

3 李坝群浊积岩中微量元素的分布特征

研究微量元素及其组合特征 目的在于确定李坝群含金浊积建造的成因和物质源以及其
`

所经历的后期构造一热事件的变化
。

礼眠金矿带李坝群浊积岩剖面
、

李坝金矿含矿断裂及李

子园群中微量元素测试结果 (表 2) 显示
,

与上部大陆壳元素丰度相 比
,

李坝群含金浊积岩建

造各岩性段具有富集 A u 、

A s 、

s b
、

B i
、

N i
、

co
、

e r 和 V
,

而贫 H g
、

F e 、

S r ,

aB 的特点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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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在富集元素中 A u 、

A s 、

S b
、

Bi 的富集度最高
,

为上部大陆壳丰度的 2
.

1 ~ 78 倍
,

而 A u 、

A s 、

S b
、

iB 则是研究区内最重要的成矿元素和成矿指示元素
。

李坝群含金浊积建造中富集元

素 (富集度 > 1
.

5) 组合代表和决定着该建造中的矿种及组合
,

反映其物源区以富铁族元的基

性岩或基性火山岩为主
,

同时亦表明该建造为金成矿提供物质来源
。

李坝群含金浊积岩建造

与下伏李子园群在富集 A u
及其微量元素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

表 3 地层中徽 t 元素的富集特征

Fi g
.

3 E n r ie h m e n t f
e a t u r e s o

f t ar e e e le m e n t s in s t ar t a

地地 层层 富集元素 (富集度> 1
.

5))) 较富集元素 (富集度~ 1一 1
.

5))) 贫化元素 (富集度 < DDD

PPP z l LLL A u
、

A s 、
S b

、

iB
、

P b
、

Z n
、

A g
、

C r
、

N i
、

VVV C u
、

G 〕
、

M nnn

gH
、

eF
、

T i
、

S r
、

aaaB

场场 L b lll A u
、

A s
、

S b
、

iB
、

Z n
、

N i
、

C o
、

C r
、

VVV A g
、

C u
、

M n
、

T iii H g
、

eF
、

P b
、

rS
、

玫玫

DDD Z L b ZZZ A u
、

A s 、
S b

、

iB
、

N i
、

O 〕
、

C r
、

VVV A g
、

C u
、

P b
、

Z n
、

M n
、

T iii H g 、

eF
、

rS
、

aaaB

DDD Z L b 333 A u 、
A s 、

bS
、

iB
、

C u 、
Z n

、

N i
、

(沁
、

M n
、

C r
、

VVV gA
、

P b
、

T i
、

勘勘 H g
、

F e
、

S rrr

DDD : L b`̀ A u 、

sA
、

S b
、

iB
、

P b
、

N i
、

O 〕
、

C rrr A g
、

H g
、

C u
、

Z n
、

VVV F e
、

M n
、

T i
、

iB
、

S rrr

比较微量元素在砂岩
、

粉砂岩
、

粉砂质板岩和板岩中的丰度发现
,

多数微量元素的丰度

随着沉积物粒度的减小而增高
。

元素 A s 、

B i
、

N i
、

M n 、

T i
、

C r 、

V 的丰度从 D
Z L b

`

~ D
Z L b

3

逐渐降低
,

而 S b 则相反
。

A s
S/ b

、

A u/ A g 和 A u/ A s 比值从 D
Z
L bl ~ D

ZL b
3

逐渐减小
,

而 co /

iN
、

rC / iN 和 S b十 iB + H g 值则逐渐增大
。

这一特征变化直接与 D
ZL bl ~ D

Z
L b

3

泥质含量逐

渐增加有关
。

A u / A g 在 D
Z
L b

`
至 D

Z
L b

3

地层中较高
,

尤以 D
ZL b

,

最高 ( 1 3 3
.

3 x l o 一 3
)

,

而李子

园群中该值高达 69 0 x 1 0 一 ” ,

这是导致礼崛金矿带金成色 比较底 (李坝金矿金的成色为 8 3 4)

的因素
。

李坝群浊积岩建造剖面
、

李坝金矿含矿断裂及李子园群 中微量元素的 R 型聚类分析表

明 (图 2 )
,

三者之间既有差别
,

亦有明显的相似性
。

在
r o

.

0 5
一 0

.

2 显著性检验条件下
,

李坝群

浊积岩建造中主要存在三种微量元素组合
: 1 ) A u 一

iB
一

oC
一

eF
; 2 ) A g 一 P b

一

A s ; 3 ) iT
一

rC
一

v
一

iN
一

aB
-

rS
.

李坝金矿含矿断裂在
r o

.

。。
一 0

.

3 显著检验条件下
,

存在三个显著的相关体系
: 1 ) A u 一 A s -

B i
一

P b
一

A g
一

z n 一 e u 一

H g 一
s b ; 2 ) e r 一 v

一

T i
一

N i
一

e o 一

瓦 和 3 ) M n 一

s r 。

其中金与砷的关系最密 tjJ
。

A u -

sA
一

iB
一

sb
一

A g
一

bP
一

zn
一

cu
一

H g 组合属成矿热液活动中的成矿元素组合
,

这与李坝金矿中的金

属矿物组合一黄铁矿
、

毒砂
、

黄铜矿和磁黄铁矿基本吻合
。

对李坝群浊积岩建造中 A u 一

iB
一

oC
一

F e
组合统计分析表明

,

其在板岩中含量最高
,

粉砂质

板岩次之
,

砂岩最低
。

A u 一

iB
一

C。 一

F e
组合可能暗示着 A u 主要以微细粒自然金形被粘土矿物

吸附或赋存于黄铁矿等硫化物中
。

李子园群微量元素 R 型聚类分析与上述两种分析相 比
,

它们都有一组亲 F e
元素组合

,

反映了它 们物质成分上的相似性
。

A u
在李子园群中与其它微量元素相关性弱

,

独立性较

强
。

研究表明 A u
在李子 园群中主要呈微细粒 自然金形式存在

。

以上特征表明李坝群含金浊积岩建造属一套衍生含金建造
,

金及其微量元素是从原生

含金建造李子园群 中
,

经过各种地质作用转移而来
。

无论是李子园群原生含金建造
,

还是李

坝群衍生含金建造
,

二者都为研究区金成矿提供物质
,

但成矿物质主要来自李子园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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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

李子园群 ( N = 6 8 r = 0
.

2 ) b
.

李坝群浊积岩 ( N ~ 13 1 r一 0
.

2)

0
.

8 0
.

6 0
.

4 0
.

2 O 一 .0

图 2 李子园群和李坝群浊积岩

建造中微量元素 R型聚类谱系图

F i g
.

Z R
一 t y伴

e l u s t e r a n a l y s
i
s o f t r a e e

e le m e n t s i n L i
z
i y u a n

G
r o u P a n d

t u r b id i t e f o r m a t i
o n o f L i b a G or

u P

.10次v--你旅-oC加邵尧r加扩护分ù--sr

c
.

李坝矿区含矿断裂 ( N = 20
r一 .0 3)

(柳森等
,

19 9 2 )

4 李坝群含金浊积建造与金矿成因的关系

截止 目前
,

研究区内产于李坝群中的微细粒浸染型金矿
,

均赋存于 D
Z
L b “
的中上部

,

其

中 7 5 %的金矿体赋存在粉砂质千枚岩 (板岩 )一干板岩 (板岩 ) 中
; 25 %产于变粉砂岩中①

。

区

内最大的金矿床一李坝微细粒浸染型金矿矿体产于粉砂质千枚岩 (板岩 ) 中占 78 %
,

变砂岩

与千枚岩互层中占 20 %
,

仅 2 %产于变 (粉 )砂岩中
。

对李坝金矿矿石光片中金矿物分布状况

统计结果表明
,

金矿物在粉砂质千枚岩和千枚岩 中最高
,

占 81
.

22 %
。

研究区金矿体主要受

层间破碎带
、

节理裂隙带和剪切断层控制
。

产于 D ZL bl 上部的含 C u 石英脉型金矿
,

主要赋

存于砂岩夹板岩中
,

受层间破碎带和断层控制
。

① 柳森等
,

19 92
,

甘南主要金矿区 (礼峨金矿带东部 )找矿预测
,

甘肃有色金属地质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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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坝群浊积岩建造中含大量的有机质
、

硫质和粘土质
,

其使金易呈络合物或被粘土吸附

的形成迁移
。

在深水浊积盆地强还原条件下
,

这些络合物失去稳定性而使 A u
沉积下来

,

赋

存在粘土矿物或黄铁矿等硫化物中
,

从而形成了矿源层
。

通过微量元素分析及李坝金矿成矿

作用的研究
,

认为李坝群浊积建造并非该金矿集中区的主要矿源层 (矿质主要来源于下伏绿

岩带一李子园群原生含金建造 )
,

而应为容矿建造
。

李坝群浊积盆地具裂陷槽性质
,

受基底的深大断裂带控制
。

同时
,

深大断裂的存在也标

志着盆地处于地热异常区
。

后期浊积盆地快速沉降
,

使基底的原生含金建造一李子园群和李

坝群浊积建造中层间水得以加热
,

并使层间水能更充分地活化和萃取地层中的金
。

在印支一

燕山期构造一岩浆活动作用下
,

使含金建造中的含矿热卤水沿着基底先存断裂和成矿期断

裂运移到减压扩容带沉淀成矿
。

李坝群浊积岩建造 D
Z L b

“

中上部
,

是
“

砂岩 + 板岩 + 砂岩
”

软硬相间的
“

三明治
”

地层结

构
,

在构造挤压过程中
,

由于它们物理化学性质差异明显
,

容易形成有利于矿质沉淀的层间

破碎带及节理裂隙带
。

当含矿溶液从导矿构造运移至这种容矿构造时
,

由于温度
、

压力及含

矿溶液系统物化条件的改变
,

使金不能在粉砂岩
、

粉砂质板岩和板岩中很快聚集沉淀
,

而呈

微细粒
、

浸染状分布
,

被载体矿物吸附或包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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