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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会东县金锁桥铁金矿床控矿因素及矿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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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会东县金锁桥铁金矿床位于杨子地台西缘川滇黔铜多金属成矿带
,

地处环太平洋构造域和

特提斯构造域的结合部位
,

川滇黔菱形地块之会理
一

昆明裂陷带
。

该区经历了 自早元古代弧后盆地
、

早

中元中代拗拉槽
、

中元古代陆内裂谷
、

中晚元古代大陆边缘陆弧体
、

晚元古代后造山裂谷
、

古生代块

断升降
、

地裂运动及中生代前陆盆地和 山间断陷等漫长的地史演化
,

是 以前震旦系变质岩作基底
、

古

生代海相沉积作盖层的长期隆起地带
,

具地槽型变质岩系活动带及地台沉积
。

构成了本区 良好的成矿

地质背景
,

是康滇地轴中基底铜 (金 ) 矿成矿远景区
。

笔者在结合前人成果
,

以及野外地质调查的基础上
,

研究金锁桥铁金矿区基本地质特征
、

岩石地

球化学特征
、

矿物学特征
、

流体包裹体特征等
,

主要取得以下认识
:

(1) 金锁桥铁金矿区出露的地层为中元古界青龙山组 (R Zq )
、

淌塘组 (R Zt) 及第四系 (Q )
,

中

元古界青龙山组 (R Z
砂 结晶灰岩及绢云千枚岩为赋矿地层

。

矿区位于小街一金锁桥东西向构造中部
,

新山复式向斜北翼
,

区内褶皱
、

断层较发育
。

矿区内各地层中均不同程度发育流纹岩
、

玄武质凝灰岩
,

变质后为各类千枚岩
,

侵入岩主要为花岗斑岩
、

花岗闪长份岩
、

闪长岩
、

石英斑岩等
,

这些浅成岩体

(岩脉 ) 在空间上往往成为铁矿体或金矿体的顶板或底板
,

与矿体密切伴生
。

(2 ) 金锁桥铁金矿床所有铁矿体均受层间破碎带与断层破碎带及裂隙控制
,

铁金矿 (化 ) 体赋存

于金锁桥断裂上下盘的层 间破碎带和裂隙构造破碎带中
,

破碎带与裂隙主要呈两种产出形态
,

一是顺

层产出
,

矿体呈似层状和透镜状
;
二是切穿地层

,

与地层呈一定夹角产出
,

矿体主要呈脉状和透镜状

产出
。

在定位机制上
,

铁矿沿前震旦系地层的层间破碎带
、

构造薄弱带贯入而形成
;
金矿化比铁矿化

略晚
,

在铁矿体内部和边部的破碎带或裂隙发育的地方
。

构造破碎带和裂隙的规模大小决定了矿体的

规模大小
。

(3 )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表明
,

金锁桥铁金矿床容矿岩石背景值高
,

具原始矿源层特征
。

矿体与晋

宁期花岗闪长份岩相伴产出
,

在成因上具时空联系
。

铁矿呈脉状和透镜状沿前震旦系地层的层间破碎

带
、

构造薄弱带贯入而形成
;
金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脉状沿层间破碎带和构造裂隙破碎带产出
,

金 (或铜 ) 常分布于铁矿体的外 围或其下部
,

金矿往往叠加铁矿而构成铁金矿化
。

矿石主要呈半自形
-

它形粒状结构
,

蜂窝状
、

块状构造
。

矿物特征
、

矿物组构以及矿物共生关系表明矿床具热液期和表生

期两个成矿期次
。

近矿围岩具强烈的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褐铁矿化
、

黄铜矿化及金矿化
,

与

矿体呈渐变过渡关系
。

包裹体测试结果表明了矿床成矿过程是一个从中温到低温的演化过程
。

综上所述
,

本矿床属中低温热液型铁
、

金叠加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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