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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林夹皮沟成矿带金成矿作用与太古宇变质岩系、幔源岩浆活动、 韧性剪切带密切相关 . 成矿流体以地幔流

体为主 ,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幔 ,地幔活动形成的韧性剪切带及其伴生的次一级断裂构造不仅是成矿流体的运移通

道 ,而且是矿体就位的有利空间 .论述了新立屯 - 马家店、大朝阳沟地区具有金矿成矿的基本地质条件—— 太古宇变

质岩系广泛分布 , 幔源岩浆、 韧性 -脆性构造活动强烈 ; 金矿化体 (石英脉 ) 受韧性剪切带两侧的次一级断裂控制 ,

伴随金矿化有黄铁矿化、黄铜矿化、 方铅矿化及闪锌矿化等 , 金品位与金属硫化物含量呈正相关 ; 与矿化关系密切的

围岩蚀变是硅化 ( - 钾长石化 ) . 金矿化、 围岩蚀变特征与矿带内已知金矿床相似 . 找矿研究表明 , 新立屯矿化点深

部具有较强烈的主成矿期热液活动 ,且围岩条件、 构造条件适宜金矿成矿作用 ; 马家店矿点、 大朝阳沟地区的矿化点

同样具有较大的成矿潜力 . 因此 , 夹皮沟成矿带南东部外围具有良好的成矿远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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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皮沟金成矿带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 华北地台北

缘东段 , 是我国重要的金成矿带之一 . 矿带内的主要
金矿床如夹皮沟、 八家子、 四道岔、 板庙子等经过多
年开采 , 金矿资源几近枯竭 , 矿山目前处于半停产状

态 . 因此 , 对夹皮沟金矿田外围的金矿找矿、 评价工
作不仅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 , 而且具有深远的社会意

义 .

本文的夹皮沟金矿成矿带南东段外围是指夹皮

沟、 二道沟金矿床外围的南东延伸部分 , 即新立屯 -

马家店地区、 大朝阳沟地区 .

1　夹皮沟成矿带金矿成矿、 控矿条件
1. 1　矿带地质
在夹皮沟金成矿带内广泛分布一套原岩为超基性

- 基性火山岩夹碎屑岩及硅铁质沉积岩的太古宙基底

变质岩系 , 区域变质程度达到辉石角闪岩相- 二辉麻

粒岩相 ,变质年龄约为 3000 M a
[ 1]
; 同时 ,这套变质岩

系还遭受了强烈的花岗岩化作用 , 形成花岗质片麻岩
类和花岗岩类岩石 . 亦有人称这套变质岩系为太古宙

“花岗 -绿岩带” . 带内岩浆活动频繁 , 从太古宙至新

生代的超基性、 基性、 中性、 酸性岩浆活动皆有所表
现 , 尤以太古宙末期、 燕山期的岩浆活动表现更为强
烈 . 白山镇复式穹隆构造和呈北西 -北西西向展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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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构造 (带 )、 大型韧性剪切带 , 构成成矿带的整体

构造格架 . 研究认为 , 这些断裂构造及韧性剪切带构

造是由太古宙末期地幔上涌形成的白山镇复式穹隆构

造的伴生构造 , 并在燕山期又有强烈的活动
[ 2]
.

1. 2　成矿流体的性质、 来源
夹皮沟金矿田石英包裹体的类型复杂 , 包裹体气

液之比为 10%～ 20% , 且以二氧化碳包裹体为主 , 如

板庙子金矿床二氧化碳包裹体可达 60% ～ 80% . 二氧

化碳包裹体大小不等 , 形态较规则 , 主要分布在金属

硫化物周围的石英中 . 包裹体成分分析显示 , 液相组

分中阳离子以钙、 钠、 钾、 镁为主 , 钙含量为 0. 26×

10
- 6
～ 54. 12× 10

- 6
, 均值 6. 81× 10

- 6
; 钾含量为 0～

10. 20× 10- 6 ,均值 1. 99× 10- 6 ; 钠含量为 0. 20× 10- 6

～ 17. 22× 10- 6 ,均值 3. 57× 10- 6 ;镁含量为 0～ 16. 90

× 10- 6 ,均值 1. 48～ × 10- 6 . 阴离子以 SO
2-
4 为主 , 其

次为 Cl-和 F-及少量的 NO-
3 . 气相组分以 CO2、 H2O

为主 , 并含一定量的 CO2 , CH4、 C2 H4相对较高 . 包

裹体的氧逸度低 ( log f O2= 39. 37) , 二氧化碳逸度高

( log f CO
2
= 0. 88)

[ 3 ]
.总体来看 ,金矿田石英包裹体以二

氧化碳包裹体为主 ,包裹体组成成分中富 Na+ 、 Mg2+ 、

SO
2-
4 、 CO2以及 CH4、 C2H4 ,且包裹体的氧逸度较低、

二氧化碳逸度较高 , 显示成矿期流体具有深源 (热卤

水 )流体特征 .包裹体中含有一定量的 Ca
2+ 、 K

+ 、 N2 ,

F
-
/Cl

-
比值小于 1则说明深源成矿流体中有变质水

和 (或 )大气降水的混入 .成矿流体W
18
O水的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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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00～ + 7. 85之间 ,众数值在+ 4. 50～ + 7. 00之

间 , WD值在- 80～ - 100之间 , 显示深源岩浆水的特

点 . 最新研究表明 , 夹皮沟特大型金矿成矿流体具有

以下特点: ( 1) 不论前寒武纪成矿还是显生宙成矿

(主成矿期为 2500～ 2400 M a和 180～ 90 Ma ) ,成矿流

体可能有一种相同的来源 ; ( 2) 成矿流体同位素均一

性较好 , 不随矿床的具体地点和围岩变化而变化 , 成

矿流体的源区体积大 , 成矿时水 /岩比值较大 ; ( 3)成

矿流体是以 C- H- O为主的体系 ,含氮相对较高 ,氧

逸度较低且二氧化碳逸度高
[3 ]
. 流体的这些特点与地

幔流体相似 .

综合分析夹皮沟金矿田成矿流体的性质、特点 ,可

以确定金矿成矿的流体是以地幔流体为主的热液流

体 .

1. 3　成矿物质来源
夹皮沟金矿田矿石碳同位素W13 C值变化范围在

- 4. 12‰～ - 5. 19‰ , 平均值为 - 4. 83‰ , 显示碳来

源于地幔 ; 硫同位素 W
34
S值为 - 4. 70‰～ + 3. 46‰ ,

均值为 - 0. 73‰ , 与陨石硫的同位素组成相似 , 属地

幔硫 ;锶同位素 87
Sr /

86
Sr= 0. 703203～ 0. 704467,锶初

始值 ISr ( t )低于 0. 703,钕初始值εNd ( t ) = 8. 4[ 3] ; 矿

石中石英稀土元素分析结果显示成矿物质来源与壳源

- 幔源的基性岩浆活动有关 . 因此 , 同位素示踪分析

表明金矿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幔 .

1. 4　控矿构造
白山镇复式穹隆构造是太古宙末期、 燕山期地幔

上涌形成的 ,是地幔活动高峰期在地表的构造表现 ,而

夹皮沟 NW向大型韧性剪切带以及该地区的一系列

断裂构造均是复式穹隆构造的伴生构造 , 是地幔上涌

过程中地质应力释放的产物
[4 ]
. 矿带内的金矿床均产

在夹皮沟北 NW向大型韧性剪切带及其两侧的脆性

断裂构造内 . 金矿成矿有两个主成矿期 , 即太古宙末

期 ( 2500～ 1800 Ma )成矿期和燕山期 ( 180～ 90 Ma )

成矿期 , 基本与地幔活动的高峰期相对应 , 说明矿带

内金矿成矿作用与地幔活动密切相关 , 地幔活动形成

的复式穹隆构造所伴随的韧性 -脆性线性构造是金矿

成矿的主控构造 [4 ] .

上述事实表明 ,夹皮沟成矿带金矿床成矿物质、成

矿流体主要来源于地幔 , 金矿床的形成严格受地幔上

涌所形成的线性构造控制 .

2　矿带南东段找矿远景
由于夹皮沟金矿田的保有储量几近枯竭 , 许多矿

山面临关闭的境地 , 因此 , 夹皮沟金矿田外围的金矿

找矿工作显得日益重要而急迫了 . 近年来 , 夹皮沟成

矿带南东段外围的贵金属找矿工作已经开展 , 先后发

现了许多矿化线索 , 如新立屯、 马家店、 大朝阳沟金

矿 (化 ) 点等 . 那么 , 找矿前景如何? 下面以新立屯

- 马家店、 大朝阳沟地区为例 , 阐述该地区的金矿找

矿前景 .

2. 1　新立屯 -马家店地区

2. 1. 1　区域地质背景
新立屯 -马家店地区处在夹皮沟金成矿带之南东

段西侧 ,东北部与庙岭 -二道沟、八家子金矿床接壤 .

区内大面积出露有太古宇夹皮沟群老牛沟组变质岩

系 , 主体岩性有斜长角闪岩、 斜长角闪片麻岩、 角闪

变粒岩、黑云变粒岩 , 夹绢云石英片岩、磁铁石英岩 ;

南部、西南部分布有太古宇龙岗群杨家店组变质岩系 ,

主体岩性下段是黑云角闪变粒岩、 钠长变粒岩、 斜长
角闪片麻岩、斜长角闪岩、绿帘角闪片岩呈互层出现 ,

夹黑云变粒岩、 浅粒岩、 黑云斜长片麻岩及各种不同

程度的花岗岩化岩石 . 区域对比可知 , 该区变质岩系

与夹皮沟成矿带分布的变质岩系的主体岩性、 层位基
本一致 .

五台期 (V2 )钾长花岗岩分布在该区南西部 ,在区

域上该岩体呈 NW- SE向的带状分布 , 长近百公里 ,

宽 2～ 10 km.岩体两端大 ,中间小 ,形态似哑铃状 ,新

立屯- 马家店地区则处在哑铃东南部的 “铃”的位置 .

在 “哑铃状” 钾长花岗岩外接触带及其两侧普遍有以
钾长石斑晶为特征的钾质交代现象及钾质花岗伟晶岩

脉穿插 ,岩体内含有大量的大小不等的斜长角闪岩、片
麻状英云闪长岩 -奥长花岗岩、 麻粒岩和紫苏花岗岩
的捕虏体 , 岩体与太古宙变质岩系之间具有明显的侵

入关系 . 同时 , 区内还发育有加里东期至燕山期的基

性、中性、 酸性岩体或岩脉 , 主要岩性有辉长辉绿岩、
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次流纹岩及花岗斑岩、 伟晶岩

等 . 研究表明 , 钾长花岗岩是以幔源成分为主混有部

分壳源物质的碱长花岗岩 , 与金成矿带的金成矿作用

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3 ] .

夹皮沟 NW向大型韧性剪切带从庙岭 - 二道沟

一带通过 , 并可能继续向南东方向延伸穿过本区 (图

1) . 在新立屯部进行的 V四道能谱测量结果显示 , 在

该韧性剪切带的西部 , 发育有 3条走向 NW300～
330°, 倾向 NE, 倾角 50～ 70°的构造破碎蚀变带 , 与

韧性剪切带的产状基本一致 . 构造蚀变带的围岩是五

台期钾长花岗岩 , 岩石破碎并伴有绢英岩化、 绢云母
化、 绿泥石化、 钾长石化及碳酸岩化 , 在蚀变带内还

发育有硅化、 黄铁矿化、 黄铜矿化、 方铅矿化、 闪锌
矿化及金、 银矿化 .

2. 1. 2　金矿化特征

在新立屯 -马家店地区已发现新立屯、马家店、唐
胡店沟等金矿化点 . 在韧性剪切带两侧发育次一级的

走向为 NW (新立屯 )和 NE (马家店 )的压扭性构造

破碎蚀变带 , 金矿化就发生在这些蚀变带内 , 并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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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夹皮沟成矿带南东段地质略图

Fig. 1　 Geo log ic map o f th e southea st of Jiapig ou miner aliza tion belt

1—太古宇变质岩系 ( Archaeo zoic metamorphic rocks) ; 2—五台期钾长花岗岩 ( Wu tai potash feldspar grani te) ; 3—五台期花岗闪长岩 ( Wu tai

granodiorite) ; 4—韧性剪切带 ( ductil e sh ear zone) ; 5—脆性断裂 ( brit t le fault ) ; 6—金矿床 (点 ) ( gold d eposi ts )

受构造破碎蚀变带控制 .

　　新山屯金矿化点矿化围岩为钾长花岗岩 , 矿化石

英脉总体走向 NW, 倾向 SE, 倾角 60～ 70°, 一般延

长 1～ 2 m , 最长达 10 m, 宽 0. 2～ 1. 5 m , 金、 银最
高品位分别为 7. 28× 10- 6和 198× 10- 6 . 马家店矿化

点矿化围岩为斜长角闪片麻岩 , 矿化石英脉走向

N E20～ 30°, 倾向 SE, 倾角 30～ 50°, 其规模较大、 品
位较高 , 目前有企业正准备开采 . 矿化石英脉在平面

上为脉状、 透镜状或扁豆状 , 呈斜列或雁行状分布在

构造破碎蚀变带内 ,具有尖灭再现、分支复合现象 .矿

化石英脉中含有黄铁矿、 黄铜矿、 方铅矿和闪锌矿等
金属硫化物 , 一般来说 , 金属硫化物的含量越高 , 金

品位越高 .

2. 1. 3　围岩蚀变特征

与金矿化有关的围岩蚀变主要有绢英岩化、硅化、
钾长石化和碳酸盐化等 .各蚀变类型之间无明显界线 ,

蚀变带的水平分带和垂直分带皆不明显 .强蚀变带、弱
蚀变带、 围岩之间呈渐变过渡接触 , 强蚀变带宽度多

在 0. 8～ 1. 5 m之间 ,随构造破碎蚀变带的规模、宽度

变化而变化 .

找矿研究发现 , 硅化作用与金矿化密切相关 . 与

硅化作用伴随的是脉状钾长石化蚀变作用 . 硅化作用

叠加在构造蚀变带内遭受了绢英岩化蚀变作用的岩石

之上 , 主要表现是在绢英岩化岩石破碎形成的裂隙中

充填了细、 网脉状石英 ( -钾长石 ) 脉 , 局部地段形

成规模较大的石英脉 . 硅化蚀变作用伴有细粒他形黄

铁矿化、 黄铜矿化、 方铅矿化及闪锌矿化 , 蚀变岩石

金含量显著提高 , 最高达 7. 28× 10
- 6
.

2. 1. 4　成矿远景分析
新立屯 -马家店地区具备区域上金矿成矿作用的

3个基本条件——太古宇变质岩系、 剪切体系的构造
破碎蚀变带、幔源岩浆活动 ,有形成金矿床的可能 .找

矿研究表明 , 马家店金矿化点的成矿远景优越于新立

屯金矿化点 , 是今后找矿工作的重点 . 本文着重讨论

新立屯矿化点的成矿远景 .

夹皮沟地区金矿床的成矿温度主体范围在 240～

380℃之间 ,二道沟金矿床矿石中石英包裹体溶液电导

度为 9. 8. 新立屯地区金矿化石英脉石英包裹体爆裂

测温及包裹体溶液电导度测试结果见表 1, 可以看出 ,

主成矿期热液在构造破碎蚀变带内活动较为强烈 , 金

矿化矿物共生组合为黄铁矿 -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

矿组合 , 与区域上金矿化矿物共生组合基本相似 , 说

明该地区具有金矿成矿的热液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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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立屯矿化点石英包裹体爆裂测温拐点及电导度

Table 1　 Electric conductivity and temperature inflexions of inclusions f rom quartz in Xinlitun Au-mineralizat ion spot

样品编号　　　　 采样位置　　　　 产　状　　　 爆裂测温拐点 /℃ 电导度

XD- 1 TC- 12 主矿化期石英脉 201, 345, 484 6. 6

XD- 12 TC1- 2 主矿化期石英脉 215, 298, 462 8. 5

XD- 2 TC- 12 主矿化期前石英脉 124, 360, 528 17. 4

XD- 38 TC- 14 主矿化期后石英脉 323, 452, 488, 522 3. 0

XD- 43 TC- 35 主矿化期石英脉 200, 264, 512 9. 0

XD- 48 TC- 3 主矿化期石英脉 189, 290, 472 13. 7

XD- 53 TC- 13 主矿化期前石英脉 178, 352, 435, 524 15. 2

XD- 36 TC- 14 主矿化期前石英脉 206, 274, 360, 425 21. 2

XD- 54 二道沟金矿床 金矿石 (石英脉 ) 204, 265, 374, 480 9. 8

　　　　样品由沈阳地矿所实验室测试 .

　　五台期钾长花岗岩与太古宇变质岩系的接触界面
总体上向 SW方向倾斜 , 即向钾长花岗岩体倾斜 , 倾

角在 45～ 60°之间 . 地表出露的构造破碎蚀变带向 NE

方向倾斜 , 倾角 50～ 70°, 蚀变带的围岩是钾长花岗

岩 . 也就是说 , 钾长花岗岩与太古宇变质岩系的接触

界面和构造蚀变带将在地表以下较浅的部分 (约 150

～ 200 m)交汇 . 至深部地段 , 这些构造破碎蚀变带将

进入变质岩系 , 即构造破碎、 热液蚀变等作用的直接

围岩应该是变质岩系 , 物探测量、 钻孔资料证实了这

一点 . 从区域成矿、 控矿条件分析 , 发生在变质岩系

中的构造破碎作用、 热液蚀变作用对金成矿作用是相

对有利的 .

构造破碎蚀变带与区域上的夹皮沟 NW向大型

韧性剪切带的形成机制是基本相同的 , 即它们是同一

地质应力场作用的产物 . 所不同的是韧性剪切带所处

的位置在应力作用的中心部位 , 表现为强烈的韧性剪

切变形作用 , 而构造破碎作用处在这种地质应力作用

的边缘部位 ,表现为具有压扭性质的脆性变形作用 ,局

部有韧性剪切变形作用的显示 . 构造破碎蚀变带在走

向上最大延长大于 3 km,控制最宽达 24 m ,倾向 N E,

倾角达 50～ 70°, 尽管在倾向上有膨大、 缩小的变化 ,

但如此规模巨大的、 陡倾斜的断裂构造破碎蚀变带必
然有很大的延深 . 随着深度的增加 , 这些断裂构造蚀

变愈来愈相对地靠近区域上的大型韧性剪切带 , 相应

的地质应力作用愈来愈强 . 因此 , 断裂构造破碎蚀变

带有由压扭性、 脆性变形作用为主向韧性剪切 (塑

性 ) 变形作用转变的可能 , 这一转变对金矿化作用是

十分有利的 .

构造破碎蚀变带内岩石的蚀变作用很强 , 蚀变带

的规模也很大 , 说明热液活动是强烈的 . 二道沟金矿

床的金矿石中石英电导度、 爆裂测温结果表明 , 金矿

化主期热液的电导度值为 9. 8, 成矿温度在 240～

380℃之间 ,而该区相似特点的热液活动也有较为强烈

的表现 , 显示有金矿化主期热液的活动 . 热液是沿断

裂系统活动并以由断裂构造深部向上侵入的方式运移

的 , 因此 , 这种热液活动愈往深部表现得愈强烈 . 如

第 1、 5勘探线 ZK468、 ZK459钻孔及 ZK488、 ZK489

钻孔显示 , 构造破碎蚀变带向深部有变宽且蚀变增强

的趋势 . 在 ZK468钻孔约 95 m处和 ZK488钻孔约

100 m处分别见到金品位达 3× 10- 6的金矿化体 .这表

明在该区的深部热液活动有所增强 , 并且金主成矿期

的热液活动也有明显的增强 , 即深部具备金成矿的热

液条件 .

庙岭、 二道沟金矿床的开采证实 , 在地表以下

800 m之上是一个金矿化富集地段 , 地质条件基本相

同的新立屯地区的深部具备良好的金矿成矿远景 .

2. 2　大朝阳沟地区

2. 2. 1　区域地质背景

大朝阳沟地区位于夹皮沟金银多金属成矿带南东

段东侧 , 距夹皮沟镇约 40 km (图 1) . 区内主要出露

的是五台期钾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 太古宇变质岩

系呈残留体状分布在钾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中 , 主

要岩性是斜长角闪 (片麻 ) 岩、 角闪变粒岩和构造绿

泥片岩 , 而构造绿泥片岩的分布面积最大 . 岩浆活动

频繁 , 基性、 中性、 酸性岩脉都较发育 , 其中基性 -

中性脉岩如辉长辉绿岩、 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走向以

NW- NNW向为主 ,而酸性脉岩如霏细岩脉、花岗细

晶岩脉走向以 N E向为主 ,并且切割基性 -中性岩脉 ,

石英脉、 钾长石脉以 NW走向为主 . 断裂构造活动以

NW- NNW向组最为发育 ,大朝阳沟本身可能是一条

走向 NW或近 E- W大型构造带 ,在它的两侧伴有近

于平行的走向 NW- NNW的出露规模较大的绿泥片

面中发育 NW- NNW向韧性变型带 , 带内发育石英

细脉和网脉 , 伴有细粒他形黄铁矿化、 方铅矿化、 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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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矿化和金矿化 .

2. 2. 2　金矿化特征
通过土壤异常、 水系沉积物 (重砂 ) 异常查证及

找矿研究工作 , 已发现 3处金矿化点 . ( 1) 南山矿化

点: 金矿化体是含有石英网脉的片糜岩 , 矿化围岩是

太古宇构造绿泥片岩 -片糜岩 , 糜棱面理走向 NW-

NNW , 与区域构造线走向一致 . 在糜棱岩化带 , 斜长

角闪岩强烈破碎并蚀变形成绿泥片岩或片糜岩 , 绿泥

石化、 绢云母化蚀变伴随有强烈的硅化作用 , 形成石

英细脉或石英网脉 , 同时 , 伴有细粒黄铁矿化、 黄铜
矿化、 方铅矿化及闪锌矿化 . 刻槽采取具有石英细脉

或石英网脉的片糜岩样品 , 金品位为 3. 6× 10
- 6

. ( 2)

北山矿化点: 金矿化体为石英脉 , 矿化围岩是片理化

斜长角闪 (片麻 )岩 . 石英脉宽 10～ 20 cm, 含有细粒

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和少量黄铜矿 ,脉体走向 NW

- NNW, 与区域主构造走向一致 . 两侧围岩片理化作

用强烈 , 但无明显的热液蚀变作用 . 在石英脉两侧的

片理化斜长角闪 (片麻 ) 岩中发育有与石英脉平行的

钾长石脉 , 伴有细粒黄铜矿化 . 金品位 4. 49× 10
- 6
.

( 3) 北岔矿化点: 转石点 , 金矿石是细粒石英脉 , 脉

中含微细粒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和少量闪锌矿 ,金

品位 15× 10- 6 . 从已发现的金矿化点所处的地质位置

可以看出 , 金矿化与太古宙变质岩系、 韧性剪切带以
及中- 基性脉岩密切相关 .

2. 2. 3　成矿远景

大朝阳沟地区具备区域金矿成矿条件 , 太古宙变

质岩系 (或绿岩带变质岩系 )、强烈的多期次的基性 -

酸性岩浆活动及发育有韧性剪切带对金矿成矿作用有

利 , 符合程玉明等提出的韧性剪切带同构造晚期 “三

位一体” 脉型金矿床、 强烈改造的绿岩带后构造期再
生型金矿床成矿模式所必需的成矿条件 , 即大朝阳沟

地区具备良好的金矿找矿前景 .

今后的金矿找矿工作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

面: ( 1) 太古宇变质岩系分布地段 ; ( 2) 韧性变形发

育地段 ; ( 3) 中性 -基性脉岩发育地段 ; ( 4) 钾长石

脉发育地段 ; ( 5) 北东、 北西向断裂构造交汇部位 .

3　结　论

夹皮沟成矿带南东段外围广泛发育有太古宇变质

岩系 ,其主体岩性有斜长角闪岩、斜长角闪片麻岩、角

闪变粒岩、 黑云变粒岩 , 夹绢云石英片岩、 磁铁石英
岩 , 与矿带内被认为为成矿提供部分成矿物质的主体

岩性一致 . 与矿带内金矿成矿关系密切的、 主要来自
地幔的五台期钾长花岗岩在本区大面积分布 , 并且有

多期次的中 -基性脉岩、 酸性岩浆侵入活动 , 具备为

成矿提供成矿物质和成矿热液的条件 . 夹皮沟大型韧

性剪切带从区内通过 , 与之伴生的次级断裂发育 , 能

够为成矿热液运移提供通道 , 并且为矿体就位提供了

有利空间 , 新立屯 -马家店、 大朝阳沟地区的金矿化

点的矿化特征与矿带内金矿床的矿化特征相似 , 具有

良好的成矿远景 . 因此 , 夹皮沟成矿带南东段具有乐

观的金矿成矿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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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VALUE OF THE SOUTHEAST JIAPIGOU GOLD

MINERALIZATION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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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apigou Au-minerali zation bel t is a large-scale one. The w all rocks o f go ld depo sit s in the bel t are

metamo rphic rocks of Archean and mantle-derived g ranites, and the structures that cont rol Au-minerali zation

a re large-scale shea r zone and faults accompanying ductile shear zone. The main Au-minerali za tion occur red in

2455～ 2469 Ma and 180～ 90 Ma, cor responding to the peaks of mantle-derived magma tic activi ties. The

composi tions of inclusions in the qua rtz form ore a re rich in Na
+ , M g

2+ , SO
2-
4 , CO2 , CH4 and C2 H4 . The f O2

is low while f CO 2 i s high. The values of iso topic compositions fo r o re are respectiv elyW
32
S= - 0. 73,W

13
C=

- 4. 83, 87 Sr /86 Sr= 0. 703,XNd ( t ) = 8. 4, il lust rating that the o re-fo rming materials come from the mant le. The

f luids of Au-minerali zation have th ree characteristics: ( 1) The f luids for tw o main mineralization epochs come

from the same source . ( 2) The iso topic compositions of fluid have well homogeneity, showing that the volume of

f luid source is larg e. ( 3) The f luids are C-H-O system and rich in CO2 , CH4 and C2 H4 , the value o f wa ter / rock is

hi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uid a re the same as those o f the f luids f rom mantle.

Xinli tun-M ajiadian and Dachaoyanggou areas have the basic ore-fo rming condi tions which are Archaen

metamo rphic rocks, mant le-deriv ed magmas and ductile-bri tt le faul ts. In the a reas, many Au-minerali zation

places are discovered, such as Xinli tun, M ajiadian, Nanshan etc. The Au-quartz veins a re controlled by faul ts

near Jiapig ou la rg e-scale ducti le shear zone, and the w all rock a lteration associa ted wi th Au-minerali zation are

si licification and po tash feldspathiza tion. There are metal-sulphides such as pyri te, chalcopy ri te, g alena and

sphaleri te in the Au-quartz v eins, and the gold g rade changed w ith the quantity of metal-sulphides. To

summarize, the Au-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rea are the same as those in Jiapig ou Au bel t.

There are simila r cha racteristics in Ma jiadian and Dachaoyanggou a reas. So , the area of southeast Jiapigou

Au-minerali zation belt is po tential fo r prospecting .

Key words: Au-minerali za tion belt; ore-fo rming conditions; pro spectiv e value; Jiapig ou of Ji 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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