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某金矿位于康定

大断裂的旁侧
,

界于郭达

山断裂及杨康 坝 断 裂 之

间
,

滑山向斜的东翼
。

目

前我队正在该矿区开展地

质详查工作
,

估计可达中

型脉金矿床
。

四川某金矿中的

氟镁石含金特征

孙秉衡

段的氟镁石由于碎粒化作

用而破碎成细粒及微粒
。

塑性形变则表现为氟镁石

矿物显著的波状消光 (见

封三照片 2 )
,

及变形纹
、

双晶弯曲
、

挠曲等塑性变

形现象到处可见
。

在氟镁

矿区内的氟镁石呈脉状
、

窝囊状
、

透镜

状
,

产于震旦系上统灯影组中段厚层状富藻

白云岩或细晶白云岩中
。

氟镁石属于不常见

矿物
,

在四川省为首次发现
。

本文试就该金

矿中所产氟镁石特征及其含金性作一简单介

绍
。

一
、

报镁石特征及其共生组合

1
.

氟镁石的矿物特征

氟镁石 (S le la i t e) 分子式为 M g F Z ,

属

正方 晶 系
,

c/
a = 0

.

“ ,

其 晶 胞 参 数
a o
二

4
.

“ 入 c o
= 3

.

07 8入
,

单位 晶 胞 2
,

晶 形

常延
c
轴结晶成柱状

。

手标本为 白色
,

玻璃光泽
,

硬度中等
,

钢针和小刀可以刻划
。

在显微镜下显示出全

晶质结构
,

以他形粒状为主
,

部分颗粒呈 自

形的柱状晶体
。

粒度可以划分三个等级
。

粒

径在 1 毫米以上者为粗粒
;
在 0

.

1~ 1毫米的

为 中粒
;
粒径小于 0

.

1毫米者称作 细 粒
。

颗

粒间呈紧密地镶嵌状接触
。

解理极其发育
,

在部分颗粒上可以看到具 { 1 0。 }
、

{ 1 1 0 }两组

完全解理
,

大部分颗粒只见到一 组 完 全 解

理
。

双晶发育 (见封三照片 1 ) 以简单双晶

为主
,

聚片双 晶偶见
。

氟镁石的 折 射 率 很

低
,

N e = 1
.

5 8 9 7 ,
N o = 1

.

3 7 8 0 ,

所以在单偏

光镜下显示高负突起
,

糙 面 显著
。

N e 一 N o

二 0
.

0 1 1 7 ,

千涉色比较低
,

呈一级灰
,

不超

过一级灰 白
,

与石英很相似
。

一 轴
,

晶 正 光

性
。

在应力作用下氟镁石表现 出脆性形变及

强烈地塑性形变的双重特征
。

由于脆性形变

使氟镁石颗粒裂纹和裂理普遍发育
,

部分地

石遭受应 力作用 破碎后 较广泛地 发育后期

热液蚀变
。

主要有硅化和碳酸盐化
,

以前者

为主
。

硅化有两种表现形式
,

其一硅质成规

则或不规则的细脉状沿氟镁石的显微裂隙充

填和交代
,

细脉中的石英颗粒也比较大
,

多

呈等轴状他形颗粒
。

有时石英呈比较规则的

细脉状沿中
、

细粒氟镁石矿物集合体的裂隙

分布
,

细脉中的石英呈条带状
,

长轴定向排

列并平行于脉的延长方向
。

石英波状消光
,

这表明在石英脉形成以后岩石 曾又遭到应力

作用
。

硅化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
:

硅质沿大

颗粒氟镁石两组解理中的一组呈蠕虫状选择

交代
,

粒度为 0
.

1 5~ 0
.

2 x o
.

7 ~ 1 毫米
,

硅

质绝大部分以非晶质的蛋白石方式产出
,

蠕

虫状中的少数已结 晶成雏晶石英和石英
。

碳

酸盐化表现为呈细脉状的碳酸盐沿氟镁石两

组解理进行充填和交代
。

在白云岩中的氟镁石一般为 粗 粒 氟 镁

石
,

多成窝囊状和透镜状分布
,

而细脉状氟

镁石粒度比较细小
,

多呈中
、

细粒
。

2
.

矿物共生组合特征 共生矿物有
:

( 1 ) 石英
:

多作为一种后生热液交代

矿物存在于氟镁石当中
。

呈不规则的细脉状

集合体沿氟镁石的裂隙分布或交代氟镁石的

自形一半自形晶存在于氟镁石的矿 物 间 隙

中
。

由于应力作用
,

使石英裂理和显微裂隙

发育
,

沿裂隙又有后期的萤石
、

重晶石等矿

物呈细脉或细粒状进行充填与交代 (见封三

照片 3 )
,

石英的波状消光和变形纹极为发育
。

( 2 ) 萤石
:

薄片中无色透明
,

负突起

中度
。

有两种产出形态
:

粒径可粗 达 7一 10

毫米
,

内部有晚期石英 自形晶包体
,

并交代



早期生成的重晶石
,

使之成为残留体分布于

其中
。

粗粒萤石在应力作用下
,

沿解理破碎

成具有规则外形的粒状
,

并被晚期的碳酸盐

所包裹
。

另一种萤石生成比较晚
,

呈不规则

状充填在 自形石英的空隙中
,

对石英有轻微

的交代作用
。

( 3 ) 重 晶石
:

分布广泛
,

形态复杂
。

从分

布特征可以确认为两期产物
。

早期重晶石 自

形程度高
,

粒度粗大
,

通常有数个毫米
。

多

被萤石交代
,

并以残留体形式存在于萤石当

中
。

晚期重晶石是该矿物组合中最晚生成的

一个矿物
,

多以细脉
、

网脉
、

或以非常密集

的不规则细粒分布在石英等矿物 显 微 裂 隙

中
。

另外
,

共生组合中的矿物还有碳酸盐
、

黄铁矿
、

方铅矿
、

砷硫锑铅矿
、

砷黝铜矿
、

车轮矿
、

斑铜矿等
。

次生矿物有褐铁矿
、

孔

雀石
、

铜兰等
。

强调指出的是与氟镁石密切

共生的还有 自然金
。

反射率高
,

双反射及反射多色性不显
,

内反

射无
,

在正交镜下显均质效应
,

并呈孔雀绿

色调
,

低硬度
、

富擦痕
。

产 出形态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

( 1 ) 晶

隙金
:

金的粒度比较细小
,

多嵌布在氟镁石

晶隙当中 (见封三照片 4 ) ( 2 ) 裂隙金
:

金

的粒度比较粗大
,

可见金的形态多呈不规则

状
、

树枝状等沿氟镁石矿物集合体的裂隙分

布
,

有一定的交代作用
。

(见封三照片 5 )

( 3 ) 细脉状金
:

自然金呈规则的细脉或者

成断断续续的串珠状沿氟镁石矿物集合体的

裂隙充填
。

(见封三照片 6 )

二
、

氟镁石含金特征及

金的斌存状态

1
.

氟镁石的含金特征

氟镁石含金量高
,

金的粒度大
,

形态复

杂
。

其中所含金的最大粒径为 0
.

3 ~ 0
.

5毫米
,

最小粒径。
.

0 01 ~ 0
.

1毫米
,

一般粒径在 0
.

05

~ 0
.

2毫米
。

从上述粒度出现的 频 度上看
,

氟镁石当中的金大部分为明金 (d > 1 0 0川
,

部分为显微金 (d = 0
.

2 ~ 1 00 , )
。

氟镁石含

金量极高
,

在一平方厘米氟镁石断面上可见

金 (大部分为肉眼可见 的 明 金 ) 达 20 ~ 30

粒之多
,

经化学分析证明氟镁石 含 金 高 达

6 6 0 9
/

T 。

2
.

氟镁石中的金的赋存状态

镜下所能见到的金矿物只有呈 自然状态

产出的 自然金
。

自然金在反射光下呈亮黄色
,

三
、

几点认识

1
.

矿区内白云岩当中所产氟镁 石 并不

是都含金
,

只有中
、

细粒结构呈脉状产出的

氟镁石才含金
,

且含金量极高
,

为金的共生

矿物
。

这种粒度与产状 的不同反映 出含金上

的差异
,

证明是由于成矿阶段不 同 所 造 成

的
。

2
.

氟镁石及与其共生的矿物绝大 部 分

属于中
、

低温热液矿物
,

说明氟镁石中的金

属也是中
、

低温热液阶段的产物
。

矿物组合

反映出大部分矿物具有多期性
,

也可看出热

液活动具有周期性和重现性的特点
。

3
.

金与中
、

细粒氟镁石应属同期 共 生

矿物
。

开始形成时金粒度通常比较细小
,

呈

细粒
、

微粒星散状分布在氟镁石当中
。

在后

期应力作用下氟镁石经历 了一系列的改造的

同时
,

与其密切共生的 自然金同样经历了改

造作用
,

从而改变了金在氟镁石当中的分布

状态
,

由细粒
、

微粒集聚演化成粗粒及其它

一些比较复杂的形态特征
。

(四川省地质局 川西 北地质大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