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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台金矿是一个典型的与韧性剪切带有关的金矿床，也是目前粤西、桂东南已发现的最

大的金矿床。为了给深边部找矿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对河台金矿伽马能谱 K 异常进行了研究。河台金

矿动力变质分异期、热液期与表生期生成的富钾矿物只有绢云母，表明本区引起伽马能谱 K 高异常的矿

物应为绢云母。这些绢云母可能成因于糜棱岩化过程与金 － 黄铁矿 － 石英热液蚀变过程中斜长石的绢

云母化。其中，糜棱岩化过程引起的 K 高异常具有异常宽度小的特点，且具有指示糜棱岩带与矿体位置

的意义。金 － 黄铁矿 － 石英阶段引起的 K 高异常具有异常宽度大的特点，且主要发育于糜棱带与不同

岩性的接触带。伽马能谱 K 低异常则可能成因于热液成矿期中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的热液蚀

变作用及低钾花岗伟晶岩脉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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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些研究者在河台金矿运用了隐伏金矿床的遥

感生物地球化学(徐瑞松等，1996)、热释光测量(全

亚荣等，2001)、地球化学( 黄栋林，2001;李兆麟等，

2002)等找矿方法，并取得一定效果。然而由于勘

探手段受限制，河台金矿深部和外围矿体的定位预

测及该区隐伏矿产的快速综合评价仍相对滞后。经

十几年的开采，河台金矿区探明的保有储量已不足

1 /2，而 且 低 级 别 的 储 量 占 75% 以 上 ( 刘 振 升，

2004)，目前已影响该矿山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河

台金矿的找矿需要，本课题组继续在河台金矿开展

地 电 化 学 测 量 ( 夏 永 健 等，2008a; 朱 江 建 等，

2011a)、EH4 测量( 王彪等，2009)、矿体统计分析

预测 ( 朱 江 建 等，2012a)、数 值 模 拟 ( 朱 江 建 等，

2012b)、矿体富集中心预测法( 朱江建，2013) 等找

矿方法，且也取得一定效果。伽马能谱测量的应用

(刘菁华等，2003、2004)，尤其是伽马能谱测量应用

于金矿找矿(冯维恒，1991、1992;潘勇飞等，1994;陈

礼宽等，1996;陈礼宽等，1998;马俊孝等，1999;曾庆

栋等，1999;邹为雷等，2000;张宝林等，2001)，前人

已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成果。河台金矿可分为糜棱岩

化成矿期(王鹤年等，1989;陈骏等，1993;何文武等，

1993;姚 德 贤 等，1995; 翟 伟 等，2006; 朱 江 建 等，

2011b) 与 热 液 成 矿 期 ( 王 鹤 年 等，1989; 陈 骏 等，

1993;何文武等，1993;Zhang et al. ，2001;翟伟等，

2006)。前人研究表明，这两期均伴随着 K 含量的

变化 ( 王 鹤 年 等，1989; 周 永 章 等，1994; 龚 贵 伦，

2011)。本文研究了糜棱岩化成矿期与热液成矿期

K 异常的分布规律与成因，并探讨伽马能谱测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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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异常对成矿的指示意义。

1 矿床地质特征

河台金矿位于云开大山变质杂岩体北部、罗定 －
广宁断裂变质带和吴川 － 四会断裂变质带的交汇部

位(图 1 左上角)。该矿北部出露震旦系局部混合岩

化的石英云母片岩、石英岩等，南部出露奥陶系薄层

浅变质砂岩、粉砂岩及薄层板岩，其通过 F1 断裂与震

旦系呈断层接触。F1 断裂是矿区主要的导矿构造之

一，位于矿区南部，倾向北西，倾角 55° ～ 70°(李新福

等，2007)。含矿构造为糜棱岩带及发育于其中的脆

性断裂。导矿构造与含矿构造在剖面上为“y”字型展

布(图 1 右下角)。矿区西部出露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东部出露巨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图 1)。
河台金矿的金矿体主要分布于云西矿床( 包含

9、19 号含矿糜棱岩)、高 村 矿 床 (11 号 含 矿 糜 棱

岩)、后迳矿床(12、13 号含矿糜棱岩)，它们在平面

积呈左阶斜列产出(图 1)。本次对河台金矿的云西

矿床实施伽马能谱测量研究(图 2)。云西矿床 9 号

糜棱岩带走向长 1300 m，宽 8 ～ 51 m，工程控制深度

达 900 m 未尖灭，总体倾向 NW，倾角 70° ～ 85°，局

部反倾。9 号糜棱岩带中的矿体倾向 NNW，倾角

70°左右，大脉状产出，长一千多米，厚几十厘米到几

十米，矿体膨大缩小明显( 往往对应糜棱岩的膨大

缩小部位)，连续性差，从东向西，从上到下侧列产

出，且主要沿糜棱岩的糜棱面理分布，矿体与围岩没

有明显的界限。富矿体在平面上表现为左阶近等距

的分布规律，剖面上表现为向北东侧伏且相邻品位

富集中心在侧伏方向上的距离为 85 ～ 179 m( 朱江

建等，2014)。云西矿床的 19 号糜棱岩带，总体走向

80°，倾向北西，倾角 75°，走向长 600 m 以上，厚 10
～ 35 m。有一个钻孔最深控制到 10 水平，见矿工

程稀疏，且为不见矿工程隔开，连不成矿体。
河台金矿可分为糜棱岩化成矿期( 王鹤年等，

1989;陈 骏 等，1993; 何 文 武 等，1993; 姚 德 贤 等，

1995;翟伟等，2006;朱江建等，2011b)与热液成矿期

(王鹤年等，1989; 陈 骏 等，1993; 何 文 武 等，1993;

Zhang et al. ，2001;翟伟等，2006)。其中糜棱岩化成

图 1 河台金矿区地质简图(据朱江建等，2011b、2012b，修改)

Fig. 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Hetai gold deposit，Guangdong Province，South China
(modified from Zhu et al. ，2011b，2012b)

1 － 奥陶系薄层浅变质砂岩、粉砂岩及薄层板岩;2 － 震旦系局部混合岩化的石英云母片岩、石英岩;3 － 巨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4 － 黑云母斜长花岗岩;5 － 糜棱岩带及其编号

1 － thin-bedded epimetamorphic sandstone，siltstone and thin-bedded slate of Ordovician system; 2 － partial migmatited quartz-mica schist

and quartzite of Sinian system; 3 － macroporphyritic biotite monzonitic granite; 4 － biotite plagiogranite; 5 － mylonitized zones and their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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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伽马能谱测量测点位置图

Fig. 2 Locations of 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ey
1 － 糜棱岩带及其编号;2 － 混合岩;3 － 以片岩为主的变质岩组合;4 － 以片状石英岩为主的变质岩组合;

5 － 黑云母斜长花岗岩;6 － 地质界线;7 － 伽马能谱测量所在测线的位置及其编号

1 － mylonitized zones and their numbers; 2 － migmatite; 3 － metamorphic rock that mainly made of schist; 4 － the

metamorphic rock that mainly made of quartzite; 5 － biotite plagiogranite; 6 － geological boundary; 7 － The line

position of 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 ey and their numbers

矿期形成小于 1g / t 的金矿化(姚德贤等，1995;陈骏

等，1993)。热液成矿期是河台金矿主要的成矿期，

据前人研究其总体可分为金 － 黄铁矿 － 石英阶段、
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以及金 － 硫化物 － 碳

酸盐阶段(王鹤年等，1989;陈骏等，1993;何文武等，

1993;Zhang et al. ，2001;翟伟等，2006)。其中金 －
黄铁矿 － 石英阶段、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是河台金矿主要的热液成矿阶段。与矿化相关的

蚀变作用主要有烟灰色的硅化与细粒它形的黄铁

矿化。伴生金属矿物主要包括黄铜矿、黄铁矿、磁

黄铁矿、菱铁矿、毒砂;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绢

云母。

2 伽马能谱 K 测量

2. 1 实验条件

本次测量对象是放射性同位素 K40。为了保证

实验结果的有效性，采用如下实验条件:

(1) 本次野外测量使用的仪器为加拿大生产的

SCINTＲEX GAD － 6 伽马射线分光计 ( 操作台) 和

SCINTＲEX GSP － 4 伽马射线探头。该仪器由微机

控制，自动稳谱、灵敏度高、稳定性好;

(2) 本次野外测量前据标准模型进行了标定，

相对误差小于 5. 5%，仪器测量精度可满足研究工

作的需要;

(3) 为了减少随机性的统计误差，本次尽可能

延长每次测量的时间，确定每次测量时间为 30s;
(4) 测量点距为 10 m(斜距)，每个测点测 4 －

10 次，取其平均值;

(5) 在基岩或原地残积物上进行测量。
2. 2 测线布置

本次对河台金矿云西矿床的 39、8、56 线进行伽

马能谱 K 测量研究，各测线由北往南进行测量，各

测线测点的布置见图 2，各测线的测量点数、长度与

采集到的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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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伽马能谱测量工作量统计表

Table 1 Workload statistics of 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ey

点数 测线长度 /m 采集到的数据量 /个

39 测线 53 585 277

8 测线 55 560 275

56 测线 51 585 270

合计 159 1730 822

2. 3 测量结果

各测点的 K 含量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3. 1 河台金矿的富钾矿物

地壳中不同岩石的钾含量不同，它们含钾量的

高低往往取决于富钾矿物的多少(表 3)。
河台金矿各成矿期生成的矿物见表 4。
表 3、4 表明，河台金矿动力变质分异期、热液期

与表生期生成的富钾矿物只有绢云母，说明本区引

起伽马能谱 K 高异常的应为绢云母。
3. 2 各成矿期的 K 迁移聚集

3. 2. 1 糜棱岩化成矿期 K 的迁移聚集

河台金矿绢云母石英千糜岩流体包裹体中 K +

浓度较高，这为形成大量绢云母提供了物质条件

(何文武等，1993)。刘伟(2004)通过镜下观察并统

计表明，初糜棱岩中绢云母含量为 5% ～ 25%，斜长

石为 15% ～ 35% ;糜棱岩中绢云母含量为 20% ～
25%，斜长石含量为 5% ～ 20% ;超糜棱岩中绢云母

含量为 20% ～65%，斜长石含量为 1% ～ 5%。夏永

健(2008b) 镜下统计表明，糜棱岩化岩石绢云母绿

泥石含量为 5% ～20%，斜长石含量为 30% ～ 50% ;

糜棱岩绢云母含量为 20% ～ 50%，斜长石含量为

20% ;超糜棱岩绢云母含量为 20% ～ 65%，斜长石

含量为 1% ～5%。以上研究表明，随着糜棱岩化程

度的增强，富钾矿物绢云母的含量增多，长石含量减

少。其可能的原因是剪切造成的细粒化可促使流体

向糜棱岩带中汇聚(Oliver，2001;Musumeci，2002)，

从而有利于糜棱岩化过程中水岩反应的进行，而模

拟实验表明水岩反应过程中斜长石向绢云母的转化

很容易发生(Zhao et al. ，2001)。Dipple 等(1990)，

由剪切带内样品的物质平衡计算表明，剪切带内表

现为 K 聚集。这些都说明了糜棱岩化可形成 K 高

异常。绢云母含量与糜棱岩化程度为正相关关系，

结合含金糜棱岩的矿化强度与糜棱岩化程度也为正

相关关系( 段嘉瑞等，1992)，及大量绢云母在动力

变质期的生成有利于热液成矿期硅化作用的进行

(何文武等，1993)，表明糜棱岩化形成的 K 异常带，

具有指示糜棱岩带与矿体位置的意义。
3. 2. 2 热液成矿期 K 的迁移聚集

王鹤年等(1989) 研究表明，从千糜岩到弱硅化

绿泥石化方解石化千糜岩带，K 含量增加;周永章等

(1994)的研究则表明，平均蚀变岩 K 含量增加，结

合河台金矿的热液成矿期只有金 － 黄铁矿 － 石英阶

段有绢云母的生成( 表 4;刘伟，2004)，表明文中提

到的弱硅化绿泥石化方解石化千糜岩带及平均蚀变

岩应为受金 － 黄铁矿 － 石英阶段热液蚀变的糜棱

岩。说明热液期斜长石向绢云母转化( 朱江建等，

2012b)，主要与金 － 黄铁矿 － 石英阶段有关。
王鹤年等(1989) 研究还表明，从弱硅化绿泥石

化方解石化千糜岩带到强硅化黄铁矿黄铜矿化千糜

岩带( 即矿体)，K 含量减少;周永章等(1994) 的研

究则进一步表明，成熟蚀变岩( 以黄铁矿黄铜矿及

与之共生的硅化为特征，与矿石相当)K 含量减少。
强硅化黄铁矿黄铜矿化千糜岩带与成熟蚀变岩的蚀

变矿物组合( 石英、黄铁矿、黄铜矿) 与河台三个热

液成矿阶段中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的矿

物组合( 石英、多金属硫化物) 一致，表明文中提到

的强硅化 黄 铁 矿 黄 铜 矿 化 千 糜 岩 带 与 成 熟 蚀 变

岩，应为河台金矿受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

段蚀变的糜棱岩。说明了受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

化物阶段蚀变的糜棱岩 K 含量减少，其可能与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基本无含钾矿物生成

( 表 3、4) 有关

3. 3 各测线伽马能谱 K 异常特征与成因探讨

3. 3. 1 39 线伽马能谱 K 异常特征与成因探讨

39 线 19 号糜棱岩带(ML19) 上方出现了明显

的伽马能谱 K 高异常，异常宽度较小(与 19 号糜棱

岩带的宽度一致)。9 号糜棱岩带(ML19) 上方也出

现了明显的 K 高异常，这两处糜棱岩带上方的伽马

能谱 K 高异常应与糜棱岩化过程中斜长石绢云母

化有关，也可能叠加了金 － 黄铁矿 － 石英热液蚀变

过程中斜长石的绢云母化。9 号糜棱岩带矿体上方

的 K 高异常相对较弱则可能成因于其受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的蚀变作用。9 号糜棱岩带

北西侧出现的较宽的 K 高异常( 约 100 m) 及混合

岩、石英岩分界处的 K 高异常，可能成因于金 － 黄

铁矿 － 石英热液蚀变过程中产生富 K 的 绢 云 母

(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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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伽马能谱测量各测点 K 含量表

Table 2 K content of 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ey at different points

测点编号 K 含量 /% 测点编号 K 含量 /% 测点编号 K 含量 /% 测点编号 K 含量 /%

39—1 2. 9 39 － 41 6 8—28 2. 9 54 － 13 4. 8

39—2 4. 4 39 － 42 5. 6 8—29 3. 1 54 － 14 3. 7

39—3 3. 3 39 － 43 4. 8 8—30 3 54 － 15 3. 2

39—4 3. 3 39 － 44 3. 8 8—31 2. 2 54 － 16 2. 9

39—5 3. 2 39 － 45 3. 6 8 － 32 2. 5 54 － 17 3. 3

39—6 3. 5 39 － 46 4. 4 8 － 33 2. 4 54 － 18 3

39—7 3. 6 39 － 47 4. 3 8 － 34 2. 4 54 － 19 3

39—8 3. 7 39 － 48 4 8 － 35 2. 8 54 － 20 4. 6

39—9 3. 9 39 － 49 3. 9 8 － 36 2. 5 54 － 21 4. 4

39—10 4. 3 39 － 50 3. 8 8 － 37 2. 6 54 － 22 4. 1

39—11 4. 1 39 － 51 4. 1 8 － 38 2. 7 54 － 23 3. 9

39—12 4 39 － 52 4. 4 8 － 39 2. 3 54 － 24 5. 3

39 － 13 6. 1 39 － 53 4. 2 8 － 40 2. 3 54 － 25 6. 1

39 － 14 3. 5 8—1 4. 9 8 － 41 3. 1 54 － 26 3. 9

39 － 15 2. 7 8—2 4. 6 8 － 42 2. 5 54 － 27 3. 5

39 － 16 3. 3 8—3 6. 4 8 － 43 2. 4 54 － 28 4

39 － 17 3 8—4 6 8 － 44 2. 2 54 － 29 5. 5

39 － 18 3. 4 8—5 6. 3 8 － 45 3. 1 54 － 30 3. 3

39 － 19 3. 3 8—6 4. 9 8 － 46 2. 4 54 － 31 4. 8

39 － 20 2. 4 8—7 5. 2 8 － 47 2. 3 54 － 32 3. 8

39 － 21 2. 6 8—8 5 8 － 48 2. 2 54 － 33 4. 3

39 － 22 2. 5 8—9 5. 6 8 － 49 3. 5 54 － 34 5. 4

39 － 23 2. 9 8—10 5. 2 8 － 50 5. 7 54 － 35 3. 2

39 － 24 3 8—11 4. 6 8 － 51 4. 6 54 － 36 3. 2

39 － 25 2. 4 8—12 4. 3 8 － 52 7. 3 54 － 37 3. 3

39 － 26 3. 2 8—13 4. 5 8 － 53 6. 1 54 － 38 3. 5

39 － 27 4. 8 8—14 4. 3 8 － 54 5. 4 54 － 39 4. 4

39 － 28 5. 3 8—15 4. 5 8 － 55 4. 2 54 － 40 3. 5

39 － 29 5. 7 8—16 3. 8 54—1 4. 6 54 － 41 3. 5

39 － 30 5. 2 8—17 3. 7 54—2 5. 4 54 － 42 3. 4

39 － 31 6. 9 8—18 3. 8 54—3 4. 1 54 － 43 3. 6

39 － 32 5. 7 8—19 4. 6 54—4 3. 4 54 － 44 2. 5

39 － 33 5. 4 8—20 3. 3 54—5 3 54 － 45 3

39 － 34 6. 2 8—21 3. 1 54—6 2. 8 54 － 46 3. 8

39 － 35 6. 8 8—22 3. 4 54—7 3. 7 54 － 47 4. 1

39 － 36 6. 6 8—23 3. 6 54—8 4. 2 54 － 48 4. 4

39 － 37 5. 8 8—24 3. 5 54—9 4. 2 54 － 49 3. 5

39 － 38 7 8—25 3 54—10 5. 7 54 － 50 3. 8

39 － 39 5. 4 8—26 3. 6 54—11 5. 8 54 － 51 3. 8

39 － 40 5. 5 8—27 3. 8 54—12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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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常见岩石的钾含量及常见富钾矿物的钾含量

(据周俊等，1999，修改)

Table 3 Potassium content of common rocks and
common potassium bearing minerals

(modified after Zhou Jun et al. ，1999)

常见岩石 钾含量 /% 常见含钾矿物 钾含量 /%

超基性岩 0. 004 正长石 16. 5

基性岩 0. 83 钾微斜长石 16. 5

中性岩(正长岩) 4. 8 透长石 16. 5 ±

酸性岩(富钙) 2. 52 海绿石 4. 95

酸性岩(贫钙) 4. 2 白榴石 21. 5

页岩 2. 6 霞石 5 － 20

砂岩 1. 07 金云母 7 － 10. 3

碳酸盐岩 0. 27 白云母 /绢云母 11. 8

粘土 2. 5 黑云母 6. 18 － 11. 43

图 3 云西矿床 39 线伽马能谱 K 含量图

Fig. 3 K content of 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ey
along prospecting line No. 39

1 － 糜棱岩带及其编号;2 － 矿体;3 － 混合岩;4 － 以石英岩

为主的变质岩组合;5 － 以片岩为主的变质岩组合

1 － mylonitized zones and their numbers; 2 － orebody;

3 － migmatite; 4 － the metamorphic rock that mainly made

of quartzite; 5 － metamorphic rock that mainly made of schist

3. 3. 2 8 线伽马能谱 K 异常特征与成因探讨

8 线 9 号糜棱岩带(ML9) 上方也出现了明显的

K 高异常，异常宽度与 9 号糜棱岩带的宽度一致。
其可能与糜棱岩化过程中斜长石绢云母化有关，也

可能叠加了金 － 黄铁矿 － 石英热液蚀变过程中斜长

石的绢云母化。而矿体上方 K 高异常相对较弱则

可能成因于其受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的蚀

变作用。19 号糜棱岩带上方 K 异常不明显可能与

19 号糜棱岩带在该处糜棱岩化及金 － 黄铁矿 － 石

英热液蚀变较弱有关;该测线北侧混合岩与片岩分

界处 K 高异常明显且范围较宽，则可能成因于混合

岩与片岩分界处岩石较为破碎，金 － 黄铁矿 － 石英

热液沿这种较为破碎的接触带充填过程中产生广泛

渗透，从而产生较宽的绢云母化带(图 4)。

图 4 云西矿床 8 线伽马能谱 K 含量图

Fig. 4 K content of 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ey
along prospecting line No. 8

1 － 糜棱岩带及其编号;2 － 矿体;3 － 混合岩;4 － 石英岩; 5 － 片岩

1 － mylonitized zones and their numbers; 2 － orebody;

3 － migmatite; 4 － the metamorphic rock that mainly made of

quartzite; 5 － metamorphic rock that mainly made of schist

3. 3. 3 56 线伽马能谱 K 异常特征与成因探讨

56 线 9 号糜棱岩带上方出现了 K 低异常。56
线地质剖面观察发现，9 号糜棱岩带南侧有花岗伟

晶岩脉出露(图 5)。花岗伟晶岩脉以斜长石、石英

为主，并含少量钾长石、黑云母。流体包裹体研究表

明，花岗伟晶岩石英流体包裹体中的 K + (2. 10% )

明显低于糜棱岩石英流体包裹体中的 K + (3. 01% )

(王鹤 年 等，1989); 富 钙 酸 性 岩 往 往 表 现 为 贫 钾

(2. 52% )特征(表 3)，据河台金矿内部资料①，花岗

伟晶岩脉也具有富钙贫钾(1. 98% ～ 3. 11% ) 特征。
以上研究指示，56 线 9 号糜棱岩带上方的 K 低异

常很可能 与 其 南 侧 侵 入 低 钾 的 花 岗 伟 晶 岩 脉 有

关;67 号 糜 棱 岩 带 ( ML67 )、122 号 糜 棱 岩 带

(ML122)、124 号糜棱岩带(ML124)、片岩与混合

岩分界处 K 含量变化较大，则可能成因于富 K 的

糜棱岩带与富 K 的岩性分界处附近侵入低钾的花

岗伟晶岩脉(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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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河台金矿各成矿期生成的矿物(据龚贵伦，2011，修改)

Table 4 Minerals generated in different metallogenic periods in the Hetai gold deposit
(modified from Gong，2011)

成
矿

期
矿

物

动力变质

分异期

热液期

金 － 黄铁矿 － 石英阶段 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金 － 硫化物 － 碳酸盐阶段
表生期

绢云母

石英

黄铁矿

自然金

黄铜矿

磁黄铁矿

闪锌矿

方铅矿

菱铁矿

方解石

绿泥石

辉铜矿

铜蓝

褐铁矿

图 5 云西矿床 56 线伽马能谱 K 含量图

Fig. 5 K content of 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ey
along prospecting line No. 56

1 － 糜棱岩带及其编号;2 － 以片岩为主的变质岩组合;

3 － 混合岩;4 － 花岗伟晶岩脉

1 － mylonitized zones and their numbers; 2 － metamorphic rock

that mainly made of schist; 3 － migmatite; 4 － granite pegmatite

4 结论

(1) 河台金矿动力变质分异期、热液期与表生

期生成的富钾矿物只有绢云母，说明本区引起伽马

能谱 K 高异常的矿物应为绢云母。前人镜下统计

表明，随着糜棱岩化程度的增强，富钾矿物绢云母的

含量增多，斜长石含量减少，指示了糜棱岩化过程中

斜长石绢云母化的进行。糜棱岩化过程引起的 K
高异常具有异常宽度小的特点，且具有指示糜棱岩

带与矿体位置的意义。本次镜下观察表明，热液期

斜长石向绢云母转化是普遍现象，结合河台金矿的

热液成矿期只有金 － 黄铁矿 － 石英阶段有绢云母的

生成，表明前人提出的使 K 元素含量增多的弱硅化

绿泥石化方解石化千糜岩带及平均蚀变岩应为受金

－ 黄铁矿 － 石英热液蚀变的糜棱岩。金 － 黄铁矿 －
石英阶段斜长石绢云母化引起的 K 高异常具有异

常宽度大的特点，且主要发育于糜棱化带与不同岩

性的接触带。
(2) 强硅化黄铁矿黄铜矿化千糜岩带与成熟蚀

变岩的蚀变矿物组合( 石英、黄铁矿、黄铜矿) 与河

台三个热液成矿阶段中金 － 石英 － 多金属硫化物阶

段的矿物组合( 石英、多金属硫化物) 一致，表明前

人提到的使 K 含量减少的强硅化黄铁矿黄铜矿化

千糜岩带与成熟蚀变岩，应为受金 － 石英 － 多金属

硫化物阶段蚀变的糜棱岩。另外低钾花岗伟晶岩脉

的侵入也可能引起伽马能谱测量的 K 低异常。
［注释］

① 陈友东等 . 1992. 广东省高要市河台金矿区云西矿床地质勘探

报告［Ｒ］. 河台金矿: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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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sis for Anomalous Values of K from Gamma －Ｒay Spectrometric
Survey in the Hetai Gold Deposit

ZHU Jiang － jian1，2，LIN Ge2，ZENG Qiao-song2，GONG Gui-lun3，LIU Bin4，ZHANG Jing5

(1． Bei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for Mineral Ｒesources，Beijing 100012;

2． Key Laboratory of Mineralogy and Metallogeny，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Guangdong 510640;

3． The 11th department of Gold Army of Chinese Armed Police Force，Ningxiang，Hunan 410600;

4． Sinotech Minerals Exploration Co． ，Ltd． ，Beijing 100012;5． Beijing Explo － Tech Engineering Co． ，Ltd，Beijing 100085)

Abstract:The Hetai gold deposit is the largest gold deposit in Western Guangdong and Southeastern Guangxi，which is related to the ductile shear

zone． In order to find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s for prospecting，this paper studied the anomalous values of K from 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ey in

the Hetai gold deposit． The K bearing mineral generated in dynamic metamorphic differentiation period，hydrothermal stage and supergene stage in the He-

tai gold deposit is only sericite，suggesting that high values of K from 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ey should be caused by sericite． The increasement of

sericite should be caused by sericitization from plagioclase in the process of mylonitization and the alteration of gold-pyrite-quartz bearing hydrothermal flu-

id． The high value belts of K caused in the process of mylonitization are narrow，and can indicate the location of mylonites and orebodies． The high value

belts of K caused by gold-pyrite-quartz bearing hydrothermal fluid are wide，and can indicate the location of mylonites and the contact zones of different

rocks． Low values of K may be caused the alteration of gold-quartz-sulfide bearing hydrothermal fluid and invasion of granitic pegmatite．

Key words:gamma-ray spectrometric survey，Hetai gold deposit，mylonite，anomalous values of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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