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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不磨金矿成矿作用特征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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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磨金矿位于海南省西部戈枕含金剪切带的南端，已查明金矿脉 4 条，矿化类型为含金石英脉型，赋

矿围岩为中元古代抱板群二长片麻岩、二长片岩、长英质糜棱岩，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绢云母化、黄铁

矿化，次有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和金矿化关系 密切的是硅化（夏勇，1994；夏勇等，1996；夏勇，2002；

肖力，1998，肖力，1999；Xu et al，2015） 

本文首次将不磨金矿的成矿期次划分为热液期和表生期。其中热液期从早到晚又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大颗粒石英阶段、中颗粒石英阶段、细粒石英-方解石阶段，石英-多金属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矿物为石

英，颗粒较大，粒度为 1~5mm，波状消光明显，含较多杂质，可以称之为大颗粒石英，主要分布在乳白色

石英中；第二阶段的主要矿物为石英，颗粒较小，粒度为 0.3~1mm，波状消光明显，含较多杂质，可以称

之为为中颗粒石英，主要分布在烟灰色石英中，但第一阶段的大颗粒石英被第二阶段的大颗粒石英交代；

第三阶段矿物主要为细粒状的石英和方解石，石英和方解石可以单独形成细脉，切穿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的石英，但石英和方解石也可以共生形成石英-方解石细脉，切穿第一阶段大颗粒石英和第二阶段的中颗粒

石英，且第三阶段的石英、方解石和自形、

小颗粒的黄铁矿共生，但是不能判断这个

阶段的黄铁矿与成矿是否相关；第四阶段

的主要矿物为石英、方解石、白云母、绢

云母、黄铁矿、毒砂、方铅矿、闪锌矿，

此阶段的矿物产出在脆性破碎带中。从一

颗被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包裹的棱角

分明的大颗粒石英我们可以推断成矿过

程：前三阶段的矿物产出之后，成矿区发

生了一次脆性破裂，使晶形完整的大颗粒

石英发生破碎，形成棱角分明的石英角

砾，伴随着含矿热液上涌、并运移到破碎

带，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等硫化物围

绕着碎裂的石英角砾沉淀于裂隙中，并产

生第四阶段的梳状石英。此外，表生成矿

期则以出现褐铁矿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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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四阶段成矿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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