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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天峨坪金矿区金银次生 分布地质 
与金银表生地球化学性 分

罗 阳1伍静"农仕华1苑金涛1梁华英2

(广西大学资源环境与 学院〔，南宁530004；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学与 学重点实验室2,广州510640)

摘要广西天哦坪金矿区多被土壤覆盖，区内局部出露轻变质粉砂岩及碳酸盐岩。为了圈定深部金矿体及了解金银表生 

地球化学行为，系 分析了区内土壤、原生 及 化原生 。 生 分离，银次

生 中心分布于 中 地 地区，而 生 中 分布于 中 低洼地区，Au/Ag比 生晕、

化原生 化 低。根据 在不同风化程度 中的比 化，结合 在碳酸盐 地表流体

中金比 成 合物 ， 在酸盐 地表中 碱性流体中金比 发生 ， 生 中心

示深部金矿体。后经工程验证发现Ag的次生晕异常中心对 体，而 中心偏离深部矿体。成果表明，碳酸

盐 表生地球化学行为 ， 生 过程中，不但要 的次生 ，也要注

的次生 。

关键词金银 表生地球化学性质 金银次生晕异常

中图法分类号P595； 文献标志码A

用元素地球化学组合及分布特性一直以 

是 预测的主要方法之一，多年在 预测

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金表生地球化学 近年

引起人们的广泛 [1—3], 解金银表生地

化学性质，无论 次生金 因、化

山环境治理等都 重要的意义。现数观

认为金 在表生较强酸性氧化环境下，主要以

氯络合物形式迁移&1，3,4'。由 氯络合 解度

较大，因金氯络合物还原 的次生金 金的

很高[5]) 盐 露地区，地表 中

至弱碱性[6](中至弱碱性地表 中金 都主要

以硫络合 式迁移[6]) 金 在 盐岩出

露区地表 中地球化学性 同研究的相关工作

相对较少， 认两元素表生地球化学性质相

，在表 程中不易 离&6,7')—低硫化

金矿床中次 金矿Au/Ag比远远大于原生

金矿的比值，表金 的表生地球化学性

2019年1月3日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772065*41372084)和 

广西大学科研基金(XGZ150264)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罗 阳(1992—)，男，汉族，四川 州人，硕士研究

生)E-maiO ：779619236@ qq. com0

#通信作者简介:伍 静(1978—)，男，汉族，广西南宁人，博士，副教 

授)E-mail ：417534291Xqq. com。

金矿找矿 广西容县

在一 [8]) 在金矿次 程中，

比较重视金的次 常[9—12]， 的次

常 不多，未见 次 常定位 金

的报道。

文 广西 金 未风化原 、

化原 品及次 壤样品Au/Ag比值

化与金 次 常分布 征， 金 

表生地球化学 论证银的次 常指示

， 位 金 )研究成果对指导 

中国 植 金 实 解金银

表生地球化学性 重要意义。基上述因

考虑,在研究 金矿金 元素表生地球

化学作用下各自迁 与 的基础上，对

进 预测,取得了理想的 果。

1区域及矿区地质

容县 金矿位于容县县城181。方向、直距

23.5 km处,行政隶属容县灵山镇六泉村管辖。天峨 

坪金矿床区域上位于博白-岑溪断裂带中段(图1)) 
域上出露地 中晚元古宙-奥陶世轻 [13]，

主要岩性为千枚岩、、 大理岩等。变质

呈NEE向带状展布， 原 地槽型浅海相

碎屑岩及少量 盐、硅 [13]) 域浆作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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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侵入岩 宙 火山岩 因中生代断陷盆地回中生代地层 

叵可元古宙-奥陶系L> I地质界线 NI大断裂

图1天峨坪金矿区域地质图(据文献& 17 ]修改)

Fin. 1 Reaional geolooical map of the Tian'eping gold deposit

(molified from Ref. & 17 ])

，出露主要 东期二长花岗岩、花岗片麻

燕山期花岗闪长岩。 床（点）育，多产

于基底地层中，主要有金、铜及铅锌等矿床（点））

位于博白-岑溪断裂的次级断裂带 

F1内（图2 ），多被植被覆盖,风化盖层厚度一般在 

0.5〜10 m。 露地 奥陶系 、石英绢

千枚岩、碎屑 盐岩等。 金 地

北 低，坡一 10。〜20。，分布 F1
碎带内，地表氧化 布面积大于2 km2， 一

规 开采， 工作进展不大。

用次 常及结合不同风化程度钻孔、槽

品Au/Ag比 ，圈 常,预 ，

经工程验证 现 。 已在

0.4 km2面积范围 金属量超过5 t,矿

向及倾向尚未完全 。

|~6~|奥陶系片岩及千枚岩巨］第四系画矿体及编号 

匚刁地质界线rn构造破碎带及编号 国断裂破碎带

图2天峨坪金矿矿区地质简图

Fin. 2 Geolooical map of the Tian'eping gold deposit

矿体主要产于F1断裂带中，已发现4条矿体 

（脉），其中II号 （隐 ）规 最大,长大于

80 m,厚5〜50 m,走向近东西,倾向南,倾角30。〜 

45。，倾向斜深未完全 。 金品位0.5〜40 g/
t, 含，银含量在3〜36g/t之间。研究 物 

合简单，有用元素主要为金，伴 ，未见金

带现象。

2样品采集及分析结果

2.1样品采集
研究金 元 在植 表 地 化学

常 金银异常 义，选择 未

化的钻孔 品、近地表 化的槽 品 全 化

的次生土壤样品作为研究 ，各 品特征见图3,

:① 化原生晕槽探，未见原 铁矿;②深

原生晕钻孔样品见原生黄铁矿;③ 未风化原生

钻孔样样品黄铁矿与银金矿共生;④ 未风化原

钻孔样样品原生黄铁矿未受风化影响。

Py

（a）半风化原生晕槽探 
（未见原生黄铁矿）

（b）深部原生晕钻孔样品 
（见原生黄铁矿）

（c）深部未风化原生晕钻孔样样品 （d）深部未风化原生晕钻孔样样品
（黄铁矿与银金矿共生） （原生黄铁矿未受风化影响）

Elt

Py为黄铁矿;Elt为金银矿 

图3未风化、化品特征

Fin. 3 The charactes of primaro and semi-weatheang samples

（1） 原 品。未化53 品采 人

施工钻孔中离地表100 m以下的矿（化）体。主要

化角砾 ，硅化较强（主要以低温玉髓状

石英为主）,见原生黄铁矿及银金矿［图3 （ c）］,未 

受表生作用 。

（2） 化品。 化品采 化区内多

个探槽，主要 化矿化 ，褐 化、

硅化蚀变岩［图3 （ a）］,共采集半风化原生样品 

57 ）

（3） 次 品。次 品采 化土

壤B , 采 B 壤污染，样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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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自采矿区外围。在0.3 km2范围内按100 mx 
20 m网度采样，共计186件样品。

2.2分析方法及结果

品采 工后，未 化钻孔样品 化槽

品送至国土资 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

, 方 原子吸收， 日 Z—
2310, 精 0.01 &g/g；地表全风化次 土

壤样品送至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 中 ，用

WSP-1型光谱 Ag含量,其

2%；用海绵 射光谱 Au含量，其 ：

2% ,各 结果见表1 o原生晕金含量在

1.02 〜10. 41 g/t,银含量在 0 〜21. 27 g/t, Au/Ag 比 

在0. 16〜7 （槽 化样品金含量在0〜1.22 g/t,

含量在 0.2 〜15. 4 g/t, Au/Ag 比在 0.01 〜0.78 ； 

次 品金含量在1. 18〜226. 52 mg/t,银含量在

0.019 〜0. 679 g/t, Au/Ag 比在 0.01 -1.52）

3讨论

3・1 分布差异

次 结果（数）进 布形态

，剔除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如

低值），V 数 合正态分布（该 程采用迭

进行数 理， 程考数理统计迭代

）,数 理后计算次 品的 （背景

）、常限 。在 次 品背

景值、 常限后， 静等&14'的

理方法圈定金银次 常等 ， 见 4、

5o

由图4 ,金异常中 未重 合（套

合的仅 常外带））的常 中 4个,

号 Ag-1、Ag-2、Ag-3、Ag-4（ 4））其中 Ag-
1常规模最大，异常展布受F1断裂带 。金异 

常等 共圈定2个金异常区，编号 Au* 、Au- 
2（图5），金异常外带分布面积较大，呈面片状分布,

2 505.6°
N0

As

2 505.4°

2 505.2°

llllllllllll
Ag-2

Ag-4
含量/(mg-kg-1) 
廖 0.40 XI0-6 
M0.25X10-6 
® 0.15 X10-6

37 451.8° 37 452.0° 37 452.2° 37 452.4°

图4天峨坪金矿银异常等值线异常图

Fig. 4 Contouc map of showing distribution of Ag abnormalofthc 

Tian'eping gold deposit

0 N2 505.6°

2 505.4°

2 505.2°

37 451.8° 37 452.0° 37 452.2° 37 452.4°

含量/(mg-kg-1) 
存 108 X10-9
■ 36X10-9 
® 18X10-9

图5天峨坪金矿金异常等值线异常图

Fig. 5 Contour map of showing distribution of Au abnormalofthc 

Tian'eping gold deposit

常中心（内带）规 ， 呈 散的趋势;其 

中Au-1异常规模最大，其 态也为近东西向，同 

显示受控于F1断裂破碎带。

常主要分布于地形较高的北部地区,金异 

常 布 地 较低的 地 。

3.2 体及 表生地球化学

性 分

金 金银次 常存在 离现

，哪个元 常 ？ Westei6' ,金

在中至弱碱性的表 境中基本不 离。

因此，人们在次 化 中 金异常 '深

部盲 。

解金 常分布 的地质意
义, 原 、 化原 壤 品的金

元 含量 比 化。 金 原 、

化原 次 品Au/Ag i 低（表1、表

2、表3 6），其 从原 的0.51, 化原

的0.19,至次 的0.05。 金比

化特征 主要由下述两种原因 ，一

带 ，即金在较 位沉淀 ，银在较浅部位沉

淀 （另一 金 元素在表生作用下不同的

迁 。 金 ， 的富集

地段， 品 （金）元 表现为一高一

低迭 现，未表现分带性； 原 品金 相

正关性，相系数约0.45 ,不 化分带;此，

该矿床发育较多银金矿［图3 （ c）］,也表明金银同

。上述特征表明该矿床原 、 化 一

次 金银比 化主要是金 在风化作用过程

中活化迁 不同 ，金在一 易被

解迁 。 金次 常 主要 布

地形相对较低地区， 金比 易活

化迁 ,因此, 的次 常 盲 

空间关系 切。据此 ，在 常中心Ag-1
的16号勘 近,布 钻孔ZK301进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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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原生晕样品分析金、银含量

Table 1 Ag and Au concentration of the unweathered samples from the Tian'epOg gold orc field

样号
含量/(10 ■6mg-kg"1 )

Au tAg 样号
含量 /(10"6mg-ke 1 )

Au tAg 样号
含量/(10 ■6mg-kg"1 )

Au tAg
Ag Au Ag Au Ag Au

ZK1403-H63 1.69 1.17 0.69 ZK1403-H144 16.08 3.27 0. 2 ZK1801-H131 0.5 1.96 3.95
ZK1403-H74 3.58 1.08 0.3 ZK1403-H148 0.97 2.85 2. 95 ZK1801-H134 0.39 2.29 5.94

ZK1403-H101 4.32 1.54 0.36 ZK1403-H159 9.06 1.38 0. 15 ZK1801-H139 0.6 2.11 3.52
ZK1403-H102 12.99 2.06 0. 16 ZK1403-H160 21.27 6.27 0. 29 ZK1801-H143 8.2 1.89 0.23
ZK1403-H103 10.37 2.29 0.22 ZK1403-H162 3.19 8.04 2. 52 ZK1801-H171 2 2.3 1.15
ZK1403-H111 0.2 1.42 7 ZK1403-H163 0.8 1.28 1. 61 ZK1801-H172 7.6 2.36 0.31
ZK1403-H112 0.76 1.53 2.01 ZK1801-H8 4.32 1.04 0. 24 ZK1801-H173 1.06 1.26 1.19
ZK1403-H128 8.64 1.44 0. 17 ZK1801-H11 5.8 10.41 1. 79 ZK1801-H176 2.7 1.15 0.43
ZK1403-H129 4.56 4.16 0.91 ZK1801-H89 7.19 4.05 0. 56 ZK1801-H178 4.05 1.48 0.37
ZK1403-H133 5.63 3.02 0.54 ZK1801-H90 4.39 2.39 0. 54 ZK1801-H179 0.94 1.06 1.13
ZK1403-H134 5.83 1.08 0. 19 ZK1801-H91 13.74 1.02 0. 07 ZK1801-H181 1.72 2.68 1.56
ZK1403-H135 2.31 1.24 0.54 ZK1801-H92 5.98 1.18 0. 2 ZK1801-H182 1.27 1.48 1.16
ZK1403-H136 1.77 1.39 0.78 ZK1801-H104 4.43 1.77 0.4 ZK1801-H183 1.74 1.27 0.73
ZK1403-H137 0.91 3.4 3.74 ZK1801-H119 3.06 1.32 0. 43 ZK1801-H191 1.35 3.03 2.25
ZK1403-H138 3.53 1.63 0.46 ZK1801-H120 3.59 2.94 0. 82 ZK1801-H193 3.44 1.24 0.36
ZK1403-H139 2.45 2.47 1.01 ZK1801-H121 1.66 3.62 2. 18 ZK1801-H217 6.83 1.11 0.16
ZK1403-H143 8.2 1.73 0.21 ZK1801-H123 3.51 1.15 0. 33

表2半风化样品分析金、银含

Table 2 Ag and Au concentration of the semi-weathered samples from the Tian'epOg gold orr feld

号
含量 /(10-6mg-kg-1 ) t 、

样号
含量7(10- 6mg-kg- 1 )

Au tAg 样号
含量 /(10- 6mg-kg- 1 ) ” t

Ag Au
u

Ag Au Ag Au
u

HTC03-1 0.4 0.35 0. 88 HTC03-19 0.4 0.05 0. 13 HTC04- 0.7 0.26 0.37
HTC03-2 0.4 0.44 1. 1 HTC03-20 0.4 0.06 0. 15 HTC04-5 0.7 0.11 0.16
HTC03-3 2.6 0.28 0. 11 HTC03-21 0.8 0.1 0. 13 HTC04-6 0.9 0.11 0.12
HTC03-4 0.7 0.7 1 HTC03-22 0.2 0.11 0.55 HTC04-7 1.3 0.32 0.25
HTC03-5 0.7 0.13 0. 19 HTC03-23 1.4 1.22 0. 87 HTC04-8 1.1 0.38 0.35
HTC03-6 2.9 0.89 0.31 HTC03-24 0.6 0.06 0. 1 HTC04-9 1.6 0.32 0.2
HTC03-7 2 0.76 0.38 HTC03-27 0.7 0.03 0. 04 HTC04-10 1 0.28 0.28
HTC03-8 1.8 0.84 0.47 HTC00-2 0.4 0.03 0.08 HTC12-1 1.4 0.58 0.41
HTC03-9 5.3 0.3 0.06 HTC00W 4.2 0.04 0.01 HTC12-2 1 0.12 0.12

HTC03-10 0.9 0.37 0.41 HTC00-5 0.7 0.07 0. 1 HTC12-5 1.4 0.12 0.09
HTC03-11 2.8 0.54 0. 19 HTC00-6 1.2 0.06 0. 05 HTC12- 2.1 0.24 0.11
HTC03-12 3.2 0.28 0.09 HTC00-7 0.6 0.05 0.08 HTC12-5 1.7 180 0.11
HTC03-13 6 0.39 0.07 HTC00-8 0.5 0.11 0. 22 HTC12-6 1.5 170 0.11
HTC03-14 15.4 1 0.06 HTC00-9 0.8 0.08 0. 1 HTC12-7 3.3 70 0.02
HTC03-15 0.7 0.18 0.26 HTC04-1 0.6 0.27 0. 45 HTC12-8 1 60 0.06
HTC03-16 2.3 0.05 0.02 HTC04-2 0.4 0.25 0.63 HTC12-9 3.4 60 0.02
HTC03-17 0.9 0.1 0. 11 町期-- 0.6 0.15 0. 25 HTC12-10 0.8 62 0.78
HTC03-18 0.9 0.35 0.39

（GPS 坐标：374 520 85,250 546 3 ）。在 137 m 处发 

现 金品位达5 g/t,真厚 30 m的金 。

次证实了 Ag-1次 化 常更靠近 ）后 

期勘 程中，金次 常中心（Au-1） 未发

现 。

金矿床银次 常 金 ，

金的次 常却偏离 ，证实金 两

元素表生地球化学性质不完全相似。 金床

金 次 常 离的主要控制因素是

什么？

人工作表明，金 在表 主要以氯

络合物、硫硫酸盐、 盐或 式迁

［6，15］） 氧化酸性 金 主要以

AuCl； AgCOZ、AgCl2Z 式迁移［6］o 金矿

域地 造破碎带中见 盐岩，含

盐岩地区地表 主要为中性至弱碱性 ［6］）

金 地表硫化物不多，主要 量浸 . 

细 铁矿,因此， 地表 中硫的 不

大。在硫活 0.1的中至弱碱性 中，金

主要以Au（ S2O3） ［氧逸度/（。2 ） > -6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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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次生晕样品分析金、银含量

Table 3 Ag and Au concentration of soil samples from the TianZpin gold ore field

样号
含量/(10 ■6mg-kg"1 )

Au tAg 样号
含量 /(10"6mg-kg 1 )

Au tAg 样号
含量/(10 " 6mg-kg" 1 ) Au tAg

Ag Au Ag Au Ag Au

10-320 0. 43 4.46 0.01 11-240 0.05 4.35 0. 09 14-60 0.13 6.1 0.05
10-340 0. 26 2.24 0.01 11-260 0.25 13.7 0. 06 14-80 0.1 9.76 0.09
103360 0.07 1.86 0.03 11-280 0.33 12.35 0. 04 14-100 0.13 10.28 0.08
103380 0.08 2.33 0.03 11-00 0.03 3.97 0. 12 14-120 0.05 4.13 0.08
103400 0.07 3.03 0.05 11-20 0.05 1.33 0. 03 14-140 0.09 3.92 0.05
103420 0.16 6.1 0.04 11-40 0.07 3.13 0. 04 14-160 0.18 3.81 0.02
103440 0.11 3.33 0.03 11-60 0.06 3.33 0. 06 14-180 0.4 70.06 0.17
103460 0.08 9.03 0. 11 11-80 0.11 2 0. 02 14-260 0.24 24.98 0.1
11380 0.04 2.93 0.08 11-00 0.13 1.4 0.01 14-280 0.41 34.16 0.08

113200 0.23 69.17 0.3 11-20 0.13 3.13 0. 02 14-00 0.3 32.43 0.11
030 0.15 226.52 1.52 11-40 0.13 2.93 0. 02 14-20 0.03 2.63 0.09

0320 0.47 62.39 0. 13 11-60 0.07 3.43 0. 05 14-40 0.08 2.33 0.03
0340 0.5 45.53 0.09 11-80 0.03 2.43 0. 07 14-60 0.04 1.72 0.05
0360 0.38 26.32 0.07 11-00 0.07 2.24 0. 03 14-80 0.13 1.47 0.01
0380 0.17 40.55 0.24 43089 0.05 10.84 0.2 14-00 0.03 1.88 0.07

03100 0.22 22.5 0. 1 12-0 0.05 5.5 0. 11 14-20 0.13 1.49 0.01
03120 0.14 19.75 0. 14 12-0 0.14 52.71 0.38 14-40 0.03 1.67 0.06
03140 0.21 15.61 0.07 12-0 0.04 8.35 0.2 14-60 0.04 1.4 0.03
03160 0.39 19.24 0.05 12-180 0.06 29.99 0. 49 14-80 0.08 1.58 0.02
03180 0.26 14.82 0.06 12-200 0.15 22.5 0. 15 14-00 0.02 1.4 0.07
03200 0.2 11.12 0.05 12-220 0.08 6.6 0.08 15-20 0.15 8.13 0.05
03220 0.2 12.35 0.06 12-240 0.05 4.35 0. 09 15-0 0.13 4.23 0.03
03240 0.25 5.79 0.02 12-260 0.1 2.83 0. 03 15-60 0.09 5.94 0.07
03260 0.18 8.13 0.05 12-280 0.19 18.74 0. 1 15-80 0.12 4.23 0.04
03280 0.34 12.67 0.04 12-00 0.1 31.59 0.31 15-100 0.25 6.77 0.03
03300 0.42 7.14 0.02 12-20 0.05 4.95 0. 1 15-120 0.15 6.95 0.05
03320 0.38 8.57 0.02 12-40 0.08 2.43 0. 03 15-140 0.3 4.35 0.01
03340 0.5 6.1 0.01 12-60 0.04 2.43 0. 06 15-160 0.05 10.28 0.2
03360 0.29 6.26 0.02 12-80 0.08 2.43 0. 03 15-180 0.1 4.7 0.05

230 0.26 19.75 0.08 12-00 0.14 1.76 0.01 15-200 0.2 23.1 0.11
42786 0.14 25.64 0. 18 12-20 0.06 1.84 0. 03 15-220 0.15 23.71 0.16
2340 0.12 18.26 0. 15 12-40 0.11 2.14 0. 02 15-240 0.19 16.03 0.09
2360 0.23 16.89 0.07 12-60 0.09 2.14 0. 02 15-260 0.22 45.53 0.21
2380 0.17 15.61 0.09 12-80 0.07 2.05 0. 03 15-280 0.16 36.95 0.24

23100 0.45 10.84 0.02 12-00 0.05 2.05 0. 05 15-00 0.07 8.79 0.13
23120 0.28 20.81 0.08 13- 0.05 4.23 0.08 15-20 0.05 2.43 0.05
23140 0.3 20.27 0.07 13-20 0.12 3.13 0. 03 15-40 0.03 1.81 0.07
23160 0.34 26.32 0.08 13-0 0.02 15.21 0.66 15-60 0.05 1.72 0.03
23180 0.16 17.79 0. 11 13-0 0.05 9.51 0. 18 15-20 0.17 1.64 0.01
23200 0.26 14.44 0.06 13-0 0.05 14.07 0.31 15-60 0.06 2.17 0.04
23220 0.54 17.79 0.03 13-100 0.15 7.52 0. 05 15-80 0.11 4.82 0.04
23240 0.42 8.13 0.02 13-120 0.08 6.43 0.08 15-00 0.09 3.33 0.04
23260 0.43 14.07 0.03 13-140 0.05 9.26 0.21 16-0 0.16 9.76 0.06
23280 0.41 17.79 0.04 13-160 0.52 82.85 0. 16 16-20 0.11 3.03 0.03
23300 0.43 10.02 0.02 13-180 0.1 11.72 0. 11 16-0 0.09 4.13 0.05
23320 0.33 15.21 0.05 13-200 0.05 3.92 0.08 16-60 0.12 6.77 0.06
23340 0.39 10.84 0.03 13-220 0.12 5.5 0. 05 16-80 0.11 29.21 0.26
23360 0.44 15.61 0.04 13-240 0.08 4.13 0. 05 16-100 0.1 9.51 0.1
1030 0.26 51.42 0.2 13-260 0.2 42.1 0.21 16-160 0.07 3.43 0.05

43028 0.05 4.82 0.09 13-280 0.17 22.5 0. 13 16-260 0.07 5.36 0.08
10340 0.08 5.5 0.07 13-00 0.16 8.79 0. 05 16-280 0.1 14.07 0.14
10360 0.14 42.1 0.29 13-20 0.68 31.59 0. 05 16-00 0.11 4.46 0.04
10380 0.39 189.1 0.48 13-40 0.11 19.75 0. 19 16-20 0.08 2.33 0.03

103100 0.3 153.85 0.52 13-60 0.11 8.35 0.08 16-40 0.04 2.14 0.06
103120 0.39 89.52 0.23 13-80 0.08 2.33 0. 03 16-60 0.04 1.48 0.04
103200 0.19 104.5 0.54 13-00 0.06 2.63 0. 04 16-80 0.04 2.19 0.05
103220 0.21 115.85 0.55 13-20 0.05 1.86 0. 04 16-00 0.06 2.1 0.04
103240 0.14 13.01 0. 1 13-40 0.04 10.02 0. 23 16-20 0.11 1.31 0.01
103260 0.12 3.62 0.03 13-60 0.05 1.8 0. 04 16-40 0.11 1.18 0.01
103280 0.23 2.93 0.01 13-80 0.09 3.43 0. 04 16-60 0.04 1.63 0.04
103300 0.06 3.13 0.05 13-00 0.05 2.83 0. 06 16-80 0.05 4.58 0.09
113220 0.52 32.43 0.06 14-0 0.04 14.82 0.35 16-00 0.05 1.75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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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风化钻探原生半风化槽探样品全风化次生晕样品

••••• +半风化槽探样品
V ▼未风化钻探原生晕样品

图6天峨坪金矿未风化钻孔样品、半风化地表槽

品、土壤样品金银比 化趋势

Fin，6 The variation of Au/Ag ratios of the unweathered 

samples from drill hole, semi-weathered samples from 

trench and thesoil samples in the Tianeping gold deposit

Au(HS) 氧逸度=。2)< -60 ］形式迁移，银主要 

以 Ag( S2O3)2-［氧逸度=(。2)> -60］、AgHS 及 Ag 

(HS)2■& 氧逸度=(。2)< -65'迁 &6'。在 Au(Ag)- 

S-O2-H2O系统中25 °C条件下，金和银主要络合物 

反应方程的 系数 的 &6，16',各 表

现如下：

Au+ +2SO；- =Au(S2O3)3- , lg>h26. 8 (1)

Au+ +2HS；-=Au(HS)2 , lg>h32. 8 (2)

Au+ +2SO；- =Au(S2O3)2- , lgK二6. 7 (3)

Au+ +2HS；- =Au(S2O3)2- , 二 18. 0 (4)

Au+ +HS=Au(HS) , lgK二 16.2 (5)

表明在总硫活度较低的中至弱碱性 中，

金比 易 硫代硫 络合物或硫氢络合物,

增加金在地表 中的活动性。Webstet6'实 表

,金 金在0. 1 mol/L Na? S2 O3溶液中的

解，金的溶解度略大于银的溶解度； 金 床

中含较 金矿(Au： 64%〜69%, Ag： 29%〜

36%)&17',也 增强 金矿中金在地表

中的活动性。此，在低硫含量地表 中，当

=(O2) < -50 , 中的 还原硫结合，形成

辉 &6', 在地表 中溶解度较低，迁

较金的弱。

上所述，金 虽然地球化学性质相近,在

金 床，但两元素在中至弱

碱性地表 中的地球化学性 一定的 ，

金比 易 解及迁移。 金 次

离， 金床金 次 【成

实 也表 金 表 地 化学性 一 

的 。

3・3找矿意义

金 中 金的次 常， 的 

次 常 不多。在 金矿床次 化探

中,发现金 次 常分离。 金

两元 在中至弱碱性 中地 化学性 性,

次 常 盲 ，金次 常偏

离金 。 一认识，开展工程验证，首次

的次 常发现 金 。这一

实 热带亚热带植 金 实 重

要意义。这表在热带亚热带植 金 矿

中,不但要 金次 常，也要 的次生晕

常。

认 金 在表 地 化学性 相近, 

不 离，银相金活泼性更强。但 金矿 

床金 次 常 离表 , 金 表 地 化学 

性 一 的 , 在一 金相 易

解迁移， 解不同元素表生地球化学行为

次 实 重要意义。

4结论

上述讨论，得 述结论。

(1) 金 床金 次 离，

次 常 金 ， 金次 常 离

(2) 金 表生地球化学性质在中至弱碱性条

一的 ，金比 易溶解迁移。

(3) 热带亚热带植 次 金 程

中,不但要 金的次 常，也要 的次生

常。

致谢：广西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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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DistriOution of Silver and Gold Secondary Halo io the Tian'eping 
Gold Ore Field, Guangxl and the Differeet Geochemical Feathr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upergene Setting

LUO Yang1, WU Jiny1 # , NONG Shi-hua1, YUAN Jin-tao1, LIANG Hua-yiny2

(Colleac c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Materials, Guanyei Univeaity1 , Nanning 530004 , China ； Key Laboratora cf 

Mineralogy and Metallogeny, Guangzhou Institute cf Geochemists, Chinese Academy cf Sciences2 , Guangzhou 510640 , China)

& Abstract ] Most area of the Tian^eping gold ore filed was covered by soil and veaetation, metamoohic siltstone
and soma cerbonata outcop locelly. Gold and silvas concentration of primao halo, semVwotheang primao halo 
and soil was analyzed. It is found suotsingly that secondao halo anomalies of gold and silver are separatedfom 
each other, the centers of goldsecondao halo anomaly occurs at thelow-lying area in the south of the Tian^eping gold 
ore Ome and the silvert at the higher gound in the north of the Tian^eping gold ore field and that the Au/Ag ratios 
decrease pooressively from primao halo, semintheang primao halo, and to soil. Based on the Au/Ag ratios del 
creasing with the weatheang intensity, tooethaa with that gold more osy to for sulfur complea compound than siv 
vat in the neutral to weakly alkaline weatheang fluids which formed in an area where cerbonata outcrop, it is 
poJed thatgood omoeeeaJytobedoJooeed and moboooaed than Jooeeeon weakoyaokaooneweatheeongtouodJand that 

thecenteeotJooeeeJecondaeyhaooanomaoyJhouod oocateboond good oeebodoeJ.TheconcouJoon waJcontoemed by 
deooong, whoch agood oeebodyotabout30 mon thockneJwaJmetundeeoyongdoeectoythecenteeotJooeeeJecondaey 
haooanomaoy.TheeeJuotJuggeJtthatgood and Jooee e o cha eac te eoaed byJooghtoydoteeentgeochemocaoteatueeJon 
Jupeegeneeneoeonmentwheeecaebonateoutceop and moeeatentoon muJtbepaod toJooeeeJecond haooanomaoyon 
good oeepeoJpectongon an aeeawheeecaebonateoutceop.
& Key words ] gold and silver geochemicel features insuperaena environment gold and silver secondao
halo anomaly gold fe prospecting Rong county Guang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