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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桂北中上元古界浅变质岩系为一套由活动型向稳定型转变的火山一陆源

碎屑沉积建造
,

具有后太古代正常沉积砂泥质岩的岩石化学和稀土元素地球化学

特征
。

其 sA
,

s b 原始富集
,

rS
,

H g 明显亏损
,

A u 等成矿元素呈双峰或多峰分

布
,

s n ,

C u ,

N i
,

A u ,

A g
,

A s ,

s b 变异系数较大
,

属活动性强的元素
.

微量

元素组合早期以亲铁
、

亲铜元素为主
,

晚期则出现亲石元素
.

桂北中上元古界发

育以四堡群为基底原始含矿建造
、

丹洲群和下震旦统为盖层衍生含矿建造的演化

系列
。

关键词 元古界 ; 地球化学 ; 微量元素 ; 广西

中图号 P 59 6 : P s 34
.

3

桂北中上元古界四堡群
、

丹洲群和震旦系分布于九万大山至越城岭一带
,

其以变质的砂

泥质岩为主
,

夹超基性一基性岩
、

喷出岩和少量碳酸盐岩
、

硅质岩
,

总厚逾万米
,

具绿片岩

相和复理石建造特征
.

刘英俊等对湘
、

赣
、

浙
、

桂
、

粤 5 省的地层地球化学研究表明 〔 `〕
,

华南发育以基底含矿建造 (元古界一寒武系 ) 为主
,

盖层衍生含矿建造为辅的多时代含矿建

造序列
。

作为桂北元古界活动型火山一陆源碎屑沉积建造的四堡群
、

丹洲群和震旦系
,

是否

如同冷家溪群
、

板溪群
、

双桥山群
、

双溪坞群
、

陈蔡群等一样
,

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含矿建

造
,

本文就此进行讨论
。

1 中上元古界地质特征

桂北四堡群分布于九万大山一带和元宝山两侧
,

由浅变质的砂泥质岩夹中基性熔岩
、

科

马提岩
、

火山碎屑岩及层状或似层状基性一超基性侵入岩组成
,

为深海浊流复理石建造和基

性一超基性火山岩建造
,

水平层理
、

递变层理
、

包卷层理及底冲刷等浊积岩特征发育
.

该岩

系经区域变质
,

为低级绿片岩相
,

厚度大于 3 840 m (未见底
,

宝坛地区 )
。

依岩性组合四

堡群自下而上划分为文通组和鱼西组
。

文通组下段由灰色
、

灰绿色变质中细粒长石质石英砂

岩
、

变质粗中粒砂岩
、

变质粉砂岩
、

千枚岩
、

板岩组成
,

夹少量层状
、

似层状基性一超基性

侵入岩
,

厚度大于 6 55 ;m 上段以夹多层海相火山岩为特征
,

主要由深灰色
、

灰绿色变质细

砂岩
、

变质粉砂岩
、

基性熔岩
、

凝灰岩
、

科马提岩组成
,

厚度 2 s l4 m
。

鱼西组由灰绿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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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中一薄层状变质泥质粉砂岩
、

板岩
、

绢云母千枚岩
、

变质细砂岩组成
,

局部夹中酸性喷

出岩
,

厚度大于 6 71 m
.

四堡群的时代隶属尚无定论
。

多数学者根据侵入四堡群而被丹洲群所不整合覆盖的本洞

花岗闪长岩体的同位素年龄 ( 1 063 M a ) 而将其归于中元古界
,

并与贵州梵净山群
、

湖南冷

家溪群
、

江西九岭群
、

浙江双溪坞群相类比
,

认为四堡运动即晋宁运动
。

广西区调队

( 19 8 7) 以文通组上段具被刺结构的科马提质玄武岩为测定对象
,

采用 R b一 rS 法测得 1 667

M a 的年龄数据
。

采用 S m 一N d 法测试四堡群文通组 8 件镁铁质一超镁铁质火山岩样品
,

获

得成岩等时线年龄 2 2 19 M a 〔 2 ,
,

说明四堡群为早元古代而不是中元古代的产物
。

综上可

知
,

其成岩时代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丹洲群分布于九万大山至越城岭一带
,

由变质的砂泥质岩夹少量碳酸盐岩组成
,

龙胜一

三门一带夹多层细碧一角斑岩
、

火山碎屑岩
,

并有大量透镜状
、

似层状基性一超基性岩顺层

侵入
,

构成一套独特的蛇绿混杂岩
。

丹洲群总厚度约 9 68 一 4 78 0 m
,

与下伏四堡群一般为

角度不整合接触
,

唯元宝山地区二者呈平行不整合关系
。

依据岩性
、

岩相及标志层
,

丹洲群

自下而上划分为白竹
、

合桐
、

拱洞 3 组
,

其间均为整合接触
。

白竹组下部为砾岩及砂泥质

岩
,

上部为碳酸盐岩夹泥质岩
,

自下而上组成一个沉积旋回
,

水平层理发育
.

合桐组主要由

变质的泥质岩夹砂质岩组成
,

上段的泥质岩常含炭质
,

以深灰
、

黑色为其特征而区别于下

段
,

复理石韵律明显
.

拱洞组由灰
、

灰绿色绢云板岩
、

绢云千枚岩
、

绢云石英千枚岩夹变质

砂岩
、

变质长石石英砂岩
、

变质粉砂岩组成
,

岩层普遍具清晰的条带或条纹
,

水平层理
、

斜

层理
、

交错层理
、

印模构造均较发育
,

复理石韵律明显
。

丹洲群仍具复理式
、

类复理式沉积建造特点
,

白竹组上部有较稳定的钙质层段
,

合桐组

上段具有黑色炭质千枚岩
、

板岩和中基性火山岩段
,

其岩性组合与湖南板溪群马底释组和黔

东南下江群甲路组
、

乌叶组酷愁
。

说明桂
、

湘
、

黔三省区的丹洲群
、

板溪群
、

下江群可以对

比
。

根据产于丹洲群合桐组中的似层状辉橄一辉长辉绿岩体的错石铀铅年龄值为 8 37 M a
,

认为丹洲群形成年代属晚元古代 〔’ 〕
。

震旦系分布较广
,

主要由一套轻变质的含砾泥砂岩
、

砂岩
、

砂泥质岩
、

硅质岩和少量白

云岩组成
,

属浅海一半深海相沉积
,

与上覆寒武系及下伏丹洲群均为连续整合接触
,

总厚

3 6 0一 4 8 5 9 m
.

震旦系分下
、

上统
,

下统分为长安组 (主要为巨厚层状含砾泥岩
、

含砾砂岩

夹变质细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

富禄组 (由砂质岩
、

泥质岩局部夹透镜状白云岩组成 ) 和

泅里 口组 ( 以巨厚层块状的含砾碎屑岩为主 )
。

上统为陡山沱组 ( 由深色的页岩
、

炭质页

岩
、

硅质页岩
、

硅质岩局部夹砂岩
、

白云岩透镜体组成 ) 和老堡组 ( 由硅质岩组成
,

中上部

局部夹少量炭质页岩或炭质硅质页岩
,

常构成陡崖峭壁 ) 组成
.

桂北震旦系与湘黔两省震旦系可以对比
。

桂北震旦系底界 (长含组 ) 下限年龄定为 800

M a
,

震旦系上
、

下统界线为 700 M a ,

而震旦系顶界年龄值定为 6巧 M a ①

2 岩石化学和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桂北中上元古界主要岩石类型的岩石化学成分和稀土元素含量特征列于表 1和表 2
。

其

具有以下特点
:

①广西地矿局
,

广西震旦纪沉积相古地理及矿产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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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桂北中上元古界浅变质岩系不同岩类岩石化学成分上的差异与其矿物组成密切相

关
,

板岩
、

千枚岩与变质粉砂岩
、

变质砂岩相比
,

5 10
:
含量低

,

1A
20 3 ,

K ZO 含量高
.

所有

样品均是 M g O > C a o
,

K ZO > N a o
。

运用尼格里图解
、

西蒙南图解
、

( al 一al k) 一。
图解

,

结

果
,

其均落在正常沉积的砂泥质岩范围
.

(2) 桂北四堡群蚀变玄武岩
、

蚀变科马提质玄武岩
、

蚀变辉石质科马提岩具有低

T i o Z( < 0
.

9 0,0 )
、

低 N a Zo ( < 4% )和 K Zo
、

高 M gO (7
.

2 6一 2 1
.

17% )的特点
.

研究表明
,

其属

拉斑玄武岩一科马提质玄武岩一科马提岩建造
·

该火山岩系列 eF O
’

/ (F e o
’
+ M gO ) < 0

.

65
,

F e , + / ( F e ,

++ F e Z+ ) < 0
.

4
,

e a o / A 12 o 3 < 0
.

8 2
,

A 12o 3 / T i o : 比值接近球粒陨比值 ( 2 0
·

4 )
,

具

有慢源火山岩的特征
,

可与世界上许多太古代绿岩带中的基性一超基性火山岩建造相类比
。

桂

北四堡群基性侵入岩
、

蚀变辉长辉绿岩的化学成分与火山岩的最大差异在于 M g o 较低

( 3
·

7 8% )
,

歹
e o

’

较高 ( 1 3
.

科% )
。

变石英闪长岩 M g o
,

C a o 更低
,

但 5 10 之
,

A L K 增高
·

( 3) 桂北中上元古界浅变质岩系 艺L R E E 富集并具明显的分馏现象
,

xE
u 显著负异常

,

显

示后太古代沉积岩稀土配分模式 (图 1)
.

由于受沉积物粒度的控制
,

板岩
、

干枚岩 XR
E E 较变

质粉砂岩
、

变质砂岩高
。

桂北四堡群变石英闪长岩与蚀变辉长辉绿岩
、

蚀变玄武岩
、

蚀变科

马提质玄武岩稀土配分模式极其相似 (图 2 )
,

除 z R EE 外
,

xL R E E / x H R E E
,

占E u
,

占e e
,

(aL / Y b) N 比值等主要参数均很接近
,

反映它们乃同源岩浆演化的产物
。

3 微量元素含量分布特征

3
.

1 微量元素含量分布特征

A :u 桂北中上元古界金含量不高 (表 3)
,

四堡群
、

丹洲群和下震旦统金平均含量分别

、

一
、

、
二

`

一 一
’

一

二乙

体创咬趁冲和

C e N d E u T b H o T m L u
C e N d E u t b H o T m L u

L a P r S m G d
。

D y E r Y b

图 l 桂北中上元古界浅变

L 扭 P r

图 2

S m G d D y E r Y b

桂北中元古界四堡群
质岩系稀土配分模式

1 R E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Pa t t e r n o f

t h e e P i m e t a m o r P h i e s e r ie s

岩桨宕稀土配分模式

F ig
.

2 R E E d i s t r ib u t i o n P a t t e r n

o f s i b a o G r o u P m a g m a t i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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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桂北中上元古界主要岩石 类型稀土元素含量 (x 10一 )及参数特征

T a b le 2 R E E co n t e n t s ( x 1 0币) a n d p a r a m e t e r s o r m aj o r r o c k t y p e s

地层单元 四 堡 群 丹 洲 群 震 旦 系

质砂变 岩
岩石名称 千枚岩

变质
砂岩

变石英
闪长岩

蚀变辉长
辉 绿 石

蚀变玄
武 岩

蚀变科
马提质
玄武岩

变质

砂岩
含炭千
枚 岩

5 6
.

4 5

10 2名 0

3 4 3 0 25 石 l 2 1
.

0 5

4 2
.

6 7

6
.

06

2 1
.

68

5
.

0 2

1
.

18

5 9 1

0
.

8 6

5
.

5 1

1
.

1 7

3
.

2 7

0
.

5 0

3
.

17

0 4 8

2 9
.

0 4

14 7
`

5 7

13 0 0 12
`

14 3 3 9 3 3 7
.

0 8 3 4
.

14

6 8
.

8 7 5 2 4 6 2 4 3 4 2 5
.

3 6 6 5
.

1 8 7 3
.

9 1 5 5
.

7 1

a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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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中心实验室分析
.

为 1
.

2 x 10
一 9 ,

l
.

6 x 10
一 ,
和 2

.

9 x 10一 9 ,

变异系数则分别是 1 0 0 0,0
、

7 5 0,0 和 5 4 0,0
.

四堡群不

同岩性组合以变质砂岩
、

变质粉砂岩
、

板岩和千枚岩等沉积变质岩金含量相对较高 l(
.

l .x

10
一 9一 2

.

l x 10
一 9 )

,

基性一超基性岩金含量甚低 (仅 0
.

4x 10
一 , )

,

导致以沉积变质岩为主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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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组金含量较文通组高
。

桂北中上元古界由文通组~ 富禄组
,

金含量有增高的趋势
.

金呈现

三峰或双峰的近似对数正态分布 (图 3 )
。

ǎ%à二

、、、、
.

Jd日日

252015105

ǎ次à二

2520巧1050

ǎ%à乙

一 0
.

5 8 一 0 3 4 一 0
.

1 0 + 0
.

14 + 0
.

3 8

1 9 A u

一 0
.

5 8 一0
.

34 一 0
.

10 月二4 + 0
一

3 8切
一

62 功
.

86

19 A u

0
.

0 2 0
.

2 6 0
.

50 0
.

74

l g A u

图 3 桂北中上元古界金含量对数频率分布直方图

F 19
.

3 T h e 10 9 fr e q u e n c y d is t r ib u t io n h i s t o g r a m o f g o ld e o n t e n t s

a
一四堡群 b一丹洲群 一下震旦统

A g : 四堡群
、

丹洲群和下震旦统银平均含量分别是 0
.

06 x 10一
、

0
.

05 x 10币 和 0
.

05

X 1 0一
,

与 S
.

R
.

T ay l o r ( 19 85) 的上部大陆地壳平均值相近或相等
,

变异系数则分别

高达 133 %
、

80 % 和 125 %
。

四堡群不同岩性组合以变质粉砂岩银含量最高 ( 0
.

09 x

10 力
,

且变异系数也最大 ( 16 6% )
。

丹洲群以合桐组银含量最高 (0
.

08 x 10 一 )
,

变异

系数亦最大 ( 75 % )
。

银在下震旦统富禄组中含量较长安组高
,

变异系数较大
。

A s
,

S :b 四堡群砷
、

锑的平均含量相对于上部大陆地壳平均值的富集度分别是

47
.

53
、

10
.

00
,

变异系数分别高达 2 63 %
、

19 0%
。

丹洲群砷
、

锑的富集度分别为 8
.

33
、

6
.

50
,

变异系数分别是 76 %
、

9 2%
·

下震旦统砷
、

锑的富集度分别为 5: 9 3
、

21
.

50
,

变

异系数分别是 1 71 %
、

130 %
.

说明砷
、

锑是桂北中上元古界原始富集的元素
。

与其它

岩性组合相 比
,

砷
、

锑在四堡群变质砂岩和变质粉砂岩中含量最高
,

变异系数也最大
。

丹洲群则以合桐组砷
、

锑含量较高
。

与长安组相比
,

砷在富禄组含量较高
,

变异系数也

较大
,

而锑则相反
。

S n
,

C u
,

N :i 四堡群 S n
,

C u
,

N i相对于上部大陆地壳值的富集度分别是 0
.

%
、

1
.

80
、

1
.

50
,

变异系数分别是 204 %
、

89 %
、

书3%
.

S n
,

C u
,

iN 在四堡群基性: 超基性

岩中含量最高
,

变异系数也最大
,

这与桂北地区广泛分布与四堡期基性一超基性岩有关

的锡多金属矿化相吻合
。

丹洲群和下震旦统锡
、

铜
、

镍富集度有所降低
,

且含量分布较

稳定
,

变异系数较小
。

H g
,

S r : 四堡群汞
、

惚相对于上部大陆地壳值的富集度分别是 0
.

3 5
、

0
.

13
,

变异系

数分别是 14 %
、

% %
。

丹洲群汞
、

惚的富集度分别为 0
.

36
、

0
.

11
,

变异系数分别是

21 %
、

58 %
。

下震旦统汞
、

铭的富集度分别为 0
.

36
、

0
.

21
,

变异系数分别是 9%
、

44 %
。

表明汞
、

银是桂北中上元古界明显亏损的元素
。

汞和银在地下水中有极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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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这些活拨元素在地下热水作用下能够发生水平或垂直方向上大规模的定 向运动
〔 4 〕 .

桂北中上元古界汞
、

惚的明显亏损表明其形成之后曾遭受大规模地下热水的强烈

改造作用
,

而这种改造作用显然是同成矿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

鉴于 A u
,

A g
,

A s
,

bS
,

S n
,

C u
,

N i 在桂北中上元古界中的高变异系数
,

可以认为它们受后期改造作用之影

响
,

属活动性较强的元素
,

暗示桂北不仅是锡多金属矿化区
,

同时亦有可能是
A u 一A g一A s一 S b成矿区

。

在常见微量元素比值方面
,

四堡群 rS / B a
,

C 。 / N i
,

A u / A g 比值分别是 0
.

10
、

0
.

60
、

0
.

02
,

丹洲群依次分别是 0
.

0 5
、

0
.

5 0
、

0
.

0 3
,

下震旦统依次分别是 0
.

08
、

0
.

39
、

0
.

06
。

与正常海相地层 rS / B a 相比
,

桂北中上元古界 S r / B 比值明显偏低
,

反映后期

迭加改造作用过程中地层银的淋失
.

由四堡群一丹洲群一下震旦统
,

C 。 / iN 比值逐渐

减小 而 A u / A g 比值则逐渐增大
。

3
.

2 微量元素相关性

上元古界 20 种微量元素进行了 R 聚类分析结果 ( 图 4)
,

在临界相关系数内
,

四堡

群 主 要 存 在 以 下 3 类 微 量 元 素 组 合 : A u 一 w 一 B a
,

s b一 iB 一 P b一 M o,

s卜 c r一 c 。 一 v 一 M n一 N i
。

金的相关体系的构成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建造中金的存在形

式
,

四堡群 A u 与除 w
,

B a 以外的所有元素均不相关
,

反映金可能主要以不规则分布

的独立矿物形式存在
,

这种状态的金化学上具活性
,

易在变质作用过程中活化转移
。

sr

与亲铁元素 C r
,

C 。 ,

v
,

M n ; iN 共同组成相关群
,

表明相当一部分 sr 存在于四堡群

基性一超基性岩中
,

且 sr +2与 c a Z

坡生了强烈的类质同象置换
。

丹洲群 A u 与其它任何元素均不相关
,

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
。

这一点与四堡群具有

相似性
.

由图 4 可 以看 出
,

丹洲群共有 3 个主要的相关群 : iT 一 v 一 c r 一 w 一 c o
, .

M n 一N i一 Z n
,

H g一M o 一A g一 S b一 A s
.

T i一 V一 C r 一W一 C o 属亲石元素组合
,

M n 一N i一 Z n

具有亲石
、

亲铁
、

亲铜三重性
,

而 H g一M 。 一A g一S b一A s 则是典型的亲铜元素组合
。

微

量元素相关群出现亲石元素组合是丹洲群区别于四堡群的重要特征
。

, 」尹一乌旦一只几卫寻」子
L 华

R 1
.

0 0
.

8 0
.

6 0
.

4 0
.

2 0
一一一下一一一一 了一一一一一一下一一一

-一 r T一一一下一

.

.

A S

n a

C u

P b

e 奋
S r

iTvrC协鱿沈黔sH晰ĝsb贺卜t̂幻批肋引I,b枷别srcrvco枷侧

月 = 28 月
。乃 s = 0

.

3 7

( a
)

斤 = 33 几
.

0好 0
.

3 5

( b )

翻 = 14 凡
.

断 0
.

53

图 4 桂北中上元古界微量元素 R 型聚类分析

F 19
.

4 R一 t y Pe g r o u P a n a ly s i s o f t r a e e e le m e n t s

a
一四堡群 ; b一丹洲群 ;

一下震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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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四堡群和丹洲群不同
,

桂北下震旦统 A u

与其它元素尤其是亲铜元素的相关性显

著增加
,

在临界相关系数内
,

计有 A s
,

iB
,

C u
,

Z n
,

N i
。

由图 4 可见
,

下震旦统主要

有 2 个微量元素相关群
,

即 A u 一 iB 一 P b 和 A g一M n 一 C o 一 Z n 一 N i一 C u
,

前者属亲铜元素

组合
,

后者为亲铁亲铜元素组合
。

下震旦统目前是桂北地区最重要的含金层位
,

主要赋

矿地层是长安组
。

相关分析表明
,

长安组与 A u 相关的元素有亲铜元素 A g
,

A s
,

iB
,

S n
,

P b
,

微量元素相关群为 A u 一 P b一 A g一 iB 一 A s一 S n 和 Z n 一 C r一 ;V 富禄组 A u 的相关

性明显减弱
,

仅与 iN 有一定的相关性
,

微量元素相关群为 A u 一iN
,

A s一 c r
,

s b一 P b
,

A g一M n 一 c 。 组合
,

相关群较为分散
·

3
.

3 含矿建造
四堡群作为一套复杂的火山一沉积建造

,

具有以下特点 : ( l) 尽管四堡群平均金丰

度较低
,

但这并不排斥某些含金层位的存在
,

例如一些熔岩间碎屑沉积物含金达 5
.

g x

1 0一 , ,

部分蚀变辉长辉绿岩和科马提质玄武岩含金高达 7
.

o x 10一9一 16 x l0 一 这些金是

活动性较强的
“

可得金
” ,

成为后期变质热液型金矿重要的物质来源
。

如同其它含金建造

一样
,

四堡群中金具有多峰分布的特征
。

( 2) 四堡群微量元素组合以亲铁和亲铜元素为

特征
,

金与其它元素之间的相关性微弱
。

( 3 ) 四堡群 S n
,

C u
,

N i
,

A u
,

A g
,

A s
,

S b

变异系数较大
,

属活动性强的元素
。

其中 S n
,

C u
,

N i与基性一基性岩有关
,

而 A u,

A g
,

sA
,

sb 主要与四堡群沉积变质岩有关
。

( 4) 桂北广泛发育与四堡群基性一超基性

岩有关的锡
、

铜
、

镍矿化
,

例如九毛
、

一洞
、

沙坪和红岗等地
,

其中大坡岭铜镍矿
,

是

我国唯一的由科马提质岩浆形成的铜镍矿床
。

( 5) 近年来随着金矿地质工作的不断加

强
,

四堡群文通组内已陆续发现了一些金矿点或金矿化点①
,

如地吴
、

文通
、

酮马口等

地
,

其成因类型主要属变质热液成因的硫化物一石英脉金矿床
。

综上所述
,

认为桂北四堡群乃是 S n 一 C u 一 iN 一 A u 一 A g一A s一 S b 多元素组合的综合性

原始含矿建造
。

其不仅为金
、

锡等矿床提供成矿物质来源
,

还通过外生作用为该区丹洲

群和震旦系衍生含矿建造提供物质来源
。

对含矿建造的已有研究表明 〔’ 〕 ,

其往往与多

种沉积建造有关
,

其中最重要的是火山一沉积和陆源碎屑沉积
。

在同一地区内
,

可以形

成若干不同的含矿建造
,

它们在时空关系和物质组分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

从而可构成

一套以最老的原始含矿建造为基础的
,

由一个或多个衍生含矿建造相伴生的演化系列
。

就桂北中上元古界而言
,

四堡群应属活动型火山一沉积原始含矿建造
,

丹洲群和下震旦

统则属于活动型和稳定陆源碎屑沉积衍生含矿建造
。

桂北中上元古界含矿建造之间的继

承性
,

表现为 A s
,

S b 原始富集
,

rS
,

H g 明显亏损
,

A u
等成矿元素呈双峰或多峰分

布
,

A u ,

A g
,

A s
,

S b 具有较大的变异系数等一些共同的元素地球化学特点
。

当然
,

由

四堡群~ 丹洲群一下震旦统
,

不仅存在着继承性
,

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演化性
,

具体表现

为 T i
,

V
,

C r ,

M n
,

C o ,

S n
,

A s 等亲铁亲铜元素含量的降低
,

S b
,

A u
,

S r
,

B a 等

亲铜亲氧元素含量的增高
。

丹洲群和下震旦统 A u 一 A g一 A s 一 S b 衍生含矿建造还得到以下岩石组合
、

元素地球

化学和矿化特征识别标志的支持
:

( l) 丹洲群发育钙质千枚岩
、

黑色含炭板岩或干枚岩
以及碳酸盐夹层

,

下震旦统发育含砾砂泥质岩并夹碳酸盐透镜体
,

这些岩石层位往往具

①广西区调队
.

桂北前寒武系含金性初步研究
.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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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成矿元素含量
,

是丹洲群和下震旦统重要的含矿层位
。

( 2) 丹洲群和下震旦统

砷
、

锑明显富集
,

平均金含量虽不高但仍有局部含金层位的存在 (最高金含量达 5 2x
10一 9 )

,

且在对数频率分布直方图上金含量呈双峰分布
。

微量元素组合方面
,

不仅有亲

铜元素
,

而且出现了亲石元素组合
。

( 3) 丹洲群和下震旦统已陆续发现许多金
、

锑矿化

点
,

如产于拱洞组的龙胜平等
、

广南金矿点和罗城黑刚
、

龙胜地灵锑矿点
,

赋存于长安

组的三江高榜
、

桐木山金矿点
,

龙胜半河
、

疤 田
、

老寨
、

分水坳
、

洋头坪
、

麻岭金矿点

以及罗城环群九江村锑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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