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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北卡林型金矿是滇黔桂“金三角”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区已发现八渡、高龙、金牙、明山、

隆或等矿床（点）、矿化点 40 余处。尽管前人对

桂西北金矿进行了大量研究（吴江等，1993；国

家辉，1994a，b，c，1996，2000，2002；谢世业

等，2006；张敏等，2011），但对八渡金矿床解剖

较少（肖龙，1997；谢世业等，2006；覃少耀等，

2012），其总体认识程度偏低，尤其是对其载金

矿物的矿物学特征及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研究较

少。本文对八渡金矿床进行载金矿物的矿物学研

究，从微观尺度获得矿物共生关系及成矿作用过

程，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其矿床成因提供理论依

据。 

田林县八渡金矿床位于右江再生地槽区西

林－百色断褶带南部的八渡背斜轴部，矿体产于

辉绿岩体内部或与下泥盆统郁江组（D1y）接触

带蚀变岩中（图 1），矿体长约数十米至数百米不

等，呈透镜状，金矿体中发育石英细网脉（苏文

超，2002）。本次研究的样品采自八渡背斜南东

翼的矿体，将岩石样品磨制光薄片，在系统显微

岩相学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电子探针（EPMA）

背散射电子图像（BSE）、波谱（WDS）和能谱

（EDS）分析技术，对原生矿石中黄铁矿和毒砂

S、Fe、Au、As 等元素含量及其分布规律进行了

较系统的研究。结合前人所获相关工作成果，主

要取得以下几点认识： 

（1）镜下观察表明，黄铁矿和毒砂是主要

的载金矿物。从背散射图像可以看出，载金黄铁

矿主要以细粒自形黄铁矿为主，常呈立方体、五

角十二面体，粒径大小不等，主要集中于 30～200  

 
1-下三叠统石炮组；2-上二叠统领好组；3-中二叠统四大寨组；

4-上石炭-下二叠统南丹组；5-下石炭统巴平组；6-下石炭统鹿

寨组；7-上泥盆统五指山组；8-上泥盆统榴江组；9-中泥盆统

罗富组；10-下泥盆统塘丁组；11-下泥盆统郁江组；12-印支

期辉绿岩；13-华力西期辉绿岩；14-地层界线；15-断层及编

号；16-背斜轴；17-金矿体 

图 1 八渡金矿床地质简图（据覃少耀等，2012） 

μm，未见类似水银洞卡林型金矿中黄铁矿的富砷

环带（Su 等，2008；陈懋弘等，2009）。载金毒

砂常呈菱形、长柱状、矛头状等自形晶，粒径大

小不等，主要集中于 20～100 μm。 

（2）对含金硫化物—黄铁矿和毒砂进行波

谱分析，黄铁矿和毒砂所测 197 个有效点中，有

75 个测点的金含量高于检出限（300×10-6)。其中，

黄铁矿含 Fe 39.9%～46.0%，S 43.6%～53.0%，

99 个测点有 42 个测点的金含量高于检出限，Au 

310×10-6～1680×10-6，平均含量 631×10-6，As 

0.56%～9.16%，平均含量 3.42%。毒砂含 Fe 

30.4%～35.1%，S 21.0%～24.4%，98 个测点有

33 个测点的金含量高于检出限，Au 300×10-6～

1470×10-6，平均含量 733×10-6，As 40.9%～46.5%，

平均含量 44.5%，略低于毒砂 As 含量理论值

（46.01%），As/S 原子比值 0.73～0.92，低于标

准毒砂的 As/S 比值（1∶1）。 

（3）电子探针波谱数据分析显示，As 与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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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表明 As 替代 S 进入黄

铁矿的结构，而 Au 与 As 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

系，而是分布在一个楔形空间，由 Reich 等（2005）

确定的 Au 在含砷黄铁矿中的溶解度极限

（CAu=0.02×CAs+4×10-5）确定出几乎所有数据点

均落在 Au+的区域，表明进入载金矿物的 Au 主

要是以化学结合态金（Au+）的形式存在。而 Au

与 Fe 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4）镜下观察和电子探针背散射图像显示，

金红石（TiO2）可能是由辉绿岩中的钛铁矿

（FeTiO3）热液蚀变形成，仅残留钛铁矿晶体格

架，形成的大量溶蚀空洞被粘土矿物（主要为伊

利石）及碳酸盐矿物（硅化白云石等）充填，热

液交代形成的金红石与含金硫化物密切共生，指

示出金红石与含金黄铁矿和毒砂是同一期次的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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