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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砂金矿成矿特征及找矿方向

陈继明
(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 )

提 要 我国砂金点多面广
‘ ,

很 多江河水系都有砂金
。

为实现黄金生产发展的规划日标
,

当前加强砂

金地质工作
,

对我国发展黄金生产建设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关健词 砂金类型 成矿作用 找矿方向

砂金是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

目前占世界黄金产量10 一 15 %
。

从金的开发史来看
,

大多数国家都是从砂金开始
。

在十九世纪前
,

砂金一直是金的主要

来源
,

至今在一些国家仍是开发黄金的主要对象
。

如苏联的黄金储量及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

其金矿储量 2 / 3 为砂金
。

七十年代
,

黄金产量70 %是来自砂金矿
。

目前仍占60 %左右
。

我国砂金点多面广
,

北起黑龙江
、

南至珠江和海南岛
,

东自胶东
、

皖南
、

福建
,

西至阿

勒泰与雅鲁藏布江
,

许多江河水系都有砂金
,

都有前人陶金的遗迹
。

自七十年代以来
,

尤其是近几年群众采砂金热潮日益蓬勃发展
,

群采砂金遍及全国各省

(区 )
,

砂金产量逐年上升
。

砂金具有成本低
、

收效快
、

易采易选
、

并便于群采等特点
,

同时通过砂金往往可以找到

岩金矿床
。

如黑龙江团结沟及广东河台等金矿床就是通过砂金找到的
。

因此
,

当前加强砂金

地质工作
,

努力扩大金矿资源对我国发展黄金生产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砂金矿床的类型及其工业意义

砂金矿床类型的划分比较简单
,

目前争议不大
,

我们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根据砂金的成

矿作用及产出部位综合划分如表 1
。

各类砂金矿床特征简述如下
:

(一 )
、

残坡积型砂金矿

系原生金矿经长期风化分解作用所形成的碎屑
,

堆积在原地或受到重力与地表径流的综

合作用顺坡移动堆积而成的砂金矿床
。

主要分布于构造剥蚀低山丘陵的平台斜坡或坡地细沟

中
,

俗称
“

本山金
”

或
‘

铺山金
” 。

此类砂金矿
,

多为碎屑和粘土组成
,

金粒较大
、

品位富
、

规模小
、

易采易选
。

目前虽然

工业意义不大
,

但易群采
,

并为寻找原生金矿的直挂标志之一
。

实例
:

甘肃皋兰朵家滩
、

西

清
、

内蒙金盆的西莱园等地
。

(二)
、

冲 (洪 ) 积型砂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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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砂金矿类型划分简表 表 1

矿矿床类型型 产 出 部 位位 规 模模 工 业 意 义义 实 例例

残残 坡 积积 山顶凹地及坡麓麓 矿点一小型型 群 采采 金盆的西。园
落黔黔

。。

冲冲冲

}
河床型型 现 代 河 床床 小型一中型型 较 大大 泪 罗江

,

乐安江江

圣圣
⋯⋯⋯⋯⋯⋯⋯⋯⋯⋯⋯⋯⋯⋯⋯⋯⋯⋯⋯⋯⋯⋯⋯⋯⋯⋯⋯⋯⋯⋯⋯⋯⋯⋯⋯⋯⋯⋯⋯⋯⋯⋯⋯⋯⋯⋯⋯

’’

{{{
河滩 型型 砂洲

、

边滩
、

浅滩滩 小 型型 具一定工业意义义 湘 江
.

沉江江

’’

}}}}}}}}}}}}}}}}}}}}}}}}}}}}}}}}}}}}}}}}}}}}}}}}}}}}}}}}}}}}}}}}}}}}}}}}}}}}}}}}}}}}}}}}}}}}}

河河河谷 型型 河漫滩
、

谷底底 小型一大型型 最大工业意义义 兴隆沟
,

挥春河河

细细细谷型型 河谷两侧的支沟细谷谷 小 型型 群 采采 固阳盆地边缘缘

阶阶阶地型型 现代河谷两侧超河漫滩滩 小型一大型型 最大工业意义义 大明山
、

月河河

阶阶阶阶地地地地地

埋埋埋 藏型型 山前 (山间) 埋藏古河河 矿 点点 潜在远景景 昆仑山北缘
,

内蒙人井梁梁

谷谷谷谷或岩溶洼地
、

漏斗
。

.........

洪洪积型型 山前 (山间) 洪积扇
、、

小型一中型型 较 大大 祁连山地区
、

昆仑北缘
、

金盆盆

河河河谷
、

阶地地地地地

岩岩溶型型 喀斯特洼地
,

凹槽
、

溶溶 小型一中型型 群 采采 岩 口
,

垅针针

洞洞洞
、

溶沟
、

暗河河河河河

湖湖宾型型 湖 宾宾 矿 点点 较 小小 洞庭湖宾宾

海海宾 型型 海 宾宾 矿 点点 潜在远景景 胶东海宾宾

冰冰碳型型 冰琐谷
,

冰水台地地 小型一大型型 我国西部工业意意 青海大场场

义义义义义较大大大

原生金矿或含金岩层 (体) 经风化及剥蚀作用破碎后进入河谷中
,

经河流的水流迁运(或

冲蚀) 沉积
、

富集形成的砂金矿
,

它是砂金矿中主要类型
,

最有工业意义
,

按其产出部位进一

步划分为
:

河床型
、

河漫滩型
、

河谷型
、

细谷型
、

阶地型
、

埋藏型
。

1
.

河床型砂金矿

系直接分布在河床中或直接位于床底之上的砂金矿
,

为现代的河流冲积或洪积产物
,

俗

称
“

河底金
” 。

此类砂金分布较广
,

一般来说
,

含金河流不论大小都有河床砂金
,

即便是 l

一 2 级水系也有河床砂金
。

如长江
、

黄河
、

额尔齐斯河
、

伊犁河
、

湘江
、

汉水
、

泪罗江等大

江河都有河床砂金
。

该类金矿呈薄层一多层
,

透镜状
,

不规则状产出
,

含金层宽度
、

厚度一般不大
,

品位稳

定
。

多层含金层为迭瓦状或斜列式
,

其砂金富集程度与矿源距离
、

水速
、

河道形态等因素有

关
,

由于河床的水准面及位置是变动的
,

故河床砂金不可能长期存在
,

因此
,

其实际意义一

般不大
,

典型矿床如泊罗
、

汀江
、

额尔齐斯河
、

伊犁河等
。

2
.

担序睡型砂金矿

分布于江河的砂洲
、

浅滩
、

边滩等部位
,

矿体与河岸线的延长方向平行
,

沉积物由砂
,

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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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组成
,

上部很少有粘土
,

金粒较细
,

往往分布于砂砾冲积层上部
,

规模一般较小
。

矿体当洪水期受激流冲刷作用
,

会使砂金向下游迁移
,

故俗称
“‘

井咚金
” 。

我国长江
、

黄河
.

黑龙江
、

湖南资水
、

沉江与湘江
、

广西桂江等地都有此类金矿点
,

.

但多属航运部

门小量开采或采砂石中综合回收
。

3
.

河谷型砂金矿

系由河床型砂金矿发展而成
,

它们发生在壮年河谷的晚期
,

分布广泛
, ’土

一

于现代河谷中
,

具有极大工业意义
,

我国黑龙江等地的一些大中型砂金都属此类
。

冲积物分选均匀
,

多属二元或三元结构
,

砂矿呈水平带状
,

走向与河谷井本一致
,

矿体

连续性较好
。

矿体规模长度由0
.

n
一几十公里

,

宽 度几十至数百米
,

厚度几一 10 米
,

混合吵品位。
、

n g m 3

典型矿床如挥春
、

韩家园子等
。

4
.

细谷型砂金矿

分布于河谷上游分水岭附近的支沟细谷中
,

这些细谷往往 匀瞎lJ矿源层与阶地砂金矿
,

物

质来源不仅上源补给
,

因而具有含金品位富
、

金粒大
、

埋藏浅
、

规模小
、

矿体分散的特点
,

一般含金品位
。、 n g

/
m “

,

多见狗头金
,

含金层厚
0

.

n 一 几米左右
,

长百余米一 千余米
,

宽十余

米一 百余米
.

在细谷中心部位常形成轴线
’‘

富矿
” ,

是群采主要对象
。

内蒙大青山一书汹砂

金及甘肃
、

青海等地多有些类砂金
。

5
.

阶地砂金矿

系现代河谷两侧高地上分布的古河谷遗留下的冲积型砂金矿
,

即地壳上升地区
,

由河谷

型砂金矿转变来的
,

由于新构造运动
、

地壳上升
,

河流下切则形成幅 度不一的阶地
.

阶地型

砂金矿与河流阶地同时发生
,

我国阶地型砂金较为发育
,

尤其是西北
、

西南更为发育
,

新疆

70 %的砂金矿属阶地型
,

具有很大工业意义
。

6
.

埋藏型砂金矿

系由阶地型
、

河谷型砂金矿被不整合覆盖层所埋藏的砂金矿
,

世界上特大型砂金矿多属

埋藏型
。

我国目前仅发现内蒙大井梁一处
,

推测昆仑山北缘一带可能有埋藏型砂金矿
。

(三 )
、

洪积型砂金矿

系由洪水冲积作用形成的砂金矿
,

一般分布于支沟细谷与主河谷相交部位或河谷的中上

游
,

冲积流程较短
,

分选段差
、

金粒大
。

砂砾层由砂
、

砾石
、

粘土组成
,

含金层不稳定常呈

透镜状
。

内蒙古大青山一带及祁连山地区
,

天山及昆仑山北震拍勺一些五乡金矿大都属此类
。

(四)
、

岩溶型砂金矿

系碳酸岩地层中的含金矿化体经风化溶蚀作用残积于基岩的凹坑
.

凹 槽中的砂金或被地

下暗河冲积于喀斯特溶洞及暗河中的砂金
。

此类砂金规模小
、

品位富
,

多呈巢状
、

囊状
,

易

于群采
,

工业意义不大
。

如广西的陇针
、

叫曼
、

湖南岩口砂金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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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湖滨砂金矿

系由河水冲积与湖水拍岸浪的双重分选作用形成
,

含金层埋翻呆
,

一般大于10 米
,

品位

低
,

变化较均匀
、

矿层多层性
。

’

目前主要见于洞庭湖的泊罗河入口及益阳李昌港等地一些矿

点
,

尚待进一步勘查
。

(六)
、

海滨砂金矿

由河流携带陆源含金碎屑物质受海浪及潮流的作用发生分异富集形成的砂金矿
。

我国辽

宁庄河
、

黑岛海湾英那海口一扇子石一带以及广东阳江
、

海南岛
、

胶东半岛等地都有此类砂

金矿点
,

尤其是胶东半岛的北部沿岸具有一定潜在远景
。

(七 )
、

冰峨型砂金矿

由第四纪冰川 (水) 作用形成的砂金矿
。

金被夹在大量冰川 (冰
、

水) 泥砾相中
,

赋存

河谷底部
,

分选差
、

品位富
,

含金品位 l 一 4 9 / m , ,

以基座之含金层为主
,

单层或多层
,

呈粒状
、

不规则粒状金
。

此类砂金在我国酬七与西南地区都分布较广
,

工业意义较大
。

如阿尔泰山的西岔河
,

川

西北漳腊
、

青海的大场砂金矿等
。

二
、

砂金成矿条件
、

背景特征及富集规律

(一) 砂金成矿条件
、

背景特征

众所周知
,

砂金矿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
,

即物质来源
、

风化剥蚀作用
、

流水动力

条件及地貌特征
。

现在从这几方面综合论述我国砂金矿成矿条件和背景
。

、

砂金的物质来源

物质来源是砍金成矿的重要条件
,

是砂金矿的物质基础
。

含金地质体是砂金的矿源体
,

并直接控制其空间分布
。

砂金形成的有关
“

矿源体
” ,

主要有岩金矿体
、

含金矿化破碎带(或

脉体 )
、

含金砾岩
. 、

伴生金矿床以及含金丰度较高的岩层 肺) 等
,

都可能为砂金的物质来

源
,

也都可能形成砂金矿床
。

实际资料表明
;

(1 )
,

多数砂金的分布与原生金产地密切相关
。

如 黑龙江 地区的团结沟
、

老座山
、

兴隆沟等砂金矿床
,

燕辽地区的乌兰峪
、

东坪
、

沟

门子
、

广东的金庄等砂金矿
,

胶东地区的砂金以及安徽的五河等区的砂金矿床与岩 金 矿 床

(点) 在空间分布上具明显一致性
。

说明物质直接源于原生金矿床
,

但也有少数例外情况
,

即岩金矿床 (点) 较密集区未能形成砂金矿
,

如小泰岭金矿区大小金矿床30 余个
,

含金石英

脉千余条
,

因地处高 d孩谷
,

地貌条件不利
,

则未形成砂金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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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

砂 讼哀妇
、 人都分布 J含 金丰度较高的古老基底构造层地区

。

这类地区
,

在地

貌 l们
_

行属降 起卜
.

也常是啄生金矿的密集区
,

金矿床 (点 , 及含金矿化脉体 (或被破碎带
,

分 6月
’

一

泛
.

物质来源较为丰富
。

如湖南的湘江
、

资水
、

玩江
、

泪罗江
、

江西的修水
、

吕江
、

仁i江
、 ’

女徽的新安矛「等水系的砂金 卞要分布 于江南古陆的冷家溪群
、

板溪群浅变质岩出露的

降起地区
:

川陕 甘盛陵江水系的砂金矿物质来源 衣要与前震以系碧 口群
、

白龙江群 (含金1 2
.

8

PP b ) 志留系茂县群 (含金 9
.

7 PP b ) 及中 上三迭统等矿源层有关
;

两广接壤的大瑶山及

云开大山一带的砂金主要分布在加里东期褶皱基底的震旦系与寒武系岩层出露区
:

祁连山地

区的砂金
.

在空间分布上与该区的含金丰度较高的加里东褶皱基底构造层寒武
、

奥陶 系岩层

密切相依
:

月河砂金位于秦岭加里东褶皱带牛山复背斜中部的 月河哪舀盆地
.

砂金物质来源

与其J墩明的下志留统含炭质碎屑岩 (含 金106 一 5 8 5 P p b )
、

下震 fl. 统火山岩 啥勃。一

30 0 P P b ) 及含金石英脉
、

破碎带具明显亲缘关系
。

( 3 )
、

大兴却令北部及阿勒泰砂金成矿区
,

主要分布华力西期岩浆岩大面积剥蚀区
。

根据实地调查
,

这一地区岩石含金率较高
,

岩石平均含 金丰度较高
,

并含金脉体及断裂与破

碎带广泛发育
,

从而为砂金矿大面积分布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来源
。

( 4 )
、

鄂东
、

安徽铜陵及辽东蜘冷地区的一些砂金矿床其物质来源即矿源层三迭 系碳

酸盐建造到半生金矿床或其含金铁帽带
。

( 5 )
、

更多资料表明
,

多数砂金矿床的物质来源具有多源性
. _

并具多次富集成矿的特

点
.

例如
:

内蒙大青山砂金成矿区
,

其砂金物质来源主要是白平系下统含金砾岩
.

层
,

其次为元

古界二道洼群中的分散含金石英脉
,

侏罗系含金砾岩等多源补给
。

并前震旦 系岩层的分散金

等补给中生界侏罗系及白平系形成含金砾岩
.

系
,

局部富集成砾岩
.

金矿床 (一次富集)
,

.

中生

界的金源层经风化剥蚀再转移补给第四系阶地砂金及近代河谷砂金矿床 (2 一 3 次富集)
。

(附图 l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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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蒙阴山地区砂金物质补给关系



第二卷 第二飞期 地质找矿论丛

太古界变质岩 系及含金石英脉 一原始含金矿原体 〔自震旦

纪 浦解奎起 )

元古界
含 金粗屑岩及含

金有色金属矿床

去
一 元古代 碎屑金沉积

覃⋯
上侏罗统含金砾岩卜斗一 、 一

一刁

糕蘸翼纂
_ }_ 口

中生代坳陷盆地碎屑
,

金沉积 (自侏罗纪开始

坳陷
,

燕 山晚期上升 )

近 代 砂 金 矿 床
第四纪砂金矿

一 (地壳不均衡连续上升 )

( 6 )
、

大量实际资料

说明
,

我国砂金的物质来源

主要来源于分散的分布面积

较广的小型原生金矿床及含

金矿化石英脉
。

破碎带或含

金丰度较高的岩层 ‘体 )
.

经长期风化剥蚀
、

搬运到有

利部位富集成矿
。

( 7 )
、

砂金物质来源

的方向
,

可分上源补给
、

侧

图 2 内蒙阴山地区砂金矿床成矿模式图 向补给及底源补给三个方向
.

实际情况表明
,

少数砂金矿

床为单向补给
,

如黑龙江乌拉嘎及五道沟等砂金矿为上源补给
,

多数矿床的物质来源方向为

上源与侧向综合补给
,

如黑龙江的嘎拉河流域及内蒙金盆大沟以及月河
、

昌江
、

乐安江等地

的砂金其物质即来源于上源补给又兼侧 向补给
。

吉林的浑春河
、

燕山马兰峪
、

江西藏尊等砂

金矿
,

其河谷本身就是含金构造带
,

并上源及顺(向都有物质来源补给
。

总观
,

凡 属多向物质

来源形成的砂金矿
,

一般品位较富
、

规模较大
。

只是单向补给即便能形成砂金矿床但一般规

模较小
。

( 8 )
、

关于砂金搬运距离
,

是一比较复杂的问题
,

各地不一
,

我们认为它是受多种因

素制约
,

诸如金质及其碎屑组合的特点
,

河流的动力条件及河谷的地貌特征等
。

根据实际调

查资料统计
,

一般情况是支沟细谷的砂金属近源补给
,

物质搬运距离
o

.

n
一 5 公里

: 3 一 4

级河谷的砂金
,

多属近一中距离补给
.

搬运距离 2 一 10 公里
; 1 一 2 级水系的大江河砂金

,

物质来源一般较远
,

搬运距离
n 一50 余公里

,

如长江主河谷的枝江
、

宜宾砂 金矿
,

黄河的渤

海湾一带砂金
,

额尔齐斯河之砂金
,

黑龙江的砂金以及湖南资水
、

湘江的砂金都属远距离搬

运补给
,

其近一中距离搬运补给对砂金的成矿作用工业意义最大
。

2
、

地貌对砂金分布的控制

地貌对砂金富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实际情况表明
,

尽管有含金的物质来源而没有适

当的地貌条件也不会形成工业矿床
。

地貌形态是一个地区长期以来内外地质作用的结果
,

尤其是中生代及第三兰己晚期以来的

新构造运动又由也壳外貌的改造作用更为明显观把我国地貌主要特征简述如下
:

( 1 )
、

我国 自月比南有三条东西延伸的山脉
,

北部有天山一阴山
,

中部昆仑山一秦岭

一大别山
,

南部的南岭山系
。

它们是我国自然地理区域的重要分界线
,

阴山是内流区与外流

区的分界线
.

秦岭和蒯玲分别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
,

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
。

(2 )
、

以贺兰山一六盘山一龙门山为界
,

分东
、

西两部分
,

东部以丘陵和平原及盆地

为主
。

西部以高山和盆地相间为特征
,

深倾剧
、

冰积和洪积发育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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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地势西高东低
,

大致早阶梯状分布
,

占藏高原海拔人于4洲() 米
,

往东到大兴安

岭一太行山一 云贵高原东坡大部分 7]1 ()() ()一2() ()4) 米之间高原
、

盆地
,

附主东 仁要是丘陵和平

原交错地区
.

海拔 多在 洲。 米以下
‘

我 国砂金矿床 ‘点 ) 人多数分布 于山岳地带的中
、

低山等地貌转 异区 如大小兴安岭
、

长白山
、

大 青山
、

雪峰 山
、

幕府山
、

怀玉山
、

人山
、

龙门山
、

阿尔泰山
、

天山
、

昆仑山
、

丰”

连山及秦岭等山区
。

在构造上这些山区多属褶皱隆起带
,

其褶皱隆起带
.

经强烈风化剥蚀作

用为砂金沉积区提供 了丰富的物质来源
。

我国砂金区在区域上
,

主要受以下地貌条件控制
。

1
、

隆起带与沉降区的过渡带
,

这类地区不仅是地貌变异带
,

而且往往是构造岩浆活动

带
,

矿化热液活动的有利地带
,

一般为砂金成矿有利地区
,

也是砂金矿段密集地区
。

如天山

北麓的乌鲁木齐河
、

呼图壁河
、

玛纳斯河
、

奎屯河
、

古尔图河
,

昆仑山北趣约叶尔羌河
、

额

什额拉河
、

额里亚河
、

尼亚河及车尔以 河等
,

祁连山的南北麓的疏勒河
、

党河
、

阿尔金河
、

古浪河
、

大黑河
、

大通河以及阿尔泰山前
,

阿尔金山北缘
,

龙门山前等都有砂金矿产出
,

并

且有一定工业远景
,

为砂金找矿有利地区
。

卫
、

古都条起带中的中新生带构造盆地
(即山间盆地 )

,

为砂金密集地区
,

古老摺皱隆

起区含金率一般较高并中新生界的岩层大部都有含金砾岩产出
,

物源及地貌对砂金成矿都很

有利
。

如内蒙大青山隆起带的金盆
、

武川盆地
、

固阳盆地
:

天山的伊犁
、

焉 眷盆地
:

祁连山

的 黑 河 上游盆地
,

祁连盆地
、

门源盆地
;

秦岭 山区的石泉一安康盆地
、

郧县盆地等
;

幕阜

山的修水盆地
;

怀玉 山的藏管盆地等等
,

都是砂金成矿及找矿有利地区
。

协
、

台背斜与槽背斜隆起区
,

为古老墓底变质岩 系广泛出露区
,

具有普遍含金性
,

从而

构成砂金的主要物源区
,

直接控制砂金的展布
。

如胶东隆起
、

辽西努鲁尔虎山隆起
、

额尔古

纳隆起
、

江南古阳耀 起
、

奥桂的大瑶山
、

云开大山隆起区以及安徽五风嘉等隆起区都是砂金

分布较密集的地区
。

1
、

四 川盆地边缘与龙门山过渡带的低山丘陵区
,

直接控制川西北砂 金成矿区
。

气
、

低山庄陵区在地壳处 于差异性缓慢 L升
.

并以明显剥蚀夷平作用的地区
,

为砂金成

矿有利地区
,

如兴安吟北部及我国东部的一些砂金成矿区
,

铃处于此类地貌区
。

6
、

山顶剥蚀台地的碟形
、

勺形注地及细谷等微地貌
,

往往是残坡积砂金沉积的有利场

所
。

如四川的米仑山
、

内蒙大青山等地多有此类砂金矿分布
,

但规模小
、

裔酬立较富
.

便于群

采
二

下
、

山原的构造谷及山区的襄状河谷地段
,

一般为山区砂金矿形成的有利区段
。

如西北

的阿尔泰山
、

天山及祁连山与西南山区的一些砂金矿多属此类地貌控制
。

冬
、

砂金矿往往沿着区域构造线方向呈线状分布
二

女骥北马均峪砂金矿
、

吉林挥春河砂

金矿
、

四川金厂钓砂金矿及汗水的月河砂金矿等
,

都分布 1
:

构造河谷中
,

其构造谷即为含金

的构造破碎带
。

Á
、

不同地貌区具有不同的地貌环境和不同的砂金矿类型组合
,

据此将我国砂金的分布

大致划分八个砂金分布域
。

1
.

兴安中低山
、

丘陵区砂金分布域



第二卷 第 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包括大小兴安岭北部
,

属兴安岭地区
。

该区是一具有明显准平原化的新生代隆起山地与

台原
。

大兴刻冷地势较高
,

海拔均在10 0 0米以上
,

东坡陡峻
,

河流切割较深
,

砂金矿床 ‘点 )

少
。

西坡地势平缓属高原状
,

河流倾瞎吐较浅
,

砂金丰富
。

刁哄安岭较低
,

海 拔 4 00 一 600

米
,

区内属寒温带湿润地区
。

黑龙江水系流经全区
, 3 一 4 级支流发育

,

河水输砂量模数10

一5 0
,

矿化度 (碳酸盐 ) 50一 10 0
。

区内出露岩层主要为大面积海西期酸性侵入岩及中生代火山岩
,

并有零星孤岛状元古界

变质岩层
。

本区砂金广布
,

属我国主要砂金成矿区
,

也是重要砂金生产基地
。

区内砂金矿床的分布规律是
:

A
、

已知砂金矿床的旧采迹
,

在空间上集中分布于四个地区
,

即额尔古纳
、

呼玛
、

爱辉
、

加阴一罗北
。

砂金矿床的分布与元古界及古生界变质岩系关系密切
。

扮
、

砂金的物质来源 主要为岩金矿床和岩 金矿化带
,

中生界的侏罗系
、

白要系及第三系

的含金砾岩以及含金丰度较高岩层 (体 )
。

C
、

砂金 主要分布在构造剥蚀地貌区的河谷中
,

赋存砂金的沟谷多为断裂谷
。

D
、

砂金矿床主要在 3 一 4 级水系的河谷冲积层中
、

其成矿时代为第匹挂己晚更新世到全新

世中期
。

E
、

砂金的成因类型属冲洪积型
,

并以河谷砂矿为主
、

阶地砂金矿所占比例不大
。

11
、

东北东部与鲁东低山丘陵区砂金分布域

本区是在地 台 (包括部分褶皱带) 隆起带上发育起来的低山和丘陵
,

山地海拔郁0 0 一

10 0 0米之间
,

由许多北东向平行褶断山脉和宽谷组成
。

区内古老基底变质岩 系广泛出露
,

岩

金矿 (点 ) 密布
,

砂金的物质较为丰富
。

本区属中温一暖温带湿润气候区
,

主要水系为楼骨

河
、

穆棱河
、

牡丹江
、

图们江
、

鸭绿江
、

松花江
、

东辽河及胶辽沿海的河川
,

河水输砂量模

数10一2 ()o
,

矿化度 碳酸盐 ) 5 0一10 0
。

区内砂金矿床主要分布在桦南一穆棱
、

靖宇 -礴互春
.

铁岭
、

框邪二及胶东等地区
,

产于构

造隆起区的河谷中
,

砂金矿床类型主要为河谷 型
,

次为阶地型
。

该区砂金工作程度北部较高
,

南部较低
,

砂金物源丰富
.

是具有一定潜在远景的砂金矿

化域
:

田
、

大青山一燕辽中低山丘陵 区砂金成月
.

域

本区位 于朝准地台北部
,

包括内蒙地轴与燕辽台褶皱带两个部分
,

区内出露基底构造

层为太古代建平群
、

迁西群
、

集宁群古老变质岩系
。

吕梁和燕山期了峭岩类侵入体广布
。

区内岩 金矿床 〔点 ) 星罗棋布
,

类型繁 多
,

据统计岩金矿床 (点 ) 300 余处
,

其中工业

矿床90 余处为我国主要产金区之一
。

区域地貌属中与低山丘陵区
、

其地势西高东低
,

山间盘地及开阔河谷发育
,

地形切割深

度一般 200 米左右
。

本区气候属中湿一温暖带
,

亚干旱一湿润地区
二

主要水系有老哈河
、

大

凌河
、

滦河
、

潮白河及大黑河等
,

河川输砂量模数200 一 10 00
,

矿化度2 00 一3 00
。

区内砂金矿分布主要特征

A
、

砂金矿主要分布在古老基底隆起区的中
、

新生代断陷盆地边缘
。

砂金区与岩金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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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相伴展现
。

B
、

砂金矿大都产于区内 2 一 3 级支流河谷中
,

以河床及 l 级阶地冲洪积型砂金
。

含 金

砂砾层多具二元结构
.

砂层厚 2 一20 米
,

御合河区一般大于池0米
。

C
、

砂金物质来源主要有含金石英脉
,

含金破碎带及含金丰度较高的古老变质岩 系的金

源层
,

物源较为丰富
.

是具有一定远景的砂金找矿区
,

IV
、

秦岭淮阳中低山区砂金分布域

秦淮山地是在古生代褶皱与前寒武纪古老基地隆起的山系
,

从古生代到现在一直起着我

国南北两大部分的分界作用
,

山地平均海拔 20 0 0米左右
,

西高东低
,

属中亚热带湿润地区
,

主要含金水系为汉水流域
,

河川输砂量模数5 00 一10 0 00

山地中有许多中一新生代的山间盆地
。

区内主要为变质岩
,

中酸性岩往往构成较高的山

岭
。

砂金大都产于山间盆地河谷及阶地中
。

V
、

华东南低山与丘陵区砂金分布域

位于淮阳山地以南
,

云贵高原以东的广大低山丘陵区
。

属中亚热引跟润区
,

主要水系为

长江
、

珠江
、

闽江等
。

河川输砂量模数 50 一5 0 0 ,

矿化度 碳酸盐 ) 50 一2 00
。

区内砂金矿化普遍
,

尤以江南古陆及南岭一带较为集中
,

砂金矿床类型多属阶地型
、

河

滩型及河谷型
,

并有少量岩溶型砂金矿床
。

矿床规模目前中
、

小型居多
。

\I
、

青藏高原与横断山系区砂金矿化域

该地区为我国许多大江河的发源地
,

地势特别高耸
,

平均海拔御0 00 米以上
,

在地质构

造上属于古生代与中生代摺皱带
。

自第三丝己以来是我国最强烈上升区域
。

高原区
:

气候寒冷

干操
,

冰川霜冻泥石流作用强烈
,

河流短促
,

湖泊棋布
。

横断山系区
:

气候属湿润区
。

河谷

深切割 (> 10 0 0米)
,

高山耸峙
,

峡谷深邃
,

河流湍急
。

该区有砂金矿分布
,

砂金多产于河谷砂坝区及河谷阶地中
,

限于地貌等条件不利
,

工业

远景可能不大
。

姗
、

西北区砂金分布域

本区包括阿尔泰山
、

天山
、

祁连山
、

昆仑山4墩lJ过渡带及相间的大型构造盆地等单元
。

每条山系自北西西走向山脉与山间谷地或哪舀盆地组成
。

山脉海拔标高均在40 0 d以上
,

该区

以冰蚀与干燥剥蚀占优势为显著特点
。

古生代变质岩系及海西期侵入岩广布
,

山区河川输砂

量模数 10一 2 0 0
。

区内砂金主要分布在褶皱隆起带与构造盆地的过渡带部位
。

并集中于阿尔泰山
.

伊犁盆

地
、

天山北麓西段和昆仑山
、 .

阿尔金山的月嘴及祁连山六个地区
。

砂金产出类型有河床型
、

河谷型
、

阶地型及细谷型
,

其中70 呵的砂金点属阶地型
,

砂金的成因以水积为主
,

次为洪积

沉积
.

混合砂成分复杂
,

砾石比例大
,

含金属一般为 2 一 3 层
,

金品位低
,

多属中
、

小型
。

3
.

流水动力条件与砂金的成矿作用

砂金矿是含金地质体经风化及剥蚀作用破碎后
,

并通过流水的搬运分选作用在适当部位

富集形成的
。

因此流水的动力条件对砂金的成矿作用极为密切
.

也是砂金成矿的重要条件之



第二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我国河流大多数密布在东部和南部
,

西部和北部河流较少
,

东部邻太平洋
,

西南邻近印

度洋
,

受东南和西南季风影响
,

降水充沛
,

水源充足
,

地势起伏显著
,

河网较发育
,

形成源

远流长的庞大水系
。

西北地区降水稀少
,

蒸发量大
,

河流水源贫乏
,

水系不发育
。

我国外流流域占全国总面积的63
.

6 %
,

其中属太平洋流域的河流最多
,

且大
。

主要河流

如长江
、

黄河
、

黑龙江
、

珠江等
。

属印度洋流域的河流主要怒江
、

澜
·

沦江
、

雅鲁藏布江等
。

额尔齐斯河流入J琳洋
。

我国内陆流域的河流主要分布在高大山脉的丙顽吐
。

这些河流多源于

高山
,

受冰雪融水补给
,

而流入沙漠
,

多为短小的无尾河流
。

女略里木河
、

乌伦古河
、

伊犁

河
、

玛纳斯河
、

车尔臣 河
、

黑河
、

羊河
、

中后河等
。

砂金沉积物搬动的运力主要是水
,

流水的力能取决于水的流量及速度
,

其关系式是
:

A 一 l / 2 M V Z
式中

:
A 代表力能

,

M 为水的流量
,

V 是水的流速
。

由于水的流量及流速在时间的过程中或河谷地貌条件的变异是变化的
,

因此
,

水的力能

也是变的
。

水的力能变化决定了水流的地质作用 (侵蚀
、

搬运
、

沉积 )
。

在陆地上水流可以分水雪融水
、

雨水
、

季节性洪 水
、

江河
、

暗河以及冰川 (水) 等不同

动态
。

它们的搬运作用各具不同特点
,

因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砂金矿床
。

T
、

冰雪融水和雨水
,

在地表常形成无

头
。

其搬运特点是距离短
,

周期性搬移
,

另
押
是搬

流
,

这些彝润流亦常是河流的支流或上游的源

运的物质颗粒较小
,

分选差
。

º
、

江河和洪水流搬运
。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把碎屑物搬运到很远地方集中沉积
。

其不同

是搬运时间的长短和搬运的能量有别
。

洪水的流速
、

流量较大
,

故搬运能力很强
,

为砂金成

矿极为有利的搬运条件
。

»
、

溶洞暗河搬运碎屑的特点是颗粒很细
、

分选差
。

往往形成囊状
、

槽状砂金富集体
。

¼
、

冰川 (水 ) 剥蚀与搬运强度都很大
,

其搬运的砾石大
,

成分复杂分选很差
,

含 金品

位一般较低
。

含金物质被水流搬运的方式
,

主要是机械搬运沉积
,

其次也有呈溶液形式迁移和沉积
。

在机械搬运中
,

金以单矿物 (自然金粒 ) 或与负载体呈悬移质或推移质状态沿水流搬运迁移
。

在这
‘ .

天然式溜槽
”

中
,

金粒子仅沿水流方向迁移
,

并且因此重大特性在沉积物中还不断垂

直向下渗移
,

在有利地段富集成矿
,

并多产于冲积层下部的基岩附近
。

我国砂金分布很普遍
,

主要江河流域几乎都产砂金
,

但含金水系中的砂金分布及其工业

意义不是均衡的
,

据野外实际调查统计
:

A
、

属于一级水系的大江河都有砂金分布
。

如黄河中游 (乌海市一石嘴 山一带 ) 主河道

的边滩
,

长江的山峡出口宜昌一枝江一带及四川的宜宾地段
,

黑龙江主河谷的江心岛及滨河

床浅滩
,

额尔齐斯河床等都有砂金
。

但品位低
、

颗粒细
、

矿化分散
,

目前工业尚难利用
。

B
、

二级水系的砂金矿点比较普遍
。

如长江的二级水系湘江
、

沉江
、

资水
、

修水
、

昌江
、

信江
、

新安江
、

赣江
、

汉水
、

嘉陵江
、

雅龙江等
。

黄河的二级水系洛河
、

大通河
、

涅水等等

都产砂金
。

其部分水系的砂金具有较大工业远景
,

而也有些水系虽有砂金
,

但剐立低
、

规模

小
,

南方有些地区在采砂石中综合回收砂金
。

C
、

三一四级支流河谷是砂金主要赋存部位
,

也是工业开发砂金的主要对象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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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五级 以上的支沟与细谷
,

砂金矿规模虽小
,

但品位较富
,

易于开采
,

目前是群采主

要对象
。

总观我国的砂金分布
,

以黑龙江流域
、

额尔齐河流域及长江的都阳湖
、

洞庭湖
、

汉水
、

嘉陵江等水系及黄河中上游水系的砂金较集中
。

我国西部砂金以洪积作用成矿为主
.

次为冰

债作用成矿
.

东部则以冲洪积或冲积作用成矿为主
,

但是大量的实际资料说明
.

砂金的成矿

主要以洪水期作用最有意义
,

三一 四级河谷 型砂金矿床最有工业价值
。

(二 )
、

砂金富集规律

1
.

各类砂金富集成矿主要与金质来源密切相关
。

物质来源充足
,

距矿源近一般易于形成

较大砂金矿床
,

据统计
,

砂金矿距矿源一般为 2 一 10 公里
。

2
.

金在砂矿中皆呈不均匀分布
.

主要富集在含金砂砾层的底部或底岩风化层与其裂隙中
,

在含金砂砾层的中上部也可见到透镜状砂金矿体
,

河滩表部也有砂金矿层
。

3
.

含金砂砾层厚度中等
,

分选较好
,

具三元结构利于砂金富集
。

4
.

河谷基底由陡变缓
,

河谷 由窄变宽 及河曲转弯的地方
,

流水的速度变缓益于砂金富集
。

5
.

含矿支流注入主流
,

古河床与现代河床交叉及河湖交汇的地方利于砂金富集
。

6
.

“

关门山
”

河流的后方
, “

开门山
”

河流的前方及山区的囊状河谷是砂金富集的有利

地方
。

7
.

河床基岩风化较强
,

层面凹 凸不平
,

裂隙
、

解理发育的地方以及河床底岩为石灰岩所

形成的喀斯特地区是砂金富集的地方
。

8
.

河道多次变迁
、

蛇曲发育
,

其沙坝
、

沙嘴
,

侧翼河漫滩均有利于砂金的堆积
。

9
.

河流由山区进入盆地
、

河谷变宽
、

河水流速变缓形成一些河谷坝 区
,

这类坝区为砂金

堆积有利部位
。

10
、

切穿含金的阶地砾石层的小河沉积物中
,

砂金一般都很富集
。

11
、

河谷纵向含金变化的趋势是
:

河谷上游近源砂金的粒度大
、

剐立富
、

金成色较低
。

其下游则金粒逐渐小
、

品位渐低
、

金成色较高
。

12
、

褐黄色粘泥增多和巨砾石出现
,

是冰川砂金变富的苗头
。

13
、

重砂矿物含量高
,

脉石英砾石成分多
,

是砂金富集的主要标志
。

14
、

砂金的粒度较大
,

形态多以粒状出现工业意义较大
。

15
、

砂金的类型常常不是单一出现
,

而是综合产出
,

尤其是河谷砂金和阶地砂金大多相

伴而生
。

三
、

砂金成矿远景区划

根据前述我国砂金的分布特征与富集规律以及金矿化显示情况等条件
,

进行圈划砂金的

成矿远景区
。

在此基础上
,

又根据砂金的成矿条件
、

矿化强度
、

资源潜力大小及地质探采工

作程度等因素进一步划分三级
。

其具体条件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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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级成矿远景区

(1 )

(2 )

(3 )

(4 )

成矿地质条件很有利
。

矿床 ‘点 ) 很多
,

具有大中型砂金矿床分布
。

矿化标志明显
。

、

地质工作与采矿情况中等 (或一部分程度较低 )
。

、

资源潜力很大
,

属于优先考虑地质找矿评价区
。

n 级成矿远景区

( 1 )
、

成矿地质条件有利
。

‘2 )
、

金矿床 (点) 较多
,

并有中小型矿床分布
。

(3 )
、

地质找矿工作程度较低
,

采矿程度一般
。

(4 )
、

有一定资源潜力
,

可考虑安封随质找矿工作的战略区
。

m 级成矿远景区

( 1 )
、

成矿地质条件一般
。

(2 )
,

有砂金矿点或原生金矿床 (点) 分布
。

(3 )
1

、

地质工作与采矿程度低
。

(4 )
、

有可能找到砂金资源矿床可考虑探索的地区
。

根据上述区划条件
,

将我国砂金区划33 个成矿远景区
,

区划面积计19 0
.

12 万平方公里
,

含金水系总长度7 4 8 52 公里
,

潜在储量 x x x 吨
。

其中
:

I级成矿远景区 7 个
。

11 级成矿远景区 9 个
。

111 级成矿远景区 17 个
。

四
、

对砂金地质找矿工作的几点看法

(一) 研究砂金矿床值得注愈的几个问题

·

1
.

砂金与岩金的关系

其实质是砂金的物质来源问题
,

以及通过砂金追索寻找岩金矿床
。

根据前述有较多资料

说明砂金的物质来源于岩金矿体
,

倒直得进一步研究的是有些砂金成矿区并没有 岩 金 矿 床

(休 )
,

其物质可能主要来源于较分散的含金矿化体或含金丰度较高的岩层或岩体
。

2
.

砂金矿的成因问题
。

是研究砂金工作中主要问题之一
,

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 (l ) 含金地质休经风化剥蚀

,

机械搬运沉积富集成矿
; (2 ) 化学风化溶解

、

迁移
、

沉淀富集成矿
: (3 ) 细菌吸附迁移

富集
。

根据实际资料
,

无疑说明许多砂金矿是符合机械搬运作用沉积富集成矿
,

并具有明显的

机械聚合特点
。

然而完全用这种观点解释
,

也有些很费解的事实
,

诸如
:

汤砂金的粒度一般比原生金粗
,

并在砂金中尚发现一些
“

狗头金
” ,

砂金的成色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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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金常常出现一些树枝状
、

钓状
、

纤维状有时可见同心园状
、

结核状构造
.

在含 金区的树木

灰中经分析含 有异常金等等
;

º 根据过 去采迹资料
,

往往发现一个砂金矿床过采数十年后
.

又 , ,f发育成一个新的砂金矿

床实例
。

贫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化学家沃特森发现
,

仙影拳杆菌将溶解的金自水中结晶出来
,

在它

的周围形成一层八面体或十二面体的靛结晶体
:

以及打开一块块金成结晶体时
,

会在其内部

发现细菌的残迹
,

说明细菌形成了块金
。

了 我所李秀梅工程师在研究湖南资江下游 自然重砂中发现
: l 在磨园度较好的饼状金

粒表面丛生有棱角状品质瘤状金
,

11 于西瓜皮状金粒表面或末端具有突出的乳 头金和瘤状金
,

川在片状卷曲形成的孔洞壁 L垂直生长着钟乳石状金
。

l\ 自然金颗粒的周围呈环带状分布有

Au 一H g 等矿物
。

于此确认砂金的成矿作用的化学溶积作用是
, lr能的

,

但是对某些砂金矿床可能是机械与

化学的综合作用形成的
。

3
.

红土化作用可能是砂金成矿的一个有利因素
。

实际情况表明
,

红土化作用可以使基岩 〔酬半生金矿床 ) 中的分散金聚集 (含量冲高
,

粒度冲大 ) 形成风化壳型金矿
,

而且也可能为砂金的直接物源层
。

4
.

砂金的产出位置
.

一般于冲积层下部的基岩附近
。

5
.

理藏型砂金矿与海滨 型砂金国外已有先例
,

国内!!前只有些线索
。

其工业意义及找矿

远景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6
.

我国含金砾岩较普遍
,

元古界
、

震旦系
、

泥盆系的底部砾岩层尤其是中生界的侏罗系
、

白平系及第三系均含有金砾岩层 (有的地区已形成砾岩型金矿床) ,

其经济意义及工业远景

怎样应进一步进行调研
。

阴山
、

燕辽地区是寻找中生代研滩会型金矿的有利地区
.

应布署力量
.

通过深入地质工作 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

(二 ) 砂金找矿的战略方向

1
.

加速地质勘查工作的地区
,

主要是
: ‘1 ) 兴割令北部砂金找矿远景区

(主要是额尔

古纳水系 ) : ( 2 ) 川陕甘的嘉陵江水系找矿远景区
: ( 3 , 汉水砂针戈矿远景区

: (l )

江南古陆东段 ‘都阳湖水系等 ) 砂金找矿远景区
; ( 5 ) 穆棱

,

一延边地区
:

2
.

从砂金的成矿条件分析
.

应加强下述地区的金矿地质找矿评价工作
: (胶东砂金找矿

区 (包括海滨砂金矿 ) : ‘2 ) 燕辽砂金找矿区 (包括大青山地区 ) : ( 3 ) 祁连山砂金找

矿区
; ( 4 ) 黄河中上游 ‘涅水

、

金钱河及玛 多等地区 ) 砂金找矿区
;

3
.

探索性调研海滨砂金矿
.

埋藏型砂金矿的成矿条件及找矿远景
,

并逐步开展西藏地区

的砂金找矿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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