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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
,

黄金资源丰富
,

矿床类

型很多 , 成矿地质条件有利
,

矿床 点 遍

布全国
。

我国是一个采金历史悠久的国家
,

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采金
、

探金经验
,

特

别是建国三十年来
,

金矿地质工 作 发 展 很

快
,

新矿床不断发现
,

老矿山焕发青春
,

黄

金储量不断增长
,

蕴藏量居世界前列
。

随着

金矿地质工作的不断深人
,

地质资料的不断

丰富和积累
,

总结各种不同类型金矿的赋存

特点
、

分布规律
,

将进一步推动金矿地质工

作的发展
。

本文试就我国主要金矿类型的分

布规律及找矿方向作一概述
,

不妥之处
,

请

批评指正
。

空间分布及成矿特征
,

可将我国金矿划分为

个成矿带 区 图
。

从图 可以清楚看 出
,

东部地区金矿带
区 主要呈近东西方向展布

,

少数呈北东

向及向北西凸出的弧形矿 带
。

前 者 规模巨

大
,

延长上千公里以上
,

我国许多大型金矿

都分布在这一带
,

是我国最重要的金矿带 ,

后者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
,

属太平洋成矿带
的内外带

,

它多半控制着火山岩型金矿的分

布
。

西部地区则多呈北西向延伸
,

与东部地

区显然不同
。

金矿带这一区域分布特点
,

完

全取决于地质构造条件
。

我国金矿床区域分布的

一般特点

二 主要类型金矿的地质特征

及其分布规律

我国黄金矿产点多面广
,

目前已探明的

金矿储量 中
,

原生金矿占总储量的
,

集

中分布于东北
、

华北
、

华东和湘
、

粤
、

桂等

省 区 , 砂金占总储量的
,

在我国大

小江河流域均有产 出
,

主要集中于黑龙江
、

四川
、

云南等省
,

尤以黑龙江北部素有 “金

子镶边 ” 之称 , 伴生金在我国 占 有 重 要地

位
,

仅次于原生金
,

占总储量的
,

以长

江中下游的湖北
、

安徽
、

江西等省为主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国 已知金矿床 点

共二千多处
,

大小金矿山百余座
,

大多分布

于我国东部
。

西部各省 区 已知金矿点较

少
,

且以砂金为主
,

工作程度甚低
。

根据区域地质构造条件和金矿床 点

金矿床和其他金属矿床一样
,

由于成矿

地质构造条件复杂
,

成矿作用多种多样
,

矿

床类型繁多
。

过去曾有不少同志根据成矿条

件
、

成矿围岩
、

矿体形态
、

矿石矿物组合等

进行了分类
,

而成因分类少见
。

我们考虑到生产和科研便于运用
,

着重

注意了成矿围岩特征
,

依此划分大的类别
。

在此基础上
,

结合矿体形态等特点再划分亚

类
。

按此原则
,

将我国金矿床划分如下类型

见表
。

一 与变质岩有关的金矿

矿床围岩多为前震旦纪变质岩系
,

少数

为古生代变质砂板岩
、

炭质角岩
。

按其与围

岩产状关系
,

可分为交谱或整合脉状和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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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床二个亚类
。

切 层或顺 层脉状金矿床 含金地质体

系为石英脉
,

常呈单脉
、

复脉和网脉
。

矿脉

与层面斜切或整合
。

在一个矿区中
,

矿化带

常有不同方向的脉组
,

它们往往成群出现
。

石英脉体一般延长几十至几百米
,

宽 米左

右
,

延深多大于延长
,

常呈雁行状排列
,

具

有尖灭再现
、

分枝复合的特点
。

金属矿物以

黄铁矿为主
,

次为毒砂
、

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和少量磁黄铁矿
、

黑钨矿
、

辉锑矿
、

磁铁矿等
,

金的析出总是与这些金属硫化物

有关
,

特别是与黄铁矿
、

毒砂关系密切
。

矿

石品位一般为几至十几克 吨
。

围岩蚀变为硅

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和碳酸

盐化等
。

似层状金矿 矿体与围岩整合产出
,

围岩主要为太古界
、

元
一

占界
,

次为下古生界

的含铁硅质岩
、

绿岩
、

炭质绢云母石英片岩

及砂板岩等
。

矿体为含金硫化物的硅质岩
、

石英体或硫化物集合体
,

延长延深一般较稳

定
,

有时变化较大
, ’

常见的金属矿物是黄铁

矿
、

磁黄铁矿及少量磁铁矿
、

黄铜矿
、

闪锌

矿
、

方铅矿等
。

矿石 呈 浸 染 状
、

团块状
、

细脉状
、

角砾状和条带状
。

含金品位几至儿

十克 吨
,

个别可达千克 吨
,

有些矿床含银

较高 如河南银洞坡
。

围岩蚀变一般 为硅

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及碳酸

盐化等
。

我国多数金矿床 点 属此类型
。

从目

前已知情况看
,

在储量和产量上均占首位
。

它具有如下特点
。

金矿床 点 都分布于地台边部或古

凹陷的边缘
,

或连接不同构造单元的长期活

动的深大断裂及其两侧
。

这些构造部位是金

矿床 点 集 中的有利场所
,

往 往成群成带

展布
。

例如
,

中朝准地台 勺北缘
,

是
一

酱名的



成成矿作用用 矿床类型型 亚 类类 构 造 位 置置 矿体形态态 主 要 产 地地 规 棋棋

变变质作用用 与变质岩有有 切层或顺层脉状状 地 台
、

地盾
、

古古 脉 状状 夹皮沟
、

宜化
、

挑挑 大一中型型

关关关的金矿矿 金矿床床 隆起边缘或地描描描 花
、

金厂峪等等等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褶皱基底的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似似似似层状金矿床床 起部位位 层 状状 东风山

、

银润坡
、 四四 中一小 型型

透透透透透透镜状状 道沟
、

沃澳等等等

混混合岩浆作用用 与棍合岩
、、

石英脉型金矿床床 古隆起的边缘缘 脉 状状 玲珑
、

金牛山等等
, ,

拍

混混混合花岗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有有有关的金矿矿矿矿矿矿 少数大皿皿

蚀蚀蚀蚀变岩型金矿床床床 脉 状状 焦家
、

三山岛
、

断城城 大一中互互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火山岩型金矿床床 内陆断陷盆地的的 脉状状 团结沟
、

金瓜石等等 大一小型型
火火山作用用 与火山岩岩岩 边缘缘 捕口状状状状

次次次火山岩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关关关的金矿矿 火山岩型脉状金金金 脉 状状 鸽鸽位子
、

翻报沟 小 型型

矿矿矿矿床床床 果 状状 奈林沟
、

金钓等等 大一小型型

浸浸浸浸浸浸染状状状状

岩岩浆作用用 与中酸性小俊入体有关的金矿矿 摺皱带或隆起的的 面 状状 小西南岔
、

峪耳崖崖崖

边边边边缘缘 复脉状状状状

外外生一变变 含金砾岩型金矿矿 古陆和内陆断陷陷 层 状状 小金山
、

黄松甸子子 小 型型

质质作用用用 盆地边缘缘缘缘缘

近近近代砂金金 冲积
、

冰破
、、

近代河谷或阶地地 线 状状 禅川
、

辉春
、

金盆盆 大一小型型

残残残残积
、

坡 积 金矿矿矿 层 状状状状

伴伴伴 生 金 矿矿矿矿 德尖
、

白银厂
、

钥官官 大一小型型

山山山山山山等等等

阴山燕山金矿带
,

南缘系小秦岭金矿带
,

而
东部边缘则为胶东金矿带

。

带内金矿又都受

次级隆起控制
,

如吉林南部地区的铁岭靖宇

隆起
,

河北北部的遵化隆起和昌黎隆起及山

东的掖县一栖霞隆起
,

牟平一文登隆起区
,

都是金矿床集中分布的地段
。

又如扬子准地

台东南边缘的幕阜山一雪峰山金矿带
,

亦是

我国有名的金矿带之一
。

据不完统计
,

产于

雪峰隆起区的矿床 点 数 占该 地 区矿床

点 总数的
,

沿雪峰弧形断裂带展布
。

地槽褶皱带区的金矿
,

亦同样分布在褶

皱基底的隆起部位
,

以华南加里东褶皱系为
例

,

区内百余处金矿床 点
,

有 的矿

床 点 分布在桂北隆起
、

桂东南隆起和桂

东隆起
,

尤以后者最好
。

它们沿基底构造呈

近东西向带状展布
。

其他地槽褶皱带
,

也都

有同样的规律
。

。

从区域上来看
,

具有一定的层位性
,

显示出层控特点
,

但矿化富集又与一 定的岩

石组合密切相关
,

体现出岩性对成矿的专属
性

。

如夹皮沟一带的金矿床 点 有一百多

处
,

都严格受鞍山群三道沟组地层控制 图
,

矿床围岩多数为富铁镁质的斜长角闪
岩

、

斜长角闪片麻岩
、

绿泥片岩和混合岩化

的岩石
。

在河北北部
,

此类矿床几乎全部集

中于前震旦系桑干群
,

受遵化一青龙深大断

裂控制
,

构成一个近东西向的变质岩含金带

图
。

从东向西分布有歪头山
、

马圈子
、

楼子山
、

金厂峪
、

马蹄峪
、

冷咀头
、

赵家沟
、

倒流水等多处金矿床 点
。

豫陕交界的小

秦岭地区
,

从陕西撞关到河南灵宝之间
,

上

千条含金石英脉极其严格地受前震旦系太华

群控制
。

矿体主要产于混合杂岩中
,

次为黑

云角闪斜长片麻岩
,

呈东西向带状分布
。

扬子地台的江南地轴基底是我国另一个

变质岩分布区
,

也是著名的金矿区
。

从江西

北部进人湘东
、

湘西
、

湘西南一直延伸到贵
州天柱

、

锦屏等县
。

该区有金矿床
,

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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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处
,

绝大部分都集中分布在板溪群地层

图
,

特别是板溪群下部马底蜂组紫红色

板岩
。

湘黔两省的金矿有 都产于其中
,

它们沿着雪峰弧形断裂带分布
,

构成湘西
、

湘西南等著名的金矿区
。

在两广交界的桂东
、

粤西地区
,

有金矿

床 点 多处亦都分布于寒武系清溪亚

群浅变质的砂页岩层位中
。

金矿化与富硅含

炭的砂页岩
、

硅质岩和泥质砂岩密切相关
。

我 国其他变质岩分布区中的金矿
,

如内

蒙地轴
、

鲁东隆起等均显现有层控特点
。

·

氏伴随区域变质作用所产生的褶皱和断

裂
,

是该类金矿床 或矿体 赋存的有利部

位
。

一般来说
,

矿床 点 常常位于区域性

深大断裂与其次级断裂交汇的 “人 ” 字型构
造锐角区间

。

如赤峰一开原深大断裂与次级

凌源一北票断裂带交汇的锐角区间发现金矿

床 点 多处
,

构成凌源一北 票 金 矿带

图
。

又如夹皮沟地区
,

区域性北东向
挥发河深大断裂与次级夹皮沟断裂交汇处

,

形成了夹皮沟金矿带
。

区域性构造的转折处
,

特别是 “ ” 形

和弧形构造的弧顶或其内侧
,

是金矿床 点

集中的有利场所
。

如雪峰弧形构造 带
,

湖南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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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桂林地区的

基底构造是个向北凸出的弧形构造
,

控制了

桂东金矿
一

带
,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

另外
,

褶曲的轴部
,

特别是背斜轴部和

倾伏端
,

是金矿床 点 贮存极为有利的构

造部位
。

如豫陕交界的撞关一灵宝地区
,

老

鸦岔脑复背斜的轴部
,

分布有 多处金矿床
,

往往越靠近轴部矿床规模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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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矿床

国
小型金矿床

、

矿月

又如广西东南金矿的桃花矿区
、

辽宁四道沟
,

金矿
、

河南银洞坡金银矿床等
,

都具有类似

的特点
。

此类矿床的矿体多半受 压 扭 性
、

张扭
性

、

压性断裂和层间破碎带以及裂隙构造控

制
,

富矿体经常出现两组裂隙构造交叉处
,

或断裂 由宽变窄或由窄变宽的部位
,

或主干

断裂两侧的羽状裂隙中
,

或横跨褶皱的轴部

及背斜挤压带内
。

综上所述
,

对与变质岩有关的金矿
,

不

难得出如下结论
无论是地台区或是地槽区

,

变质岩所

控制的金矿
,

不仅表现出层位性
,

而且从北

向南其层位由太古界鞍山群
、

桑干群逐渐升
高为元古界板溪群和下古生界清溪亚界

。

地台区的金矿床 点 广泛发育于由
绿泥片岩 、 角闪片岩

、

斜长角闪岩类等组成
的一套富铁

、

镁质的基性火山一沉积变质岩

系中
,

即为绿岩带
,

并经常伴有不同规模的

铁矿层
,

金矿体多半位于铁矿层下盘
。

地槽

区的金矿
,

各个时期均有分布
,

但并不是友

育在各个沉积阶段的盖层中
,

而往往见于变

质程度不等的褶皱基底
。

金矿化的分布和富集与变质程度密切

曰曰曰

图 入字型构造控制金矿分布图

一 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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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

一般来说
,

变质程度较深
,

矿床规模

也较大
,

变质程度较浅
,

多 形 成 中 小型矿

床
。

控矿构造性质的不同
,

造成了矿脉规

模和形态的差异
,

长度可从几十至千米
,

厚

度从 。 到 米以上
。

一般来讲
,

层间破碎

带控制的矿体规模较大
,

比较稳定 , 张扭性

构造控制的矿体长度小而厚 度 大
,

呈 透镜

状
,

连续性较好
,

产状较稳定 , 压扭性断裂

控制的矿体呈细脉状
、

脉状或小扁豆状
,

连

续性较差
,

在平面和剖面上均呈舒缓波状
。

富硅含碳或富含铁
、

镁质的岩石对金

矿化极为有利
,

在许多矿区
,

该类岩石分布

的范围往往就是矿体分布和贮存的空间
。

二 与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有关的金

矿

金矿都产于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区
,

以

胶东一带的金矿床最有代表性
。

矿体分布于

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之内或产出在与变质岩

接触带附近
。

按产出形态和特点可分二个亚

类
石 英脉型金矿床 多产于混合花岗岩

·

体内部
, 矿脉多受北东向主干断裂两侧的帚

状构造控制
,

呈单脉
,

有时呈密脉或复脉
。

脉体两侧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高岭土化等
。

根据石英脉所含金属矿物种类及组合特点 ,

尚可分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和含金 多金属硫化

物石英脉
。

一般前者含金较低
,

后者含金较

高
。

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多半由单脉
、

复脉
、

密脉和网脉的综合体组成
,

在垂直方向上它

的深部往往渐变为网脉
、

细小的密脉以至变

成蚀变岩
,

而石英脉消失
。

蚀 变岩型金矿 床 矿床产于混合花岗
岩与胶东群中深变质岩的过渡带附近

,

受区

域断裂带和破碎蚀变带控制
。

矿体长几百至

几千米
,

厚几至十多米
。

呈脉状
、

饼状或不

规则状
。

无论 沿走向或倾向
,

膨胀狭缩
、

分

枝复合现象明显
。

金矿化与蚀变关系密切
,

是伴随热液蚀变作用发生的
。

因而
,

蚀变了

的岩石控制矿体
。

蚀变强烈发育地段往往具

有明显的分带现象
,

自中心向两侧依次为黄

铁绢英岩
、

黄铁绢英岩化混合花岗岩
、

硅化

绢云母化混合花岗岩
。

它们 之 间 无 明显界

线
, 呈渐变过渡关系

,

矿体边界要根据化验

结果来圈定
。

矿石为硫化物矿脉及细小石英

脉充填胶结破碎岩石而成
,

呈浸染状
、

细脉

浸染状
、

网脉状
、

角砾状构造
。

金品位

克 吨
,

特别是黄铁矿石英细 脉 发 育 的地

段
, 品位急剧增高

。

金呈银金矿产出
,

与黄

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等硫化物关系密切
。

这类金矿多为大中型
。

此类金矿的分布位置与变质岩有关的金

矿相似 , 但又有许多独特之处
。

矿体受断裂构造控制明显
,

或在主干

断裂带中
,

矿体呈宽大的脉状 , 或在主干断
裂上

、

下盘与其平行的次级分支断裂中
,

呈



较规则的脉状
,

规模不如前者 , 或在主
、

支

断裂交汇处和沿走向沿倾向产状变化的部位

往往是富矿赋存部位
,

本类矿床在山东招远一掖县地区
,

似

乎具有等间距规律
,

即在同一断裂带沿走向

大体每隔 公里就出现一个金矿床
。

如

焦家断裂控制的焦家
、

新城
、

朱宋三个金矿

床
,

灵山一北截断裂控制的黄 埠 岭
、

灵 山

沟
、

北截三个金矿床都是这样
。

相互平行的

不同断裂带
,

似乎也有等间距产出的规律
,

这一点在今后找矿中应特别注意
。

在胶东地区
,

与成矿有关的胶东群化

山岩组斜长角闪岩层 由东向西厚度由数十米
急增为数千米

,

而金矿化则 由 分 散 趋 于集

中
,

矿床规模由小变大
,

这种内在的关系有

待今后探讨
。

三 与火山岩
、

次火山岩有关的低温

热液金矿床

此类金矿都产于中
、

新生代火山岩断陷

盆地边缘
,

按矿床产出的特点
,

可分二个亚

类

次 火山 岩型金矿 矿床产于斜长花岗

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花岗斑岩等次火山岩

体中
。

岩体呈岩镰状
、

等轴筒状
、

椭圆状
。

矿体常赋存于岩体中的筒状或脉状爆发角砾

岩化带内
,

角砾岩带一般上宽下窄
,

呈漏斗
状

。

矿化多半集中于角砾岩带的上部
,

呈脉

状
、

复脉状
、

水平或倾斜的椭圆状
。

含金品

位几至几 克 吨
,

矿化不均匀
,

矿体界线不

清
。

矿床规模一般为大或小型
。

火山 岩脉状金矿 矿床产于火山熔岩

或火山碎屑岩中
,

矿体一般规模不大 , 形态

复杂
,

常呈不规则脉状
、

巢状
、

网脉状
。

矿

石以含较多的辉银矿为特征
,

金品位变化极

大
,

常常形成品位特高的窝子矿
。

强烈的围

岩蚀变是本类型矿床的一个显著特点
,

近矿

蚀变以绢云母化
、

硅化为主
,

远矿蚀变则为

青盘岩化
。

从上述两 亚类的简要特征可以看 出
,

此
类金矿是一种浅成或超浅成的金矿床

,

成因

上与火山活动有密切关系
。

我国此类矿床主

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和内陆断陷盆地边缘
。

矿

床的空间位置严格地受火山机构中次火山侵

压刃 第四系 巴习女山宕

匹二含矿破碎接触带盛 』脉状矿体
压刀石英 迁了

图 金沟矿 区剖面 图

人岩体的控制
。

往往以石英
、

方解石
、

玉髓
等组成的脉状体

,

产于火山岩株
、

岩枝
、

岩

床
、

火山喷发中心
、

火山管道和近火山口相
的喷发岩及其碎屑岩中

。

一般有下列三种情

况

矿体赋存于次火山岩休的内外接触带

附近
。

此接触带往往被破碎呈角砾状
, 矿液

充填其中
,

矿体呈不规则细脉
、

脉状
,

有的

为瘤状富矿体
。

矿石构造多为浸染状及细脉

浸染状等
。

如辽宁金沟矿床 图
,

石英

斑岩侵入于由安山岩构成的火山口 中
,

矿体

即产于角砾接触带内
,

呈不规则细脉
。

在角
砾接触带的较

一

大空隙中形成瘤状的富矿体
。

矿体产于次火山岩顶部 角 砾 岩 化带

中
,

矿化作用随着角砾岩化 带 的 发 育而增

强
,

随着角砾岩化带的变弱而减弱
。

矿体的

形态及其空间 分布严格受角砾岩化带中裂隙

构造控制
。

多呈脉状
、

细脉 浸 染 状
,

扁豆

状
。

如团结沟金矿
,

次火山岩体超覆端部的

脉状爆发角砾岩带严格控制着矿体形态及其
在空间上的分布 图

。

、 “口‘

碑碑汗于于
泣 洲芍斑岩区二忍

‘

父角以宕盼洲 巨习洁品片岩污咨」矿体

图 川结沟 沐 号勘探线 面图

一 口一



矿体生成在与次火山岩体有空间联系

的岩体边缘部位或其围岩的破碎裂隙中
。

这

些裂隙构造往往组成细脉带
、

网脉带和复脉

带并被矿液充填
。

矿体多为囊状
、

扁豆状和

透镜状
,

呈放射状
、

环状
、

雁行状
、

树枝状

排列
。

在裂隙构造的边部围岩中可见到明显

的交代浸染现象
,

有时可构成工业矿体
。

如

吉林刺渭沟金矿
,

含金石英方解石脉赋存于
中侏罗系火山一沉积岩系中的安山质火山碎

屑岩中
,

以安山质角砾熔岩和安山岩矿化为

最好
。

矿脉受北北东向断裂控制 , 沿走向呈

线状断续分布
。

辽宁奈林沟和吉林鹑鸽位子

均属此类
。

可见
,

由于矿床生成部位和深度的不同
,

矿体形态和规模也有差异
。

一般来说
,

从浅

部向深部
,

矿体由脉状逐渐过渡为角砾岩筒

状
、

面状和浸染状
。

火山岩型金矿的成矿围岩
,

虽然岩石类

型复杂
,
种类繁多

,

据 处金矿床 点 统

计
, 大致可划为二类 一类属正常系列的斑

岩或扮岩
,

如安山扮岩
、

英安斑岩
、

流纹斑

岩
、

石英斑岩和花岗斑岩等
。

这一系列岩石

中赋存的矿床 点
,

占此 类 矿 床 总数的
, 另一类为中性一中酸性火山熔岩及火

山碎屑岩
,

占此类矿床 点 总数的
。

四 与 中酸性小俊入体有关的金矿床

此类金矿与中酸性小侵人体在空间上和

成因上有明显的关系
,

矿体直接产于侵人体

内或与其围岩接触的部位
,

也有少量在围岩

破碎带中
。

含矿岩休多为燕山期
,

少数为海

西期花岗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斑

岩等
,

呈岩株状
、

筒状
,

出露面积不大
。

岩

体内常常伴有爆发角砾岩或震碎角砾岩
。

石

英
、

碳酸盐
、

金属硫化物为角砾的胶结物
。

角砾岩或围岩残留顶盖常常是矿化的富集部

位
。

矿体呈环状
、

面状
、

半环状
。

在围岩山

常出现脉状矿休
。

矿石为块状
、

细脉或浸染

状
。

金品位一般几克 吨
,

常伴有铜及其他

金属
。

围岩蚀变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

化
、

绿泥石化等
。

蚀变强烈地段有分带性
。

此类矿床单独以金为主的不多
,

规模不

大
,

而多半是金与铜
、

钥等元素伴生一起的

多种金属共生的矿床
,

其分 布 规 律 与斑岩

铜
、

扣矿床相似
,

这里不作讨论
。

五 砂金

我国砂金矿床分布极为广泛
,

已知有残
积

、

坡积
、

冰硅和冲积四种类
’

型
,

而 以 冲

积
、

冰碱两种类型工业意义最大
。

冲积砂矿在北方以河谷冲积砂矿孔河床

冲积砂矿为主 在南方以阶地冲积砂矿为主
。

一般长几至十几公里
,

宽几十至几百米
。

冲

积层厚几米
,

个别十几米乃至二十多米
。

砂

矿层厚 米
,

自然企都赋存于砂研层底

部或基岩裂隙中
,

砂矿层常常为多层
,

底层

含金最好 , 但规模一般不如上层
。

自然金粒

形态多种多样
,

粒级大都在 一 毫米之

间
,

个别 厘米
。

砂金富集与金矿物质来源
、

地貌和基岩条件等有关
。

冰碱砂矿
,

在南方分布较广
,

但成矿作
用远不及冲积

,

多半未能形成大矿
,

并常与

冲积砂矿相伴
。

六 伴生金

各种类型的铜
、

铁矿床如 斑 岩 铜 铂矿

床
、

夕卡岩型铜矿
、

黄铁矿型铜矿
、

岩浆型

铜镍矿及其他金属矿床中均伴有个
,

虽然含

量一般都低于 克 吨
,

但在我国黄个储量和

产量中却占有很重要地位
。

加强这些矿床的

综合查定和回收利用
,

是扩大金矿资源的重

要途径
。

除上述几种重要个矿类邵外
,

还有不少

新类型金矿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
。

三 金矿床成因及其成矿时代

关于个矿床的成因是一个灯弃问题
,

我

们研究甚少
。

近几年来
,

由于 工 作 不 断深

人
,

积累大量的资料
,

特别早硫
、

铅同位素

数据
,

为解决金矿物质来源问题提供了可靠

依据
。

因而
,

有许 多同吉对个矿成因提 出了
产

一

‘ ‘ 、 ‘

矛 、

邵

“
岛

新的看法
。

工义文同志送用 个硫铅同位

素数据对我国 个金矿床做了右说服力的分

析
,

取得了良好效果
。

与变质岩有关的脉状余矿
,

硫同位素组

成各异
,

如夹皮沟一带的个矿
,

硫同位索习
成变化范围较窄

,

离散较小
,

正向偏离陨石

一
一

一



值为 偏 ,
不同矿床之间平均 各 , ‘ 差

异由 一 汤 , 桂东金矿带的硫同位

素组成色 ‘
变化范围小 ,

离散小
,

偏离陨

石值不超过 筋 ,

不同矿床 之 间 差 异也很

小 , 五龙金矿区硫同位素组成乙 , ‘ 接 近 陨

石值 汤 ,

变化范围小
,

离散也

最小
。

对上述数据
, 可作出不 同 的 成 因解

释
,

一种认为金矿化与 中酸性侵入体或其派

生物有成因联系
,

即岩浆热液成矿 , 另一种

根据地层含金性与金矿化的专属性等地质条

件联系起来分析
,

认为矿石硫及成矿物质皆

来源于地层
,

它们是在变质作用
、

混合岩化

作用
、

岩浆作用和构造变动等复杂地质作用

过程中
,

促使成矿物质发生迁移富集和重新

分配
,

形成了今 日所见的矿床
。

与变质岩有关的似层状金矿 , 硫同位素

组成亦较复杂
。

如四道沟金矿 乃 ‘高
。

汤 ,

变化范围小 ,

离散很小
。

为特征
,

这种同位素组成的硫来源于岩浆的

可能性很小 , 湖南沃溪金矿
,

矿石硫各 ‘ 为

负值 一 肠 ,

离散值为
,

稍大

于四道沟金矿 , 东风山金矿的硫同位素组成
各 , ‘

变化范围最大
,

离散值大
。

此

类矿床的矿石硫
,

具有更为 明 显 的 沉积特

征
。

与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有关的金矿
,

在

胶东半岛最为典型
。

它们大体遵循这样一个

分布规律
, 即潺合花岗岩体内主要是石英脉

型金矿
,

而在混合杂岩体的边部即混合花岗

岩与胶东群过渡带中
,

则是蚀变岩型金矿
,

充分显示了金矿化与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的

亲密关系
。

属该类金矿的玲珑
、

黄埠岭
、

北

截和新城等矿床 ,

其硫同位 素 组 成 特征为
, 弓的变化范围很小

,

石英脉型 汤 ,

蚀变岩型 汤 ,

离散值 分 别 为 和
,

正向偏离陨石值 , 石 英 脉 型
。 、

蚀变岩型 二 汤 ,

两种不同亚类

矿床乙 , ‘
之差为 典触

。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

该 类 金矿床中

硫同位素组成极为均一
,

同一类 矿 床 之间

乙 ’‘ 的差异很小 , 反映了岩浆硫的特征
,

但
各 心的平均值正向偏离陨石值 接 近 汤 ,

反映了混合岩浆的特征
。

因而
,

该类金矿可

以认为与混合花岗岩有关
,

即 金 来 源 于含

铁
、

镁的胶东群地层中
,

在混合岩化作用过

程中富集成矿
。

与火山岩
、

次火山岩有关的金矿
,

有其
独有的特点

,

如团结沟金矿
,

矿石硫化物的

各 ”‘值为负值 一 。

筋 ,

变 化 较大
筋 ,

离散程度较大
。

这些特征与深源岩浆来源是不符的
。

这是由

于在成矿过程中
, 、 、 、

发生

了剧烈的变化
,

由此影响硫化物的色 , ‘值
,

反映了浅成低温热液成矿的特征
。

与中酸性小侵人体有关的金矿
,

其硫同

位素组成与斑岩铜铂矿相似
。

如小西南岔金

铜矿
,

矿床硫化物的各 ‘值为正值
汤 , 筋 , ,

反映了矿石
硫来源于深源岩浆

。

关于金矿的成矿时代
,

根据矿床地质特

点和矿石铅模式年龄
,

将我国金矿大体分为

五个成矿期
。

太古代成矿期 是我国最老的一个成

矿期
,

它形成于 一 亿年
, 与国外同类型

亿年相比稍晚一些 , 以河北金厂峪等

矿床为代表
。

元 古代成矿期 铅同位素年龄为 亿

年左右
,

与国外同类型矿床 亿年相比

更晚一些
。

辽宁四道沟
、

湖南沃溪等矿床属

此期
。

此外
,

在这个时期还形成了含金砾岩型
金矿化

。

古 生代成矿期 本期金矿铅年龄为
亿年

,

矿床数量不多
,

成矿地质条件多

种多样
,

如河北小营盘
、

河南灵宝
、

广西桃
花等金矿

。

。

中
、

新生代成矿期 火山岩
、

次火山
岩型金矿 , 部分与中酸性小侵人体有关的金

矿及内陆断陷盆地边缘的砾岩金矿均属此成
矿期

。

现代成矿期 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砂金

矿床
。

以上成矿期的划分
,

并不是截然的
,

一

些矿区的实际资料表明
,

往往是前一个成矿

期提供了物质基础 , 而后一个成矿期形成了

富集的条件
,

反映了金的 矿 化 作 用具有长

期
、

复杂
、

继承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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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找矿方向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
,

与变质岩及与

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有关的金矿
,

不论是矿

床 点 数量上还是储量比例上为各类金矿

之冠
,

它们不仅在阴山一燕山金矿带
、

胶东

金矿带颇有远景
,

而且在其他地槽褶皱带基

底出露的地区
,

也很有希望
。

特别是绿色岩

系及含炭质岩层分布的地区 对 成 矿 更为有

利
, 如吉林桦甸

、

通化地区的太古界鞍山群

或龙岗群
,

元古界下部集安群
,

中部辽

河群的富含铁镁质的变质岩 , 冀北青龙一平

谷
,

赤城一承德一张家 口一带 太 古 界 桑干

群
、

元古界下部溥沱群的变质岩 , 辽宁凤城

一宽甸
、

建平一凌源的太古界鞍 山群和元古

界辽河群的变质岩 , 内蒙集宁
、

凉城和呼和

浩特一带太古界二道洼群变质岩 , 陇东南部

清水一张家川和西北部柳园敦煌群和前志留

系的变质岩 , 赣北
、

湘东
、

湘西和湘西南
,

黔东元古界板溪群浅变质岩 , 鲁东太古界胶

东群和元古界粉子山群 , 豫 陕交界的灵宝

撞关太古界太华群 川南 川 北 元 古界昆阳

群 , 皖北板桥
、

晋北忻县一繁峙一灵 丘太古

界阜平群和鄂西宜昌
、

称归下元古界神农架

群等地区
,

都是此类金矿找矿的远景区
。

在

找矿中应首先抓住有利层位
,

在此前提下
,

选择有利的构造部位如 “入字型 ” 构造
,

区

域构造线弯曲转折处
,

褶皱轴 部 和 倾 伏端

以及断裂
、

侵人岩发育的地 区
,

或 育 利岩

性
、

含炭质地层分布区
,

积极开展找矿评价
工作

。

在找矿方法上要充分发 挥 化 探 的作

用
, 、 、 、

往往是寻找 此 类 金

矿的有效指示元素
。

对于火山岩
、

次火山岩型及与中酸性小

侵人体有关的金矿
,

除继续对小兴安岭金矿

带
、

嘉阴鹤岗金矿带和东南沿海金矿带加强

找矿扩大远景外
,

对额尔古纳金矿区及我国

其他褶皱带广泛发育小侵入体及中
、

新生界

火山岩系分布地区
,

都是找矿的梢利地区
。

广泛的青盘岩化和较高的金
、

银化学异常是

寻找此类金矿良好的找矿标志
。

含金砾岩是世界金矿的主要来源
,

在我

国亦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
,

如山海关马

兰峪一平谷一带上元古界底部砾岩中普遍含

金
,

个别高达 克 吨 , 山西五台山地区下

元古界滤沱群变质砾岩中发现矿点 处
,

含

金最高达 克 吨 , 内蒙大青山和 鸟拉山

以北地区太古界二道洼群底砾岩及河北辽宁

震旦纪长城统底砾岩中普遍含金
,

但品位较

低
。

此外
,

在古老基底上发育起来的内陆断

陷盆地中的侏罗纪
、

白奎纪
、

老第三纪砾岩

中亦都发现有较好的含金线索
,

个别地段
,

可达工业要求
,

评价这些砾岩的含金性
,

并
研究它的富集规律

,

必将为寻找此类金矿指

出新的方向
。

在评价砾岩金矿时
,

要特别注

意采样
、

加工等手段
,

要结合地质特点
,

正

确地
、

合理地选定工作方法
。

微细粒浸染型金矿
,

在湖南东部泥盆系

佘田桥组的碳酸盐岩
, 四川松洛青月地区石

炭二迭系灰岩及陕西勉县
,

略阳和阳平关震

旦系白云岩中都发现了线索
,

对该类金矿地

质特征和分布规律还有待今后研究
。

砂金矿床在我国各省 区 广泛分布
,

应大力组织采探
,

以便迅速地
、

大幅度地增

长我国黄金产量
。

沿海各省
,

特别是具有丰
富金质来源的地区

,

应注意寻找海滨砂矿
。

各种有色金属矿床中的伴生金
,

是金的

主要来源之一
,

要加强研究和评价
。

总之
,

在我国黄金地质找矿工作中
,

既

要注意已有金矿类型的找矿和评价工作
,

更

应注意新类型的探索
。

我们坚信
,

在辽阔的

祖国大地上
,

大型金矿和新类型金矿必定会

接连不断地被人们发现
,

让千百万年沉睡地

下的黄金宝藏
,

尽快地开发 出来
,

为祖国四

个现代化大放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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