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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金矿成矿具有多期多路段叠加成矿(晕)的特点, 在研究典型金矿床的构造叠加晕

特点、建立矿床叠加晕模型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预测金矿床(体)深部盲矿存在的构造叠加晕前、尾

晕共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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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金矿成矿严格受构造控制、构造活动具有

脉动性、金矿成矿也具有多期多阶段叠加成矿成晕

的特点,在研究了胶东、小秦岭(河南、陕西)、河北等

金矿集中区的十几个大型金矿床的构造叠加晕模型

的基础上, 总结了其共性和特性, 得出了在金矿床

(体)深部还有盲矿或第二个金的富集体存在的构造

叠加晕前、尾晕共存准则。

1　金矿成矿成晕的基本特点[ 1]

( 1)金矿成矿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Ⅰ阶

段金矿化很弱, 难以形成金矿体;第Ⅱ阶段为主成矿

阶段;第Ⅲ阶段为多金属硫化物阶段,也是主要成矿

阶段;第Ⅱ,Ⅲ阶段成矿在构造空间上同位叠加部位

形成富矿体; 第Ⅳ阶段为碳酸盐阶段, 含金很低, 不

成矿。

( 2)单阶段形成的单个金矿体具有明显的地球

化学异常轴向分带,即矿体具有自己的前缘晕、近矿

晕和尾晕, 其共性是: Hg , F , B, As, Sb 等元素的强异

常总是出现在矿体的上部及前缘晕,向矿体下方和

尾部异常强度明显减弱,是金矿床(体)的特征前缘

晕指示元素。Bi, M o, Mn, Co, Ni等元素的强异常则

总是出现在矿体下部及尾晕,是特征尾晕指示元素。

矿床(体)前缘晕中石英包裹体气晕是 CH4 , CO 2, 离

子晕是液相成分中 F
- , Cl

- 强异常, 尾晕是 Ca
2+ ,

M g
2+ 离子晕强异常。

( 3)同一成矿阶段在同一构造体系中形成的串

珠状矿体, 能形成总体前缘晕和尾晕,同时串珠状矿

体中下部矿体又有小于总体前缘晕的小前缘晕, 上

部矿体也有小于总体尾晕的小尾晕,其前、尾晕指示

元素与总体前、尾晕指示元素相同。上、下两矿体相

近时,则其间前、尾晕叠加在一起。

( 4)不同成矿阶段形成的上、下两个矿体, 各有

自己的前、尾晕,当上、下两个矿体相近时, 则上部矿

体的尾晕与下部矿体的前缘晕叠加共存。

( 5)先形成矿体 (晕) , 当有后期成矿热液叠加

时, 成矿及伴生元素往往会活化转移,对原形成矿体

(晕)的轴向分带有一定影响,但实际资料表明,这种

变化不会破坏原来总体轴向分带特点。

( 6)不同成矿阶段形成的矿体(晕)在构造空间

上有多种叠加形式,形成了金矿构造叠加晕的复杂

叠加结构。

2　串珠状矿体的构造叠加晕理想模型

金矿床的构造叠加晕可归纳为 4 种模型, 其中

串珠状矿床(体)构造叠加晕模型(图 1)是在已知矿

体深部寻找第二富集体的典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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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串珠状金矿体构造叠加晕理想模型

F ig . 1　Ideal model of str uctur al ov erpr int of str ing-bead-like o r e bodies

A.单一主成矿阶段形成矿体(晕)或两个主成矿阶段同位叠加　B.Ⅱ主成矿阶段形成矿体(晕) ¹ 在上,Ⅲ阶段形成矿体(晕) º 在上

C.Ⅱ阶段在下,Ⅲ阶段超越Ⅱ在上　地化参数 a 为前缘晕元素含量或前缘晕元素(含量、累加、累乘) /尾晕元素(含量、累加、累乘)

　　在同一构造体系中,上、下两个矿体称为串珠状

矿体或尖灭再现矿体,其形成可能是同一主成矿阶

段形成的串珠状矿体叠加在第Ⅰ阶段弱矿化(晕)之

上(图 1中 A 情况) ; 也可能是两个主成矿阶段分别

形成的上、下两个矿体(晕) , 其中( B)是主成矿阶段

(Ⅱ)形成矿体在上, 而多金属硫化物阶段Ⅲ形成矿

体(晕) (以 Cu, Pb, Zn异常强度高为特点)在下, ( C)

是第Ⅱ阶段矿体在下, 第Ⅲ阶段矿体在上。关键问题

是上部矿体尾晕与下部矿体前缘晕在其间叠加共

存。

3　金矿床(体)深部盲矿预测的前、尾

晕共存准则

3. 1　构造叠加晕前、尾晕共存准则

在控制已知矿床(体)尾部工程中, 还有构造存

在,但金含量 w ( A u) < 3×10- 6～0. n×10- 6, 若在有

Bi, Mo , M n, Co, Ni等尾晕元素强异常的基础上, 又

有前缘晕指示元素 Hg , As, Sb, F , B 的强异常存在,

即出现了前尾晕共存, 则指示深部还有盲矿体或第

二个金的富集体存在, 若再有 Cu, Pb, Zn 等指示元

素强异常出现,则指示深部矿体有第Ⅲ阶段多金属

硫化物叠加,矿体较富。关于盲矿体的深度预测, 目

前只有根据上部金矿体构造叠加晕模式, 综合考虑

Au及前缘指示元素 As, Sb, Hg 的异常强度, 已知矿

体多个富集中心的等距性等多种因素确定。

若在已知矿体中、下部出现前、尾晕共存, 则指

示矿体向下延深还很大。若在地表构造带中有Au 异

常, 并出现前、尾晕共存,则指上部矿已被剥蚀,深部

还有盲矿。

3. 2　石英包裹体气晕、离子晕的前、尾晕共存准则

在石英脉型金矿床已知矿体尾部石英包裹体的

气晕、离子晕中既有尾晕离子 Ca
2+ , M g

2+ 强异常, 又

有前缘晕 CO 2, CH4气晕和 F- , Cl- 离子强异常, 即

前、尾晕共存,指示深部还有盲矿存在。在地表石英

脉的包裹体中出现前、尾晕共存,指示深部还有盲矿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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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过去一些化探工作者在研究金矿原生晕轴向分

带时, 在发现既有前缘晕又有尾晕同时出现的情况

时,往往认为没规律可寻,现用叠加晕观点解释, 不

但得到合理解释,而且得到了深部盲矿存在的主要

信息和标志。

本文所述前、尾晕共存准则是在金矿区深部盲

矿预测的共性标志,具有普遍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但由于不同金矿类型、不同金矿带的矿床物质来源、

成矿环境不同, 其前、尾晕元素组合、各指示元素含

量及其异常浓度分带标准不同, 又有其特殊性。因

此,在对某个矿床深部预测时, 必须研究该矿床的叠

加晕特点, 关键是要研究和抓住该矿床自身的前、尾

晕指示元素组合,确定其浓度分带标准,根据上部已

知矿体从前缘→矿头→矿中部→矿下部→尾晕, 前

缘晕指示元素异常由强变弱, 在尾晕中又增强或一

直是强异常的标志,预测深部有盲矿存在的准确性

会更高。

应用前、尾晕共存准则, 结合待预测矿床的特

性, 在河南、陕西、胶东等地区很多金矿山深部预测,

指导矿山深部探矿增储都取得了好的效果, 延长了

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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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 ld ore format ion is str ict ly cont roled by str uctures. St ructcural act iv ities are pulsive and

go ld ore formation is character ized by mult iple stages and halo overprint . Str uctural overprint halo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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