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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台太古宙变质岩中金矿的

成因类型和成矿预测

周世泰

东北 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

鞍山

华北地台中绝大多数金矿赋存于太古宙地层或侵人于太 古宙地 层

中之燕山期岩浆岩体内
。

金矿的形成与燕山期构造一岩 浆活 动有关
。

成矿物质来源于太古宙老变质岩
,

燕山运动使老地块活化
,

其中 之金

在岩浆热液作用下析出
、

迁移富集
。

金矿是岩浆热液成因
。

文中分 析

了成矿区带
、

矿田和矿区
、

矿体的预测
。

关键词 华北地台 , 太古宙变质岩金矿 , 燕山期岩浆热液型

华北地台是我国的重要金

矿产区
,

金矿主要产于太古宙

变质岩层之中
。

当前地质界对

这些含金石英脉
、

合金蚀变岩

型金矿的成因
,

多数认为是变

质热液型
,

也有认为是岩浆热

液型的
。

笔者试就此类金矿的

成因和预侧
,

略抒己见
,

就正于读者
。

华北地 台太古宙金

矿的控矿因素

太古宙地层与金矿的关系 华北地台中的

金 矿大多产于太古宙地层中
,

少部分产于元古宙地

层中
,

还有少数矿床 点 产于侵人到太古宙地层

的燕山期岩浆岩体内
。

从宏观上看
,

都处于老地层

分布区
。

真正产于蓟县群
、

古生一中生界地层中之

金矿很少
。

辽西
、

辽东和吉林南部的金矿大多产于

太古宙建平群
、

鞍山群中
,

冀北金矿多产于太古宙

迁西群中
,

豫西金矿多赋存于太古宙太华群中
。

一

定地区金矿主要赋存 于某一 地层中的 现象十 分明

显
。

辽西 个金矿床 点 中
,

有 个产于建平群

下部小塔子沟组老变质岩中
,

个产于岩浆岩体内

部
,

个产于蓟县群浅海相沉积岩中
,

个存在于

侏罗系火山岩中
。

辽南地区 个金矿床 点 中有

个产于鞍山群老变质岩和混合质岩石中
,

个产

于辽河群浅变质沉积岩层中多 仅有 个矿点产于晨

旦系及古生界地层中
。

据母瑞身 的资 料
,

冀北地区的 个金矿床 点 中
,

有 个产于迁

西群老变质岩层中
。

由上可见
,

华北地台中之绝大多数金矿存在于

太古宙地层或侵人太古宙地层中的燕山期岩浆岩体

中
。

有的金矿虽不产于老 变质 岩中
,

但 也相距不

远
。

例如
,

辽西柏杖子金矿直接围岩是蓟县群浅变

质沉积岩
,

但在深部三四百米处就是太古宙老变质

岩
。

冀北峪耳崖金矿产在侵人于蓟县群的燕山期岩

体中
,

附近就是太古宙迁西群老变质岩
,

两者相距

不远
。

绝大多数金矿产于特定的地层
,

多认为这是由

于容矿地层就是金的矿源层
,

是由于区内金峋丰度

值高之故
,

并以化 学分析 结果来 证明
。

但笔者认

为
,

当前的研究方法有向题
,

其结 果也必 存 在间

题
。

问题之一是
,

取样多半是在矿化地段采取的
,

所得金的丰度值是矿化地段的丰度值
,

当然要高得

多
。

问题之二是
,

金矿成矿时富集浓度很大
,

要达

到矿石边界品位
,

富集浓度为
,

达 到矿 石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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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位 时
,

其富集浓度达到
。

所以
,

在取样

不太多的情况下
,

偶有矿化样品混人或采了一个较

高品位的矿石样品
,

自然就会造成地层含金丰度值

很高的假象
。

如在某地一地层中取样 件
,

求其

地层含金丰度值
,

若有一个样品含金
,

则会使

整个地层含金丰度值提高
。

为研究辽 河群含

金丰度值
,

我们在辽阳一海城交界地区取样 件
,

按创面
、

按层位取样
。

该区有一个小型金矿床
,

采
·

样时既未回避
,

亦未特意去取
。

在所取样品中
,

含

者 件
,

者 件 表
。

该

结果绝大多数样品接近正常丰度值
。

如用全部样品

平均求地层丰度值
,

则其均值为
,

较 金的

地壳丰度值高 倍
。

如果在平均时将样品的频数

的都舍弃
,

则其均值为
,

虽然 仍比金的

丰度高 倍
,

但已是 级了
。

由此看来
,

在 研究

地层金丰度值时
,

如果不能回避在金矿区或矿化区

取样
,

而取样数量又仅几个或几十个
,

其研究结果

自然容易较生较大偏差
。

江宁海城地区辽河群地层金丰度值 据迟文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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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高 占林等〔 〕 对河 北 金厂 峪迁

西群老变质岩之金丰度值进行了研究
,

结果所有岩

石的金丰度值都是 级的
,

都很低
。

张荫树 等〔 〕

对河南舞阳一济源地区太古宙绿岩的金丰

度值进行了研究
,

通过 件样品分析结果
,

求 得

该区老变质岩的金丰度 值为 。 、
,

平均
,

比金的地壳丰度值还要低
。

据国外 资料
,

加拿大地盾中的莱斯雷克绿岩的金丰 度值仅为
,

卡 卡其 湖绿岩 的金丰 度值 也只有
,

西澳伊尔冈地块金丰度值为
,

西澳卡姆巴

尔达 的科马提岩金丰度位为
。

统计了世界范围 件 绿岩的

金丰度值
,

平均为
。

由以上情况可见 赋存

金矿的地层金丰度值并不一定高
。

有人认为岩石中

的金可以分为易活化的金和不易活化的金
,

金在岩

石中只要是呈易活化的形式存在
,

在合适的条件下

就容易迁移成矿
。

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

因此
,

作者认为金矿成矿确实是限于特定地层

之中
。

华北地台的金矿绝大部分是赋存于太古宙地

层之内
,

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一定就是地层

金丰度值高 是何缘故
,

尚须进一步研究
。

燕山期岩浆岩与金矿的关系 关于华北地

台太古宙老变质岩中金矿是否与燕山期岩浆岩有成

因上的联系争议很大
,

然而这些金矿与燕山期岩浆

岩的空间关系非常密切则是公认的
。

华北地台太古宙金矿大多数分布在燕山期岩浆

岩 主要是中酸性一中性岩浆岩
,

或其 脉岩的附

近
,

空间关系非常密切
。

据辽西地区的资料统计
,

在 个金矿床 点 中
,

产于岩浆岩体之内的有

个
,

占 , 在岩体附近 以内 的有 个
,

占

在岩体附近 范 围 内 的有 个
,

占
,

距岩体 以上的只有 个
,

占
。

据辽南地区 个金矿床 点 的 统 计
,

其中

个与岩浆岩体的距离不超过
,

占

另有 个产于燕山期岩浆岩体之内
,

占
。

据于清义 〔 ’ 的资料
,

吉林夹皮沟金矿

区中的大中小型矿床与海西期花岗岩体之间的距离

均小于
。

据刘腾飞 。对小秦岭金矿的 研究
,

他

也注意到了金矿 与燕 山期岩 浆岩空间关 系的密切

性
。

他指出该矿区大中型矿床一般分布在距岩浆岩

体 范围内
,

并可在岩体 周围 自近 而远划分

为无矿化带
、

强矿化带
、

弱矿 化 带 图
、 。

在强矿化带中还可以根据矿床中的矿物组合再分出

几个亚带
,

自近而远是 自然金一多金属硫化物型

②刘滕飞 我国小秦岭金矿床主要地质特征
、

成因及

其找矿远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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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亚带
、

自然金一黄铁矿型矿床亚带
、

自然金一

少硫化物型矿床亚带
。

这样规律性的空间分布肯定

不只是一种空间上的联系
,

而必然会有其成因上的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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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秦岭地区金矿床分布示意图

据刘滕飞
,

一第四纪残坡积物 , 一太华群深变质岩系 , 丫一燕山期花岗岩
、

二长花岗岩 ,

一含金石英脉 , 一大中型金矿床 一省界

净净彝歌畔畔
图 小秦岭地区燕山期岩桨岩体周围金矿床分布示惫图

据刘滕飞 , ,

下 一篙阳期花岗岩 , 一晋宁期花岗岩 , 一燕山期花岗岩 ,

一无矿化区 , 一强矿化区 ,

卜弱矿 化区 , 一矿化区界线

还有一种情况
,

金矿并 不 直接 与岩 浆岩体有

关
,

但与岩脉的关系非常密切
。

据于清义

的资料
,

吉林夹皮沟金矿区的各个金矿床中岩脉均

很发育
。

统计表明
,

其中板庙子矿床中岩脉的分布

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条
,

而 在 矿体产 出部位的

范围内聚集了大小岩脉百余条
。

夹皮沟本区

及三道岔等主要矿区中
,

以上的金矿脉与岩脉

有密切的空间关系
。

在许多矿点中
,

岩脉可以作为

找矿的标志
。

辽西地区的许多金矿脉与岩脉之间的关系非常

密切
。

北票迷力营子金 矿 即产于 石英斑 岩脉的两

侧
,

北票沙金沟矿床中大大小小岩脉非常之多
。

河南祁雨沟金矿产于太华群老变质岩中的构造

角砾岩体内
。

构造角砾岩受北西向断裂构造控制
,

而在此断裂构造带中燕山期斑岩脉非常发育
,

成群

密集分布
。

这也说明金矿和 岩脉之间的关系非常密

切

以上情况说明金矿的形成与燕山期岩浆岩有密

切的关系
。

这种关系形成的原因可能有二 一种可

能是岩浆岩本身就是成矿金的载体
,

随着岩浆的侵

人而带来了成矿物质组份
,

即岩浆岩是金矿成矿的

矿源体
。

另一种可能是成矿物质是容矿地层中原有

的
,

岩浆的活动提供了热源和水热介质在岩体周围

活动
。

这种热水溶液的活动使含 金地层 中的 活

化转移
,

在适宜的部位形成矿床
。

也可能含金地层

中的 在变质阶段早已成矿
,

而在 燕山 期 构造一

岩浆活动中
,

在岩浆热液 的 作用下 形成 今 日的面

貌
。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
,

如今之金矿床与燕山期岩

浆岩间关系的密切是毫无疑问的
。

燕山期岩浆岩对

金矿的控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

构造与金矿的关系 金矿绝大多数是热液

矿床
,

所以构造的控矿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

但构造

控矿的问题可以从不同规模来加以考虑
。

在一个矿

床中
, 金矿脉受矿床中断裂构造的控制

,

是众所周



知的
。

在区域中
,

区域性大断裂的控矿 , 一方面它

本身是控岩构造
,

控制着成矿的岩浆岩体的分布 ,

另一方面它控制着的区域断裂体系就是导矿通道及

容矿构造
。

从大地构造角度来讲
,

容矿地层在老地

块活化过程中
,

通过断裂活动及岩浆活动
,

使容矿

地层中的金富集成矿
,

或者使容矿地层中早已形成

的金矿发生重新改造
。

不论是哪种情况
,

经过活化

后老地块中金矿分布
,

都严格地受燕山期构造一岩

桨活动的控制
。

所以从整个华北地台范畴来看
,

老

地块在燕山期活化的强度
,

亦即构造一岩浆活动的

发育强度
,

与金矿成矿活 动的盛 衰呈 明显的 正相

关
。

对于构造控矿向题
,

绝不能离开地层
、

岩浆岩

而单独考虑
,

必须三者结合起来
,

研究它与金矿的

关系
。

围岩不同
,

即认为其成因也不 相同
,

显然 是 不妥

的
。

以金厂沟梁为例
,

其围岩经受区城变质一潺合

岩化作用的时间是在太古宙一元古宙期间
,

但金矿

脉穿插了燕山期岩休及侏罗系火山岩
,

证明其成矿

时期为燕山期
。

那么在燕山期形成金矿之时
,

老变

质岩的变质热液活动期已过去甚久
,

变质热液又如

何能参加若干亿年后的成矿活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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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四 困腻当前多数认为
,

华北地台太古宙老变质岩中之

金矿是变质热液成因
。

作者在论述自己的矿床成因

观点之前
,

先谈谈当前金矿成因研究中几个值得商

榷的问题
。

口岩和金矿成因类型的关系 当前往往以

金矿的围岩类型作为判别其成因的标志
。

产于岩浆

岩中者认为是岩浆热液成因 产于变质岩中者认为

是变质热液成因 产于火山岩中者认为是火山岩型

金矿 , 产于斑岩中者称为斑岩型金矿
。

实际上
,

这

种认识忽略了作为热液矿床的金矿成矿溶液有很大

的活动迁移能力
,

对成矿部位有较大的选择自由等

特点
。

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

就是内蒙金厂沟梁金

矿中大多数金矿脉产于燕山期岩体附近的太古宙建

平群小塔子沟组老变质岩之中
,

少数矿脉产于燕山

期花岗岩体中
,

还有更少数矿脉产于侏罗系流纹岩

和凝灰岩中
。

此类矿床被认为是变质热液型金矿
。

而

辽宁北票二道沟金矿床大多数矿脉产于侏罗系火山

岩中
,

少数矿脉产于燕山期花岗岩体中
,

被认为是

火山热液型金矿
。

在金厂沟梁金矿之南
、

二道沟金

矿西南还有一个郝家杖子金矿点
,

产于燕山早期花

岗岩体中
,

被认为是岩浆热液型金矿
。

然而
,

实际

上这三者是围绕一个燕山期花岗岩体形成的三个矿

床 点 图
。

这些矿床的成因
、

成矿条件
、

成

矿时期
、

矿物组合均无区别 表
,

唯因 其所在

十 五渭存

图 金厂沟梁一二道沟金矿田地质略圈

一第四系 , 一侏罗系火山岩 , 一 太古 界鞍山

群片麻岩 , 魂一燕山晚期花岗岩 一燕山中 期花

岗闪长岩 , 一燕山晚期闪长岩 , 一海西期 花岗

岩 , 一含金石英脉

以上的例子虽不多见
,

但一个矿床中矿脉一半

产于变质岩中
, 一半产于岩浆岩中的例子还是不少

的
。

金矿是热液矿床
,

在矿床形成时
,

成矿热液可

以在不同岩石的断裂
、

裂隙中活动并且成矿
。

这是

热液矿床的特征
,

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

因围岩之不

同即定其成因也不相同
,

显然不妥
。

成矿时期 对于华北地台太古宙老变质岩

中金矿的成矿时期
,

有人认为是太古宙的
,

看来应

该是燕山期的
,

这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证明 ①常可

见到金矿脉穿插燕山期岩浆岩休的 现 象 金 厂 沟

梁
、

沙金沟
,

或者是矿脉附生在燕 山期 脉的两侧

迷力营 子 ②矿脉产于燕山期断裂 构造 之中

③同位素年龄数据表明成矿期为燕山期
。

既然成矿时期为燕山期
,

那就距离太古宙岩石

的主要变质期为时已远了
,

就不可能再有太古宙时

期的变质热液在这时形成金矿了
。

矿床改造问诬 许多资料中均提到金矿成



矿时期长
,

经过了多次改造的问题
,

但是迄今为止

尚未见到关于矿床改造的地质证据 , 而都是从硫
、

铅同位素的研究出发
,

认 为金矿 成矿物 质来源古

老
,

所以成矿过程必然 复 杂
,

必定是 经过多次改

造
。

燕山期岩浆岩在成矿过程中的作用不过是对原

有金矿进行改造而已
。

但是硫
、

铅同位素数据只说

明成矿物质来源的古老
,

并不能说明在 燕 山 期 前

已经成矿
,

还是仍然分散存在
。

在只有硫
、

铅同位

素资料的情况下
,

所谓矿床改造问题仍属于推测
。

因此如果确是在燕山期前即已成矿
,

而燕山期义绘

过改造
,

那么由于两期成矿条件不会完全相同
,

因

而如今之矿床必然要表现出两次成矿作用的叠加
,

就要分别表现出变质热液成矿和燕山期岩浆热液成

矿两种不同的地质特征 和 成矿规 律
。

但 是迄今为

止
,

并未见从矿床地质特征上有多次成矿
、

多次改

造的迹象
。

三个金矿床特征对比 表

矿体圈岩 金矿脉赋存于建平群小塔子沟

组老变质岩中
,

少数产于燕山期

石英斑岩及火山岩中

矿脉主要产于侏罗 系 火 山 岩

中
,

少数产于海西期花岗岩中

矿脉产于海西期花岗岩中

岩 浆 岩 位于燕 山期对面沟花岗闪长岩

休之北

位于燕山期对面沟花岗闪长岩

体之东

矿脉产状 北 西 向 北 西 向

位于燕山期对面沟花岗闪长岩

体之南

东部北西向
,

中部南北向
, 四

部北东向

矿脉类型 含金石英脉 含金石英脉 含金石英脉
、

含金蚀变岩

金属矿物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

锌矿 自然金

黄铁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
、

黝

铜矿
、

方铅矿
、

自然金

黄铁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
、

自

然金

脉石矿物 石英
、

方解石 石 英 石 英

围岩蚀变 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

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

黄铁矿化
、

硅化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
、

高岭土化

作者认为华北地台太古宙老地层中金矿是岩浆

热液成因的矿床
,

其依据如下

此类型金矿是热液型金矿
,

这是大家所

公认的
。

在空间上
,

此类型金矿与燕山期岩浆岩

有明显的依存关系
。

金矿脉与燕山期岩浆岩及其脉

岩有密切的关系 , 在区域上金矿多分布在燕山期岩

浆岩体的附近 从大地构造角度来讲
, 在燕山期活

化强烈的老地块
,

亦即构造一岩浆活动强烈的老地

块中金矿特别发育
。

这种普遍存在而又非常密切的

空间关系
,

如果认为没有成因上的联系显然是不可

能的
。

成矿构造是燕山期的断裂
,

而不是太古

宙的老断裂
。

许多成 矿断 裂切穿 了燕山 期岩浆岩

体
。

矿石同位素年龄测定也表明成矿是燕山

期的
。

根据上述理由
,

作者认为华北地台太古宙金矿

是岩浆热液型金矿
,

成矿时期为燕山期
,

共成矿模

式如下

金矿成矿物质来源于太古宙老变质岩
,

是在太古宙沉积一火山岩建造形成时就存在于其中

的
。

该建造的金丰度值并不一定高
,

但赋存在 冬中

的金是容易活化迁移的
。

在太古宙沉积一火山岩系遭受区域变质

时
,

是否有变质热液促成了金的富集
,

并且形成了

金矿床
,

尚无资料可以说明
。

硫
、

铅 司位素的古老

不能说明在太古宙一燕山期期间是否曾经成矿或多

次成矿
。

有两种可能 一是曾经成矿
,

而后在燕山

期又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 另一种可能是在太古宙老



地层遭受区域变质时
,

岩石中的金没有迁移富集
,

或者发生了金的迁移和相对富集
,

但并未成矿
。

只

是最后在燕山期岩浆岩的作用下才富集成矿
。

燕山运动使华北地台 发生 了强 烈 的活

化
,

老地块发生了强烈而普遍的断裂
,

有大量岩浆

岩侵人
。

侵人后
,

在其周围形成了热晕
,

同时
,

从

岩浆岩体析出的矿化剂
、 、

等 也随

之在岩浆岩体外的热晕中活动
,

从围岩中汲 取
、

等成矿元素
,

在岩体内或外的 热晕中 成 矿
。

在

何处成矿决定于 ①岩浆岩体外热晕的温度
。

金在中

低温成矿
,

所以近岩体部分热晕温度愈高
,

则金的

成矿位置距岩体愈远 , ②金在成矿时成矿断裂发育

的部位
。

这种成矿的岩浆热液活动是围绕岩体发育的
,

故其所形成的金矿也必然是发育在岩浆岩体内部或

其周围
,

与岩体有密切的关系
。

燕山期及其以前的

断裂构造均可成为其运矿构造或贮矿构造
。

总之
,

成矿物质原先赋存于太古宙老变质岩之

中
,

因此就决定了华北地台中此类金矿均赋存于太

古宙老变质岩之中这一特点
,

而后来在燕山期华北

地台活化时
,

太古宙老变质岩中的金
,

在燕山期岩

浆岩析出热液的作用下发生了迁移富集而且成矿
,

所以此类金矿是典型的层控矿床
。

成矿预测

关于华北地台太古宙金矿成因的研究
,

归根结

底
,

是为了能够按照它内在的规律性去预测
,

去找

到更多更大更好的金矿
。

华北地台太古宙金矿的成

矿控制条件有三 即地层
、

构造
、

岩浆岩
。

只有在

这三者都处于有利条件下才能成矿
,

也是预测此类

金矿的三个条件
。

但如从成矿预测的不同规模
、

不

同级次分别来讲
,

这三个控 矿因 素在 成矿 区带预

测
、

矿田预测
、

矿脉预测等不同级次上
,

意义是不

同的
。

成矿区带顶洲 这是一种大区域
、

小比例

尺的成矿预测
。

预测的目的是要在很大的地区中选

出有望的
、

值得投人大量工作的重要的成矿区带
。

在华北地台
,

这种有利于太古宙金矿的成矿区带主

要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①有 分布 广泛的 容矿地

层 , ②在燕山期经受了强烈的活化 , ③沿区域性大

断裂或深大断裂有成串的或较多的燕山期岩浆岩体

分布
。

据此
,

一些活化强烈的老地块
, 如 北 票 地

块
、

建平地块
、

阜新地块等
,

都应该是寻找太古宙金

矿的有利成矿区带
。

至 矿田顶洲 这是一种小区域中等比例尺的

成矿预测
,

是在已知的成矿区带中
,

进一步选定优

先进行地质普查找矿
,

进行地质一物化探区域性工

作的地区
。

这种有利于成矿的矿 田 应 具 备的 条件

是 ①在容矿地层分布区中 , ②在成淘
‘

的燕山期岩

浆岩体的周围或燕山期脉岩的密集发育区 , ③区域

性大断裂及多组断裂的交汇点 ④已知金矿点及金

重砂分布区
,

或砂金分布区
。

当燕山期岩浆岩发育

在区域大断裂标 一侧为太古宙老变质岩而另一侧

为中生界火山岩时
,

两侧均为有望的矿田
。

矿区预洲 是在已知的矿田中预测新的矿

床
。

这种预测应该以构造分析和物化探资料为主
。

矿体预浦 这种顶测是在已知的矿区或矿

床中
,

通过地球化学方法及岩石矿物学方法
,

研究

已知矿脉的已揭露部分在矿脉本身中所处的部位
,

以追索未知的部分
。

这一系列的矿产预测工作体现了我们对矿床成

因
、

成矿控制条件的认识
。

总的想法就是在大区域

中选择在燕山期经过强烈活化了的太古宙老地块作

为找矿的有利成矿区带
。

然后
,

在其中选择燕山期

中酸性岩浆岩体及其周围不超过 的 范围内
,

作为找矿的有利靶区 矿田
,

或者选定燕山期脉岩

非常发育的地区作为找矿的有利靶区
。

然后再通过

断裂构造分析
、

物化探资料 在矿床 中寻 找新 的矿

脉
。

最后再用地球化学资料及岩矿资料研究各个矿

脉的出露程度
。

其中关键是先要在华北地台内部选

定活化强烈的老地块
,

然后在其中燕山期岩浆岩体

周围去找矿
。

有人认为不要把找矿范围 “ 局限 ” 在

岩浆岩体周围的狭小范围内 , 作者认为
, “ 局限 ”

于此当然不必
,

但在燕山期岩浆岩体周围仍应是找

矿的首要目标
。

最后谈谈在华北地台内金矿找矿以什么类型作

为主攻方向的问题
。

当前地质学有两个特点 一是地质学的地区性

强
,

不同地区各有其独特的地质特点
。

我国地质有

许多不同于国外之处
,

例如铁建造之发育特点
、

生

成时代等方面和美洲
、

澳洲各国均不相同
。

石油的

发育特点也很不相同
。

科马提岩在非洲是绿岩带的

标志
,

而在我国却不发育
。

华北地台在燕山期的活

化也与国外有所不 同
。

因此
,

中外地质 矿 产 不 能

勉强进行对比
。

但另一方面
,

迄今为止在地质科学



中
,

在矿床学及地质找矿工作中仍然广泛地使用类

比方法
,

以国外大型金矿为模式在国内寻找同类型

的矿床是很自然的事
。

面临这两种不同的情况 ,

怎

样制定我们的找矿方针呢 我以为还是应该把基础

放在我国地质的特点上
。

今 日在华北地台寻找金矿
,

主要对象应为地台

活化期形成的岩浆热液型金矿
,

包括含金石英脉型

及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

含金石英脉型金矿分布广
,

容

易发现
,

发现史也长
,

应为找矿的主要对象或基本

对象
,

在一个地区的金矿地质工作中也是一个 “ 人

门 ” 的类型
。

在大力发展民采矿业的今天
,

此类型

金矿仍具有其重要意义
。

但含金石英脉金矿的特点

是一般规模较小
,

所以同时还应积极寻找断裂蚀变

岩型金矿
,

此类型矿床中常常可以形成大型或较大

型的矿床
。

这应该是当前我们在华北地台中找金的

主要对象
。

但同时要 依照国 外大型金 矿的 成矿模

式
,

研究在我国形成霍姆斯塔克型和卡林型金矿的

可能
,

以及找矿方向
。

不
‘

要放弃 寻找这些 类型金

矿
,

但也不 能以它 们做为我们 找矿工 作的主攻方

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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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洲金矿座谈会

近几年来
,

国外许多公司开展的找矿活动
,

主

要是找金
。

北美
、

西南太平洋国家和澳大利亚在这

方面的活动值得注意
。

欧洲在找金新的思路
、

新的

方法方面作出了贡献
。

欧 洲有 年找金矿的历

史
,

现在再度掀起找金矿的热潮
。

为此
, “欧洲金矿座谈会 ”将于 年 月

日在法国图卢兹市召开
。

目的是引起 人 们 对 金

矿
、

特别是金矿的勘探和成因方面的研究
。

会议座

谈的主题是有关致密块状硫化物型
、

沉积型
、

低温

热液矿脉型
、

破碎带型金矿以及砂金矿床
。

讨论侧

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金矿省 区 案例
、

成因
、

矿床学 ,

应用地球化学方法评价金矿产地 包括化

探
、

蚀变带的地球化学等 ,

金的运移和沉淀 包括砂金 ,

金矿床的矿物学

金的提取方法
、

选矿和回收
。

此次会前和会后还安排有地质旅行活动
。

〔贝庚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