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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全国金矿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成果为基础，从我部金矿勘查、利用情况对我国黄金

矿产的资源现状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了我国基础地质和矿产勘查的地质工作程度和近年来地质勘查

进展，通过与国外勘查技术及勘查现状的对比分析，结合矿床发现的规律，分析了我国黄金资源潜力，为

我国黄金矿产资源勘查工作部署提出了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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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黄金重新

被世界各国定义为金融稳定、国家经济安全之

“锚”，是国家财富的标志和货币信用的基础，是重

要的全球性战略资产和各国金融储备体系的基石。

近年来世界各国央行纷纷净购入黄金，增加官方黄

金储备。在此背景下，我国黄金生产、加工、消费、交

易、投资持续增长。中国黄金协会统计数据分析显

示，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我国黄金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于２０１２年中国黄金产量达到 ４０３ｔ，而黄金的需求
与黄金生产同步增长，于 ２０１２年底达到 ８３２ｔ，而
２０１３年我国黄金的生产与需要仍保持了良好的上
升状况。在世界黄金版图上，中国已经从追随者成

长为领军者，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我国黄金产业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

对黄金的控制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对抗金融风

险的能力，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推进人

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黄金探明资源

储量虽然不断增加，于 ２０１２年底达到 ８１９６ｔ，但对
于巨大的黄金需要，我国的黄金资源能否满足供给？

这是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根据黄金行业

的生产现状和金矿资源潜力评价成果，结合我国金

矿资源勘查进展，就金矿资源潜力作简明扼要的分

析。

１　中国黄金资源现状

１１　我国金矿以小型、矿点、矿化点居多，大型超
大型以上矿产地较少

　　据统计（表 １），我国已发现的金矿床（点）、矿
化点共４７４０个，其中岩金床（点）为３８３８个，砂金矿
床（点）为９０２个，金矿床规模统计如表 １。从表中
可以看出，我国金矿床的规模以小型和矿点居多，占

我国金矿床（点）总数的 ８９％，资源储量大于 ５０ｔ
的金矿床数仅占不到１％。

表 １　中国金矿床（点）统计表（截止 ２０１２年底）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ｓｏｆ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

矿种
规模

超大型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矿点 合计

岩金 ８ ３１ １１８ ２７４ １５６３ １８４５ ３８３９

砂金 ２２ １１２ ５４７ ２２１ ９０２

合计 ８ ３１ １４０ ３８６ ２１１０ ２０６６ ４７４０

　　

１２　金矿床矿石品质较差，以中低品位为主
对中国６４５个金矿床矿石品位不完全统计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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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中国金矿以中、低品位为主（图 １），约有
９０％金矿床的品位小于 １６×１０－６。高质量矿石的
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黄金产量的快速增长。

图 １　金矿床矿石品位统计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ｒｅ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１３　伴生金所占比例较大
研究表明，与国外相比，我国金矿资源伴生金所

占比例较大。从我国金矿保有资源储量的组成（表

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我国金矿保有资源储量
从４６００ｔ增加到 ８１９６ｔ，而我国伴生金的资源储量
呈现同步上升趋势，伴生金资源储量在金矿资源储

量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１９％ ～２５％左右。

表 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我国金矿资源储量组成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ｏｌｄｏ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度
保有金资

源储量
独立岩金 伴生金 砂金

伴生金资

源量比例

（％）

２００４ ４６１４７１ ３０１３７２ １０８０１ ５２０８９ ２３４１

２００５ ４７５２１６ ３０５１５９ １１７９１８ ５２１３９ ２４８１

２００６ ４９９６９ ３１９８０３ １２７５８５ ５２３０２ ２５５３

２００７ ５５４１３４ ３６６２２４ １３６２４８ ５１６６２ ２４５９

２００８ ５９５１７９ ４０２７５ １４０１５ ５５２８ ２３５５

２００９ ６３２７９ ４３９９３２ １４１３７ ５２０８ ２２３４

２０１０ ６８６４７９ ４８９８０９ １４６８０３ ５１２８６ ２１３８

２０１１ ７４１９４３ ５４９０３６ １４５３５７ ４７５５２ １９０１

２０１２① ８１９６．２４ ６１６１．９７ １５５８．７２ ４７５．５５ １９．５９

　　 注：数据自“中国黄金年鉴（２０１２）。②

１４　金矿勘探深度较浅
我国金矿的勘探程度相对较浅，一般不大于

６００ｍ（赵一鸣，２００４），目前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
过程中，有的矿山勘查深度超过 １０００ｍ。本次矿产
资源潜力评价成果分析表明，约 ６０％的预测资源量

的预测深度不超过 ５００ｍ，而 ５００～１０００ｍ深度的
预测资源量仅占总 ２４％，而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ｍ深度的
预测资源量仅为 ６％，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金矿勘
探深度较浅，现有矿体的延伸、延深不能为预测过程

中矿体在深度的变化情况提供可靠判断，因此大于

２０００ｍ深度的资源量未进行预测。
１５　金矿资源勘查工作程度相对较低

根据我国金矿保有资源储量的统计（表 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我国金矿保有资源储量从 ４４６７ｔ增
加到 ８１９６２４ｔ（中国黄金年鉴 ２０１２），其中基础储
量变化于１８６３～２０９２ｔ，资源量介于 ２４３０～５００１ｔ，
资源量约占金矿资源储量的 ６０％ ～７０％，说明近年
来我国金矿资源储量的增加主要来源于资源量的增

加，增加的基础储量和储量在我国黄金产量持续上

扬的过程消耗。

表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我国金矿保有资源储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ｇｏｌｄｏ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度 储量 基础储量 资源量
保有资源

储量

资源量／
资源储量

的比例

２００１ １３８４８ １９１０３７ ２５５７５３ ４４６７９ ５７２４

２００２ １４３４６５ １９８３７ ２５５５７５ ４５３９４５ ５６３０

２００３ １３５３５ １９８１４７ ２４３０７７ ４４１２２４ ５５０９

２００４ １３９４６４ ２０９２５ ２５２２２ ４６１４７ ５４６５

２００５ １２４０２９ １９５６６４ ２７９５５２ ４７５２１６ ５８８２

２００６ １２６１９５ １９９５０２ ３００１８８ ４９９６９ ６００７

２００７ １１２６０６ １８５９７４ ３６８１６ ５５４１３４ ６６４３

２００８ １８６８４ ４０８３３９ ５９５１７９ ６８６０

２００９ １０１５３ １９０９７ ４４１８２ ６３２７９ ６９８２

２０１０ １８６９５ １８６３４ ５００１４ ６８６４７９ ７２８５

２０１１ ７４１９

２０１２ ８１９６２４

　　注：据“中国矿业年鉴（２００８）”以及“中国黄金年鉴（２００９①，
２０１１②，２０１２③）。

１６　金矿资源占用率高，利用率较低
我国黄金矿山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情况统计如

下表（表 ４），分析表明，我国黄金矿山的采矿回收
率为８１％，而选矿回收率地下矿山相对于露天矿山
要高约８％，而冶炼回收率为９８５％，综合回收率地
下矿山相对高，约７０％。地下开采和露天开采金矿
利用情况综合分析表明，岩金矿的综合回收率仅为

６５％。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约有三分之一的黄金资源
未能利用。同时由于我国黄金矿山多为中小型企业

５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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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镇企业所有，为维持正常的矿山生产，资源统筹

和综合利用程度相对较低，浪费严重。

表 ４　金矿资源利用率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ｇｏｌｄｏ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矿种 采矿回收率 选矿回收率 冶炼回收率 综合回收率

地下矿 ８１％ ８８３％ ９８５０％ ７０４３％

露天矿 ８１１％ ７８％ ９８５０％ ６２２５％

岩金矿 ７７％ ８６％ ９８５０％ ６５２１％

　　

２　中国金矿资源潜力分析

２１　中国金矿床的空间分布特征
金矿床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大陆（或地台）及

基底构造层隆起区的边缘。克拉通岩石圈根的长期

稳定性和造山带岩石圈根的活动性的动力学效应差

异制约着相关地质事件的性质及其过程，他们之间

的岩石圈不连续带必定是岩石圈的构造薄弱带（邱

瑞照，２００６）。沿塔里木 －华北古板块南北两缘，金
矿床呈近东西向带状展布；在大兴安岭 －太行山 －
豫西 －鄂西 －湘西一线以东广大地区，金矿床总体
上呈近南北向或北北东向展布；在西南地区，金矿床

呈向北东方向凸出的弧形带状分布。金矿主要集中

在小秦岭 －熊耳山、胶东、滇黔桂、松潘 －甘孜、华北
地台北缘、三江、西秦岭、天山、准噶尔等地区

（图２）。
２２　中国金矿床的时间分布特征

随着蚀变矿物、流体包裹体、石英、水热锆石和

矿石矿物同位素定年的发展及在金矿床定年中的广

泛使用，使金矿床年龄测定的精度大大提高，使人们

对金矿成矿时代的认识有了新进展。

对我国金矿床成矿时代的统计采用以下的原则

（王科强，２０００）：１）以狭义的层控矿床的赋矿围岩
时代作为成矿时代；２）矿石矿物或成矿期蚀变矿物
的同位素年龄，结合矿床地质特征作为矿床成矿时

代；３）利用成矿地质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推断矿床成
矿时代；４）对于同一成矿区内具有相同成矿作用的
多个金矿床，采用其中已知金矿床成矿时代来推断

其他矿床的成矿时代；５）对于“三多”特征的复成
矿床，以主成矿期作为其成矿时代。对我国 １８００多
个金矿床的成矿时代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中生代

是我金矿床最主要的成矿期（图３），其次是新生代、
晚古生代、三叠纪、中新元古代、早古生代。其中中

生代金矿床主要分布于中国的东部地区，晚古生代

金矿床主要发育于我国西部新疆地区，新生代金矿

床主要发育于青藏高原及西南三江地区。

２３　中国金矿预测成果分析
在全国各省金矿预测成果的基础上，划分的全

国金矿的３级预测区，其中预测资源量大于５００ｔ的
１１个，１００～５００ｔ的５２个，５０～１００ｔ的６０个，２０～
５０ｔ的９４个。已知矿床的深部与外围的预测资源
量的约占５０％，预测资源量与金矿床同样表现为空
间不均匀分布的特征，其中资源潜力较大 ３级预测
区大部分位于我国东部地区。与我国东部地区相

比，西部除巴颜喀拉、西南三江两个成矿区带外，大

部分成矿区带的预测金资源量相对较低。

２４　中国金矿找矿新进展
２４１　中国危机矿山找矿进展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全国危机矿山资源找矿取得新
进展，在老矿山的深部和外围，探获资源量总共超过

６５０ｔ。通过对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成果的分析，
在实施的危机矿山找矿的黄金矿山，其中有７０多个
矿山有不同程度的资源量增加，其中资源量大于 ５ｔ
的４２个，其中资源储量超过 ２０ｔ的 １０个基地（图
４）。例如据《中国国土资源报》２０１１年９月 １６日报
道，历时６年，河南小秦岭金矿、灵宝市灵湖金矿、灵
宝市安底金矿、灵宝市金渠金矿、桐柏县洞坡金矿、

洛宁县上宫金矿等６个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
项目于近期先后完成并通过评审，发现 ５个特大型
金矿，１个中型金矿，新增金金属资源量／储量 １１２５
ｔ，可延长相关矿山服务年限 １０～２０年，并证实了小
秦岭地区仍具良好找矿前景。

２４２　中国金矿近年来勘查发现
自从实施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我国黄金矿产

的勘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１）西藏谢通门县雄村铜金矿　雄村铜 －金矿
位于西藏自治区谢通门县南东约４０ｋｍ处，属谢通
门县荣玛乡所辖。矿床形成于始新世晚碰撞造山阶

段（徐文艺，２００６；侯增谦等，２００６），沿 ＮＷＷ 向断
裂在十几 ｋｍ范围内呈串珠状分布着雄村、洞嘎、则
莫多拉等多个铜 －金矿床，显示了巨大的成矿潜力。
雄村铜 －金矿床截至 ２００６年底金的勘探储量为
１２５ｔ。

（２）青海大场金矿取得重大突破　如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境内的大场金矿，经

过青海省地矿局多年勘查，已圈定金矿体１０６条，整
个地区控制金资源量为 ２３５ｔ，达超大型规模。据
悉，大场金矿田范围内还有部分金异常尚未评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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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金矿床时空间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１－滨太平洋成矿域界线；２－成矿域界线；３－成矿省界线；４－古近纪 －新近纪金矿床；５－侏罗世 －白垩世金矿床；６－三叠世金矿床；

　　 ７－泥盆世 －二叠世金矿床；８－寒武世 －志留世金矿床；９－中新元古代金矿床

１－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４－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Ｎｅｏｇｅｎｅ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５－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６－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７－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Ｐｅｒｍｉａｎｇｏｌｄｄｅ

　　 ｐｏｓｉｔｓ；８－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９－ｍｉｄ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图 ３　中国金矿床成矿时代统计图

Ｆｉｇ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ａｇｅｓｏｆ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Ｃｈｉｎａ

矿体深部仍有延伸，预测远景金资源量有望超过

３００ｔ，将成为我国重要的金矿开发基地（据国土资
源部网站２００９－１０－１３）。

（３）山东寺庄金矿床　据国土资源报报道，山
东地质六队在焦家黄金成矿带深部发现的特大型金

矿—莱州寺庄金矿，位于莱州市寺庄镇境内，矿体隐

伏在海拔 －３２１～－９２６ｍ。平均金品位 ４４５×
１０－６，矿体平均厚度 ４８７ｍ ，探获金资源量
５１８３ｔ。

（４）山东省莱州市焦家金矿深部再现特大型金
矿　据中国国土资源报（２０１０－０１－０８）消息，山东
省莱州市焦家金矿床是我国著名的金矿床之一，其

深部（１０００ｍ）还有没有矿体，一直是地质界关注的
焦点。由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院开展的深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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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成果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ｃｒｉｓｉｓｍｉｎｅｓ
　　 １－新增资源量达到大型规模；２－新增资源量达到中型规模；３－新增资源量达到小型规模；

１－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ｏ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ｏｍｉｄｓｃａｌｅ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ｏ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

查项目２００９年３月６日，经国土资源部储量评审中
心评审，共探求金矿资源储量（１２２ｂ＋３３２＋３３３）矿
石量 ２９２０４５２４ｔ，金属量 １０５１７５ｔ，平均金品位
３６０×１０－６，矿床规模为超大型。

（５）青海省果洛龙洼金矿勘查取得重大进展　
据新华网青海频道２０１０报道 青海省果洛龙洼金矿
勘查取得重大进展，果洛龙洼六个矿带新增资源量

５０３３ｔ，阿斯哈新增金资源量 １８９３ｔ，按纳络获金
资源量６１ｔ。

（６）西秦岭地区金矿勘查获得重大突破　据报
道，甘肃省黄金勘探开发上的取得新成果，陇南、甘

南在内的西秦岭地区地形复杂，蕴藏着丰富的矿产

资源，近年来，武警黄金部队及甘肃省地矿局对这片

地区进行了认真细致勘查，连续勘探发现了一批大

金矿或探明新增了储量。其中，文县阳山矿区今年

又新增黄金资源量３０ｔ，累计提交黄金资源量达３２５
ｔ，是目前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资源量最多的金
矿，成矿条件和增储远景十分乐观。岷县寨上矿区

至今年２月份已探获３０余条黄金矿脉，累计提交黄
金资源量１０８６ｔ的超大型黄金矿床，是甘肃探获的
第二座超百 ｔ金矿，具有良好的地质成矿条件。西
和大桥金矿至目前已累计探明资源储量达 ６７ｔ，达
到大型矿床规模，属西秦岭地区新类型、难识别金矿

矿床的突破。玛曲格尔珂金矿近年实施危机矿山接

替资源勘查，也取得突破，累计探明资源储量达

９０５ｔ，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王淑霞，
２０１１）。合作市早子沟金矿找矿取得新突破，累计
探明资源储量由 ８０ｔ增加到 １４２ｔ（秦锦丽，２０１３）。
这些金矿的连续发现，对西秦岭地区金矿找矿工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７）吉林省集安　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 ６０６
队在对集安市金厂沟 －西岔金矿区域、亮红顶子 －
复兴屯 －杉松卧子区域、正岔 －南岔 －二道阳岔区
域、金家夹信子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和资源潜力进行

勘查分析，认为金厂沟一带矿产资源储量丰富，金远

景资源储量约为１１４０６ｔ，银１０１３７ｔ，铜１１万 ｔ，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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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万 ｔ、锌９９ｔ、钴１１４３７ｔ、钼２５２８ｔ（李玉才等，
２０１１）

（８）《东楚晚报》２０１２年 ８月 １８日报道，在湖
北大冶毛铺至阳新两剑桥地区，新发现一座金矿，这

座金矿取名叫“美人尖”，储量达１３６ｔ。
（９）云南省鹤庆县北衙金多金属矿　据报道，

云南地质找矿行动取得重大突破，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北衙金多金属矿田整装勘查区新增探明黄金

储量１５１２８ｔ（于德福等，２０１２；中国矿业报，２０１２）。
（１０）内蒙古新发现１处储量１４８５ｔ金矿　从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获悉，地质勘查人员近日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探明１处超大型金
矿，资源储量为１４８５ｔ，保有资源储量１３０４ｔ，探明
资源储量目前列自治区首位（杨文彦，２０１３）。

（１１）新疆新源发现特大型金矿　新疆地质工
作者日前在新源县境内发现１处特大型金矿———卡
特巴阿苏金矿，目前提交金资源量 ５３ｔ，平均品位达
３５１×１０－６。其中，卡特巴阿苏金矿的 ４号矿体的
资源量为２０ｔ，平均品位高达５７×１０－６。这也是新
疆地矿局第一区调大队自 １９８８年发现阿希特大型
金矿后的又一新发现，该矿是西天山地区最大的金

矿（张琰，２０１３）。
（１２）贞丰 －普安金矿整装勘查新增金资源量

８０ｔ　贞丰 －普安金矿整装勘查区位于著名的滇黔
桂“金三角区”，面积 ９８４ｋｍ２，金矿体主要呈层状、
似层状。自 ２０１１年以来，１０５地质队组织精干技术
力量，运用灰家堡背斜金矿勘查建立的成矿模式开

展金矿资源勘查，在整装勘查区内初步探明（３３３＋
３３４）２８７ｔ，新增 ３３３以上资源量 ８４５ｔ，累计探明
３３３以上金资源量２５１５ｔ（詹海燕，２０１３）。

（１３）青海五龙沟金矿有望成为超大型矿床
五龙沟金矿是青海省地矿局“八五”、“九五”期

间发现的金矿资源地区之一。该地区的整装勘查项

目是青海省 ２０１０年确定的首批“３５８”整装勘查项
目。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青海地矿局在五龙沟矿区顺利
完成了“３５８”第一阶段目标，当时新增金资源量为
４３８７ｔ，金资源总量达到７２９３ｔ。目前五龙沟整装
勘查项目已进入到第二阶段工作，所勘探出的金矿

资源量快速增长。据悉，第二阶段总的目标是实现

新增金资源量 １７ｔ，使全区金资源总量达到或超过
９０ｔ，向超大型金矿迈进。
２５　中国金矿地质工作程度

地质工作程度的分析表明，中国东部地质工作

程度相对较高，从全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程度图可

以看出，我国１∶１００万 ～１∶２０万区域地质工作程度
除沉积盆地外基本完成了全覆盖。１∶５万的区域地
质工作程度目前仅完成了 ２０％，主要集中于我国主
要成矿区带。东部地区工作程度高于西部地区，而

东北部及西部地区总体的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较

低，除部分重点成矿区带进行了局部的区域地质调

查，大部分地区仍为空白区，正在进行或将部署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

从全国航磁测量工作程度图表明，我国东部地

区航磁工作程度相对较高，大部分地区完成了 １∶５
万的航磁测量，而我国西部地区的航磁工作仅完成

了１∶１０万 ～１∶２５万的航磁测量，还有相当一部分地
区的航磁工作程度小于１∶５０万。

我国化探工作程度的分析表明，我国 １∶２５万化
探工作相对于基础地质调查和航磁调查程度高，但

我国东西部相比，我国西部１∶２５万化探空白区相对
较大，主要集中分布于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及西昆仑

等地区。

３　讨论与结论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东西部地区金矿的勘查

及开发工作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我国大部分已

探明资源储量和正在开发的黄金矿山均位于中国东

部地区，形成了我国多个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如胶

东地区、小秦岭地区、河北张家口地区，其中地表矿

产已经大量消耗，面临着资源危机。根据我国危机

矿山接替资源找矿成果表明，我国东部老矿山深部

具有较好的找矿潜力。例如胶东地区近年来深部金

矿勘查取得了进展，探获大型 －超大型金矿资源量
已超过６００ｔ，成为世界级金矿田（宋春明，２０１０），如
玲珑东风山金矿１７１号脉探获１１５ｔ金资源量（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２），山东滕家金矿获得
７１ｔ金资源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２），
山东莱州朱郭李家金矿区获得 １１５ｔ金资源量（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１）。小秦岭地区目
前主要的勘探深度多集中于 ４００ｍ以内，而从已有
资料来看，该区金矿脉的延深较大如杨砦峪金矿钻

孔控制垂深超过 １６００ｍ，大湖金矿的为 １０５０ｍ，说
明其深部还具有较大潜力（冯建之，２００９），且危机
矿山找矿过程中获得了 １１２ｔ的资源储量。中国金
矿近年来的勘查进展显示我国东部老矿山的深部及

外围具有较好的找矿潜力。同时根据我国金矿大部

分的勘探和开发深部较浅，多集中于５００ｍ左右，与
世界其它黄金生产大国相比，美国、加拿大的开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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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到 ２０００ｍ，印度黄金矿山开采深度达到 ３０００
ｍ，而南非金矿开采深度接近 ４０００ｍ，横向对比表
明，我国老的黄金矿床的深部可能蕴藏着较大的找

矿潜力。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胶东地区金矿岩金

钻探深部达到２０００ｍ，我国东海科研深钻的钻探深
度超过５０００ｍ，这足以说明我国金矿深部勘查找矿
突破了技术的障碍，并成为可能。从我国金矿预测

成果来看，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预测资源量相对东

部地区较少，但近年来中国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

金矿勘查取得了重大进展，部分金矿的规模由原来

的中小型一跃成为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如青海省曲麻

莱县大场金矿、云南鹤庆北衙金矿、青海省果洛龙洼

金矿、甘肃阳山金矿、西藏甲玛金多金属伴生金矿、

多不杂和波龙铜金矿、雄村铜金矿，伴生金资源量达

到超大型规模，说明我国西部金矿资源丰富。从我

国砂金矿的空间分布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砂金资源

丰富，主要分布于四川、青海、西藏、新疆等地，也指

示我国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金矿物源。前面对比了

我国东西部地区地质工作程度，相对东部地区，我国

西部地区的地质工作程度非常低，部分地区地质工

作程度仅为小比例尺，中大比例尺的地质工作未进

行开展或仅局部进行，这在一定程度在限制了我国

西部地区金矿地质勘查工作的进展。从以上分析说

明，我国西部地区蕴藏丰富的金矿资源，具有较好的

金矿勘查潜力。

通过以上对我国金矿资源现状、找矿勘查进展，

地质工作程度的综合分析表明，我国金矿具有较好

的找矿潜力，提出如下的工作建议：

（１）中国东部，工作程度较高地区，加强老矿山
深部及外围的金矿勘查。

（２）中国西部工作程度较低的地区，加强基础
地质工作的同时，加快找矿信息的检查（异常查

证），在有利的地段加大进行金矿勘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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