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某洪坡积型砂金矿的富集特征

内蒙冶金地质第五 队 吴禄样

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

由于缺乏常年流

水
,

不易形成人们熟知的大型冲积物及砂金

矿 , 而大量洪积
、

坡积
、

洪坡积物的形成则

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特点
。

这样的堆积区

能否形成有工业价值的大中型砂金矿
,

是我

国北方值得探讨并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 经

我队几年来的工作
,

答案是肯定的
。

现将内

蒙某地 由坡积与洪积联合作用所造成的洪坡

积型砂金矿的富集特征介绍如下
。

一 地 质概 貌

某洪坡积型砂金矿位于内蒙台背斜中段

的南缘
,

即中焦代 断陷盆地的北缘
。

区内以东西向构造为主
,

伴随发育北东

向断裂
。

台背斜的基底岩层褶皱强烈
,

主要

由太古界桑干群及二道洼群的深变质混合岩

化片麻岩
、

榴云斜长片麻岩
、

云斜片岩及蛇

纹石化
、

硅化大理岩组成
。

古 生 代 地 层缺

失
。

中生代以陆相碎屑岩为主
,

堆积于褶皱

基底的边缘凹陷及断陷盆地
,

新生代晚 第三

世主要为山间泥质巨砾石堆积及浅湖盆地的

红色泥岩建造
。

现 已初步查明
,

下 白奎统及

上第三统地层普遍含金
,

是本区砂金的主要

物质来沉
。

区内各期岩浆活动频繁
。

中生代

及其以前
,

以酸性侵入岩为主
,

中基性岩次

之
。

前者多呈岩基出露
,

后者多呈岩脉产出
,

主要侵人于太古代地层
。

本区自昌梁运动之后
,

全部褶皱回返上

升
,

使太古代地层长期遭受剥蚀
。

燕山运动

大大改造了区 内的地表形态
,

产生了面积约

平方公里的 断陷盆地
,

接受了巨厚

的侏罗纪一早白至世陆相堆积
。

燕山三幕运

动的早期
,

全区再次上升
,

遭受剥蚀
。

喜山

运动主要表现为间歇性的升降运动
,

裂隙型

的基性岩浆喷发广布全区
。

第四纪以来全区

仍处于上升剥蚀阶段
,

面状侵蚀与沟谷下切

作用是塑造当今地貌的主要营力
。

矿区属中山地形
,

地势北高南低
,

最大

标高为 。。米
,

最低 。。米
。

按地貌形态可

分为 缓坡中山
,

陡坡中山 , 缓坡低中山
,

陡坡低中山 , 构造堆积活动冲沟及剥蚀台地

四个亚单元 图
。

二 矿床地质特征

某洪坡积砂金矿赋存于更新统洪坡积物

的底部
,

即现代冲沟之下
,

属掩埋砂矿
。

更

新统洪坡积物的底板为下白噩统兰道营群杂

色砂岩
、

砂砾岩
。

洪坡积物可分为上下两大

层 上部为黄土状粉砂夹含金透镜状砂砾石

层及砂砾石条带 , 下部为 含 金 泥 质砂砾石

层
,

局部夹砂砾石粘土层
,

砂金矿体即产于

本层
,

故 称 含 矿 层
。

矿区 由十七个矿体组

成
。

矿体最大宽度为 。米 线
,

一般

一 米 最大长度 米
,

一般 米

左右
。

矿体为长条状
、

透镜状
,

分支
、

尖灭现

象常见 图
、

及图
一

村
。 、

号矿体本为一体
,

由于新构造运动
,

沿走

向被正断层错开
,

将更新统地层及其底岩错



成阶梯形状 图
。

矿体产状近似水平
,

横向倾角为 。
。 ,

一般为
“

左右 , 在坡脚

后缘
,

倾角变化在 一
。 ,

一般 。
“

左右
,

总是与底岩面的坡度一致
。

沿走向 纵向
,

矿体倾角变化在 一
。

之间
,

一般
。

左右
。

矿体埋深较大
,

一般 一 米
,

最大 米
。

现将矿层及矿体特征分述如下
。

矿层
、

矿体物质成分特征 含矿
一

层 由

泥
、

砂
、

砾石组成
,

黄 褐 色
、

灰 褐 色
、

灰

色
,

结构松散
。

最大厚度 米
,

最 小

米
,

一般 米
。

砂砾石无分选性
,

滚元

度差
,

具中等滚元者为底板砂砾岩的原来滚

元度
。

据 个样品的含泥 量 侧定 最高达

遵 多
,

最低 拓
,

平均 书 , 砾
、

砂
、

泥

之比为
。

砾石主要成分为片麻

岩
、

花岗岩
、

石英
、

玄 武 岩 及 中基性脉岩

等 砾径相差悬殊
,

最大可达 米
,

一般

厘米
。

砂的主要成分为长石
、

石英
、

云

母及少量角闪石
、

褐铁矿等
。

矿体的物质成分与含矿层相似
,

矿体界

线只能根据样品的重砂分析结果圈定
。

矿体

底板一部分为含矿层本身
,

一部分为下 白噩

统砂岩
、

砂砾岩
。

矿体最大厚度为 米
,

最小 米
,

一般为 米 图
、 、 。

根据选矿试验结果
,

矿石 矿体 的物质成

分及粒度特征列于奔
、 。

茹茹拼拼
缓坡中山

,

其问发育碟形洼地
,

山太古界葵干群混 合岩化片麻岩云石片麻岩蛇纹石化夕化大理岩组成
、

南剖岗梁为中新统厚层质巨砾石

困回黝
陡坡中山

、

山太占界桑 干 附昆合孑宁化 麻岩
、

云斜片麻宕
、

大理岩组成

陡坡低
‘
山

,

山下自平统砂 砾岩
、

新统泥
」

五卜砾石 及更新统炙上
‘

伏岩石组成

矿体编号

缓坡低中山
、

由下白整统砂砾岩组成

构造堆 伏 东扣中沟

现代洪坡积砂金矿

巨门
。蚀“。‘,地

现书切局坡积砂金矿

三困。、翻砂金牙

口
地貌单元。

图 内蒙某 区砂金展布及地貌分这示意图

回回回困姗

一 一



石位
片 入 ,

图 呆砂金汀
、 。线别 山图

日 ,

图 某砂金矿 线剖面呀

了



匡因耐针
皿田黄 七状粉砂

巨困 光质砂砾石
一‘

彭币、于

睡睡公了了

【至圈砂金矿

翻含砾砂

夔翌 下白吧统砂陈岩

鹦拭一

易井兰一里斋赓

耳

矿 石 物 质 成 分 及 粒 度 分 析 结 果 表

砾 石
、

粗 砂 细 砂 泥

粒级 毫米

—
一

—
一卜一

—
一一二厂一了

—
一 一 —一 产 ,

一 —一一 ⋯一 塑一少 竺一卜竺兰二丝上
,

些竺立 些竺竺卿二生燮一
一 些 一 一 些卜卫一 ⋯

一

兰竺 一生
,

七少竺
一 一 一 二些‘ 一竺一

目

二二一

物质成分及 」片麻岩
、

石 ⋯片麻岩
、

玄 长石
、

石英
、

⋯揭铁矿
、

叫 磁铁矿
、

叫 磁铁矿 、

叫
形态特征 英岩

、

玄 武 ⋯武岩
、

长石
、

云 母 , 次为 ⋯铁矿
、

长石
、

铁矿
、
石英

、

⋯铁矿
、

角 闪 ,
⋯岩

、

花 岗岩 , 石英
、

绿泥 角闪石
、

褐 ⋯石英
、

角叫 长石
、

角闪 石
、

石英
、

·

磨 元 度 不 石
、

角闪石
、

铁矿
、

片麻 石滋英石
、

石沛英石
、

⋯错英石
、

独

好
,

个别 为 岩屑 , 磨元 岩及玄武岩 独居石
、

石 独居石
、

褐 居石
、

褐铁

中等
。

度不好
。

屑 , 含金
·

榴石
、

褐铁 铁矿
、云母

、

矿不榴石
、

】 矿
、

云母
。

石榴石 , 含 绿帘石
、

云

⋯
’

⋯
“

‘

】
”’ “ 金

‘

曰叫一表一释一量量量原矿重砂矿物组成及含量 克 吨

竺互塑竖
通托匕一匕品月‘冉左︸

﹄石厅了

粒粒级 毫米 磁铁矿矿 褐铁矿矿 钦铁矿矿 石英长石石

。 。

。 。

。 。

竺竺 ⋯塑翌
。 。

。

翅挥谊

综合野外编录及表 的结果可以得出

矿体及含矿层为富含泥质的砂砾石层
,

云 母

矿物大量出现
,

砾石磨元度差
,

无分选性
,

砾

径相差悬殊
,

矿体无固定底板
。

这些都是河

床及阶地砂矿所不具备而为洪坡积砂矿所特

有的
。

金粒形态特征 砂金具有很强的延展

性
,

其形态变化与搬运距离直接有关
。

某砂

金矿金粒镜下鉴定主要为金黄色
,

次为暗金

黄色和浅金黄色
,

以 块 状
、

片 状
、

扁片状

最常见
。

磨 元 度 差
。

大于 毫米的金粒占
,

大于 克的金常见
,

最大可达 克
。

块状和扁片状金粒中
,

常可见到石英连生体

及金粒表面的蜂窝状构造
,

说明本区砂金的

搬运距离很短
。

各粒级金的含量及特征见表
。

经 个样品的成色分析
,

金拉中金的最

高成色为
,

平均
。



自然金粒级分析结果及形态特征 表

一

百粒级 毫米 卜百分 比

。

。 。

。 。

。 。

。

一

。

。

。

。

。

‘

电⋯里

一

一

」

。

。

。

。

。

匀
。

。

电

金 粒 形 态 特 征

块状
、

扁片状 占多数
,

片状少数
,

大部分有连生体
,

表面蜂窝状
。

片状
、

扁片状 占多数
,

不规则的占少数
。

片状 占多数
,

粒状 占少数
,

柱状极少
。

片状与浑 元状
、

长柱状各占一半
。

浑 元状与 片状
、

长柱状各 占一 半
。

浑元状与片状
、

长 柱状各 占一 半
。

粒状
、

片状
。

粒状
、

片状
。

韵眼料一一
﹄ ·

么

矿层及矿体厚度
、

品位变化特征

, 坡脚前缘
、

坡脚后缘凹地及支沟

与主沟汇合处
,

含矿层厚度最大
,

而坡脚中

部及底岩面坡度较大处厚度变小
。

与矿体相

比
,

含矿层厚度较稳定
。

矿体在纵横方向上均呈波浪式跳

动
,

但中部厚度有增大的趋身
。

除在支沟 与

主沟汇合处矿体和含矿层有明显的同消长关

系外 图
,

线
,

其余郎位无明显相关

关系
‘

图
,

线和图
,

线
。

矿体中金的品位变化大
,

最高

克 米
日 ,

一般 克 米
“ ,

品 位 变 化 系数

器
。

纵横方向上品位的变化幅度远比矿体厚

度的变化大
,

其变化 曲线常为脉冲形式 图
、 。

坡脚前缘品位通常最低
,

约

克 米
,

而富矿带多见于坡豆脚 后 缘 及中部

图
。

矿体厚度与品位的变化除个别地

段显示同消长关系外
,

绝大部分地段没有相

关关系 图
、 。

。 , 品位
纂 丫‘

粼

汤月‘ 一 一 一 了
二 工程号 下同

—一飞 。线

歹丫
二

人
、

‘ , , 夕

分

皿界沐
,

目

护扮 线

,

女
、

三 砂金富集特征及富集机制

形成砂 金必有物质来沉
。

,

金的比 卫
、

拉

度
、

形态是形成砂金矿床的内因
。

在砂金物

质来沉确定了的情况下
,

地貌形态是富集砂

金的外部先决条件
,

洪水是搬运和富集砂 全

的必要前题
,

无水不成砂金
。

砂金富集与物质来沉的关系 矿区除

神了丫⋯色 叨 丘
图 某金矿 号矿厚度

、

品位变化曲线图

一 日 一



太古代大理岩之外
,

全

部为含金地层
。

尤其是

更新统 的 泥 质 巨砾石

层
,

个别样品含金达

克 米气 这 些 含 金 地

层
,

通过坡地的片蚀
、

浅沟
、

切沟 浅冲沟

作用和融冻泥流与重力

作用
,

把含金物质带到

坡脚下部的总冲沟中
,

厚度
凡

品位
〕

品位

尽度

〔人团 曰匕一 刁以一‘ 一 一人 ‘ ‘ 一 一

诊

雄 线号

某金矿 姐号矿纵向品位厚度变化曲线

形成暂时的坡积裙或冲积锥
。

尔后来又被汇

集坡地线流而形成的洪水再次冲剧搬运
,

将

坡积物全部或部分转变为洪坡积物
。

由于物

质来沉靠坡地供给
,

因 此 在 坡 积裙的后缘

与坡地剥蚀部位连接处
,

前 面 所 称 的坡

脚
,

矿体产状 与坡面平行
,

并且显示出坡

地成层堆积的特征 图
、 。

由于降雨

量 暴雨强度 变化
,

造成含金物质的间歇

性差异供给
,

使矿体中的高品位带呈不连续

的长条状主要沿坡脚后缘分布 图
。

麦狂贡乙
沉,

位

图 某金矿 号才体品位等沮线小息图

奇‘

图 图例司习

砂金富集与地貌形态的关系

如图 所示
,

某沙金矿产于坡脚

的现代冲沟之 下
。

南侧横垣由下白

坐统砂岩
、

砂砾岩组成的缓坡低中

山 北侧除缓坡低中山外
,

主要为

大面积的更新统泥质巨砾石层
、

下

白至统砂砾岩
、

太古界变质岩组成的陡坡低

中山
、

陡坡中山及缓坡中山
。

由于南部缓坡

低中山的阻挡
,

北坡大面积的含金冲刷物沿
·

斜坡及斜坡上的切沟
、

小冲 沟 冲 出 坡地之

后
,

不致被分散而汇合成为一体
,

形成一条

天然的总溜槽一总冲沟
。

而斜坡上的小冲沟

则成了总溜槽的分溜槽
。

这种地貌可称之为

天然溜槽型地貌
。

溜槽是砂金选矿的一种工

具
,

它的回收率取决溜槽的坡度和给水量变

化
。

据统计
,

区内现代洪坡积砂金矿的纵向

走向 坡度为 一
“ ,

最大不超过
“

某

洪坡积砂金矿的纵向坡度为 一
“ ,

均与矿

区采金的人工溜槽坡度
“

相当
。

总

的地貌形态 —溜槽地貌给洪坡积砂金矿的

富集创造了极为着利的条件
,

而微地貌的变

化则是控制矿体形态及 品 位 高 低的一个因

素
,

其规律如下

坡脚后缘底岩凹地地貌有利砂金

的富渠
。

这种微地貌相当于溜槽内的格挡
,

因此在四地中
,

砂金品位一般都较高
。

几条支沟 小冲沟 与总沟汇合

的内弯处有利砂金的富集
。

如顶号矿体 线



图
、 ,

它是 “九龙汇金盆 ” 的出口

处
,

坡地上的九个分溜槽经过初选之后
,

全

部汇合于 线出口 ,

因此在 线形成厚度大

米
、

品位高 井 平均品位为

克 米
,

最高 克 米 ” 的富矿槽
。

砂金富集与洪流动态的关系 本区属

典型大陆性气 侯
、,

昼 夜 温 差 大 日 温 差

℃ ,

年降雨量为 毫升
,

夏季多暴

雨
,

冬季冰期长
。

地表强烈物理风化的产物

主要靠春季的冰雪融水和夏季暴雨形成的洪

水搬运
。

洪流大小 的 变 化 与溜槽选矿的给

水量的变化相当
。

当溜稽坡度不变时
,

给水

量的变化直接影响精矿的产率和品位
。

由于

洪流动态的变北
,

某洪坡积砂金矿有如下的

富集特征

矿体无固定的底板
。

洪水与常年

流水不同
,

它的搬运和冲刷作用是娜暂的一

次一次地进行的
。

因此被搬运的金粒虽然有

很大的比重
,

因失去水的动荡
,

不可能有长

时间的自重下沉作用
。

洪水停止
,

搬运和冲

刷作用即止
。

当底岩面被头一次无金洪积物

占据时
,

下一次的含金洪积物只能覆盖在其

上
,

反之亦然 图
。

因此
,

造成矿体无

团定的底板
。

矿体形态多变
。

矿体形态除受冲

沟形态控制之外
,

洪流量的变化同样起着控

制矿体形态的重要作用
。

山于含金物质是随

着洪水期而作间歇性供给
,

而且每次洪水量

都不可能相同
,

因此
,

造成矿体在纵向上出

现分支
,

尖灭或沿冲沟走向分布的透镜状矿

休矿群及透镜状无矿天窗
。

而在垂直方向上

则 出现多层的或迭瓦式的矿体 图
、 。

宫矿带局部出现
。

在洪水后期
,

因水

量减小
,

上抚供给物停止
,

转入对本次沉积

物的表层冲刷 或洗刷 作用
。

当被冲刷的

是含金沉积物时
,

因泥砂小砾石被冲走而使

含金沉积物 含金层 的 砾 石 含 量相对增

加
,

且金粒的下沉作用也加大
,

因此
,

金校

即可富集 右下
。

由于每次洪水后期的

冲刷道路不可能一致
,

所以
,

由此而产生的

富矿带也不可能形成连续的一层
,

而只在个

别工程
、

个别地段见到
。

因冲刷时间短
,

这

种冲层的厚度一般为 厘米左右
。

当迭加冲

刷时
,

厚度可加大到 米
。

吉林 型全液压钻机初步定型

为适应椎广人待金刚石钻探技术的需要
,

加速地质勘

探和冶金工业的 发展 , 吉林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于 年

开展了吉料 了刑 全液压钻机的研制工作
。

年 月制 出

样机
,

在 队投入生产试验
。

试验中分别使用了钢粒 硬质

合全及金刚石钻进工艺
,

穿透 了砾石层
、

漏失层
、

涌 水层

等复杂 她 层 , 还进行 了多种特种工艺试验
,

如灌沈水泥堵

漏
、

强力提拔及机械打吊锤等试验
,

取得 了 良好的效果
。

该钻机在使用直径 毫米钻头
、

直径如毫米 钢钻杆

的条件下
,

原设计 为 米
,

实际井深 已 达到 米
,

最大

钻孔能力可达 米能实现高转速和无级调 速 , 有宽广的

调 速范围 一 。。转 分
,

能适应人造金刚石钻进工艺 的

需要
。

吉林 型全液压钻机采用长油缸无塔提升
,

取消笨

重的钻塔设备
,

提升能力达“ 吨 而升降速度 比利用钢丝

绳绞车的传统方式快
。

成功地配备了拧管器
、

液压制动器

以及 防止跑管装置
,

不仅大大提高了升 降
、

拧却 管机械化

程度
,

而且使这些工序操作筒单可靠
。

吉林省科 技局
、

吉林省冶全局 召开 了 “ 吉林 型全液

压钻机 ” 鉴定会
,

会议 认为 吉林 工型钻机研制工 作是成

功的
,

基本上达到设计要求
,

熊适应人造金 刚石钻进工艺要

求
,

提高了机械化水平
, 操作安全

、

方便
,

减轻了体力劳

动
,

可实现二人操作 , 其结构 设计
、

工艺性能 具有先进水

平 , 其 中某些性能 拧管器
、

液压 制动器
、

防止 跑管装

置 超过了国外 同类型钻机水平
,

可 以初步定型
。

会议建

议
,

对现存的一些缺点尽快修改
,

进行小批量生产
, 以便

推 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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