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斜隆起部位裂隙发育
,

矿化强烈
,

特别是

裂隙脉的分枝复合处
,

矿体厚度可增大 倍
,

锡

品位增高一倍 图

在翼部岩层由陡变缓处
,

裂隙较发育
,

矿体

也富熟 岩层倾角大于
。

时
,

裂隙一般不发育
,

矿体也不富集
。

研究表明
,

当矿脉含方解石
、

脆硫锑铅矿多

锡品位亦较高
,

如
’

脉平均含锡
“勺

,

,

锌
·

云

矿多时
,

锡品位较低
,

铅
,

锌 乡石
。

矿脉含铁闪锌矿
、

磁黄铁

如
’

脉锡品位 ,
,

白水砂金矿床地质特征及富集规律

王 永 明

白水金矿为一典型的近代河流冲积型砂矿
。

砂金赎存于第四系中
、

上更新统 一 级阶地

和全新统 河漫滩及 级阶地 之中
。

特别是物

质来源较为丰富
、

成矿条件较好的漫滩及 级阶

地之砂金矿体
,

分布面积大
,

含金较富
,

筱盖层

薄
,

埋深中等
,

砂金易选
,

水电交通方便
,

气候

及开采条件优越
。

该矿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可供

采金船生产的第一个砂金矿基地
。

区域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龙江下游流域与次一级支流青河

的交汇此 大地构造位置在康天岭东西向构 造带

与龙门山北东向构造带的相交部位
。

区域地形总

的呈西北高
、

东南低的趋势
。

矿区附近相对高差

米 地貌类型属浅中切割的中山
、

中低

山区
。

山区剥蚀作用强烈
,

山前凹槽和河谷地带剥

蚀与堆积作用并存 在蜿蜒曲折与开阔的河曲两

侧
,

往往发育有不太对称
、

规根只屯同的堆积地形
。

矿区附近出落有展旦系及古生代各时期海相

沉积地层 沿沟谷的低凹处尚有覆盖于各时代地

层之上
、

与其呈角度不整合接触的第四系松散堆

积层
。

与矿床有直接关系的是前震旦系 碧口

群及志留系茂县群地层
。

碧口群为一套厚 、

米
,

变质程度不深的砂质板岩
、

千枚岩
、

变

质砂岩
、

绿帘绿泥石片岩
、

石英片岩等
。

其中石

英片岩原岩为中酸性火山岩
,

绿泥石片岩原岩为

细碧角斑岩
。

茂县群为一套厚 米以上的浅变

质的灰绿色板岩
、

千枚岩
、

片岩
、

千枚状凝灰岩

等
。

上述地层中有先后做过调查
、

初勘和曾被开

采利用的山金
、

铜铅锌多金属矿及重晶石
、

黄铁

矿
、

石英
、

水晶等矿床
、

矿点或矿化点多处
。

本区经历了多次构造运动
,

摺皱断裂发育
,

地质构造复杂
。

矿区主要位于区域性乔燕大断裂

南侧
,

断裂带两侧岩块强烈破碎或发生揉皱
,

片

理化
、

糜棱岩化
、

硅化
、

碎裂岩化显著
。

矿区附

近的岩层走向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倾向一般
。 ,

倾角 一
。 ,

甚至直立
、

倒转
。

火成岩多分布于大断裂北侧
,

主要有印支期

鹰嘴山及阳坝黑云母花岗岩 生
,

牙包嘴及评头

山加里东期闪长岩 山
、

石英闪长岩 而 , 和

分散零星的花岗岩
、

花岗斑岩
、

辉绿岩
、

煌斑岩

等脉岩
。

矿床地质

地貌及第四纪地质特征 由于乔燕大断裂

破碎带及南侧软弱地层的风化剥蚀和被水流冲刷

堆积
,

矿区在长时期的地质过程中形成较为开阔

平坦的河流冲积谷地 纵观矿区全貌 四周群山

环抱
,

山势起伏不大 龙江
、

青河迁回曲折
,

陈

坝一带河谷开阔
,

地形平坦 南坝
、

左坝阶地台

面明显
,

高阶地残佩不全 漫滩及 级阶地 实

际上是一般洪水可部分淹没而特大洪水可大部淹

没的 “高漫滩 ,’较为发育 山腰 和坡 麓的 基 岩

上毅盖有厚度不大的残坡积物 边缘冲沟的出口

处分布有形态不同
、

大部分被近期人工改造而扇

形官加孤不明显的小型冲积
、

洪积扇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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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矿区地质平面圈

一 冲
、

洪积扇 一 河漫滩及 级阶地冲积扇 一 一 一 级阶地冲积层 一砂金矿体

一勘探线剖面 一乔燕大断裂 一县口 群 一茂县群 , 一地层 产状

矿区第四系松散堆积层呈角度不整合覆于各 这些矿体多呈分枝
、

复合
、

局部膨大略微弯曲的

时代地层之上
,

按时代及成因类型可划分为 ‘
长条状

,

分布于现代河床两侧
。

矿体长度 一

全新统残坡积层
、

冲积层
、

洪积层 上更新统 米
,

宽度 一 米
,

厚度 一 米
。

冲积
、

洪积层 中更新统冲积层 表
。

矿体上覆盖层亚砂土 包括部分亚粘上
、

粘

砂金矿床 主要赋存于 河漫滩及 级 土 厚度 。一 米
。

矿体内钻孔所见含金砂砾

阶地之砂砾石层内
。

矿区北起上坝
,

南至左坝
,

层最大厚度 米
,

最小 米 以上的砂

沿河长 公里一段
,

经 一 一 米网度 金富集于中下部或底部
,

距基岩表面 米左右的

勘探
,

共圈出工业矿体 个 可能原为一个
,

砂砾层中 图
、

图
。

钻孔内单样品位 ‘以实



衰

特特 征 简 述述

二 ’ , ’’ 一般厚。 来
,

由灰色
、

黄灰色角砾
、

岩块
、

砂和粘土组成
。

岩块多为绢云 母千枚岩
,,

残残坡积层层 梭角显著
,

大小不一
,

无分选或分选不好
,

一般不含金金

二 ”, ’’ 厚 一 米
,

主要分布于冲沟出口 处
,

由岩块
、

卯石
、

角砾
、

砂和枯土组成
。

部分 呈无无

冲冲 洪 积层层 分选杂乱堆积
。

在坡度平缓的扇面开阔地段分选较好
,

常呈含砾石的枯土
、

砂土或以砂砾为为

主主主的薄层
。

局部冲沟含金金

, ’

级阶地冲积层

岩
、

碳酸盐岩和脉石 英等
。

砂砾层局部 见胶结现象
,

胶结物以钙 质为主 偶 见胶结较坚硬的

砂砾团块
。

混合砂砾层含金。川 一 克 米
’ 为主要勘探层位

厚 一 米
,

相对高度 一 米
。

上部为亚粘土 局部为亚砂 土
、

砂土 、扭盖堪 厚 。 一 巧

米
。

下部为黄灰色砂砾层
,

厚 一 米
。

大部分地段均有胶结
,

局部为胶结紧密的透镜状和不规

状团块
。

砾石成分基本同上
,

抓径 一 厘米
。

砂砾层含金
。

底部们见 了 一 毫

米的金块

上更断统

, 竺

级阶地冲积层

口 ,

级阶垃冲积层

中里断倪

级阶地冲积层

厚 一 。米
,

相对高度 一 米
。

上部为黄灰色
、

灰黄色亚枯 上 局部为粘士 班盖层

厚 一 巧米
。

下部为黄灰色
、

灰黄色含泥砂层
,

厚 一 米
。

含砾石 一 ,

砂巧 几。

泥 一 。

砾径 魔米
,

砾石成分以石英岩为主 、状有石英砂岩
、

闪长岩
、

花岗岩
、

角砾岩

及变质岩类
。

部分花岗岩半风化
。

砂砾层局部被钙质胶结
。

含金。 克 米 ’或 巧 克 米
’以

上
。

为前人淘洗的主要层位

厚 一 。米
,

相对高度 一 米
。

上邹为灰黄色亚粘 上 局部为粘土 搜盖层 厚 一

巧米
。

下部为含泥砂砾层
,

尽 一 米
。

砾石成分同如 含泥 约 巧
。

砂砾层含金
。

品位不

详
。

前人曾开采过

厚约 米
,

相对高度 米
。

上部盖层被剥蚀
。

出璐长卫。 米 宽 米的砂砾层
。

含泥 一 。。 」 。

砂 砾层含金
。

前人曾开采过

、、、、、、、、、、、、、、、 、、确确

甲城城慕慕慕
一

沙沙争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
明明明必之长长

霖霖霖 二二
口口口

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贾茄茄茄
卜卜卜。

男男脸泊冲嗯嗯嗯嗯嗯嗯

尸尸飞乏乏乏乏

圈构 钻孔号
品位 ‘克

,
,

圈撤
“

·

价 、

涅梦‘ 含金砂周塑少
分

翩
亚砂

、 而。、比 。 、 ,
、
含 , ‘嘛 ,

巨引 含金砂璐层 里二 」
’‘

茂县群
, ’

千枚岩

图 勘探线剖面图

采体积计算
,

下同
,

最高 克
产

米
,

其次有

克 米
,

最低为 。
。

矿区钻孔平均品位

剔除扭盖层的棍合砂砾层 最高 克米 , ,

最低为 。
。

勘探线剖面上的单孔品位及勘探线纵

向平均品位的变化常呈高低影冻现象 图
,

高

品位连续出现地段仅为局敬 从平面和剖面上连



品 立‘克
’

术 , 》 。
,

, ,一、 卫丝塑些巡迎理望掣掣您。

续几个钻孔在相应的水平标高见矿和钻孔之间的

品位差别较大等现象分析
,

砂金的分布富集特征

在剖面上是 “ 上贫下富
” ,

在平面上 “
似均匀

,

而

又不均匀
” 。

含金砂砾层底部基岩
,

除上坝为绿泥石片岩

外
,

大部分地段为绢云母千枚岩
。

墓岩表面参差

不齐
,

常被水流冲刷呈长条状
、

梢脊相间的起伏

波状
。

个别平距仅 米的槽脊高差可达 只米
。

而

绢云母千枚岩表层一般都有 一 厘米白色似粘

土软泥的风化层
。

砂金物理化学特征及重砂矿物 区内砂

金多呈金黄色
、

黄色
,

少数橙黄色
、

褐黄色及黄褐

色 个别金片的边缘偶见黄灰色
、

灰色
。

色调一

般较均匀
,

光泽较强
。

金的成色 一 。,

含

银
。

·卜,‘,月组

仁
一

,‘丹八,﹄

子﹄‘,

一 玉
孑 联 长

图 钻孔金品位变化曲线图

实线为 孔 虎线为 选 孔

。

。

‘

‘

《
‘

口
。

一

了

品位
竟

产
来 ,

钻孔号
色 ‘ 飞

图 号勘探线钻孔品位变化曲线图

金的形态多为半浑圆形
、

椭 球 形
、

似 三 角

形
、

似长方形的片状
、

板状和三轴近于相等的

粒状
、

球状 偶见树枝状和锯齿形长条状
、

针

状等
。

金的表面粗糙
,

凹凸不平
,

部分具有许多小

沟
、

洼坑及麻点
,

洼坑内有石英
、

错石
、

方解石

及氧化铁等充填
。

金片边缘部分可见卷曲和残缺

的裂口 少数金片表面可见白色细粒集合体组成

的碳酸盐薄膜
,

以及浅褐色
、

褐色的氧化铁薄壳

及锈斑
。

此类金片约占
,

在重砂鉴定及金粒

称重前均需酸处理
。

另外
,

个别金黄色的金粒包

于方铅矿之中
。

区内砂金粒度
,

钻孔取样所 见最大金片为

毫米及 火 毫米
,

最

小粒径 毫米以下
。

经方格筛孔分析
,

粒径大

于或等于 毫米的金 粒占重量的
,

小于

或等于 毫米的粉金仅占
〔瓦。。

粒度分析结

果如表

孝级
’

「一 一厂一含 矛一、 ’ 一 ‘
·

‘
·

一 ”
·

” 。
·

”一。
·

、

衰

厂一

—
平均百分率

爪 计

,

。 卜器



砂金在平面上的粒度变化
,

因受多源供给和

成矿条件
、

地形
、

微地貌的影响
,

尚无明显的分

布规焦在垂向上则显示上部略细
、

下部略粗的趋

势
。

据部分钻孔粒度分析
,

砂砾层上部 。 、 米左

右奋 毫米的金粒占本段金重量的
“ 、、

砂

砾层中下部和底部
,

基岩表面向上至 米范围
,

来米的金粒占本段重量的
。

然而
,

影响

本区金品位高低的主要因素
,

却是较大的金粒数

的多少
。

区内重砂矿物除自然金外
,

尚有磁铁矿
、

钦

铁矿
、

赤铁矿
、

石榴石
、

独居石
、

错石
、

金红石

等
,

因含量极少
,

目前尚无综合利用价值
。

砂金形成条件及富集规律

物质来派 龙江流域采金历史悠久
,

是

川北
、

泪南的重点产金区域之一
。

除龙江及其主

要支流让水河
、

白水江
、

青河等第四系冲移泥中

含砂金以外
,

许多与地层走向近于垂直而发源于

碧口群地层中的沟谷
,

皆有淘金标记
。

直至今日
,

每当洛雨洪水过后
,

沿河沟两侧淘洗漫滩的
“

表

面金 ”

者
,

遍地皆是
。

近两年来
,

矿区附近的小冲沟和 级
、

级

阶地底部
,

曾淘有 毫米
、

毫

米椭球形金粒
,

及 一 毫米和重量

约 克以上的金块
。

被切割
、

剥蚀的高级阶地
,

为近代河漫滩和 级阶地提供了金添
分布于碧口群和茂县群中的山金矿

,

如马房

窝石英脉中与黄铁矿共生的金片郁 毫米 九家

吸石英脉含金可达 克 米 以上 渭沟脑含铜

黄铁矿石英脉含金 克 米
·

,

大水沟铜矿含金
, 一 彭吨

。

上述矿 床 点的围岩
,

如含黄铁 矿 绢 云
·

母化强 烈的变质火山凝灰岩含金 克 吨
、

克 吨 大水沟铜 矿 的 围岩含金 一

克吨
。

而白水砂金矿床周围的绢云母千枚岩

和绿泥石片岩含量 一 克 吨
,

亦大大超过

了岩石中的克拉克值含量
。

金粒中的棒状
、

针状
、

枝状及次棱状等
,

反

映了被擞运的距离以近为主的特征 金粒表面的

氧化铁锈斑和薄壳
,

以及包裹于方铅矿中的金粒
,

均说明砂金的形成与多金属硫化物关系密切
。

为此
,

分析和推断该矿床的砂金物质来源
,

其一是就近或上游高阶地剥蚀搬 习的产物 其 乙

为产于碧口群
、

茂县群中星罗棋布的山金
、

多金

属硫化物矿床 点 剥蚀搬运所提供 第三
,

海

底喷发的中酸
、

中墓性火山岩
,

经加里东
、

印支

运动等一系列地质构造运动及长时期的变质过程

所形成的碧口群
、

茂县群地层 ‘以前者为主要
,

为本区提供物质来源的矿源层
,

金在各种地质囚

素的作用下
,

不断迁移
、

集中
、

富集和被剥蚀搬

运
,

补给了河流的冲积物
。

地貌及水动力条件与砂金的分布富集

龙江上游谷深水急 中游河谷坡降较大
,

泥石流

发育 由北向南穿过碧口群地层的江水
,

将下游

乔燕断裂附近破碎和软弱地段冲刷成较宽阔的谷

地
,

流水在上坝出口处减缓
,

携带的砂砾不断地

积于下坝
、

陈坝等地 加上青河的汇入
,

龙江在

矿区 公里长的一段多次转折
,

在河谷宽狭变化

的
“
开门

”
和

“

关门
” 以及河曲凸岸随砂砾的停

积而有砂金的相对富熟
值得提出的是

,

青河由西往东拭进矿区 与龙

江在白街后相汇
。

两水流汇集相互冲合时所产生

的环流及反作用力
,

不断地将悬浮物抛积于主流

线相交的后侧
,

较多的金粒也随泥砂聚集
。

在水

流多次改道的汇集处和汇集点经常移动的过程

中
,

逐渐在白街后形成了分布面积较大
、

含金品

位较高
、

富集层位较稳定的地段
。

矿区内倾角较陡的千枚岩走向与河道近于垂

直
,

被冲刷成的部分坳槽和参差不齐的河床底部

的基岩表面
,

成为河流冲积物通过的天然
“

溜槽
” 。

比重不一
、

粒度有别的砂砾和重矿物
,

在前进和

振荡的水体中得到分选
,

砂金和重矿物在砂砾层

的中下部和底部聚兔
综上所述

,

对砂金富集成矿起决定作用的是

冲积物中源源不断的金矿物的补给
。

基底岩层走

向与流向有较大交角的河流沟谷
,

河流的弯曲凸

岸和 “ 开门
” 、 “

关门
”

地段
,

以及有金矿物质来

源的两水流汇合处的后侧
,

有一定规模的砂砾石

分布地段 就有望找到砂金相对富集的工业矿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