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丛贫汤与淑
年 月

,

,

江西省的伴生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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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金矿是指主产元素的

矿体 中金含量达不到工业要

求
,

而只能随主要组份回收
、

利用的含金矿床
。

此类金矿分布非常广泛
,

能伴同许多矿产产出
,

在世界

黄金生 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

年伴生金 占世界

黄金产量的
,

有的国家如美国
、

菲律宾等竞

占其黄金总产量的一半左右
。

我国伴生金约占金

矿总储量的 了》在黄金生产中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
,

故应引起广泛的重视
江西的伴生金矿在全国首屈一指

,

占全国伴

生金储量的
,

占全省金储量的 以上
。

以

铜厂大型伴生金矿为例
,

仅伴生金一项回收的资

金就可供全矿的工资支出
。

如果达到设计能力
,

则每年可以为囚家提供一个中型金矿的产量
。

伴

生金矿中的金与主元素在空间上关系密切
,

在勘

探
、

采掘
,

甚至选冶上均具有较大的共同性
,

因

此不需要投入很多独立工作量就 可取得巨大收

益
,

经济效 果甚好
。

我国伴生金成矿地质条件良好
,

已往工作程

度低
,

重视不够
,

潜在远景很大
。

因此
,

总结伴

生金矿的成生规律
,

加强伴生金的研究
、

开发工

作也是当务之急
。

为此
,

本文对江西伴生金矿作

一初步总结
,

以供参考
。

伴生金矿的类型及其特征

我省已 有伴生金矿 处
,

矿 化 点 处
。

从主成矿元素看
,

金主要斌 存于铜铂矿
、

铅锌银

矿
、

铁铜矿
、

铁矿
、

黄铁矿
、

锑矿和钨矿等矿床

之 中
。

矿床 多为大一中型
,

个别为特大型 表
。

矿 床类型

钢铝矿床

钥硫矿床

锌铅银矿岁

润钨矿床

俐砷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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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矿 物 组 合

班 ,

, 一

一
忆表性矿床

黄铁矿
、

黄钢矿
、

辉铂矿
、

确铜矿

黄铁矿
、

黄钥矿
、

进铁矿
、

闪锌矿
、

辉铜矿

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银矿
、

自然银
、

黄铁矿

黄铁矿
、

黄钥矿
、

自钨矿
、

方铅矿 闪锌矿

黄钥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毒砂
、

黄铁犷
黄钢矿

、

黄铁矿
、

磁铁矿
、

方铅矿
,

铁闪 锌矿

黄铁矿
、

胜 黄铁矿
,

毒砂

钨锰 铁矿 辉铸矿
、

黄铁矿 盛 黄铁矿
、

奋砂

黑钨矿
、

黄铁矿
、

滋 黄铁矿

辉锑矿
、

黄铁矿

钢
‘

武山 城门山

冷 水 亢
、

银山

水平

铁砂街

村前

铁山

盘古山

下桐岭

金山

我省的伴生金矿
,

从 主要成矿元素的成因来 石 可分 为两大类
,

六个建造型 个亚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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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用金属组合 康
由表 可知

,

我省伴生金矿类型甚多
,

但最

主要的是岩控类与火山一次火山中酸性岩浆建造

有关的斑岩型含金铜相矿
、

夕卡岩型含金铜确军

荃性一翅荃性

岩篆建造型

主要为 , 旦纪

绿岩
、

细必角斑岩型

农

一
,

灿 组合

、 一 组合

。 岩 , 一
,

组合

一
, ,

组合

火山一 次火山中 性

岩浆建 型

主要为燕山期

破角砾岩型 人 一
, , 人‘组合

火 山 岩 型 一
,

组合

一
,

组合
“一 组合

一
,

组合

夕声、口吸、

型岩卡夕

合合魂助矿合,能鹭卜卜︸
人

晾充城交代型

文代一 , 熔花阅岩

建造型

加里东一燕山期

裂晾充城石英脉 型

一 组合

变质复理石建造型

中元古代一 , 旦纪
玻碎带蚀变岩型

一 组合

一 组合

江西省伴生金矿的成因类型

女质铁硅建造型

, 旦纪
同生 改型 一 组合

控类层控少、

近
、

现代迁
、

残积

建造型

第四纪

燕土型 一
,

组合

铁相型 一 组合

和火山岩型含金铅锌银矿等
。

与火山一次火山中酸性岩浆建造有关的斑岩

型含金矿床包括含金铜一相矿床和含金银铅锌矿

床
。

矿床多见于深 伏 断裂的旁侧
,

围岩多为

上元古界
、

上古生界火山一沉积碎屑岩及钙质岩
石

,

中生代陆相火山岩等
。

矿化与燕山期浅一超

浅成中酸性斑岩体密切相关
,

常集中于接触带或

近接触带的岩体内
,

也有的在围岩中顺层产出
,

或在怪入体内呈残留体或沿裂隙呈脉状产出
,

但

以接触带或岩体内矿化 为主
。

铜相矿床中含金量

为 一 克吨 最高 粼吨
,

一般 克 吨

金与铜呈正相关关系
,

相关系数为 左右
。

主

要金矿物有自然金
、

银金矿及蹄金矿
,

且多为裂

晾金和包体金
。

单体呈粒状
、

不规则状
,

顺粒细

小
,

一般为 产
。

金矿物主要嵌布于金属硫化物

粒间或石英
、

绢云母粒间
,

少数呈乳滴状产于黄

一厂矿床中主二 矿 及 宽 晚

矿矿 物物 最 高高 最 低低 平 均均

货货铁矿矿
。 。

黄黄们矿矿
。 。 。

仲仲 们矿矿
。 。

石石 英英英英
。

铜矿
、

黄铁矿等矿物中
,

主要载金矿物为黄铁矿
、

黄铜矿
、

砷麟铜矿等
,

其含金量如表
。

对于同

一种矿物而言
,

内接触带矿物在】含金量高于外接

触带矿锁怕勺含金量
。

因金矿物多与有用硫化物有



关
,

回收率大于
,

因而经济效果甚佳
。

与浅成 中酸性侵入体有关的夕卡岩型伴生金

矿在我省所见甚多
,

主要有含金铜硫矿床
、

含金

铜硫钨矿床等
。

含金量较高
,

多为 一 克吨

规模多为中一大型
。

这类矿床也多见于深 大 断

裂的旁侧
,

与浅成
、

甚至超浅成中酸性侵入体有

密切的成生关系
,

围岩大都为上古生界钙质岩石

及含钙碎屑岩类
。

矿体常产于夕卡岩内或其近侧
。

含金铜硫矿床中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白铁矿
、

黄铜矿
、

辉铜矿
、

黝铜矿
、

砷黝铜矿
、

方铅矿
、

闪

锌矿等
,

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
、

石榴石等
。

金

在矿床中含量不均匀
。

不同类型矿石中的含金量

见表
,

局部含铜黄铁矿中含金量可达 彭吨
。

单矿物分析结果表明
,

矿石中黄铜矿
、

黄铁矿含

金甚高
,

是主要载金矿物
,

选矿
、

回收性能也较

好
,

经济 意义很大
。

胶山 润矿各类 矿石的含 班

矿矿 石 类 型型 含 金
,

克 吨吨

含含润货铁矿及黄钥矿石石

含含铜角砾岩岩
。

含含铜高岭土土
。

含含铜夕卡岩岩

矿矿化大理岩岩
。

含含铅锌黄铁矿矿
。

矿矿化火成岩岩
。

与中酸性岩浆建造有关的火山岩型伴生金矿

主要为含金的银铅锌矿
。

此类矿床在我省近年屡

有发现
,

其重要性与日俱增
。

矿床多分布于中生

代陆相火山一沉积盆地边缘
、

区域性深 大 断

裂旁侧
。

火山岩和次火山岩大多为安山质一流纹

质及英安质一花岗质岩石
,

成矿作用与火山后期

的热液和次火山侵入作用关系密切
,

围岩为同源

的早期喷出的碎屑岩
、

熔岩等
。

矿床的定位严格

受火山机构或与其相关的构造控制
。

围岩蚀变有

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等
。

矿体

多为脉状
、

似层状等
,

矿石含金 一 卿吨
,

规模多为中
、

大型
。

与花岗岩建造有关的裂隙充填石英脉型含金

钨矿
,

在盛产布幼勺江西及南岭地区都是值得注意

的
。

钨与金就其地球化学性质而言有较大的差异
,

但对于一些多期次
、

多来源
、

多成因的钱圃
‘

床
,

伴

生金并不罕见 这类脉钨矿含金性与矿石中硫化

物含量呈正相关
,

主要金属矿物有黑钨矿
、

白钨

矿
、

辉铭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及磁黄铁矿等
。

含

金 一 克 吨
,

规模较小
。

伴生金矿产出的规律

研究表明
,

伴生金矿在围岩岩性
、

区域构造

与矿区构造
、

岩浆作用
、

矿床 特征 以及与其他

矿床的相依关系等方面
,

都有一定的规律性
。

围岩的制约 我省金矿趋向性的产出层

位 呵能为矿源层 自老至新依次为 元古代双

桥山群的复理石建造
,

震旦纪铁一一

硅质建造
,

泥

盆一三叠纪的碳酸盐 一细碎屑岩建造 以及中生

代陆相火山岩建造
, ’。

伴生金矿的围岩基本上属

上述层位范围
。

据统计
,

围岩为元古代双桥山群

的伴生金矿占矿床总数的
,

但却占储量总数

的 其岩性主要为复理石建造中的变火山凝

灰岩
,

含凝灰物质的变质粉砂岩
、

千枚岩等
,

其

含金背景较高
,

平均为
,

比其他岩性略

高
。

围岩为震旦纪的占矿床总数的
,

但仅占

总储量的
,

主要围岩岩性为铁一硅质建造中

的火山碎屑岩及含火山凝灰物质的碎屑岩
,

岩石

一般均受低一中级变质
,

形成板岩
、

千枚岩和片

岩类
,

其含金背景平均为
,

为克拉克值

的 一 倍
。

围岩为泥盆纪
、

石炭纪
、

二叠纪
、

三

叠纪等时代地层的占矿床总数的
,

占总储量

的 围岩的主要岩性为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
、

泥灰岩
、

钙质砂岩
、

凝灰质砂岩
、

砂岩

和大理岩等
,

岩石不变质或弱变质 其含金背景

平均翔
。

围岩为双桥山变质岩及上古生

代碳酸盐岩层
、

碎屑岩的以及围岩为中生代火山

碎屑岩的占矿床总数的
,

但仅占储量总数的
。

主要围岩岩性同上
。

围岩为中生代火山岩

的占矿床总数的
,

占储量总数的
,

其主

余志庆 江西 金矿 类型及找矿 方向 地质部 系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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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岩性为英安岩
、

英安质凝灰岩
、

火山角砾岩及

沉火山碎屑岩等
,

其含金背景一般为
。

由此可见
,

伴生金矿的围岩中含火山物质的

岩石含金背景较高
,

时代越老的岩石含金更高

可能是有利的矿源层
。

碳酸盐类含金较低
,

但可

能因其特殊的岩性而控矿
。

构遗控制 在区域构造方面
,

我 省伴 生

金矿分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

它们往往出现于隆
、

凹二个不同性质构造单元的交接部位
。

这样二个

构造单元的接坡地带往往发育着深 大 断裂
。

这种深 大 断裂常常切穿硅铝层
,

进入硅镁层
,

有的 如 中深断裂 甚至切穿硅镁层和莫霍面
。

它们不仅下切深
,

延深大
,

而且有多次
、

长期活

动
。

因而有利于引导地艘 中或壳层深部的岩浆或

其他成矿物质上升到地壳浅部或表部
,

在深 大

断裂旁侧或其本身的某些有利部位成矿
。

深 大

断裂又是地热和地应力的集中区
,

有利于各种成

矿溶液的对流
、

循环 并增强其活性
,

促使其对

围岩或矿源层的改造
、

成矿
。

如赣中深断裂控制

着翰中震旦纪铁一硅建造及中生代火山岩一次火

山岩的发育
,

也控造着永平
、

东乡
、

冷水坑和铁

砂街等伴生金矿的分布
。

赣东北深断裂则控制着

饶北震旦系及古生界的发育和近 邻区的岩浆活

动
,

也控制着铜厂
、

银山等伴生金矿的分布
。

此

外
,

类似的断裂尚有长江深断裂
、

宜丰一景德镇

深断裂
、

南丰一南康深断裂等
。

据统计 伴生金

矿中 以上的矿床
、

以上的储量均与此类

断裂相关
,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

如果说深 大 断裂控制着矿带的分布
,

那

么
,

较低级的构造则往往控制着矿田
、

矿床的分

布和矿体的定位
。

这类构造有次级断裂带
,

短轴

背
、

向斜 长垣
,

层间破碎带
,

火山机构及多型

式构造形成的构造结等
,

其长期活动
、

多次反复

活动
,

甚至力学性质都常转化的断裂带
,

则对成

矿更为有利
。

如永平
、

武山等伴生金矿
,

就是早

期的层间断裂带在北北东向压扭应力作用下形成

的一些走向稳定
、

延伸较大的似层状矿体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构造对金矿的控制比对其

他矿种的控制显得更为重要
。

岩 桨成矿的专属性 如果不把可能与远

源岩浆热液有关的伴生金矿计算在内
,

则我省直

接与岩浆作用密切相关的伴生金矿约占矿床总数

的
。。 ,

占总储量的
“ 。

可见岩浆作用是一个

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

岩浆作用对成矿的控制大致 可分为二个方

面 一是作为成矿物质的 大部或局部来源
, 一二是

为成矿作用提供某些物理化学条件 促进成矿
。

后者是指在某些矿源层内 岩浆活动为成矿作用

提供热力
、

压力等动力
,

以及水
、

二氧化碳
、

卤

素等活性组份
,

促使成矿物质活化转移
,

在适当

的时空条件下富集成矿 一些中酸性浅一超浅成

侵入体也可因侵位 于浅部
、

围压骤降
、

挥发份猛

烈逸出而爆破
,

造成矿物质巾〔淀
、

积聚的有利条

件和场所
。

据统计
,

我省与岩浆作用有关的伴生

金矿中
,

受爆破作用影响的约占
“ 。。

岩浆源本身作为成矿物质的来源之一对金矿

的控制
,

已为国内外不少学者接受
。

我省与岩浆

作用有关的伴生金矿
,

在相关岩浆的岩性上
,

也

表现出明显的专属性
。

即它们大都与中
、

酸性浅

一超浅成侵入体有关
。

这些侵入体基本上都是燕

山期小侵入体
,

常伴有爆破作用
。

其岩性主要有

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闪长份岩
、

富斜花岗斑岩
、

黑云斜长花岗岩和花岗斑岩等 岩石化学成分如

表
。

由表 可见
,

这些岩浆岩二氧化硅多在
。、

左右
,

应属中一酸性岩类
。

二氧化硅含量大于

的不多
,

其金含量也更低贫
,

形成的伴生金矿规

模也稍小
。

矿床地质特征方面的共 同性 金在地球

化学性质方面的亲硫
、

亲铁性 决定了金在伴生

矿床中作为一种伴生元素
,

也仅倾向 于赋存在某

些矿种之中
。

这些矿床不但含金
,

而且形成 了一

类特定的元素组合
。

根据我省伴生金矿的实际资

料
,

再参照黎盛斯 ’和彼
·

安
·

斯特罗纳川的有

关资料
,

可将不同矿床类型中出现的金等伴生元

素组合归纳为表
。

据此
,

我们应在某些多金属

矿床中注意寻找伴生金
,

也应注意是否存在其他

, 盛斯 湖南金矿 地质概论
,

年



的伴生元素
。

我省绝大多数伴生金矿均与各种类型的铜
、

铅
、

锌矿床有关
。

它们的矿物组合
、

矿化形式虽

各有特色
,

但其共同的特证是矿石中含有较多的

硫化物
,

如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毒砂
、

磁黄铁矿
、

黝铜矿
、

硫砷铜矿
、

辉铝矿
,

辉秘矿
、

白铁矿
、

辉锑矿等 此外
,

还有磁铁矿
、

赤铁矿
、

白钨矿
、

黑钨矿等
。

矿石中含有较多的

硫和铁
,

最常见的化合物是黄铁矿 金则 」三要以

【然金
、

银金矿的形式呈包裹体状
、

裂隙状赋存

伴 生 金 矿 有 关 傻 入 体 的 岩 石 化 学 成 分 衰

岩岩体名称称 护于石名称称
,, 、、 ,, 往

,

铜铜 花岗闪长斑 岩岩 ‘,
·

‘
。

城城门 山山山 叮 〔 弓弓

武武 山山
,,, 。 、 。 。

天天排 山山 官斜花岗斑 岩岩 七 心 〔 冬咨咨
。

吕 】】

枫枫 林林 花岗闪长斑 岩岩
。 。

哎
。 。

「
。

村村 前前
,,, 。 。 。

某 些 矿 床 含 金 及 其 他 伴 生 组 份 简 况 襄

矿矿 床 种 类类 伴 生 组 份份 代表性矿床床

斑斑 岩 钢 矿矿
, , , ,

〕
, , , , ,

沁
, , , ,

铜

夕卡 岩 型 训 矿 】
, , , , ,

武山 水平

夕 卡岩 型 磁 铁矿
, , , , , , , , ,

村前

热 液 型 铅 锌 矿 。 , , , , 一 , , , , , ,

冷水坑

仁‘

赢
万瓦蔽而二⋯舀 不而 , , ,

盘占

层 状 铜 矿

热 液 创 锑 矿

、 , , , ,

刃 , , , , , , , ,

她
,

多元素黑 色 乙宕
, , ,

二
, 一 , , , ,

武武武一 北矿带带

盆山山

金金金溪 了,矿点点

︸

︷一一

热 液 刑 钻 矿
, , 、 ‘, ,

于黄铁矿
、

黄铜矿
、

磁 黄铁矿
、

毒砂
、

方铅矿
、

闪锌矿
、

黝 铜矿等矿物之中或其粒间
。

但 并 非

山于金具有亲硫
、

亲铁性
,

而异致 黄铁矿矿床都

含 ,叮供利用的金 如某些纯 系沉积成因或沉积变

质成因的 黄铁矿矿床就含金甚微

我省伴生金矿的含金锹一 般为 克 吨
,

低

都 克 吨
,

高者达 彭吨
,

个别矿 区甚至

可
一

单独地圈定金矿体
。

因为伴生金矿 与独亿金矿

的界线本来就是由采
、

选
、

冶的 工艺水平和经济

效益而决定的
,

地质成矿上本并无截然界线
,

所

以在某些伴生金矿中子找独立金矿也不可忽视
、

就我省的情况石来
,

伴生金的含峨高低与 仁金属



有一定的相存关系 一般铜
、

钥矿床中偏低 铁
、

铜矿床
,

铜矿床等含量中等、 铜
、

硫矿床
,

铅
、

锌

矿床含金较高
。

如洋鸡山原来为一伴生金的铅
、

锌
、

铜矿床
,

现在已成为以金为主的独立矿床了
。

在同一矿床中
,

各种不同成因类型的矿体其含金

性也不一样 表
,

一般以似层状矿体为高
。

不同拼皿的矿体 摘况 竟 喃

伴生 矿中价铁矿的硫同位 , 组成 衰 ,

矿矿 区区 似层状矿体体 夕卡岩矿体体 斑 岩矿体体

坡坡门山山
。 。

武武 山山
。 。

采采样地点点 样样 结 果 ’ 叱
、、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教教教教 范 圈圈 平 均均

钥钥 厂厂
。

永永 平平

极极 林林

城城门
。

村村 前前
。

据江西地科所舰室

在同一矿区不同类型的矿石中
,

金的含量也

不一样
。

如某铅
、

锌
、

银矿床中
,

铅锌矿石中含

金里 克吨
,

铅锌银矿石为 费叮吨
,

铜硫矿

石中则为 彭 吨
。

因此
,

在工作中还须区别

对待
。

“ 我省伴生金矿床中的金
,

大都以独立的矿物

出现
,

其中主要为自然金
、

银金矿
、

啼金矿
、

金

银矿等
。

自然金的成色与矿石含金量有关
,

含金

越高
,

自然金成色也越高
,

一般均在 以上
,

高者可达
。

金的物质来源
,

从其产出的矿床中的硫同位

素组成情况来看 表
, , 布

变化范围知 一

,

平均值加
,

与标准阴石硫同位素组成较

为接近 所以其物质来源很可能是地壳深部或上

地祖
,

这与伴生金矿大都分布于深大断裂附近这

一规律是极为一致的
。

伴生金矿的围岩蚀变因主矿种之成因类型不

一而有所差异
,

但就一般而言
,

它们多具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和绿泥石化
。

伴生金矿的成矿时代基本上与主矿种一致
。

在我省
,

主要为燕山期
,

这与我省中生代地壳渐

趋活化
、

断块差异运动强烈
、

岩浆活动频繁
、

复

杂的多金属成矿作用进入高峰时期完全吻合
。

我国多金属矿产甚多
,

特别是我国东南部和

南岭二侧
,

素以盛产多金属矿而著称
,

因此伴生金

矿和某些独立金矿产出的地质条件是良好的
。

由

于种种历史原因
,

过去对此重视不够
。

笔者建议
,

结合伴生金矿产出的地质特征和规律
,

对过去没

做过金的工作的多金属矿床进行副样复查
,

对仅

从多金属元素角度做过工作的多金属矿点
,

分类

排队
,

选择重点做些工作
,

或许在金矿找矿上会

有新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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