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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很据作者 年对北共
、

南美
、

西

澳
、

西非 和西欧部分产 金 曰 家金矿地质 和生产方 面

的考察
,

结合 我国 贫金率 业发展的 擂要 扼要地论述

了 金 矿地质理伦研究与劫探工作进展的现状 分析了 发

展趁向 并提出 一些 断的认识
。

田烧六十年代以来
,

特别

是近六
、

七 年中发现的大型金矿在成矿认识与的探中的

成就 点剖析了卡林型金矿
、

环太平洋带挽成低通热

液型金矿
、

肠姆洛金矿娜实例
。

同时
,

对断裂控矿新棋

型与砂金的衰生再生宫华作用等科研断成果作了简要的

介绍
。

本文从国外几个典型金矿实例的剖析入手 说明

近年来国外金矿地质与勘探工作的重大进展和发展趋

向
,

藉以促进我国黄金事业的发展
。

冒险的探索
,

迎来了重大的突破

美国卡林型金矿的发现和发展
,

捉进和推动了金

矿成矿机理的研究
,

和找矿勘探工作的深入
。

找矿徽式的趁立和大胆的设想 六十年代初

期
,

美国地质调查所 的青年地质学家罗

勃兹 等
,

在研究内华达州自 年以来

新的区城地质填图资料的基础上
,

重新认识与分析了

里恩 等构造窗的区域地质背景与成矿地质

条件
。

他们发现
,

这些构造窗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有

大 采挖金 包括砂匆
、

汞
、

锑和重晶石等旧矿址的

遗迹或矿点 区域性微 金背景值普追偏高 在徽量

金和伴生的砷
、

汞
、

锑 以后又增加了铂 异常值高

的地区有金矿化出现的迹象 金矿化发育的地段往往

是含炭质较高的不纯碳酸盐岩和粉砂岩类
,

并常有低

级断裂发育的地段 附近有晚于沉积围岩的火成活动

等
。

罗勃兹等当时以这种新认识
,

大胆地提出了设想
,

并说服 纽蒙特 矿业公司的经理福

尔倾 。川
。

由于采取了寸颐勺建议
,

大胆地试用

了化探手段
,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探明了第一个卡

林型金矿
,

即具有 吨金矿石
、

平均品位为

克腕的世界级特大型卡林金矿
。

卡林金矿金的粒度细微
,

多属不可见金 微米级
,

矿石为浸染状
,

呈面型分布
,

不同于常见的含金石英

脉 围岩蚀变主要为与常见沉积围岩岩性相似的难以

区别的硅化和高岭土化等
。

所以这类金矿化 长期未被

发现
。

而在这种新的地质认识的指导下
,

着重采用化

探手段成功地找到本类金矿
,

成为金矿勘探史 的重

大 突破
。

当时
,

该公司认为是一次值得冒险山勺赌博
。

由于本类矿床的大部常是近地表的
,

宜于采用现

代 机械化礴采 低品位的氧化矿石又可采用堆浸法

回收
,

极大地扩大 矿石储量
,

经济效益很高
,

从而引起了各国的注目
。

, 大的发现扩大了找矿范圈 卡林型金矿又

有了显若的进展 七十年代
,

在已发现的本类矿床中
,

确定其含矿围岩的时代可从早寒武世到晚白里世 围
、

岩岩性不限于已知的碳酸盐岩与粉砂岩类
,

还包括硅

质岩 如碧玉岩
、

健石岩 和凝灰岩类 认识到主要

是岩性控矿 多孔
、

裂隙发育的薄层状岩石皆有含矿

的可能性
。

预侧含矿围岩还可以包括某些变质岩和火

山岩
、

次火山岩等更广泛的岩石类型和时代范围很广

的岩层 极大地扩大了找矿的视野
。

瑞迪克 等著名学者
,

在稳定同位素
, , ,

的研究中
,

进一步得出了成矿热



匕

液主要来自天水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围岩的结论后
,

证实了热液的主体是非岩浆源的
,

从而合理解释了矿

区附近的火成活动主要起热力和动力的能源作用 地

热梯度较高区的地热也可作为热源 因而矿化可以在

远离岩体或在无火成活动的地区出现
。

他们提出的本

类矿床的成矿模式为

高角度断裂为天水下渗与热液上升的主要

通道 天水下降受热后形成地下热 卤 水
,

溶滤 活化 了围岩中的微量金等成矿物质
,

迁移到

热水溶液中 在热源的驱动下形成热液循环的

热力学系统 在多次减压沸腾的情况下
,

逐步

于孔隙发育的围岩和有利的低级断裂构造地段沉淀富

集成矿
。

本类金矿的矿源层
,

在内华达州主要是奥陶一泥

盆纪的优地槽
、

冒地槽沉积建造
,

含金性仅略高于克

拉克值
,

一般在 一
,

从而修改了 含金 矿

源层 岩 的概念
。

即应含相对丰度较高的金
,

但并

不赋有经织寸值的涵义
,

重要的是矿源层 岩 中金的

斌存状态和矿源岩 层 本身的岩性特征
,

可以使金

较易于被循环流动水所溶滤并转移到溶液中去
。

这样

的含金层 岩 才可作为
“
矿源层 岩

” 。

七十年代第二个重要进展是
,

在选矿技术上开始

利用含有机炭的原生金矿石
。

以前
,

由于常规的佩化

法不能处理这类矿石而呆滞
。

年后
,

卡林金矿研

制了加压预氧处理的新技术
,

使原先大量呆滞的矿石

成为可选的
,

从而成倍地扩大了可利用的矿石资源
。

在化探指示元素的类别和找矿指标上因地而异 逐步

积累了丰富的准确数据
,

从而建立了化探找矿模型
。

同时
,

将找矿信息与参数数字化
、

图谱化
,

编制成系

统的程序贮存于电脑中
。

动态工业指标 获得更大的效益 年
,

卡

林邻区发现的金坑金矿
,

矿石储量

为 亿吨
,

平均品位仅 克 吨
。

八十年代初期
,

在总结该矿各项矿床地质特征与矿床勘探工作的基础

上
,

补充和修改了部分参数 如含矿围岩增添了硅质

页岩
、

碧玉质岩石 将边界品位等技术经济指标也作

了相应修改 丰富和完善了卡林型金矿的成矿模式和

找矿勘探模型
。

难怪卡林金矿公司的地质学家在介绍

中颇为自豪地声称
“

现在
,

寻找卡林型金矿
,

已不象

以前那样是需要承担很大风险的赌博
,

而成为具有相

当把握的以模型 指成矿及找矿 为指导
,

有目的
、

有对象和有步骤的找矿了
” 。

八十年代卡林型金矿的另一个进展 是修改了不

少技术经济指标
。

主要是由于选冶技术的提高和采矿

方法的改进
,

特别是可大规模使用机械化的璐采
,

用

移动式选厂进行粗选
,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

因此
,

即使在近 年 指一 一 年 金价不高 浮动在

一 美元 盎司 的情况下
,

仍可大幅度地降低入选矿

石的品位
。

例如金坑金矿的 亿吨矿石中
,

其中
“

富

矿
”

约有 万吨
,

平均品位只有 克 吨
,

余者

平均品位仅 克碗
。

在圈定矿体时
,

采用浮动的

综合指标
,

例如在金价约为 美元 盎司时
,

氧化矿

石 较原生矿石易选 的边界品位 大体相当于

估计在 一 克 吨 此数字是技术经

济秘密
,

这里系笔者估算的 若金价上涨到 美

元 盎司以上
,

品位可再下降约 克 吨 如金价继续

上涨 品位仍可略降
。

现阶段总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的
“

极限
” ,

大约在 克 吨以上
。

美国
、

西欧及南非等

国采用经济技术浮动指标来确定边界品位的作法
,

很

值得参考
。

随着这种超贫矿石的利用
,

美国等技术先

进的国家 采用了大型堆浸 法
。

“ ”
一 词 在 采选 中的 原 意 是

“

废石 ” ,

这里

指的是不能直接送入选厂的超贫矿石
。

大型堆浸法原

先用于处理斑岩铜矿中的贫矿
,

在美国
,

首次移植到

金矿
。

由于其规模很大
,

周期特长
,

有别于一般的堆

浸法
,

故意译为
“

大型堆浸
” 。

如金坑的一个
“

堆
” ,

长

约 公里
,

宽 米
,

厚 米
,

分五层 每层厚 米
,

堆浸周期为三至五年
。

虽然周期长
,

但基本上不需要

破碎加工
,

其回收率可达 左右
,

因而经济效益还

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

开拓新类型
,

新矿带的崛起

七十年代中后期
,

环太平洋带浅成低温热液型金

矿床的发现
,

在成矿理论与找矿认识上又取得了重大

发展
。

本类矿床在过去指的是浅成岩浆热液型金矿 帕

克 等
,

在此观点的基础 七又提出了远温热液

矿床的术语 一
,

藉以解释一些远离火

成岩的低温一超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

它包括部分汞矿
、

锑矿和六十年代发现的卡林金矿
。

然而
,

随着卡林型



金矿的深入研究
,

否定了热液系岩浆源的推断后
,

有

人认为用浅成低温热液 金矿这一术

语作为其成因类型的名称更为相宜
。

这里的
“

浅成
”

系指成矿部位从近地表到地下浅处
, “

热液
”只是代表

某种非确定成因或来源的热水溶液
,

既可以是直接源

自同时代本地区活动岩浆热液或火山热液
,

而更多的

是指非岩浆源的如天水
、

地下水甚至可包括变质成因

的热液和同一地区与围岩 指火成岩 无关的另一火成

活动的热液
。

七十年代中 在智利安第斯山脉中北翻铂勺科奎博
·

和美国加州北部
,

分别找到了埃
·

印

第奥 和麦克劳林 两

个现称之为浅成低温热液型的特大型金矿
。

这两个金

矿在基本特征和成因杉 理上有许多重要特色
,

引起了

地质界的广泛重视
。

班宝盆
“ ”

埃
·

印第奥金矿的证实矿石

且为 万吨 金平均品位 克 吨
,

约合 吨金
,

推断储量为证实储量的两倍
,

同时还富含银 矿石平

均含银 克 吨 含铜
。

该矿产于以安山岩和

英安岩质火山岩 包括凝灰质岩及次火山岩 为主的

围岩中
。

围岩时代较新
,

基本上属于白里纪一第三纪
,

而成矿作用则主要与更新的花岗闪长质浅成小侵入体

一 百万年 有关
,

矿体明显地受区内反曲线环

状构造 控制
,

矿化类型主要分含

金石英脉及含金块状硫化物 石英 脉两大类
。

下列

几个特点是很有意义的

在块状硫化物脉的氧化淋滤带 距地表最

深可达 一 米
,

发现了金和银的次生富集带
,

平均

金品位上升到 克 吨
,

局部大于 克 吨 银品位上

升幅度更大
,

平均超过 克 吨 而铜的含量则因大量

淋滤损失而急剧下降
,

一般小于 在富硫化物的

金矿床中发现有金和银的次生富集带 这是认识和实

践中的重大进展 在含金石英脉矿化类型的部分

地段 出现了特富矿体
,

自 年 月至 年 月

这种富矿石已 采出约 万吨 其平均品位为 金

克 吨 银 克 吨
,

铜 年 月 保有的富

矿石储量还有 吨
,

其平均品位金为 克 吨
,

银 克 吨
。

这部分矿石由于品位特富而鲜页选矿
,

可 以 直接冶炼 因 而 称之 为
“‘ ”

直译为
“

可直接运送 至冶炼

的矿石
” 。

在 地段有一条特富矿体称
“

号矿

脉
” ,

因其平均品位高达 克 吨而得名
。

在该矿脉的

个别块段
,

曾采到 克 吨的富矿块
。

开采这类

的经济效益特高
,

为此研究这种特高品位形成

的机制
,

为什么能在环太平洋带出现这类矿床
,

引起

了金矿地质界的浓厚兴趣
。

包裹体测温表明
,

号

矿脉的成矿温度为 ℃士
,

成矿深度为地下水位以

下 一 米
,

均产于与火山机构有关的反曲线环形

断裂之 中
。

热液和成矿物质经研究系多源的

热液既源自 浅成 岩浆热液
,

又有火山 次火山热液
,

还有天水的参与
,

热液中有大量 成矿物质有源

自岩浆的
,

也可来自围岩
。

成矿作用主要是含

矿热液在地下处于 “

过压
”

条件下
,

在上升过程中

特别是 在经过断裂系统时突然减压而使热液流体沸

腾
,

沸腾作用多次间歇出现
,

主要发生在反曲线环形

断裂系统中而使成矿物质逐渐富集沉淀
。

在反曲线构

造的凸凹转折部有可能形成 类的富矿体

发现新类型金矿的 , 要启示 麦克劳林金矿

的发现 是现代成矿理论成功指导找矿实践的又一重

要实例 该矿位于旧金山北东 公里处
,

产 平行海

岸山脉走向的区域性逆断层的断裂带中及其周围
,

上

下盘皆为强蚀变的侏罗纪一白平纪碎屑沉积岩及火山

岩类 该断裂带控制 了两期皆晚 于围岩且与成矿有关

的中一基性火成活动 早期的火山喷发与侵入活动所

派生的热液 使断裂带两侧的沉积围岩蚀变而硬化

持续岁」区域性应力作用使硬化围岩发生 各种断裂 增

加了围岩的渗透性
,

并形成 了网脉状及细脉浸剿犬矿

体 在现在的地表上
,

保留 了层状 玉髓质的泉华沉淀

两期火山活动皆与金矿化有关 本矿床的主要特点是

出现 金 矿化的范围较广
,

现已为勘探工程控制

的平面延长达 米
,

矿化深度大 米 矿

石储量大
,

现有证实矿石储量 万吨 而品位较低
,

平均为 克 吨 折合金属量为 吨 产出

部位浅
,

大部可露采 金矿物颗粒细微 伴生

矿物多系低温热液矿物组合
,

主要为银
、

锑及汞矿物

本矿床是霍姆斯塔克矿业公司的总地质师唐纳德

等发现的
。

他们首先研究了加州海岸山脉

一带的区域地质资料
,

在麦克劳林一带是新时代相对

富金的同熔 岩浆活动区 地表有热泉

活动产物和已知的汞
、

锑
、

银矿化
。

化探扫面可圈出

谬



微量金的正异常区
,

具备了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的成

矿地质条件
,

基于这样的认识
,

他们下决心在前人否

定了的地区 某些地质学家曾否定本区有金矿化或至

少是大规模金矿化的成矿条件
,

开展了找矿勘探而取

得成功
。

埃
·

印第奥
、

麦克劳林及鹿儿岛 旧 本 等在七

十年代中后期发现的特大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的

成功实例
,

使金矿地质界对环太平洋带 包括东部和

西部以及内带与外带 的构造一岩浆活动带的金
、

银
、

铜等成矿条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

金色的希望又重新升起

年 在加拿大苏必利湖附近的前寒武纪地盾

区
,

在国家公路切过交通便利的地方
,

发现 了总储量

为 万吨
、

平均品位为 克 吨 加屯金 的特

大型赫姆洛金矿
。

这一举足不前的老矿点的重新崛起
,

是近十几年来金矿勘探史中的又一重要突破
。

西方有

的地质学家认为
,

发现赫姆洛金矿的重要意义
,

怎么评

价也不过份
。

他们高兴地说
,

金色的希望从赫姆洛又

升起来了
。

新认识带来了新的突破

过去在前寒武至己池盾区花岗岩一绿岩带地

区寻找金矿 重点是在富镁质的火山岩分布区
,

尽管

在其他岩性如长英质火山岩建造中也曾发现过金矿
,

如西澳东金田省绿岩带产于中酸性凝灰岩类中的会姆

溪 和米卡沙拉

等金矿
,

其规模皆较小 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

然而
,

主要产 于绿岩带变质长英质火山岩建造中的赫

姆洛金矿
,

以及在加拿大地盾区片麻状变质沉积岩区

也发现金矿的事实
,

改变了过去的认识
〔

即绿岩带中

的容矿岩石
,

几乎可包括绿岩带出现的各种已知岩石

类型 不论是富或贫镁铁质的火山岩或侵入岩
·

以及

沉积岩
,

都曾发现过金矿化 不存在容矿岩石的专属

性
。

而已知有利的容矿围岩是镁铁质及长英质火山岩

与侵入岩 沉积岩中的磁铁硅质建造 即
。

在某个金矿床内
,

容矿围岩常以某种特定岩石类

型为主
,

但在不同矿床之间
,

容矿岩石常有很大差别
,

甚至在同一矿田内
,

容矿岩石也可有较大差别

在区域性范围内 金矿床集中区常沿着穿

越上壳岩地层的
“

线型 ”

带分布
。

这些带 常有不同

的术语名称 如
“

断裂带
” 、 “

生长断层
”

或
“

变相带
”

等
。

这些带常成为以火山岩为主和以沉积岩为主的地

层之间的界线
,

而且可能是位移的结果
。

上壳岩的分

布通常平行于这些带的走向
。

金矿化多沿这些线性带

断续不均匀分布
。

常见的与金矿化有关的蚀变作用是硅化
、

绢云母化
、

镁铁碳酸盐化和硫化物矿化等
,

其种类与

蚀变强度因矿而异

金矿化主要产于弱
、

低至中级 角闪岩相

变质岩相地带
,

尤其是受应力比较高而又是能量释放

的地带
,

如断裂带的动力变质一退化变质带等

一般情况下 在低级变质相矿物共生组合

的岩石中
,

矿化类型以含金石英脉型为主 在较高级

别的变质相矿物组合区
,

则以层状或似层状的浸染状

硫化物型金矿化为主

金银比值变化大
,

总的来讲比多数内生岩

金矿床高 常从大于 到 左右

各种成矿理论在比较中扩大了找矿思路

围绕赫姆洛金矿的成因 提出了许多理论
。

主要

有同生及后生两种观点 ①在同生观点中有两种认识

其一
,

认为系科迪勒拉型矿床中典型的浅成低温热

液一深成中温热液矿床
,

银及贱金属随深度而增加

其二
,

认为该矿为一太古代花岗质侵入体形成的热液

系统
,

受局部区域应力的控制 ②后生观点中有三种

理论 其一 认为系变质的古砂金 其二
,

是撼底喷

气成因的矿床 其三
,

认为主矿体是陆地火山热泉系

统沉淀的
,

其成矿作用与卡林型金矿类似

寻找盲矿体的有效方法

加拿大前寒武纪地盾区的大部分地表 被人面积

厚薄不等的冰硕物
、

粘土
、

砂上或其他风化产物所攫

盖
,

基岩出露很差
卜

又由于在金矿化区的金属硫化物

包括硫盐类 及磁性 包括电磁性 矿物的总墩往

往远低于其他金属矿种 因此在区域找矿中 用常规

的航空物探仪器很难发现金矿化
。

然而
,

利用邻区已

知的地质背景作逻辑推论
,

以地质方法可先推测出潜

在金矿化的可能地区 再以地面物探及化探方法扫面
,

筛选出找矿勘探的靶区

改进后的化探
、

物探手段和技术 对发现赫姆洛

金矿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化探中
,

自 年代后 应用

电热 石墨炉 检测微量金
、

特别是超痕量金的



分析方法在精度上有了很大提高 可达
,

比

年代的原子吸收 的分析精度提高了 一 例氰

年 等离子体和中子活化分析的精度分别可

达 及
,

而且分析效率也相应提高
。

这

样就可以用化探方法探测与金矿化有关的低异常晕
。

土壤层中的腐植土是重新分析金的对象
。

因为在

某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树木的种类不同 其富集金的程

度和影响当地金背景值的程度也不一样
,

因此研究不

同类型腐植土的含金性
,

来探测金异常区是很有效的

方法
。

例如
,

常见的云杉属植物
,

特别是第三年的嫩

枝 对富集金特别有效
。

冰川冰磺物中 常有不同程

度的含金性
,

冰川作用还对金粒形态和大小有一定规

律性的影响
,

有经验的冰川学家
,

可通过鉴定冰硕物

的类型
,

估计出搬运的距离和方向
,

并确定金矿化可

能的远景区
。

在物探方面
,

利用磁性填图来圈定岩性单元很有

悠 具有传导层的地区
,

先进的电磁测量能揭示出构

造断裂
、

地层走向和摺皱
。

这两种技术方法
,

近年来

在地面及航测中已被广泛利用
。

在加拿大地盾区的绿

岩带分布区
,

普遍用磁力仪因普特 系统

或其他电磁系统进行了航空测量
,

还采用了 丫 射线摄

谱仪
。

以前
,

这些物探技术仅用于贱金属块状硫化物

等矿床以及
,

矿床等
。

八十年代
,

已用千圈定金

矿远景区
。

在覆盖很深的地区 往往将航空磁测和遥

感技术结合起来寻找金的成矿环境
,

另一趋向是更多

地应用了激发极化法 技术 特别是随着元件小

型化和计算机记录处理数据技术的迅速提高
,

技术

在轻便和经济效益上有了显著提高
。

构造动态驱动成矿机制研究的深入

对绝大多数岩金矿床而言
,

构造控矿
,

尤其是断

裂构造控矿
,

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

传统的观念认为
,

断裂构造在控矿中主要是提供各种流体 包括成矿溶

液 运移的通道和成矿物质沉淀富集的空间 应当指

出 这只是部分的作用 是很不全面的
,

基本上属于
“

静态
”

观点的范畴 七十年代以来
,

形成了若干新

的边缘科学
,

诸如构造地球化学
、

构造动力成矿学

以及近代构造岩石学等
。

使人们开始用
“

动态
”

或
’‘

运

动学
”

的观点来研究和解释构造运动的当丈程
,

以及

元素
、

特别是成矿元素的活化
、

迁移
、

沉淀
、

富集与

构造应力发展演化的关系
。

新的构造控矿观点认为
,

在构造活动中出现的应力
,

能使受力围岩的内应变能

发生变化 当应力不断加大时
,

可使岩石 矿物 内

部的组成粒子被激发而活化 在宏观上
,

当岩石中积

聚的弹性应变能一旦超过弹性极限时
,

岩石即以某种

形式的破坏来释放能量
,

使机械能转换为热能
、

化学

能 ⋯⋯
。

能量释放后
,

被激发的粒子可回到基态
,

出

现不同形式的物质迁移
。

总的趋向是
,

从高能位 动

能
、

位能
、

热能
、

化学能等 至低能位地带 导致元

素的重新组配与调整
,

包括成矿物质在构造活动中的

活化
、

转移与富集 或分散
,

即构造动态驱动成矿的

主要机制
。

例如应用于西澳太古代绿岩带的变质热液

型金矿
,

它解释了在区域性构造活动一变质作用区
,

金矿化总的趋向为 从
‘“ ”

型即动力型

变质区的低中级角闪岩相 高级角闪岩地带
,

向
“ ”

型 即静力型 变质区绿片岩相像纤石 葡

萄石相地带迁移富集的原理
,

同时
,

也解释了在中高

级区域变质地区的含金建造分布区中
,

金矿化一般发

生在动力变质退化变质带内
,

即高应力区内能量释放

的低能位断裂构造中的原因
。

著名地质学家涂光炽教

授曾指出
“

构造 活动 是完成某些地球化学作用

的驱动力
,

某些地球化学作用要借助于构造条件来完

成
” 。

这一论述
,

高度概括了当代构造地球化学的基本

认识 对于研究金矿的构造控矿是非常必要的

另一方面
,

有关断裂构造岩演化模型的新理论
,

极大地 冲击了传统的构造岩概念 年
,

施布松

将断裂形成作用分为脆性和塑性变

形两种主要形式 提出了断裂结构的双层模式
,

将剪

切 断裂带的研 究引 向新的 途 径 年 瑞姆赛
· ·

主要按剪切带的变形方式与几何

形态
,

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地壳浅部形成的脆性剪切

带 第二类是次浅部形成的韧性一脆性剪切带 第三

类是较深部形成的脆性一韧性剪切带 第四类是发生

在地壳深部的韧性剪切带
。

现在国内外已将金矿成矿

作用和定位机理以及矿化类型的研究和剪切带构造活

动的类型
,

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

例如在同一金矿田或

矿床内
,

甚至在规模较大的矿体中 含金石英脉类型

多产于上述一
、

二两类剪切带中
,

而破碎带含金蚀变

岩类型多与二
、

三两类剪切带有关 因此 在不同成

因类型的金矿中
,

在不同的断裂构造带内
,

或同一构



造带的不同部位
,

皆有可能分别出现不同的矿化类型
。

新的理论认识
,

对矿区内外的找矿
,

尤其在已生产矿

山的深部预测
,

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

砂金成矿理论在修正

长期以来
,

普遍认为砂金是水系上游原生金矿床

被机械作用破坏再重新富勤勺产物
。

因而发现砂金后
,

溯源寻找原生金矿
,

就成为理论上的必然结论
。

砂金

过采区也就失去了重新评价的意义
。

很显然
,

这样的

认识是片面的
,

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

其实国内外已有

多处过采区的重新评价
,

说明了砂金储盆或品位可在

人们生命的历史中重新扩大与提高
。

在冲积砂金的中

下游
,

常见复杂形 勘勺砂金顺粒 一般砂金颖粒远大

于原生金颗粒以及
“

狗头金
”

仅见于砂金等大量事实

证实了金在表生条件下也可以在水体中迁移和再生富

隽 八十年代国内外有的学者还发表过金在表生 包

括地下水 条件下迁移和沉淀的研究实验成果
。

例如

苏联的巴拉诺娃 。。 , , ,

一 发表了

在 ℃
,

个大气压下于 一 一 一 一 系

统中 不同形式金的稳定性图解
。

当 变 小 或 溶

液的酸碱度发生变化
,

不同形式的金络合物将被还原

形成金的沉淀
。

金在表生条件下以不同形式的络合物
、

胶体 悬

浮质点及机械碎屑等多种形式迁移和沉淀的过程
,

反

映了金在表生地球化学循环中的行为 它不仅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
,

而且还与砂金的找矿勘探有密切联系

机械风 化
、

搬运与沉积作用无疑是砂金形成的

重要方式与主要途径之一
,

但真正具有工业意义的巨

大砂金矿床 包括沉积变质型的砾岩型金矿 的形成
,

绝非单纯的机械外力作用所能概括
。

在表生 条件 下
,

金可以呈含金络合物以及胶体溶液迁移概念的建立
,

不仅丰富
、

完善了砂金成矿理论 同时还可正确解释

一些硫化物型原生金矿床在氧化淋池带形成次生富集

带的原理 说明不仅在碎屑岩中
,

而且枯土岩和化学

岩的同生沉积也可以含金 以及在表生改造作用中富

集金的机理 补充了砂金矿床具有层控特征 的 原因
。

砂金既可在表生条件下再生富集 因而必须重视

砂金过采区的重新评价
,

并且在出现砂金的地区
,

不

能简单地用传统的观念和方法寻找原生金矿
。

在砂金

的找矿中
,

现在常用地球化学找矿方法
,

特别是用水

化学找矿
,

利用水系的金异常作用为寻找砂金 也包

括原生金 的直接标志
,

还有用不同的手段 如疏基

棉 在水样中富集金
,

可提高超痕量金的检测下限
。

总之
,

近十余年来 特别是近五
、

六年来
,

国外

在金矿地质与勘探方面
,

取得了很大成就
,

虽然国内

在现代金矿理论研究和利用新技术方法进行找矿勘探

起步较晚 基础较差
,

但在同期内也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
。

为了尽快地发展黄金事业
,

赶上国际水平
,

必须

进一步加强黄金地质研究工作
。

在找矿勘探中真正起

到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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