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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扩大我国原生 金矿找矿远景之浅见

罗镇宽

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研 究院

中 国金矿的找矿工作大致可分 为三个阶段 ① 年以前
,

以寻找石英脉型金矿

为毛 ② 年发现并开始寻找焦家式破碎蚀变带型金矿 ③ 年后
,

进入寻找徽

细浸染型和层控型金矿的新阶段
。

年 代 以 来 国外发现的六大超级金矿 储 大

于 吨 中
,

多数是第三纪的
。

成矿时代晚
、

矿床类型新
,

都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

中国太古代地盾区分布面积小而不稳定
,

不利于寻找砾岩型和盆姆斯塔克型金矿

币 亡古代
、

古生代褚皱带和中一新生代造山 带发育
,

具有寻找时代较新的金矿床的

有闲 】条件
。

建议以撤细较漫染型
、

穆龙套型
、

与火山 活动有关的浅成热液金 银

可谁衣和含炭质
、

黄铁矿的板岩 千枚岩
、

片岩 中的金矿为找矿重点
,

并其体归纳

为六点愈见
。

地 质
·

矿 床

如何扩大原生金矿的找矿远

景
,

以满足
“
七五

”
计划黄金生

产对资源的要求
,

是从事金矿地

质工作同志正在考虑的问题
。

本

文试图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
,

谈

谈笔者的粗浅意见
。

千虑一得
,

权作引玉之砖
,

与同行们共同讨论
。

世界金矿找矿工 作新进展的启示

资料表明
,

为世界提供金资源的金矿床主要

有八种类型 ①太古代绿岩型金矿 ②砾岩型金

矶 ③霍姆斯塔克型金矿 ④穆龙套型金矿 ⑤

微细粒浸染型 卡林型 金矿 ⑥浅成热液金

雌 矿床 , ⑦砂金矿 ⑧伴生金矿
。

后两种类

型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
。

前六种类型中
,

①孙宜

类均属前寒武纪金矿
。

据统计
,

这三种类型金的

总储量和总产量均约占世界总储量和总产量的

。

因此
,

过去国内外均强调 在前寒武纪地层

中找金矿
。

这无疑是正确的
。

但近年世界金矿找

矿工作的新进展 ’
,

见表 表明
,

在 年 代 后

期和 年代初期
,

新发现的六大起超级金矿 储

量大于 吨 中
,

仅有一个赫姆罗 ,

金矿是产在前寒武纪加拿大地盾区绿岩带中
。

就

类型而言
,

赫姆罗金矿是产于黄铁矿绢云母片岩

中的一种新类型
,

具有鲜明的层控特征
。

美国的

金坑金矿和麦克劳林金矿属于卡林型
,

成矿时代

可能是第三纪
。

其余三个大金矿全是第三纪与火

山活动有关的浅成热液金 银 矿床
。

成矿时代

晚
、

矿床类型新是世界新发现的六大超级金矿的

特点
。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 要注意在新的地区
、

较

新的成矿时代和新的矿床类型金矿的找矿工作
。

我国金矿找矿工 作的三个阶段及其新进展

年以来
,

我国金矿的找矿工作和黄金生

任胭段自希 《世界金矿地质工作新进展 》,

载 《中国地质报 》,

年 月 日
。



国外近年来发现的六个超大型金矿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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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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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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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了八

克 短吨
,

短吨 二 公吨
。

产都有了较大的进展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金匆
‘

的找矿勘探和黄金生产又有了新的加强
,

形

成了持续多年的
“

黄金热
” 。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金矿找矿工作
,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年以前
,

以找石英脉型金矿为主
。

年
,

在山东发现了焦家式破碎蚀变

带型金矿
,

使我国金矿找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
。

接着相继又发现了新城
、

三山岛等特大型

金矿
。

焦家式金矿的地质特征和找矿经验在全国

传播后
,

近年来
,

在广东又发现了河台
、

新洲金

矿
,

河南发现了上宫金矿
,

胶东发现了上苍金矿
。

年后
,

卡林型金矿的地质特征和找

矿经验介绍到我国
,

从而开始了卡林型金矿的研

究和找矿工作
。

目前虽尚无大的突破
,

但已找到

了这类金矿
,

如黔西南的板其金矿
,

川西北的东

北寨金矿
。

同时还发现了许多这类金矿的线索
,

女咖中地区泥盆系跳马涧组粉砂岩中的金矿化
,

是州个很有工作价值的矿点
。

再如陕西秦岭地槽

中泥盆统古道岭组中的矿化等
。

近年来
,

还发现了若干具有明显层控特征的

含金板岩
、

千枚岩和片岩
。

当这些岩石中含较多

白塑良质
、

黄铁矿或被强烈硅化时
,

就可形成金矿

体 这类矿床受地层控制明显
,

矿石品位较低
,

但相对稳定
,

含硫化物较少 风化后很不引人注

目
,

容易被忽视
。

技东北地区元古代双桥山群中

的金山金矿即属于此类
。

川西北的东北寨金矿
,

从含矿地层岩性上看
,

也可以划入此类
。

这类金

矿与赫姆罗金矿有相同之处
,

但赫姆罗产在太古

于勺录岩带中
。

我国元古代
、

古生代板岩
、

千枚岩
、

片岩地层分布很广
,

具有寻找这类金矿的良好前

景
。

可以说
,

年代 已 进 入寻找微细粒浸染型

卡林型 和层控的板岩
、

千枚岩和片岩型金矿

的阶段
。

对扩大找矿远 景的几 点认识

我国原生金矿储量的 集中在
“

华北地台
”

周边部太古代地层中的几个地区内
,

如胶东地区
、

夹皮沟地区
、

冀东地区
、

赤峰一朝阳 地区
、

张家

口地区
、

小秦岭地区等
。

这一点
,

似与世界原生

金矿有相 似的一面
,

唯其成矿时代可能主要是海

西期和燕山期
,

而非前寒武纪
。

这些地区是我国

目前勘探和开发的主要对氛要使我国金矿资源有

较大的突破
,

在加强
“
华北地台

”

周边部找矿的

同时
,

要注意寻找世界近年发现的成矿时代较新

的
、

新类型的金矿
。

我国太古代地盾区分布的面

积小而不稳定
,

因此
,

寻找砾岩型和霍姆斯塔克

型金矿可能不是十分有利的
。

但是
,

我国元古代
、

古生代褶皱带和中
、

新生代造山带比较发育
,

具

有寻找时代较新的金矿床的有利条件
。

应当组织

一定的力量
,

致力于新地区
、

新时代
、

新类型金

矿的研究和找寻
。

具体地讲
,

微细粒浸染型 卡

林型
、

穆龙套型
、

与火山活动有关的浅成 热 液

金 银 矿床
,

以及含炭质和黄铁矿的板岩
、

千

枚岩
、

片岩中的金矿应当作为找矿突破的重点
。

为此
,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

供作

参考
。

继续加强破碎蚀变带型金矿的找矿 十多

年的找矿经验证明
,

这是我国很有前景的金矿类

型
。

它不受岩性和时代的限制
,

有适当的矿源层

和热动力条件的地区
,

都可以成矿
。

用物探方法



追索破碎蚀变带
,

用汞气测量和化探方法寻找这

类金矿的经验
,

值得推广
。

粤西地区
“

震旦系
”

和寒武系八村群变泥质碎屑岩建造分布广泛
,

是

有利的矿源层 该区又有广泛的花岗岩和混合花

岗岩为成矿作用提供热力
,

是找矿的有望地区
。

最近在海南东方县
“

震旦系
”

地层中又发现一处

金矿化点
,

品位富
、

远景好
,

也属于破碎蚀变

带型
。

此外
,

秦岭地区
、

川西北地区亦具有这类金

矿韵成矿条件
。

在西北地区研究
、

探索
、

寻找穆龙套型金

矿 穆龙套金矿位于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

正西
,

我国南天山褶皱带的西延部分
,

是世界上

最大的金矿之一
。

矿床产在志留纪 或元古代

地层中
。

该地层是由薄层的粉砂岩
、

砂岩和千枚

状 片岩互 层组成的 复理 石岩系
。

据彼得罗夫
,

研究
,

含矿片岩含 一

功力 , , ,

详 , 一 ,

和 。 一 姚拍
。

他提出该矿床属于同生形

成的矿床 由褶皱引起的层间剥离裂隙
、

张裂隙

和剪切裂隙所组成的复杂裂隙系统是容矿构造
。

因而
,

构成了不同方向的石英脉和石英细脉
、

石英

硫化物细脉
、

石英一电气石细脉以及碳酸盐细脉

组成的网脉状矿体
。

成矿物质是同生沉积的
,

但

现今的矿体是后来通过热液活化
、

迁移就位的
。

矿田范围内广泛发育有浅色脉岩和岩墙
,

可能为

成矿作用提供了热动力
。

据报道
,

这个特大型金

矿也是用 作指示元素的地球化学方法找到的
。

我国西北地区的天山褶皱带
、

南昆仑山褶皱带和

阿尔金山褶皱带
,

具有形成这类金矿的地质构造
、

地层和岩浆岩条件
,

应在该区加强探索研究寻找

穆龙套型金矿的可能性
。

进一步加强微细粒漫染型 卡林型 金矿

的找矿研究 自 年 代 我 国开始寻找这类金矿

以来
,

目前虽无重大突破
,

但已取得可喜的进展
。

在黔西南的晴隆一册享地 区和川西北的松潘地

区
,

已经找到了这类工业矿床
,

其远景规模可达

中一大型
。

在湘中地区和秦岭地槽的泥盆纪地层

中也找到了一些小型矿床
,

并发现了一批有远景

的矿化带和矿化点
。

微细粒浸染型金矿常伴生有
、 、 、

等微量元素
,

这是它的一个地球化学

特征
。

因此
,

用这些元素做指示元素的化探找矿

法容易奏效
。

而重砂法不易发现
,

因为这类金矿

多为不可见金
。

从美国西部内华达州一加利福尼

亚州微细浸染型金矿成矿带来看
,

容矿岩石可以

老到早古生代
,

但成矿作用是与环太平洋新生代

火山活动有关
,

成因类型属浅成热液矿床
。

因此
,

选择找矿远景区时应考虑大地构造背景
。

我国的 黔 西 南 晴隆一册享地区
、

三都一丹

寨地区
,

湘中的隆回
、

邵阳
、

新化
、

双峰地区
,

秦

岭地槽的镇安一太白地区
,

以及川西北的甘孜一

松潘褶皱带
,

是寻找这类矿床的有利地区
。

注惫元古代和古生 代变泥质碎 屑岩建造

板岩
、

千枚岩
、

片岩 中层控金矿的找矿 这

类矿床尚未广为人知
。

容矿岩石大都是由含火山

碎屑的泥质碎屑岩变质形成的板岩
、

千枚岩和片

岩
,

矿体与地层产状一致
,

矿化部分一般发生破

碎
,

但远不如破碎蚀变带强烈
。

蚀变现象不明显
。

硫化物总量一般只有 一 ,

最高仅
。

矿石

品位较低
,

但相对稳定
,

风化后很不引人注目
。

江南古陆东段德兴附近双桥山群中的金山金矿就

属于这种类型
。

推测其成矿物质来自火山沉积
,

但工业矿体是在后期成岩一变质作用期间活化富

集形成的
。

我国元古代和古生代有广泛的板岩
、

千枚岩
、

片岩分布
,

具有成矿前景
。

除江南古陆东

段 翰东北和皖南地区 的双桥山群外
,

整个江

南古陆上的冷家溪群
、

板溪群
,

桂东寒武系江口

群
,

粤西寒武系八村群和展旦系四伦群
,

秦岭地

区的宽坪群
,

辽东的辽河群
,

吉林的老爷岭群等

古生代褶皱带
,

都有形成这类矿床的条件
。

积极开展 与火山活动有关的浅成热液金

银 矿床的找矿 与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有关

的浅成热液金 银 矿床
,

在世界金矿中占有较

突出的地位
。

近年世界发现的六大超级金矿床中
,

有三个属于与火山活动有关的浅成热液金 银

矿床
。

这类矿床分布的大地构造位置是在板块俯

冲带近大陆一侧
。

有两个大的中
、

新生代成矿带

穿过我国
,

一是环太平洋成矿带的西半环
,

穿越



我国东部广大 地区 另一个是亚洲南部的特提斯

成润
‘

带
,

穿越我国西南广大地区
。

我国东部
,

已

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一牡丹江地区
、

吉林省延边

地区
、

山东省沂南地区
、

浙江省遂昌一龙泉地区

以及台湾省找到了火山岩型金 银 矿床和斑岩

型铜金矿床
。

在江苏省漂水
、

广东省潮安发现了

火山岩型金矿化
。

因此
,

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我国

东部地区火山岩型和斑岩型金 银
、

金 铜

矿床的找矿工作
。

就上述地区而言
,

笔者认为
,

遂昌一龙泉一

带是最有利的地区之一
。

其不利的一面是
,

世界

范围内
,

较好的新的金 银 矿床往往是产在环

太平洋成矿带的内带 千岛群岛
、

日本
、

琉球
、

台湾
、

菲律宾
、

印尼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新西兰

南北岛
,

与第三纪火山活动有关
。

而我国除台湾

省外
,

大部分属于环太平洋成矿带的外带
,

主要

发育的是中生代火山岩
,

成矿条件稍差
。

特提斯成矿带广泛发育在我国西南的四川
、

西藏
、

云南
,

并波及贵州
、

广西
、

青海
、

甘肃等

省 区
。

青川藏三省 区 的松潘一甘孜印支褶

皱系的义敦优地槽褶皱带
,

是一个中生代火山弧
。

最近在该带白玉附近的酸性火山岩中找到了特大

型含金富的多金属矿床 —麻邓矿床
,

其特征可

与 日本的黑矿对比
,

属火山岩型
。

义 敦 优 地 槽

褶皱带是具有形成火山岩金 银 矿床成矿条件

的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我国西南地区比东部地区

更具有形成这类矿床的条件
,

只是该区交通条件

差
,

工作程度低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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