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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已知有砂金矿床约 处 矿点 余处 民采点教 百处
,

是我国 主要的砂

金产区之一
。

凡有第四纪砂砾层分布的地方几乎都有砂金畜集
。

造成这种成矿特点

的因素有三 川西 大面积分布的徽含金地质体是砂金最墓本的初始浑泉
,

其

金含 , 普遥高出 同类岩石丰度值 一 个数 级 全区平均 门止 , 。

它在砂金成矿中的

作用远超过富含金地质体
。

与第三纪时期准平原化相伴的红土化
、

类虹 上化

作用
,

使基岩中的徽 金富集到其有经济价值的程度
。

出现红土化的 主要条件是炎

热郁】气候环境
。

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在四川表现强烈
。

地壳间歇性的 上

升或上升一稳定交替
,

导致四川 有很多的含 金层位
,

每抬升一次之后的称定期
,

就

是一次砂金成矿期
。

四川具有悠久的采金历史
,

解放前一度曾是

我国砂金的一个主要产区
。

据史料记载统计
,

四

川已采砂金不下 吨
,

最高年产量曾达 万余

两
。

我国最大的 自然金块均出自四川 分别重

公斤和 公斤
,

前者 年发现于盐源洼

里
,

后者 年 月发现于白玉孔隆沟
,

采金遗

迹比比皆是
,

与金相关的河流
、

山岭
、

地名屡见

不鲜
。

这些都标志着四川历史上砂金开采的兴旺
。

年代末以来
,

四川加强了砂金地质工作
,

取得了明显的地质效果
,

砂金储量不断增愧 预

测表明
,

四川砂猫王有较大的资源潜力和良好的

找矿前景
。

对四川砂金的区域性成矿条件
,

过去

很少有人涉及
,

而它对揭示砂金成矿过程和找矿

是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

有砂金形志 成矿时间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导致砂

金产出的多层位性 从全新统现代期的河床一河

漫滩直至下更新统早期的姗级阶地各层位砂砾层

中
,

都有砂金赋存
。

含金沉积物类型的多样性
。

含金砂砾层除

河流冲积或冲一洪积者外
,

尚有广泛发育的冰水

沉机 而含金冰水沉积物又包括冰水河流
、

冰水

湖泊和冰水扇沉积等
。

从一定意义上讲
,

四川砂金主要在于第四纪

沉积区的有无
,

凡是有第四系砂砾层分布的地方
,

就可能有砂金富集
,

而富集程度则取决于沉积条

件 水动力
、

微地貌等 的优劣
。

四川砂金的主 要产出特点

全省目前已知有砂金矿床约 处
,

矿点

余处
,

民采点数百处
。

以上的县产砂金
,

川

西地区几乎县县有砂金 图
。

其主要特点是

空间分布上的广泛性
。

砂金遍及金沙江一

长江以北各水系
、

各级河流和各大地貌单元
,

虽

然富集程度不同
,

但并不受某一水系
、

某级河流

或某类地貌单 以均限制
。

成矿时间上的长期性
。

第四纪各个时期都

区域性成矿条件分析

四川砂金矿点和含矿层位之多
,

分布范围之

广
,

含金沉积物成因类型之复杂
,

在国内外都是

少见的
。

笔者认为
,

它是一系列区域性成矿条件

存在和统一的结果
。

这些条件主要有以下几方瓦
金的地球化学异常场 矿源是成矿的物质

基础
。

砂金的原始矿源来自基岩中的含金地质体
。

这种地质体可以分为两类

富含金地质体
。

包括岩金矿床
、

矿点

和矿化带
。

四川现有岩金矿点约 处
,

集中分

布于盆地西侧的康滇地轴一龙门山一米仓山台褶



石妞

龟飞 』 山

雀儿山

晰 子掩水咋

尹湖

粼冷讯
、 , ’

’

气严弟

让,

鲜粉广 尹气 入 口
,

, ‘沂沪

、

厂入
, 因 团 囚 口

图 四川省水系
、

地貌单元划分和砂金分布图

一一级地貌单元界线 一二级地貌单元界线 一砂金矿床 一砂金矿点

一四川盆地区 一盆地外圈山区 一大巴山山地 一川东南边缘山地

, 一龙门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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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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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西南高山区 一平坦高原区 一山康
、

峡谷区 多一丘状高原区

带中
,

规模一般都很小
。

它们的风化录触
,

无疑

是本区砂金的一种来源
。

但这些富金地质体受一

定构造一岩浆带的控制
,

影响范围有限
,

仅此不可

能造成现在的砂金分布状况
。

实际上
,

它 ’泛间

也表现极不协调
,

并且在通常情况下不具因果联

系
,

因此只能是一种局部性金源
,

对整个区域的

砂金成矿不具重要意义
。

微含金地质体 指含金丰度较高的地

层
、

岩石和岩体 据统计
,

四川西部各类岩石的

金含 普遍高出同类岩石丰度值一个数量级
,

从

几倍到十几倍 表
,

全区平均为 认力
。

含金

丰度较高的层位有前震旦纪和志留纪变质岩系
,

以及在西部地区占绝对优势的三叠系
。

由于金在

地表环境下可以通过溶解
、

沉淀而再富集
,

这种

徽含金地质体就成了 “取之不尽
”

的区域性金源
。

笔者认为
,

大面移拍勺微含金地质体实质上反

四川 西部各类岩石 衰

岩 石 类 别

峨酸盐岩类

泥质岩类

绿片岩相变质盐类

中
、

酸性侵入岩类

中
、

酸性火山岩类

基性怪入岩类

基性火山岩类

全区平均

罗
同类岩 石丰度值 丰度系教

。

映出金的地球化学异常场的存在
。

这种异常场是

四川砂金最基本的初始源泉
,

它在砂金成矿中的

意义远远超出有限的富含金地质体 四川砂金具

有如此的广度和远景
,

异常场的存在是一个重要

因素
。



准平原化和类红土化作用 三叠纪末的印

支运动
,

使四川西部地槽褶皱回返
,

隆起成陆
。

与此同时
,

北面
、

东面和南面的三叠纪地槽沉积

区也相继崛起
,

整个四川从此结束了海于鼓勺历史
,

东苟阵专入内陆湖盆环瑰 侏罗
、

白坚纪时期
,

川

西及湖盆周围隆起区一直处于剥蚀状态
,

其剥蚀

深度约为 一 米
,

四川盆地区则接受了巨

厚的陆相红色碎屑沉机经过长期而强烈的抬升
、

剥触
,

到白要纪晚期
,

已初步形成川西高原主体

的面魏 第三纪时期的进一步录触夷平
,

使川西

地区达到准平原化程度
,

成为辽阔的准平原区
。

代表这个准平原区就是该区现在广泛残留的

一 米高度的夷平面
。

准平原化通常都导致广度和深度都很大的风

化壳的形成
,

在这一过程中所进行的以化学风化

为主的强烈而彻底的风化作用
,

使一些元素淋蚀

迁移
,

而另一些元素则不断富兔 与准平原化和

风化壳有关的铁
、

镍
、

钻等矿床早已人所共知
,

近来年一些地质学家也注意到这一过程与砂金富

集的关系
。 · ·

在
“
红土化作用可

能是砂金的一种来源
” ①一文中

,

在论述了金在地

表自然条件下可以通过溶解和再沉淀而富集之后
,

指出美国和法属圭亚那许多砂金矿都产于准平原

化地区
,

或者与准平化范围相吻合
,

并与红土化

关系密切
,

有的红土本身就具有开采价值
,

从而

认为与准平原化相联系的红土化作用
,

是有经济

价值的砂金矿的一种来源
。

其必备条件是热带
、

亚柑特环瑰 基岩除主要为超基性
、

基性岩外
,

也包括闪长岩
、

革日甸闪长岩
、

熔岩
、

片岩
、

变质

岩等
。

这些岩石只含品位极低的金
。

川西地区准平原化时期主要为第三纪
。

从断

陷盆地中沉积物的类型看
,

该时期的气候主要是

炎热
二卜澡性的

,

后期过渡为温暖潮湿性
,

因而具

备了出现红土不匕或类红土化作用的基本条件
,

或

者说与准平原化相联系的风化壳的性质主要是红

土型或类红土型的
,

而且其中有金的强烈富集
。

虽然由于剥蚀和后期的改造
,

典型的含金红土或

类红土型风化壳已残存无几
,

但以下几点仍可作

《地质地球 化学 》
,

第二 期
。

为其存在的证据

砂金分布区或砂金源头区与准平原化

地区形影相依
,

二者在空间上明显吻合
处于山脊部位的高原夷平面 残留的

准平原 上
,

已经数处发现有砂金 草皮金 产

出
,

这显然是古含金风化壳经弱改造的产物
。

许多接近高原夷平面汇水范围很小而

附近又无富金地质体分布的细小沟谷中
,

常出现

块金
,

这多半来源于残存的古含金风化壳
。

笔者等最近在川西某地厚达数米的二

叠纪玄武岩残积层内淘取的重砂中
,

发现自然金

粒 毫湘
,

而玄武岩含金仅 克 吨
,

说明该区低含 金岩石风化过程中确有金的富集或

砂金形成
。

实际 上
,

靠微含金地质体 甚至包括部分富

含金地质体 的风化剥蚀
、

搬运
、

沉积直接形成

砂矿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这是因为流动的水体中

难以造成显微金堆礴彩域聚集的物理
、

化学条件
,

而砂矿中明显的重力分异表明 犷禅子、 拌枪沉积

前即已到达
“
可见金

’

的准彭及 而这种军彬吸在微

含金地质休中几乎是 下存在的
、

叼川 从含金地

质体到妙金矿乙间必须有一种过渡的京集因素
,

这种因素就是准平原化及准平原化过程中的红土

化
、

类红上化作用
‘

与准平原化伴生的大面积搜 全川 ’裂含金风化

壳
,

是四川砂金的直接物源
,

也是四川砂金广泛

分布并具有巨大远景的又一重要原因
。

间歇性上升的新构尚吞动 第四纪以来的

新构造运动
,

在四川反映 卜分强烈
,

主要表现为

地壳的全面 二升 但 上升幅度差别很大 西部地

区至少在 。。, 一米以上
,

盆地区贝 十对小得多
。

抬

升幅度的 差异造成四川东部与四部在地形
、

地貌

上的强烈反杀和山西北向东南的河流流向
。

众所周知
,

地壳的上升 使金源已处于剥蚀

状态
,

达刀砂金成矿必不可少的条件
,

但持续不

断的 卜升 叹能造成剥蚀
,

而不能在蚀源区附近

形成堆积
。

只有地壳运动的稳定期或下降期才能

促使堆积作用发生
。

因而砂金成矿所要求的地壳

运动必须是间歇性上升
,

或者说是总的上升中出

现相对稳定或微弱下降
。

四川正是具备了这种上



升一稳定 下降 交替发展的新构造运动型式
,

因此不仅有砂金形成
,

而且有众多的含金层次
,

地壳每抬升一次之后的稳定期
,

就是一次砂金成

矿期
,

地壳的强烈上升
,

使川西准平原逐渐解体
、

分

化
,

使覆于其上的含金类红土型风化壳不断遭到

剥蚀并经再次富集而形成各时期广布的砂金矿
。

四川砂金的大致成矿过程如图 所示
。

切始裸

区区城性金详 一一

地地珠化学异常场场

《《徽 含金地质体

直接禅

过渡抓
次生谭 斌先成砂金的利蚀

冰水砂金 冲积砂金

筑三纪

准平耳化
含金红 土

哭红 土型
风化充

早一中更肠
冰川作用

匣乎
⋯

匹囚

晚更断世

一蜻世

冲积作用

匹乎
,

⋯

仁巫日

粤望
二

鲤鉴擎二习‘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曰

主贾白勺

一 一 一 次要的

图

结 论

四 川砂金成矿过程示意图

形成砂金矿的
“

纽带
”

和
“

桥梁
’

飞从显微金到可

地球化学异常场或区域性微含金地质体
,

是大范围砂金成矿最基本的物源
,

而富含金地质

体的意义相对甚小
。

许多砂金矿并不以岩金矿的

存在为背景
,

或者说其间并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

其原因正在于此
。

与准平原化相伴的红土化
、

类红土化作用
,

可以使基岩中的微量金富集到具经济价值的程

度
,

也是微含金地质体 包括部分富金地质体

见金的转变主要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

没有这

一过程所导致的先期富集
,

砂金成矿很难实现
。

出现红土化的主要条件是炎粼伯勺气候环境
,

而不

是基岩类型
。

砂金成矿理想的地壳运动型式是间歇性上

升或上升一稳定交替
。

这三种因素的统一
,

就是四川砂金矿对空间

和时间没有严格选择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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