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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带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是我国最主要的岩金矿床类型
。

这 类

矿床具有相同的地质特征 矿床分布于太古一元古界变质岩 中
,

矿带

受区域构造控制
,

矿体受区域派生断裂制约
,

与燕山期岩体有关
。

关钻词 中国 , 破碎带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 地质特征

我国岩金矿床类型较多
,

已探明储量的

有石英脉型金矿
、

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
、

浸

染型金矿
、

斑岩型金矿
、

夕卡岩型金矿
、

火

山爆破角砾岩筒型金矿和砾岩型金矿
。

从矿

床规模
、

储量 比例
、

矿床分布的广泛和找矿

前景等方面都占有重要位置的类型为破碎带

石英脉蚀变岩型
。

笔者 年曾先后在河北
、

山东
、

河南

等省对 多个金矿床进行 了考察
,

发现分布

于这些地区的主要金矿床一 破碎带石英脉

蚀变岩型金矿床
,

都具有相同的地质特征

矿床分布于太古界
、

元古界变质岩中
,

矿带

受区域构造控制
,

区域构造派生的次级断裂

是矿体的定位构造
,

矿带上大多分布有燕山

期岩浆岩
,

矿床往往成群出现
。

广东河台等

金矿的发现与勘探
,

加深了笔 者 的 这 一认

识
,

现将破碎带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床的基

本地质特征
,

初步归纳如下
,

以期对其规律

的研究和找矿工作有所补益
。

地层及岩性特征

破碎带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多分布在太

古一元古界地层 表
。

几个已知成矿区的地层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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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耳山成犷区为一套海相火山喷发活动

形成的安山岩系
,

变质程度低 其他各成矿

区均为变质程度较深的斜长角闪岩
、

黑云角

闪斜长片麻岩
、

黑云变粒岩等
,

并遭受了不

同程度的混合岩化 原岩恢复一部分应属于

偏基性的火山岩组合
,

成矿区地层中金的丰

度值一般高于地壳和同类岩层的平均值
。

如

胶东群化山组金丰度值为
、

民山组

为
、

富阳组为 高 于 地 壳平

均值 倍
。

因此认为
,

各成矿区的金主要

来 自上述各金矿区的地层
。

这些地层即金的

矿源层
,

它们为金矿床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

物质
。

岩浆岩与矿床的关系

各成矿区大多分布有中一酸 性 花 岗 岩

类
,

其形成时间主要为燕山期
,

金的丰度伎

一般也较高
。

如胶东成矿区的玲珑花岗岩金

的丰度值为
,

郭家岭 斑 状 花岗闪

长岩金的丰度值为
,

比一 般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高

倍
。

在空间关系上
,

岩体与矿床关系极为密

切
,

金矿床多在岩体附近
,

有的矿体赋存在

岩体与围岩接触带
,

有的则位于岩体之中
。

小秦岭成矿区的金矿床多围绕华山
、

文峪
、

娘娘山等几个花岗岩体周围 分 布
,

特别是与二长花岗岩关系密切
。

胶东成矿
一

区

的主要金矿床则位于玲珑花岗岩与胶东群的

接触带或岩体中 表
。

中酸性岩浆岩对金矿的形成同样提供了

物质来源
,

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对矿源层中金

的活化转移富集起了主导的作用
。

几个成矿区岩体与矿体的关系 衰 空

岩 体 与 矿 体 关 系卜一一队旧一一一成 矿 区 代表矿床 岩体形成时代

燕山东段 金厂峪 燕山期 花岗岩 矿体位于岩体外围

矿体位于岩体与胶东群的接触带或岩体
胶 东 三山岛

、

焦家 燕山期 花岗岩
、

斑状花岗闪长岩

小 秦 岭 文 峪 燕山期 二长花岗岩 矿体位于岩体外围

熊 耳 山 上 宫 燕山期 似斑状角闪黑云二长花岗岩 矿体位于岩休附近

高 要 河 台 印支期 二长花岗岩 矿床位于岩脉附近

矿区
、

矿床与构造的关系

破碎带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床与构造的

关系极为密切
。

区域性断裂控制了矿带
,

区

域构造派生的次级断裂控制了矿床
,

是矿床

形成的定位因素 表
。

控矿断裂多属压扭性
,

并有多期继承性

活动
,

形成破碎带和糜棱岩
。

在两组断裂交

汇部位
、

转弯及张裂面等的张启部位富集成

矿
。

胶东成矿区有的矿床受北东
“

一
。 、

北东
“

的扭性断裂及与之共辘的 北 西向张

扭性断裂和 由这些断裂诱导出的旋转构造
、

放射构造及较宽的破碎带控制
。

燕山西段金

矿床则赋存于张家 口一刁鹦及与之派生的北

西向一东西向或两组断裂交汇部位的破碎带

中
。

燕山东段有的矿床发育于东西向断裂与

北东向一北北东向剪切带中
。

小秦岭矿区矿

体多位于东西向的太要断裂的次级北西向断

裂破碎带 中
。

熊耳山矿区矿体赋存于北东向

金嗣沟蚀变破碎带中
。

高要成矿区河台金矿

赋存于吴川一四会与罗定一广宁断裂复合 哈

位的千糜岩中
。

而且在区域性断裂两侧往往



产生 一系列的控矿断裂
,

因此各成矿区矿体

多成群出现
。

如小秦岭矿区陕西
、

河南各发

现 余条
,

胶东矿区已发现金矿床 余处
,

燕山东
、

西段均已发现近 条 矿 脉
。

因此

对区域及其派生的次级断裂的研究将有效的

指导找矿工作
。

矿区
、

矿床与构造的关系 表

成 矿 区

⋯
。 矿 “ 造

燕山东段

燕山西段

胶 小

小 秦 岭

熊 耳 山

燕山东西向弧形钧造按制矿带
,

与之派生的北东一北北东向压扭性断裂和挤压剪应带
,

控 制 了 矿

体
,

控矿断裂普油糜梭化
,

金厂峪金矿床即位于剪切带中

矿带受尚义崇礼赤城大断裂南部的张家 口一刁鹦东西向断裂控制
,

次级断裂控制了矿体
,

断裂具挤

压性
,

沿断裂发育了魔梭岩 ,

含金石英脉位于糜梭岩中间
,

糜棱岩亦有金矿化
,

有的形成了矿体

沂沐断裂导生的一系列北北东向断裂 如三山岛断裂
、

招远掖县断裂等 控制了矿带
,

这些断裂与

其分支断裂的交汇部位
、

转弯部破裂面或节理密集处多形成破碎带
,

矿体多斌存于破碎带下盘

东西向的太要断裂控制了犷带
, 与之平行的仰冲或斜冲断层控制了矿休

,

断裂只糜梭化
,

压扭性
、

张性破碎带中形成了石英脉和蚀变岩型金矿

区域性的北东向断裂控制了矿带
,

金桐沟蚀变破碎带控制了矿体

炭 要 矿床友肖 于吴川四会断裂与罗定广宁断裂交汇部位
,

断裂具千糜化 , 主要矿休斌存于千糜岩带中

矿化及围岩蚀变特征

破碎带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床一般均有

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钠长石化
、

黄

铁矿化和方铅矿化等蚀变
,

有 时 有 钾 泛石

化
、

碳酸盐化
。

蚀变洽断层破碎带及其上下

盘发育
,

一般 可略分为三个蚀变期
。

如文峪

金矿第一期为金一石英一多金属硫化物
,

第

二期 为金一硫化物
,

第三期为金一多金属矿

化
。

焦家金矿第一期为金一石英一黄铁矿
、

绢云母
、

硅化
,

第二期 为 金一石 英一多 金

属
、

硫化物 形成绢英岩
,

第三期为金一碳

酸盐阶段
。

硅化一般最早
,

而且延续时间长
,

在断

裂破碎带的不同部位和空间强弱程度存在差

异
,

当硅化强时可以形成硅化体或石英脉
、

石英网脉 在石英脉的上下左右往往过渡为

蚀变岩
。

由于断层的继承性活动
,

早期形成

的硅化体再次破碎
,

在矿化蚀变的第二阶段

形成破碎蚀变岩或碎裂黄铁绢英岩
,

并富集

为矿体
。

因此笔者将石英脉
、

蚀变岩型金矿

划为一个类型即破碎带石英脉蚀 变 岩 型 金

矿
。

如山东望儿山金矿从地表 到 为含

金石英脉型
,

而 以
‘

则 为破 碎 带 蚀变

岩型
,

有的矿区
,

如上宫硅化体位于破碎带

中间
,

由硅化
、

铁白云石化
、

绢云母
、

绿泥

石组成
,

向上下盘逐渐过渡为铁 白云石化和

绢云母化
,

第三带为轻微蚀变的安山岩
。

各个矿化蚀变阶段均伴随有金
,

但金往

往在一
、

二阶段富集
。

金多呈 自然金状态存

在
,

如河台金矿 自然金占
,

黄铁矿
、

方

铅矿等多呈条带状
、

网脉状
、

散点状富集在

破碎带中
。

金与黄铁矿关系密切
,

硫化物块

体中也有金的富集
。

焦家
、

金厂峪
、

小营盘等

金矿的金多包裹在黄铁矿中
,

上宫金矿的金

与粉末状黄铁矿关系密切
,

文峪金矿的金赋

存在细小而破碎的黄铁矿中
。

一般认为金是

在同一热液期
,

多构造阶段叠加形成的
。

在

成矿过程中矿源层提供了金的来源
,

而岩浆

使矿源层中金活化转移
,

并提供一部分金
,

最后使金在断裂破碎带中富集形成矿体
。



矿 体

矿体多发育在两组断裂交汇部
、

断裂转

弯部或平直的断裂破碎带
、

糜棱岩带中
。

因

此
,

矿体形态各异
,

有脉状
、

囊状
、

舌状
、

柱状等不同形态 有的延伸较大
,

小秦岭矿

区 号矿体断续长达 以上
,

有的 矿体

走向较短而延深很长
,

如胶东新城金矿地表

仅
,

斜深达 以上
,

高要 河 台 金

矿出表出露长仅
,

而侧伏 达 以

上
,

胶东蚕庄金矿主矿 体 为 一 长
,

厚

的矿柱
,

勘探时由于控矿构造研究 不够

竟然被遗漏掉
,

到生产时才发现
。

因此控矿

构造的研究对这一类型矿床十分重要
。

结 语

综合以上资料
,

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床

具有相同的地质特征
,

赋存在太古一元古界

变质岩系中
,

矿带受区域构造控制
,

矿体发

育于断裂破碎带 中
,

矿区往往有燕山期中酸

性岩浆活动
,

属热液矿床
。

已勘探的这类犷
床储量居我国探明储量的首位

。

在我国形成
这一类型金矿床的地质条件分布较广

,

因此

找这一类型矿床的前景极为乐观
。

实际这一
类型矿床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占重要位置

,

如

巨大的苏联穆龙套金矿和菲律宾碧瑶金矿
,

虽然地质特征有所差异
,

但基本上属于同一
类型

。

穆龙套金矿产于前寒武或前志 留纪绿

泥石一绢云母相的变质岩中
,

矿区发育有花
岗闪长岩和斜长花岗岩脉

、

正长岩脉
,

南北向

和近东西向断裂控制 了矿体
。

碧瑶金矿赋夺
于第三纪变质的安山岩

、

角斑岩系中
,

矿脉
群受南北向一北西向的布瓦大断裂控制

,

矿
体赋存于派生于布瓦断裂两侧的断层中

,

矿
‘

区发育有阿基诺闪长岩
。

我国金矿的找矿工作应从我国的地质条

件出发
,

特别在当前应把找矿和研究力量
,

放在这一类型金矿上
,

加强变质岩区断裂的

研究
,

寻找各种不同规模
、

形态和埋藏深度

的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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