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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世界主要产金国黄金资源开 发 进 展 迅

速
,

其中的 条重要经验
,

就是加强主要金矿类型

的地质研究 提高找矿理论和找矿方法水平
,

以大

型
、

特大型金矿作为突破口 ,

加速金矿勘探
,

建立

黄金矿山基地 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

所谓特大型金矿
,

就是指黄金储量在 以上

的矿床
。

一般金的品位虽不很高 也有高品位的
,

但很稳定
。

金矿体的形态比较复杂
,

常见多种矿化相

互穿插
、

过渡和盈加 , 矿体产状总体上稳定或比较稳

定
,

但组成矿体的各个矿化休往往变化很大
。

特大

型金矿的成矿背景
、

控矿条件
、

形成作用和找矿方

向可归纳为

受一定层位挽翻
,

即 控
。

在成矿域内
,

金矿住往受一定层位控制
,

为金矿的形成提供了充

足的矿质来源
,

通常是含金较高的地层
。

里 昌有构趁成矿空间
。

地壳构造运动及其形

迹
,

不仅可为金矿的形成提供运矿
、

导矿和容矿空

间
,

而且又是矿液运动直接或间接的驱动力
,

起着
“ 水泵 ” 作用

。

区域深断裂的形成与活动
,

地层的

褚皱与错断
,

都可有不同规摸
、

不同产状
、

不同性

质的断裂
、

裂隙
、

破碎带
、

剪切带相伴
,

这对金矿

的形成极为有利
。

具 有效的热动力条件
。

岩浆活动和区域

变质作用都可提供热动力
。

根据上述控矿因素和形成特征
,

评价大型
、

特

大型金矿床的参考标志是

从地表到深部
,

矿床构造特 征
、

含 矿 裂

隙
、

矿体形态
、

结构
、

主要矿物成分和矿物共生组

合等
,

沿走向和倾向都无明显变化
。

破碎带
、

剪切带比较发育
。

按矿化深度可分为 个矿化阶段
。

含金量

常有变化
,

总的趋势是随成矿阶段而减少
。

按照大型
、

特大型金矿床为成矿特征
,

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
,

寻找特大型金矿床的主攻方向有以下

几点

深大断裂带 如华北地台北缘巨型金矿成

矿带
,

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构造单元的过渡带
。

其中

部分被北侧的近东西向康保一围场一赤峰一开原大

断裂和南侧的近东西向张 家 口一承 德一平 泉一宁

城一北票深断裂所控制
。

秦岭地区的金矿床实际上

是受夏馆一槐树断裂及商南一西峡断裂制约
。

滇西

弃江地区的金矿
,

在很大程度上受主要由三江断裂

组成的构造一岩浆带控制
。

另外还有杨子准地台的

北
、

西
、

西南等边缘地区
,

准噶尔
、

堪里木盆地的

周边地区等
。

前寒武系老变质岩分布区 鞍山群
、

建平

群
、

迁西群
、

太华群
、

胶东群
、

阜平群
、

五台群
、

武当群等太古代 部分为下元古代 变质岩地层
,

很多地质学家都认为是绿岩带
,

其原岩多为含铁镁

硅酸盐岩系的中基性火山岩
,

含金丰度较高
,

是形

成大型
、

特大型金矿床的重要前提
。

元古界裂谷 中元古代常称为“ 火山空缺 ,

,

是大规模块状硫化物矿 床 及 层

状铜矿成矿期
,

金常为伴生或共生
。

地台边缘的活化区 区域性大断裂带以及

较晚期侵人的花岗岩类附近
,

或糜棱岩带和中
、

基

性脉 墙 比较发育的地区
。

不同大地构造单元的接合部位 赋矿围岩

为粉砂岩和碳酸盐岩
,

又有一定规模的断裂
,

有侵

人活动
,

化探指示元素为
、 、 、 、

,

常与汞
、

锑矿共生的地区
,

则应注意寻找微

细浸染型 即卡林型 金矿
,

如四川盆地周边的古

生代
、

中生代坳陷区 ,

滇黔桂 省交界地区
,

秦岭

地区以及云南巍山
、

湖北尖山一黄山
、

长阳
、

广西

镇龙山
、

湘西
、

新疆乌什和云南保山
、

长江中
、

下

游和内蒙狼山一渣尔泰山一带皆可作为靶区
。

寻找大型
、

特大型金矿
,

除了就矿找矿
、

综合

找矿外
,

还应该开展目标找矿
,

也就是世界上已发

现的绿岩带型
、

金一铀砾岩型 南非兰德
、

微 细

浸染型 美国卡林
、

类复理式建造 型 苏联穆龙

套 和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

作为我国 找 金 的 目

标
。

对上述目标矿床的特征了解得越深
,

越能获得

预期的找矿效果
。

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