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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地区位于华北板块和

扬子板块的交接处
,

地琦中朝

准地台
、

扬子准地台
、

秦岭地

柑和松活甘孜地柑 等 构 造 单

元
。

该区构造复杂
,

具有良好

的金矿成矿地质条件
。

近几年

的金矿找矿实践和科研成果表

明
,

秦巴地区找金前景极佳
,

完全可以预期该区即

将成为我国最工耍的黄金产区之一
。

秦巴地区巳发现的主要金矿类 型 有 产

于中绝盆统和上三盈统沉积岩中的徽细漫染型金矿

床 双王
、

二台于
、

东北寨等 , 产于太古代

太华群变质岩中的石英脉型金矿 小秦岭杨奢峪
、

文峪
、

桐峪 号脉
、

东棍峪等 , 产于元古界

鹅耳群中的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上宫
、

康山
、

洪庄

替 产于太华群和熊耳群中的爆破角砾岩型

矿 祁雨沟
、

店坊等 产于元古界碧口群

和脚掩群中的块状硫化物型金矿 东沟坝
、

阳坝
、

长护于等 ’ 砂金 矿 床 潭 腊
、

恒 口 、

荆紫

关
、

家咀
、

阔达
、

昭化等

有愈义的是
,

秦巴地区沉积岩中的徽细浸染型

全矿已取得 大突破
。

四川松潘产于上三盛统中的

东北弃金矿储 已达大型规模
,

除深部远景很好
、

矿石可选性佳
、

可综合开发砷 雄黄
、

金外
,

区城

找矿远景甚好
。

近来
,

除了在东北寨附近发现同为
·

南北向构造带 氓江断裂 中的串珠状金异常带以

外
,

而且在甘孜地区南北向构造带新发现了可以与

东北寨媲美的金矿区
,

以及在东西向构造带 誉山

断裂尹发现有愈义的砷 雄黄卜金 矿化 和汞一金矿

化
。

陕西太白产于中泥盆统中的双王金矿
,

是一个

低品位的大型金矿
,

现已查清了矿石的物质组分和

金的斌存状态
,

通过了矿石堆浸试脸实验室规模的

成果评审脸收
,

为增加此类矿床的远景储
、

扩大

低品位金矿的利用
,

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科学依据
。

陕

西凤县一镇安产于中泥盆统中的 “ 二台 子 式 ” 徽细

浸染型金矿找矿又有了新的发展
。

最近
,

在西秦岭

甘肃境内志留系
、

泥盆系碎润岩 碳酸盐 岩 层中也

新发现了具有工业意义的徽细浸染型金矿化
。

我们

认为
,

秦巴地区构造复杂
,

有条件将古老含金地质

体的金
,

风化
、

剥蚀
、

搬运
、

沉积在中泥盆世
、

晚

三益世的沉积岩中
。

上述矿源层在秦巴地区广泛分

布
,

在有利的构造环境中经热卤水 或 地 热流体溶

渔
,

在适宜位里形成微细浸染型金矿
。

因此
,

很可

能由于秦巴地区徽细澳染型金矿的贡献
,

将使我国

成为与美国一样重要的该类型金矿的主要产出国
。

关于小秦岭金矿
, 目前巳发现含英石英脉

多条
,

经工作证实的 多个金矿床获得数以百吨计

的黄金储
。

今后除了加快含金石英脉的评价速度

之外
,

深部找矿是小秦岭金矿田南部的重要研究课

题
。

看来
,

宜在考虑含金石英脉和岩浆活动
、

构造

作用密切有关的基础上
,

重视运用地球化学和找矿

矿物学方法
,

扩大含金石英脉的深部远景和寻找构

造蚀变岩型金矿
。

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
,

产于熊耳群中的上宫构

造蚀变岩型大型金矿床
,

以及祁雨沟
、

店坊等爆破

角砾岩型中
、

小型金矿床
,

均与燕山期岩浆活动成

元古代岩浆活动有成因联系
。

因而
,

应在花山花岗

岩影响所及范围的有利地区 构造
、

矿源层等控矿

条件适宜的地区
,

寻找 “ 上宫 式 ” 金 矿
,

在篙县

西北部太华群中 个燕山期爆破角砾岩体
,

以及在

禽县南部熊耳群内元古代爆破角砾岩 古 火 山 管

道 分布区
,

寻找 “ 祁雨沟式 金 矿 ” 、 “ 店坊式金

矿 ”。

秦巴地区元古界中的块状硫化物型金矿 含伴

分



生金矿床 的找矿和综合研究工 作 刚 刚 开始
,

陕

西
、

甘肃等地找矿潜力不小
。

砂金矿床在嘉陵江
、

汉江
、

崛江
、

涪江流域广泛分布
,

特别是嘉陵江上

游的陕西略阳一带
,

已找到两个大型砂金矿床
,

汉江

支流月河流域也探明了大型砂金矿和氓江流域松潘

捧腊大型砂金矿开采多年
,

反映秦巴地区不但砂金

找矿前景好而且原生金 岩金 的找矿潜力很大
。

因为据世界黄金产皿的统计
,

原生金的产 平均约

为砂金产盆的 倍 一般在 到 倍范围之内
。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
,

秦巴地区还有一些特殊类

型的金矿化产出
。

如产于铁质碳酸盐岩体中的金矿

化等就值得进一步深人研究并评价其工业意义
。

建立冀东金矿成矿模式应解决 的几个 问题

李 志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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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金矿成矿区域 内
,

从区域及矿区地质条 件着眼
,

从已知金矿床着 手
,

建 立 矿

床成矿模式
,

对进一 步 开 展

普查找矿
,

必将起到积 极的推

动作用石 随着地质工 作 程 度

的逐步提高
,

找矿难度越 来越

大
,

找矿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断改进
。

年代主要是

找露头矿
,

年代中期
,

主要是采用地质
、

物

化探综合方法找矿
,

年代中期至 年代主要是建

立成矿模式
,

用地质成矿理论指导找矿
。

冀东是开展金矿地质工作较早的一个地区
,

尽

管许多单位在这里做了大量工作
,

取得了不少有价

位的资料
,

但对矿床成因的认识尚不一致
。

为了建

立该区金矿床的成矿模式
,

更好地指导找矿
,

建议

盆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全矿的矿耳层 区内的金矿床多斌存

于太古代古老变质岩系中
,

其 原 岩 为一套 火山喷

发一碎屑沉积岩系
,

其中的中基性火山岩含金丰度

值高
。

据此
,

许多地质工作者认为中墓性火山岩是

金矿的矿源层
。

但仅仅根据岩石的含金量确定矿源

层
,

依据是不充分的
。

王安建 根 据 等

人的研究成果
,

认为岩石中含有易释金和不易释金

两类
。

前者是金矿矿源层的必要条件
,

并提出用把

来判定镁铁质岩石中原始含金量的方法
。

这可能是

确定矿源层的一种有效方法
。

里
。

关千构造控矿问一 冀东地区断裂构造十

分发育
, 巳知金矿床多受近东西向

、

北东向和北北

东向断裂控制
,

尤其是两组断裂的复合部位更有利

于金矿的富集
。

问题是现在对构造控矿还缺少足够

的论述和分析
。

岩泉岩的控矿作用 大 资料证明
,

本区

金矿床多分布在古老变质岩系中的燕山期酸性侵人

岩体与围岩的内外接触带附近
,

远离岩体很少发现

金矿床
, 认为金矿床主要 与 燕山 期 酸 性 俊 人 岩

体 一花岗岩体有关
。

野外资料和部分测试数据表

明
,

花岗岩属重熔岩浆花岗岩
。

矿床成因 对本区金矿床的成因
, 主要有

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

区内广泛分布的中基性

火山岩是金矿的矿源层
,

受吕梁运动和区域变质作

用
,

在变质热液或混合热液影响下
,

使火山岩中的

金质活化
、

迁移并初步集中
,

形成含金石英脉
。

由

于中朝准地台活动性强
,

后期构造发育
,

特别是受

燕山运动影响
,

在花岗岩浆侵人过程中
,

再次促使

金质活化
、

迁移
,

最终形成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金

矿床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金矿床主要与燕山期构造

运动和岩浆侵人活动有关
。

吕梁运动期间
,

在区域

变质作用下
,

金质初步集中
。

这种认识缺少足够的

证据
。

关于成矿作用 初步认为
,

本区含金丰度

高的中基性火山岩
,

在富含钾
、

钠
、

硅的热水溶液

作用下
,

金主要呈硫络合物形式迁移
,

在压力
、

温

度较低的断裂带中聚集成矿
。

为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
,

最近我们与欧洲共同

体第七科学研究发展部合作
,

在野外地质调查的签

础上
,

有针对性地补做部分室内测试工作
,

为研究

冀东金矿的成矿规律
, 建立成矿模式

,

提供更多有

说服力的依据
。

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