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璐西南微细浸染型金矿控矿条件及找矿标志

峋 长 责

贵州地矿 局 地质犬队

年代末
,

在贵州省西南部发现了一系列微细浸染型金 矿床
。

矿

床地质特征和金的赋存状态与美国卡林金矿相似
。

现将本区金 矿划分

为层控型
、

断层型和综合型 类
,

分别总结 了控矿条件和找 矿标志
。

关艘词 贵州省西南部 微细浸染型金矿 , 成矿规 律 , 找矿标志

黔西南微细浸染型金矿
,

是 年代末在

我国发现的一种新类型金矿
。

该矿床的地质

特征和金的赋存状态与美国卡林金矿相似
。

近年来
,

在桂西北
、

黔西南地区
,

已找到并

控制 了多个大
、

中
、

小型这类金矿
。

经过小

规模的采冶试验
,

生产出黄金数千两
,

结束

了贵州不能生产黄金的历史
。

笔者参加了该地区 “ 六五 ” 金矿科技攻

关课题研究
。

年 月
,

戈塘 等金矿 已列

人国家建设计划
。

微细浸染型金矿的发现
,

开拓了我国找金的新领域
。

区域控矿地质条件

黔西南地区为扬子准地台与华南褶皱系

的嵌合地带
,

属南岭纬向复杂构造带的西延

部分
,

广西山字型与昆明山字型的复合区
。

该区由北至南
,

由威 宁 弧
、

晴 隆 弧
、

兴仁

弧
、

兴义弧和南盘江弧等弧形构造组成 图
、 。

各弧形构造的东侧
,

与 北 西向紫

云一娅都深断裂复合 西侧呈南西向伸人云

南
,

与昆明山字型相接
。

其中
,

晴隆弧西侧

与陆良深断裂叠合
,

南盘江弧与开远一平塘

深断裂及册亨一泥幽深断裂叠合
。

区内地层以三益系分布最广
,

二叠系次

之
,

侏罗系缺失
,

下 白奎统只有零星分布
。

三叠系可划为两个分区 北 部 属 黔 西南分

区
,

以台地型碳酸盐类沉积为主 南部为黔

南分区
,

以广海盆地相及浊流相沉积为主
。

回
,

目
‘

田
‘

囚
田 璐西南金矿的分布与广西

、

昆明

山字型构造的关系

一山字型构造 , 一纬向构造 , 一经 向 构造 ,

一金矿床 点

在扬子与华南两构造单元接壤地带
,

沉积柑

变急剧
,

相位交错
,

使黔西南分区东部边缘

发育了一套礁 滩 沉积
,

并分割 了两个分

区
。

前者为印支浅海台地
,

后者为海西一印

支扩张海盆
。

区内岩浆活动有两类 一是燕山期偏碱

性超基性岩一基性碱性岩
,

岩体规模小
,

形

态复杂 , 一是晚二叠世峨眉山玄武岩
。

据物探

资料推测
,

南盘江弧
、

兴仁弧深部可能有燕

山期链状花岗岩带隐伏
。

此外
,

在 黔 桂 交

界处有中下三叠统火山碎屑浊流沉积
,

晶 屑

间见后生含金粘土充填
。

早二益世晚期至晚二叠世早期的火山一

沉积岩系和陆缘细屑岩系
,

被认为是区内的

矿源层
。

它们局限于两个特定的沉积相位



威 ,,,

田 璐西南地区古构造和砚形构遭

一是台地靠陆地侧的滨岸潮坪相带
,

一是广

海盆地边缘斜坡相带或台盆边缘斜坡相带
。

矿体产出位置一般距矿源层不远
,

或者

就产于矿源层中
。

粘土岩
、

细屑岩和泥灰岩

是成矿有利的岩性
。

印支一燕山期的弯窿构

造和断裂
、

高热异常带
,

对金矿 的形成有明

显的控制作用
。

矿区主要分布在弯窿和背斜构造的翼部

或倾伏端
。

常见切割上述主褶皱的压扭性断

层或层间推覆断层
。

裂隙
,

尤 其 是 层 间裂

隙
,

是容矿的主要构造
。

矿体产状
一

与围岩大

体一致
,

或切穿层理
。

成矿作用可分 个阶

段 ①沉积作用阶段
,

形成初始矿源层 ②

热液作用阶段
,

使矿源层中 的 金 活 化
、

迁

移
、

富集
,

是主要的成矿阶段 ③氧化淋滤

阶段
。

产于台地区的金矿床 点 已知有安龙

的戈塘
,

晴隆的大厂
、

沙子岭
、

固鲁
,

兴仁

的三岔河
、

紫木幽等
。

除 三 岔 河
、

紫 木幽

外
,

其余矿床 点 均产于大厂组或与之呈

相变关系的峨眉山玄武岩第一旋回中
。

含矿

岩石为粘土化玄武质熔岩
、

火山碎屑岩或粘

土岩
、

角砾岩
。

三岔河金矿产于东西向构造

破碎带中
,

含矿地层为长兴组至夜郎组第一

段下部 一 ’ 的粘土岩
、

泥灰岩和

白云岩
。

紫木幽金矿产于下三叠统夜 小组第

一段 “ 粘土岩和粉砂岩 中
。

产于盆地区的金矿有册亨的
‘

他
、

丹阳
、

尾怀
、

百地
,

贞丰的烂泥沟
、

秧友
,

望滇的

大观等
。

含矿地层主要为中一下三叠统盆地

边缘相的紫云组
、

许 满 组 新苑组
,

部分

地段可上至边阳组下部
。

含矿岩石主 要为粉

砂岩和粘土岩
。

矿床基本地质特征

金矿的产出形态

根据控矿构造和岩石特征等
,

可划分为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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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一 注,
亚偷饰种

”。’

困
,

国 口
,

日 戈塘金矿区 级剖面困

一茅口 组灰 岩 , ’一 ’ 八 一龙 潭 组 岩石 , 一断层 , 一矿休 , 一矿带号

线 层控型 戈塘型 金 犷 无论是

矿 区
、

矿床还是矿体的分布
,

均严格受含矿

层控制 图
,

特别是受龙 潭 组 底

部与茅口 组 间侵蚀面 之硅化
、

角

砾化粘土岩
、

硅化灰岩角砾岩控制
。

含矿层

是找矿勘探的对象
。

断层 型 板其型 金护 矿体受

层间推覆断层控制 图
,

控矿断裂是找矿

标志
。

综合 型
’

他型 金矿 矿体受

橄井众矿联合创面口

详一中三盈统新苑组 , 一下三盈统紫云组 ,

一 一上二更统吴家坪一长 兴 组 , 一金矿体

及其编号 , 一含金层 , 一逆 断 层 , 一地质界

线 , 一钻孔 , 一坑道

日 丫他金矿 垃创面困

一砂岩
、

粉砂岩 , 一粘土岩 , 一泥晶 灰 岩 ,

‘一泥灰岩 , 一金矿休 , 一含矿带及其编 号 ,

一断层

了



板其金矿矿石中各类矿钧的分布及 含金性 裹

阵盯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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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犷

含 白
铁矿

‘诊 砂

⋯
司乏 质

以水云母
为主的粘
土矿物

碳酸盐

类矿物

钦铁矿 透
鹅二石

、

菱铁
矿

、

重晶石
磁铁矿英石

各类矿物所 占重 百分比

金在矿物中的分布串
,

各类矿物中的金品位
,

。

石

一

舀
。

。 。

⋯
” ”

。 。
·

。⋯
,曰︸工

‘月,

硫化矿物在矿石中只占
。

据地矿部综合研究所资料

丫他金矿矿石中各类矿物的分布及其含金性

类物盐酸碳矿问一叫洲
,

妞一甘印‘节介谈一‘黄铁矿 辉锑矿 粘土矿物 石 英 磁黄铁矿和
磁铁犷等

裹

合 计

︸勺亡」

一‘月了

⋯
口血甘各类矿物所 占重 百分比

金在矿物中的分布率
,

各类矿物中金的品位
,

创

羔
。

支
。

。

。

。 。

。 。 。 。

据地矿部绘合研究所资料

高角度压扭性断裂破碎带和摺皱构造综合控

制 图
。

矿体呈与地层产状一致的层状
、

似层状
,

或与地层交切的脉状
、

透镜状
。

事实上
,

黔西南金矿远景区是由上述多

种类型金矿构成的
,

而非单一的层控型
。

矿石 质组成

矿区已发现近 种矿物
。

与成矿关系密

切者有砷黄铁矿
、

毒砂
、

白铁矿 和 水 云 母

等
。

毒砂和环带状砷黄铁矿是含金的标志性

矿物
。

金呈显微一次显微状产出
。

矿石中各

类矿物的含量和含金性见表
、 。

由表 和 可见
,

板其金矿金在水云母

相中含量高达
,

硫化物相含 金
’

他金矿水云母相含金 占
,

硫

化物相含金
。

戈塘金矿主 要 为氧化

矿石
,

金主要赋存于石英和黄铁矿中 其中

游离金 占
,

氧化铁和碳酸盐中包裹体

金占
,

硫化矿物包裹体金 占
,

硅酸盐类矿物包裹体金 占
。

金的粒度

一般为 拜 ,

呈浸染状分布
。

矿石的化学成分 ‘ ,

, ,

其 余 为
、 、

等
。

戈塘金 矿 高达
。

具有工业意义的只有金元素
。 、

、

等的含量因矿区而异
。

矿石的结构构造和类型

矿石的结构有 自形
、

半 自形
、

环带状
、

草墓状
、

骸晶状和鱼刺状等
。

与金有关的是

变晶黄铁矿
。

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
、

变余

胶状和角砾状等
。

据矿石的化学成分和矿物组合
,

可分为

个类型 正常矿石
、

硅质矿石
、

黄铁矿质

矿石和毒砂质矿石
。

其中以黄铁矿质和硅质

矿石含金最高
。

唯戈塘 为褐铁矿化
、

硅化灰

岩角砾岩和硅化粘土岩角砾岩型矿石
。

矿石浸出试验

板其
、

丫他和戈塘矿区不同浸出法试验

结果见表
。

其中
’

他和板其金矿需焙烧至

℃
,

以破坏粘土矿物的〔 〕一和黄

铁矿晶格
,

才能取得浸出的最佳效果
。

日岩蚀变与成矿温度

与矿化有关的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
、

黄

铁矿化
、

白铁矿化和辉锑矿化
。

蚀变产生的

新生矿物有砷黄铁矿
、

白铁矿和毒砂等
。

均

一法成矿温度
, ’

他矿区为 一 ℃
,

平

均 ℃ 板其矿区为 ℃ 戈 塘 矿

区为 ℃
。

尽管各矿区不同矿化 阶 段 的成

矿温度变化范围较宽
,

但总的趋势由早期到



全矿石沮出试脸

抓化焙烧一佩化浸出法 ,

裹

浸出率 提取率 总回收率 浸渣品位
,

预先氧化一全泥氛化浸出法
,

。 。 。 。

矿 , 上

加压氧化一佩化浸出法
,

,
·

通 ,
·

】 ,

氧化焙烧一硫服浸出法
,

。 。

全 泥 佩 化 法
,

刻刻引引州州州一川刻

晚期逐渐降低
。

第二
、

第三主矿化阶段
,

成

矿温度比较集中 一 ℃
。

特征元素组合和硫同位素组成

本区矿化原生异常的特 征 元 素 组合为

一 一 一
。

和 正相关
。

他们

是找金的指示元素
。

原生晕垂直分带 一

一
、 、

为 矿 上 晕
,

一

一 一 一 为矿体晕
,

一 一

一 为矿下晕
。

硫同位素组成 板其金矿 ‘ 筋 为
,

平均
,

极差
’

他 金

矿占“ 今 编 为一 ,

平 均
,

极差 戈塘金 矿 “ ‘ 汤 为一

,

平 均
,

极差
。

根据以上资料认为
,

板其金矿成因为沉

积一渗滤改造型
, ’

他金矿为低温热液型
,

戈塘金矿为层控沉积再造型
。

矿化富集规律

戈塘金矿 层控型

大量的室内外资料表明
,

金矿体的形成

受古侵蚀面上岩溶的发 育 情 况
、

岩 性
、

蚀

变
、

热异常和表生期的氧化程度等制约
。

使蚀 面 岩溶 下二 叠 统 茅 口组

与上二叠统龙潭 组 之 间
,

存在一侵蚀面
。

受北东一南西和北西一南东

向两组裂隙之影响
,

侵蚀面上之溶沟
、

溶槽

亦作上述方向展布
。

这两组裂隙形成始于东

吴运动
,

尔后在燕山期又有活动厂特别是层

间断裂多沿此脆弱带叠加 使岩 石 再 度 破

碎
,

形 成复杂的角砾岩组合
。

规模较大的溶

沟
、

溶槽有一定的等距性 北 东 组 间 距约

北西组间距
。

大溶

沟内的小溶槽间距大致
。

在岩溶的

凹坑处
,

有利成矿的岩石普遍增厚
,

金矿体

也加厚
。

围宕蚀变 火山热液活动作用于

灰岩角砾岩和粘土岩角砾 岩
,

形 成 硅 化蚀

变
。

这种蚀变是一种宏观的找矿标志
。

伴随

硅化作用
,

有黄铁矿和毒砂等矿物析出
。

黄

铁矿化是戈塘矿区主要的载金矿物
。

黄铁矿

化越强
,

金的富集程度越高
。

同一含矿层中

所产上下两层金矿体的硅化蚀变
,

无穿层现

象
。

热异常与金 的 富集 戈塘弯窿是

一高热异常区
。

据云贵石油勘探资料
,

弯窿

深孔钻测温
,

兴参井孔深 , 。

孔 深 一

龙潭组含煤碎屑岩
,

平均增温率为

孔深 一 茅 口组和栖霞组碳

酸盐类岩石
,

平均增温率 为 ℃

中上石炭统碳酸 盐 类 岩 石
,

平均增温 率为 ℃
。

这表 明 弯窿构

造地热增温率相当高
。

由于碳酸盐岩的储热

和碎屑岩的隔热作用
,

存在于窍窿部位的矿

源层在沿构造破碎带活动的热液渗滤
、

扩散

作用下
,

金只能在适宜的部位迁移
、

聚集成

矿
。

次 生 富集作 用 地表金矿体几乎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氧化
,

使黄铁矿变为黄钾

铁钒和脉状
、

皮壳状揭铁矿
。

随着硫 砷

化物的解体
,

使金迁移
、

富集
。

这种次生富

集包括硅化作用和表生氧化作用两个阶段
。

①硅化作用可分为若干期
。

在第 期硅化 作

用中
,

原生岩石中的碱金属使金形成 易溶的



盐类迁移
。

当 值为 一
,

时
,

金呈 自然

元素态沉淀
。

②表生氧化作用主要受地形 和

气候影响
。

本区主矿体多在潜水面之上
,

加之当地气候潮湿多雨等 因 素
,

给

地表风化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

原生矿石在

这样的环境中
,

载金的硫 砷 化物分解
,

活泼性元素流失
,

而
、 、 、 。 等聚

集
,

金粒发生次生长大现象
,

成色提高
。

丫他金矿 综合型

犷休 空间分布规律 在平面上
,

矿体受纵向压性
、

压扭性断裂控制明显
,

成

行有序展布
。

富矿体主要产于 型的磺厂背

斜
、

向斜的弓突部位
。

在剖
·

面上
,

上述部位

恰是摺皱的层间虚脱带
,

是压扭性结构而的

枢纽部位和高序次断裂中相对 封 闭 的 低压

区
。

在已圈定的 个矿体中
,

以 上 的富

矿产于断裂转弯
、

产状由陡变缓
、

高低序次

构造交接
、

背一向斜连接翼或 层 间 虚 脱部

位
。

沿主要导矿断裂 分布 的 矿 体形

态复杂
,

常有分枝复合
、

尖灭再现现象
,

矿

体延深也大
,

并有多阶段矿化叠加
。

离开控

矿断裂 左右
,

常有透镜状的小矿体沿层

间虚脱展布 矿体延深小
,

矿物组合简单
。

同时
,

矿体还有等距分布的特点
。

受右

行反扭构造系统之控制
,

矿 带 内 的 矿体以

的向距作右行 斜 列 展 布
,

向东侧

伏
。

包容在高序次控矿构造中 的 低 序 次构

造
,

及其与主要导矿构造交接复合的形式确

定了矿体的形态和组合特征 平行排列
、

右

行斜列或入字形组合 图
。

矿体主要呈透

镜状
、

脉状和似层状
。

矿物组合规律
’

他矿区矿化可

分为 个阶段
。

从早期到晚期
,

相应地形成

不同的矿物组成
。

第 矿化阶段为石英一黄铁矿化阶段
,

主要矿物组合为黄铁矿和微晶石英
。

第 矿

化阶段为毒砂一 白云石一石英阶段
,

主要金

属矿物组合为毒砂
、

白铁矿
、

胶状或含砷环

带状黄铁矿
,

非金属矿物有石英
、

白云石和

坏坏黔黝橇橇
曰

,

团 困
,

回
困 丫他矿区 与 断层控刹的 洲

中段矿体排列组合形式日

一成矿前断裂 , 一成矿后断裂 , 一金矿带及其

编号 一金矿体

水云母
。

第 矿化阶段为多金属一水云母一

石英阶段
,

主要金属矿物组合为黄铜矿
、

闪

锌矿
、

方铅矿
、

白铁矿和球粒状黄铁矿
,

非

金属矿物有石英
、

迪开石一雄黄和水云母
。

第 矿化阶段为辉锑矿一重晶石一方解石阶

段
,

金属矿物组合有辉锑矿
、

自形黄铁矿
,

非

金属矿物为重晶石
、

方解石
、

石英和雄黄
。

第 丫矿化阶段为雄黄一方解石阶段
,

主要矿

物组合为黄铁矿
、

方解石和雄黄
。

距主断裂 一 范围内
,

矿物 组 合复

杂
,

蚀变强烈
,

多阶段矿化 和 蚀 变 并存叠

加 再向外
,

蚀变减弱
,

矿物 组 合 趋 于简

单
。

矿化受加 富集规律 第
、

矿

化阶段叠加是矿化富集区
,

是找企的主要对

象
。

第
、

矿化阶段叠加区
,

是找砷和锑

的标志
,

不形成金矿
。

板其金矿 断裂型

岩性和 宕相 的控矿作 用 含矿岩

石为下三叠统紫云组广海边缘斜坡深水浊流

沉积岩相的含碳质粘土质粉砂岩和粘上岩
。

该岩系沉积同时
,

有广海中心火山活动
,

提

供了较丰富的金和其他元素 随着金背景值

的增高
,

形成初始矿源层
。

岩石中含有大量

粘土质
、

碳质
,

为金的吸附富 集 提 供 了条

件
。

不 整合 面 的控矿作用 上二叠统

吴家坪一长兴组顶部的岩溶不整合面
,

是含

金层的顶板
。

该面上有北东向和近东西向两

组溶槽
,

常控制金矿体的形态和分布
。

同时
,



底板的生物灰岩
、

礁灰岩裂隙发育
,

为矿液

的运移提供了通道
。

岩溶不整合面附近广泛

发育的硅化蚀变
,

正是矿液运移的证据
。

断 裂的控犷作用 断裂是主要

的控矿构造
,

它是与层理呈小角度相交的推

覆断层
。

的 上盘为粘土岩
、

泥灰岩
,

是矿

液运移的隔挡层
。

围岩蚀变与矿化 的关 系 硅化
、

毒砂化
、

砷黄铁矿化和 白铁矿化
,

与金矿化

作用的富集关系明显
。

找矿方向和找矿标志

找矿方向

黔西南地区的微细浸染型金矿
,

是产于

广西和昆明两个山字型反射弧复合三角地带

特定地质条件下的新类型金矿
。

已有资料表

明
,

这种层控金矿是沿该区域性玄武岩的内

外缘分布
,

应沿上下二叠统侵蚀面上有角砾

化粘土 岩存在的地段开展找矿工作
。

其他类

型金矿
,

应在反射弧内与古断裂
、

隆起上有

继承性断裂活动的地段
,

在滨岸潮坪相
、

台

盆边缘相带分布区开展找矿工作
。

找矿标志

含金层位 黔西南金矿的赋矿层

位较多
,

有利的成矿层位主要有 ①二叠系

大厂层 或玄武岩 第一 段 刀
’ ,

如安龙的戈塘
、

晴隆的大厂等 余处金矿床

点
,

与之伴生 的有辉锑矿
、

黄铁矿矿床
。

②下三登统夜廊组第 二 段
,

以 紫木

幽金矿床为代表
,

金矿主要产于该层下部粘

土岩所形成的构造破碎带中
。

③二叠系龙潭

组第四段 相当于长兴组
,

如三岔河矿点
,

附近有砷
、

汞矿产出
。

④二叠系栖霞组第二

段
。

⑤二叠系吴家坪 组
。

⑥

中三益统许满组第一段第一亚段 ”

和第二亚段 ’“ ,

如望模的大 观等

个矿点 许满组第二段 “ 有 丫他 等

金矿床 点 处
。

拉犷构过 多为弯窿或背斜构造

的翼部和倾伏端
,

常有切割主要摺皱的压扭

性断裂
、

或沉积间断面
、

或层间推覆断层
。

特别要注意近东西向
、

北东向和北西向三组

构造的复合处
。

围岩性 质和 蚀变 含金的细碎屑

岩比不含金的同类岩石
、

含量增加
。

含金的粘土岩比不含金的同类岩石
、 、

、

增加
、

减少
。

含矿粉 砂岩比同类岩

石 增加
。

孔隙 度小并含 有机 碳 的 含 矿岩

石
,

比孔隙度大
、

含碳低的 同 类 岩 石含金

高
。

与金矿有关的围岩蚀变主要是硅化
、

黄

铁矿化
、

毒砂化和粘土化
。

硫化物脉与犷物组合 有利成矿

构造部位
,

常见富含硫化物的细脉密集区
。

如石英脉
、

铁 白云石一黄铁矿一辉锑矿一雄

黄细脉
,

可作为找矿标志
。

黄铁矿一毒砂一

含砷黄铁矿一 白铁矿一铁 白云石矿物组合的

出现
,

是判别矿带 体 成矿性好的重要标

志
。

地球化 学特 征 一 一 认一
。是本区找金的主要指标 元 素 次 要元素

为 一
。

可根据元素分带检 查 和预测盲

矿体
。

或金矿物标型特征 本区主要载

金矿物是含砷环带状黄铁矿和毒砂 次要矿

物有偏胶状黄铁矿
、

白铁矿和蚀变水云母
。

不同矿化阶段的不同矿物
、

同种矿物含金性

不同
。

以黄铁矿为例
,

第 矿化阶段以五角

十二面体为主
,

单矿物含金
。

第二矿

化阶段多具含砷环带状和花环状结构
,

外环

含
、 ,

维氏硬度比内环 低
,

反 射 率比

内环也低
。

单矿物含
,

是 主 要

成矿阶段
。

第 矿化阶段呈 球 粒 状 或放射

状
,

单矿物含
。

第 矿 化 阶 段多

为 自形 晶
,

井与方解石共生
,

单矿 物 含
。

当前
,

黔西南地区金矿地质工作进展较

快
,

新含金层位和找矿线索不断发现
。

随着找

矿的深入
,

成矿规律的认识 必将 日臻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