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些金属元素的地球化学分区及其

在普查找矿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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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多种金属矿床呈有规律的分布
,

这可用地球化学分金属元

素区 —金属区的概念加以解释
。

矿床产于两个控矿因素的盛合部位
,

即成矿物质基础 —金属区和有利用某金属成矿的地质作用
。

在同一金

属区内
,

矿床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

因此在同一地区应注意寻找不

同类型
、

不同时代的同种矿床
。

关 润 金属元素地球化学分区 , 成矿规律 , 控矿因素 , 成 矿 继

承性

金属区与矿床分布规律

所谓成矿规律 包含三方面的意思
,

即

金属的物质来源
、

富集成矿作用和矿产的分

布规律
。

长期以来
,

为了寻求矿床的分布规

律
,

人们大量地研究 了矿床形成的构造控制

条件
、

岩浆控制条件
、

地层控制条件以及次

生富化控制条件等
,

获得 了重 要 成 果
。

但

是
,

随着研究的深人
,

人们发现从一个地区

得出的结论
,

并非总能用于另一个地区
。

尽

管酸性花岗岩对铂
、

钨
、

锡
、

铃等金属元素

的富集有一定的规律可寻
,

但是
,

并不是有

这类岩石就一定会有矿 更不用说有某种成

分的岩浆岩就一定会有某种金属矿床
。

以绿

岩带含金问题而论
,

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绿岩

带对石英脉金矿化的专属性问题
,

渐已形成

绿岩带型金矿的概念
。

但是
,

并不是绿岩带

就一定有金
,

例如阿加丹地盾的绿岩带就无

显著的金矿化
,

那儿并不缺少变质作用
、

岩

浆活动
、

火山活动和构造运动
。

另一方面
,

在同一地区常有多类型
、

多

时代的同种矿床产出
,

且往往集中分布于某

一地区
。

于是使 我 们 想 到

和谢家荣 关于地壳成分本

来就不均匀的论述
,

以 及
,

, 诚

关于金属元素的地球化学 分 区 —金 属 区

的论述
。

金属区是地球上集中一种或一组金属元

素的区域
,

它反映 了成矿物质墓础的客观存

在
,

地质成矿作用只是使这种或这组金属富

集 “ 呈现 ” 出来的重要因素
,

,

因而随着地质事件的不断发 生
,

该

区便形成 了不同时代
,

不同类型的同种矿床

的同地聚集
,

以及同一矿床不同成因的 多次

叠加
,

从而体现出矿床形成过程中继承性特

点
。

这种继承性包括 了新生继承性和再生继

承性
。

地质科学发展到今天
,

人们已认识到地

球表面构造甚至岩石分布的不 均 匀 性
。

但

是
,

地球上层金属元素分布的不均匀性
,

以

及由此而造成的矿产分布的不均匀性
,

尚未

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

事实上
,

某种矿产集

中分布现象是显而易见的
,

例如
,

我国两广

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半岛一带的锡矿集中了全

球锡储量的 美国科 罗拉多的铀 苏联

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以及美国南达科他州的

黄金 赞比亚
、

扎伊尔
、

智利
、

秘鲁的铜

苏联库尔斯克一克里沃罗格
、

印 度 东 部 地

区
,

以及苏必利尔湖区的铁等等
。

在我国东部 以银川一昆明深断裂带为

界 〔 〕地壳成分分布的区域地球化学分 区 性



表现十分明显
。

华南地区的锡
、

钨 长江中

下游地区的铜 华北及邻区的铁 北东部地

区的黄金
。

依次可分别划分 出不 同 的 金 属

区
。

更有意义的是
,

快越不同地球化学区域

的深大断裂
,

其含矿性往往随所 在 区 域 而

异
。

例如
,

北北东向的郑庐深断裂
。

北段在

兴安华力西褶皱带内表现为金矿化
,

其分支

密山一敦化断裂带南侧发育岩浆热液
、

变质

热液型金矿床 进入胶东地区称 沂 沐 断 裂

带
,

金矿化更为显著 中段在华北地台内部

表现为铁 铜 矿化 进入杨子坳陷后则以

铜铁矿化为特征 南段在江南古陆和华南加

里东褶皱系递变为钨
、

锡矿化
。

显然
,

正是

地壳 上地慢 金属元素地球化 学 分 区 分

布
,

为这些地区金属矿产的区域性分布奠定

了物质基础
。

研究中国各种矿床的成矿规律
,

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只有这些金属元素在地

壳中的不均 匀分布
,

而无使这些金属富集成

矿的地质作用
,

显然不会有矿 床 产 生
。

因

此
,

金属矿床产出在二种因素一起出现的部

位
,

一是成矿物质基础一一金属区
,

二是发

生了有利于该种金属物质富集成矿的地质作

用
。

我国北东部金矿床

分布特征

中国北东部是重要的金矿集中分布区
。

在构造单元上
,

金的这个金属区跨越 了中朝

准地台
、

延边褶皱系
、

吉黑褶皱 系 以 及 内

蒙一兴安褶皱系
。

从地层 出露情况来看
,

这

部分地壳前寒武纪即已存在
。

太古代含金地

层主要由一套中一深变质的变质岩组成
,

主

要含金岩石为斜长角闪岩
、

角闪岩
、

角闪斜

长片麻岩
、

二辉麻粒岩等
,

原岩主要为拉班

玄武岩系和钙碱系列的火山熔岩
,

某些地区

的杂岩性段具有科马提 岩 特 征〔
、 、 、

〕
。

太

华群含金地层硫同位素平 均 值 为
”‘ 十

编
,

夹皮沟地区鞍 群 为 偏〔 〕

张家 口地区桑干群 为 十 筋〔 〕,

显示 了慢

源硫的特征
。

下表中列出 了我国北东部地区

前寒武纪主要含金地层的含金性认 尽竹各家

分析精度不统一
,

取样位置 多在金矿区附近

等客观上的误差原因
,

但含金地质体如此广

泛的分布
,

数量如此之多的分析结果
,

仍然

不失为北东部地区地壳含金丰度值高的有力

证据
。

在该区
,

太古 代是地壳以下的金被带

到地表的第一个高峰期
。

正是在这种地质背景之下
,

发育了我国

一 系列重要的石英脉型再生金矿床
。

矿体直

接赋存在含金老地层之中
,

成矿物质依赖于

围岩
。

这类矿床的硫同 位 素 占”‘ 一

十 编
,

多种矿床偏离陨石值不超过 士 编

王义文
, 。

例如
,

夹皮沟金矿矿石中黄

铁矿扩
‘ 二 十 编

,

河 南文峪金矿为

十 筋
,

河 北 小 营 盘 金 矿 为一

十 编
,

金厂 峪 本 区为 一

编
。

在该区
,

中生代大规模的岩浆活动又一

次把金带到 了地壳上部
,

据赵源诚 ,

的研究
,

这一时期的安 山岩含金
,

流纹岩达
,

闪长 岩

为
,

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 为
。

在这一地质背景之下
,

形成 了 一

系列与火山一次 火山岩有关的金矿床
。

小西

南岔金矿
、

团结沟金矿
、

刺捎沟金矿
、

香炉

碗子金矿等均属之
。

刺姻沟金矿矿石铅模式

年龄与火山岩体大体一致
,

约为 亿年
,

矿

石中黄铁矿的犷 , 二 一 偏
,

平 均 一

黝
。

五凤金矿 筋
,

平均 筋
。

火山岩的 。了 为
。

这些数据说明
,

这一时期火山岩中金的来源

应是深源的
。

由此不难看出
,

北东部地壳和

上地慢金丰度值一直就高
,

为这一地区金矿

床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
。

胶东地区与类花岗岩有关的金矿床成因

问题正在讨论之中
。

朱奉三 认 为〔 〕玲 珑花



中 东部 的 目区前 获纪主共含全班造地层的 全性衰

时时代代 构造运动动 地 层 采样地区区 主 要 岩 石石 平均均 资 料 来 源源

品品品品品品品位 八

元元元 口 辽河群群 古楼子子 含炭凝灰质千枚岩
、

变质砂岩
、

变位岩
、、 。

冶金 队
、、

古古古古古古 大理岩 关广岳等等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麻麻麻麻山群 桦南地冈冈 石英绿泥石片岩
、

绢云石英 片岩
、

大 理理
。

王之彬彬

岩岩岩岩岩岩
、

黑云斜长变拉岩岩

黑黑黑黑龙江江 林 口 县县 绢云石英片岩
、

二云石英片岩
、

变校岩
、、 。

王之彬
、、

群群群群 太平沟一一 绿泥石片岩
、

黑云角闪片岩岩 战玉良等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草平运动
西林地区

斜长角闪岩
、

斜长角闪片麻岩
、

黑云变拉

岩
、

混合岩化片麻岩

山东第 地质

队

胶东群 招远一带 变质岩类 朱奉三等

斜长角闪岩
、

斜长角闪片麻岩

太

太 华 群

郭家岭

一带

灵宝到

奋山一带

夹皮沟

地区

延边木

兰屯地区

昭盟红

花沟一带

辽宁清

源县一带

河北沫

源一带

河北小

营盘

。

。

。

。

鞍山群

三道沟组

。

胡兆消等

王鹤年

架世伟 、

王亨治等

王义文
、

朱奉三等 一

古

料长角闪岩
、

料长片麻岩
、

混合岩化变拉

岩
、

浅拉岩
、

混合岩化料长角闪岩

角闪岩
、

角内料长片庶岩
、

斜长角闪片麻

岩
、

条痕状混合岩

斜长角闪岩
、

斜长角闪片麻岩
、

含磁铁斜

长角闪岩
、

黑云斜长片庶岩
、

磁铁角闪岩

角闪片麻岩
、

辉石斜长片麻岩
、

石榴二辉

角闪庶粒岩
、

混合岩化片麻岩

角闪片岩
、

磁铁角闪片岩
、

黑云母片岩
、

角闪斜长变校岩

角闪斜长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
、

大理岩
、

白云母片岩

角闪斜长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
、

斜长麻粒

岩
、

变粒岩
、

混合宕化片麻岩

斜长角闪岩
、

辉石麻粒岩
、

斜长角闪片麻

岩

。

鞍 山 群

。

朴道永 难 、

王有志等 ‘

群沟平于建塔
小组

。

代 清 源 群 孙道中等 ,

。

草 平 群

。

桑 干 群

徐光荣 一

汪学纯等

宋端先
、

彭岚

河北第五地质
巾 迁 西 群

注 ①

④

据国际地质学会 , ② 据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刘效良等认为应放在晚展旦世 ⑥ 括号内为样品数
。

③ 在同一时代栏中
,

地层未作上下排列

岗岩体硫同位素平均值
,

护
‘

沁
,

胶东群 地 层 为 编
,

焦 家 金 矿 体 为

编
,

三者接近
,

说明硫源一致
,

成矿物

质来源于胶东群含金地层
。

姚风 良 等 人 认

为〔幻 ,

岩体石英中见熔融体包裹体
,

区内含犷

热液 ‘“ 平均值为 沁
,

众值为 筋
,

石

英脉中气液包裹体占 为一 编 属原生 岩

浆水
,

研究后认为成矿物质来源于深部而非



胶东群地层
。

这种成矿物质来源似 “ 深源
” ,

又似
“ 浅

源 ” 的现象
,

实质上 反映 了这一地区地壳和

上地慢一直就存在高丰度的金异常
。

随着地

质事件的不断发生李造成 了这种再生和祈生

成矿特点共存
,

同生和后生找矿标志兼备的

复杂矿床类型
。

事实上
,

在北东部成矿的再生继承性和

新生继承性特点是较为明显的
。

例如
,

河北

小营盘金矿区的赵家沟金矿
,

成矿物质来源

于桑干群地层
,

其硫同 位 素 子
‘ 一

一 编
,

平均值 为一 筋 个样
,

相

邻约 小张家 口金矿
,

矿体赋存于基 性岩

体中 主要为透辉岩
、

角闪辉石岩 等
,

金

矿物以银金矿和 自然金为主
,

矿石中黄铁矿

中硫同位素护哆 二 灿
,

平均值

为十 筋〔叼 ,

硫来 自深源
,

成矿 物 质 来

源于深部
。

正是这一地区地壳 上地慢 金

具有较高的丰度位
。

因而
,

同一地区才有不

伺类型和不同时代金矿床同地产出的现象
。

在北东部
,

有的金矿床是太古代含金地

层中矿质经后期地质作用富集成矿的
。

这是

再生继承性的表现
。

有的金矿床矿质直接来

源于深部一下地壳甚至上地幢
,

这是成矿新

生继承性的表现
。

有时
,

同一矿床同时具备

新生和再生继承性的特征
,

从而使矿床的成

因面 目显得复杂
。

无论是火山活动形成的金

矿床
,

岩浆侵入作用形成的金矿床
,

还是 由

沉积作用
、

热液活动形成的金矿床
,

尽管矿

床类型不 同
,

成矿作用也各异
,

但它们同产

于一个金属区内
,

彼此间存在直接同源或间

接同源的继承关系
。

这正是同一金属区内成

矿继承性的表现
,

也是金属区存在的特性
。

金属区与找矿

近年来地慢成分不均一性的概念得到 了

发展
。

根据不相容元素和
、

及 同位

素比值的地球化学研究
,

甚至太古代地梭也

是不均一的〔‘。〕 由于交代作用使地慢 产 生

了一些相对富含某些元素为地域〔均
。

同时
,

人们通过对大洋玄武岩的研究发现
,

它是一

个巨 大玄武岩田的复杂集合体
,

协个 子岩旧

都有自己的地球 化学
、

稀土元表
、

同位素摸

型 张 秋 生
, 。

。

报道
,

北纬
“

大西洋中脊打捞 上来的 枕 状

玄武岩金
、

银含量分别为北纬
“

处 么武岩

的 和 倍
,

表明金含量有明显的区域性

变化
。

这些情况间接地说明地慢物质成分 也

是不均一的
。

中国东部地球表面矿种分布呈现出明显

的不均匀性
,

从北而南依次为金
、

铁
、

铜
、

钨
、

锡
,

实质上是地壳 包括上地性 的某

一部分特别富含某种或某组金属元素所致
。

这可用区域地球化学分区一一 金属区概念解

释
。

在同一金属区内
,

由于其成矿继 承性的

特点
,

会有多类型
、

多时代的同 种 矿 床 产

生
。

在普查找矿中
,

一 几找到某时 代的某类

型矿床
,

应 当注意继续寻找是否还有其他时

代
、

其他类型的同种矿床
。

同时应充分注愈

在老矿区附近寻找新类型的同种矿产
。

在研

究成矿规律时
,

应充分考虑金属元素集中分

布的区域地球化学分区
。

本文吸收 了梁厚峰
、

孙书山
、

蒋志的一

些观点
、

看法
。

文中的某些问题曾与赵礼进

行过讨论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 考 文 做
郭文魁 ,

中 国 地 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刊
,

,

第 期
,

第 一 页

【 钱祥娜等
, 《冀东前寒武纪铁矿地质 》,

河北科

学出版社
,

年
。

【 】李继亮等
, 《国际交洗地质学术论文集 》,

地质

出版社
,

年
,

第 一 页

【 】涂少雄等
,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
, ,

第

期
王秀章

,

中国科学
, ,

第 切

【 】留国伟
,

地质找矿论丛
,

冷
,

第 期

【 , 朱奉三
,

地质与劫探
, ,

第 期

【吕 】姚风良
,

长春地质学院学报
, ,

第 期

彭岚
,

矿床地质
, ,

郭 期
, 二 压

至 ‘

亏 , , 七

五 , , , ,

抽以沁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