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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并综合评述了超基性岩带 中找金的情况
。

初步总结提出

了超基性岩形 成金矿的基本特征和找矿标志
。

讨论了金矿源问题
。

还

对超基性岩带中找金提出了一些建议
。

本文虽 然有一定的文献和事实

根据
,

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在预测领域里
。

因此
,

并未追求系统
、

完整
,

能引起思考或重视是主要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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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
,

实际 上国内已经在基性一超基性

岩带中找到 了一些成型的金矿床
。

但在认识

上
,

往往是同 “ 层控 ” 相联系
。

笔者 年

以来
,

曾在多种场合指出 铁镁一超铁镁岩

在一定条件下
,

在岩体本身形成金矿化存在

必然性 对于这类岩体
、

岩带进行检查性的

工作是必要的
。

文献与实践

年代以来
,

许多学者都指出过
,

超基

性岩是金的矿源
。

派克 指出
,

安大

略提敏斯区金矿床中的 来源于 太 古 界的

超基性岩
。

莫 依 森 科 等 在

一系列文章中得 出了共同的结论 地壳中金

的原始来源是基性和超基性岩浆岩
。

博

伊尔 指 出 在含金带 中
,

金矿床常

常与强蚀变 蛇纹石化
、

碳酸盐化 超基性

岩体伴生
。 “ 原始 ” 的镁铁质及超镁铁质岩

流比时代新的
、

近期的类似岩 石 含 金 量要

高
。

此外 维尔齐
、

斯梯 芬 逊和埃

曼
,

凯伊斯和戴 维 森 等都

曾指出过
,

金矿的潜在源岩是原始的含铁镁

或超铁镁熔岩及侵人岩
。

大量事实说明
,

基性一超墓性岩带 中富

含金
。

巴里森科指出
,

鸟拉尔的超摧性岩
、

蛇纹岩
、

滑石片岩等含金量总是高的
,

可达
。

维诺格拉多夫指出
,

苏联某些 超 基

性岩中 的平均含量 为
。

格

拉别哲夫 曾以 “ 东乌拉尔含金矿床

岩石变质特征 ” 为题
,

讨论 了滑石菱镁岩化

过程中超基性岩和基性岩化学组份的改变
。

这表明金矿床产于超基性岩中
。

据张秋生介

绍
,

意大利利古里亚超基 性 岩中平

均含 量可达
。

毛 国 洪 介绍
,

新疆取 自蛇纹岩化含硫化物斜辉辉

橄岩的人工重砂样中
,

含 自然金 粒
。

云南

墨江含铜一镍硫化物的超基性岩中
,

以偶然

的机会发现金矿化
,

后来探明是成型的金矿

床
。

年在金厂地区发现 了超基性

岩体的内
、

外接触带有金矿后
,

对于超摧性

岩带的含金性仍未引起重视
。

年夏
,

笔

者在宜良物探队讲课时
,

论证 了超基性岩带

中找到金矿的必然性
,

并且正式建议 组织

小股力量
,

先收集资料
,

检查化探副样
,

然

后现场采样分析
,

抓住苗头后再开展普查评

价工作
, “ 相信会抱个金娃娃的 ” 。

经宜良



物探队的努力
,

在提交的金异常之一 —
·

哀

牢山的老王寨地区
,

经云 南 队钻探证明
,

已是相 当规模的金矿床
。

据冯钟燕教授介绍
,

美国在超基性岩中 找 到 了

级的金矿床
。

近年来
,

在我国的一些超基性
·

岩带中
,

例如
,

新疆
、

河北
、

陕西
,

都找到

了金矿点
、

金矿床
。

据不完全统计
,

我国有

多个大小超基性岩带
,

每个带 中有几到几

十个
,

甚至上百个超基性岩体
。

当然
,

在这

些带中
,

只可能有少数含金岩体
,

正如铜一

镍硫化物或铬铁矿在岩带中只有少数含矿那

样
,

不可能个个有金矿
。

超基性岩形成金矿的

基本特征

具有水化和碳酸盐化的交代特征

曾有人估计
, “强烈碳 酸 盐化的基

性一超基性岩石
,

在水化和碳 酸 盐 化过程

中
,

能释放达 的金
。

同时还 可 以产生大

量
、 、

以及有色金属
。

在 碳 酸盐化

过程中能替换出大量
,

即
, ,

硅 酸 盐
, ,

。

因此
,

金的富集往往同铁 白云石化
、

菱铁矿化
、

菱镁矿化以 及 硅 化 或石英脉有

关
。

蚀变特征

看来
,

基性一超基性岩中直接形成岩浆

矿床的可能性极小
,

而主要是在后期发生热

液交代作用中形成 的
。

由上述可知
,

蚀变矿

物主要是铁镁碳酸盐化
、

硅化 或 石 英 脉
。

由于水化和碳酸盐化过程中释放出大量
、

等
,

因而
,

可形成黄铁 矿
、

磁黄铁矿
,

还

有毒砂
。

又 由于热液的数 量很大
,

作用规模

大
,

因而可以产生大量的绿泥石
,

形成大范
祖的绿色蚀变或青磐岩心 此外

,

由于水化

引起的蛇纹岩化
,

也广泛发育
。

但是只有蛇

纹岩化而缺少铁镁碳酸盐化
、

硅化
、

黄铁矿

化等
,

是不容易形成金矿的
。

其有
、 、

等的化裸异常

在超墓性岩附近及其内外接触带
,

发现

上述元素的组合异常是极 其 重 要 的找矿标

志
。

在基性一超基性岩带中 出 现 成 片的异

常
,

有可能构成金矿的远景区
。

有利的构造部位

前已论及
,

基性一超基性岩中形成金矿

主要靠后期改造
,

靠后期热液作用
。

而这些

作用没有导矿构造的存在是不可能进行的
。

要特别注意穿切岩体的成矿前断裂
。

在岩体

形成过程中
,

由于热胀冷缩而 造 成 岩 体的

内
、

外接触带产生一系列构造裂隙
,

这往往是

有利的成矿部位
。

实践证明
,

某些超墓性岩

带中
,

岩体的内
、

外接触带是金的主要富集

部位
。

绿岩或超基性岩的花肖岩化作用

已有资料表明
,

基性一超基性岩在变质

过程中将有 的 迁出
。

而 其 火山

岩比一般岩石更容易蚀变
,

更容易受变质和

岩浆作用的影响而改变其成分和结构
。

这一

系列作用过程中
,

将发生 活 化 转移
。

比

其他岩石更有利于导致 的 再 分 配和再富

集
。

在 火山岩 绿岩 转变为花岗闪长岩的

过程 中
, “

减 少
, ,

, ,

等
。 “

超墓性

岩转变为花岗闪长岩的过程中
,

减少
,

, , , 。

因此
,

当绿岩或超基性岩 在花 岗 岩 化过程

中
, 、

等将发生大规模 的转 移
,

有足

够丰富的
、

构成各种类型 的矿床
。

超甚性岩经红土化作用形成砂金矿

年前后我国地质工作者就认识到
,

许 多大型砂金矿集中在红土化超丛性岩区或

其两侧
。

可以设想
,

超基性岩的造岩矿物均

为易风化
、

易水 化的不稳定矿物
。

在风化
、

水化过程中
,

或者先经过水化而后又经过风

化作用
,

在反复溶解迁移
、

再 沉淀 的 过

程中
,

逐渐堆集成具 有 工 业 意 义 的 砂 金

矿
。

大家知道
,

由于砂金易采易选
,

所以其



边界品位只有
。

在 那 些 含

量达
,

甚至 ” ·

的超基性岩风

化后
,

形成砂金矿是轻而易举的 因为只要

富集 倍就可以成矿
。

对于那 些 含 量在

的超基性岩体来说
,

富集 倍

以 上就可以达到边界品位
。

相信这种类型 的

金矿既有现代砂金
,

也应分析研究其古砂金

存在的可能性
。

看来
,

此类砂金矿将 出现于

土壤剖面 的下部
,

其富集部位可能 与还原障

有关
。

我国南方 的超基性岩带 中将会产出此

类矿床
。

北方的超基性岩带
,

第三纪可能形

成红土型砂金矿床
。

超基性岩与金矿源

笔者于 年指出
,

金矿 的最主要 的物

质来源是地慢物质不 同演化阶段的产物
。

陈

光远教授指出
,

金的矿 源 具有深源

性 慢源
。

正如杜乐天 教 授 所表

明的
, “ 这并非是说 ⋯ ⋯

,

全 部 来 源 于地

幢
,

地壳的矿源也不 可忽视
。

但地壳矿源在

更早时期也同样仍然 来 自 地 慢 ” 。

讲到地

慢
,

必须引证一定的陨石资料
。

目前认为
,

球粒陨石的平均化学成分
,

可能代表组成 地

球的初始物质
。

由于陨石的化学成分与地球

上 地慢物质很接近
,

并由此推断 球 粒 陨 石

的平均丰度代表了上地慢中 初 始 物质的

丰度
。

据魏德波尔 的综合资料
,

球

粒陨石中 的 丰 度 为
,

为

地壳克拉克值的 倍
。

在我 们讨论

金矿源时
,

不 可忽视的事实是
, “ 与沉积岩或

变质岩成分相似的陨石则从未发现过 ” 刘

英俊
, 。

可以认为
,

沉积岩 和 变质岩

以及地壳上的基性
、

中性
、

酸性岩浆作用
,

都是地校物质的演化产物
。

按 杜 乐 天 的提

法
,

除超基性岩外
,

地壳上的基性
、

中性
、

酸性岩浆作用
、

区域变质
、

花岗岩化
、

混合

岩化也是慢汁造成的 在俯冲带上可有洋壳

水化物回返参与
。

与古老岩系有关的金矿
,

大而多
。

对于

这一事实
,

大休有如下几种解释

时代越老
,

地壳厚度越小
,

亲基

性的元素
, 、 、

等含量越高
。

这种

明显的趋势
,

本质上反映 了地慢物质的丰富

程度
。

就是说
,

时代越老的地壳
,

其中所含

有的地慢物质越多
,

而地慢物 质 中 含 量

比地壳一般岩石中要高许 多 倍
,

因 而 。必

然构成高背景
,

并且 由于基性程度越高的
‘

’

石 主要指铁一镁
、

超铁 镁 岩 越 容 易变

化
,

越容易重新迁移
,

重 新 富 集
。

这是

后来形成各种类型 矿 床的物质华础
。

陨石成 因说
,

在某些地质历史时

期
,

尤其是地球形成的早期
,

陨落到地球上的

陨石数量是相 当可观的
。

地球上的陨击作用

是一种不可忽视的
、

大规模的地质作用
。

迄今

的统计资料表明
,

全世界范围内
,

有两大金的

成矿期
,

最主要的是太古代
,

其 次 是 第 三

纪
。

这两个时期
,

恰好是陨击作用强烈发生

的时期
。

这里所指的陨石
,

基本上是指球拉

陨石
。

它可组成 固态的行星慢
,

又 由于球粒陨

石的成分与地球上地慢物质很接近
。

它们代

表 了上 地慢中的初始物质
。

球粒陨石中最主

要的矿物是橄榄石和辉石 而最重要的超基

性岩
,

也是主要由橄榄石和辉石组成的
。

这

表明它们之间具有亲缘关系
。

古老岩系地体的周边
,

往往发育

着穿壳深断裂
,

这些断裂深达 地慢
。

这些

通道
,

在地慢演化过程中
,

将 会 有 地 慢物

质
、 “ 慢汁 ” 等乘虚而进入地壳表部

。

已有

事实表明
,

这些深断裂带
,

往往同时存在超

基性岩带
、

火山岩带以及金矿带
。

超基性岩体的内外接触带及其周围的金

矿化
、

金矿床中的金是否都是岩体直接改造

出来的呢 不能一概而论
。

可能有如下几种

情况 ①岩体
、

熔岩
、

科马提 岩 构 成 矿源

岩 ②上述岩石只构成矿源的一部分
,

另一

部分 由 “ 慢汁 ” 直接带来 ③古老基底的
,

曾作为地慢物质的墓性一超基性岩
,

在不月

地质历史时期
,

由于地热体系的作用
,

使其



中的金再官集于超基性岩体中
,

当然不能排

除其中一部分金由岩体 改 造 出 来
。

初步看

来
,

由① , ② , ③与地质 币史的发展进程有

一定关系
。

就是说
,

太古代一元古代时期
,

①是主要的矿源岩 而后的地质历史时期
,

“ 性汁 , 和地热体系的作用可能越来越大
。

应当指出
,

深断裂带邻近地区的地热体系同
“怪汁 , 可能有一定关系时

,

对金的成矿会

更加有利
。

总之
,

以及其他亲基 性 元素 与

梭源有关
,

陨石与授岩接近
,

穿壳断裂深达

上地幢
,

基性一超基性岩来源于地慢
。

金矿

源的深源性正是基于上述几方面提出的
。

在超基性岩带中找金

矿的几点建议

充分利用 已有资料

自 年代以后
,

我国各地质部门就曾程

度不同的在各超基性岩带中进行了地质找旷

与科研工作
,

主要是寻找
、 、 、

和 艺 。, 。

在一些 超 基 性 岩 带
,

还 进 行 了
“ 会战 ” 。

因此
,

重新收集
、

分析研究已有

的丰富资料
,

提取其中原先未被注意的找金

矿的信息
,

十分必要
,

而且省时
、

省工
、

省

钱
。

充分认识超基性岩形成金矿的签本

特征

前面讲的 “ 原先未被注意的找金矿的信

息 ” ,

这是指 “ 超基性岩形成金矿的基本特

征 ” ,

或者找矿标志
。

在收集和分析资料的

过程中
,

最重要的是注意 “ 四化 ” 黄铁矿

化 磁黄铁矿
、

毒砂
,

碳酸 盐 化
,

硅化或

石英脉 细脉及复脉
,

以及大 面 积的绿色

蚀变 绿泥石化
。

还要注意超基 性 岩带中

的化探
、 、

等异常以及砂金异常
。

以小股力 , 进行位奋性的工作

在前两点的基础上
,

若 保 有 原 先的副

样
,

或者原来未测金的化探副样
,

有选择地

检查一批样
。

若无副样
,

可组成 人小组

在具有找金矿标志的区段进行一些剖面性的

检查
、

取样和化验工作
。

抓住 “ 苗头 ” ,

便

可进行面上的工作
。

以上意见
,

与笔者在 年夏向宜良物

探队提的建议的基本意思完全一致
。

宜良物

探队在哀牢山地区已取得 突破性的进展
。

相

信还会继续在其他地区取得进展
。

在一些古老岩系或 中 深 变 质区域

内
,

注意化探异常中的
、 、 。 、

等

的组合异常
。

这类异常有可能反映老超 些性

岩体的存在
。

这种老岩体 变 为 滑 石菱镁片

岩
,

再变为土壤
,

化探次生晕依然能根据上

述元素的组合异常圈出老超 基 性 岩 体的存

在
。

年前
,

张长年等就在煎茶岭地区总

结出很好的经验
。

最近 了解
,

该地区已经发

现金矿化
。

笔者建议
,

在类似的地 区
,

注意

化探异常
,

若其中有 异 常
,

就 更 加值得

注意
。

据现有资料
,

似乎存在一种尚不能 最

后定论的趋势 时代愈老的超基性岩中
,

其

原始金含量愈高
。

因此
,

这些老岩体更应引

起重视
,

而 且
,

以往对这类老岩体中的找矿

工作
,

尤其是找金矿还没有太注意
。

在结束本文时
,

笔者肯切希望现正在超

基性岩带中找金矿的同事们
,

总结 自己的找

矿经验和理论认识
。

文中的一些提法
、

设想

有待补充和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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