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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平面与砂金矿

王 自明
式警黄金三支队

·

哈尔滨

前第四纪准平原化阶段形成了含金风化壳和含金砂砾层
。

侵蚀基准

面下降引起的侵蚀回春
,

使 古 含金地质体遭受侵蚀
、

搬运后
,

沉积 在

第四纪河谷中形成 了新砂矿
。

这种夷平面的切割深度超过 时
,

有

利于新砂矿的形成
。

关妞询 准平原 , 风化壳 , 砂砾层 , 侵蚀回春 , 夷平面 , 砂金矿

砂金矿的分布与夷平面

我国著名的砂金矿区 —黑 龙 江 省 的

黑河
、

呼玛等多分布在布西期夷平面 谭锡

畴
,

发育区
。

该省东部嘉荫
、

萝北
、

桦

南
、

林 口
、

穆棱
、

东宁
,

直至吉林省东北部

的浑春
,

砂金矿也大多在与布西期相 当的夷

平面 海拔 范围内
。

在布西期夷平面之上
,

还 有 两 期 夷平

面 大兴安岭以东
,

海拔在 以

西在
。

内蒙额尔古纳右旗北部分

布的各砂金矿大多与后者有关
,

可归入额尔

古纳期夷平面
。

海拔在 的兴安期夷平

面 俞建章
,

乓 分布区
,

也有砂金显示
,

该期夷平而形成于早第三纪
。

辽宁
、

内蒙
、

山东
、

江西
、

湖南和陕甘川

交界处的砂金矿
,

也都在夷平面发育区
。

太平洋沿岸的各大砂金矿区
,

苏联西伯

利亚
、

远东
,

加拿大育空
、

不列 烦 哥 伦 比

亚
,

美国阿拉斯加
、

俄勒冈
、

内华达
、

加利

福尼亚
,

南美洲的 哥 伦 比 亚
、

巴西
、

圭亚

那
,

乃至新西兰
、

澳大利 亚等地也都发育有

臾平面〔 、 、 〕。

这些大砂金矿区的夷平面地貌
,

或表现

为老年期地形
,

有与今不同流向 的 古 水 文

网 或呈平坦的 山顶和山脊
,

尽管其四周的

坡度可缓可陡
,

但山顶高度在同一地区都保

持在同一水平上
。

山顶常有厚薄不一的残积

物和砂砾
。

这些 山顶是原准平面 的 残 留 部

分
。

砂金矿的物质来源

与内生金矿一样
,

世界各大砂金矿田大

多与金丰度值较高的基底绿岩带岩石及其派

生产物有关
。

若地貌条件相同
,

则砂金的分

布与绿岩带中含金较高的岩组
、

岩性段关系

更为密切
。

如黑龙江省桦南砂金矿区
,

矿体

沿此 向双龙河到石头河子地带延伸
。

此带长
,

宽
,

是下元古界麻 山群 西麻岩

组 和柳毛组 分布区
。

这两

组岩石含金丰度均较高
。

只要汇水范围内含金 地 质 体 古 凤化

壳
、

古砂砾层
、

原生矿床 或犷化中的金粒足

够大 一般 才能被淘 洗出来
,

而

且能与脉石分离
,

都可作为砂金矿的物质来

源
。

例如
,

黑龙江省小金 山晚侏 罗
一

世穆棱组含

金底砾岩和内蒙金盆 白全纪含金 砾 岩 风 化

后
,

都为第四纪砂金矿提供 了成矿物质
。

团结沟大型岩金矿床的原生矿石中
,

金

的粒度多 在
,

金 的 成 色 为

知
。

但氧化矿石 中可 见明金 在 近 地表

片岩的褐铁矿空洞中可见浸染 状 明 金 及其

集合体
,

金的成色提高到 筋
。

矿区 河 谷

李成范
,

东北地区砂金矿床地质
, 。

武苦黄金地质研究所
,

中国典型金 矿 床 实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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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砂矿品位极富
,

金粒也粗得多
,

常见重达

几十
、

几百
、

甚至 的大块金
,

砂金成

色高达 编
,

明显区别于原生金
。

卡林型金矿和斑岩型铜矿中的金
,

尽管

储量巨大
,

但金粒细至微米级
,

如果没有准

平原化阶段的增生过程
,

很难用常规重砂方

法发现 , 更形成不了砂金矿
。

总之
,

相当多的砂金矿的成矿物质并非

来自原生金矿
。

反之
,

国内外许多大型岩金

矿床附近
,

可伴有砂金矿
,

但并不总伴有砂

金矿
。

这取决于原生矿的粒度和可解离性
,

更主要的是矿床是否经受了准平原化阶段的

古风化壳形成过程
。

若无这一过程 中金的次

生富集和金粒增生
,

原生金矿就难为砂金矿

提供物源
。

也就是说
,

砂金矿与原生金矿在空

间分布上有一定的联系
,

但没 有 必 然的 联

系
。

所以
,

有的原生金矿可由砂金矿追本溯

源
,

用重砂法或砾石法发现
,

有的则需用化

探法才能奏效
。

砂金矿的存在
,

并非意味着

一定有原生金矿
。

准平原化 与砂金的物质

准备

含金风化宪的形成

自侏 罗纪末到第三纪末
,

尽管地球气温

在降低
,

但第三纪的大部分时期气温还是较

高的
。

温暖湿润的条件普遍存在
,

红色风化

壳广泛分布
。

大小兴安岭在晚第三纪还是以

阔叶树种为主的温带森林
。

只是到了第三纪

末
,

全球气温才开始转冷
。

在温湿或湿热气候条件下
,

广大范围内

的岩石经长期风化
,

均可形成高岭土型或红

土型风化壳
。

在此过程中
,

强氧化和酸性介质

条件下
,

岩石中的金被溶解
、

迁移 在 中性

介质和还原条件下
,

沉积在硫化物 主要是黄

铁矿
、

粘土
、

碳质等质点上
,

甚至植物纤维

上
。

在形成红土型风化壳去硅作用过程中
,

、

三价氧化物以外的物质 被 淋 滤
,

残

留的和短距离迁移到风化壳中的金可比基岩

富集
。

金的这种表生溶解
、

转移 和 沉 积 作

用
,

还可使岩石中的微细分散状态的金增生

为粗粒金
,

甚至大块狗头金
。

金在表生条件下

富集和增生机 制
,

已被越来越多的地质工 作

者发现和研究证实
。

戴问天认为
,

粗粒金是

在地下水氧化一还原界面附近
,

通过电化学

作用所形成〔 〕。

富含硫化物的含金地质体
,

经长期风化

后
,

金可在次生富集带中富集和变粗
。

我国

广西
、

湖南
、

安徽 新桥
、

黄狮涝 山的铁帽

型金矿
、

内蒙
、

黑龙江等地的一些原生金矿

都可见到此现象
。

风化壳型金矿 残积型金矿 在世界各

地都有分布
。

它还可与镍
、

铝
、

铁
、

锰的凤化

淋滤型矿床相伴
。

例如澳大利亚的布丁顿铝

土矿型金矿
、

巴西米纳娇 吉 拉 斯 “ 铁 四边

形 ” 地区和马托格 罗索的残积型金矿
。

含金砂砾层的形成

在准平原化阶段
,

正地形被风化剥蚀形

成风化壳的同时
,

但在沟谷
、

山间盆地接受

了风化产物的沉积
,

可形成与其相关的河湖

相沉积物
。

黑龙江省上第三统孙吴组
, 、

和金 山组
, 一

砂砾层就是与 布西期准

平原相关的沉积物
。

国外环 太平洋的各大砂

金矿区也都广泛分布有前第四 纪 含 金 砂砾

层
,

厚度可达数百至 多
,

范围可达几

十
、

几百至几万
’。

显然
,

有关的沉积物取

决于被剥蚀岩石的岩性
,

且 多数含有较多的

与形成气候有关的褐铁矿
、

氧化锰和粘土矿

物等成分
。

例如
,

前述的孙吴组砂砾层含褐

铁矿较高
,

曾被称之为 “ 孙吴式铁矿
” 。

在形成古砂砾层时
,

由于搬运距离短
,

只在离风化壳较近的山间小盆地和山前盆地

边缘河流相沉积物含金较好
,

月 多集中在下

部层位
。

多数砂砾层含金量低
,

有时可作为

砂金矿开采
。

含金风化壳和含金砂砾层实际上是准平

原化过程 中两种不同的产物
,

两 者 形 影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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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

尽管受侵蚀作用使准平原分荆
,

风化壳

和砂砾层残缺不全
,

但总能找到其踪迹
。

在

嫩江上游的库尔库砂金矿区第四纪河谷冲积

物 中发现有上第三统抱粉 中科院长春地理

所
,

显然来 自山顶布西期夷平面 上 的残积

物
。

在内蒙额尔古纳右旗北部的吉 兴 沟

多 高的 山顶残积物中和稍低的平坦山顶砂

砾层 中
,

所采抱粉也证明其时 代 属 上 第三

统
,

后者属金山组砂 砾 层
一 ,

结 合

地貌学方法分析
,

证实该区存在布西期夷平

面
。

准平原的侵蚀回春

由于准平原的侵蚀基准面下降
,

发生侵

蚀回春
。

在新的侵蚀旋回 中
,

地 形 由 幼 年

期
、

壮年期
、

老年期依次发育
。

准平原化形

成的古含金地质体被侵蚀
、

搬运
,

沉积在沟

谷中 金粒被进一步富集
,

形成新的冲积砂

矿
。

这些新的砂矿可形成在任何阶段的地形

地貌单元
。

因此
,

新砂矿的形态
、

类型
、

规

模是多种多样的
。

由于新砂金矿是继承古含金地质体所形

成的
,

所以砂金的物质成分和特征
,

也反映

这种渊源关系
。

例如
,

现今属温带气候的川西

等地的砂金矿中
,

多湿热气候条件下形成的

钙质
、

铁锰质和粘土质假底
,

以 至 妨 碍 开

采 我国采金谚语 “ 有锈就有金
”
和

“

火燎子

舀砂
,

金子大把抓 ” 指的就是富含代表强氧

化条件下的产物一 褐铁矿或氧化锰的砂砾

层含金和富含金
。

苏联远东一些砂金矿沉积

物中含有具强烈氧化特征的褐铁矿和粘土物

质 甚至现今属寒带气候的北极圈内的科累

马河砂金矿中有被褐铁矿胶结的铁砾岩〔 〕。

众所周知
,

苏联远东的第四纪气候寒冷
,

冻

土很深
。

这种条件下是形成不 了只有在前第

四纪湿热或温湿条件下才能形成的矿物
。

砂金颗粒的表面
,

经常包裹有褐铁矿薄

膜〔
、

们
。

湖南泪 罗江砂金 矿的 个 砂 金

样品有 显 电磁性 褐铁矿薄 膜 引起
。

黑 龙江省呼玛县古龙干河的 个见矿孔
,

有

钻孔的砂金有此薄膜
。

苏联远东的砂金

也是这样
。

与砂金伴生的除基岩所含稳定的

重矿物外
,

还普遍含有大量的褐铁矿和各种

金属硫化物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

锌矿
、

磁黄铁矿和辰砂等
。

显然
,

这 些 褐

铁矿是前第四纪古含金地质体中形成的
,

在

淮平原化阶段硫化物崩解
、

氧化而成
。

侵蚀基淮面的下降
,

可由准平原上升引

起
。

环太平洋的年青褶皱山系是新构造运动

阿尔卑斯一喜马拉雅运动 使各大陆板块边

缘的准平原上升所形成
。

侵蚀基准面的下降
,

还可 由全球海平面

的下降所引起 第三纪始新世开始于南极洲

的全球性冰川活动
,

在上新世和更新世达到

全盛期
。

冰川覆盖了全球大陆的
。

固态

水在大陆上的大量堆积
,

使全球海面下降 了

近 〔 〕 第四纪正值地球膨 胀 期
,

据计

算
,

地球半 径 每 年 增 加 蒋志
,

。

地球的膨胀也使海 面下降
。

新冲积砂矿的形成

新河谷的形成

在侵蚀基准面下降后
,

河流由河 口开始

下切
,

并逐渐向上游扩展
,

直到使整个河系

达到新的均衡剖面
。

水系在完成下切的地段

顺次对河谷进行展宽并接受沉积
。

这些沉积

来 自上游
、

两坡的坡积物 和山顶原准平原中

相对富集的古含金地质体
。

阶地 的形成

当侵蚀基准面再次下降
,

河流的下切又

重复上述过程
。

这时河流具有阶梯状纵剖面

直接与新侵蚀基准面相连的下游部分是平缓

的新均衡剖面 下游部分是老侵蚀基准面相

适应的较平坦的老均衡剖面
。

二者之间 裂

点 是陡峭部分
。

河流 湍 急
,

浅 滩 和瀑布

张克善
,

第四纪砂金矿床与第三纪沉积盆地的关

系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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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河床正在加深
,

直至完 成 新 的 均衡剖

面
。

由河 口向上游深切作用扩展
,

在河谷满

剖面上 ,

就留下其痕迹 —阶地
。

阶地的级

数和阶高 , 记录了河流下切的次数和幅度
。

砂金在砂哥层下部的宫绍 趋底现

很

在河谷深侵过程中
,

河流纵剖面的陡峭

部分依次受冲刷
。

被冲刷的物质沉积在已完

成加深的地段
。

这个陡硝地段宛如一个大天

然溜摺
,

冲刷物质受到分选
,

比重最大的金

拉则富集和垂直下落到更靠近基底岩石的层

位中
。

河谷侧蚀拓宽的过程也是这样
。

因

此
,

阶地的级数越多
,

砂金在垂直剖面中的

位置越靠近基岩
。

这已由黑龙江省和内蒙北

部的砂金矿所证实 黑河
、

呼玛一带砂金矿

区的河系
,

普遍发育有二
、

三级阶地
,

砂金

富集在砂砾层底部和碎石层 蚀 余 堆 积 亚

相 中
,

故有
“

采金不到底
,

白搭二斗米
”
之

说
。

额尔古纳右旗北部的西 口子砂金矿田
,

只发育一级阶地
,

河口段 正 在 深 切
,

比降

大
,

河谷横剖面呈 字形
,

各支 流入额尔古

纳河呈悬挂式河 口
。

砂金富集在砂砾层的中

下部
,

而碎石层 中很少或没有
。

类似现象在

各砂金矿区几乎都能见到
。

砂金普查找矿的地貌标志

准平旅化地形

淮平原化地变是大砂金矿区存在的首要

条件
。

准平原化彻底
,

含金地质体中金粒的

聚集
,

有的风化壳和砂砾层即可作为砂金矿

开采
。

例如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 亚的某些矿

区
,

至少白里纪以来至第三纪长期处于稳定

状态
,

金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富集和增生
。

所以

这些矿区储量大
,

品位富
,

且常含大块金
,

还常分布深度准平原化才具有的风化淋滤型

铁矿
、

锰矿
、

铝土矿
、

硅酸镍矿等
。

被切创的准平旅 一支平面

大量统计资料表明
,

侵蚀基谁面下降幅

度 下切深度 超过 者 矛有利于新砂

金矿的形成
。

嫩江上游与黑河
、

呼玛同属一个大地构

造单元
,

均发育有布西期克平面
,

中间被小

兴安岭北段 分隔
。

由于黑龙 江 主 流 下切强

烈
,

使黑河
、

呼玛砂金矿区的侵蚀基准面下

降比嫩江上游为大
,

使前者有利于第四纪砂

金矿的形成
。

黑龙江主流的强烈下切 和快 速 溯 源侵

蚀
,

也有利于漠河县和额尔古纳右旗北部第

四纪砂金矿的形成
。

黑龙江上游 额 尔 古 纳

河流经海拔 的额尔 古 纳 期 准平

原 它高于狭长带状额尔古纳河河谷布西期

准平原 多
,

有利 于 新 砂 矿 的形成
。

所以
,

额右旗北部的砂金矿广布
,

且多于布

西期准平原分布的漠河县
。

使额尔古纳河上

游
,

河流切割额尔古纳期准平原的深度越来

越小
,

所以
,

由下游至上游
,

第四纪砂金矿

越来越少
。

海拔 余 的青藏高原
,

准平原化程

度高
,

砂金分布普遍
。

高原东缘的甘南
、

陕西

南和川北 “ 金三角 ” 地带
,

以及川西 “ 两江

一河
”

流域
,

由于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强烈

下切
,

使淮平原支离破碎
。

古砂金被破坏和

搬运
,

河系中沉积有大量第四纪砂金矿
,

是

我国砂金的重要产地和找矿
‘

远 景区
。

微地貌条件

一般地讲
,

只要有足够形成砂金矿的物

质
,

总会在适当场所沉积并富集起来
。

微地

貌条件
,

在第四纪河谷中是砂金再分配的 因

素
。

由于微地貌条件的差异
。

砂金粒度
、

形

态
、

富集程度和沉积量
,

在不同河段 也有所

不同
。

例如
,

钳形河谷
、

关门嘴子
、

威子地

形
、

迎门山
、

多级阶地
、

多支流
、

大汇水 面

积
,

都有利于一定范围内砂金的富集
。

至于同一地质一地貌条件
,

不同河谷或

地段砂金的分布和富集程度的较大差异
,

很

可能是古老准平原阶段就已存在
。

例如古地

孙国璋
,

黑龙江省第四纪砂金矿形成演化模式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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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起伏
、

古水文网分布及 流 向 的 差异
。

当

然
,

基岩含金性的不同更不可忽视
。

综上所述
,

在进行砂金找矿选区时
,

要

注意 目的区的地质一地貌条件的综合分析
。

先确定该区有否古准平原
,

而不必过多地考

虑内生金矿化
,

再确定水系对古淮平原的下

切深度
,

选定靶区
。

然后
,

根据地质
、

微地

貌条件和过采情况
,

充分利 用传统方法和新

技术
、

新方法
,

具体部署找矿工作
。

淮水原化除了对砂金矿的形成起了决定

性作用外
,

对砂铂
、

金 刚 石 砂 矿
、

妮钮砂

矿
、

砂锡矿〔
、

〕等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

它

们的区别在于砂金的富集和增生
,

这是别的

矿种难以具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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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西南首次发现石英脉型金矿床

王 明新

云南第五地质大队

在云南省澜沧江以西的阿侃大山上
,

我队经过

两年的工作
,

最近找到了一个很有前景的石英脉型

金矿床
。

这是在滇西南发现的第一个金矿床
。

它的

发现
,

对繁荣边疆经济
,

使优族群众脱贫
,

具有重

要意 义
。

这个矿床的发现
,

首先是依靠 万区域地质

调查资料提供的信息
。

区调报告对该点的描述是

发现多条矿脉及矿化脉
,

规模不大
,

一般长
,

厚
,

品位
,

还含高的银
、

铅
、

锌等
。

其次是我队到胶东地区参观考察了焦家

式及玲珑式金矿的地质特征
,

认为我们工作的地区

与胶东在区域成矿条件方面有相似之处
。

即处于深

大断裂带上盘
,

深大断裂深部属韧性剪切带 前寒

武纪变质火山岩层发育 , 中生代重熔花岗岩类岩浆

活动强烈
,

等等
。

从而坚定我队 自筹资金开展找矿

工作的决心
。

第三是
,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

县政

府派了一名副局长常年随队协助工作
,

协调民族关

系
,

帮助解决地质工作者生活 上的困难
,

使地质队

在阿仇大山土站得住脚
。

第四是
,

野外作业人员不

怕艰苦
,

克服困难
,

立足找矿
,

而且掌握了正确的

工作方法
。

他们在争取多发现矿脉的同时
,

对认为

含矿较好的矿脉做了详细的工作
。

按规范进行地表

工程揭露
,

以提高工作程度
。

这样
,

既发现了多条

矿脉
,

打开了远景
,

又可供对主矿脉进 行 深 部 评

价
,

很快地肯定了它们的价值
。

地质工作表明
,

该矿床赋存在侵人于前寒武纪

地层内的中生代花岗岩体中
,

矿体产于黑云二长花

岗岩内近东西向的压扭一张扭性断裂带中
。

围岩蚀

变主要有硅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还普遍见较弱的铬水云母化
。

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

矿
、

毒砂以及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金银矿物以自然

金为主
,

还有银金矿
、

银黝铜矿等
。

脉石矿物以石

英为主
,

次为绢云母
、

长石等
。

现已发现矿脉数十

条
,

东西延长
,

南北并列
,

一般长 数百
,

厚

度小 , 品位高
,

较稳定
。

仅早期发现的 条主 矿 脉

经槽探和平坑控制
,

已达小型矿床规模
,

而主矿脉

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 其他矿脉也不断有新发现
。

该矿床正在普查中
,

前景喜人

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