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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寒武纪和中新生代是金成矿的两个高峰期
。

金 矿床不均匀地分

布在大同的大地构造单元内
。

由于中国大地构造位置的特殊性 和演化

规律
,

金主要在地洼阶段富集成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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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已知金矿床有两个成矿高

峰 期
‘

前寒武纪和中一新生代
。

中 国的金矿

床主要形成于中一新生代
,

这 也是形成中国

地洼区的重要时期
。

空间上
,

金矿床不均匀地分布在不同大

地构造单元内
,

大部分在基底构造层 相当于

陈国达教授提出的地槽构造层 及 其 以 前 的
一构造层组合 和地洼构造层中

,

而 作 为

盖层的地台构造层中 不包括地台转化为地

洼过程中产生的金矿 的金矿甚少
。

加拿大的岩金矿床主要与地盾区的太古

代绿岩带有关
。

金矿赋存于绿岩带基性火山

岩系靠上部
,

接近火山建造和沉积建造的接

触带
。

造 带中也有金矿床产出
。

两者均与

线性构造关系密切
。

地台区尚未发现金矿床

图
。

中国大陆残存的伊陕
、

四川和松

辽 个地 台区的地台构造层中
,

尚未发现金

矿集中区 图
。

图 中国大地构造和金矿分布略圈

一地槽区 一地台区 , 一地佳区 ,

一金矿化集中区

金矿分布的上述时空配套
,

说明金的富

集与地壳活动性质
、

地球深部物质的运动特

征密切相关
,

并受大地构造演化规律制约
。

贾 加拿大大地构造和金矿集中区分布
略图

一地盾区 , 一地台区 , 一造山带 , 一大陆架

和大陆斜 皮, 一金矿集中区

金矿的成岩
、

成矿时差

中国金矿产出的主岩时代与金矿成矿时



代之间有较大的时差
,

已为大量 实 际 资 料

所证实 〔一 〕。

这种情况不仅 大古代 绿 岩 带

中的金矿十分明显
,

其他地质时代的含矿岩

系中 也经常可以看到
。

华北地台太古宙地层

中的金矿
,

常见金矿脉穿插燕山 期 岩 浆 岩

体的现象 如辽西的金厂沟梁
、

沙金沟
,

有的矿脉产于燕山期岩脉的两侧 如北票迷

力营子 或燕山期断裂带之中
。

浙江治岭头

金矿床的主体赋存于 叫乙年左右 的 陈 蔡 群

中
,

而金的成矿作用则发生在燕山晚期
。

贵

州东南部形成于燕山晚期 白奎纪 的若干

金矿床
,

赋存在寒武纪含碳的碳 酸 盐 地 层

中
,

成岩
、

成矿时差达 亿年〔均
。

中国金矿的成岩一成矿时差存 在 着一定

规律性
,

即金矿产出的地层时代越老
,

时差

越大 地层时代越新
,

时差越小
。

中国的金

矿床主要形成于燕山期
,

而

以 一 的燕山早期 相当于侏 罗纪

最普遍
。

图 清楚地说 明了这一 点
。

从中国

大地构造演化规律看
,

中国金矿的主成矿期

为地洼期
,

特别是地洼发展阶段的 早期
,

受

印支运动 南方 和燕山运动 北方 影

向
。

地洼型构造撞矿

地厌年龄

凡
·期 。

“、

尹 尸 开 始时间

二 二 二

一二二耘岌姿莎少珍地硷 道数澎澎

图 中国岩金成岩
、

成矿时差曲线

后期构造运动对于先期地质体的变形作

用
,

包括后期构造运动对先期地 质 体 的 改

造
,

以及先期地质体对后期构造运动的控制

作用两个方面〔 〕。

一般说来
,

遭受强烈变质

和变形的 前寒武纪固结地体
,

由于其刚性特

点
,

在地洼期构造运动影响下
,

很少产生褶

皱构造
,

大多形成诸如韧性剪切带 深部

和破碎带等断裂构造
。

而地台构造层则往往

产生褶皱构造和层间滑动构造等
。

野外观察表明
,

基底构造层中的金矿床

多赋存在早期隆起区的断裂
、

破碎带和裂隙

带
,

特别是韧性剪切带中
。

早期剪切带内常

发育有破碎带
,

其形成较晚
,

叠加于剪切带

之上
。

金矿化及与之有关的各种蚀变主要受

破碎带控制
。

认为
,

含金

石英脉是由于早期的无矿石英脉破碎
、

浸染

和矿化形成的
,

即早期形成的构造弱点
,

与后

期发生的破碎带在空间重合在一起
。

内蒙古

东部的内生金矿应属地洼期花 岗岩一绿 岩 带

地体型金矿
。

产于太古界建平群变质岩 系中

的石英脉型和断裂蚀变岩型金矿
,

可在同一

矿区内 出现
,

显然是受地洼期构造控制的结

果 图
。

’

地洼期侵人的花岗岩
、

花 岗闪长岩
、

二

长花岗岩体的内外接触带
,

属于构造软弱带
,

也有利于金矿床的形成
。

如张家 口
、

赤修
、

宁城
、

建平等地的金矿床
,

大多分布于鞍山

群小塔子沟组中的燕山期花 岗岩内
、

外接触

带
。

产于地洼区原地 台构造层中的金矿化
,

除与断裂构造有关外
,

还与不整合面
、

背斜

轴部
、

层间滑动
、

地层挠曲及节理裂隙等有密

切关系
。

黔东南的一些金矿床
,

受断裂和背

斜控制
。

安徽铜陵地区的金矿
,

受铜官山背

斜
、

舒家店背斜的北东
、

北西向次级断裂控

制〔 〕。

该区有利的构造
—

层 ’裂隙是导矿



图 内旅古热水金矿三中段邓号脉寮描圈

①早期块状石英脉 , ②晚期含金蚀变破碎脉 , ⑧

石英碎块 ‘ , ④糜棱岩化围岩 灰绿色 ,

⑤黄铁矿富集部位 , ,

一太古代混合岩化斜长角

闪片麻岩片麻理产状 , 一石英脉壁产状

和赋矿的有利空间 燕山期频繁的岩浆活动

提供了成矿物质和热源
,

而有利的层位则是

成矿的 “ 填加剂
” 。

此外
,

赋矿围岩复杂多样
,

没 有 专 属

性
,

·

具有穿时性的特点
,

也是遭受地洼期构

造影响的结果
。

因为只有地洼期 的 构 造 运

动
,

才能把矿液运移到在它之前形成的各种

构造和岩性中成矿
。

」时 二二 以 卉片 、
、

户平 好曰 〕扣 巫甘 目

甲 目 尔 训。

甩汪 朋 化 凶
‘

石
‘

—
嫌 半 楠 伙 由 防 压 石广库
环 月叮 〕也

矛

冷 网 口丫贡 恻 冈又

构造一岩浆一建造三位一体成矿
,

是地

洼型岩金矿床的墓本特征
。

地洼阶段早期
,

由于拱断作用而产生的以断裂为主的构造运

动
,

是驱动地壳 或更深层次 物质运动的

主导因素
,

同时提供 了成矿通道 和 聚 矿 场

所
。

地洼期花 岗岩类岩体与岩金矿体多表现

为空间上的和谐
,

即矿脉群分布于岩体的周

围和 内
、

外接触带 包括岩体中的浸染状金

矿
。

不同构造层中的某些建造岩 石
,

如前

寒武纪基底构造层中的绿岩带
,

是金矿形成

的有利层位和岩性
,

即所谓建造控矿
。

胶东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一些金矿集中

区实例表明
,

地洼期花岗岩一绿岩带地体是

金矿化发育最理想的地区
。

这种地体实际 上

是前寒武地槽期 包括前地槽期 和地洼期

地质作用的产物
。

其中
,

绿岩带属于前寒武

纪基底构造层
,

经过长期稳定的地台阶段进

人地台活化期 地洼期
,

并伴随强烈的构

造运动和大量岩浆侵人
,

构成地 洼 期 花 岗

岩一绿岩带地体
,

从而促成金矿的形成
。

已知产于 中国东部地洼期花岗岩一绿岩

带地体中的金矿
,

受地洼期形成的 或继承

的 各类断裂构造 包括派生构造 控制
。

无论脉状或层状矿床都具有这一特点
。

辽宁

清原南龙王庙金矿属于产在长英质火山碎屑

岩和沉积岩中的金矿床
,

但矿化带严格受剪

切带控制
,

富矿部位通常在构造相对强烈和

蚀变发育的地段
。

脉状金矿床的空间分布与

构造
、

特别是韧性剪切带关系密切
。

容矿围

岩常发育摩棱岩
,

并伴随有强烈 的 围 岩 蚀

变
,

包括碳酸盐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

石化和黄铁矿化
,

它们与构造变动过程中产

生的退变质作用有关
。

华北地洼区基底构造层 中的金矿
,

绝大

部分产于太古宙地层
,

特别是绿岩带中
。

在

燕山期脉岩发育的地区
,

中基性岩脉与矿体

有着时
、

空与成因方面的密切联系
,

如招远

的金翅岭金矿
。

或者产于太古宙地层中的燕

山期岩浆岩体内
,

如招远上庄界河金矿
,

在

上庄岩体 彗
,

属郭家岭似斑状 花 岗 闪 长

岩
,

同位素年龄 亿年 中发育细

脉浸染型金矿化
,

在原来认为无矿的似斑状

花岗闪长岩内发现了工业矿体
,

厚度达几十

米
,

品位从每吨几克到几十克
。

这些情况都

说明了金矿化与地洼期岩浆活动有关
。

岩金矿床见于地洼期花岗岩一绿岩带地

体中
,

可能是一种表面现象
,

其原因是

作为区内基底构造层之一的地 台构

造层已被剥蚀掉
,

金矿化 已不存在
。

实际
一

二 ,



有些没有保存绿岩带而有其他岩性 出露的地

区
,

同样有金矿产出
。

例如
,

辽西柏杖子金

矿的直接 围岩是蓟县群浅变质岩
,

而在其深

部三
、

四百米处就是太古宙老变质岩
。

可以

设想
,

如果成矿时区内保存有活化的地台构

造层
,

同样可 以在适当的岩性和 构 造 中 成

矿
。

基底构造层长期抬升
、

剥蚀
,

从未

形成过地台期沉积物
,

因而地洼期不可能在

其中成矿
。

此时大多表现为地洼期的火山岩

直接覆盖于基底构造层之上
。

燕山期花岗岩类岩浆的侵人及其伴生的

岩浆热液活动
,

是华北地洼区金矿形成的热

动力和金质来源
,

对于金矿的形成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

中国地壳的大地构造演化有其 自身的特

殊性
,

这是 由中国所处地壳及地球深部结构

特点所决定的
。

因而中国的金矿主要成矿期

不在前寒武纪
,

而在中新生代地洼期
,

特别

是地洼期的初动期
,

以燕山期最显著 华北

地区
,

伴有大量的酸性岩浆活动
,

因而有

利于金成矿
,

并且许多矿产都在这一时期形

成
、

如铜
、

铅
、

锌
、

铁
、

铿 被
、

泥
、

担

等
。

此外
,

地洼期的中期和晚期也伴随有大

量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

结 语

大地构造演化的活动期
,

即地槽期

包括前地槽期的活动期 和地洼期有利于

金的富集成矿
。

在中国
,

由于大地构造位置

和演化的特殊性
,

金富集成矿主 要 在 地 洼

期
。

在已发展为地洼的区域内
,

由于地

洼期岩浆活动的影响
,

不同构造层中可以找

到相 同时代和相同类型的金矿床 同一构造

层中可以找到相 同时代
、

不同类型的金矿床
,

这主要取决于导矿和容矿围岩的构造类型和

性质
,

,

以及金矿围岩的物理一化学性质和表

生作用条件
。

正确识别一个地区的大地构造性质

及其演化规律
,

可以帮助我们根据地洼区的

成矿条件和特征
。

去分析和寻找新的金矿床

和金矿床新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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