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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热泉型金矿成矿地质
背景与找矿前景

侯宗林
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研 究院

概述了中外热泉型金矿地质背景和分布 , 列 举了一些世界知名的

本类型矿床 , 重点指出我国最具找矿前景的 个成矿带 同时强调有热

泉活动并不等于有金的富集
、

成矿
,

而必须综合分析热泉形成的地质背

景
,

阐明进一步研究热泉型金矿成矿模式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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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
·

矿 麻

热泉型金矿
,

属浅成

低温热液成矿系列 中一种

重要的金矿类型
,

是在近

地表环境热泉系统 中形成

的
。

具有工业 价 值 的 矿

床
,

一般分布在古热泉表

面以 下
。

这类矿床主要分布在

沿太平洋地区
,

单个矿床规模大
,

多形成大

型一超大型金矿床
,

有 的 品位很高
,

且常

伴生高含量的

成矿地质背景与

勘查工作新进展

热泉的发育与活动程度
,

取 决于区域地

质构造背景
,

受控于区域构造
、

岩浆
、

热液

活动的强 度
。

世界上主要热泉活动带集中分

布在几大板块的俯冲带或叠接带
。

尤其是两

大板块之间的长期活动带
,

热泉广布
,

对形

成贵金属矿床十分有利
。

目前发现的热泉型

金矿床绝大部分集中千环太平洋
、

地中海一

喜马拉雅
、

蒙古一鄂霍茨克三大中
、

新生代

火山岛弧带 内
,

尤以环太平洋成矿带最为集

中
。

板块构造控制着热泉型金矿产出的大地
构造环境

,

而板块边缘的区域性深 大断裂活

动带则严格控制着矿化带的空间分布
。

矿床

则产在复杂的断裂构造区 ①火山机构 —破火山 口及其周围的放射状断裂
、

环状断裂

发育区 ②陡倾斜的断裂构造一一地堑
、

地

垒发育区 ③大规模的走向滑脱断裂带或巡
断层带 ④几组断层的交汇复合部位

。

在活动板块内部区域性深大断裂带
,

尤
其是有中

、

新 生 代 火山 活 动 的 深断裂带

中
,

热液活动强烈
,

热泉发育
,

也有利 于热
·

泉型金矿的形成
,

如美国内华达州卡林型金

矿带长 余
,

沿 罗 伯 茨 逆冲断层带分

布
,

著名的朗德山热泉型金矿和 “ 汽艇 ”

泉
即发育在该带中

。

热泉型金矿的形成与区域性岩浆活动
,

尤其是与火 山
、

次火山岩浆热液活动关 系密
切

。

成矿时代多为中
、

新生代
,

特别是第三

纪岛弧或弧后拉张环境的岩浆一热事件与金

矿化关系密切
。

在 空 间 分布 匕 矿床直接

产在各类火山机构中
,

大部分矿床赋旷围岩
为火山岩或火山岩 十 沉积岩

。

矿床的形成严
·

格受地热一热泉 系统的控制
,

所有的热泉型

金矿均发育在地热 田中
。

许多矿床至今仍沸



泉滚滚
,

热气腾腾
,

金 的 成 矿作用仍在持

封
。

如菲律宾的安塔莫库金矿附近的热泉
,

本别府热泉
,

特别是大分县热泉
,

其泉华

中含 高达
,

被誉为
“

喷金 的热泉
” 。

冲绳海沟发现 了迄今为止含 。 、

量 居世

界之首的热泉矿床
,

含金一
、

一
。

由于热泉型金矿主要产于火 山 机 构 中
,

因

此其赋矿岩石多为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砾岩
、

火山凝灰岩以及同火山岩相间或相伴的沉积

岩 系
。

该类金矿床 由于形成在火山热液活动

的背景 厂
,

成矿物质组份一般较复杂
。

由于

矿
‘

床形成温度和环境的制约
,

具有一套典型

的低温元素组合
,

最 具 指 示意义的元素有
、 、 、 ,

还 有
、 、 、

等
。

热泉型金矿因其形成于近地表环境
,

故

一般情况下成矿温度较低
,

多在 ℃

之间
,

个别超过 ℃
。

成 矿具有多期
、

多

阶段特点
。

随着热液的演化
,

成矿作用的进

行
,

温度逐渐降低
。

许多古热泉型金矿成矿

阶段的温度一般保持在沸腾点以上
,

而当成

矿阶段结束
,

温度逐渐下降至 ℃以下
,

甚

至变成冷泉
。

这种低温泉一般不含金或含金

让甚微
。

因此
,

分布在古热泉型金矿附近的

一些低温泉或冷泉
,

被认为是成矿热液或热

泉活动的 “ 残留体
” 。

根 据温度和成矿流体

佛腾压力推算
,

该类型金矿成矿深度一般为
,

最 大 深 度不超过
,

所

以
,

矿床形成于浅成低温环境
。

关于成矿热液产生的热源条件
,

主要为

岩浆一火山喷发产生的热液并有部分岩浆一

火 热液直接加人
,

同时
,

局部地段还有放

射性元素产生的热对热液的形成起到加温作

用
。

形成热泉系统流体的来源
,

经氢
、

氧同

位素分析
,

抓 值和占’“ 值变化范围都很大
,

表明流体成分 中既有大气降水
,

也有岩浆水

伯加入
,

而以大气水为主
。

经 硫 同 位素分

析
,

扩写均为负值
,

具轻硫性质
,

表明硫主

要来 自深部岩浆
,

但也有部分围岩中的硫加

人
。

主要来自深部
,

部 分
一

来自围岩
,

经

溶滤被带至热液系统中
。

与卡林型金矿不同

之处
,

在于后者成矿元素主要来 自围岩而不

是深部岩浆源或深部成矿热液
。

热泉型金矿从总体看
,

一般品位较低
,

但储量大
,

多能形成大一超大型金矿床
。

据

丹尼斯统计其储量模式为 的矿床矿石

储量可达 万
,

的 矿 床矿石储量达

万
,

的矿床矿石储量达 万
。

由于地质学家对该类金矿的成矿理论和区域

成矿环境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

因此
,

近十

年来找矿工作获得重大突破
。

环太平洋成矿

带先后发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波格拉
、

利

希尔
、

蒂地金矿床
,

日本的菱刘金矿床
,

菲

律宾的阿库潘
、

安塔莫凯金矿床
,

裴济维提

岛
,

新西兰北岛金矿床
,

美国的麦克劳林金

矿床
,

智利的埃尔印多奥和多米尼加老村庄

金矿等
。

这些矿床均达超大型
,

举世瞩 目
。

下面是已知超大型热泉金矿的储量和品位

金 矿 名 称 储量 品位

麦克劳林

朗德山

老村庄

菱

阿库谣一安塔莫凯

辛格拉

波格拉

利希尔

蒂地

。

一

。

。

。

。

。

西太平洋弧形成矿带 自千岛群岛经 日本

列 岛
、

琉球群岛
、

台湾
、

菲律宾
、

巴布亚新

几内亚至新西兰北 岛
,

已发现大型金矿床

余处
,

金属总储量已超过
,

大 规模的

勘查活动正在进行中
。

这个成矿带金的矿化

作用主要集中在晚第三纪
,

为晚第三纪至现

代 火 山 热 液活动的产物
。

该成矿带岩浆一

火山活动强烈
,

热泉遍布
,

许多金矿床中至

今仍有热泉活动
。

预测西太平洋和西南太平

洋成矿带 , 热泉型金矿具有很大 的 找 矿 前



景
。

对我国热泉型金

矿找矿前景的

分析

热泉型金矿的研究和勘查工作在我 国还

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

目前尚无突破性进展
。

但我 国所处 大地构造环境
,

对形成热泉型金

矿十分有利
,

世界已知三大热泉型金矿带 围

绕中国板块的周边均有分布
。

我 国西南部位

于地中海一喜马拉雅特提斯构造成矿域之东

段
,

东部濒临环太平洋成矿带
,

北部边缘属

蒙古一鄂霍茨克成矿带之西南部
。

三大构造

一岩浆活动带均为不 同时代之板块俯冲带
,

是中
、

新生代典型的 岛弧发育区
,

也是 中
、

新生代典型的火 山一岩浆活动区
,

有众多的

地热 田发育
,

热液活动强烈
,

热泉沿断裂构

造带呈带状分布
。

根据地热资源 调查
,

西藏

地区发现 ℃以 上热泉共 处 四川
、

云

南
、

贵 州和广西部分地区发现各类热泉

处
,

其中云南约占 福 建发现热泉

余处
,

主要分布在闽江以南地区
。

自黑龙江

至吉林东部
,

辽宁东部
、

山东东部
、

浙江
、

福建
、

广东东部发现众多的中低温热泉和古

热泉的痕迹
,

标志着区域构造一热液活动的

发育
。

有热泉的活动不等 于就有金的富集与

成矿
,

这要综合分析热泉形成的地质背景
。

热泉型金矿多发育在火山构造盆地中
,

受复

杂的断裂构造系统和火山机构的控制
。

我 国

中
、

新生代火山构造盆地或火 山一沉积盆地

主要分布在上述三大构造带中
,

并在部分火

山构造盆地及其附近的热泉中发现了金的矿

化与富集
。

四川康定县的偏崖子金矿
,

若尔

盗市的邓莫
、

牙相金矿
,

甘孜州的丘洛
、

拉

普
、

嘎拉金矿
,

甘肃迭布县的拉尔马金矿
,

玛曲县的
一

大水金矿
,

碌曲县的忠曲金矿
,

滇西

的两河金矿等矿床及其附近热泉发育
,

部分

热泉中含 高达
,

、

这 些矿床被认为

属热泉成因
。

近几年通过对滇西腾冲火 山岩盆地及热

海地热 田金矿化作 用的研究
,

认为腾冲西南

的黄瓜等一硫磺塘现代热泉系统对金的成矿

有利
,

金的矿化富集作用正在进行
,

预测于现

代热泉系统地表以下 范 围 内有金矿体

存在
,

且 有很好的找矿前景
。

笔者根据热泉型金矿成矿地 质 背 景 分

析
,

认为以下地区有找矿前景
,

应加强地质

科研和勘查工作
。

贡山一腾冲一梁河一瑞丽成矿带

该成矿带为安多一贡山一勋 连 燕 山 期

板块对接带之南段
,

沿怒江深大 断 裂 带 分

布 由于南亚板块 同中国板块的碰捡推挤
,

中生代
、

新生代的构造及岩浆活动强烈
,

断

裂构造复杂
。

尤其是新生代中酸性
、

中性
、

中基性
、

基 性 火 山 岩
、

火山杂岩发育
,

区

带 内高
、

中温热泉及地热 田密布
,

热泉系统发

育完整
。

热泉中经直接 测 定 含 量 可 达
,

高于一般泉水含 量 的

倍
,

泉华中含金量个别高达
,

在 热

泉带的硅质岩中一般含量大于
。

综合地

质信息表明
,

该区热泉型金矿成矿有利
,

除

目前已发现的黄瓜等一硫磺塘金矿化区外
,

于瑞滇
、

硝塘等地发现多处热泉 型 金 矿 化

点
,

与腾冲火 山岩盆地东部的五台一芒棒的

铀矿带附近发现有砂金矿点
,

具有 找 矿 前

景
。

因此
,

该成矿带是热泉型金矿最佳找矿

远景区之 一
。

维西一漾澳一巍山一凤庆一河 口 成

矿带

该带位于印支 期 板 块 叠接带
,

构造岩

浆活动强烈
,

沿区域性深断裂带有基性
、

超

基性岩分布
。

中
、

新生代断裂构造发育
,

有

中一中酸性火山岩和火山沉积岩分布
。

该成

矿带北段沿澜 沧江断裂带呈近南北 向展布
,

南段沿红河深断裂带 呈北西向展布
,

区带内

中低温热泉分布较广
,

有利于形成浅成低温

热泉型金矿床
。

目前在该带中段的墨江金厂



和锁源县老王寨发现了大一超大型金矿床
,

共成因类型有待进一步研究
。

于其北段的巍

山手村发现大型微粒金矿床
,

在漾涣县的阿

富杠〔发现规模很大的酸淋滤带和硅质岩带
,

硅质岩中含
,

的地球化学异常范

围较大
,

以 二的异常完整
,

异常发育

在两组断裂交汇处
。

预测 自漾澳至巍山一带

有可能找到热泉型金矿
。

雅每藏布江成矿带

该带位于 印度板块向中国板块俯冲之喜

马拉雅构造一岩浆活动带上
,

东起林芝
,

西

至萨噶
,

长达
。

由于印度板 块 以 每

年 的速度向北推挤
,

该 带 构 造

复杂
,

岩浆活动强烈而频繁 以燕山期和喜

山期为主
,

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冈底斯花岗岩

带和雅舟藏布江深断裂带内 的 基 性一超 基

性岩带以及分布在南侧的火山杂岩带
,

构成

巨大的区域岩浆一构 造 活 动 带
。

酸性
、

中

酸性及基一超墓性岩呈巨大的岩基产出
,

由

于中
、

新生代强烈而频繁的构造 一 岩 浆 活

动
,

形成巨大的区域性热异 常 带
,

在 热 异

常分布区有大面积的热泉活动
,

著名的羊八

井
、

羊一井地热田分布在拉萨市北西 的

地热异常区内
,

热泉
、

沸泉
、

泉华
、

硅帽
、

喷气孔
、

冒气地面处处可见
。

有的热泉或喷

气孔沉淀有大量的硫磺
,

构成可供工业开采

的硫磺矿
。

在拉萨以 南 的 曲 水一桑 日一泽

当一加查一朗县中
、

新生代火山岩盆地中
,

发现了一批砂金矿点
,

已有 多年的开采

历史
。

在墨竹工卡发现与火山作 用有关的伴

生金矿床 , 于热可多
、

加查一那舍岭地区的三

叠纪砂岩中发现含金的硅质 石英了 脉群
。

该区热泉型金矿成矿条件十分有利
,

具有很

好的找矿前景
。

甘孜一康定成矿带

该成矿带位于 印支期板块俯冲带之外侧

的深断裂活动带上
,

自青海的玉树至四川的

甘孜到康定
,

呈北西向展布
。

于深断裂带上

印支
、

燕山构造一岩浆活动频繁
,

断裂构造

复杂
,

中生代时期发育有一套 中 性
、

中 投
性

、

基性火山岩加火 山沉积岩系
。

新生代 参

山期构造活动仍盛
,

是我国重 要 地 震 区之

一
。

沿断裂带地热异常发育
,

中
二

低温热泉

沿断裂带分布
,

己知的丘洛
、

拉普
、

嘎拉
、

偏

崖子等金矿均与地热异常
、

热泉分布在同一

带上
,

部分金矿及其附近仍有热 泉 活 动 或

金矿体地表发育有很好的硅质岩帽
,

硅质岩

中含金很高
,

且厚度大
。

如丘洛金矿 号 矿

化带长
,

厚
,

含金量一 ,

其中含 量大于 的厚 达
。

该 区

金矿带伴有很好的
、

愧
、

异常
,

分 布

范围大
,

是找大一超大型金矿的重要远景区

之一
。

西秦岭成矿带

该成矿带位于扬子古板块与华北板块之

过渡带西段
,

自元古代开始至中生代
,

扬子

板块多期向北推挤
,

于燕山晚期闭合
,

但区

域性断裂构造
、

岩浆活动在西段仍较强烈
,

喜山期仍有所显示
。

据区域地热资源调查发

现
,

沿白龙江流域和挑河流域有南
、

北两个

近东西向的构造
、

岩浆
、

地热异常带
,

南带

自甘肃的玛曲起向东经迭部
、

舟曲至武都
,

北带 自碌曲起向东经眠县
、

礼县至陕西省凤

县
。

南带的 白龙江复背斜区和巴 西 复 向 斜

区
,

构造一热液活动强烈
。

热泉分布广
,

古

热泉痕迹 泉华
、

硅帽 于拉尔玛
、

邓莫
、

牙相
、

江扎
、

忠曲
、

大水等金矿床 点 的

上部保留较完整
,

有的金矿体中热泉活动至

今仍在进行
,

但成矿阶段已结束
,

多属中低

温热泉
。

拉尔玛金矿已达大型
,

具有典型的

热泉金矿特征
。

硅质岩帽发育
,

地表最大厚

度超过
,

金矿体发育在硅质 岩 带 中
,

上部硅质岩具有水热爆破角砾岩特征
,

呈漏

斗状
,

矿化垂直分带明显 , 矿体中的 的平

均 品位约
。

与金矿相伴生的指示元素 为
、 、 、 , 、

等
,

具 典 型 的

低温热液矿床元素组合特点
。

近期金矿勘查

工作发现地表以下 处仍有矿 体 存 在
,



矿区外围已发现 余处与 相关的
、 “ 、

异常
,

其中有 处已被证实属矿引 起
。

另

在其南部的巴西复向斜中发现 个金矿化异

常
,

呈密集型东西向带状分布
,

金矿化发育

在硅质岩体中
,

含 八
,

可望发展为

大一特大型金矿床
。

因此西秦岭南亚带应是

热泉型金矿找矿最佳远景区之一
。

西秦岭的

北亚带沿挑河流域的碌曲
、

氓县
、

礼县至陕

西凤县
,

是微细浸染型金矿重要 成 矿 带 之

一
,

尤其是被誉为 “ 五朵金花 ” 的中川 岩体

周围已发现 一批很有前景
、

选冶性能好的微

粒金矿床
。

该成矿带东延至陕西太白
、

凤县

境内
,

已发现 “ 双王 ” 大型金矿床
,

产于角

砾岩带中
,

是否属 “ 热泉型 ” 或喷气一热液

型
,

需进一步研究
。

可可西里一巴颜喀拉成矿带

该成矿带位于藏北高原北部之外带
,

西

起可可西里山
,

向东沿楚玛尔河至巴颜喀拉

山 口 ,

呈北西西向展布
。

带内强烈的构造一

岩浆活动以海西期为主
。

构成 昆仑山花岗岩

体之南外带
,

燕山期岩浆活动以花岗岩
、

花

岗闪长岩为主
。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中生代

海相碎屑岩建造
,

三叠纪火山岩系在东段有

广泛分布
。

新生代构造一岩浆活动仍有所显

示
,

可可西里地区有近代火山喷发活动
,

由

于印度板块不断向北推挤
,

处于 “ 前峰 ” 的

构造带呈长期活动状态
,

因此
,

该区构造一

热液活动强烈
,

在可可西里的马 兰 山 冰 帽

区
,

发现有成群的热泉活动
,

热泉活动区的

河谷阶地及河床中发现有砂金富集
。

中国西

部的 “ 采金热 ” 曾轰动一时
,

上万采金者主

要云集在这里
。

该区是热泉型金矿成矿有利

区
,

只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
,

工作程度低
,

勘查难度大
。

东南沿海成矿带

东南沿海成矿带位于西太平洋成矿带之

外
,

区带内由于太平洋板块不断向亚洲板块

俯冲
、

推挤
,

区域构造活动强烈
,

岩浆活动

频繁
,

尤其是中生代既有 区域性岩浆侵人活

动
,

也有大面积的火山喷发
,

形成一套以中

酸性为主的火山杂岩系
。

新生代时期
,

沿海

断裂带有强烈的墓性一中基性岩浆活动
,

安

山岩
、

第四纪玄武岩多有分布
。

由于区域性

的构造
、

岩浆
、

热液活动多期性
,

自浙江的

诸暨一遂昌一龙泉一福建的政和一广东的大

浦
,

沿深断裂带及其以西的邻近地 区发现了

一系列的铜
、

铅
、

锌
、

金
、

银矿床
,

如西裘

铜矿
、

琐山金矿
、

龙泉金矿
、

八宝山金矿
、

西乾金矿
、

龙门场金矿
、

安村金矿
、

紫金山

铜一金矿
、

莲花山钨一金矿等
。

从浙江的温

州至福建的福安
、

福州
、

泉州
、

漳州
、

平和

沿深断裂带热液活动强烈
,

蕴藏着丰富的地

热资源
,

热泉分布也很广
。

据不完全统计
,

于福建省境内已发现各类温泉 余 处
,

集

中分布在闽江以南
,

大体上分布 于 海 岸 线

以内
,

自东北向西南有逐渐增强的趋

势
。

一般水温在 ℃之间
,

有 处水温

超过 ℃
。

热泉分布最集中的是福州市
。

它

有一条北起模兜
、

南至王庄
、

西到五一路
、

东至六一路
,

东西宽约
,

南北 长 的

热泉群活动带
。

泉水中含
、 、 、

二
、 、 、 、

等元 素
。

自 福 州

往南经泉州到漳州
,

于漳州火山岩盆地
,

发

现有与火山有关的热泉活动 区
,

水 化学类型

为 一 一 型
。

在九龙江北区 约 处

北东向与北西向断裂交汇部位发现热泉活动

群
。

该区出露地层为第四纪沉积物和少量侏

罗纪火山 沉 积 岩 系 以 及 燕 山 期 花 岗 岩

和花岗闪长岩
。

于第四纪土壤层 中 取 样 分

析
,

发现 的异常值最高 可 达
,

大

于 的异常范围为
,

几何

平均值为
。

与金矿化密切相关的 元 素

有
、 、 、 、

等
,

反映出热液与

成矿元素组合具有火山热液成分的特点
。

从

已获 得的资料表明
,

该区具有形成古热泉型

金
、

银矿床的条件并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

阿尔泰一额尔古纳成矿带

该成矿带位于蒙古一鄂霍茨克成矿带之



南侧
,

华北板块之北缘
。

由于西伯利亚板块

同华北板块在加里东期
、

海西期
、

燕山期发

生多次推挤与碰撞
,

区域构造一岩浆活动频

繁
,

尤其是西段的阿尔泰地区和东段的额尔

古纳河流域
,

岩浆活动强烈
,

前者以海西期

为主
,

后者以燕山期为主
,

燕山期有区域性

火 山喷发
,

对形成次火 山岩
、

火山岩和热泉型

金矿有利
。

阿尔泰地区发现的萨尔布拉克和

多拉纳萨依金矿床产在硅化的碎屑岩中
,

规

模可达大一特大型
,

其成因类型有待进一步

研究
。

东部的额尔古纳河地区
,

海西期岩浆侵

人活动强烈
,

有大量花岗岩出露 燕山运动

使本区遭受强烈的构造一岩浆活化作用
,

形

成 了北东向断裂带和火山岩带
。

该区除已发

现大量砂金矿床外
,

并在火 山一次火 山岩中

发现石英脉型和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 点
,

该区应是找古热泉型金矿的潜在远景区
。

由于构造的破坏和近地表的风化剥蚀作

用
,

许多古热泉型金矿的上部一 般 不 易 保

存
, 而保存下来的往往是矿体的中

、

深部的

含
、

的硅质岩体 带
,

如美国内华达

州的朗德山金矿床
。

有的矿床 风 化 剥 蚀很

深
,

只保存 了
、 、

等贱金属带
。

该成矿

带 向北东方向延伸至苏联的远东地区
,

最后

止于鄂霍茨克海
。

在该区寻找和研究热泉型

金矿必须按照成矿模式进行全面的分析
,

才

能取得有效的进展
。

除上述 个有条件形成热泉型金矿的区

带外
,

于西 太平洋成矿带外带之北段的我国

黑龙江东部至吉林东部地区
,

由于太平洋板

块向亚洲板块的长期推挤
,

自海西期
、

燕山

期及新生代构造一岩浆活动均较强烈
,

形成

一个包括苏联远东地区在内 的 与 岩 浆一火

山一热液活动有关的巨型多金属
、

贵金属矿

化集中区
。

黑龙江的嘉荫一牡丹江金矿化区

位于该成矿带之南段
,

著名的团结沟金矿是

该区己发现的与中生代火山一次火山岩有关

的大型金矿床
。

金矿床的空间分布受区域性

深断裂带和次火山岩的位置控制
, 己发现的

余处金矿床和 个金矿化点
,

均沿 乌 拉

嘎断裂带呈近南北向分布
。

目前发现的金矿

主要为蚀变火山岩型
、

蚀变花岗岩型
、

石英

脉型和砂金
。

沿该成矿带向南延伸
,

即我国

延边侏罗纪火山岩型金矿化集中区
。

已发现

小西南岔
、

刺猜沟
、

五凤
、

汪清
、

老头沟
、

柳树河等金矿床 点 余处
,

除少量砂金

矿外
,

绝大部分为与火山岩有关的
“

石英脉 ”

型金矿
。

金矿化主要发育在侏罗纪安山岩
、

英安岩
、

玄武安山岩等火山杂岩中
。

东西向

和近南北 向断裂构造交汇所形成地垒边缘是

金矿产出的有效空间
,

已发现的金矿化均与

火山热液活动有关
,

硅化
,

各种蚀变带发育
,

因此
,

该区具有寻找火山岩型金矿的前景
。

新

生代时期 自黑龙江的宝清往鸡西
、

牡丹江市

至吉林的敦化
、

靖宇
、

抚松
、

浑江等地即沿

完达山
、

老爷岭
、

长 白山一带第四纪玄武岩

大规模喷发
,

在黑龙江的德都县境内有著名

的五大连池火山群
。

在火山喷发区及破火山

口中有众多的热泉分布
,

许多热泉中含硫量

高
,

这些热泉的发育直接受火山热液和深部

热液的控制
。

根据构造
、

岩浆
、

热液活动强

度和已知相关的金矿床类型等区域成矿条件

分析
,

认为北起黑龙江的嘉荫
,

南至吉林的

延边浑江等地的中生代一新生代火山岩发育

区应注意寻找和研究古热泉型金矿
。

在研究和寻找古热泉型金矿中
,

需引起

重视的一个问题
,

即许多古热泉金矿形成之

后
,

经过漫长的地表地质作用
“
改造

” ,

一般

不具备
“

完整
”

的形态
,

所以很难确定是否 由

古热泉作用形成
,

这要从热泉型金矿成矿模

式
、

成矿系列
、

矿床组合以及演化规律方面

进行综合研究
,

而不能把产在火 山岩中与火

山热液有关的金矿床都说成是与热泉活动有

关
。

另外
,

从成矿系列
,

不 同类型金矿的区域

分带规律来看
,

热泉型金矿与火山一次火 山

岩型金矿在区域分布上虽有一致性
,

但其具

体赋存空间又有差别
。

热泉型金矿多发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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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
、

中基性火山岩分布区
,

而 次 火 山 岩

包括斑岩 型金矿则发育在浅 成 侵 入 隐

爆火山角砾岩中
,

或者说
,

前者 成 矿 是 在

近地表的开放系统中
,

而后者是在地表以下

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完成的
。

因此
,

在热泉型

金矿的找矿与研究工作中
,

既要注意火山

次火山岩发育区
,

热液活动强烈有利成矿
,

加强找矿工作
,

但又不能把产在相似环境下

的所有金矿床都认为与热泉活动有关
,

必须

按照热泉金矿成矿模式
,

结合区域成矿地质

背景进行系统的研究
,

才能使热泉型金矿的

研究与找矿工作
,

取得符合地质实际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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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 狱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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