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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滇黔桂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可分为两种亚类 它们的区域产出分

布受矿源层
、

储金地层
、

区域构造及区域热场分布控制
。

有 个时代

的矿源层
,

文中划出两个找矿远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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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滇黔桂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
,

具有相似

的地质特征
,

是在同一成矿期间经历了相似

的成矿作用过程形成的系列矿床
。

金矿产于

从下泥盆统至 中三叠统的多个层位的沉积岩

火山一沉积岩 中 表
。

根据控矿构造

特征及矿体产出特征
,

可将该 区的金矿床

点 分为两个亚类型 ①褶皱一断裂控矿类

型
,

以
’

他金矿床为代表
,

称 丫他式金矿

床 ②古岩溶面一断裂控矿类型
,

以板其金

矿床和戈塘金矿床为代表
,

称板其式或戈塘

式金矿床
。

丫他式金矿床受多级褶皱和断裂

控制
,

矿化带沿构造线方向展布
,

矿体赋存

于主断裂及其派生断裂的挤压破碎带
、

层间

虚脱带
、

次级张性裂隙带等低压空间
。

矿体

产状及形态复杂多变
,

既有与地层产状近于

一致的层状
,

似层状
,

又有斜切地层的脉

状
、

透镜状等 沿走向及倾向有分枝复合
、

膨胀收缩和尖灭再现特征
。

板其式或戈塘式

金矿床受古岩溶面和断裂的联合控制
,

矿化

带沿古岩溶面展布
,

矿体赋存于岩溶凹陷

内 岩溶凹陷的形态控制了矿体的形态
。

因

而矿体呈透镜状
、

似层状
,

产状与下伏地层

基本一致
,

底板为岩溶面下之灰岩
,

矿床具

层控特征
。

沿古岩溶面发生的走向断层是重

要的控矿构造
,

如岩溶面上无断裂构造
,

则

矿化较弱
。

金矿床普遍发育有硅化
、

黄铁矿化等围

岩蚀变
,

其总体特征是蚀变普遍
,

类型简

单
,

蚀变不强
,

分带性不明显
,

矿体与围岩

间无明显界限
。

这表明成矿作用与中低温热

水溶液活动有关
。

相应地矿床的矿物以黄铁

矿一辉锑矿一砷矿物一石英一碳酸盐矿物一
硫酸盐矿物一萤石等一套中低温矿物组合为

特征
。

矿床元素地球化学研究表明
,

一
呈较好的正相关

,

是找金的指示元素
。

根据典型矿床的氢
、

氧
、

碳
、

硫稳定同
位素研究 〔’〕 ,

成矿溶液主要来源于 地下

水
,

包括成岩阶段的同生沉积水和成岩后下

渗的地表水
,

矿质则主要来 自沉积岩矿源

层
,

部分地区与峨眉山玄武岩的喷发活动有

间接关系
。

因此
,

金矿床的成因类型为热水

溶滤型
。

区域控矿因素

矿源层

许多地质工作者对滇黔桂地区各时代地

层的含金性作了区域系统分析 〔’,
,

表明

区域地层中 的丰度一般为 一

一 ,

低于地壳克拉克值
。

含 量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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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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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滇黔桂地区主要金矿床 点 赋矿层位及控矿构造
矿矿 床 点 编 号号

⋯
, 矿层位位 控矿构造造

名名称称称称

】】】 丫 他他

⋯
中三 。统“满组 “人“ ”“组 ,, 走向近东西的紧密褶皱

、

数条区域性纵向逆断层及其派生 褶褶

皱皱皱皱皱和断裂
、

裂隙隙

金 牙牙 中三叠统百逢组组 金牙背斜及金牙一平乐弧形断裂及其次级褶皱
、

断裂和裂隙隙

高 龙龙 中三叠统百逢组及下三叠统罗楼组组 高龙背斜及区域性东西向大断裂及其次级断裂裂

紫木由由 下三盛统夜郎组组 灰家堡背斜及北翼之逆断层层

革 当当 下泥盆统坡脚组组 旧腮短轴背斜
、

里达断裂及其次级断裂裂

一

三岔河河 仁二盈统长兴组
、

大隆组及下三叠叠 赵家坪背斜
、

纵向逆断层及其次级褶皱
、

断裂和裂隙隙
统统统统夜郎组组组

册 阳阳 中三叠统许满 新苑 组组 背斜及北东向逆断层层

尾 怀怀 中三登统边阳组组 坎伐背斜及东翼之断裂复合构造造

板 其其 下三叠统紫云组组 走向逆断层及吴家坪一长兴组顶面之古岩溶面面

戈 塘塘 , 飞且统龙潭组组 顶面之古岩溶面及层间断裂裂

价布格格 上二几叠统龙潭组组 顶面之古岩溶面及断裂裂

··

坡 岩岩
一

下泥盆统益兰组组 上寒武统顶面之古岩溶面及断层层

马 雄雄雄雄

】】 卜 芥芥芥芥

大 厂
‘‘

上二叠统大厂层层 顶面之 占岩溶面及碧痕营背斜南东翼之次级褶皱和断裂裂

沙沙沙 子岭岭 犯二叠统大厂层层 顶面之古岩溶面面

控矿

类型

褶皱断裂控矿

古岩溶面断裂控矿

有 卜泥盆统坡脚组 平均值
一 、

上

二共统大
‘

层 平均
一 。

部分地

区 峨 眉 山玄武 岩组底部 最 高
一 ,

、

上二畏统龙潭组底部 可达
一 ,

、

滇东南部分地区下三叠统飞仙关组

可达
一 、

中三叠统新苑组 可达
一 、

许满组 达 一 、

板纳

组 及 百 逢组 平均 欠

一 。

这些地层具有 良好的渗滤性
,

可视

为金的矿源层
。

另据其他研究资料看
,

下泥

盆统益兰组
、

部分地段之下三叠统夜郎组
,

也有较高的 丰度值
,

具有矿源层意义
。

因此
,

滇黔桂地区有 个时代的矿源层
,

即

早泥盆世
、

晚二益世初期
、

早三叠世印度期

和呼, 三典世安尼锡克期
。

以上矿源层层位也

是金矿产出的主要层位
。

与黔西南金矿矿源层的研究结果 〔’〕一

样
,

滇黔桂地区矿源层的地质分布与沉积环

境密切相关
。

形成矿源层的相环境和沉积物
·

的性质有两种
,

即盆地边缘斜坡相带的陆源

细屑沉积和台地滨岸潮坪相带的火山一沉

积
。

表 综合了矿源层的主要特征
,

图 则

展示 了矿源层的分布
,

其中晚二叠世初矿源

层分布区由西北至东南依次为峨眉山玄武岩

组底部
、

大厂层及龙潭组底部
。

储金地层

金矿的形成需要金的高度富集
,

因而需

要一个对矿液相对封闭的沉淀环境和适当大

小的沉淀空间
。

尽管滇黔桂地区金矿赋存层

位较多
,

且时代差距较大
,

但含矿地层都是

由类似的岩性组成
。

这类岩性组合的地层同

时具备金沉淀富集的两个条件
,

金矿常选择

性地赋存于其中
,

称之为储金地层
。,

总结主

要金矿床 点 赋矿层位的岩性组成特点
,

可归纳为两种类型 ①细粒杂砂岩一粉砂岩

一粘土岩组合 ②不纯碳酸盐岩一 细碎屑

岩 一粘土岩组合
。

这两种或其中的任一种

组合重复出现构成的地层
,

均有利于形成较



表 滇黔桂地区矿源层特征表
时时 代代 地 层层 沉积相带带 岩 性性 含金性 为为

中中三叠世世 新苑组组 盆地边缘缘 由砂岩
、

粉砂岩
、

粘土岩和泥灰岩岩 上斜坡相带平均
,

其中粉砂岩岩

安安 尼 锡 克克 许满组组 斜坡相带带 互层的 巨厚陆源细碎屑岩沉积
,

多多
、

粘土岩 下斜坡相带平均均

期期期 板纳组组组 具浊积特征征
,

其 中粉 砂 岩
、

粘 土 岩岩

百百百逢组组组组

早早三丑世世 飞仙关组
、

夜郎组组 滨岸潮坪相带一潮潮 以砂岩
、

粘土岩和灰岩为主主 平均

印印 度 期期 部分地区 上浅水相带带带带

晚晚晚 龙潭组底部部 滨滨 以粘 土 岩
、

角砾岩 粉砂岩为主
,,

粘上 岩及粉砂岩平均
,

个别达达

丑丑丑丑 岸岸 部分地区含风化壳组分分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初初初 部分地 区峨眉 山玄玄 坪坪 以粘土化玄武质沉积火山角砾一凝凝 平均
。

粘上化玄武岩
,

粘粘

期期期 武岩组底部部 相相 灰岩为主的沉积一火山碎屑岩岩 上化玄武质火山碎屑岩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大大大厂层层层 火 山物质与陆源碎屑物质混合沉积积积

形形形形形成的火 山一沉积岩
,

上部 以凝灰灰灰

质质质质质碎屑岩
、

角砾状玄武岩为主
,

下下下

部部部部部 以灰岩
、

硅质岩
、

粉砂岩及粘土土土

岩岩岩岩岩为主主主

早早泥盆世世 坡脚组组 盆地边缘缘 粘土岩
、

灰岩及砂岩岩 坡脚组平均
’’

益益益兰组组 斜坡相带带带带

注 表内数据主要引 自参考文献川 带 号者据西南冶金地勘局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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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滇黔桂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矿源层分布图

一 中三叠世矿源层界线 一早三叠世矿源层界线 一晚二叠世初矿源层界线 一早泥盆世矿源层界线 一省界

大型的金矿床
。

具有以上岩性组合的地层中

的粘土岩层
,

对矿液具有阻挡和封闭作用
,

而细碎屑岩类和不纯碳酸盐岩因有适当的孔

隙度和渗透率
,

矿液可在一定范围内停滞较

长时间
,

并且其中的粘土矿物及有机碳对金

具有强烈的吸附作用
。

因此这类地层具备金

沉淀的良好环境
,

与其他类型的地层相 比
,

更有利于 的沉淀富集
。

滇黔桂地区凡是
·



具有以 卜两 种岩性组合的地层即为储金地 件
。

为此
,

我们研究了全区成矿作用前形成

层
。

只有在储金地层中才有可能找到成型的 的所有地层之岩性组成特点
,

提出 个组

金矿床
,

就是说
,

储金地层是找金的必要条 为储金地层 表
,

其分布区域如图

表 滇黔桂地区储金地层表

系系系 全左左 组组

柱柱柱 飞统统 火把冲组
、

八盘寨组
、

把南组
、

赖石斜组
、

平寨组组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中中中统统 边阳组
‘ 、

新苑组
市 、

许满组
’ 、

兰木组 河 口组
、

板纳组
’

百逢组

下下下统统 紫云组
、

龙丈组
、

飞仙关组
、

洗马塘组
、

夜郎组
、

大冶组
、

罗楼组组

二二盛系系 上统统 汪家寨组
、

宣威组
、

大隆组
’ 、

长兴组
‘ 、

龙潭组
、

大厂层
‘ 、

晒瓦群群

泥泥泥 几统统 榴江组组

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系系系 中统统 分水岭组
、

上双河组
、

火烘组
、

穿洞组
、

纳标组组

下下下统统 坡脚组
‘ 、

益兰组
‘ 、

坡松冲组组

奥奥陶系系 ,牛统统 冷水沟组组

注 有 者为已发现有金矿 化 产出的层位
。

群群群
图 滇黔桂地区储金地层分布图

一 毛盛系储金地层 一二益系储金地层 一泥盆系储金地层 一奥陶系储金地层 一中二叠统相变线 一金矿床 点 及

其编号

区域控矿构造
典型矿床的铅 同位素年龄约为 ”

,

相 当 于本 区主要构造变形期 —燕 山期
,

这与目前已发现的金矿产出的最新层位为中
·

三叠世晚期是吻合的
。

因而滇黔桂地区微细

浸染型金矿的成矿作用是与燕山期构造运动

相伴生的
,

燕山运动使该区产生了大量的褶

皱和断裂
,

为矿液运移和沉淀准备了大量的



有利空间
。

故燕山期褶皱和断裂是主要的区

域控矿构造
。

图 展示了主要控矿构造的区

域分布特点
,

并表明了主要金矿床 点 与

它们的关系
。

图

一大断层 一普通断层

区域热场

‘

少介晒舀《 决抓
一“

沙广

滇黔桂地区燕山期构造纲要图

一背斜 一向斜 一构造弯窿 一金矿床 点 及其编号

典型矿床 点 矿物流体包裹体测量资
料 〔” 的显示

,

成矿作用的初始温度为

一 ℃
,

表明成矿溶液达到 了较高的温

度
,

因此
,

区域热场的相对高值区更有利于

金矿的形成
,

它一方面有足够的热能使成矿

溶液温度升高
,

金等成矿物质在温度较高的

溶液中有更大的溶解和迁移能力 另方面促

进了地下水溶液的循环
,

增加了矿质溶出和

沉淀的机会
。

滇黔桂地区燕山期岩浆活动较弱
,

因而

岩浆热对区域热场的影响只有局部意义
。

影

响区域热场分布的主要因素是地热增温和构

造地温
。

滇东南
、

黔西南和桂西北平均地温

梯度分别 为
,

和 ℃ 即
,

表明东南部海盆 区地温

梯度较高
。

由构造衍生的地温场分布与构造

分布一致
。

总体看来
,

东南部海盆区具有成

矿的优势热场
。

找矿远景

根据上述控矿因素的区域分布特征
,

将

滇黔桂地 区分为两个不同远景的金矿找矿

区

东南部滇黔桂海盆区
’

是最重要的找矿远景区
。

区内发育有巨

厚的中三叠世安尼锡克期矿源层和早泥盆世

的矿源层
。

它们也是主要的储金地层
。

此

外
,

该区具有相对高值的区域热场
,

燕山期

褶皱和断裂发育
,

尤以紧密线性褶皱和深大

断为特征
。

目前发现的大中型矿床多数位于

该区
,

可望继续在区 内找到中一大型金矿

床
。

在该区内同时注意寻找
‘

他式和板其式

金矿床
。

①在背斜
、 ·

弯窿等古岩溶面出露的

地区寻找板其式金矿床
,

古岩溶面与较大型

陡倾断裂的复合部位是最有利的找矿部位
·



岩溶凹陷往往会是矿体产出位置
,

主要找矿

层位为 寒武统顶面古岩溶面之上的下泥盆

统坡脚组或益兰组以及下二叠统或上二叠统

吴家坪一长兴组顶面古岩溶面之上的层位
。

②可在褶皱和断裂发育的储金地层分布区寻

找丫他式金矿床
,

区域性断裂与背斜交汇的

压扭带内
,

是找矿最有利的构造部位
,

矿化

带往往发育于主构造派生之次级构造带内
。

中部峨眉山玄武岩前缘及台地边缘

区

主要矿源层有大厂层
、

龙潭组底部
、

早

二共世及早泥盆世矿源层
。

虽然数量较多
,

质从却较差
,

矿源层厚度小且多不连续
,

除

东南缘 早泛赘世矿源层分布区一般重叠有

个不 同时代矿源层外
,

基本上都是两层重

柱
。

此外
,

该区燕山期构造活动不如海盆区

强烈
,

以平缓褶皱为主
,

区域地温也较低
。

故该区是第二位的找矿远景区
。

区内已发现

有戈塘
、

紫木山
、

三岔河
、

鲁布格
、

雄武等

金矿床 点
。

主要在该区寻找戈塘式金矿

床
,

沿下二叠统或上寒武统顶面的古岩溶面

进行
,

主要找矿层位为大厂层
、

龙潭组底

部
、

坡脚组或坡松冲组
。

由于成矿条件较

差
,

因而形成的矿床规模一般不大
,

以找到

中小型矿床的可能性最大
。

在早三叠世矿源

层分布区
,

也应注意在各储金地层中寻找
’

他式金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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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

后我国矿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矿物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变化有着密切关 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

系
。

我国恢岌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后
,

必将对矿 关贸总协定市场准人的承诺
,

会使国内经济发

业产业产生屯要的影响
。

展失去往 日足够的保护
。

仅就关税而言
,

发达国家

从有利的一面看
,

人关为了进一步扩大矿业部 的关税 目前为 左右
,

人关的发展中国家也仅为

门的对外贸易 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有利于我 左右
,

而且原材料及矿物原料产品的关税更

国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 对矿业产业的科技进步和 低
。

我国的进 口关税在世界上是相当高的
,

这将

产业结构调整将起到加速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推动 使国内的矿业企业又失去一层重要的保护屏障
。

而

矿山企业经背机制的转变
,

建立和完善国内矿产开 从矿业企业 自身竞争能力和实力来看
,

技术装备落

发的市场机制
,

进一步规范矿业企业的经济行为
,

后
,

经济效益低下
,

亏损严重
,

不少产品规格落

提高经济效益带来 一定机遇
。

但是
,

同时也将带来 后
、

质量不高
,

在国际市场冲击下
,

有些企业将面

挑战
,

国内矿业企业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
,

其发展 临被淘汰的危险
。

摘 自《矿产开发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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