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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华北地台老变质岩中金矿成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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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

华北地台金矿绝大多数产于太古宙
、

元古宙老变质岩中
。

成矿物

质来源于老变质岩
,

并在燕山期构造 一岩浆活动中迁移
、

富集成矿
。

金矿与燕山期岩浆岩关系密切 深层构造和区域构造对金矿有明显的

控制作用
。

该类金矿称为
“

燕山期层控热液型金矿
” 。

国外老变质岩中

金矿是
“

前寒武纪变质热液型金矿
” ,

而我国华北地台中金矿是燕山期

矿床
。

这是与国外不同之点
。

关键词 金矿床 燕山期层控热液型 前寒武纪变质热液型 老

变质岩

地 履
·

矿 床

几年前
,

作者曾撰文 即

讨论华北地台老变质岩中金

矿的成因和成矿时代问题
。

近年来
,

资料又多了点
,

认识

也有深化
,

又写这篇文章
,

想

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
。

金矿的矿源层

华北地台中金矿绝大多数产于太古宙
、

元古宙老变质岩地层中 部分产于侵人老变

质岩的燕山期侵人体中
,

宏观上看它们也是

处于老变质岩区
。

产于显生宙岩层中的金矿

虽有
,

但很少
。

所以
,

总的说来
,

绝大多数

金矿产于老变质岩中
,

只要看小比例尺金矿

分布图即可一 目了然
。

例如
,

辽西 个金矿床 点 中
,

个产于建平群变质岩层中
,

个产于变质

岩区的燕山期侵人体中
。

辽南地区 个金

矿床 点
,

个产于鞍山群老变质岩及其

混合岩化岩石 中
,

个产于元古宙辽河群

变质岩层中
。

冀北地区 个金矿床 点

中有 个产于太古宙迁西群老变质岩中

母瑞身
, 。

张宣地区 的金矿脉

产于桑干群变质岩中 胡小蝶
, 。

小

秦岭地 区 的金矿脉产于太华群变质

岩层中 胡志宏
, 。

这些资料表明
,

华北地台金矿中的绝大

多数是产于太古宙
、

元古宙老变质岩地层中

的
。

这个事实足以说明
,

太古宙
、

元古宙老

变质岩是这些金矿的矿源层
。

为什么老变质岩能为华北地台金矿的矿

源层 大多数人认为老变质岩层金丰度值

高
。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一是是否岩

石金丰度值高就能成矿
,

二是华北地台老变

质岩金的丰度值是否确实高
。

前一个问题关系到对金矿床附近的金地

球化学场状况的认识
。

对这个问题 目前有三

种看法 一种认为它是个叠加场
,

即在矿源

层中原来含金的背景上又叠加了成矿带来的

金
,

故金矿床附近岩层中的金丰度值较周围

高
。

第二种认为它是一个亏损场
,

即矿源层

中原来含金的背景 上
,

局部因聚集成矿而出

现一个金成份缺损区
,

故金矿床附近岩层的

金丰度值较其周围低
。

第三种认为
,

金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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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不取决于矿源层中金丰度值的高低
,

而

取决于岩石中的金是否易于析出成矿
。

这三

种认识目前均属推论
,

尚待证实
。

所以不能

肯定地说
,

矿源层金丰度值就必定高
。

第二个问题是
,

华北地台老变质岩的金

丰度值是否确实高
。

近 年中
,

研究华北

地台老变质岩金丰度值的资料中
,

求得的金

丰度值大多很高
,

常达几十个
,

甚至儿百个
一 ,

并论定矿源层中金丰度值这样高就是

能形成金矿的原因
。

直至最近几年
,

才出现

与此不同的情况
,

即求得的老变质岩金丰度

值并不高
。

例如
,

张荫树 求得河南

舞阳一济源地 区老变质岩金丰度值为
一 一

,

, ,

平均 一 一 ,

王亨

治 求得小秦岭太华群老变质岩之金丰

度位为
一 一 一 ,

平均
一

刘腾飞 求得小秦岭太华群

老变质岩之金的丰度值平均为 、 一 ,

路永林 求得辽宁北票建平群小塔子

沟组老变质岩金 丰度值平均为
一 。

近年来
,

国外的资料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

例

如
,

加拿大莱斯雷克绿岩的金丰度值为
一 ,

加拿大安大略卡其其湖绿岩为
一 一 一 ,

澳大利亚伊尔冈地

块为
一 ,

西 澳卡姆 巴 尔科马提岩为
一 ,

南非巴伯顿绿岩为
一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检查当前岩石

金丰度值研究的状况
,

可以发现问题出在两

个方面 一是金的化验方法发展迅速
,

分析

精度提高很快
,

以前老化验方法分析的资料

己不能使用
,

需要更新换代 二是金丰度值

研究所依拟的样品数量大多很少
,

代表性也

差
。

北验方面的原因 近几十年金的化验

方法不断进步
,

化验灵敏度有很大的提高
。

下表是我国 年代以来应用过的金的化验

方法及其灵敏度
,

国外有些方法可能应用得

更早些
。

国内金的各种化验方法应用情况表
化化 验 方 法法 灵 敏 度度 国 内 开 始始

应应应应 用 时 间间

火火法试金金 ‘ 年代代

氢氢醒容最法法 币币 年代代

硫硫代米氏酮比色法法 拭 刁 刁刁 年代中期期

火火焰原子吸收光谱谱 刁刁 年代代

无无火焰原子吸收光谱谱 刁 刁刁 年代初期期

化化学光谱法法 刁 弓弓 年代初期期

中中子活化法法 刁刁 国内尚未未

广广广广泛应用用

从表可 以看出
,

近 年金测试方法灵

敏度提高了万倍
。

用早期
一“ 级测试方法

求得的数据来讨论
一 ”级的问题是毫无意

义的
。

因此
,

应重新进行金丰度值的研究
。

取样方面的原因 即样品的代表性问

题
,

一 是取 样 少
,

二 是样 品 中金 矿 石
一

和金矿化岩石夕、 火

一

样品比例过大
。

以往研究矿源层金丰度值的资料中
,

一

般只取样几件
、

几十件
,

达到一二百件的很

少
。

用这些样品代表几至几十平方公里矿区

或矿田
,

一是代表性不足
,

二是金矿石或矿

化岩石所 占比例不应超过 一
。

例如
,

在一个矿区或矿田中
,

变质岩层厚度

可达几千米至几十万米
,

而其中金矿石和矿

化岩石之累计厚度一般不过是几
‘

米
、

几十

米
,

一般不会超过百米
。

因此
,

在矿区或矿

田中
,

金矿石和矿化岩石所 占厚度比不过
,

所 占体积比和重比只有
一 住

。

故而在一个矿区中取几十件或

几百件样品时
,

不应有金矿和矿化岩石的样

品
,

否则就夸大 了它们在整个样品中的比

例
,

导致对岩石整体金丰度值的歪曲
。

如一

项研究金厂峪老变质岩金丰度值的资料
,

取

样 件
,

其中有 件矿石样 品
一。一 一 丁 和 件矿 化 岩 石 样 品

一 一 一 , ,

二者之和 占样

品总数的
。

这显然夸大了矿石和矿化

岩石在矿区 中的实际 比例
。

这 件样品全



部平均为
,

意味着全矿区都是

矿化岩石
,

显然是不可能的
。

如果舍去这

件矿石和矿化岩石样品
,

则平均值就只有
一

了
。

多取这 件样品使整个岩石

金丰度值夸大了 倍
,

不可不慎
。

另一项研究冀东老变质岩金丰度值的资
料

,

取样 件
,

平均 一
,

看来

似乎比地壳金丰度值高 倍
,

实质上多取了

一件矿化岩石样 品
,

舍去

它后
,

平均值就只有
一 了

。

金矿成矿时金元素的富集浓度很大
,

形

成金矿石
一

勺
,

其富集浓度近

倍
,

形成矿化岩石其富集浓度为 倍
。

如

在 件样品中多取 件矿石样品
,

就会使
全部样品岩石金丰度值平均增加

一 。

因此
,

在野外取样时一定不采金矿石或

矿化岩石样品
。

样品化验后
,

还应将矿石或

矿化岩石样品舍去
,

才能求得较真实的岩石

金丰度值
。

综上所述
,

华北地台金矿绝大多数产于

大古宙
、

元古宙老变质岩中
,

华北地台老变

质岩就是这些金矿的矿源层
。

至于老变质岩

为什么能成为矿源层
,

是否与它的金丰度值

有关
,

还是其他原因
,

尚待研究
。

金矿与燕山期岩浆岩的关系

华北地台金矿虽产于老变质岩中
,

但它

们却与燕山期岩浆岩有极密切的关系
。

这可

从矿区
、

矿田以至更大范围上看出来
。

从矿区和矿田来看
,

老变质岩中金矿和

燕山期岩浆岩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

小秦岭地

区的大 中型金矿均处于燕 山期岩体外

范围内 刘腾飞
, ,

的含金石英脉产于这个范围内
,

而且可以在

岩体周围自近而远划分出无矿化带
、

强矿化

带
、

弱矿化带
。

这种空间分布关系
,

无疑是

表明燕山期岩浆岩岩体与金矿间有成因关

系
。

在辽西地区的 个金矿床 点 中
,

产于燕 山期岩体内的有 个
,

在岩体外

内的有 个
,

在岩体外 一 范围

内的有 个
,

距岩体超过 的只有

个
。

辽南地 区的 个金矿床 点 中
,

个处于燕 山期岩体外 一 范围内
,

个处于岩体中
。

冀东
、

内蒙古南部金矿

都处于燕山期中酸性
、

酸性岩体外 范

围内
,

大中型矿床大多在 以内 白洪

生
, 。

山东招掖地区的大中型金矿床

大多数也处于岩体边界外 范围内 李

健吾
, 。

上述各燕山期岩体与金矿的

关系
,

说明了其间的成因联系
。

还有一些金矿床附近未见燕山期岩体
,

但燕山期脉岩在矿床中却非常发育
,

矿脉产

于岩脉一侧或两侧 有的还穿插
、

交代岩

脉
。

如河南祁雨沟金矿产于太华群老变质岩

内的构造角砾岩中
,

燕山期脉岩侵人此断裂

带及构造角砾岩中
,

金矿是由构造角砾岩受

矿化交代而形成的
。

金矿与脉岩的关系也很

密切
。

从华北地台来看
,

绝大多数金矿是产于

太古宙
、

元古宙老变质岩中
,

但并非所有老

变质岩区都有金矿
。

有些老变质岩区燕山期

构造 , 岩浆活动较强
,

金矿就发育
。

例如华

北地台北缘
、

山东半岛就是这样
。

反之
,

有

些老变质岩区燕山期构造一岩浆活动很差
,

金矿就不发育
。

例如我国重要的老变质岩区

—鞍本
、

迁滦
、

五台等地区燕山期构造一
岩浆活动不发育

,

金矿也不发育
。

在山东这

种差异非常明显
,

在郑庐断裂以东
,

燕山期

构造一岩浆活动很强
,

金矿也很发育 而在

郊庐断裂以西
,

燕山期构造 一岩浆活动不发

育
,

金矿也不发育
。

以上情况说明
,

华北地台老变质岩中金

矿与燕山期岩浆活动有密切的联系
。

燕山期

岩浆岩对金矿的控制
,

乃是金矿成矿的重要

条件之一
。

金矿与断裂构造的关系

金矿是热液矿床
,

这是公认的 构造对



金矿有控制作用
,

也是无庸置疑的
。

构造控

矿问题可从儿个方面来讨论
。

深层构造与金矿的关系

从整个华北地台来看
,

各老地块在燕山

期活化的强度
,

亦即构造一岩浆活动强度
,

与金矿成矿强度呈正相关关系
。

构造一岩浆

活动强烈处金矿发育
, ‘

而在构造一岩浆活动

不发育处金矿就不发育
。

李治华 用燕辽地区区域重力资

料分析了深层构造对金矿的控制
,

是很有意

义的
。

根据重力场特征
,

他将燕辽地区

一 深层构造分为 个断块
。

即北部断

块
、

冀北断块
、

南部断块
、

辽西断块和西部

断块 图
。

各断块之地壳厚度不等
,

最大

相差可达
。

断块之间被明显的重力梯

度带所分开
。

这些厚度变化的剧烈的重力梯

度带就是深断裂之所在
。

在这几个断块交界

处或交汇处
,

均见有面积达几千平方公里的

阅形或椭圆形的局部重力低 这是该处有酸

性或碱性侵人体的反映
。

这些侵人体的密度
较其周 围老变质岩的密度低 , 一

, , 。

燕辽地区 的几个金矿集

中区都是分布在这种地方
。

如在西部断块
、

南部断块和冀北断块交汇处
,

是宣化金矿集

中区
,

其中的大中型金矿床有小营盘
、

张全

庄
、

东坪
、

金家庄
、

后沟等 在西部断块与

南部断块交界
,

有后湖金矿集中区 在冀北

断块与辽西断块
、

南部断块交界处
,

是都山

金矿集中区
,

其中大中型金矿床有金厂峪
、

峪耳崖
、

牛心山
、

三家子
、

柏杖子等 在西

部断块
、

北部断块
、

冀北断块交汇处
,

是赤

峰西南部金矿集中区
,

其中金矿床有大水

清
、

南大洼
、

红花沟
、

莲花山等 在辽西断

块与北部断块交汇处
,

是敖汉金矿集中区
,

其中的金矿床有金厂沟梁
、

二道沟等
。

上述情况表明
,

地壳深层构造控制着区

域内燕山期岩浆岩体的分布
,

同时也控制着

金矿的分布
。

由此推测
,

前述的鞍本
、

迁滦

之华

张家口

块

夕曰

宝件中

叼团园回回

燕辽金矿带重力异常场图

一断块界线 一大断裂 金矿床 一花岗岩 一局部重力低



等燕山期构造一岩
‘

浆活动和金矿均不发育的

地区可能在深层构造上也是一个稳定地区
。

区域断裂与金矿的关系

区域断裂构造对金矿的控制是十分清楚

的
,

大多数金矿都是直接产于 区域断裂之

中
,

或产于区域大断裂的次级断裂中
。

直接产于区域大断裂之中的最好实例是

山东招掖地区金矿田
。

该矿田是华北地台中

最大的金矿田之一
,

其中绝大多数金矿床和

矿脉都是直接产于区域断裂带中的
。

招掖地

区有一个总体上呈北东向的区域大断裂束
,

由许多北东向和北北东向的区域大断裂组

成 北端在黄县附近收拢
,

向南分散撒开
。

在这一系列北东向断裂中
,

最西边的是三山

岛断裂
,

大型的三山岛金矿床就产在这个断

裂带中
,

矿脉与断裂带的产状相同
。

在三山

岛断裂以东
,

是弧形焦家断裂
。

在此断裂上

产有焦家
、

新城两大金矿床
,

其矿脉与断裂

产状相同
。

在焦家断裂的南段
,

有一个近南

北向的分枝断裂
,

称望儿山断裂
,

产有望儿

山
、

河东两个金矿床
。

在此以东
,

有一条北

东向的断裂
,

称灵山沟一北截断裂
。

此断裂

上有灵山沟
、

北截两个金矿床
。

再向东
,

在

招平大断裂上有大型的玲珑金矿床
。

整个招

掖地区的金矿床完全控制在这个束状区域大

断裂体系之中
。

河北金厂峪金矿床中有 条北东向构造

断裂带
,

金矿脉也都是产于这几条构造断裂

带中
。

河北宽城唐杖子金矿产于北东向区域断

裂带中
。

断裂带错断长城群地层
,

并有燕山

期花岗斑岩脉侵人其中
。

金矿产于 断裂带

中
,

交代断层角砾岩而成
。

河北赤城
、

崇礼地区区域大断裂对金矿

的控制是很明显的
。

这一地区有近东西向的

赤城一崇礼大断裂通过
,

其南侧有两个也是

走 向近东西
、

向南倾斜的派生 区域断裂
、 。

在 断裂上有金家庄
、

后沟金矿

床
,

在 上有东坪金矿床 其西南部还有

一个北西向区域断裂控制着小营盘
、

谷嘴子

等金矿床
。

区域断裂控制金矿的实例不胜枚举 控

矿断裂的时代均为燕山期
,

或为燕山期又重

新活动的老断裂
。

控矿断裂带常有燕山期脉

岩或小岩株侵人 有的控矿断裂错断燕山期

岩体
,

都是控矿断裂形成时代的有力证明
。

控矿断裂有张性
、

压扭性的脆性断裂
,

也有

韧性剪切带
、

断层糜棱岩
。

常可见到张性断

裂叠加在韧剪切带和断层糜棱岩之上
。

金矿与成矿断裂关系的特殊性

受构造断裂控制
,

与构造断裂关系密切

是内生金属矿床的共性
,

而金矿与断裂构造

的关系既有其共性又有特殊性
。 、 、

、

等热液矿床的产出与断裂构造均有

密切的关系
。

有导矿构造与储矿构造之分
。

、

等内生金属矿床的矿体缘导矿构造

而生
,

如同瓜生在蔓上一样
。

而金矿与断裂

构造的关系更为密切
,

分不出导矿构造和储

矿构造
,

金矿脉象豆子在豆英中一样产在断

裂带 中
。

山东招掖金矿 田的金矿脉均呈脉

状
、

透镜状产于断裂带中
,

而且矿脉之产状

与断裂带产状是一致的
。

金厂峪金矿脉也都

产于矿床中的 条断裂带里
,

只是其矿脉的

产状变化很大
,

与断裂带的产状并不一致
。

河南祁雨沟矿床中的金矿脉也产于断裂带

中
,

其产状与断裂带产状也不一致
。

金矿与

断裂构造的这种特殊关系与其成因有关
,

下

面再讨论
。

华北地台老变质岩中金矿的
成矿时代

近 年来
,

对华北地台老变质岩中金

矿的成因
,

大多认为是前寒武纪变质成矿
。

但是
,

作者认为
,

许多重要事实显示
,

它们

是燕山期成矿的
。

下面引证一些事实加以说

明
。

金矿与燕山期岩浆岩及其脉岩的关系

密切
。

在一些矿床中
,

金矿脉穿插了燕山期



岩浆岩或其脉岩
,

有了这样的事实
,

其成矿

时期就不言自明了
。

如辽宁五龙金矿产于辽

河群变质岩及其混合岩中
,

而矿床中主矿脉

穿插了燕山期细粒闪长岩和花岗斑岩
。

这些

岩脉的同位素年龄为
。

此金矿床的

成矿时期当然是燕山期了
。

小秦岭金矿产于

太华群变质岩中
,

金矿脉在燕山期岩浆岩体

周围形成了矿化程度不同的环带
。

这既说明

金矿与岩体的成因联系
,

当然也说明金矿的

成矿时期就是燕山期
。

在此矿床中还可以见

到金矿脉穿插燕山期辉绿岩的现象
,

也表明

成矿时期是燕山期的
。

内蒙古敖汉金厂沟梁

金矿的大部分矿脉产于建平群小塔子沟组变

质岩 中
,

少部分矿脉穿插于燕山期岩浆岩

中
,

表明金矿成矿期当然是燕山期了
。

这样

的例子很多
。

如在一些矿床中金矿产于燕山

期脉岩的脉壁上
,

脉岩被矿化
,

遭蚀变
,

当

然就表明金矿是燕山期成矿了
。

金矿与燕山期构造关系密切
。

许多金

矿脉直接产于燕山期断裂构造中
,

当然是燕

山期成矿
。

从大地构造来看
,

燕山期构造一
岩浆活动强烈的地区

,

金矿就发育 反之
,

金矿不发 育
。

这表明金矿就是燕山期成矿

的
。

如 上所述
,

既然燕山期成矿的事实比较

容易认识
,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坚持认为是前

寒武纪成矿呢 作者以为
,

这里有个关键问

题
,

也就是矿石 同位素资料需要讨论
。

在当前金矿地质研究中
,

做了许多矿石

同位素研究工作
。

用矿石中硫化物作

间位素测定
,

常得到一
、

二十亿年的年龄数

据
。

许多研究者据此就得出了前寒武纪成矿

的认识
。

涂光炽先生 〔” 指出 这

些铅年龄是脱离 一 一 体系的年龄
,

并非含铅矿物和金矿物形成的年龄
。

他举例

说
,

河北沫源钥矿产于侵人震旦系地层中的

燕山期流纹岩中
。

在此
,

斑岩与围岩接触带

夕 长岩中方铅矿同位素年龄却为 亿一

亿年
。

辽宁柴河铅矿产于震旦系白云岩中
,

矿脉穿过了侏罗纪地层
,

其成矿期应为燕山

期
,

但测得的矿石 同位素年龄却为

亿年
,

比含矿地层年龄还老
,

当然不对
。

上

述事实表明
,

不能单纯依据矿石 同位素

年龄来确定成矿时代
,

而应更好地依据地质

事实来认定
。

华北地台老变质岩中
金矿的成因

华北地台老变质岩中金矿的成矿物质来

源于老变质岩中
,

是没有疑问的
。

只是老变

质岩中的地球化学场及金析出的成矿机理
,

尚待研究
。

本区太古宙
、

元古宙老变质岩受变质

时
,

变质热液活动并不发育
,

不利于变质热

液金矿的形成
。

以太古宙地层而论
,

早太古

宙地层变质程度达高级角闪岩相至麻粒岩

相
。

在这样高级的区域变质作用中
,

变质热

液活动应该是不发育的
,

故而难以形成变质

热液型金矿
。

晚太古宙地层变质程度稍浅
,

为角闪岩相至绿片岩相
,

其中有变质热液活

动
。

在鞍本地区形成一些大小不等的变质热

液成因的弓长岭型富铁矿
,

但迄今尚未发现

变质热液型金矿
。

已知的太古宙老变质岩中

金矿却是产于早太古宙地层中的
。

燕山运动时期
,

华北地台发生了强烈的

构造一岩浆活动
,

形成了燕山期断裂构造体

系和燕山期岩浆岩的侵人
。

这是我国华北地

台在地质发展史上与美
、

澳
、

非的一些老地

块的重要不同之处
。

国外一些老地块在前寒

武纪时期能形成变质热液型金矿
,

而我国华

北地台早已蕴藏在老变质岩中的金
,

只是在

燕山期构造一岩浆活动中才得以聚集成矿
。

针对这种情况
,

涂光炽先生 〔’〕指

出
,

中国金矿矿源层与成矿时代之间有一个

明显的时差
,

这是中国金矿的特殊性
。

,

燕山运动时期
,

华北地台各地按其构造

一岩浆活动的强度可分为活动区和稳定区
。

在活动区中
,

构造一岩浆活动带给周围岩石



大量的热能
,

其中包括岩浆岩侵人带来的热 很多
,

但只有侵人于老变质岩中者
,

其周围

能
,

构造活动的动能也会转化为热能
。

这些 才成矿
。

其次
,

与金矿有关的燕山期岩浆岩

热能就在岩浆岩体周围和构造断裂附近形成 酸
、

中
、

基
、

碱各类都有
,

没有一定的成矿

了一个个热的晕圈
。

在这样的热能影响和促 专属性
。

这和岩浆期热液成矿的特点是不相

动下
,

原来岩石中所含的水
、

地下水
,

可能 符的
。

所以看来燕山期岩浆岩可能只是以热

还有燕山期岩浆岩中析出的水
,

一起增温
、

能促动老变质岩中金成分活动
,

集中成矿
,

汇合
,

并逐渐向压力低的地方运移
。

在这个 它本身并不带来成矿物质
。

过程中
,

它们与围岩进行化学成分交换
,

汲 另一个是成矿断裂性质问题
。

成矿断裂

取了围岩中的
、 、

及其他元素到这 性质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

韧性剪切带
、

张性

种热水溶液中来
。

断裂
、

压扭性断裂
,

或是张性断裂叠加在韧

这种多来源的热水溶液起初可能是弱碱 性剪切带作为成矿断裂的实例均属常见
。

金

性的
,

故而常在矿脉周围的蚀变岩石中见钾 矿在燕山期成矿
,

燕山期及其以前形成的断

交代
,

以后
,

随着溶液与围岩物质成分的不 裂构造均可成矿
。

老变质岩变质时形成的韧

断交换
,

使溶液逐渐转变为弱酸性
,

并且是 性剪切带是其中的脆弱带 在后期的构造活

还原环境
。

这样的热水溶液
,

自然具有向压 动中更容易为新的脆性断裂所沿袭
,

叠加在

力低的部位运移的趋向 一旦遇到较大的断 上面成为成矿构造
。

裂裂隙
,

由于围压突然降低
,

而使热液中溶 作者认为
,

矿产地质学有两个重要的特

解 的
、 、

等成分 的溶解度迅速 降 点
,

一是地质找矿理论
,

不论是就矿找矿还

低
,

而沉淀形成金矿石
。

是模式找矿
,

其基本特点都是以已知为样本

从许多矿床的资料来看
,

华北地台老变 去寻找未知 然而
,

同时地质学还有一大特

质岩中金矿是一种中低温热液矿床
,

成矿温 点
,

就是它的地区性极强
,

不同地区的地质

度
“

一 ℃
。

围岩蚀变简单
,

一般有 情况常有很大的差异
,

找矿模式必定也因地

硅化
、

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等
。

而异
,

不同地区之间不能简单套用
。

这两个

而缺乏含
、

等气体成分的蚀变矿物
,

相互关联而又互相矛盾的因素
,

在地质找矿

这表明矿脉是在一种封闭条件差的低压环境 中如何运用好是至关重要的
。

中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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