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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 了中国 63个典型金矿床的原生晕轴 向分带序列 ，统计出了中国主要金矿类 型、不 同规模矿床 

的原生晕轴 向分带序列的共性和特性，总结出了中国金矿床原生晕轴 向分带序歹0及其应 用于盲矿预测 

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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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差 分带序列统计规律(表2) 研究内容是计算典型金矿床的原生 ⋯～⋯⋯⋯一_。 

役 不 ‘ 陆 的地球化学垂直分带规律
，特别是 

确定前缘晕和尾晕的特征指示元素，而且可直接用 

于盲矿预测和矿体剥蚀程度的判别 ，为在定位预测 

研究中选择矿床具有垂直变化规律的参数(如元素 

比值、累加、累乘比等)提供依据。 

国内外勘查地球化学家为此做 了大量工作 ，前 

苏联曾对大量典型金矿床原生晕分带序列进行计 

算、总结。我国在研究典型金矿床原生晕分带序列 

中电积累了大量资料 ，特别是“八五”国家黄金地质 

科技攻关项 目中“我国主要类型金矿床综合方法找 

矿模型研究”课题的3o个专题对 46个典型金矿床 

计算了原生晕分带序列。 

分带序列计算的方法较多，但常用的还是 c．B． 

格里戈良的方法(格氏法)和 B．M．克维雅特科夫斯 

基的方法(克氏法)，我国化探工作者也研究出了不 

少简便的方法 ，其结果与格 氏法和克氏法的结果相 

似。尽管计算方法不同，但大体上都可以反映金矿 

床的原生晕轴向(垂直)分带特点。 

1 典型金矿床的原生晕轴向分带序列 

表 1列出了我国 63个不同类型 、不同规模典型 

金矿床的原生晕轴向分带序列。 

应用该矿区(带)典型矿床的轴向分带序列确定 

矿床的前、尾晕特征指示元素最接近买际，开且在饿 

矿区及其邻区进行盲矿预测准确性较高。 

本文 1997年 1O月收到，王延惠编辑 

*本文为国家攀登计划项目 B一85--34--5B课题成果的一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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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类型金矿床由于其物质来源不同，矿床 

的元素组合不同 ，加之对各矿床测试元素不统一 ，因 

此 ，对各类型及不同规模矿床统计的元素及得出的 

分带序列中元素也不尽相同。 

2)不同类型、不同规模金矿床的轴向分带序列 

的统计规律有很大的共性 ：地球化 学性质活泼性强 

和具挥发性的 Hg、B、F、As、Sb、Ba等元 素总是出现 

在矿体前缘及矿体上部，A异、Pb、zI1、Cu等元素总是 

与 Au共同出现在矿体中部，而 Bi、h10、Mln、Co、Ni等 

元素总是 出现在矿体下部及尾晕，金矿床这种轴 向 

分带序列属正向分带序列。在不同类型中绿岩带型 

金矿与沉积岩型金矿的轴向分带序列更为相似 。 

3)不同类型金矿的轴向分带序列也有一定差 

异，除元素组合有一定 外．矿体 妾『}及前缘的指 

示元素 B、Hg、As、Sb、Ba，矿体 中部的指示元素 舷 、 

Pb、zn、Au、Cu和尾晕的指示元素 Bi、Mo、Mn、Co、Ni 

的前后排序(据统计概率不同)也有一定差异 其中 

Pb、zn在火山一次火山岩类型及矽卡岩型金矿床排 

序偏于矿体上部，大型、特大型金矿床的 Ba的位置 

比中、小型金矿靠前，中、小型矿床的 Ba偏于在矿体 

中部。w在多数矿床处于矿体尾部，只有庄官太型 

金矿一例出现在矿体前缘，而且形成了很好的前缘 

异常。不同类型、不同规模金矿床的轴向分带序列 

是寻找同类型金矿，确定前、尾晕特征指示元素和进 

行盲矿预测的重要依据之一。 

3 大型、特大型金矿床原生晕轴向分带序列 

的特点(表 2、表 3． 

1)大型、特大型金矿床原生晕轴向分带序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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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主要类型金矿、典型金矿床地球化学轴向(垂直】分带序列 

矿 席 娄型 典型 矿床 规揎 元 素垂直 分带 卑刊(从 上一 F-) 算 靳 离(m) l 资科来潦 

山东 盎青顶 特大 0 李 一Pb一 一(}k)一c⋯ As M0⋯A 血 一B 

cu—Pb一 一Mo一 一 8̂一  ̂一^lL—R D。 700 l 郑 簿 

石 山东邓格庄 大 一脚 一Pb一 一 一Sb一皿一 一ol一 l̂l 200 r 马 
英 Pb—n 一 一 一 一cu一 û一 一 b̂一 一 200 刘 振 昌 刘宝 林 

花 脉 山东玲珑 特大 一 一_̂目一 一 ( )一Pb—cu—se一 l̂l一 一 260 刘设『Ⅲ 
岗 型 山东望儿山 大 }ll一 

一  一 日a—ol一 一Pb一 l̂L一如 一(Bi)一 一Sr—v—Co—Ni一 一。|．Er 490 { 李南国 质 
辽 宁柏 杖子 大 A月一( 、Fb)一岛 一 û—cr一嘶一 一 ĥ—Co—cu一 b̂—v—n 450 I 村绍 韭 帑 

岩 山东乳山三甲 Ⅸ一N{一 一 一Co—Sb—W一 一As— —cu一^̈0 l 李直(等· 
系 山东蓬 莱庄官 大 № B、w、sn、％ 、 一 、Pb(̂b 、Au、 、Lu一(Bi)、Ni、Co、 

、Ti 2o0 l 张 史华 有 
山东焦 隶 特大 ol一 一h —se一 |̂】一Pb— —As—sb一 0 20O l 李富 国 

黄 蚀 山东灵山沟(5号) 大 —cu— 一 一 8̂一 Pb一 一B{一 一̂ h @ 50。 l 丰惠l等J 变 
山束新城 特大 № 一r—Be一 一 8̂一Pb一0一O：l— 一 Û—Bi一 一V一 一 一Ni—G。一S r．cI】 ,300 『 享惠(芈1 

型 一 8̂一ol—Bi—Au一血 一Fb一 ,300 

山东河东 大 一ol一 一Bl—Au一曲 一Pb一址 9加 J 顾留成 
山东大尹格庄 特大 一As一 一 û一抽 一Fb一 一B{ 9加 

河南灵瑚 一如 Pb ûW sn clL 一G。 l 王定国 

石 河南扬砦喀 特大 山 B一 û ol Pb zn一 W 一日i G。 200 l 王立农
、李躯 

英 (№  】一 一F—Fb一抽 一ol一 一G。一 一M —Mn j 『 朱 太天 
肺 吉林央皮掏 大 山

、 ~F、Sb—Fb、如 一ol、̂lL～ 、̂b一 、G。、 、Mn一】、 一 、v l 33o 王 丈平 
盘 型 陕西小秦蚌王排沟 中 F

一 ê一№ 一zn—Fb一如 一 一ol一 一W、 一 û G。一 、 、＆、V、 l 2田 方维萱 古 
河北 金隶庄 中小 F一 一Sb一 一 l̂l— —Pb一̂ h—c卜 b̂—cu一 一 一N{一v

、 、 ) l 470 常志魁 代 角砾岩 
河北椴柑沟 中小 一Pb一 一Mo一 l̂l一如 一cu—W一 一Bi l 3如 王吕华 绿 

有 复脉带 金厂峪 特大 } 一 一n一 一 一Fb一 一ol一舡 一Mn一̂ u 230 李惠(等) 
一  一  一  一  一 ol—Pb一 û— 一Ⅸ 王 昌华 关 

陕西葫芦掏 F、HI、 一 一Pb一̂ l一 一ol一 l̂l—W—Mo—Mn一 
、0、v、Nj、Co { 360 方 维萱 蚀 

河北大营盘 小 一 )一Fb一 一cu—Au一血 一 ( )(v)一W一 一Bi—Co一 一 l 120 常志民 变 

岩 内蒙东伙房 小 一址 一 一ol一 一̂ ll—Pb一̂ b一瞰一G。一Ni l 200 任国栋 

型 坷南上宫 大 (№ 一 一 )一(缸 一 û—Fb一 一cu)一(Ⅸ ．̂ b) l 400 古平等 

内蒙柴胡拦于 小 Û—M0一 一岛 一B一＆一Mn—Pb一 ẑ—B{一ol一 一 一 —s l l舳 沥磊 李枣等 

霎霎嚼 柯北东坪 太 丰嚣{盈萎 l铃 王学方 ( }
一 Fb一{ )一 l̂一 l̂l一 一Ou一( 一 一日⋯ Sr 一v0 I 300 

蚀 变 河北后 尚 大 Fb一 一抽 一Au一 一0I一 一3r—V—Cr
、
Ni、Co、 I 2町 常志 

石英钾长 As一 一 一Au—k —Te一0I—Pb一 一Mn一 I 6o0 郑 毫 

王信虎 

李密 任 扎 

刘克义 

韩存 强 

黄丰佑 

刘衍 汉 

古平等 

事富国 

石脉型 内蒙暗达门沟 大 
I 

3。0 

冯 济向 

M0一Pb一 l̂l—Cu—W 一＆ 一Ni—B日一伍 一 一Co—Y一 ．As一 

内蒙舞乌紊 中 曲一Hz— 一如‘ Pb一 一女一Au—cD一 一 一Ⅱ一F—ou
—  — V —cr—hhl c缸· 石英脉 内蒙撰

山子 中 № 一 一 一抽 一Fb—V— 一 一0】一 ．Au—Ni 

柯南桐柏银渭坡 大 As一 一cd—Au一如 一Pb—cu—Mo—G。fNi】 
河南桐柏老湾 大 一 一 û一̂  —cu一 一Fb—Ni—M0 

海南抱扳一 土外山 大 一Be—Pb一0I一 一ct一̂ 8一 一 û一岛 一。|一Ni． ．Bi 

海南二甲红甫门蚌 中 一0】一Ⅱ一如 一h —As一曲一Pb一 ．＆l。 
海南二甲北牛 小 l̂一曲 一肼 一̂ u—As—zn—Mo一 

广东河台 特 tAu№ J一 一cBi )一(Co＆)一(Ni 10 
广束庞酉垌金银矿 ‘( 一Pb一̂ u—zn一0】一 一日)一( 一W)一( ．Ni) 

广西龙水 中 Fb—As‘ 、CI一 一M0一cu
、血 、V—Ni、岛 一^ll、ca 一 、Mn、Be、B1． 

贵州柴木凼、烂泥构 大 (前缭)Fb 、№ 、F、 ( zn)一(矿悻)̂u(}k Pb )．(尾晕 ) M0
、s口(0】) 贵州板其

、苗盘 大 (前瘴】 № Pb (F 0I)一(矿体) ( )一(尾晕) w (＆) 

贵州 Y他 大 (前缘) Pb 磁)一f矿体 )̂ll( № )一(尾晕)w M0fcrCa 
橙播大寨(桥桥上) 中 № 一 一 Û一 W—zn—Ca—Pb 何撼润 
四川联音村 中 一砧 一 ‘Pb—K20一Cu-~ - 一 l̂L一№ O一曲一 (诖成 岩脉 l∞ 

四fI_联合村 中 妇一 ‘砧 一№ ‘ O—As一̂ ll—H．一H 0一 一Mo一0I(角砾 岩型) 静锅华 

甘肃李坝 大 一№ 一曲 一 —Pb—日i一 l̂l一 一zn—Mn—Ni一 ．sr． 高珍枉 

1JI西北 东北寨 大 、№ 一如 、 、Pb、Ni- 、̂．J
、 Bi、S、 、zn—Co、 、W 卯O 赶琦 

I 郭瑞 拣 

l 雍朝j}己 

l 何君雄 

『 赵中和 

椽风 山 

王福 贵 

郭瑞栋 

贾塌江 

# 玉飞 

周俊法 

孝 挥 

陕 西二台 子 日̂一Fb— —sb一 一 l̂l一 一cu—Ni—Co一 
一 Mn 

l，0 

熊继 捧 

i ＆日目±( 大 一 ‘脚 一V—日日一se一̂ u一 一 一 一U—cu一 一Ni— 

相 中古台山金(锑) ‘ 一W 一̂ ．J— 一 一Bi—Pb—zn—Co—Ni 
桂西北}良金 中小 № 一 一 一M0一̂ ll—Ca一 一W—Co—Ni 

陕西双王 大 、 一如 一M0、 一 ．̂J、 一Ni
、Bi 

江西怪木 c前瘴) 、 、如 一(矿中部】 
、腿 3̂、 、̂ W (尾部) 、 、Ni、 爆破角砾岩 河南祁雨掏 大 

zn一 ĥ —Pb—k —W 一 一Au一 一Mo一 

石英脉 河南康山 大 一Fb一 一sb一 一k —Au
一 0I—W 一Ⅱ 一M⋯ Co Ni 

蚀 变 岩 河 南星星 印 大 As一 一如 一 Û一 b̂—Fb( )
一  fBi) 

新疆 马庄 山 № 一zn一 一Pb一 一虹 一 û—G。一Ni
— oI— 一 

甘肃南金山 小 № 一曲 ‘B一 3̂一 一0I一如 一 û—zn—Fb—G。一 
一  

甘肃 小宛 南山 小 № 一As一 一h 一 一 l̂l—Pb—cu—W —M0
一 s口(BI) 浙 江银 坑 山 大 

l̂一 l̂l—Pb一 一 —Mo一 

-I 藻 特 一 一 一Pb一 一 一̂lL一＆一 一W 一 —Pb一̂I一 
一

w一 一̂ U一 一 一cp 盍I库独术矿廉 大 
一  一  一 Pb一 一 一^ll一 一cu—W 

郸东鸡冠咀盘、铜 大 一 一 一 一Fb一址 一 û一 一M0一 一 一 岩型金矿床 
As一铀 一 一如 一 l̂l一 一M0一Co— —W 

鄂东 鸡簧 山盎 、镑 大 ( 铀 Fb zn)一h
、 、  一  、 Ni、 、W 苏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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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矿体前缘和上部 富集 形成异常。Bi、Mo、№ 、 

c0、Ni等总是 出现在矿体下部及尾晕 ，而 与 Au 

共沉淀呈正相关关系，均属正向分带。 

2)金矿 的成矿(晕)具有多期多 阶段叠加成矿 

(晕)的特点 ，但每一次成矿(单阶段 )形成矿体(晕) 

都有 自己的前、尾晕，属正向分带 不同成矿阶段形 

成矿体(晕)在空间上的叠加结果，会使分带序列计 

算受到一定影响，甚至出现“反(向)分带”或“逆向分 

带”，即特征的前缘晕指示元素 № 、As、sh等 出现在 

矿体 中部或下部 ，特别是大型、特大型金矿、富矿多 

是由多期多阶段叠加形成的，往往会出现“反分带”。 

多期多阶段叠加形成的“反分带”反而构成了用来预 

测深部盲矿的重要依据 ，如金青顶特大型金矿 ，1987 

年勘探深度400 nl，研究表明，其轴向分带序列从上 

- + 下是 ：Sb—Pb一 一 H 一Cu— As—M0一 A 一Au— 

Bi，其中 № 、A5偏于中部，出现“反分带”，结合异常 

预测矿体 向下延伸应很大；1989年勘探证实矿体延 

深 700 m还未尖灭，此时又计算 了 700／Tl 上矿体 

的分 带 序列，从 上 -+下：Cu—Pb__Zn—Mo—sb 

As—A 一Au—Bi，其中 As、sb依然出现在中下部， 

指示深部叠加形成的矿体刚露头 ，矿体 向下延伸还 

很大 ，目前已控制矿体向下延伸近 1000／Tl 又如灵 

表 2 中国金矿主要类型及不同规模矿床地球化学轴向f垂直)分带序列统计规律表 

金矿类型及规模 矿体前缘及上部一 矿体中部一 矿体下部及尾晕 

绿岩带型(7) B—A8一}Ig—F—Sb—B巳一 ĝ—Pb—Au一 一cu— Bj—W一[do—Mn—cd—cr—V Ti—c。 

变质碎屑岩型(5) B̂ Sb— Pb—cu一如 一Be Au一 cd—Bi c。一M0 Ni—M口V 

沉积岩型03) F—As一}Ig一曲一B巳一 ĝ—Pb—Au—cu一 BI—Ni—W一[do—Mn C0Ti V Cr 

火山一次北岩型(10) № B Sb—As—Pb— 一 一 û—cu W—Mo—Ni—Cr一 [dn Co 

矽卡岩型 (3) }Ig A9 B巳 一 Pb—Ag Au cU一 W MnCo Ni 

特大 十大型(37) }IgF B—As—Sb—I}a— Pb— 一̂ g—Au—cu— Cr—Bi—M0一W —Ti—Ni—CA一[dn—V—C0一St 

特大型(9) }Ig F B Be—A9一 Pb一 ĝ—zn—Au一0I— cd一‰ 一Bi— Ti Cr一[do c。W V 

大型(28) }Ig F B—AS —B巳一 一 zn—Pb一 ĝ—Au—Cu— Cr—W—Bi—Mn一[do—Ni—CoV_nCdSt 

中型(9) № A8一Sb—F一 她 一Ba—Au—Pb—Cu—zn— Cd—BI—W—M0一V—Ti—Co N Mn Sr 

小型(8] № F B—A9一sb一 她 一Pb—Au Ba一 一0u [do一 [dn( NiW V CASt Cr 

综台分带序列(58) B一缸 一}Ig—F．Sb—Ba— Pb一 一Au— —cu— W—Bi—M0一[dn—Ni—CA—Co V Ii 

类型 规模 矿体前缘及上部一 矿体中都一 矿体下部及尾晕 矿床数 

特大 地 F 日̂ BⅡ一 ĝ一 se Pb— 0I cd— M0一Bîh-Co Ni VSt 3 

胶 大 B A8 Ba—Sb一( 一 ĝ—AuCA —Pb zn— Mn—Bi—Mo一( Nl V_n CA 4 
东 特 大 

绿 十大 № F B A9Be —Sb一(w) 一沁 一Pb—Au—cu一 一 ĥ-一Bi—M0一CA —c。Ni V Ti Sr 7 

岩 韭 特大 HE F B A8 Sb Ba— Pb Ag Au(seTe)一Zn—Cu—cd Mo—M Bi Ti—G0W VSt 6 
带 北 大 F B—A8一№ 一Sb—BB一(w) 一Ag—Pb一 û— —Cu Mn

一  一 Bi—Mn—Co Nl V_n CA l3 型 地 

台 特大 
十★ }Ig F B A9一Sb—Be— Ag—Pb—zn—Au—cu—W— M口一Ma一 一CA—Ti—Co—Nl V Sr 19 

古 
赃 中 地 Sh—F一 一Bi一 ĝ一如 Pb一 一 一W—Mo—cd—n V—Mn—co Ni 5 

小 № F As一 一 Pb—Ag—Au Ba— —Cu— Mo—Bj—Mn c。NiW V 4 

变质碎 大 A9
一 Sb—Be Pb 凸J一 û Ag— cd—Bi[do M口c。Nj 屑岩犁 

沉积岩型 大 F—A9一}Ig 一 B巳一Pb一 ĝ一 一Au—cu— Bi一 一Ni一[dn CoW V_n 6 

火山一 特大 }Ig Pb ĝ—A9一 AuCO —Nl W cr 3 

次火山 大 Hg A8 一(1lIT-) Pb一 一Au cu— W一[do—Bi c。Nl 
岩型 特大 

+★ № sb—A8一(M口)一Pb—zn —Ag—Au一0u— W —Nj一 一Bi c。 7 

矽卡岩 型 太 }Ig A8 Sb Ba 一 Pb一̂ g Au cu— M0WM口一( Ni 3 

综台分带序列 B—A8一№ 一F—Sb—BB— Pb一 ĝ—Au—zn—cu— W—Bj一 一M Ni CA—c。V Ti 58 

囊 蓬爨 妻 左譬将 搿 专巍 羹耋妻鼹锶鳞 g 巍 
山沟大型金矿床垂深近 500 in，其分带序列从上一 矿，分上 、下两段计算分带序列

，上部石英脉型从上 

下 是 ： Au—cu—Ag—Sb—As—Pb—zH—B卜 Ma— 

M兀，sb、As、Pb、Zn都偏于中下部，异常中又出现了另 
一 个矿体的头晕 ，指示该 矿向深部 还有很大延伸。 

东坪金矿上部为石英脉型，向下过渡为蚀变岩型金 

一 下 为 As一( —Pb-_AIr一盈r—Sb-_A B卜一H 一 

M0，其中 sb、Hg偏下(“反分带”)，指示 了下部矿体 

的存在 ，但对下部矿体计算的分带序列(从上一下) 

Ar—Hg—Cu—Pb-_AI广 Ar Sb-_M0一 B 中 Sb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李 惠 ：中国主要类型金矿床的原生晕轴向分带序列研究丑其应用准则 

仍偏下，可能预示向下还有盲矿存在。 

4 中国金矿床原生晕综合轴向(垂直)分 带 

序 列 

5 盲矿预测的原生晕“反(向)分带”准则 

1)矿体深部未完全控制时，计算其轴向分带序 

列出现“反分带”，指示矿体向下延伸还很大。 

2)矿体已控制到尾部或矿山对探明矿体已采至 

根部，计算其轴向分带序列，出现“反分带”，则指示 

深部还有盲矿或深部还存在 Au的第 2个富集段。 

6 结束语 

1)金矿具有多期多阶段叠加成矿(晕)的特点 ， 

在空间上单阶段形成矿体或不同阶段近于同位叠加 

形成的矿体(晕)具有正 向分带特点，不同成矿阶段 

异位叠加往往形成“逆 向分带”或“反分带”。“反分 

带”是进行深部盲矿预测的重要依据之一。大型、特 

大型金矿多是由多期多阶段叠加成矿 (晕)的结果 ， 

实际计算某一剖 面的原生 晕轴 向分带往往会 出现 

“反分带”，利用“反分带”进行盲矿预测已取得 了很 

好的效果。 

2)不同类型、不同规模金矿床的原生晕正常轴 

向分带序列都是正向分带 ，而且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3)由于对典型金矿床原生晕轴向分带序列研究 

通过对 58个典型金 矿床原生晕轴 向分带序列 

的概率统计 ，得出了中国金矿床原生晕综台轴向(垂 

直)分带序列 ，从上一下是 ： 

W一  一Mo— Mrr N卜 Cd— C口_一V— Ti 

所采用的计算方法不同 ；参加计算的元素不同；标高 

数不同；对各元素取值方法不同；对矿 (晕)的工程控 

制程度造成的取值范围不同．对计算结果都有一定 

影响(将另文专门论述)，但总体看所收集到的典型 

金矿床的原生晕轴向分带序列还是大体上定性地反 

映了金矿床的轴向分带特点，统计结果也得出了令 

人满意的规律，用于找矿实践也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63个典型金矿床原生晕 轴向分带 序列资料主 

要来源于：①邹光华、欧阳宗矫、李惠、周庆来等著编 

的“中国主要类型金矿床找矿模型”、“中国主要类型 

金矿床找矿模型论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7)； 

②李惠著编的“石英脉和蚀变岩型金矿床的地球化 

学异常模式”(北京 ：科学 出版社 ，1991)；②李善芳 、 

孙焕振主编的“勘查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文集”第 l1 

集、l4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0，1992)；④“地矿部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刊”2～6号(北京：地 

质出版社，1987～1995)；⑤ 中国地质学会 勘查地球 

化学专业委员会主编的“第一、二、三 、四、五届勘查 

地球化学论文集”(198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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