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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型金矿是重要的金矿类型，为我国金矿第三重要类型，但对其的认识远不如其它金矿类型。通 

过研究．提出斑岩型金矿可分为三类：伴生／共生～斑岩型金矿、角砾／网脉—斑岩型金矿和单脉／同脉一 

斑岩型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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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型金矿是重要的金矿类型，目前对其认识 

远不如其他金矿类型。斑岩型金矿是否只是伴生／ 

共生金，产于斑岩角砾岩筒中的网脉状金矿及其含 

冰长石化或明矾石化时如何称谓．怎样看待小岩体 

内单脉／网脉共存的金矿类型，这些问题涉及对斑岩 

型金矿的认识和分类 ，本文予以探讨。 

l 斑岩型金矿的分类 

“斑岩型金矿”是矿床成因类型和矿床工业类型 

相结合的命名。 

1．1 斑岩型金矿亚类划分的原则 

1987年，涂光炽论述铅锌矿床分类时．提出了 

以下六项准则，并强调任何矿种的分类都宜遵循_1 J。 

这些原则是：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也适当参考国 

外的现状和发展，尽可能将成因类型与工业类型结 

合起来，尽可能概括最新研究成果，应是多因素的全 

面分析、不是只考虑一两种因素．实用、简单、易行． 

有利于找矿与理论研究。本文遵循上述原则，现结 

合斑岩型金矿的特殊性，具体说明如下。 

8O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在斑岩型金矿中发现、 

并认识到角砾岩筒的重要控矿意义。部分这类矿床 

的规模接近超大型者，均呈现角砾岩型和网脉型共 

生的特征。霍利斯特 (1978)L2I在斑岩铜矿分类中， 

据内部构造将其划分为角砾岩型和网脉型两类。同 

时他叉指出，当两者并存时就难以简单地归入一种 

类型。斑岩型金矿的分类中确实也面临这个问题， 

应予妥善处置。对角砾／网脉型金矿床存在冰长石 

化或明矾石化时，判定其是否为斑岩型矿床，主要依 

据它们与斑岩体的时空和成生关系，以及是否存在 

面型蚀变分带。 

相当一部分斑岩型矿床存在着开采、利用主副 

元素的问题。斑岩型矿床中．若金的产值低于主元 

奉文 19％年6月收刊．张启芳编辑 

素时，则称伴生斑岩型金矿；若金的产值与另一元素 

相近时，则称共生斑岩型金矿。由于矿床地质研究 

中，往往难以获取元素的开采价值．因此本分类将伴 

生与共生合在一起考虑，当然这并不等于伴生与共 

生斑岩型金矿没有区别。 

在斑岩型金矿中，金成矿作用在不同的空阃域 

(控矿构造的性质和类型不同)和时问域(成矿阶段 

的多少和强度的不同)上的演化，其结果“单脉”(含 

义见下述)与网脉组成的矿体．在矿床不同部位分别 

产出。在斑岩型金矿分类中，应有其位置。近代斑 

岩型矿床的概念，与早期的相比有一定的演变。演 

变之一是，在强调斑岩型矿床往往与斑岩相随、成因 

相关的同时，也承认不具斑状结构的小岩体、其中产 

有单脉／网脉金矿体、并能证明有成生关系时．也称 

为斑岩型金矿，本分类充分考虑了这一点。 

在我国一些超浅或浅成热液脉型金矿床(习称 

火山岩型金矿)中，尽管金矿体与次火山或浅成斑岩 

脉时空相随和成因相关，斑岩脉只起有利构造部位 

的作用一矿体产于花岗斑岩脉的接触带(辽宁红石 

金矿)．或产于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脉的上、下盘接 

触带及围岩中(福建双旗山金矿)，称其为超浅成或 

浅成脉型金矿，更利于矿床成因研究、矿床勘查和矿 

体开采，本文未将它们列为斑岩型金矿。 

1．2 斑岩型金矿的3种亚类 

(1)伴生／共生—斑岩型金矿 在斑岩型矿床开 

采利用主元素时，金综合回收，称伴生与共生斑岩型 

金矿，其涵义前已述。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金的产值 

略大于主元素，但需以开采“主元素”为前提时，也称 

伴生金。伴生／共生一斑岩型金矿的命名，主要考虑 

金与主元素开采和产值的关系，而未考虑是否圈出 

独立金矿体，也不论其是否受角砾岩筒控制。限于 

篇幅拟另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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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1 斑岩型金矿床分类 

甄 类 工业利用元素 矿他娄型 I 蚀变丹带 典避矿捌 

伴生，共生 fAu)一Cu 细脉浸染型 I 似环状面型蚀变、分带清楚 江西德 铜厂 
一 斑岩型金矿 hu—Ca 纳脉漫染型 面型蚀变、分带清楚 奥克特迪(巴布亚新儿内亚) 

Cu一^u 
网脉、角砥型 l 面型蚀变 、分带清楚(含明矸L石) 福建紫盘山 

角砾／网脉 同脉、角砾型 I 线型蚀变 山东七宝山 
阿脉、角砾型 l 面型蚀变、分带清楚(含冰【乏石) 黑龙江团结沟 

一 斑岩型金矿 角砥
、网脉型 I 线型蚀变(台冰长石) 河南{I5雨海 

单脉、网脉／角砾型 I 未见断型蚀变分带(古球长石) 山西义兴寨、耿庄 

单脉／同脉型 线型蚀变 河北峪耳崖、牛心山 

单B 网脉 程染、细酥／网脉型 线型蚀变 广西古里脑 
一

斑岩型金矿 同脉型 『 面型蚀变、分带明显 马尔泰、洛博(智利) 
Cu—Au 单脉、网脉、细脉、浸染型 I 线型蚀变 吉林小西南岔 

(2)角砾／网脉—斑岩型金矿 与斑岩中的内 

生角砾岩筒有时空和成生关系的、金矿体由角砾 

状、网脉状的矿石组成，称角砾／网脉一斑岩型金 

矿。 

(3)单脉／网脉—斑岩型金矿床 主要产于浅 

成小岩株 (斑状或非斑状结构)内。由网脉或单脉 
一 网脉型矿石组成的金矿，统称单脉／网脉型一斑 

岩型金矿。 

2 两类斑岩型金矿地质特征描述 

2．1 伴生／共生—斑岩型金矿 

尽管伴生／共生一斑岩型金矿可与铜、钼、钨 

和多金属等一系列斑岩型矿床相伴产出，但我国与 

斑岩型铜矿有关的伴生／共生金矿占总储量的36％ 

(何双梅等，1988)，居首位。斑岩型铜矿中，含金 

大于0．4×10 者称富金斑岩型铜矿 (西里托·RH， 

1978)，斑岩型矿床中，矿石平均含金大于 0．1 x 

10一 者称含金斑岩型矿床 (符鹤琴，1992)。不同 

主元素伴生／共生—斑岩型金矿的地质特征虽有一 

定差别，但它们的共性仍十分明显，归纳如下。 

(1)我国的伴生／共生一斑岩型金矿，主体与 

花岗闪长斑岩、石英闪长斑岩、二长花岗斑岩和花 

岗斑岩时空相随和成园有关。 (2)伴生／共生金的 

含量变化在0．0×10一～一2x 10 间，与国外岛弧 

环境的同类斑岩型金矿相比偏低。伴生／共生金的 

含量，与主元素的成分有一定关系。其含金量由多 

至少的序列总体为，斑岩型铜矿一斑岩型铝铜矿一 

斑岩型钼矿一斑岩型铅锌矿一斑岩型钨矿，个别例 

外的情况是存在的。(3)伴生／共生金的空问分布 

与主元素矿体存在不协调性。金的相对集中是不均 

匀的，通常较主元素矿体的范围小，反映金只是局 

部富集，可能与后阶段的局部性金矿化有关。 (4) 

金的赋存状态为独立矿物，主要为 自然金和银金 

矿，碲金矿、碲银矿、金银矿和黑铋金矿等仅少量 

存在 金矿物的产状与一般岩浆热液金矿类同，以 

20 

裂隙金为主，晶隙金次之，包体金最少。但最重要 

的载金矿物是黄铁矿、黄铜矿和脉石英等。(5)载 

金矿物的含金量及其所占比重，在各矿床中的序列 

不尽一致，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一矿床中不同 

矿石类型中，同一矿物的含金量及金／银比值存在 

明显差别。按不同矿石类型，查明伴生／共生金是 

十分必要的。 

总之，伴生膜 生一斑岩型金矿的地质产状、 

空间分布和成矿规律，相对于主成矿元素来说有特 

殊性，需专门研究。 

2．2 单脉／网脉—斑岩型金矿 

智利北部马尔泰斑岩型金矿的容矿围岩为安山 

质熔岩、微晶闪长岩的侵入角砾岩和闪长斑岩，矿 

体由石英一硫化物 (黄铁矿、微量的黄铜矿和斑铜 

矿)细脉一网脉、浸染状和角砾状矿石组成，细脉 

一 网脉的宽度为 lem～2em，金品位变化在 0．5 x 

10一一2 5 x 10一、铜为0．05％，以显著贫铜为重 

要特征，储量 66t(T．维纳等，1991)_9J。马尔泰 

矿床被誉为环太平洋边缘的第一个贫铜独立型斑岩 

金矿，至少说明以往开采的都是伴生／共生斑岩型 

金矿。我国的单脉／网脉一斑岩型金矿甚多，从铜 

金含量上说，既有贫铜的金矿，又有铜一金共存的 

矿床；从矿体形态上说，既有细脉／网脉型的，又 

有单脉／网脉型的。 

(I)贫铜单脉／网脉一斑岩型金矿。按组成矿 

体的矿石类型划分，贫铜单脉／网脉一斑岩型金矿 

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单脉／网脉一斑岩型金矿。以 

河北的峪耳崖和牛心山矿床为代表，辽宁的柏杖子 

和毛家店矿床可能也是。其二是细脉／网脉一斑岩 

型金矿，以广西古里脑矿床为代表。 

峪耳崖和牛心山金矿山，以往开采单脉型 (习 

称的石英脉型)金矿，长期被认为是岩浆热液石英 

脉型金矿。早期虽也发现了网脉矿体，但因品位低 

而未予重视。8o年代后期，相继又在岩体内发现 

了具一定规模的网脉一浸染状矿体，而且向深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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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有增太之势，因而引起对它们的重新研究和重新 

认识．当然也包括补克勘探。峪耳崖金矿床累计已 

探明储量约40t(杨秋立口头介绍，1993)，当时深 

部勘探仍在进行。峪耳崖金矿床的矿体，有单脉型 

和网脉一浸染型两类。本文所述的单脉型金矿，即 

习称的石英脉型金矿，亦被称作复合脉型金矿 (姚 

风良等，1990)。考虑最初使用石英脉型是指，脉 

石英为载金矿物，硫化物含量甚微的金矿脉。而其 

系早阶段的石英脉内先后叠加了5个阶段的金一硫 

化物 (含多金属硫化物)而构成工业矿体的。由于 

多阶段叠加的金一硫化物在石英脉的不同地段存在 

差异——阶段的多少不同和强度的差异，导致了矿 

体在石英脉中分段富集和金品位波动甚大。此亚型 

矿体，既受石英脉的规模、产状和形态控制，也受 

叠加在石英脉之上的断裂构造控制。因此，本文称 

单脉型金矿，而不用虽已习称的石英脉型金矿，以 

便于与贫硫化物的石英脉型金矿区分，也利于与网 

脉金矿对比。网脉型金矿体，是峪耳崖矿床的另一 

类矿体。它有两种产状：其一，与单脉型矿体相伴 

产出，组成单脉一网脉型矿体，金品位以5×10“ 

一 28×10 者居多。其二，为独立产出的网脉一浸 

染型矿体，见于中矿带，金品位以2—6×10 者 

居多 (据 126件样品统计)，矿体与非矿体据分析 

结果圈定。牛心山金矿床，也有单脉型和网脉一细 

脉浸染型两类矿体。单脉型金矿体，产于岩体附近 

围岩中的数量，明显多于峪耳崖矿床的。而由岩体 

伸延至围岩的单脉型金矿体，其特征与峪耳崖矿床 

的类同。网脉一细脉浸染型矿体仅见于岩体内，， 

金品位以2×10一一5×10 常见，个别样品达 62 

×10 (钟汉等，1996) J。峪耳崖和牛心山矿床 

以贫铜为特征，前者金品位为 62．12×10_‘。～82．43 

×10 的矿石中，对应的含铜为44×10～ 544 x 

lO一、含钼为 I．86×10～一3．60×10‘6。 

广西古里脑细脉／网脉一斑岩型金矿，也以显 

著贫铜为特征。该矿床金品位为5．92×10一 14．3 

×10 的矿石，含铜为30．8 x10一 79．8×10一、 

含钼为l7．3×10一～32 5×10～。古里脑矿床位于 

直径24kin2的古袍环形构造的中心部，三个花岗斑 

岩呈 岩株、岩 舌状 产 出，累计 出露 总 面积 约 

0．I ，岩体周围含金石英作环状展布。矿体由细 

脉一浸染型矿石组成，已圈定的矿体长约40 

50lIl、宽 2 m一9．5 121，延深超过 200 lIl，金品位 

5．92×10一一97．03×10 (刘腾飞，1992)。 

(2)单脉／网脉—斑岩型铜金矿。单脉／网脉 

一 斑岩型铜金矿已知矿例不多，吉林小西南岔矿床 

为典型代表。该矿床位于塔子沟一小西南岔长 

38km的南北向矿带内，按东西宽8km计，其中有 
一 系列的铜金矿和金矿 (刘大瞻等，1987)"一，唯 

小西南岔为大型金矿床。小西南岔矿床由北山和南 

山两个矿段 (采区)组成。海西期的斜长花岗岩和 

闪长岩呈太面积出露，印支期呈岩基状的花岗闪长 

岩 (206Ma)，被燕山期细粒花岗岩和闪长脉岩 

(152Ma)穿切，在北山矿段东西两侧见有隐爆角 

砾岩筒及隐伏的含矿花岗斑岩，但尚未求得工业矿 

体 (龙延昭等，1990)0。北山矿段和南山矿段的金 

矿脉的围岩，主体是海西期闪长岩。北山矿段还有 

单脉／网脉／细脉细成的铜金矿脉，南山矿段则为单 

脉型铜金矿脉，整个矿化范围长 ×宽为 2．5 km× 

0．8 km。 

北山矿段由27条脉构成 9个脉组，它们由单 

脉、网脉、细脉浸染等矿化类型组成 (矿脉组)。 

单条矿脉组长250m～650m、宽几 cm至几 m不 

等，延深 150m一300m，铜平均品位为0．76％～ 

0．86％，金平均品位为 2．03×10一 一2、98×10—6。 

lO号脉组赋存在角砾岩筒内，矿化范围里椭圆形， 

面积约O．O17kan2，铜品位 0．54％一I．62％，金品位 

较低。南山矿段是目前的主要采区，为单脉型矿 

体，以11号矿脉为主，其含两条支脉 矿脉长 

2000m、延深 700 1TI，平均厚 1．98 m，铜平均品位 

1．67％、金平均品位为 6．7×10～。成矿时代为燕 

山期。 

3 结论 

在我国，斑岩型金矿是仅次于中深热液脉型和 

浅成低温热液脉型金矿的第三主要金矿类型 (刘连 

登，1996)L6J。为了摆脱非斑岩莫属的 “阴影”，笔 

者建议 (主张)称斑岩型矿床，而改变习称的斑岩 

矿床。尽管目前习用的 “斑岩矿床”一词，利于顾 

名思义、便于理解，但由于存在与非斑岩 (无斑状 

结构)有关的斑岩矿床 (具斑岩矿床的特征)，仍 

称斑岩矿床似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若称 “斑岩型 

矿床”就简单了，它是一种矿床类型，具有斑岩矿 

床的基本特征。简言之，凡具有斑岩型矿床基本特 

征的，不论其与斑岩或非斑岩有关，均称斑岩型矿 

① 龙延昭．等 中国小西南岔铜金矿床．《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 

甫 式暨典型矿束实例》 (吉林省地质科技情报研究所)． 

199o． 157—1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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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按笔者的理船，峪耳崖和牛心山金矿是否属斑 

岩型金矿的争议或命名上的犹豫，原因之一是受斑 

岩矿床必须与斑岩相关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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