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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甘肃省已发现599处金矿床(点、矿化点)资料的统计、研究，建立了甘肃省岩金矿品位 

模型、品位 一储量联合模型及储量分布模型。分别总结了甘肃省岩金矿床品位、储量的分布特征及找矿 

方向和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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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基础 

1)本文采用的岩金矿床规模分级标准为：大型 

矿床(≥20t)，中型矿床(5～20t)，小型矿床(1～ 

5t)，矿点(<1t)，矿化点(一般无储量)⋯。 

2)建立甘肃省已发现599个金矿(点、矿化点) 

类型、品位、储量及产出位置数据库。 

2 甘肃省金矿床类型一储量模型 

甘肃省已发现各类金矿床、矿点、矿化点 599 

处，其中：独立岩金(以下简称岩金)矿床(点)422 

处，占甘肃省金矿总数的 76％，占金矿总储量的 

74％(图1)。此类矿床(点)除阿拉善成矿带和敦 

煌成矿带仅有个别金矿点、矿化点外，其它各成矿省 

(带或亚带)中均有较多产出。具代表性的典型矿 

床有：肃北县小西弓中型金矿床、天水市柴家庄中型 

金矿床、玛曲县大水大型金矿床等。 

图 1 甘肃省金矿类型 一储量分布模型 

伴生金矿床(点)l8处，占总数的3％，占总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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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17％。此类金矿储量的94．4％以伴生金产于 

金川铜镍矿床和白银厂铜多金属矿床中，其余少量 

分布于个别铜或铜(金)矿床(点)中。 

砂金矿历年来为民间大规模开采，地质勘查工 

作甚少，统计总储量偏小。 

由图1可知 ，甘肃省岩金矿床(点)占全省金矿 

总数的76％，其储量 占全省金矿总储量的74％，足 

以说明岩金矿床在甘肃省过去乃至将来的金矿勘 

查、开发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J̈。 

3 甘肃省岩金矿规模 一储量模型 -4] 

甘肃省大型岩金矿床4处，出现频率为1％，占 

岩金总储量的2l％(图2)。中型20处，出现频率 

5％ ，占总储量的 37％，小型77处 ，出现频率 18％， 

占总储量的26％，矿点209处，出现频率49％，占总 

储量的16％。矿化点 112处出现频率27％。 

从图2可知，累计出现频率仅为6％的大、中型 

岩金矿床占据了甘肃省岩金矿床总储量的58％。 

因此研究大、中型岩金矿床的成因及分布规律， 

对指导全省的金矿勘查、开发工作具有重要的经济 

意义⋯。 

4 甘肃省岩金矿品位一累计吨位模型 

4．1 甘肃省岩金矿品位、储量特征 

甘肃省共发现岩金矿床、矿点310处，其中有完 

整品位、储量记载的矿床、矿点 166处(品位、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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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甘肃省岩金矿规模 一储量联合模型 

记载不完整者多为矿化点)，占甘肃省岩金矿总储 

量的85．2％(表 1)。 

表 1 甘肃省岩金矿品位 一储量百分数统计表 

从(表1)可知，甘肃省岩金矿床(点)品位总体 

偏低且分布不均匀。92％的金矿床(点)平均品位 

低于13×10～，其中67％的金矿床(点)平均品位在 

(1～6)×10 之间。产出频率变化系数 1．167。 

占全省岩金总储量 85％的岩金品位低于 13× 

l0～，其中62％的岩金储量品位在(1～6)×10 之 

间。储量百分数变化系数 1．22。 

4．2 甘肃省岩金矿品位一累计储量回归模型 

在岩金矿床(点)数据库中，选取品位大于l× 

l0 的矿床(点)161个，累计储量459t，占岩金总储 

量的92％。以各品位段为自变量，各品位段储量之 

和为因变量绘制品位 一储量分布图(图 3)⋯，对各 

品位段总储量作多项式拟合(图3)，经一阶导数分 

析：多项式曲线在品位分别为21．6×10 和37．4× 

l0 处分为三段 。因此甘肃省岩金矿床(点)不 

同品位段储量分布趋势明显分为三段，中一低品位 

段(1×10一～22×10 )占岩金矿床(点)总储量的 

97％。高品位段(22×10～～37×10咱)及特高品位 

段(37×10～～46×10 )仅占岩金矿床(点)总储 

量的3％。因此只分析、研究中一低品位段金矿床 

(点)品位一储量变化趋势，足以代表甘肃省岩金矿 

床(点)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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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甘肃省岩金矿品位一储量分布图 

以品位为自变量，累计储量(吨位)为因变量， 

对品位、累计储量作非线性函数拟合，其中指数函数 

拟合的相关指数最大(0．97) J。 

建立甘肃省岩金矿品位一累计储量指数回归模 

型(图4) ‘。 ： 

T=566．45e。。 ％ 

R=0．97l 

71：为甘肃省岩金累计储量预测量(t)。 

C：为岩金矿品位(10 )。 

：为相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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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甘肃省岩金矿品位 一累计储量回归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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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拟合方程及相关指数(R=0．971)知：甘肃省 

岩金矿床品位与储量呈负相关关系，且所建回归函 

数具有很高的拟合度。认为用该回归模型对甘肃省 

岩金矿床(点)作累计储量预i贝0，其可信度可达97％ 

以上。 

即以该模型确定，甘肃省品位大于 2×10 岩 

金矿已探明储量的理论值为382．6t，大于6×10 

岩金矿已探明储量的理论值为174．65t。 

5 甘肃省岩金矿储量分布模型 ，̈卜 

全省共发现岩金矿床、矿点、矿化点422处， 

其中北山成矿带发现岩金矿 150处 ，占岩金矿总 

数的 36％，占全 省岩金总储量 的 22％ (图 5)。 

祁连成矿带发现岩金矿 59处 ，占总数的 14％ ，占 

岩金总储量的 13％。秦岭成矿带发现 186处 ，占 

总数的43％ ，占岩金总储量 的 53％。扬子成矿 

带2O处，占总数的5％占岩金总储量的4％。松 

潘一甘孜成矿带 7处 ，占总数的 2％ ，占岩金总储 

量 的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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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甘肃省岩金矿储量分布模型 

由图5可知：①甘肃省93％的岩金矿床(点)分 

布于秦岭、北山和祁连成矿省(带)，其中43％的岩 

金矿床(点)产于秦岭成矿省；②甘肃省88％的岩金 

储量产于秦岭、北山和祁连成矿省(带)，其中53％ 

的岩金储量产于秦岭成矿省；③甘肃省西秦岭成矿 

省岩金资源潜力最大，其次为扬子和松潘 一甘孜成 

矿省(该成矿省面积小，仅7％的岩金矿床(点)蕴藏 

着全省 12％ 的岩金储量)、祁连成矿省、天山成 

矿省。 

6 甘肃省岩金矿地质模型l_l j̈ 

综上所述，结合甘肃省岩金矿成因类型及成矿 

地质特征，总结甘肃省岩金矿地质模型： 

甘肃省跨7个Ⅱ一Ⅲ级成矿构造带，除敦煌成 

矿带和阿拉善成矿带仅有个别岩金矿产出外，其余 

各成矿带均有大量岩金矿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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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成矿带：华力西期中酸性侵入岩极为发育， 

以石英脉型岩金矿为主，北带有与中酸性火山岩有 

关的岩金矿产出，南带有少量蚀变岩型岩金矿产出。 

矿石品位中等，矿床规模可达中型，累计储量占全省 

岩金总储量的22％。 

祁连成矿带 ：以产于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 

志留系等地层火山碎屑岩或碎屑岩中的蚀变岩型金 

矿为主，少量产于中酸性侵入岩体内外接触带的石 

英脉型金矿，矿石品位一般贫到中等，矿床规模多为 

小型或矿点，个别蚀变岩型岩金矿床可达中型规模， 

累计储量占全省岩金总储量的 13％。 

西秦岭成矿带：北带以产于元古宇、下古生界变 

质火山岩或碎屑岩及中酸性侵入岩体内外的石英脉 

型金矿为主，矿石品位富，可达中型规模，中带和南 

带以产于泥盆系 一三叠系浅变质碎屑岩内，距中酸 

性侵入岩体外接触带一定距离的蚀变岩型金矿为 

主，少数为石英脉型和夕卡岩型。矿石品位一般贫 

到中等，矿床规模可达中一大型，累计储量占全省岩 

金总储量的53％。 

松潘 一甘孜成矿带：以产于三叠系、二叠系白云 

质灰岩及灰岩中的微细粒型岩金矿和产于三叠系、 

泥盆系碎屑岩及中酸性侵入岩体(脉)内的蚀变岩 

型金矿为主，品位贫到中富，矿床规模可达 中一大 

型，累计储量占全省岩金总储量的8％。 

扬子成矿带：以产于中上元古界浅变质碎屑岩 

和火山碎屑岩中的石英脉型为主，矿石品位贫到中 

等，矿床规模小，累计储 量 占全省岩金总储量 

的 4％。 

7 结论 

1)岩金矿床的勘查、开发在甘肃省占有重要地 

位。全省76％的岩金矿床、矿(点)占据全省金矿总 

储量的74％。 

2)大、中型岩金矿床的勘查研究应为甘肃省地 

勘工作的重点。甘肃省岩金58％的储量集中在仅 

占6％的大、中型岩金矿床(点)中。 

3)甘肃省岩金矿床(点)金品位总体偏低且分 

布不均匀。62％的岩金储量品位在 1×10～一6× 

l0 之间。84％的岩金品位低于 l3 x 10～。 

4)甘肃省岩金矿品位与储量之间呈非线性负 

相关联系，品位一储量回归预测模型： 
T：566．45e一。· ％’ 

式中 c(1≤C<22)为岩金矿品位(1O )。 

为甘肃省累计探明岩金储量理论值(t)。回归拟合 

∞ 如 ∞ ∞ 加 ∞ 0 

0／0＼卿逛 ，卿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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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指数(R=0．971)。 

5)甘肃省岩金矿资源潜力由大到小、找矿靶区 

优选次序应为：西秦岭成矿省一松潘 一甘孜和扬子 

成矿省一祁连成矿省一北山成矿省。 

6)北山成矿带产出石英脉型岩金矿和少量蚀 

变岩型岩金矿。祁连成矿带以蚀变岩型岩金矿为 

主，局部产出少量的石英脉型金矿。西秦岭成矿带 

北部以石英脉型岩金矿为主，中、南带以蚀变岩型岩 

金矿为主，松潘 一甘孜成矿带产出微细粒型岩岩金 

矿和蚀变岩型金矿。扬子成矿带以石英脉型岩金矿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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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RESoURCE DIsTRⅡlUTIoN MoDEL oF RoCK GoLD 

DEPoSITS IN THE GANSU PRoVINCE 

LUO Jian—min ．一，ZHANG Xin—hu ，PNEG De—qi 

(1．China University ofGeosciences，Wuhan 430074； 

2．Gansu Bureau of Mineral Resources fo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Lanzhou 730000) 

Abstract：After statistics and studies on known 599 gold deposits(occurrences，minerMizing spots)in the Gansu Province，grade—model，the con- 

bined grade—l~$ource model and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model of rock gold deposits al_e established．Grade and resoul~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gold deposits are summarized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as well as potentials al_e proposed． 

Key words：grade—resource model，resource distribution model，rock gold deposits，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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