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3卷 第2期 

2007年3月 

地 质 与 勘 探  

GEOLOGY AND PROSPECT1NG 

Vo1．43 No．2 

March，2007 

江西金家坞金矿地质特征及找矿前景 

詹天卫，鄢新华，王保林，刘家春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物化探大队，南昌 330201) 

[摘 要]金家坞金矿是近年江西省地矿局物化探大队发现的新矿产地，已基本查明是一个受近东 

西向构造挤压蚀变带控制的变质热液型大型金矿床。金矿化产于挤压蚀变变形带中，矿体形态简单、规 

模大，其成矿作用大致经历了火山沉积成岩一区域变质变形一动力变质热液改造等3个阶段。文章在 

系统阐述该矿地质特征和成矿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对其找矿远景进行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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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家坞金矿床位于江西省鄱阳县及景德镇市浮 

梁县交界处，地理坐标：东经 117。01 一117。05 ，北 

纬29。26 一29。27 ，1997年由江西省地矿局物化探 

大队运用化探手段发现，经过六七年的勘查工作，已 

基本查明是一个大型的受近东西向挤压蚀变带控制 

的变质热液型金矿床。在主要矿段已获 2．24t的 

122b级经济基础储量及9．7t的334，远景资源量 ， 

矿体平均品位为3×10～一6×10～。 

l 区域地质背景 

金家坞金矿地处扬子板块南缘之九岭一鄣公山 

隆起带东段(图 1)，位于鄣公山巨型复背斜构造西 

端与宜丰一景德镇一祁门深大断裂的交接部位。自 

中元古代以来，沉积了一套巨厚类复理石含金、铜建 

造，后经晋宁期褶皱造山运动，形成一系列北东、北 

东东向紧闭线形褶皱和北东向、近东西向断裂构造。 

至印支一燕山期，地壳的进一步运动对前期构造强 

化改造，伴随岩浆沿复式背斜核部和断裂构造上升 

侵入，形成了东西向岩浆岩带。构造、岩浆岩的多期 

活动，为成矿物质的活化、运移、沉淀成矿提供了良 

好的地质条件，形成诸如大背坞中型金矿 、藏湾大型 

砂金矿等矿床。 

区内大面积出露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为一套广 

海相浊流沉积火山一碎屑类复理石建造，遭受区域 

变质作用，属绿片岩相  ̈。上白垩统赣州组沿矿区 

南缘分布，为陆相碎屑红层建造，面积较小。 

该区构造线方向总体北东东向，表现为一巨型 

东西向潘村一鄣公山复背斜，双桥山群第三岩组为 

核部。发育北东向压扭断裂、韧性剪切带 、挤压变形 

带，以及部分北西向、近东西向、北东向次级断裂、挤 

压变形带、剪切带等。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的主要为 

近东西向、北东向韧性剪切带或挤压变形带。 

区内岩浆岩为潘村一鄣公山东西向岩浆岩带的 
一 部分，主要有印支期的鹅湖花岗岩、燕山期的潘村 

花岗岩岩基。其中潘村岩体位于金家坞矿区北部 

10km处，是一个半隐伏的复式花岗岩岩基，岩石化 

学成分具有富硅、富铝、高碱、低铁镁的钙碱性铝过 

饱和之特点，岩石中富含 sn、w、Nb、Ta、u、B、Li、F 

等元素。稀土总量 <30×10Ï，∑Ge／∑Y=1．2， 

6Eu=0．1—0．45，具有典型的铕亏损特点。岩体上 

部气化热液蚀变强烈，钨锡矿化十分发育，成岩时代 

为 134Ma一93Ma，为燕山晚期成岩 J。近年在鹅 

湖、潘村岩体内外接触带中发现了大面积的云英岩 

化及锡、铜、金等矿化。 

该区的区域变质作用主要形成中元古界双桥山 

群浅变质绿片岩系，以板岩为主，岩层普遍片理化， 

局部发育形成绢云母千枚岩。 

热液变质一般分布在岩体接触带，以中、高温热 

液蚀变作用为主，常见云英岩化 、角岩化等，与锡、 

钨、铜成矿关系密切；中、低温热液蚀变主要与各类 

[收稿日期】2006一Ol一17．[修订日期】2006—06—12．[责任编辑】曲丽莉。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项 目(编号：2OOl102000040)资助。 

①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物化探大队．江西省波阳县金家坞金矿床II号矿带长坞坳矿段 265～310线)详查地质报告，2002． 

[第一作者简介】詹天卫(1967年一)，男，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主要从事矿产地质勘查工作。 

2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地质与勘探 2007年 

圆 I I础 2圈 3[]4 5团 6 团 8 9匡 10匡 II圃 12 

囤 13囤 t4圃 15叵 16田 l7曰 18匝j]l9匾珂20哑 21田 22 

图 l 金家坞金矿床区域地质略图 

l～上白垩统 ；2一中元占界双桥山群上亚群第四岩组；3一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上亚群第三岩组；4一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上亚群第二岩 

组；5一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上亚群第一岩组；6一燕山晚期花岗岩；7一九岭一鄣公山构造岩浆岩带；8一景德镇一祁门深断裂带；9一正 

断层 ；l0一逆断层；l1一性质不明断层；l2～大型金矿；l3一中型金矿；l4一小型金矿(点)；l5一大型砂金矿；l6一小型砂金矿；l7一钨 

锡矿化点；l8一铜矿化点；l9一扬子板块；20一九岭一鄣公山构造岩浆岩带；2l一华夏板块；22一金家坞金矿床 

断裂构造有关，常见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 、绿泥石 

化、碳酸盐化等，与金、铅、锌等多金属成矿有关。 

区内动力变质主要表现为韧性剪切带 、挤压变 

形带，与金的成矿十分密切。如大背坞金矿产于北 

东向韧性剪切带中，糜棱岩化发育；金家坞金矿床以 

挤压变形为主，岩石片理化 、碎裂岩化，局部千糜岩 

化，黄铁矿呈压扁拉长变晶与绿泥石、绢云母等片状 

矿物定向排列，为动力变质作用所形成。 

1：20万水系沉积物异常表明，金家坞 Au异常 

位于潘村一八字脑锡、钨矿 田南侧，异常面积 

60kin ，异常平均含量 7．6 X l0一，峰值 l5 X lO一，具 

三级浓度分带，伴生有 As、Sb等元素异常。 

2 矿区地质特征 

2．1 赋矿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较单一，主要为中元古界双桥山 

群上亚群第三岩组(图 2)：下段主要为变质含凝灰 

质粉砂岩、变质含凝灰质细砂岩与板岩互层；上段主 

要为绢云母千枚岩夹变沉凝灰岩、千枚岩。上段中 

部分岩层含碳质、有机质，金的含量较高，可达4 X 
lO～ ～8 X lO ②

，是区内主要矿源层，金家坞金矿 

产于该岩性段挤压变形带中。 

图2 金家坞金矿区地质略图 

Q一第四系，l一白垩系赣州组，2一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上亚群第 

三岩组上段，3一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上亚群第三岩组下段，4一 

断裂，5一花岗斑岩脉，6～挤压破碎带，7一金矿(化)带 

2．2 构 造 

该区主要表现为晋宁期与燕山期的构造形迹特 

② 江西省地矿局物化探大队．江西省地球化学图说明书(1：50万)，l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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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主构造线方向为北西西一近东西向，由紧密线 

形褶皱和挤压变形带组成矿区构造体系。同时，还 

形成了北东向、北西向破坏矿体的横向断层。 

该区是潘村一鄣公山巨型复式背斜构造南翼的 
一 部分，分布一系列北西西一近东西向次级紧闭线 

形褶皱，矿区正处于一倒转向斜的核部。向斜由双 

桥山群上亚群组成，岩层总体呈近东西向展布，多北 

倾，倾角较陡(50。一80。)，局部向南 、向西倾。区内 

查明3条规模较大的挤压变形带，延长6700余 m， 

单条长2000—3500m、宽20—80m，走向北西西一近 

东西向，主倾向 345。一20。，倾角 35。一75。，平面上 

呈舒缓波状及具分枝复合形态。 

矿区内主要分布晋宁期北东向深大断裂及燕山 

期北西、南北、近东西向小型张性断裂。北东向深大 

断裂在矿区东南、西北部各分布一条，其中金家坞断 

裂控制了东西一北东向白垩纪红盆的形成。 

近东西向顺层断裂主要产在挤压变形带中，顺 

层发育，多数走向 110。，倾向北东，倾角70。，切割前 

期硅化石英脉，沿裂隙黄铁矿化增强，对金具有一定 

的富集作用。 

2．3 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不发育，仅在东面发现两条花岗 

斑岩脉，出露长度约 lOOm、宽 l0—20m，呈北北西和 

北西西向展布。 

3 矿床地质特征 

3．1 矿化带特征 

金矿产于挤压蚀变带中，总体呈舒缓波状膨大、 

缩小、尖灭再现及分枝复合的态势延伸。金矿化带 

按产出的挤压变形带从北往南划分为 I、Ⅱ、Ⅲ 3 

个矿化带(图2，表 1)；按金矿化产出部位 自西而东 

则划分为腾龙庵一长坞坳一珠尖 3个矿段。 

表 1 金家坞金矿矿化带地质特征一览表 

矿带 长度 

编号 ／m 

I 6700 

lI 2800 

m l20o 

平均宽 

度／m 

l4．7O 

8．40 

7．0o 

最高品’ 倾向 倾角 矿体 

位／10 ／。 ／。 数量 

l9．27 355～42 40～8O 7 

37．98 O～28 40～8O 2 

8．76 O～23 35～8O l 

3．2 矿体特征 

3．2．1 矿体的分布 

区内于地表初步圈定出9个金矿体(图2，表 

2)。 

I—l、I一6号矿体分布在西部，I一2号矿体 

分布在中部，I一3、I一4、I一5号矿体分布在东 

部。Ⅱ一l、Ⅱ一2、Ⅲ一l号矿体分布在长坞坳矿 

段，Ⅱ、Ⅲ矿带相距较近。 

表 2 金家坞金矿矿体特征一览表 

目前 II一2号矿体工作程度最高，地表槽探控 

制长 1130m，浅深部硐探及钻探控制矿体延长 

400m、斜深近400m，未尖灭(图 3)。矿体厚度 l一 

15．3m，平均厚度 5．1m，最厚可达 15．3m。金品位 

1．30 X 10～一6．80 X 10～、平均 2．84 X 10～，局部单 

样最高品位 37．96 X 10～。 

3．2．2 矿体规模、品位变化等特征 

区内矿 体一般 延长 100—400m，最 长可 达 

1200m，矿体厚度一般1—3m，最厚可达 15．30m；金 

品位1×10～一5×10～，最高品位54．50×10～。 

3．2．3 矿石质量 

矿石主要化学成分及主要矿物成分见表 3。 

矿石结构按其成因可分为4类：交代结构、固溶 

体分离结构和粒状结构、填隙(问)结构、包含结构。 

矿石的构造类型以浸染状构造为主，此外还有条带 

状构造、斑点状构造等。金以矿物相形式存在，金矿 

物主要为自然金类矿物，分布很不均匀，具有成窝、 

成群的分布特点，其粒度0．074—0．037mm的中粒 

金占5．79％，0．037—0．0lmm的细粒金占26．48％， 

<0．O1lain的微粒金占67．73％。 

金的嵌存类型：裂隙金 占57．08％，包裹金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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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金家坞金矿长坞坳矿段 310号勘探线剖面图 
一

矿化带，2一金矿体，3一钻孔及编号，4一平硐及穿脉编号 

32．62％，粒问金占 4．49％，鳞 片状绿 泥石集合体 

5．81％；金在各载体矿物中的赋存率：黄铁矿75．5％、 

石英 14．42％ 、绿泥石 7．89％、毒砂 2．03％、闪锌矿 

0．07％、黄铜矿 0．03％。 

3．2．4 围岩蚀 变 

围岩蚀变分布在挤压破碎带内，以动力变质和 

热液变质为主，有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绿泥石 

化、碳酸盐化等，偶见黄铜矿化及方铅矿化。 

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的是硅化和中晚期黄铁矿 

化。硅化是金的载矿流体，硅化石英中含金；黄铁矿 

是金的直接载体，金赋存在其裂隙中。中期黄铁矿 

呈浸染状分布在矿石中，以自形立方体为主，粒径 

0．05～0．35mm，表面光洁，偶见裂纹，矿石中最常 

见。晚期黄铁矿呈半自形一他形粒状，颗粒微细，粒 

径 0．005～0．015mm，一般呈脉状、星云状、条带状 

产出，矿石中不常见，金品位较高。 

表 3 金家坞金矿矿石主要化学成分、主要矿物成分表 ／％ ； (Au，Ag)／10 

4 成矿地质条件及找矿远景 

4．1 成矿地质条件 

金矿体产在北西西一近东西向挤压变形带次级 

构造形态——挤压扩容带或挤压破碎带中，其赋矿 

围岩为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上亚群第三岩组。金主要 

赋存在硅化石英脉、石英角砾和与其充填、交代胶结 

的破碎蚀变围岩(构造角砾、碎裂岩)内。 

金矿体呈脉状、似层状 、透镜体状．在走向和垂 

向上具膨大、缩小、分枝复合、尖灭再现等现象。 

矿石类型主要为构造(角砾、碎裂)蚀变岩型和 

硅化石英脉型，两类矿石共生一起，难以分开。 

由于矿石的矿物组成中含毒砂，而毒砂主要出 

现于高温和中温热液矿床中，尤其是钨锡石英脉、硫 

化物锡石矿床和含金石英脉中，该区北部 10km左 

右为潘村燕山晚期花岗岩体，其外接触带内有较多 

的钨锡矿床点，金家坞金矿与之相距仅 2～8km，且 

矿区东部的ZK52601钻孔中和北侧的地表也见到 

了花岗岩脉；另外，矿化带内的常见蚀变矿物绿泥 

石，主要为铁质绿泥石，主要形成于硫化物阶段，多 

26 

属于中温热液产物 J，根据中温热液金矿床的地质 

和地球化学特征，其一般矿物组合为石英、Ca—Mg 
— Fe的碳酸盐矿物、毒砂、绢云母 、绿泥石、磁黄铁 

矿及黄铜矿等 J，因此笔者初步认为该金矿属中温 

变质热液矿床。 

从以上分析认为金家坞金矿成矿作用大致经历 

了火山沉积成岩(矿源层形成)一区域变质变形(储 

矿构造形成)一动力变质热液改造(主成矿期)等 3 

个阶段。其成矿模式为三位一体：矿源层一热液叠 

加一构造条件 J．与江西金山金矿的成矿模式一 

致 。 

4．2 找矿远景分析 

金家坞金矿区位于北东向深大断裂控制的白垩 

纪盆地北部边部，与潘村复式岩基相邻，金矿赋存在 

北西西一近东西向大型挤压变形带中，具备了形成 

大型以上金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与区域上一些已 

知大中型金矿床存在着相类似的成矿地质环境和矿 

床特征。如金山超大型金矿产在赣东北深大断裂带 

北西上盘的近东西向缓倾斜推覆型韧性剪切带中， 

大背坞中型金矿则产在鹅湖岩体外接触带北东向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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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剪切带中，其构造、围岩控矿条件及矿体特征、矿 

石特征等与金家坞金矿床极相似，金均产在构造蚀 

变岩和石英脉中。 

区内矿体出露地表，剥蚀程度低，矿体往下有变 

厚变富的趋势，共 3条金矿化带9个矿体(表 4)，预 

测资源量56t，已达大型规模潜力，其中首采区段Ⅱ 
一 1和Ⅱ一2号金矿体 +120m标高以上经浅部工 

程控制，现已求取 l22b经济基础储量 2．24t，2M22 

边际经济基础储量 1．48t，0m标高以上的334。金资 

源量9．7t。 

表4 金家坞金矿区金资源量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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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oRE PRoSPECTING 

oF J JLAW U GoLD DEPoSIrI'，JLANGⅪ  

ZHAN Tian—wei．YAN Xin—hua，WANG Bao—lin，LIU Jia—chun 

(Geophysical and Geochem&al Exploration Team，Jiangxi Bureau of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Nanchang 330201) 

Abstract：Jinjiawu gold deposit was found out several years ago by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Team，Jiangxi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It is a large scale metam orphic hydrothermal deposit controlled by a nearly east—west trending structural 

compression alteration belt．Gold mineralization with simple shapes and large scale is located in the structural compression alteration belt．Mineralization 

rou~ y underwent volcanic．sediment—regional metamorphism and deformation—dynamical metamorphism and hydrothermal reformation．Based on expati— 

ation of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neralizing conditions，future ore,prospecting is propo~ t． 

Key words：volcanic sediment。regional metamorphism，structural compression alteration belt，dynamical metamorphism—hydrothermal reformation 

mineralization，Jinjiawu s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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