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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文章在对苏丹东北部金矿区域构造背景、含金建造及金地球化学特征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分析了哈塞、洁比特、瑞达和哈马迪等 4 个研究程度较高的典型金矿床的矿体赋存规律、矿床类型和
金矿石的结构构造等特征,认为该地区至少存在石英脉型、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和韧性剪切带等 3 种以
上金矿床类型。 金矿床的形成与岩石建造、构造作用关系密切,总结了苏丹东北部的金成矿规律,提出
了在苏丹东北部沙漠覆盖区采用遥感、区域化探等新技术开展金矿勘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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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苏丹东北部包括苏丹红海州、卡萨拉州和尼罗
州,是非洲大陆一个重要的金矿聚集区,也是人类最
早进行采岩金活动的地区之一。 区内洁比特金矿及
周边考古发现有 3500 年前古埃及人采金遗迹。 目
前在区内已经发现和开发的金矿有:哈塞(Hassai)、
洁比特(Gebeit)、瑞达(Rida)和哈马迪(Hamadi),
等等。 随着苏丹政局稳定、鼓励矿业开发政策的落
实,找矿工作的不断深入,勘查成果越来越多,引起
众多国际矿业公司关注(宋国明,2004)。

本文作者利用近年本人在苏丹东北部选区选块

和在哈马迪金矿区从事找矿、科研取得成果,参阅掌
握区域资料,从苏丹东北部金矿形成地质构造背景
出发,结合研究程度较高的矿床地质特征,分析金矿
富集规律,对该区金成矿潜力进行了分析,为在该地
区金矿勘查提供思路。

1摇 区域地质背景
苏丹东北部地处阿拉伯-努比亚地盾努比亚地

区,位于红海西侧。 阿拉伯-努比亚地盾形成于新
元古代岛弧和弧后增生过程(Deschamps and Les鄄
cuyer, 2002),由众多小的古地块拼接而成,属泛非

运动范畴。 有关研究( Stern,1994;Hargrove,2005)
确定了古地块(体)间缝合带(图 1)。

图 1摇 苏丹东北部古板块缝合带及金矿位置
Fig 1摇 Map showing ancient plate sutures and gold

mines in Northeast Sudan
1-缝合带;2-新元古界;3-金矿区位置及名称
1-suture zone; 2-Neoproterozoic; 3-gold mine

苏丹东北部地层以中-低变质程度的变质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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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和变质火山岩嵌套组成,相当于绿片岩到绿帘角
闪岩相。 岩性以云母片岩、角闪片岩、绿泥片岩和钙
硅质岩为主,角闪片岩、云母片岩和剪切花岗质岩脉
是金矿赋存层位。 一些地区杂岩体中可见到成组的
弧形或放射状的花岗质和基性岩脉,也有石英脉赋
存其中。

区内岩浆作用以变质期前和构造变质作用过程

中为主,锆石 U-Pb 年龄研究结果显示主要有 4 个
岩浆作用期(M1 ~ M4):M1 (825 ~ 800 Ma) 和 M2
(785 ~ 745 Ma)岩浆岩主要在消减作用和地壳新生
时侵入,是构造作用前期或同期的产物,与缝合带碰
撞作用引发的应变有关。 其同位素特征是高 着Nd
初始值(+5. 8 ~ +8. 5),与火成岩的 Nd 模式年龄接
近。 M3 (700 ~ 633 Ma) 和 M4 (600 ~ 565 Ma)为构
造期后侵入的岩浆岩,可能与由于在东非造山期沿
着缝合带的碰撞形成的深成岩有关。 M3 ~ M4 单元
具低 着Nd初始值( +7 ~ +4)特征,不同于火成岩的
Nd模式年龄,可能为下地壳就地重融的产物。 另
外,区内可见受变质基性岩脉和新生代喷发形成的
玄武岩(Stern,1994)。

区内构造以褶皱为主,可划分为 3 期,第一期为
同斜平卧褶皱,第二期为轴向 NE-SW 的紧密褶皱,
第 3 期为近 N-S向宽缓褶皱,并伴随有左旋走滑断
裂,形成较具规模的剪切带。

2摇 主要岩相特征及金地球化学特征
2. 1摇 主要岩相特征

通过笔者地质路线调查和矿区找矿地质工作认

为:苏丹东北部变质岩以各类片岩为主,局部可见片
麻岩、变粒岩、斜长角闪岩和大理岩。 片岩按特征矿
物和主要矿物含量可分为石英片岩、云母片岩和角
闪片岩等。 各岩类岩矿石标本鉴定报告综合如下:

1) 石英片岩类
灰-浅灰色,鳞片粒状变晶结构、斑状变晶结

构,变斑晶多为石榴石和角闪石,少量黑云母和绢云
母。 基质具鳞片变晶结构,主要由石英和钠长石、方
解石、黑云母、白云母及微量金属矿物和副矿物磷灰
石等组成。 片理构造十分发育,普遍可见二期面理。
组成矿物有石英 (40% ~ 60% )、角闪石 (2% ~
20% )、黑云母(0 ~ 30% )、白云母(0 ~ 30% )、钠长
石(3% ~ 20% )、石榴石(0 ~ 15% ),方解石(0 ~
20% ),部分岩石中含少量绢云母、蓝晶石和矽线
石。

摇 摇 2) 云母片岩类
该岩类以灰色调为主,颜色深浅有较大变化,是

黑云母含量变化的反映。 具粒状鳞片或鳞片状变晶
结构,部分岩石为斑状变晶结构,变斑晶常为石榴石
和黑云母。 岩石主要由云母(逸35% )、钠长石(0 ~
25% )、石英(10% ~45% )、石榴石(2% ~ 18% )、方
解石(0 ~ 25% )、绿泥石(0 ~ 8% )、菱铁矿(0 ~ 5% )
等组成。 微量黝帘石、硅灰石和其它金属矿物。 片
理构造十分发育,普遍可见二期面理。

3) 角闪片岩类
该岩类多呈灰黑-绿黑色,纤-粒状不等粒变晶

结构,片状构造。 岩石主要由角闪石(逸50% )、石
英(15% ~30% )、钠长石(5% ~ 15% )、黑云母(2%
~10% )等组成。 微量磷灰石、菱铁矿和其它金属
矿物。 该岩类和斜长角闪岩的区别主要是角闪石含
量和片理的发育程度。

4) 片麻岩类
该岩类多呈灰色,片麻理明显,鳞片粒状变晶结

构。 按矿物含量可分为斜长角闪片麻岩、石榴子石
角闪片麻岩、云母斜长片麻岩。 矿物成分主要由黑
云母(4% ~12% )、斜长石(20% ~ 50% )、石榴子石
(5% ~ 20% )、钾长石(10% ~ 25% ),石英(7% ~
38% )等组成。 黑云母多为棕褐色,斜长石以钠长
石为主,钾长石以微斜长石为主。 部分片麻岩中含
自形锆石、磷灰石等副矿物,个别见矽线石。

5) 变粒岩
该岩类呈灰-深灰色,块状构造,粒状或鳞片粒

状变晶结构。 主要矿物有:石英(35% ~ 60% ),钾
长石(0 ~ 30% ),斜长石(0 ~ 25% ),黑云母(0 ~
12% ),白云母(<5% ),石榴石多为铁铝榴石,部分
变粒岩中含绿色普通角闪石。

6) 斜长角闪岩
该岩类呈深灰绿色-灰色、灰绿色,块状构造,

粒纤状或纤粒状变晶结构。 主要矿物:斜长石
(10% ~ 58% ),平均 48. 8% ,角闪石 ( 10% ~
72% ),平均 41. 99% ,其次是黑云母(0 ~ 10% )、石
英(0. 5% ~ l5% ),部分岩石含少量绿帘石。 副矿物
中磷灰石、榍石、磁铁矿较多,含量高时可达 3% ,斜
长石以钠长石为主。

7) 大理岩类
该岩类呈灰白色-白色,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

造,或因变形而常具强烈流变组构。 主要矿物有方
解石(>50% )、石英、金云母、透闪石、透辉石和钾长
石等。 区内更多情况出现的是碳酸盐岩脉中菱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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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达 30% ,与白云石条带相间分布。
区内变质岩经过多期变形、变质改造,内部整个

区域经历构造作用相同,但由于处于沙漠覆盖区域,
区域基础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变质岩石原始沉积序
列仍未厘清,变质岩体厚度巨大,不同的工作区有着
不同的认识,对应性也较差。 区域范畴的岩组划分
工作较难统一。
2. 2摇 金地球化学特征

从区内各岩类化探原始数据中的计算结果看

(表 1),本区金背景值较高,区内各岩类金质量分数
平均为 29. 99 伊10-9,各岩类均高于地壳克拉克值
(3. 5 伊 10-9 ), 而角闪片岩平均值最高 (126. 43 伊
10-9),也反映角闪片岩构成了初步富集“矿源层冶
的主体,金矿体也与角闪片岩(原岩为基性岩浆岩
或火山沉积物)在空间上有着密切关联( Joann侉s et
al. , 2002)。 冲积物中金含量高于基岩,说明风化
作用使金元素一定程度富集,并且在局部形成可以
开发利用的砂金矿。

表 1摇 区内各岩类金(伊10-9)地球化学特征
Table摇 1 Statistics of gold-bearing ratios of rocks

(unit:伊10-9)

岩石类别 统计样品数 最大值 平均值

石英片岩 11 105 13. 27

云母片岩 439 567 23. 33

角闪片岩 97 9963 126. 43

含碳酸盐条带角闪岩 271 467 22. 90

安山岩 13 286 29. 08

黑云片麻岩 51 138 8. 92

含铁白云岩 839 1764 24. 51

辉长岩 52 225 12. 96

花岗闪长岩 166 493 9. 57

基性岩 73 293 25. 67

大理岩 3 20 8. 33

各岩类总体 2015 9963 29. 99

冲积物 1190 8829 35. 07

摇 摇 注:数据来源于 Joann侉s C. , Vadala P. (2002),由本文作者整
理。

3摇 区内典型金矿床
3. 1摇 哈塞(Hassai)金矿

哈塞金矿地处红海州,是目前苏丹国最大规模
的生产矿山,包括哈塞南等 14 个矿段,已生产黄金
60 余吨,近地表的矿床氧化富集带大多将要采尽。

哈塞金矿区的矿床工业类型有次生氧化富集矿

床、石英脉型和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矿床(VMS)3
种类型。 赋存于元古代形成的 Ariab 绿岩带内。 围
岩包括双峰式火山岩、火山和碎屑沉积地层和晚期
侵入的花岗岩。 大多数矿体与 Ariab 岩系关系密
切。

Ariab岩系大致可分为 5 个岩石单元(图 2):A,
玄武岩,被闪长岩和辉长岩切割;B,由厚层安山质
和英安质熔岩夹火山碎屑岩组成;C,由酸性的富 Na
流纹质和流纹英安质熔岩、凝灰岩和岩丘组成,又可
分为 2 个细分岩组:C1(主要是熔岩)分布范围十分
有限,呈层状处在 B 单元中;C2(凝灰岩为主)在矿
区内分布广泛,覆盖于 B单元顶部;D单元是块状硫
化物和金矿床赋存的主要层位,厚度不大 (10 ~
100m)且不连续,岩性主要包括中性-基性熔岩,覆
盖于 C2 酸性火山岩之上。 一般情况下,D单元下部
有块状硫化物;E,与火山岩整合,原岩为厚大的沉
积岩。

图 2摇 Ariab组地层示意图
Fig. 2摇 Sketch showing strata of the Ariab Formation

区内整个历史时期有几个期次的深成岩,有些
与火山沉积作用同期,但大多数形成于构造作用期
后。 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区内
岩浆作用从拉斑玄武质岛弧火山作用向钙碱性熔岩

作用演化,前者是岩组的基础,后者与矿化作用有
关。

火山岩分布于 NEE-SWW 向展布的复式背斜
的核部,倾向 NW,伏于沉积岩下方。 区内发生 2 期
褶皱作用,1 期平行于片理面,2 期应力方向垂直于
1 期,造成了岩层产状的变化。

3 组断裂(走向 NEE、NW、NNE)切穿所有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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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塞矿区 Ariab 岩组内出现的 3 种金矿化类
型分别叙述如下:

1)氧化带和石英-高岭土-重晶石(SBR)型金
矿床

此类型矿床是区内重要的金矿化类型,以金在
铁帽和石英-高岭土-重晶石(SBR)中富集为重要
特征。 铁帽和石英-高岭土-重晶石(SBR)均是下
伏的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多金属矿床(VMS)在地
表风化的产物。

该区内前期的采矿活动也主要是在氧化带进

行。
2) 含矿石英脉型金矿
含矿石英脉型金矿,矿化发生在石英细脉、网脉

及石英脉两侧。 金矿化作用时间仍未厘清。 对石英
脉铅同位素测年显示石英脉是早期形成,侵位于相
邻的矿化或无矿化花岗岩。 金元素的重新活化或独
立的金矿化作用导致了石英脉的变形。 矿化发生在
绿岩带内变质岩中的石英脉中度变形部位,显示了
中温金矿床的特点,同时引起石英脉围岩也矿化蚀
变。

3) 火山成因 Cu-Au-Zn块状硫化物矿床
块状硫化物矿床与火山作用有关,也是 Ariab

元古界绿岩带的一部分。 大多数矿床赋存在 D 单
元地层中,处于 Ariab岩系分异火山岩系列的上部。
火山岩成分显示双峰特征。

多数 VMS矿体呈板状,厚 0. 3 ~ 25m,最长可达
2500m。 硫化物呈块状,细粒结构,层状构造,局部
为角砾状构造。 富含黄铁矿、闪锌矿和黄铜矿,少量
磁黄铁矿、方铅矿、黝铜矿和毒砂。 热液蚀变由内向
外分别为硅化、绿泥石化和绢云母化,有时可见碳酸
盐化。

通过铅同位素测年确定 VMS 矿床形成于 702依
15Ma(Barrie,2008),对应于 M3 岩浆作用阶段。

目前深部勘查发现,VMS 型金矿体下部富含
铜、锌等有色金属,构成了“上金下铜(锌)冶的成矿
系列。
3. 2摇 洁比特(Gebeit)金矿

洁比特金矿地处红海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
矿山之一。 截至目前生产黄金超过 5000kg。 目前
勘查工作在原有采区外围和深部实施。

洁比特金矿赋存于一组安山质火山岩和火山沉

积岩中。 岩性为互层状凝灰岩组、斑状安山岩、安山
质碎屑岩和细粒凝灰岩等(任小安等,1998)。

洁比特金矿位于走向近南北并向南倾伏的区域

性弧形背斜轴部范围内,由一系列含金构造剪切带
组成。 剪切带规模及含金性等特征变化较大。 含金
剪切带一般由块状深灰色石英脉-含石英脉的剪切
凝灰岩-主剪切带组成,且多被小剪切带或岩墙切
割破坏,矿带两端也多终止于不含矿或具微弱金矿
化的剪切带或岩墙。

洁比特矿区的金矿化作用及相应的热液蚀变平

行于区域构造,呈 NE向延伸,金矿化作用受地层控
制明显,多局限于凝灰岩和安山岩接触带内。

矿区内共有 9 条主要含矿脉带。 脉带主要受构
造控制,矿体呈脉状或透镜状,品位变化较大,连续
性较差。 品位在 1. 0 ~ 38. 4伊10-6之间。

矿区内金矿物主要以自然金形式赋存在 3 种类
型的矿物中,即脉石矿物:包括石英、绿泥石、绢云母
粘土矿物等;矿石矿物:包括毒砂、黄铁矿、白铁矿、
黄铜矿、闪锌矿等;表生矿物:包括褐铁矿、蓝铜矿、
臭葱石等。 金颗粒大小多在 0. 01 ~ 0. 05mm,最大
可达 1 mm以上,主要呈片状、小颗粒状,包裹状或
亚微粒状赋存于石英脉及其它矿物中,其中尤以石
英、毒砂、黄铁矿中金含量较高。

矿区内近矿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毒砂化、黄铁
矿化、绿泥石化、片理岩化以及绢云母化、碳酸盐化
等,其中硅化、毒砂化、片理岩化等与金矿化关系密
切。
3. 3摇 哈马迪(Hamadi)金矿

哈马迪金矿地处尼罗州尼罗河西侧,目前一座
年产 10 万吨的露采-堆浸矿山在生产,已生产黄金
200 多公斤。 在区内 7 个矿段共圈定 23 条石英脉+
蚀变岩型金矿体,矿体平均品位 1. 01 ~ 16. 9伊10-6。

区内出露的地层为一套新元古界中深变质岩组

合,岩性岩性主要为片麻岩和片岩,呈互层状。 大量
分布的石英呈透镜状或脉状产于片岩、片麻岩的面
理或各种张性裂隙中(胡建勇等,2008;张道忠等,
2009;赵鹏等,2009)。

矿区岩层由于受构造影响,在西部和北部的片
(麻)岩的片(麻)理总体呈 NEE-NE 向展布,倾向
NW,倾角 20毅 ~ 50毅。 在东部片(麻)理方向近 SN、
倾向 SWW-NWW,倾角 40毅 ~ 70毅(图 3)。

金矿体受褶皱构造、片理化带及张性断裂、岩性
等控制,主要产在哈马迪背形的核部和两翼。 矿体
赋存在蓝灰色石英脉及两侧围岩蚀变带内。 矿体呈
脉状、透镜状。 产状大多与围岩一致,极少数矿体产
于穿层裂隙内。

矿石中金以自然金形式存在。 金属矿物有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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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哈马迪金矿地质图
Fig. 3摇 Geologic map of the Hamadi gold deposit

1-第四系坡积物、冲积物及风成沙;2-石英云母片岩;3-绿
片岩;4-角闪片岩;5-斜长角闪片麻岩;6-含矿片理化蚀变
带;7-石英脉;8-闪长玢岩脉;9-大理岩;10-金矿体及编号;

11-及矿化蚀变体及其编号;12-地质界线
1-Quaternary;2-quartmica schist;3-green schist;4-amphibole
schist;5-plagioclase amphibole gneiss; 6-ore-bearing alteration
belt;7-quartz vein;8-diorite porphyrite;9-marble;10-ore-

body;11-mineralization belt;12-geological boundary

矿、毒砂和少量的白铁矿,次生氧化铁矿物为褐铁
矿,偶见孔雀石;脉石矿物有石英、石榴石、钠长石、
绢云母、角闪石,次为斜长石、铁白云石、绿泥石等。
矿石的结构主要是:它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假象结
构、交代镶边结构、交代残留结构、交代蚕蚀结构、环
状结构。 矿石构造为:浸染状构造、细脉状构造、块
状构造等。 区内出露的地层为一套新元古界中深变
质岩组合,岩性岩性主要为片麻岩和片岩,呈互层
状。 大量分布的石英呈透镜状或脉状产于片岩、片

麻岩的面理或各种张性裂隙中(胡建勇等,2008)。
矿区岩层由于受构造影响,在西部和北部的片

(麻)岩的片(麻)理总体呈 NEE-NE 向展布,倾向
NW,倾角 20毅 ~ 50毅。 在东部片(麻)理方向近 SN、
倾向 SWW-NWW,倾角 40毅 ~ 70毅。

金矿体受褶皱构造、片理化带及张性断裂、岩性
等控制,主要产在哈马迪背形的核部和两翼。 矿体
赋存在蓝灰色石英脉及两侧围岩蚀变带内。 矿体呈
脉状、透镜状。 产状大多与围岩一致,极少数矿体产
于穿层裂隙内。

矿石中金自然金形式存在。 金属矿物有黄铁
矿、毒砂和少量的白铁矿,次生氧化铁矿物为褐铁
矿,偶见孔雀石;脉石矿物有石英、石榴石、钠长石、
绢云母、角闪石,次为斜长石、铁白云石、绿泥石等。
矿石的结构主要是:它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假象结
构、交代镶边结构、交代残留结构、交代蚕蚀结构、环
状结构。 矿石构造为:浸染状构造、细脉状构造、块
状构造等。
3. 4摇 瑞达(Rida)金矿

瑞达金矿地处尼罗州尼罗河东侧,年产 100 万
吨矿石的矿山于 2009 年底建成,目前处试生产阶
段,已生产黄金近 100kg。

瑞达金矿区的变质岩岩性与哈马迪相同。 矿体
赋存在走向为 NNE 向的剪切带内。 目前开采对象
是一条 200m 宽的矿体,控制长度 600 余米。 矿体
平均品位 2. 43伊10-6。 走向 NNE,倾角 70毅。 糜棱岩
化、砂糖状石英是矿体的主要特点,蚀变强度和糜棱
岩化对应。 由内向外形成一定的蚀变分带主要围岩
蚀变是: 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方解
石化。

金矿体明显受韧性剪切带控制。 矿体呈带状展
布,矿体规模较大。 矿化剪切带包括剪切石带内的
石英细脉和碳酸盐岩,大部分细脉几乎平行方向产
出,金和硫化物就产在石英细脉中,矿化类型是充填
裂隙石英脉。

矿石中金以自然金形式存在。 金属矿物有黄铁
矿、毒砂。 脉石矿物有石英、绢云母、绿泥石、碳酸
盐、钠长石、角闪石等。 地表高岭土化强烈。 矿石的
结构主要是:它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假象结构、交
代结构、压碎结构。 矿石构造为:糜棱片理化构造、
块状构造等。

4摇 苏丹东北部金矿床成因类型及控矿因素
苏丹东北部是阿拉伯-努比亚地盾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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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非洲大陆重要的金矿聚集区。 区内“矿源层冶
广泛分布,全区均经历相似的构造变质作用,具备金
成矿作用所需热源、物质来源的成矿前提。 苏丹东
北部金矿的基本特征是:

1) 苏丹东北部金矿床产出于古老块体边缘。
至少有 3 种类型金矿床,即前寒武纪形成的火山成
因块状硫化物矿床、与区域构造变质作用有关的石
英脉及其蚀变岩型金矿床和与韧性剪切带有关的金

矿床。
2) 地层岩石对成矿的专属性。 绿岩带及其中

的火山变质岩对金的成矿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大
多数脉状金矿床产出在以原岩为镁铁质火山岩的变

质岩系中。 成熟的绿岩带和岛弧环境的海底火山作
用是金成矿的有利条件。

3) 构造对金矿床形成甚为关键。 火山变质作
用不同尺度的构造控制着矿床(矿脉)密集程度和
矿床类型。 脆-韧性剪切转换域是形成韧性剪切带
型金矿的构造条件,也控制着变质作用,次一级的断
裂构造、层间滑脱构造和片理化构造,对矿床矿体产
出具明显的控制作用(沈柳生等,2008)。 古老火山
机构(隐爆角砾岩筒)构造是 VMS 矿床的导矿和容
矿构造(徐克勤等,1996)。

4) 有用成矿元素较单一。 除已发现的哈塞矿
区 VMS矿床中出现“上金下铜冶,并伴有 Zn 元素富
集之外,其余矿床成矿元素仅有 Au(Cottard et al. ,
1986 ; Abu Fatima ,2006)。 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显
示,与金元素亲缘性较好的 Ag、As 等元素也未显示
明显的异常,达不到综合回收利用的要求。

5摇 成矿远景分析
苏丹东北部是金矿的集中区,至少存在 3 种重

要的矿床工业类型金矿,尤其是 VMS 型矿床品位
高、规模大。 该区仍有广阔的地质找矿工作空白或
工作程度较低的区域。

1) 该区处于阿拉伯-努比亚地盾西南部,出露
地层为元古界原岩为火山和碎屑沉积岩的变质岩提

供了金矿物的物质来源;经历了漫长的变质-变形-
构造运动-为金成矿提供了动力场。

2) 金矿床不同的类型对应于不同的地质环境
(周云满等,2009)。 VMS 型金矿与火山喷发(或浅
成侵入)岩筒有关,其深部有着发现铜锌等金属矿
藏的前景;已经发现的韧性剪切带型金矿赋存在区
内大型韧性剪切带内;石英脉型金矿的分布与古地
块缝合带和含金岩相构造有关。

3) 由于本区处于风成沙(砾)覆盖地区,矿体
氧化深度浅,工作程度较低。 针对各种金矿类型赋
存特征和成矿机制,在工作空白区查找有利成矿地
质体,有望取得找矿突破。

4) 工作手段可以借助精细遥感、深穿透物探技
术和土壤地球化学调查等划分岩相,了解其展布特
征,圈定异常,指出成矿地质条件相似的远景地区,
重点是查寻未发现的古老火山机构。 从而对远景区
开展地表工作恢复原岩建造,查明火山机构,做出靶
区预测。

该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工作空白区广阔,具有
较大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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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logeneis and Prospect of Gold Deposits in Northeast Sudan

HU Jian-yong1, YANG Lun2, LI Hui1, LIU Jian-quan1

(1. Tianjin North China Geological Exploration General Institute, Tianjin摇 300170;
2. Tianjin North China Geological Exploration Bureau, Tianjin 300170)

Abstract:Based on the regional tectonic setting, gold-bearing formation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s of gold mines in Northeast Sudan, we have ana鄄
lyzed ore-body occurrence regulations, deposit types and their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representative gold deposits that are well studied,i. e. the
Hassai, Gebeit, Rida and Hamadi gold mines. It is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gold deposits in this region, which are quartz vein, duc鄄
tile shear zone and volcanic massive sulfide (VMS) types. The gold mineralization is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host rock formations and tectonics. We pro鄄
pose a new approach for surveys of gold deposits in deserts of Northeast Sudan by using remote sensing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Key words:ductile shear zone, VMS deposit, metallogenic prospect, S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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