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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矿床工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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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勘查和开发直接对象的含金地质体是金矿床工业价值的决定性要素, 是金矿床地质特征的本

质规定, 也是人们最易识别和掌握的直观标志, 以此作为金矿床工业类型的分类基础, 划分出 10

类金矿床: (1)石英脉型; (2) 糜棱岩型; (3) 蚀变碎裂岩型; (4) 冰长石- 绢云母石英脉型; (5) 角砾

岩型; (6)矽卡岩型; (7)微细浸染型; (8)红土型; (9)铁帽型; (10)砂砾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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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矿床工业类型划分意义

矿床分类是矿床学和矿床勘查与评价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许多矿床地质工作者从不

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就金矿床而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 关于其分类的论述广泛

见于各种文献.

金矿床工业类型是从金矿床经济价值角度所进行的矿床分类. 其目的在于突出有重要工

业意义的矿床类型, 以便作为勘查开发和研究的重点, 进而深入研究影响矿床工业价值的矿床

地质因素及工业利用条件等. 它是布置金矿床勘查与评价工作的主要依据之一. 矿床工业价值

是以矿床地质因素、社会经济地理因素、经济参数和矿山经营参数为自变量的函数值, 其中矿

床地质因素是诸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 就总体而言, 以往的金矿床地质研究工作多集中于金矿

成矿规律及矿床成因等方面, 对影响金矿床工业价值的因素的归纳与总结及工业类型的研究

较少.

金矿床工业类型的研究可以弥补以往金矿床地质研究的不足, 克服以往金矿床分类不利

于指导勘查与评价实践的缺陷. 金矿床工业类型的研究与识别是金矿床地质勘查项目取舍及

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 矿床地质勘查工作本身就是淘汰无工业价值的矿床, 肯定有工业

价值的矿床, 不断筛选勘查项目的过程. 所以为了搞好金矿地质勘查项目的取舍与投资决策,

降低勘查风险, 研究和识别金矿床工业类型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认为, 在研究和划分金矿床工业类型的基础上, 再对不同类型金矿床的成矿地质环

境、矿床成因等进行研究, 才会对指导金矿地质勘查与评价工作起到更有效的作用.

收稿日期: 1997- 12- 05. 张哲、邵晓东编辑.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　金矿床分类研究历史及现状

对矿床分类是矿业生产活动由个体手工业式向工业化生产转化过程中逐步提出的. 自 16

世纪中叶由 G. A grico la (1495～ 1555) 按矿床形态及位置提出矿床分类方案后, 矿床分类经历

了由形态分类到简单成因分类、再到复杂成因分类几个阶段. 总体上看, 矿床分类的逐步深化

反映了人们对矿床地质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的认识不断深化. 随着矿业生产活动的不断发展, 人

们对识别矿床的标志和影响矿床勘查及开发的矿床地质因素不断加以归纳和总结, 提出了矿

床成因类型、矿床勘探类型、矿床工业类型等. 矿床工业类型一词是 1932 年由原苏联地质学家

提出的,B·M ·克列特尔于 1938 年提出了矿床工业类型分类方案, 此后对矿床工业类型的研

究逐渐发展成为矿床学及矿床勘查与评价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国内外对金矿床工业类型的划分曾提出一些方案, 这些方案在当时对指导金矿床勘查与

评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金矿业的不断发展, 原有的分类方案大多因分类原则不统一、可比

性差和判据不够客观等原因, 在金矿床勘查与评价中已不能有效应用.

我国矿床学者一直比较重视按成因对金矿床进行分类, 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广泛见于

各种文献. 其中早期最有影响者反映在朱夏 (1953)、刘祖一 (1959)、谢家荣 (1965) 等人的著作

中. 近年来, 随着我国金矿地质工作的迅速开展, 新的金矿床类型的发现, 金矿床地质资料和测

试数据不断丰富, 许多从事金矿地质生产、教学、科研的工作者, 在已取得资料的基础上, 提出

了全国或符合某一地区的金矿床成因分类方案, 有的分类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矿床工

业意义,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归纳起来主要有〔1, 2〕: (1) 以成矿作用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2)

以地质构造单元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3)以成矿物质来源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4)以赋矿岩石组

合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5)以元素共生组合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无论繁简, 每个分类方案都有自

己的理论依据和一定的实用意义, 对我国金矿床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 金的成矿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地质过程. 首先, 成矿物质 (包括成矿物质和成

矿介质)具有多源性; 其次, 成矿作用的演化具多 (长)期性; 第三, 矿床的形成具多 (复)成因性.

虽然目前通过地球化学、流体包裹体、稳定同位素以及多种实验技术等在金矿床地质研究中的

应用, 提高了人们对金成矿作用的洞察能力. 但是, 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研究程度尚未达到完全

符合客观实际的阶段. 另外, 不同的研究者采用的分类基础、分类原则和分类方法不尽相同以

及存在认识上的差异, 人们掌握的矿床地质事实也有不够充分之处, 故难以形成一致公认的金

矿床分类方案.

金矿床工业类型的研究从有效指导勘查实践为出发点, 在分类基础中可以避免诸多不确

定性因素, 突出是能表征金矿床地质特征又易于识别的矿床要素, 只有这样, 才能更有效地指

导金矿床的勘查工作, 促进金矿业的繁荣.

3　金矿床工业类型的划分

311　分类原则

金矿床工业类型的研究属于应用学科范畴, 金矿床分类是认识和归纳总结各类金矿床本

质特征的过程. 因此, 金矿床工业类型必须正确反映金矿床地质特征, 揭示各类金矿床间的差

异, 而且有可以把握的标志. 同时要能够有效地应用于金矿床的勘查与评价实践中. 所以合理

选用分类依据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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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 矿床地质因素是影响矿床工业价值最基本的因素, 矿床是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

下能够利用的地质体, 所以在划分金矿床工业类型时主要应老虎以下原则:

(1) 工业利用情况　矿床的工业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在质的方面, 含矿地质体中

有用组分的含量及其分布能够保证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被加以分选和利用; 二是在量的

方面, 即有用组分的储量可以保障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工业化生产. 因此纳入分类的主要是能够

满足上述两方面要求, 即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

(2) 易于识别的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分类的目的是有效地指导矿床勘查与评价. 因而, 划

分类型的标准不仅要反映矿床的本质特征, 而且还要易于掌握, 方能达到矿床分类的目的. 以

金矿床地质研究现状及矿床勘查与评价实践来看, 金矿床与其它许多种类矿床有所不同, 人们

往往并不是直接通过认识金矿物来识别金矿床, 而是通过鉴别含金地质体的特征来寻找金矿

床. 含金地质体的特征就是金矿床地质特征的本质规定, 也是金矿床形成的地质环境和成矿作

用的综合反映. 含金地质体是人们寻找、勘查与评价和开发的直接对象, 是金矿床工业价值的

决定性因素. 因此, 我们认为把含金地质体的特征作为划分金矿床工业类型的准则, 能够反映

各类金矿床的本质特征. 含金地质体的特征, 首先是金矿床的表部特征, 是人们最易认识和掌

握的直观标志. 以含金地质体特征作为金矿床分类基础的分类方案, 可以应用到不同地域指导

金矿床勘查与评价工作.

(3) 简便易行　矿床分类应具有实用性. 因此, 作为金矿床工业类型的划分方案必须简便

易行. 分类方案应力求简化, 过于繁杂则不利于实际应用. 另外, 随着金矿床勘查工作的不断发

展, 分类方案自身也要有发展性. 总之, 在经过简单的野外地质工作和少量室内鉴测工作之后,

就能确定金矿床工业类型归属, 这样的分类方案才是可取的. 如果一个金矿床经过长期研究,

还不能确定其类型归属, 那么矿床的分类就失去了其实用意义. 诚然, 另建新类型是例外.

(4) 传统的命名习惯　某些业已形成的金矿床类型及其名称, 已经广为流传且具很强的

实用性. 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形象客观地反映了该类型金矿床地质特征、形成地质环境及其工业

价值等. 如微细浸染型就是如此, 其命名具有深刻含义. 我们在进行金矿床分类及命名时对前

人这些成果应予以充分重视和利用.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和矿石的综合工艺特性, 即对金矿床的工业要求也应作为矿床工业分

类的因素. 但应当注意的是, 由于现代矿业技术的不断发展, 在金矿床开发利用中, 费用问题是

非常重要的, 这就决定了对具体矿床或矿山开发不同时期的工业要求是变化的. 所以对金矿床

的工业要求具有很强的动态性, 这也就决定了在划分金矿床工业类型时应优先考虑具备工业

价值金矿床的地质要素.

312　分类方案

根据上述原则, 我们所采用的金矿床工业类型分类是从含金地质体入手, 充分考虑了已有

的工业矿床类型, 主要用含金地质体的名称对不同类型金矿床命名, 共分为以下 10 类:

(1) 石英脉型　其含金地质体为含金石英脉. 石英脉中抑或含有较多的其它脉石矿物, 如

钾长石等. 含金地质体的产出严格受断裂系统的控制, 属典型脉状矿床. 矿体与围岩界线分明.

这类金矿床主要产于古板块边缘古老隆起区, 古陆或古隆起区边缘拗陷区或拗拉谷. 此外, 在

古生代板块边缘岛弧带或被动陆缘也有分布. 与上述地质背景相应的容矿岩系为太古宙含金

变质岩系 (多为绿岩地体组成部分) ; 元古宙含金浅变质岩系, 多为变质含碳陆源细碎屑岩,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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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有火山物质; 侵位于古老变质岩中的交代2重熔花岗质杂岩, 以及古生代浅变质岩系, 多为

蛇绿杂岩. 属于本类型的矿床有玲珑、夹皮沟、玉龙、金厂峪、文峪、沃溪、哈达门沟及金厂等.

(2) 糜棱岩型　其含金地质体为含金糜棱岩. 受韧性剪切带控制, 含金地质体呈带状展

布, 矿体与围岩为过渡关系, 金矿化相对较为均匀. 这类金矿床多产于古老地块及其边缘活动

带, 容矿岩石一般为前寒武纪变质岩. 排山楼、河台、金山等金矿床均属此类.

(3) 蚀变碎裂岩型　其含金地质体为含金蚀变碎裂岩. 与石英脉型一样, 含金地质体受断

裂破碎带的控制. 围岩蚀变发育, 矿体与围岩为过渡关系. 这类金矿床常以矿体形态简单、规模

宏大、品位稳定而显示出其巨大的工业价值. 其分布及产出围岩与石英脉型金矿床基本一致.

焦家、新城、三山岛、上宫、银洞坡、葫芦沟、老王寨等金矿床均属此类.

(4) 冰长石2绢云母石英脉型　本类型金矿床含金地质体为含金石英脉. 之所以将这类金

矿床从石英脉型中独立出来, 是因为这类金矿床与前述石英脉型金矿床相比在矿床特征、成矿

地质环境方面均有其独特之处. 这类矿床中, 含金地质体以含有大量低温矿物组合为特征, 如

玉髓状石英、特征的冰长石、胶状黄铁矿等. 含金地质体的产出多受火山机构或与火山活动有

关的构造裂隙系统的控制. 在我国东部本类金矿床主要产于古陆核或中间地块中生代上叠火

山盆地、板内中生代火山岩带, 在西部主要产于晚古生代岛弧期后裂陷盆地中. 其容矿岩石多

为中酸性火山岩、次火山岩. 属于本类型金矿床者如团结构、刺猥沟、奈林沟、八宝山、阿希、马

庄山等.

(5) 角砾岩型　其含金地质体为含金角砾岩. 含金角砾岩的产出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受火

山构造或与之有关构造控制的并由火山2浅成侵入活动所形成的; 另一种是受断裂构造控制,

并在区域性断裂活动过程中形成的. 前者如祁雨沟、归来庄等, 后者如陕西双王、二台子等. 角

砾岩型金矿床产出地质环境多为中生代火山2浅成侵入活动带及区域性断裂强烈活动地区. 容

矿岩石复杂多样.

(6) 矽卡岩型　其含金地质体为含金矽卡岩. 矿体形态复杂, 其产出受接触带构造控制.

矿石成分复杂, 共 (伴) 生组分多, 常构成金2铜共生矿床. 在我国这类金矿床主要产于长江中

下游地区, 即产于大陆活化拗陷区内拗陷褶皱带的局部隆起区. 容矿岩石为碳酸盐岩与以同熔

为主的中生代中酸性侵入岩接触部位的热变质2交代岩石. 属于这类金矿床的有鸡冠咀、鸡笼

山、马山、鸡冠石、金口岭等.

(7) 微细浸染型　其含金地质体为含金蚀变破碎泥质细碎屑岩、碳酸盐岩及硅泥质岩石

等. 之所以称之为“微细浸染”, 是因为其含金地质体中的金矿化呈浸染状, 金矿物呈微细粒存

在, 多为不可见金. 这类金矿床金以低品位大矿量为特征. 随着金的氰化浸出技术的不断提高,

这类金矿床的巨大经济价值得以逐步显现. 该类金矿床主要产出于不同大地构造单元的边缘

过渡带和褶皱造山带中. 容矿岩石主要为古生代- 三叠纪泥质细碎屑岩、硅泥质岩石及碳酸盐

岩, 有的含有火山物质. 现已发现的这类矿床主要分布于黔西南、桂西北、川西北、西秦岭及湘

中地区. 如紫木凼、烂泥沟、戈塘、金牙、高龙、东北寨、丘洛、拉尔玛、大水等.

(8) 铁帽型　这类金矿床的含金地质体为含金铁帽风化壳. 目前所发现的这类矿床虽然

储量不大, 但具埋藏浅、矿石易采选的特点, 因而具有较高经济价值. 这类金矿床的产出环境为

发育含金基岩、金矿化体或有含金的硫化矿床的地区. 所以, 铁帽型金矿床分布的地区往往是

原生金矿化或铜、铁等金属矿化集中区, 如长江中下游地区. 此外, 干湿交替或湿热的气候及有

711　第 2 期 李景春等: 中国金矿床工业类型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利的地形——泄水条件也是该类型金矿床成矿环境的重要因素. 属于本类型金矿床的有黄狮

涝山、新桥、桃园、吴家等.

(9) 红土型　该类型金矿床含金地质体为含金红土风化壳. 其特点是埋藏浅、储量大, 大

矿量低品位矿石与极富矿石并存, 矿石易采选. 由于现代金浸出技术的不断完善, 对该类型矿

床矿石含金量要求很低, 因而具有很高经济价值. 这类金矿床形成于湿热气候地区, 在含金红

土风化壳之下要有易于红土化的原生含金地质体, 并有良好的地形——泄水条件. 该类型金矿

床在我国并不多见, 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及云贵等地有所发现. 规模较大者, 要数湖北蛇屋山.

(10) 砂砾层型　砂砾层型金矿床, 是指赋存于中—新生代各类陆相盆地及第四系堆积物

中的金矿床, 其含金地质体为各种含金砂砾层. 其中最具工业价值的为第四纪砂金矿. 含金砂

砾层一般赋存于河床、河漫滩及阶地中. 这类金矿床在各省 (区) 均有不同程度的产出. 其形

成环境主要为矿质来源丰富, 有缓慢升降且上升幅度大于下降幅度的新构造运动, 且有径流水

量充足的永久性河流的地区.

上述分类方案与前人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优先考虑了含金地质体的特征; 把金矿床勘查与

开发的直接对象作为矿床分类的基础和主要准则, 并纳入了新发现的金矿床, 是一种简便实用

的分类方案. 同时, 也避免了许多有争议的因素.

综上, 各矿床类型及其简要特征可概括在表内.

应当指出的是, 金矿床类型的划分方案是一个动态概念, 并非一分而终了. 随着技术经济

的进步、矿山经营参数的改变等, 可以预料, 会有一些新的含金地质体被发现, 这样就会在金矿

床类型中增加新的成员. 自然界中, 某些不同矿化形式可以由同一种成矿作用所形成, 如石英

脉型与蚀变碎裂岩型在这方面就表现的非常明显, 在许多情况下是同一地质作用在不同性质

的断裂裂隙系统中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控矿断裂在不同标高或不同活动期等性质的差异, 在

矿床类型上必然不会有一条截然的界线, 如同一矿床内会出现含金石英脉与含金蚀变岩共存

或过渡, 甚至一个矿体由含金石英脉和含金蚀变岩共同组成. 我们认为, 对于具体矿体的类型

归属应取决于以何种含金地质体为主.

文中主要讨论了独立金矿床工业类型, 但在生产实践中, 伴生金也占有一定比重, 自古至

今, 伴生金主要来源于各种成因的有色金属矿石中, 尤其是铜矿石. 在铜矿床中, 伴生金储量相

当可观. 但无论如何, 其中的金也只能是矿石加工时的副产品, 在矿床勘查时, 也只是作为伴生

组分加以考虑, 所用的勘查方法都是针对主元素进行的, 因此在划分金矿床工业类型时没有纳

入伴生金矿床.

最后要指出的是, 我们在进行金矿床类型划分、矿床地质研究及矿床勘查时, 首先应着眼

于含金地质体的研究, 包括矿体的内外部特征及其相关地质事实, 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其形成

过程、产出地质环境等会对指导金矿床勘查、提高找矿效率起到更为有效的作用, 这也是我们

在进行金矿床工业类型研究时始终强调的一个朴素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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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 ERC IAL TY PES OF GOLD D EPOSITS I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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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u riferou s geo logica l body is the m ajo r and direct facto r to define the comm eria l value of

a depo si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au riferou s bodies, the go ld depo sits in Ch ina can be

comm ercia lly classif ied in to 10 types, w h ich are (1) au riferou s quartz, 　 (2) au riferou s m y2
lon ite, 　 (3) au riferou s altered cataclasite, 　 (4) au riferou s adu lar2sericite quartz, 　 (5) au2
riferou s b reccia, (6) au riferou s skarn, (7) f ine imp regnated m inera liza t ion, (8) au riferou s

go ssan, (9) au riferou s la terite, and (10) au riferou s sandy g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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