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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以板块构造理论 为指导
,

依据矿床在成犷作用
、

主要控矿 因素
、

矿石 建造和组

构
、

容矿岩石 建造等方面的特征对 已知金矿划分为 个 系列 种成 因类型
,

并举例说明 了各

类金矿在不 同岩石建造 中的表现样式
,

将所有金矿归结为 内生 和外生两个群
。

关健词 金矿床 系列 类型

一
、

引 言

年代全世界兴起的
“

找金热
” ,

导致发现了一些新的金矿类型 杨敏之料
, 。

这

也要求科学家们制定新的更合理的金矿分类方案
。

山
、 〔幻 、

涂光炽 〔 , 、

胡受奚 〔‘〕、

朱

奉三 〔 〕
等学者作了新的分类尝试

。 、

和涂光炽都十分重视容矿岩石建造的性质
,

胡

受奚强调了矿石建造的作用
,

朱奉三则主要依据成矿作用的特征
。

他们的工作对金矿找寻和

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

笔者在近年对金矿床成因的研究中体会到成矿作用
、

控制矿床定

位的主要因素
、

矿石矿物建造和结构构造
、

容矿岩石建造 性质和构造背景 等因素是研究

矿床成因
、

建立成矿模式
、

预测矿床类型和选择找矿靶区时所必须考虑的
。

本文拟根据这些

因素对金矿分类做新的探讨
。

二
、

金矿 分类的依据和原则

笔者通过对豫西金矿的实际研究
,

结合国内其它研究成果
,

以板块理论为指导
,

根据矿

床的成矿作用
、

定位因素
、

矿石建造和组构
、

容矿建造等方面的特征
,

将已知金矿分为 群

系 型和若干式 见下
。

具体划分步骤是 按成矿作用的类别 是内生还是表生 划分出

内生金矿群 即山金或原生金矿 和外生金矿群 或称次生金矿群 按主要控矿因素的差别

划分出岩浆金矿系等 个系列 主要依据矿石建造
、

结构
、

构造等的特征划出 种类型 按

容矿建造的不同对各类型矿床划分式
。

笔者遵循的划分原则 或宗旨 是 ①划分方案能体现出前述四项指标的作用及四项指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 杨敏之 年 金矿床新类型

、

金矿床地球化学
、

金矿床成矿预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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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内在联系
。

②尊重已有的习惯
,

包容前人的研究成果 在不失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
,

不与前人的工作有出入
。

例如
,

细粒浸染型似可包括在蚀变矿碎带型之 内
,

但考虑此类型 已

为学者使用 常称卡林型
,

为避免概念混淆
,

本文仍将其作为一种类型划分
,

并限定其容矿

岩石建造以含大量碳酸盐为标志
。

③避免模棱两可或相互包容的概念
。

④方案重点突出系和

型的划分意义 并以型作为最重要的适于各地区的基本单位
,

系是成因上彼此相联或相近的

型的组合
。

⑤式是针对某些特定的围岩条件而划分的
,

服务于一定岩石区域内的具体找矿工

作
。

如上宫式金矿限于熊耳群火山岩的分布区
。

⑥方案有利于实际工作
,

尤其有利于靶区选

择和金矿系
、

型的预测
。

例如
,

在碰撞造山带地区
,

应重点找岩浆金矿系列和断裂金矿系列

的金矿 并可按照碰撞造山成岩成矿模式 〔的具体找矿
。

三
、

金矿床划分方案简述及实例

、

内生金矿群 矿床由内生地质作用形成
,

矿体有一定的形态和产状
。

岩桨金矿 系 岩浆岩控制着矿床的产出和矿化
,

矿床的形成与岩浆活动有直接的关系
。

没有岩浆岩
,

就没有矿床
。

在时间
、

空间和成因上
,

岩浆活动是矿床形成的必要条件
。

、

爆破角砾岩型 矿化发生在火山隐爆 —爆破角砾岩筒内及由其引起的裂隙系统内
。

成矿热液主要源 自岩浆
。

矿体形态多为筒状
,

矿石以角砾状
、

网脉状为主
。

按岩浆的物造背

景和岩石组合分式

祁雨沟式 产于碰撞型造 山带 内
,

即薄皮构造作用带 亦称陆内俯冲或 型俯冲

带
。

以熊耳山的祁雨沟隐爆角砾岩带为代表
。

斑岩型 矿化发生在斑岩体内或其附近的围岩中
,

成矿溶液主要源 自岩浆
。

矿石以网

状和角砾状为主
。

金多作为铜
、

铝或多金属矿床的伴生矿床
。

按斑岩体所在岩套的性质 由

构造背景决定 分式
。

德兴式 产于碰撞型造山带的岩浆岩组合内
。

以江西德兴铜矿为代表
,

该矿的金伴生

于斑岩铜矿
,

属特大型
。

宾海姆式 产于俯冲型造山带的弧岩浆岩套 东太平洋型
。

宾海姆矿 产

在美国犹他州
,

金作为斑岩铝矿的伴生矿
,

储量 多吨
。

潘古纳式 产于俯冲型造山带的岛弧岩浆岩套
,

潘古纳 矿位于 岛
,

是铜矿的伴生组分
,

储量 吨川
。

矽卡岩型 矿化发生在岩体与碳酸盐按触处的矽卡岩内
,

金常作为其他金属矿种的伴

生矿
。

亭提克式 产于俯冲型造山带内
。

亭提克 矿产在犹他州
,

储金 吨
、

银

吨
、

铜 吨
、

铅 吨
,

锌 吨
。

银家沟式 产于碰撞型造山带内
。

银家沟矿产于河南灵宝县南部
,

是金
、

银
、

硫
、

铅
、

锌
、

钥等综合矿床
。

断裂金矿 系 断裂构造严格地控制着矿化和矿体的产出
,

没有断裂就没有矿床
,

与断

裂形成有关的区域性构造 —岩浆作用为金矿化的动因
。

断裂带常为剪切带
,

也有学者称该

系列金矿为含金剪切带型金矿床
。

微细浸染型 〔 〕 矿床的特点是沿断裂矿化
,

金品位低
,

颗粒细小 明金少见
,

成矿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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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
,

矿石建造以碳酸盐
、

石英
、

铁的氧化物
、

硫化物为特征
,

大气降水常加入了成矿热液
,

限于含铁质
、

有机质的碳酸盐一碎屑岩建造内发育
。

据容矿岩石变质程度划分式
。

卡林 式 产于浅变质或未变质的碳酸盐一碎屑岩建造
。

以内华达州的卡林

金矿为代表
,

其储量为 吨〔 〕。

祈子堂式 产于孔达岩系 中深变质的含有机质
、

铁质的富铝的碳酸盐一碎屑岩建

造
。

祈子堂矿产于豫西秦岭群内
,

属小型矿床
。

蚀变破碎带型 矿化限于断裂破碎带内 破碎带以多种蚀变为特征
,

以硅化
、

钾化

含钾长石化和云母化
、

碳酸盐 化
、

绿泥石化
、

高岭土化
、

赤铁矿化
、

硫 砷
、

啼 化物化

以黄铁矿为主 等最为常见 破碎带内没有石英脉
,

可含细的不连续的石英脉体或石英团块

矿石为各种蚀变岩
,

以角砾状
、

网脉 状
、

浸染状为主
。

焦家式 产于花岗岩一混合花岗岩一混合岩
。

以胶东焦家矿为代表
。

大湖峪式 容矿岩石为太古宙绿岩带
,

以小秦岭大湖峪金矿为代表
。

申家窑式 容矿岩石为裂谷双模式火山岩建造
。

申家窑金矿产于豫西蜻山变质地体的

蜻山群内
。

哈图式 容矿建造为蛇绿岩套
。

哈图矿产于西准噶尔地区的晚古生代蛇绿岩内〔幻 。

上宫式 产于岛弧型安山岩建造
。

上宫金矿产于豫西熊耳山区的熊耳群中
。

穆龙套式 围岩为沉积岩系
。

苏联穆龙套金矿位于与我国接近的天山海西褶皱带的浊

积岩中
。

年产黄金 一 吨 亦有说 吨
,

占全苏金产量的 或 杨敏之
,

。

石英脉型 破碎带为石英脉占据
,

石英脉含 自然金和硫化物等
,

构成矿体
。

矿石以块

状为主
。

石英脉沿断裂充填定位时
,

常伴有强烈的围岩蚀变和矿化
,

导致石英脉两侧的蚀变

围岩有时达工业要求
。

此型矿床的样式有

玲珑式 产于花岗岩一混合岩内
。

金哩式 产于绿岩内
。

金哩 矿产在西澳 地块的卡尔古利绿岩内

已产金 吨以上 〔幻 。

红旗式 产于蛇绿岩套
。

红旗矿位于准噶尔海西期一印支期造山带
。

围岩是古生代的

蛇绿岩 〔 〕。

菱刘式 围岩为岛弧火山岩建造
。

菱刘矿是 日本最大的金矿
,

储金 吨
,

产于新生

代北萨火山岩建造内 杨敏之
, 。

沃溪式 围岩为沉积岩系
。

沃溪矿产于湖南西部的板溪群内的 一 一人 建造 , 。

硅化体型 破碎带硅化强
,

以形成大量次生石英岩一硅化体为特征
。

硅化体型是介于

石英脉型和蚀变破碎带型之间的一种类型
,

各方面的特征也介于它们之间
,

但又明显不同于

它们
。

与石英脉的不同是其结晶细
、

交代定位
、

形态规则性差
、

厚度不均
、

产状变化大 与

蚀变破碎带型的不同是矿体与硅化体一致
,

硅化体有一定形态
,

与围岩界线清楚
,

矿石致密

块状者多
,

矿石中石英占绝对优势
。

此型矿床在熊耳山有大量发现
,

如瑶沟
、

前河等矿床
。

、

层控金矿 系 矿化严格地受特定的岩性层位控制
,

这种特定的岩层往往在其形成时

即已富集了金
,

成为矿胚 并且 或者有利于热液中的金的沉积富集
。

矿化一般有两期
,

一是

控矿岩层初始沉积时的矿化
,

二是后期含金热液叠加
。

矿体产状多与围岩一致
,

以似层状
、

透

镜状多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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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建造 层控型 矿化沿条带状铁建造 一班 发生
,

常

称金铁建造
。

由于金的亲铁性质
,

沉积时多已初步富集金 后期的热液作用时
,

铁因和金

的主要配体一
一硫形成黄铁矿

,

造成金随之沉淀
,

从而成为热液金的沉淀富集场所
。

矿石以

块状为主
,

矿石建造以铁的硫 砷等 化物
、

氧化物为特征
。

科拉尔式 产在绿岩带内的 中
,

为铁英岩
。

科拉尔 矿位于印度南部

卡纳塔克邦
,

型绿岩为容矿建造
,

该矿 已产 吨金
,

目前年产 吨 〔飞①
。

式金

矿在南非
、

西澳
、

巴西
、

加拿大等地有大量发现 幻 。

加拿大第二大金矿山 —柳宾矿 〔幻 即属

此式
。

,

霍姆斯塔克 晚 式 围岩为浅变质或未变质的稳定盆地沉积建造
。

产于美国苏必利尔湖区的 超群内的碳酸盐一铁建造层内
,

储金 吨
,

是全

美最大的矿山
。

东风山式 产于孔达岩系
。

东风山金矿产于佳木斯地块的麻山群上部孔达岩系〔, 〕。

碳质层控型 矿化限于含碳质的岩层内发生
。

矿体产状与围岩一致
,

多呈似层状
、

透

镜状
。

矿石以含碳质为特征
,

多呈浸染状
、

网状构造
。

南墅式 产于孔达岩系 中深变质的碳硅泥岩建造
。

以产于胶东荆 山群石墨片麻岩

的南墅
、

夏甸等金矿为代表
。

银洞坡式 产于浅变质的碳质沉积建造
。

银洞坡金矿产于河南桐柏山区的歪头山组含

碳质岩层 内
,

该矿与著名的破山银矿构成一重要的金一银一铅等贵金属矿带
。

砾岩层控型 或称不整合层控型 矿化限于一套沉积建造之底部的砾岩或砂岩岩层

内
。

奥林匹克坝式 产于未变质的角砾岩中
。

奥林匹克坝 矿位于澳大利

亚 中南部
,

产于厚 的赤铁矿角砾岩内
,

是含
、 、 、 、

等组分的综合矿床
。

该矿储铜 吨
、

铀 吨
、

金 吨
。

金多来自脉状矿体 杨敏之
, 。

半宽式 产于浅变质的砾岩中
。

半宽金矿位于河南蜻山地体
,

围岩是铁铜沟组磨拉

石建造底部的粗砾岩
。

矿呈脉状
,

异常高
,

伴铅锌矿化
。

飞 赛拉佩拉达 式 矿化发生在红色砂岩层内
。

矿位于巴西

巴拉州马拉巴市西南
,

卡拉贾斯铁东 处
。

构造上属亚马逊克拉通东部
,

基底为太

古宙兴古杂岩
,

元古界下部为绿片岩相变质的贾拉奥巴拉群 含卡拉贾斯组
,

元古界上部为

里奥费雷斯科组变质砂岩
。

里奥费雷斯科组沉积时富集了金
,

后期构造一变质作用导致沿构

造破碎带富集成矿
,

新生代的风化作用导致 了该矿块金生成
。

该矿储金 吨 杨敏之
,

。

、

层状金矿 系 矿床和围岩同时由同一种地质作用形成
,

矿体呈层状或透镜状
,

受后期

改造作用的影响不大
。

矿石以块状
、

条带状
、

浸染状常见
。

块状硫化物型 硫化物以黄铁矿为主
,

也常称黄铁矿型
,

金常伴生于铜或其它金属

矿床中
。

赫姆洛 式 产于绿岩带内的 矿位于加拿大安大略地区
,

储金

吨 〔, 。

① 天美德等
, ,

含金剪切带型金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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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 式 围岩为蛇绿岩套
。

矿储金 吨
,

银 吨
。

库 巴 式 围岩为沉积岩
。

矿位于澳大利亚
。

矿化严

格限于 群 时代为志留纪 中部的 板岩内
。

该矿产金 吨
,

银 吨
。

、

浅成热液 热泉 型 按 ‘ 建立的成矿模式
,

此类矿多见于岩浆活动较强

的地区
,

成矿热液和成矿物质来自深部
。

矿石以浸染状
、

网脉状为主
,

矿体形态多为似层状
、

透镜状
。

典型实例是智利的埃尔印第奥 矿
,

该矿 年建矿当年即产 吨金
,

储金在 吨以上
,

是
、 、

的综合矿床
。

、

外生金矿群 矿床由风化作用或沉积作用形成
,

控矿因素较简单
。

但此类矿常形成

于原生金矿的附近
。

、

风化金矿 系 由风化作用形成
,

矿赋存于风化壳内
。

红土型 产于红土型风化壳内
。

以澳大利亚博古登金矿为代表
,

博古登矿的围岩是

红土型铝土矿
,

是由太古宙花岗岩风化壳经近代进一步风化所形成
,

金品位 一
,

储量

吨 杨敏之
, 。

铁帽型 〔 ’ 〕 以新桥金矿为代表
,

是初步金矿化的硫化物矿床经风化作用使金在铁

帽中的品位增高而形成的工业矿体
。

、

碎屑金矿系列 成矿作用为沉积作用
,

矿赋存在碎屑岩内
,

沉积作用的差别决定了矿

床类型不同
。

砾岩型 沉积作用 成矿作用 发生在还原条件下
,

特点是含黄铁矿等硫化物的磨

圆碎屑和晶质铀矿的磨圆碎屑 〔‘“
、

‘的 ,

金矿化与硫化物碎屑的集中有密切关系 〔 〕。

此类矿床只能

形成在 以前的还原条件〔 。

此类矿床以兰德金矿为代表
,

该矿在 一 年间产

金 。吨
,

储金 吨左右
。

加拿大 湖群底部
、

印度达瓦尔系底部
、

澳大利亚

群底部均有此类矿床发现 〔,卜
。

巴西雅科比纳金矿亦属此类
,

其储量达 吨 杨敏

之
, 。

砂矿型 该类矿床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
,

已为学者熟知
。

它是由氧化条件下的风化

一沉积作用形成
,

与砾岩型金矿相反
,

形成在 以后
。

塔克瓦 式 变质砂矿
,

矿产于加纳
,

储量达 吨
。

蒙他那 式 未变质砂矿
。

地区砂金矿产量已达 吨以上
。

冰磺岩型 矿床定位于冰川剥蚀一搬运一沉积的过程中
。

以加拿大苏必利尔湖区的

胡 组内的金矿床为代表‘, 〕。

四 己
、 子丈户 结

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
,

已知金矿可根据矿床的成矿作用
、

定位因素
、

矿石建造和组构
、

容矿建造的特征划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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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索与争鸣 ,

农 金矿成因系列
、

类型的划分

到 妞 妞 侧乒川 , 曰 】 甲川妇

内内内 岩浆金矿系系 ①爆破角砾岩型
,

②斑岩型
,

③矽卡岩型型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金金金 断裂金矿系系 ④徽细浸染型

,

⑤蚀变破碎带型
,

⑧石英脉型
,

⑦硅化体型型

、、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群群群 层控金矿系系 ⑧铁建造层控型

,

⑨炭质层控型
,

⑩砾岩层控型型

层状金矿系系 ⑧块状硫化物型
,

⑩热泉型型

外外生金金 风化金矿系系 ⑩红土型
,

⑧铁帽型型

矿矿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碎屑金矿系系 ⑩砾岩型
,

⑩冰破岩型
,

⑩砂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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