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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地质事业和地质矿产开发方面

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露区及覆盖区内，已有丰富的矿藏。

同时，矿产资源的开发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

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所以，在矿产资源开发

上，已经很难满足当今社会的需要了。我国国土面积大，

地质构造复杂。钟汉等（1985）根据成矿作用，提出了

火山侵入相关的铁矿，像是沉积变质铁矿床、基性侵入

岩型钒钦磁铁矿床、硅卡岩型铁矿、沉积铁矿床、风化

淋滤型铁矿床等等；Hitzman 等（2011）以某矿床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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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铁氧 - 铜 - 金矿床。地大硕士产思

（2013）在全面掌握安徽省地质、地质构造、岩浆岩的基

础上，结合地质资源，分析了矿床与矿床成因、矿床分

布等，提出了地质勘探的思路。地学博士徐吴铭（2013）

在地质、矿物学、岩浆岩、碳酸盐岩层等方面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并据此得出了断裂两侧矿床的成因特点。

一、金矿床成矿规律研究

1. 金矿成矿区带的划分以及资源量分析

（1）金矿成矿区带的划分

矿床成矿带的划分是矿床地质研究的一个单元，具

有多种类型的矿床。总体上，成矿地质环境为主导，其

水文地质演化过程及与之相适应的重要区域成矿作用。

这是关于成矿和某种商业时期的信息。这条线条成为一

个足以容纳所有未知事物的空间。成矿带是本区水文地

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成矿规律。这是一个关于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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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的基本规律的初步认识和概括。

（2）III 级成矿区带资源量的分布

III 类成矿带资源的分布依据中国金矿资源综合评价

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金矿资源进行了全

面的源分析，得出了胶东成矿带与华北西北地区边界的

最大金矿资源。中文平台在 20% 和 10% 的优质资源被证

实。其次，分别是云南、贵州、广西、西秦岭、松潘、

莫亚。到现在为止，已探明的各类矿产资源的储量与中

国其他地区相当。在资源方面，有 5% 的资源。通过对各

类资源的对比分析，得出了对未来资源的预测和对不同

空间分布的资源类型的认识，以及对高品质资源进行数

据预测的正向关联。

2. 金矿资源特征

中国的地质历史已超过 40 亿年，其成矿地质环境复

杂多变，具有独特的特征，因而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

件。我国金矿床具有时空集中分布、金矿种种类繁多、

伴生金矿床数量大等特点。根据统计，我国共发现了

7148 处金矿，其中特大型金矿 14 处，大金矿 103 处，中

金矿 307 处，小型金矿 1748 处，矿点 4978 处。中国金矿

床的总体分布为小型金矿床和矿点，占 89%。虽然大中

型金矿床数量不多，但已探明资源储量的 80% 以上。近

几年来，勘探开发了一系列大型、特大型金矿，加强了

金矿的基础地质与地质勘探，为金矿勘查工作取得更大

突破提供基础资料支撑和更光明的找矿前景。

金矿床成矿作用具有连续、叠加的特征，决定了多

个时期、多个阶段的成矿特征，因此，准确的金矿龄测

定有利于准的划分成矿时期，对加深成矿规律的认识、

指导成矿模型的建立和勘探工作具有重要要意义。随着

科技的发展，矿床年代的测定技术得到了显著的进展，

所测量的目标（蚀变矿、流体包裹体、矿石矿、锆石、

石英等）更加广，定年法（Ar-Ar 法、U-Pb 法、Sm-Nd 法、

Re-Os 法、Os-Os 法）广泛应用，使测年准确率有了很

大的提高，并获得了一批成岩成矿年代，为确定金矿的

成矿年代和划分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金矿床的成矿年

代分析表明，该地区的金矿床分布在中生代，其次为新

生代、晚古生代、中新元古代和早古生代。中国中生代

东部发生了大量的产生矿活动，其中金矿也是如此，在

贺兰山 - 龙门山、横断山以东广阔的区域；新生代金矿

以特提斯 - 喜马拉雅成矿带为主，滨太平洋成矿带为主；

天山 - 兴安造山带是晚古生代金矿床的主要，早期、古

生代的金矿床不发育，祁连造山带是金矿床的主要产地。

中新元古代的成矿作用很弱，其成因是佳木斯地区吉黑

造山带。

3. 金矿分布与地质条件

大多数的金矿都是由当地的地质情况决定的，并非

每一座金矿都能成为黄金，这是受其它因素的制约。金

矿床大多集中在含金度较高的基底地层和较大的侵入岩

剥蚀区，金矿资源丰富，以白垩纪下统含金砾岩为主，

侏罗系含金砾岩、含金石英脉等分布于二道硅组。

4. 其他成矿规律

第一，石英脉中金的富集程度与其密度成正比，其

中以黄铜矿、方铅矿、黄铁矿为主；第二个方面，以黄

铜矿为主，其金的质量与其自身的大小成正比；第三，

黄铜矿中的金矿的颜色和分布也是有关系的，如果黄铜

矿石颜色更深、颜色更深、颜色更深、更细、更细，则

含金量更高；第四，从构造上看，在构造上，当构造带

发育、产状变化、矿体倾斜缓慢、或剪切带扩张时，这

些区域的含金量都会更高；第五，金的富集与周边岩层

的蚀变密切相关，而蚀变带的宽度与金矿床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相关性，有些蚀变带甚至为金矿床；第六，与脉

岩相关，含辉绿岩的区域，往往含金量更高。

二、金矿床找矿标志的研究

1. 砂金矿

是一种很浅的金矿，经过简单的洗礼就可以得到，

在一万年前就已经被开发利用了。主要特征为：一、在

水系上游存在高背景金矿床，或存在金矿床；第二，河

道宽阔处有沙洲，在高处，急流的支流流向缓慢的主

流，这种地区通常蕴藏着金矿；第三种是在砂砾地层的

基岩上。

2. 石英脉矿床

石英脉是一种由石英脉中含金而得名的矿床，它通

常是由花岗岩和混合岩化形成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岩石

都可以形成这样的矿床，而石英脉则是以脉状、网状、

脉状为主，还有一些由于构造裂缝的制约，所以矿床呈

现扁豆形。

3. 火山岩金矿和次火山岩金矿

火山岩金矿床和亚火山岩金矿床，主要产于中生代

和新生代火山口，火山岩和火山岩碎屑岩受火山机制和

周边的构造裂缝的制约，火山岩和次火山岩的金矿床一

般呈脉状、圆柱状、环形状，矿床内的矿物有天然金、

黄铁矿、白铁矿、辉银矿，玉髓、石英、冰长石等非

金属矿物，这些矿床的大小往往较大，但金的分布并

不均衡。

4. 含金砾岩型金矿

该矿床多位于中生代、新生代盆地，位于砂砾层的

底部。

5. 铁帽型金矿

这种金矿床是由含金的硫化物通过氧化而形成的，

它的主要受控于硫化物的构造，矿体规模小，但含金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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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矿机制

1. 地层岩性

是矿床形成的依据，本区主要出露地层为小塔子沟

组，以斜长角闪片麻岩、斜长角闪岩、混合花岗岩为主，

原岩为富 Mg、Fe 质中 - 基性火山岩，与太古宙“绿岩带”

相比较，金丰度较高。

2. 岩浆岩控矿

本区金矿的形成与岩浆岩体、岩脉、岩株的侵入密

切相关，岩浆成份持续地向碱性方向发展，在浅成 - 超

浅成岩脉中富集了金等成矿元素，从而使其自身及围岩

发生矿化；脉岩的发育是金激活和迁移的热源。

3. 断裂构造控矿

该区断层构造活跃，多条大小不一的断裂带贯穿该

区，硅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和黄铁矿化

都十分发育，并发现了金矿床。断层以北东、北东向为

主，北西向罕见，大断裂构造具有导矿作用和成矿作用。

在岩浆热液和变质热液的作用下，地层中含有丰富的成

矿物质，经断裂构造的导矿作用，将大量成矿溶液从围

岩中吸出，沿纵、横断裂运移至交叉处、转弯处和低压

力区，形成矿化区或矿体。

四、矿体赋存规律及找矿标志

矿体以破碎充填式石英脉 + 蚀变岩型为主，在断裂

构造带的作用下，中酸性脉岩及晚期侵入石英脉的上下

盘均可发现高品位的金矿；成矿条件与岩浆热液作用密

切相关，中酸性二长花岗岩和晚期脉岩与小塔子沟组的

接触面是有利的；北东向构造破碎蚀变带及二次断裂是

金矿的控矿与成矿构造；硅化、黄铁绢英岩化等多种蚀

变叠加作用是该区寻找金矿的直接标志。

五、金矿床的主要成矿地质体

1. 聚集性分布的脉岩

脉岩是岩浆侵入作用下的脉状岩体，其产出形式多

种多样，叫作岩壁或岩脉。一般可将其划分为两大类：

一是地区性脉岩，由区域构造所控制，其分布范围不受

深成岩体的控制，有些距离深成岩体数公里，且形成时

间较迟，已超过了深成岩的凝结固结期，其组成与深成

岩无关，多呈偏基性或碱性辉绿岩、煌斑岩，且多呈平

行分布；第二种是与岩株和岩基状侵入体有成生联系的

脉岩，它们与岩株、岩基状侵入体之间存在着时间、空

间和物质成分的联系，是识别岩体的最直接指标。

2. 热接触变质晕和热液蚀变晕

（1）热接触变质晕

中酸性侵入体成岩的温度为 700-800℃，在进入低

温环境时，岩体与围岩在封闭状态下会产生热反应，在

没有大量物质组成的情况下，以岩体为中心，沿接触带

的远近形成不同的矿物组成。

（2）热液蚀变晕

在侵入带中，大量的水和其它挥发性组分参与了接

触交代，形成了大规模的成矿早期热水蚀变。

3. 特殊矿物标志

矿床是一种典型的矿床，它是一种特殊的矿床。中

国东部次火山热液矿床的主要特征是：萤石、黄玉、电

石等矿物在岩体的隐蔽部位。根据矿床的类型，在岩浆

岩层的顶板上发现了大量的 F、B 等挥发分形形成的特殊

矿。黑色的锡石表示接近岩石，而颜色较浅的锡岩石则

表示远离岩石。

4. 热液爆破角砾岩体标志

热液爆破角砾岩是一种典型的岩浆岩体，是一种典

型的岩浆岩体。常见于亚火山热液型或浅成岩浆热液型

矿床的顶面接触带，所以当岩体中有一种热液爆裂角砾

岩时，其深部必然存在隐伏侵入体。

六、结束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金的价格会越来越高，越来越

高。通过对金矿的成矿规律及找矿标志的研究，将有助

于我们更好的开发利用黄金，从而推动我国的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总之，要科学地、充分地开发黄金资源，使

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1] 杜斌，李高，王磊，鲁佳，肖文进，薛伟 . 藏东

玉龙斑岩型铜（- 钼 - 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标志 [J].

矿产勘查，2022，13（01）：19-28.

[2] 沈欢喜，胥飞，钱祥，杨金龙 . 安徽东至县程檀

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标志 [J]. 矿产与地质，2021，35

（05）：884-890.

[3] 廖耀湘 . 湘东北青草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标志

[J]. 资源信息与工程，2021，36（03）：41-44.

[4] 马文虎，黄国彪，李长印，焦和 . 青海西支沟铜

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标志探讨 [J]. 中国钼业，2021，45

（02）：22-26.

[5] 张振山 . 中国金矿成矿地质特征、预测模型及资

源潜力 [J]. 中国金属通报，2020（06）：30-31.

[6] 牛翠祎，刘烊，张岱 . 中国金矿成矿地质特征、

预测模型及资源潜力 [J]. 地学前缘，2018，25（03）：1-12.

[7] 刘涛 . 金矿床成矿规律及找矿标志研究 [J]. 城市地

理，2017（22）：105.

[8] 薛建玲，庞振山，叶天竺，甄世民，陶文，杨添

天 . 中国金矿床成矿规律与找矿预测研究 [J]. 地学前缘，

2017，24（06）：119-132.

[9] 田向盛，王建飞，赵志成，何广武，丁伟强 . 甘

肃 加 甘 滩 金 矿 床 地 质 特 征 及 找 矿 标 志 [J]. 甘 肃 地 质，

2016，25（01）：2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