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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总体设计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以

及矿业发展速度的提高，金矿矿床地质特性和控矿因素

的研究，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所以，地质学者应当对于

金矿矿床对地质特点和控矿等因素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认

识，以便于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矿产勘探整体

水平的有效提升 [1]。

一、金矿矿床地质特征

1. 金矿矿体特征

从总体上分析，金矿矿体体征受岩层特征、构造与

岩浆活动的制约较为突出，一般在金矿分布区范围的岩

层均是不完全的，而且同矿体附近土壤地质并无明确界

线。在大多数情形下，金矿矿体的分布区域都成圆弧形，

切面轨迹也比较明确：与矿体界面均呈放射叠加山峦形

状，指矿体的小部分区域似明亮铜镜，切面也同时呈现

叠加的山峦形状；总的来说矿体似铜镜的形状，但切面

为重叠的形状，且断面呈“S”型曲线，此外，矿体的中

心部位波及区域广，且矿体层较厚。

2. 金矿矿石特征

金矿矿石的种类相当多样，大致集中在四大类别：

石英 - 白云母 - 锡石，为灰白混合色，经风吹或日晒后变

呈褐黄，常见于地质内层的白云英石化花岗岩中，数量

虽很少，但尤为名贵：褐铁矿 - 锡石属含氧型热带矿物，

由多种铁矿石、锡石等矿物质组成，常见于地质学表面

特征和第一岩性结构段：黄铁矿 - 黄玉 - 锡石，常用于地

质学的角砾岩内，成份多样且存量较大：萤石 - 岩英 - 锡

石，多夹藏在陨硫铁 - 黄玉 - 锡石矿体之间，常为较短小

的柱体，产出也相对客观，略逊于陨硫铁 - 黄玉 - 锡石的

矿体类型 [2]。

金矿矿石的种类相当多样，大致集中在四大类别：

石英 - 白云母 - 锡石，为灰白混合色，经风吹或日晒后变

呈褐黄，常见于地质内层的白云英石化花岗岩中，数量

虽很少，但尤为名贵：褐铁矿 - 锡石属含氧型热带矿物，

由多种铁矿石、锡石等矿人们将矿物归为二类，一类是

原生矿物，另一类是氧化矿物。前者主要在热液成矿的

阶段结体明显，其成份主要以铁矿石和辉锑矿为主，形

状呈微小细微的颗粒状，显微镜都无法捕捉，更别说单

凭肉眼探测了，所以只有通过电子探针的手段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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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矿石，主要由辉锑矿和陨硫铁组成，其中陨硫铁内

采金的多少受陨硫铁品的控制约，五角十二晶的含金量

要远高于立方形的结晶 [3]。假设客观环境是酸性的，加

之风化和交代的作用矿石很快便转化为具有很高粘附能

力的个性化页片型矿体，并粘附在原生矿物内的金，在

之后逐渐形成了富集金矿岩，这就是黏土矿产。

3. 金矿矿石构造和结构

原生矿石的构造特征以胶型、山脉型、线型、格状

等构造为主，不仅如此还沿袭了原始岩石中所沉淀的碎

屑特点。原始矿石的构造种类以山脉型和格状形态为主，

其中热液时期所生成的矿体大多呈山脉型，具有代表性

的矿石是黄铁矿与石英，另外同时期生成的黄铁矿胶型

结构同样比较多见。线型结构主要分布在岩石周围的缝

隙内，具有代表性的矿石同样是黄铁矿和石英 [4]。

二、金矿矿床的控矿因素分析

金矿形成所需要的条件既包括物理条件，也包括物

理化学条件。主要包含包裹体的基础特性、成矿所需要

达到的具体高温、成矿所需要达到的具体压强和包裹体

等的特殊的含盐量和密度等。此外，矿体包裹体也可以

受到地质因素的影响些微变化而出现了以下三个形态的

类型，原生状态、真次生状态和假次生状态，并对其影

响因素分析如下。

1. 构造环境对金矿矿床的影响

该矿区正处于地壳活动比较剧烈的区域，而且，矿

点的部分地区还处于干马拉威带中，在干马拉威带的发

展演化中会把一些成矿产带人到马拉威带中，得成矿产

的形成受较多影响的作用 [5]。除此之外，由于干马拉威

带的地壳较为脆弱，地壳的活动也较为频繁沉积活动会

导致岩石发生破裂。而由于断裂的不断活动，使地壳深

处的物质流从干马拉威中逐渐释放出来。在褶皱结构中，

许多断裂结构的出现产生了各种大规模的金矿床。在矿

点的变质影响下，使得金不断发生活动形成矿产出现了

可移动和初步变化。金矿点早期的构成背景为孤岛环境，

在其内部就会产生了火山堆积的形成，大部分成因都是

由地槽下沉所造成的。在沉淀施工中还产生了矿物质的

加入，进而产生了金的起始矿源层。

2. 矿石的结构构造

顾名思义，矿物的结构组成一般是指矿物的结构特

征和结构特性，它的影响余矿矿床的基础性性质与重要

性特征明显，且从总体来说，由干不同区域的地质特点

而产生差异，矿石组成会有差异，所以需要根据具体的情

况加以研究。通过对黄铁矿的多次检测结果发现，矿物里

所包含的同位素即是岩石地层里的同位素，而其中二个则

是高度统一的，都表示为相同的硫同位素的形式 [6]。

3. 金赋存状态

在世界各地的金矿中，黄金主要有二种分布形式，

即裂隙金与包裹金。金的赋存状态也会影响黄金的开采，

具体来说，状态不但与自然环境因素有关，还与人为因

素有关。人类的采矿方法、采矿工具、以及员工的专业

化程度，都会影响采矿流程。自然因素主要是与金的生

长环境、金属中的主要成份，和金属所承受的压强大小

等因素有关。金矿成矿深度的主要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就

是压力的不同变化，同时，由于金矿矿体的温度变化范

围十分普遍，所以，矿石表现为高中低热液矿床。

4. 构造因素

金矿矿床的有关部分化学物质都具有了同位素和微

量元素这二种特性。位素里，硫同位素作为一个非常关键

的构成元素，这一元素的种类也可以分为三种，它们是指

地幔硫、土壤的地面硫和混合硫。微量元素也同样是金矿

矿床形成的一种主要来源，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对金矿里相

关的微量元素的浓度及其相关类别进行检验和测定，来推

算出金矿生成的大致流程及其对金矿产生的大致成因 [7]。

5. 岩浆活动

岩浆活动会对黄金矿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具体而

言，金矿在岩浆活动的影响下，金矿的形态也会改变，

主要呈层次形和透镜形，且随厚度的变化幅度波动大比

较大，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特点加以分析。岩浆活

动可以促使金液的流通。有利于金矿的矿液上升，而最

终沉积的形式也有利干促进了黄金的发展。但是，岩浆

活动要更具体分析，在某些区域的岩浆活动会导致地理

条件更加复杂，这也不利于地质的再开发 [8]。

三、一般金矿矿床的形成原因

1. 矿床形成的主要因素

从宏观意义上看，岩性、结构、岩浆运动和岩层是

选择金矿形成过程的关键。在这四种原因中，土壤岩层

成因的产生主要确定于黄金屋矿床上矿物质的种举和特

性，而矿藏在得到土壤土展的影响之后，又能够为矿藏

供给它所必须的部分矿物，另外，在金矿矿床的形成过

程中，土壤断裂现象、矿体成为了主要的基础因素，而

断裂和矿体的形成之间也具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出现断

裂现象时，也会对矿体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断裂

也是矿体形成的重要条件。另外，由于岩浆活跃的开展

加速了金矿藏的生成，在岩浆活跃影响下，为金矿成矿

获得了重要的物料生存环境。例如，以碎粉岩为例，这

些岩层构成了一类独特的岩性产物，因为在它们表层上

具有某些烈锋、缝隙，而这种烈缝和孔隙就能够成为金

矿液的重要沉积环境，而如果在热力影响下，这些了性

裂隙的出现就能够对矿藏产生重要的保障作用 [9]。

2. 矿床形成物质的来源

金矿矿床的产生，大多是在金矿中形成产物影响下

而产生的，因此，金属矿床产物就是最主要的成分源，

因为它同时具有着同位素和微星因素的特性，为矿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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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地慢硫主要是从硅镁层同

位素中产生的，而由于地累硫的产生与消拜的时期相对

较长，又由于在岩浆活动的影响下，地景发生下降，从

而逐步形成了地尾硫，在岩石地层硫的转变历程中，又

因为其所转变的类型相对较多，再加上在其转变历程中

会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使得其所转变的幅度具有了相

当的不同，这也导致了其所产生的岩石地层硫也就具有

了形式，形态上的不同。例如，以陨硫铁为例在该矿物

中所含有的同位素，大多是与岩浆地层中的同位素，处

于相同形态。另外，少量因素还是矿床的一种主要物质

资源，在对矿床的研究进程中，可利用对少量元素浓度、

类型等的检测方法，来实现形成阶段数据分析 [10]。

3. 矿床形成的过程分析

不过，在这个时期，黄金含量很低，多表现为细颗

粒状。在热液中期，同时也是成岩的最早期阶段，在热液

早期所产生的矿液就会受岩浆运动的控制，在岩浆逐渐活

动后，矿产的数量逐渐增加。而在特定的环境温度情况

下，成矿的环境也就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一定的温度下，

热液对岩层的压力使岩层逐渐出现蚀变，黄铁矿出现，在

该矿物中，金元素会慢慢出现析出，最后以颗粒的形态出

现。但在热水成矿的晚期，随着矿液水温逐渐下降，而矿

体附近的岩体也在高温条件下，逐步形成了矿体。

4. 矿化富集的影响

在整个矿区内，都具有金属矿物质化富集的有利空

隙，此空隙也正是金属韧性剪切带内的主要产状转变部

份。在某些相对孤立的区域内还具有金属松造空隙，这

种构造空隙也具备了特定的功能，里面存在金属热液，

其金属热液会随着切割滑动面而慢慢增加，当其温度上

升到特定程度时又会发生扩大，随着沉淀的持续时间较

长而渐渐成矿。矿化富集的影响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巷

道围岩蚀变和矿物质组成也是影响其改变的主要原因。

当硅化和陨硫铁化越强烈的情况下金矿质量就会越来越

好，当矿物的组成比较复杂时也可以导致矿石的金属品

质发生改变。

5. 地质构造的影响

金矿的成矿机制为不同期次的地质构造作用影响。

构造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为成矿过程提供了运动通道和矿

石沉积的场所，并成为了成矿动力学的重要部分。而成

矿流体活动的起源，以及矿质的沉积过程还与地层的断

裂及其对岩石的破坏存在着很大的关系。而岩石断裂带

的发展与演化也会导致矿质的沉积。在结构热动力的推

动下，地层结构的建造水流与层间水流也会随着地层的

断裂结构一带产生活动。利用热溶滤的方法，使矿源层

中的金属材料和矿石之间产生具有特定矿物质的热液，

当含矿热液迁移到地下潜水层周围后就会与土壤地表的

冷水产生撞击，而在冷水的影响下含矿热液就会产生移

动方式的偏转现象，在其偏移过程中如果遇到了渗透率

相对较好的含矿岩就会向外护散，主要的低渗透性含矿

岩有火山碎屑细碎屑岩泥石和非纯碳酸盐。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金矿的地质特点较为复杂，在研究

过程中必须对地层结构进行广泛的考查同时还要对周围

的自然环境进行详细观测，以剖析影响地层断裂的主要

原因 . 进而推广金矿的地质学特点。矿床的形成受控金矿

成因和地质结构的影响，在成矿过程中 ! 可分成二个阶

段 . 第一是热液阶段，其次为表生阶段。另外，还必须重

视对流体温度和其他矿物质的影响。因为只有通过对矿

床产生的影响作出综合性分析，才能从根本上掌握矿源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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