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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金的成矿背景
—

含金地质建造

母瑞身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

提要 本文以含金地质建造的概念表述成矿前矿质的分布
,

进而阐述金的成矿背景
.

原生含金地

质建造系指各地质时期具金高丰度值的超镁铁质岩石
,

主要来自上地慢
。

转生含金地质建造是地

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之后
,

由原生含金地质建造转化所形成
。

关扭词 成矿背景 原生含金地质建造 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在研
众

国金矿成矿规律时
,

作者等二 曾建立了金矿集中区的概念
,

认为它是地壳上金

矿化的基本单元
,

是金元素的地球化学区
,

反映了金在地壳上分布的不平衡
。

在一个区 内
,

随

着地质历史发展中不同地质事件的发生
,

便形成了不同时代
,

不同类型金矿床的同地聚集
,

以

及同一矿床不同成因的多次迭加
,

从而展现了金矿床形成过程中同源性和继承性的特点
。

不

均一性是由于形成地壳初期地慢物质分配于各处的不同和形成地壳之后各地发展演化的差异

所造成
,

前者决定了金矿的物质来源
,

后者决定了金的成矿方式
。

同源性和继承性是 由不均一

性引伸而来
。

研究金的成矿背景就是指从同源性和继承性出发
,

研究集中区内矿质客体的初

始分布和各种可能成矿的热地质事件
。

本文主要讨论前者
,

并认为
,

以含金地质建造的概念来

表述成矿前矿质的分布进而阐明成矿背景最有意义
。

含矿建造是一种特殊的地质建造
,

如同彼
·

安
·

斯特罗纳 〔2〕所概括的那样
,

目前对于含

矿建造的理解分为具体和抽象两种
,

前者认为是一种地质体
,

后者认为是地质体的形成条件
,

这种地质体更多的是强调了稳定的 自然矿物组合
,

多是矿化之后的综合产物
。

本文所称含金

地质建造的含意主要是强调在一定的地质条件下
,

成矿前就业 已形成而与金矿化有成因关系

(提供矿源 )的一些地质体
。

一
、

原生含金地质建造

建立原生含金地质建造的基础是金在地球化学行为上的亲铁性
,

作者等即曾指出
:
(l) 许

多研究者测定的金在各种矿物及各类岩石中丰度变化的
.

总趋势是 由镁铁质矿物向硅铝质矿

物
、

由超基性岩石向酸性岩石逐渐减少
,

对此
,

某些研究者从理论上大体已做出了解释
,

(2 ) 25

亿年前广泛击现于地壳上的超镁铁质和镁铁质岩石可简单地与铁质岩石相比拟
,

而后者金的

丰度值总是高于其它种类陨石
,

因此它可以代表金在上述岩系中变质作用改造前的分布态势
,

(3) 在地质剖面特别是太古界剖面
,

这套岩系内金矿化与铁矿化虽然往往有着一定的距离
,

但

多数是相互靠近
,

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规律
,

前者在下
,

后者在上 ; (4 )这套岩系与伴生的铝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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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岩
、

碳酸岩系有着明显的区别
,

野外工作易于分划
。

显然
,

这些具有金高丰度值的超镁铁

质和镁铁质岩石都是来 自于上地慢
。

据此
,

作者等 , 〕
,

提出了原生含金建造的概念
,

不过本文

将此概念做了扩大
,

统指各地质时期具备成矿条件的超镁铁质和铁镁质岩石
。

原生含金地质

建造包含以下地质体
。

1
、

太古界一元古界含金绿色岩系
。

前者主要分布于中朝准地台区和杨子准地台的康滇地

轴
。

中朝准地冶区绿色岩系的原岩属于三套超镁铁质
、

镁铁质火山岩系犷并各自与上覆的沉积

岩系构成一个完整的旋回
。

属于下部旋回的有迁西群
、

白山镇群
、

阜平群 (下部 )
、

集宁群等
。

迁西群中可能有科马提岩
; 属于中部旋回的有鞍山群

、

八道河群
、

乌拉山群
、

泰山群等
,

有化学

成分相当而认定的科马提岩
;属于上部旋回的有胶东群

、

太华群
、

夹皮沟组(鞍山群)
、

小塔子沟

组 (建平群 )
、

登封群及五台群等
。

在胶东群中也有科马提岩存在
。

如此看来
,

太古界绿色岩系

应该相当于
“

绿岩带
”

的中下部
,

但贫于超基性岩类
,

具有不完整绿岩带的形象
。

当然
,

各地的

地质剖面上
,

这些旋回或绿色岩系
,

有的处在当地的最底部
,

例如辽西小塔子沟组
,

有的则处于

上部
,

例如 山西五台群
。

从 目前已知的矿产组合来看
,

下部和中部旋回以铁
、

金为主
,

上部旋回

除此之外
,

还有磷
、

硼
、

多金属等矿化
。

磷
、

硼这些非金属元素
,

许多太古界分布地区都可见到

与金矿伴生
,

但是否有着内在联系目前尚不清楚
。

赋存于太古绿色岩系中的金矿都是热液矿床
,

因而在岩性
、

层位上应该有较广阔的矿化

域
。

这就意味着
,

在找矿实践中不仅要重视绿色岩系本身
,

而且还要注意其上的浅色岩系 (酸

性变质火山岩) 和杂色岩系 (变质沉积岩)
。

世界上例如加拿大和巴西一些大型金矿就是发现

于这种岩系里
,

或者说矿体的最后定位是在绿岩带的中上部
。

我国过去找矿工作只强调了绿

色
‘

岩系本身
,

近年来
,

在绿岩带范畴之 内的上部沉积岩系也已经找到了具一定规模的金矿床
,

例如山西代县的高凡
。

太古界绿岩带中的含铁岩系 有四个地球化学相
,

即硅酸岩相含铁层
,

硫化物相含铁层
、

碳

唆盐相含铁层和氧化物相含铁层
,

每一种相里都有金的矿化
。

中朝准地台中常见的硅酸盐相

含铁岩系
,

其铁质参与组成了诸如角闪石
、

黑云母
、

绿泥石等硅酸盐矿物
,

从而组成了斜长角闪

岩
,

绿泥石片岩
、

黑云变粒岩等绿色岩石
,

金的丰度值显示出了增高的趋势
。

例如胶东群蓬泰

组 7
一

S PP b
,

鞍山群城子坦组 6
一

spp b
,

八道河群王厂组 5一g pPb
,

但也有一些地区明显降低
,

例如太

华群间家峪组 3 pPb (注
:

沈阳地质矿产研 究所
。

六五
,

金矿研究项省综合资料) ,

这仅是相对金的克拉克值有

高有低的表面现象
,

是由于受到后期地质成矿作用改造而使其重新分配的结果
,

具有实际意义

的是
,

这些岩石 中金的丰度相对当地其它岩石而言则普遍较高
。

许多金矿正是产于这种硅酸

盐相含铁岩系中
,

例如小秦岭之间家峪组
,

胶东之蓬弃组
,

辽南之城子坦组
,

冀东之王厂组
,

辽

西之小塔子沟组等
。

碳酸盐相含铁岩系
,

其代表性矿物为铁白云石和菱铁矿
,

它们所组成的碳

峻盐岩或在绿色岩系之中或之上
,

是海底基性火山喷发过程中的夹层而具原生意义
。

世界上

有许多大型金矿产于这种含铁岩系里
,

并常常产生强烈的同成分的碳酸盐化而成为重要的找

矿标志
。

我国目前在这种背景上 尚未发现具有工业意义的金矿床
,

仅有某些迹象
,

例如 山西五

台群 内的某些层段普遍含有一定数量的菱铁矿
。

组成碳酸盐相含铁层的部面自下而上大致

是
:

含菱铁矿条带的绿泥片岩
、

含菱铁矿黄铁矿的石英岩
、

含菱铁矿条带的磁铁石英岩
、

含菱铁

矿集合体和条带的绿泥片岩
、

含菱铁矿铁白云石的钙质片岩
、

含菱铁矿绿泥片岩与铁白云岩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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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有时夹有黄铁矿条带
。

金主要富集于含黄铁矿的岩石和透镜状碳酸盐一石英脉里
。

此外
,

产于胶东群的某些含金石英脉中
,

也发育大量菱铁矿
,

它们是热液的形成物
,

有可能反映着原

岩的特点
。

硫化物相的含铁层
,

表现为绿色岩系里发育原生黄铁矿
、

磁黄铁矿和毒砂
,

在后期

地质作用基础上也可形成金矿
。

元古界绿色岩系多见于地槽区
,

以南方的双溪坞群
、

陈蔡群及北方的黑龙江群
、

碧 口群中

某些岩段为代表
,

成矿特征与太古界中基本相似
,

它们不是绿岩带的组成部份
,

是否属于
“

古蛇

绿岩套
”

或是其它
,

目前还不清楚
。

2
、

太古界一元古界含金硅铁岩系
。

一些金矿研究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称硅铁建造 )范围

过大
,

并以美国霍姆斯塔克和东风山为例
。

笔者认为
,

含金的硅铁岩系应该与太古界绿色岩系

中的三个含铁岩系相区别
,

即属于第四种氧化物相含铁层
,

其典型含铁矿物为赤铁矿
、

磁铁矿

和氧化物石英等
,

有时形成铁矿体
,

有时磁铁矿形成条带组成条带状磁铁石英岩
,

有时石英形

成条带组成条带状铁英岩
。

金矿往往赋存于贫铁矿层系中
,

典型矿例为巴西埃塔 比拉
,

金矿化

是在铁矿尾砂中发现的
,

独立的金矿体往往呈现小的透镜体群
,

有时可见到 自然金的聚合脉体

或襄状体
。

一个特殊的现象是 自然金呈单独聚合
,

只有少量金属硫化物和后生石英
,

微量元素

组合的特点是贫银少铂而富把
。

这种硅铁岩系即通称的条带状铁建造 (B IF)
,

在绿岩带的研究中
,

它的大量出现通常意味

着绿岩带的晚期和结束
,

由海下沉积作用所形成
,

但是
,

它是与其以前的来 自慢源的超镁铁质

和镁铁质火山岩系在同一个特定地质环境下的连续生成物
,

因此属于原生含金建造范畴
。

我国硅铁岩系笼统来看主要见之于中朝准地台
、

扬子准地台和华南褶皱系
。

中朝准地台

内者均属太古界
,

如太华群抡马峪组
、

胶东群的民山组以及鞍山群
、

卢龙群(河北省地质局第五

地质队新建 ) 的某些层系
。

它们都是某一巨旋 回的上部沉积物
。

华南褶皱系及扬子准地台中

的硅铁建造 〔5〕均属元古界
,

以江南地轴为分野
,

在其南北分别形成两条铁的矿化带
。

总体看

来
,

中朝准地台内和华南褶皱系北缘的硅铁建造与扬子准地台内的硅铁建造不同
,

虽然它们都

是海相沉积物
,

但前两者却都是超镁铁质和镁铁质火山岩喷发之后的沉积物
,

如前所述
,

应该

属于含金的硅铁岩系
。

扬子准地台中的硅铁建造则不然
,

它们是陆源碎屑物质及海相磷酸赴
、

沉积的结果
,

与提供金质来源的超镁铁质和镁铁质火山岩无直接关系
,

因而它们往往不构成金

矿的成矿背景区
。

我国地台区太古界广泛发育的氧化物相含铁层
,

同于一般规律
,

总是位于硅徽盆相含铁层

之上
,

即下部是赋存金矿层位
,

上部是铁矿层位 (鞍山式 )
,

其中的贫铁矿层应该做为金的找矿

对象
。

3
、

古生界绿色岩系
。

与太古界绿色岩系的不同在于前者通称绿岩带
,

后者通称
“

蛇绿岩

套
” 。

事实或需说 明
,

绿岩带和蛇绿岩套中的岩性总层序及岩石学特征几乎是一致的
,

或者说
,

若不由形成机制去考虑
,

而只从岩石建造去考虑
,

那么
,

两者可能仅是不同时代
、

不同构造背景

下的产物
。

绿岩带中的绿色岩系代表的是地壳早期太古代一早元古代超镁铁质和镁铁质岩浆

由上地慢喷溢的结果
,

因而多见于地台基底即克拉通
。

蛇绿岩套 中的绿色岩系则是代表地壳

晚期古生代以来 (现今所能辨认的) 超镁铁质和铁镁质岩石由上地慢喷溢的结果
,

因而多见于

褶皱带
。

一位加拿大地质学家曾有趣的指出
,

蛇绿岩套与绿岩带的唯一区别就是看其中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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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
,

形成金矿的蛇绿岩套也就是绿岩带¹ 。

(美国民间前寒武纪地质学家访华考察团 19 8 7

年 7 月于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的谈话
。

) 这表明
,

人们对于绿岩带这一金矿成矿背景早已认

识
,

但对于蛇绿岩套是否也代表一种金的成矿背景则莫衷一是
。

作者认为
,

从岩石建造衡定
,

两者可以 比拟
,

因而对蛇绿岩套具有原生含金建造的性质可以做出判断
。

我国古生界绿色岩系做为金的成矿背景区已知的主要是 内蒙的温都尔庙一 白乃庙地区
。

研究板块构造的学者称下古生界温都尔庙群绿色岩系为古亚洲深海相的超镁铁质和镁铁质火

山一沉积岩
,

即由蛇绿岩套构成的洋壳残片
,

温都尔庙群的中下部发育有铁矿层
,

在铁矿石的

组合样中有金的显示
。

属于奥陶系的白乃庙群绿色岩系代表着古岛弧钙碱性系列 (安山岩 )及

少量拉班玄武岩系列
,

在此背景下形成了白乃庙金矿
。

温都尔庙一白乃庙地区位于华北地台

北缘西段
,

由此推测
,

其东段如辽宁北部
、

吉林西南部的地台北缘东段槽区一侧
,

也应该是一个

金的成矿背景区
。

如果依照古生代蛇绿岩套的概念去考虑
,

其背景区域还可以引伸出西准噶尔
、

西藏及云南

三江等地区
,

这里的超镁铁质及镁铁质岩石多以岩体形成出现
,

还未成为绿色片岩
。

发育在这

种背景下的金矿因其构造背景复杂而需研究者对其形成过程还待深入讨论
,

尤其是
,

这些岩石

如果属于构造侵位而代表着古洋壳
,

那么由于部份矿体直接产于岩体之内
,

究竟是否在此之前

存在着海底热泉活动而形成士金矿
,

则是一个重要间题
,

因为这既不是岩浆作用本身成矿
,

也

不是变质作用或其它后期改造作用成矿
,

而是属于一个新的金矿成矿方式
。

4 、

基性岩和超基性岩体
。

无论是绿岩带或蛇绿岩套的下部都有一些基性和超基性岩体
,

特别是蛇绿岩套
,

但是它们又都和相同组分 的熔岩及喷出岩有着 内在联系而共同组成了
“

岩

套
” 。

地壳上除了这些 已被研究的具有固定产出环境的超镁铁质和镁铁质岩体之外
,

还有许多

除知道深断裂对其控制而其它控制因素似乎还未研究清楚的岩体
,

虽然它们都属于阿尔卑斯

型范畴
,

但后者总是含铁质相对更高
,

且多数产于地台区内
,

成所谓热侵入体
。

这些侵入体在

岩浆阶段不易形成金矿床
,

但在后期地质改造作用之下可以形成矿床
,

因而可以做为成矿背景

中的原生含金建造来看待
。

澳大利亚的竹溪大型金矿有可能属于此种
,

在国内
,

黑龙江萝北桦

皮沟
、

河北赤城小张家口 可能属此类
。

一个有意义的现象是
,

产于这种岩体分布区的区域矿产组合常常可以分出两类
,

一类是

铬
、

.

镍
、

金
,

一类是镍
、

铜
、

铅
、

锌
,

其中铬
、

镍
、

铜直接产于岩体之内
,

其余则产于其它近矿围岩

里
,

这种区别可能与超基性岩体形成背景不同有关
,

因此或许提供了金矿成矿环境的新信息
。

二
、

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所称转生含金地质建造就是由原生含金地质建造或已经形成的矿体
,

在 比较长的时间里
,

地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经过了各种地质作用重新形成的含金地质建造
。

按地质作用的

不同可分出两种
,

一种是经过 内地质营力形成的内生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

一种是经外地质营力

形成的外生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

含金花岗岩建造属于前者 (后叙 )
,

本节只简述三种外生转生

含金地质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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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含金铀砾岩睡造
。

许多人认为这一建造应属地台特有产物
,

形成时代一般限于元古

代
,

因为这一概念的建立始自对南非维特瓦特斯兰德金矿的研究 ; 后来的发现一再表明
,

铀是

这一建造的重要组份
。

但是我国情况略有差异
,

地台区除山西潭沱群之外
,

很少见有这种建

造
,

既使是潭沱群乃至其它元古界和中生界的含金砾岩中也往往缺少铀
。

在古生代形成的 A u

一u 异常却不是砾岩
。

然而当两者在同一地区出现时
,

矿化强度可能就要增加
。

例如在奏岭

摺皱带
,

尤其是白龙江背斜
,

前寒武系发育含金砾岩
,

但未构成工业矿体
,

至上部古生界层系
,

虽然不是砾岩
,

却显示 A u
一U 异常

,

局部地段形成了矿体
。

2
.

硬砂岩 (浊积岩) 一黑色页岩含金建造
。

大多发育在地槽区
,

反映着深水沉积环境
,

之

所以能够构成含金建造
,

是因为页岩中含有一定量的有机碳
,

因此
,

该建造中的浊积岩只是一

种容矿岩石
,

黑色页岩才具有真正成矿意义
。

但有些研究者认为
,

陆源碎屑中的金质只有依助

浊流作用
,

才能将其带人深海
,

因此
,

浊流参与了成矿过程
。

与含金砾岩建造不同
,

它不是以金

元素物理性质 (比重大) 的特殊而形成于砾岩的胶结物中
,

而是以其化学性质的特性生成于深

海相游泥中
。

众所周知
,

金具有价态可变和具备与硫
、

氧
、

碳
、

砷
、

’

氢等许多元素生成简单或复

杂络合物的能力
,

因而在地球化学行为上除具备亲硫和亲铁属性之外
,

还具有亲碳的性质
,

.

从

而一方面可以呈络离子存在于海水中
,

另一方面又能被有机碳所吸咐
。

在这种建造中
,

有机炭

的含量可达 1一5 %
。

矿物常为石墨
、

碳沥青和硫沥青
。

这种含金建造多数经历了较浅的区域

变质作用
,

少数变质较深
,

前者多呈黑色板岩
,

并常有原生硫化物
,

后者呈石墨片岩
。

n
·

中
·

伊万金 困 等认为
,

建造中的碳除原生沉积之外
,

在弱变质过程中还有再次集中和迭加
。

在这

种建造背景上形成的金矿床少数呈石英脉状
,

多数呈细网脉或浸染体
。

品位一般较低
。

奏岭

东段下古生界分布有这一类含金建造
,

主要特征是
,

具有碳质板岩
、

薄层灰岩等岩系组合
; H g

、

As
.

sb 等元素含量较高
; 辰砂

.

辉锑矿等共生
; 发育一系列压扭性断层带

。

金矿化具有微细浸

染的特点
。

3
、

含炭质粉屑岩一泥质岩一碳酸盐岩含金建造
。

与前者的不同处在于泥质岩的比例减

少
,

沉积特点表现为类复理石的韵律
。

金矿形成时间在地质史上有两个高峰
,

即太古代 (一早元古化)和中生代
,

而元古代和古生

代可能被转生含金地质建造特别是含炭质粉屑岩一泥质岩一碳酸盐岩含金建造所填补
。

太古

代稳定的克拉通内发育的原生含金建造不可避免地要转入到元古代活动带的沉积中去
,

分布

在辽宁的辽河群
、

内蒙的白云鄂博群
、

湘西一赣东北的板溪群
、

两广境内的八村群
、

水口群等都

属于这种建造
。

古生代 (包括印支期 )形成的这种建造除桂一黔一滇交界带之外
,

还见于陕南

一甘肃一青海
。

在这些含金地质建造 内
,

常常见有含砷
、

锑
、

汞的各种矿物
,

这些元素是否意味着应当属于

这种地质建造的特定成分呢 ? 例如湘西一赣东北地区的 w
.

s b. As
,

黔西南地区的 H g
、

As
、

Sb

青海一甘肃地区的 H g
、

Sb 以及辽南地区的 B 等
。

这要考虑三种因素
:
(l) 按照帕逊和路易士

的理论
,

在形成溶于水的络合物中
,

溶液中富含软碱的配位体应当优先富集能够形成软酸的元

素
,

富含硬碱的配位体应当优先富集能够形成硬酸的配位体
。

cl
, 一 属于无极性配位体

,

对软

硬 酸无 所选择
,

H s
, 一 属 于软碱 配位体

。

A u ‘十 属于 软酸
,

故 自然界 只能是 形成 A u ‘十
与

cl
, 一 、

H s
, 一
等组成溶于水的络合物

。

恰恰是
,

除 A u , + 之外
,

A s 、

Hg
、

S b
、

w
、

B 等的离子均属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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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坦此
,

在热液金矿床内
,

上述元素中的出现并非偶然
; (幻各种元素在地壳上的丰度不均衡

,

因此并非所有热液金矿床电

地成矿地质热事件存在差异

元素存在
,

特别是 w 和 B 更受到地区的限制
; (3) 由于各

条件地形成了各种不同温度下的矿物组合
。

由此来看
,

上

述元素不应笼统地视为仅是这一地质建造的特定组分
,

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普查找

矿标志的作用
。

三
、

花岗质岩石含金地质建造

花岗质岩浆岩特别是小的浅成侵入体
,

早在五十年前艾孟斯等就已经指出与金矿的紧密

关系
。

当代的间题是
,

与金矿有关联的花岗岩属于什么成因
,

是具有原生含金建造的性质还是

具有转生含金建造的性质
。

但不论是哪一种性质的含金花岗岩建造
,

在成矿过程中都有一个

共同点
,

即岩浆熔体的早期阶段
,

金进入具岛状结构和链状结构的铁镁硅酸盐矿物中去
,

特别

是闪石类
。

另一方面金又可以保留在晚期的残浆中
,

在挥发组份影响下形成金的矿化 〔7〕
。

这

就意味着
:
(l) 与花岗质岩浆有关的金矿都属于岩浆期后阶段的产物

; (2) 金在初始花岗质岩浆

中的丰度直接影响着成矿的可能及规模的大小
; (3) 金在液相中的高分配率以及浅成的小岩体

对金矿的形成最为有利
。

显然
,

总体的直观的考虑
,

一定地质环境下的重熔花岗岩和同熔花岗岩对金的成矿是重要

的
,

尤其是前者
,

它应属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 ‘

后者似乎就像岩浆本身一样
,

也具混生意义的色

彩
。

不言而喻的是
,

这些岩石中的金大部来 自原生地质含金建造
。

重熔岩浆岩分布范围广泛
,

生成时代较长
,

主要见于中朝准地台基底
、

南岭
、

秦巴及其它区

域
,

其中地台范围内的花岗岩多属含金地质建造
,

并形成了巨大的金矿床
,

例如胶东
,

秦巴地 区

金的矿化现象广泛
,

尤其是东部
,

但还未发现具一定规模的矿床
。

南岭地区
,

除个别岩体之外
,

很少发现金的矿化
。

仅此三区的差异
,

足可说明并非所有重熔岩浆岩都是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

现在的资料只能说明
,

只有像中朝准地台具有发育广泛的原生含金地质建造这样的地区
,

才能

形成含金的重熔花岗岩建造
,

但其它地质特征尚未系统总结出来
,

其中也包含着生成时代究竟

有无明显意义
。

显然
,

这些正是今后应该加以研究的问题
。

同熔型花岗岩主要发育在东部地区
,

多形成于中生代
,

与西部地区比较
,

显然经常是和火

山岩系相伴生
,

构成了沿太平洋西岸的中生代构造一火山岩浆带
,

这一个带的基底广泛发育前

卑生代各类含金地质建造
,

使得在总体上可以认为
,

多数的同熔型花岗岩都可能属于含金的地

贡感造
。

与其同源的火山岩系 (以中酸性为主 )具有相似的含矿特征
,

只是表现为成矿作用的

差异
。

这样的火山岩系
,

有些可以直接形成与火山机制相关的热液矿床
,

有些矿床可能是在后

期某些成矿作用例如 自然水的渗滤作用下形成
。

需要说明的是
,

近来一些研究者认为
,

花岗质岩浆在金矿形成过程中
,

所起的只是一种加

热作用
,

本身不是一种含金地质建造
。

应当说
,

一些金矿床的形成
,

的确与这种加热作用有关
,

例如渗滤热液型
,

它的前提是
,

在其它地质体中已经具备了溶液和矿质
。

但多数与花岗岩有空

间关系的金矿床不具这类特点
,

如认为提供它们护质和溶液的地质体往往属于前寒武纪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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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质建造
,

而加热作用发生于中生代
,

这似乎令人难以理解
。

四
、

结语

讨论含金地质建造只是试图指出有利的成矿背景
,

在此基础上研究后期的各种成矿作用
,

即区域变质成矿作用
,

岩浆成矿作用
,

火山成矿作用
,

渗滤成矿作用
,

风化成矿作用
,

沉积成矿

作用以及可能存在 的动力成矿作用和 尚未认识到的其它成矿作用等等
,

以期找到新的矿床
。

因此
,

含金地质建造的研究一定要和区域成矿作用的研究结合起来
。

G
·

N
·

菲利普斯闭在研究了太古宙含金热液的性质之后指出
,

含矿热液 内主要形成的是

含金的络合物〔A u( H s) 厂〕
,

从其制订的金溶解度等值线图解中可以看出
,

不论是改变氧逸度
,

还是改变酸碱度
,

都能降低金的溶解度
,

这就意味着不只是有一种沉淀环境可以引起金的沉

淀
,

或者说
,

可以有许多可供选择引起金沉淀的余地
,

因而金矿床能够赋存于多种容矿岩石中
,

基于这种认识和 已发现的地质事实
,

在讨论一些含金地质建造的找矿范围时
,

有意予以一定的

扩大
,

其必要条件是这些被扩大进来的岩系与主体应属一个有机的岩套
,

例如原生含金地质建

造中的
“

绿岩带
”

和
“

蛇绿岩套
” 。

建立含金地质建造这一概念必然而且已经遇到了这些岩系中金的丰度值高低无章可循的

挑战
,

但它不应成为一种障碍
。

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

即在原生含金地质建造 (多是变质岩)

内
,

金的低丰度值区未必没有发现矿床
; 在转生含金地质建造 (多是花岗岩) 内

,

金的高丰度区

未必发现矿床
。

这都是因为后期地质作用使矿质重新分配而形成矿床 (或异常) 之后
,

建造内

某些岩系中金的含量相对降低了
。

因此
,

含金地质建造是将古论今 比拟的结果
。

诚然
,

测试金

在各种地质区域及各类岩系中的分布量及其地质意义
,

仍然是一个深入研究的问题
。

因为的

确 已经发现
,

例如小奏岭
,

根据亲世伟明
,

等人的研究
,

太华群其原始金的丰度值就较低
,

但依

然成为诸矿床的物质基础
,

即低背景值基础上的区域成矿
,

这也恰恰说 明了含金地质建造的实

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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