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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金矿床地质问题的讨论

涂光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

提要 金矿床的地质找矿间题是当前广大地学工作者比较关心和注意的间题
。

本文为作者 19 8 7

年 10 月在首届全国冶金地质金矿讨论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
,

经修改补充而成
。

主要从金矿床的一

些地质特征
,

如岩石
、

构造
、

成矿时代
、

矿源岩和围岩蚀变等方面的特殊性
,

提出金矿地质找矿间题

的一些设想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

和大家共同讨论
。

关往词
:

金矿地质特殊性 金矿的找矿 铂族元素 岩浆水

对金矿地质工作接触不多
,

仅提出一些想法和大家讨论
,

可能不切实际
,

请大家纠正
。

一
、

首先讨论金矿地质的一些特征
,

即金矿床区别于

其它金属矿床或者它本身的某些特殊性
。

1
、

金的成矿对岩石类型没有什么选择性
。

无论在那一种变质岩
、

火山岩
、

沉积岩
、

岩浆岩

都可以产出金矿
,

只有成矿规模大小
、

重要性多大的问题
。

其它元素矿床还没有见到象金矿床

这么广泛的赋存岩类
。

例如铬
,

只存在超基性侵入岩中
。

铁矿的产出岩石类型也很局限
、

狭

窄
.

但金矿能在广泛的岩石类型中分布
。

我们先从侵人岩开始
,

最基性的岩石中有金矿床
,

而

且是很著名的金矿床
。

最酸性的岩石中也有金矿床
,

例如花岗岩中的金矿床
。

加拿大在太古

代的抖长岩中产金矿床
,

而且是很不错的金矿床
,

其抖长岩的年龄是太古代的
。

金矿赋存的部

位
,

完全看不出它是抖长岩
,

已遭受了强烈蚀变
,

完全变成绢云母石英片岩
,

且局限在剪切带
。

剪切带遭受硅化
,

变成绢云母石英片岩
。

在其外围
,

同样在抖长岩里
,

抖长石变成黝帘石
、

钠长

石
、

绿泥石的集合体
,

矿床具有很好的金品位
,

储量也较大
,

可以说是最基性岩石中的金矿床
。

然后是苏长岩
。

苏长岩含金矿床也很多
。

在我国超基性岩
、

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花岗岩
、

高铝

花岗岩含金的实例也不少
。

例如
,

广西大容山董青石花岗岩中有含金多金属矿床
;广西大宁和

卜

新疆哈密地区的花岗闪长石产出的金矿等
。

从侵入岩看
,

从最基性到最酸性
,

包括它们当中的

过渡类型
,

都有金矿床出现
。

喷出岩也向样是从大量的基性的玄武岩 中产出不少的金矿
,

一直到酸性的流纹岩
、

英安

岩
,

斌存很多金矿
。

从我国的新疆到东南沿海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实例
。

沉积岩也是这样
,

砂岩
、

页岩
、

砾岩
、

碳酸盐岩都可以含金矿
。

最近在江西北部就找到砂岩

金矿
。

页岩
、

砾岩含金矿大家都知道
。

碳酸盐建造中产有卡林型金矿床
。

变质岩从很浅变质的够不上绿片岩相的岩石一绿片岩相
,

直到高变质的岩石都可找到金

犷
。

但是绿片岩相和准绿片岩相对金矿更有利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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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在有些岩石中找到金矿比较多
,

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趋势
,

在火 山岩中偏基性

的这一部分是主要的产金对象
。

在一些酸性的侵入岩
、

火 山岩中也是重要的
,

特别是我国更应

该考虑
。

但在世界范围内
,

基性的侵入岩和火山岩中金矿床更多一些
。

沉积岩与变质岩中
,

金

矿出现的机率高的更多的是含有机质
、

碳质高的岩石
。

这样一种分析是否完全合适
,

看起来有

这种趋势
。

我想举几个例子
,

从文献中介绍比较多的是苏联西乌兹别克的一个金矿
,

叫做穆龙

套金矿
。

这是一个晚前寒武系
,

相当于低级绿片岩相变质程度的黑色岩系里的金矿
。

整个黑

色岩系都是金矿床
,

而不仅是它的一部分
。

为什么这个矿床这么大
,

年产几十吨黄金
,

就在于

整个黑色岩系就是金矿床
。

我国南方下寒武系的黑色页岩
,

整个岩系已经浅变质
,

变成了含石

墨的岩系
。

金产 出在大脉和细小网脉中
,

且分布于整个岩系
,

含碳相当高
,

石墨相当普遍
,

可以

设想
,

它的产金率也是很高的
。

所谓的
“

卡林型
”

金矿
,

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含碳相当高
。

我国

一些产出在沉积岩和浅变质岩中的金矿
,

常常碳质相当高
,

例如
,

东北白云山
,

河南银铜坡等
。

十几年前我去夹皮沟金矿参观
,

其中含石墨也是相当高的
。

含碳高与金矿有什么成因上的联

系
,

现在还不好说
,

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

但是
,

金矿中含碳高这种现象
,

是很值得从事金矿地质

工作的同志注意
。

我们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有几位同志正在从事这项研究
,

研究金矿床的碳

及其存在的形式
,

有多少是有机炭
,

有多少是非有机碳
,

然后根据不同碳的存在状态
,

从实验室

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与金的搬运和富集到底有什么关系
。

当然
,

在变质岩
、

沉积岩中
,

还不敢下
“

碳质多的地方就是金矿的富集部位
”

这个结论
。

看来
,

含 n
% ~ D

.

n %的碳有利于金的富集
,

过多也不利
,

而且
,

也不可能都有金矿
,

这就是从地质上来考虑
。

因此
,

它的第一个特征是金的

成矿对岩石没有什么专属性
。

2
、

我们观察到的金矿床
,

以及文献上报导的
,

大多数金矿床受构造控制是很明显的
,

例外

的不多 (块状硫化物矿床
,

硅铁建造中的金矿
,

南非的含金
、

铀砾岩 )
。

前述加拿大产出在抖长

岩中的金矿
,

以及超基性岩
,

苏长岩
,

辉长岩
,

沉积岩
,

火山岩
,

变质岩中的金矿
,

几乎都没有什

么例外
。 “

构造
”

有的称作剪切带
、

韧性剪切带
、

破碎带
。

不管冠以什么名称
,

确实金矿体
,

金矿

床
,

甚至整个金矿田
,

看起来都明显地受到构造控制
。

似乎有这种趋势
,

看来剪切作用先开始
,

在此基础上
,

再开张造成了容矿空间
: 充填了石英脉或微细的网脉

,

细脉
,

微脉
。

3
、

赋矿的岩石与金矿床形成时代
,

往往有一定时差
。

这也是金矿床一个明显等点
。

这个

时差有的大
,

有的小
。

大的几亿到十几亿年
,

小的几千万年
。

我还很少发现金矿的赋矿岩石与

矿床是同时代形成的
。

有的金属矿床
,

如赣南的黑钨矿石英脉
。

钨矿的成矿年令与它的赋矿

岩石黑云母花岗岩时差很少
。

不管是西华山
、

漂塘都如此
。

可以从较多的同位素年令得到证

明
。

如西华山黑云母花岗岩于 16 0m
.

y 形成
。

黑钨矿石英脉中的铁锉云母
、

白云 母也是这个

年龄
。

赋矿岩石和黑钨矿石英脉的年龄
,

基本上是同时的
。

很多沉积铁矿
,

矿床形成的年龄和

围岩也是同时的
。

但是金的赋矿围岩一般说来年龄要比矿床老
。

一般是几千万年
,

甚至十几

亿年
。

可能有例外
,

希望大家提供不同的事实
。

现在还没有发现成矿和成岩是同一个时间的
,

这可能与我国东部多旋 回地壳运动有关
。

金矿床的形成常和某一地 区最晚而剧烈的地壳运动

有关
。

因此
,

我国东部多数属晚古生代和中生代形成的金矿
,

不管后者赋存岩石的年龄
。

这里想插进来说一下铅同位素资料的引用问题
。

不少金矿中有方铅矿
,

也可能它的形成

与矿化接近
。

用它做普通铅法
,

以它代表成矿时间
,

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的
。 ’

它的运用
,

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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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
,

有时二者一致
,

普通铅年龄可以代表成矿时代
,

但确实在不少情况下二者并不一致
。

普通铅法代表的是铅年龄
,

即 Pb 脱离 u 一 T h一Pb 体系的年龄
,

它不一定是方铅矿的成矿年

龄
,

更不一定是金的成矿年龄
。

譬如河北沫源大湾
,

燕 山晚期的流纹斑岩侵入到震旦系高于庄

组和雾迷山组地层中
,

斑岩中产有细脉浸染的铝矿
。

斑岩与围岩接触处的矽卡岩中有闪锌矿
,

方铅矿
,

磁铁矿产出
,

习惯上把矽卡岩的物质来源与花岗岩相联系
,

认为方铅矿也应具有燕 山

晚期的年龄
。

但实际上
,

大多数方铅矿年龄均为 13 一 16 亿年
。

说明铅是震旦系地层的铅
,

形

成矿床则是燕山晚期
。

铅年龄与铅矿化不是一回事
,

大湾矿床闪锌矿 中含锰很高
,

可达到

20 %
,

这是十分少见的
。

而高于庄组地层含锰很高
,

闪锌矿中的锰也是来 自地层的
。

流纹斑岩

的侵入只起活化转移震旦系地层中多种金属 M n 、

P b
、
z n 的作用

。

又如辽宁柴河铅锌矿
,

产出

在中~ 晚期前寒武系白云岩中
,

矿脉穿过了侏罗系地层
,

成矿年龄大约是晚中生代
。

但它的铅

年龄达到 20 亿年
,

比赋矿地层的年龄 12 一 13 亿年还老得多
。

说明铅年龄与铅矿化有时一致
,

不少时候是不一致的
。

在我国东部多旋回地壳运动中
,

往往铅年龄 比赋矿地层年龄
、

成矿时代

都老得多
。

不妨再举我国东北桓仁的矽卡岩铅锌矿床为例
,

矿床是中生代形成的
,

但有前寒武

纪晚期的铅成为其后的铅矿化的物质来源
。

因此
,

如果金矿中有方铅矿
,

对它年龄的解释就应

持慎重的态度
。

至少要把方铅矿的年龄与金矿化的年龄等同起来的话
,

需要十分慎重
,

4
、

对很多金矿床来说
,

矿源岩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

,

矿源岩或矿源层
,

可以包含基底岩石
。

虽然层位不一定很准确
,

但是大的层位是可以确定的
。

很多同志主张
“

胶东群
”

是胶东一些金

矿的重要矿源层
,

广东河台
,

也存在矿源层
,

新疆的西准噶尔
、

阿尔泰都有
“

矿源岩
” 。

矿源岩或

矿源层
,

不一定能立即指出它的厚度和层位
。

但是
,

在不同地区
,

一定时代和地层
,

指出它们的

大致范围
,

是可以做到的
。

它们金的本底较高
,

比克拉克值高几 ~ 十几倍以上
,

这方面工作国

内已做得比较多
。

这里
,

顺便提一下
,

生油岩的研究是油气地质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
,

人们要对生油岩中可生成的油作出科学的估算
。

对金属矿床
,

特别是较活泼元素 (如

汞
、

锑
、

铀
、

砷等
,

在一定情况下
,

还可以包括铜
、

铅
、

锌
、

金
、

银等)的矿床
,

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矿

源岩的重要
。

但相信
,

对金矿床
,

人们迟早会重视这个间题的
。

5
、

金矿床的围岩蚀变
,

大致多在中~ 低温蚀变的范围
,

还很难看到高温蚀变
。

例如
,

加拿

大的 c叩 per R an d 金矿
,

它产于绿岩带的抖长岩中
,

遭受绢云母石英蚀变
。

不管是那类岩石中

的金矿
,

无论是侵入岩
、

火 山岩
,

还是沉积岩或变质岩
,

硅化都非常明显
。

硅化并不是在很高的

温度下发生的交代
,

而是偏中
、

低温的交代产物
。

绢云母化
、

铁 白云石化
、

菱铁矿化都不是很高

温度下形成的
,

有的温度还是 比较低的
。

以前在有关金矿床的教科书中
,

总是说金矿伴随着
“

高温蚀变
” ,

但到了一些金矿进行实际观察
,

确实没有发现金矿中伴有铁铿云母
、

白云母
、

黄

玉
、

电气石等这些高温蚀变矿物
,

一般就是硅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
、

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等
,

这些都是偏中
、

低温形成的蚀变
。

上述五个特点
,

都与金矿床的形成机制有密切的关系
。

这里仅仅是简单概括一下金矿床

与其它金属矿床相区别的五个特征
。

从金矿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
,

在世界范围内还要指出两

点值得我们注意
:

第一
、

金矿床类型还处在一个不定型的阶段
,

我国发现新类型的金矿是大有可为的
,

这一

点金矿床与其它金属如铁
、

铜矿床完全不同
。

铁
、

铜矿床类型
,

我国和世界范围一样
,

已经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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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例如
,

铁矿就很难发现既不是鞍山式
、

宁乡式
、

石碌式
,

宁芜式
,

也不是大冶式
,

又不是海相

火山岩型的新类型铁矿
。

铜矿床也类似
,

基本上就是砂岩型铜矿
、

斑岩型铜矿
、

矽卡式岩型
、

海
、

陆相火山岩型
、

变质型⋯⋯
,

大致就是这些类型了
,

如果想发现不属于这些成因类型的一

种新类型铅铜矿是很不容易的
。

过去对金矿的概念就是石英脉型
。

当然
,

不仅仅是我们
,

就是

国外二十年前对破碎带蚀变型的认识也是含糊不清的
。

经国内
、

外金矿地质工作者的努力
,

金

矿的概念已经改观了
。

近二十年来
,

国内发现了一批非石英脉型的金矿床
,

包括胶东的焦家
,

南方的河台金矿 ; 国外八十年代
,

在加拿大发现一个很大的赫姆洛金矿
,

产于太古代地层 中
,

相

当于我们所说的蚀变岩型金矿
,

没有石英脉
,

已知有 6 00 吨的金
。

这个矿就在大公路边上
,

但

多年没有被发现
,

这是一个新类型
。

所谓
“

新
”

主要是该矿产于太古界绿片岩相的变质岩中
,

而

且和汞
、

锑共生
。

在我国
,

变质岩中尚未发现有汞
、

锑矿化
,

在一些太古界的岩石中有很少的锑

矿化
,

即使有也是后期跑进去的
。

而加拿大的赫姆洛金矿床中所伴生的辉锑矿
、

辰砂则是太古

界本身的
。

为什么在那么高的变质之下
,

辉锑矿和辰砂还没有被活化迁移呢 ? 一些学者认为

那时的太古界地层非常发育
,

厚度很大
,

形成了尸个很大的
“

岩盖
” ,

封存压力很大
,

在绿片岩相

的温度之下
,

辉锑矿
、

辰砂也没有挥发掉
。

他们有这么一种解释
,

不管其正确与否
,

总之
,

这是

一 个新类 型
,

是 八 十年 代的新 发现
。

近 几年来
,

澳大 利亚 也有 重要 的新 发 现
,

西澳 的

Bo ed di ng to n ,

在三水铝土矿的风化壳中
,

找到了很好的金异常
,

据他们说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矿

床
。

各种不同的氧化带
,

包括不同的铁帽在内
,

都是金矿找矿的重要对象
,

我国长江中
、

下游 已

有发现
。

当然
,

不仅仅是硫化矿床的铁帽
,

就是那些经长期风化的地段
、

氧化带
,

亦包括超基性

岩石的氧化带
,

还有一些铝土矿
,

原岩不一定有原生金矿化
,

这些都是今后寻找金矿值得注意

的
。

因为
,

金在氧化带
、

淋滤带相对富集
,

如有一定的丰度就值得注意
。

加上八十年代美国发

现的麦克劳伦金矿
,

也可以算是一个新的类型
。

这样
,

国外八十年代至少已有这么三个新类型

矿床实例
、

近几年来在我国黔西南三迭纪地层中发现的金矿床
,

从类型来看
,

不完全像
“

卡林型
” ,

国

外也是不多见
,

也可算是一个新类型矿床
。

我们既要承认过去一些好的有益的经验
,

又不要受

几十年以前金矿成矿理论的约束
。

金矿也是一个发展的事物
,

国外找金矿形成高潮也就是近

十几年的事
,

从时间来看和我们差不多
。

他们对金矿认识也是逐渐发展的
,

十几年前他们只找

石英脉型金矿
,

现在也不这样认识了
,

我们为什么要完全按照他们过去的想法去办呢 ? 我们应

从我国的实际地质情况出发
,

参照他们一些最近的经验
,

可能要更合适些
。

第二
,

我根据有关资料的初步统计
,

八十年代国外发现比较大型的重要的新矿床
,

无论从

经济意义或储量规模来看
,

主要是两种
:

一是金矿床
,

二是铀矿床
。

当然
,

铜
、

铅
、

锌等矿床也

有
,

但最惊人的发现就是这两种
。

这说明金矿床和铀矿床是大有可为的
,

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

规律需待我们去发现
,

随着这些规律的发现
,

将会有更多的金矿床
、

铀矿床被发现
,

这个事实也

是很清楚的
,

值得我们注意
。

由于上述这些特征
,

使我感到金矿床的形成机制有它一定的特殊性
。

如果我们考虑到金

在许多岩中都可以形成
,

因此
,

只要有一定丰度
,

就有矿源层
。

在成岩
、

成矿间有很大的时差
,

若一个特定的矿源层
,

经后期各种地质作用的重迭
,

就是金矿床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当

然
, “

后期的
”

可能是单一因素
,

也可能是多因素的重迭
,

而使金活化
,

然后在比较有利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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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

构造软弱部位富集
,

如剪切地带
、

破碎带等 ; 搬运金的溶液看来也不是温度很高的溶液
,

因

此
,

通常形成中
、

低蚀变
。

在后期的地质作用中
,

我比较强调改造作用
,

因为在不到绿片岩相的

条件下
,

’

金就可以活化转移
,

我们目前还 尚未发现金矿伴随的高温蚀变
,

而金在中
,

低温的条件

下就已活化转移了
。

当然
,

也不要排除其它的地质作用
,

如氧化作用
、

变质作用等
。

对金矿形

成的机制
,

简单地就说这些
。

二
、

关于我国寻找金矿床的一些想法

这个问题前面巳涉及到了
,

我不准备谈得全面
,

只说几个方面
:

(1) 认真做好基础工作很重要
。

基础工作包括一些金的丰度调查
。

我国金的分析水平提

高很快
,

分析 已不那么困难
,

这对于开展金的丰度调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我国的金矿化有一

些特定的地层
,

如含碳或含石墨比较高的地层
,

就十分值得我们注意
,

并开展调查工作
。

有些

偏基性的火山岩
,

那怕做一下其含金丰度的调查
,

对打开金矿地质找矿的路子是有益的
。

这些

工作似乎见效太远
,

实际上我觉得并不太远
,

特别是在一些有利的地层
、

岩石中
,

开展金的丰度

调查
,

对金矿的地质找矿是极为重要的
。

(2 )
、

能否对过去一些铜矿的废矿以及过去以开采铜矿为主的矿山做一些金的普查工作
,

我最近了解国内
、

外确实有一些金矿床含铜 比较高
,

不过达不到单独开采铜的品位
,

例如
,

广东

的河台及新疆的一些金矿等
。

加拿大不少太古界地层中的金矿
,

开始作为铜矿开采
,

有的已经

或将要采完
,

现在又认识到它们也是金矿床
。

过去十几年就出现这种情况
,

在报废的铜矿中经

分析含金很高
,

重新作为金矿开采
。

当然
,

铜和金不一定产出在同一个部位
。

我国的一些铜矿

都要注意这个特点
,

注意铜矿床的含金性
。

当然
,

铅
、

锌多金属矿床和汞
、

锑
、

砷
、

白钨等矿床的

含金性也应注意
。

这里简单谈一下 cu
、

A u 地球化学行为的一致性
,

特别是它们的成矿意义
。

在元素周期表

中
,

c u 、
A u 、

A g 属于同一个族
,

有类似性
。

A u 和 c u 在成矿作用方面
,

其类似性就表现得更为

明显
。

在表生带
,

c u 、
A u 的行为非常相似

,

铜可以在铁帽中富集
,

而且可以成为较大的铜矿床
,

广东阳春的石碌铜矿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实例
。

其矿石主要是孔雀石
,

有几万吨铜储量在氧化

带
,

氧化带发育开始时
,

铜可以在氧化带中保存
,

金也如此
。

但金在氧化带中的迁移不如铜那

样明显
,

因而金相对富集
。

从表生带往下是淋滤带
,

铜在地壳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形成次生富

集带
,

当然
,

这种实例在我国不多
,

因为我国地壳变动比较强烈
。

同样
,

金在一些矿床中也可以

形成次生富集带
。

在表生带中 c u 、

A u 行为是一致的
。

在火山岩中
,
c u 、

A u 的行为也相类似
,

它们一般在偏基性部分更多一些
,

例如
,

偏基性 的玄武岩
、

辉长岩
,

有硫化物铜镍矿床
、

火山岩

型铜矿或铜一多金属矿床
,

而在偏酸性的岩中也有
,

但比例上要少些
,

这点 c u 、

和 A u
都很相

似
。

在变质岩中
,
c u 、

A u 也同样很类似
,

如果在原来的变质铜矿中
,

金有一定含量的话
,

那就完

全可以成为一个 c u一A u 矿床
,

有时 A u 的价值要比铜更大
,

因此
,

我们是不是应该注意在铜矿

中寻找金矿
。

(3 )
、

我国东南部的火山岩很值得注意
。

我国东部包括东南
、

还有东北的一些地区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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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分布很广
。

东南部的火山岩区金矿已有进展
,

但还没有很大突破
。

从国外近年已发现的金

矿床来看
,

一半以上都是在较新的中~ 新生代火山岩中发现的
。

我国的闽
、

浙
、

粤东
,

还包括江

西的部分地区和安徽等有很大一片火山岩出露
,

而且其中常有一些容易与金矿伴生的矿化
,

例

如
,

其中有萤石矿
,

浙江的萤石是很著名的
,

火山岩中常常伴生有萤石矿
。

东南一带的叶腊石

也很有名
,

不少火山岩金矿也可能有叶腊石存在
。

总之
,

火山岩金矿的一些形成条件
,

在我国

东南沿海一带是存在的
。

同时
,

我还要指出火山岩型铀矿与火山岩金矿有一定的联系
,

我国火

山岩型铀矿已有较大的突破
,

因此
,

火山岩金矿的发现是完全可能的
,

今后
,

可能会有较大的发

展
。

(4 )
、

对古砾岩型 A u
一U 矿床的一些想法

。

无疑古砾岩型 A u一U 矿床在南非是很重要

的
,

储量惊人
。

在过去的 10 0 年中
,

已产金 4 万吨
,

矶 o
。

1 3 6 5 0 0 吨
。

加拿大也有含 A u 、

u 砾

岩
,

巴西
、

澳大利亚也有一点
。

所谓金
、

铀砾岩
,

其形成的年龄大致是 22 ~ 27 亿年
。

当然
,

我们

对此应该感兴趣
,

但不应对这种类型的金矿寄于过多的期望
,

应该对适合我国地质条件的其它

类型的金矿给予更多的注意
。

这主要是从我国的地质条件来考虑
,

包括我国
、

苏联和东西欧
,

目前 皆尚未找古砾岩型金矿
。

欧亚大陆
,

特别是我国东部的地质历史与南非
、

加拿大不太一

样
。

南非在 2 2一27 亿年已是非常稳定的地台
,

沉积了面积很大的以石英卵石为主的砾岩
。

而

我国此时还是早元代的地槽发育区
,

没有稳定地台环境形成厚大的沉积砾岩
,

再加上后来地壳
.

变动和变质
,

即或能形成古砾岩型金
、

铀矿床
,

也不容易保存
,

我想我们是否可以更多地注意

我国地质条件下有利的金矿类型
,

例如
,

浅变质黑色岩系
、

铜矿床中的金矿化
、

花岗岩类岩体内

外的金矿床
、

火山岩中的金矿床
,

以及我国华南广泛存在的碳酸盐岩 中的金矿床等
。

我国南方

从 z 一T ,

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碳酸盐岩分布
,

包括湖南西部
、

贵州的大部
、

云南的一部分
、

四 川

和广西等
。

应在碳酸盐岩中富硅质和富有机质的部分寻找卡林型或类似卡林型的金矿床‘例

如
,

黔西南都是应该考虑的重要对象
。

因此
,

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地质情况打开思路
,

广开门

路
,

制定寻找金矿的长远规划
。

国外的一些经验
、

看法
、

手段我们都应加以利用
,

但不应过多地

受他们的影响
。

三
、

注意与金有关的铂族元素的找矿问题

铂族元素的来源
,

很长一个时期
,

无论是世界范围
,

还是我国都是从硫化铜镍矿床的综合

利用中回收
。

我国主要是金川
、

红旗岭等硫化铜镍矿床中
,

还有一部分进 口
,

亦有少量从 回收

废旧 中解决
。

铂族元素也是贵金属
,

是否能从非硫化铜镍矿床中打开寻找铂族元素矿床的局

面呢 ? 实际上我国较早就已注意这个问题 了
,

二十年前
,

在云南省的元谋的一个超基性岩体中

就发现了铂族元素
。

硫化铜镍在岩体中呈稀疏浸染
,

不具备开发条件
,

铂族元素的矿量很 小
。

但八十年代国外铂族元素的找矿有新的进展
,

已在南非和美国西部两个地区发现大的堆积岩

中有侵染状的独立的铂族矿化
。

过去人们只注意在堆积岩中找钒钦硫铁矿
、

硫化铜镍矿床
,

但

是
,

已在这个大的堆积岩中找到了原生的独立的铂族元素矿床
,

而且与块状铜镍矿床无关
。

美

国西部的 St ill u w at er 已筹建矿山
,

进展很快
,

今年在试采
。

南非也是最近几年的事
。

铂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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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将是非常重要的金属
,

我们现在注意不够
,

我建议在基性堆积岩的找矿工作中
‘

应当考虑

铂族元素问题
,

并不一定要硫化铜镍大量富集
,

而且当它有少量侵染时就应该注意会不会有较

多的铂族元素的富集
。

四
、

两种不同类型花岗岩型脉型矿床问题

以前很长一个时期
,

人 们总认为这些矿床是花岗岩浆结晶分异形成的热液矿床
。

现在看

来很可能有两种
:

一种是
“

岩浆水
”

形成的矿床 ; 一种则不是
“

岩浆水
”

形成的
,

而是大气降水下

渗形成地下热水或热 卤水形成的矿床
。

现在叫
“

岩浆水
” ,

而不叫
“

岩浆期后热液
” ,

其中有一个理 由就是这个
“

岩浆水
”

的概念是采

取了一些同位素工作者的提法
。

什么 叫做
“

岩浆水
” ? 岩浆水是在岩浆温度下与岩浆处于平衡

状态的水
口

岩浆的温度一般是 5 00 ~ 7 0 0 C
,

在此区 间与岩浆处于平衡的水
,

包括一些岩浆结

晶分异所产生的
,

但不止是这部分水
,

而这种水是花岗岩本身的
。

另外
,

一种是在氢氧同位素

成份上与
“

岩浆水
”

十分不同的水
,

它主要是大气降水
。

这种水下渗并溶解了花岗岩和花岗岩

围岩中呈分散状态的成矿元素
,

然后转移到构造软弱带中形成脉状矿床
。

我们所说的花岗岩型脉型矿床
,

是指产于花岗岩体中
、

接触带或离花岗岩接触带距离不大

远 (1 0 0一 2 00 m )的矿床
。

很长一段时间内
,

这种矿床都被认为是与花岗岩浆热液有关的矿床
。

我国核工业部的同志通过对华南花岗岩型铀矿的工作
,

首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

认为华南花岗

岩型铀矿并不是岩浆热液矿床
,

而是地下水热液矿床
。

我想作个对比
,

这涉及花岗岩型金矿
,

有时是以金为主
,

伴生有铅锌
;有时则以铅锌为主

,

伴生有金
。

在华南如大宁岩体
、

花岗闪长岩

内石英脉就是以产金为主
,

伴生有银
、

铅
、

锌 ; 大容山的董青石黑云母花岗岩和湖南的一些岩

体
,

都有含金脉
。

它们到底是什么形成机制 ? 我想对 比一下
,

一类是
“

岩浆水
”

形成的 ; 一类主

要是被加热的地下水
,

是大气降水而形成的
。

这两类都有一些实例
,

前者如赣南的石英一黑钨

矿脉
,

后者如花岗岩中的萤石脉
。

至于花岗岩中的铀矿
、

金矿
、

铅锌矿等
,

有一些是岩浆水形成

的
,

但另一些则是大气降水成因的
,

勿简表如下 (表 l )
:

综上所述
,

我想把花岗岩型脉状矿床分为两类
,

这种分法是否合适
,

请同行们讨论
。

当然
,

并不排除有
“

岩浆水
”

类型的金矿床
。

但大多数是被加热的地下水形成的
,

而且形成的温度不

很高
,

100 ~ 2 5 O c 就可以把花岗岩或花岗岩围岩中分散状态的金溶滤 出来
,

形成金矿
。

此外
,

在工作方法上
,

特别是微细粒金的工作
,

苏联最近利用放射性照相
,

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

A u 不是放射性元素
,

他们是把微细粒的金矿石放在反应堆里照射
,

A u 的半衰期短
,

因而

可产生强放射性
,

因此
,

照射后作放射性照相
,

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

这对我们开展微细粒金的

研究和找矿
,

特别是在黑色岩系
、

碳酸盐岩以及硅岩中微细粒金矿的研究工作中很值得一试的

工作方法
。

关于金矿的这些意见
,

有班门弄斧之嫌
,

不妥之处请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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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不同成因形成机制对比简表

Ta 川
e 1 c o r n训 r i,卯 of th e g e n e灯e

me
eh an ism o f m a 目旧a tic

表 1

wu
ter A u

一血训
. 妞 阴d h ea te d m ete o r iti e w a 加r

de P0 slt

类类 型型 岩 浆 水 成 因因 被加热的大气降水形成的地下水成因因

实实 例例 赣南黑钨矿石英脉 ;某些 A u
、

Pb
、

zn 矿
。。

花岗岩中的萤石
、

铀矿和一些 A u 、

Pb
、

zn 矿
。。

岩岩 体体 多为岩株
、

岩瘤
,

一般小于 10 km
, 。

如西西 常为大岩体
,

一般大于 IOO k时
。

如
:

大容山山

华华华山岩体
。。

岩体
、

大宁岩体
。。

岩岩
.

相相 分异完善
,

各岩相带清楚二
---

岩体分异不全
,

单调
。。

直直接赋矿矿 黑云母花岗岩岩 各种类型
,

董青石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花岗岗

花花 岗 岩岩岩 岩
。。

侵侵 位位 高侵位
。。

一般原地
、

半原地或低侵位
。。

成成岩成矿矿 基本上无时差
。。

时差几千万年至几亿年或更多
。。

时时 差差差差

蚀蚀变类型型 高温
。

白云母化
、

电气石化
、

铁锉云母等等 中低温
。

硅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等
。。

成成矿温度度 2 5 0~ 3 5 0 ℃℃ 1 0 0~ 2 5 0 ℃℃

成成 矿 水水 岩浆水为主主 大气降水为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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