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卷 第 3期
2006年 9月 地 质 找 矿 论 丛 Vol. 21 No. 3

Sep. 2006

收稿日期: 2005-05-17; 改回日期: 2006- 07-16

作者简介:谢春华( 1969- ) ,男,江西永新人,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 1992年毕业于原成都地质学院地质矿产勘查系, 现为中国地质大学

资源学院工程硕士研究生,从事金矿地质勘查、生产技术管理和研究工作。

赣东北地区金矿床类型、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谢春华
1, 2

,韦星林
2
,梁湘辉

2

( 1. 中国地质大学 资源学院,武汉 430074; 2. 江西有色地质勘查局,南昌 330001)

摘 要 : 赣东北是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 金矿类型众多, 成矿条件优越。依据成矿物质来源、成

矿作用、矿床产出条件、矿石建造和围岩蚀变等因素,将赣东北地区岩金矿床划分为岩浆热液类、

火山- 次火山热液类、多源热液类和地下热 (卤 )水渗滤类等 4 类 8 型, 分述了各类 (型)金矿成矿

地质特征,总结了沉积建造、构造和岩浆岩对区内金矿的控制作用, 指出了赣东北地区金矿找矿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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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赣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铜、金资源产地和工

业基地。近 30年来, 该地区岩金找矿不断有新发

现,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业已探明的金矿资源储量约

占全国 1/ 8, 占江西省 60%以上。经过长期的地质

勘查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地质资料和找矿信息,详细

划分金矿床类型、总结其金矿成矿地质特征、分析评

价金矿找矿潜力, 对于该地区后续金矿勘查工作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金矿床主要类型划分

韦星林( 1995)曾经从金矿床主控因素角度对赣

东北地区金矿床类型进行过划分[ 1] , 张祖海、吴延之

等( 1996)对乐平 德兴成矿带和信江成矿带内金矿

床成因类型进行过划分 [ 2] , 本文参照中国地质学会

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贵金属组( 1985)的中国金矿床

成因类型划分方案[ 3] , 结合国内金矿研究进展和本

区地质勘查实际, 依据成矿物质来源、成矿作用、矿

床产出条件、矿石建造以及围岩蚀变条件等因素将

赣东北地区主要岩金矿床划分为 4类 8型(表 1)。

表 1 赣东北地区岩金矿床类型划分

T able 1 Classificat ion of the primary gold depo sits in northeastern Jiangx i pro vince

矿床类型

类 型
成矿元素 矿物组合 矿床实例

岩浆热液类 夕卡岩型 Au , Ag, Cu
黄铁矿- 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矿 - 磁铁矿- 辰砂

- 磁黄铁矿
月形、铜山

火山- 次火山
热液类

次火山(斑)岩型
火山爆发角砾岩型
火山热液型

火山- 沉积(变质)型

Au , Ag, Cu
Pb, Zn

黄铁矿- 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矿 - 磁黄铁矿- 辉
铜矿- 斑铜矿- 白钨矿- 辉钼矿- 硫砷铜矿- 黝铜
矿等

银山
洋鸡山
银峰尖

枫林

多源热液
脉状类

构造蚀变岩型
含金石英脉型

Au 黄铁矿- 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矿- 毒砂- 石英等

金山

金家坞
大背坞

地下热(卤)
水渗滤类

热卤水渗滤型 Au, Ag, Pb, Zn 黄铁矿- 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矿等 乐华



2 金矿床地质特征

2. 1 岩浆热液类夕卡岩型铜金矿床[ 4]

赣东北地区尚未发现独立的夕卡岩型金矿床,

多为铜矿床中的伴生金矿。该类型矿床多分布于晚

古生代拗陷、断裂带及其交汇处,产于石炭系 三叠

系碳酸盐岩建造与花岗闪长斑岩体的内外接触带,

矿床严格受 EW向断裂、层间破碎带、NE 和 NW 向

断裂、岩体内外接触带的控制,成矿岩体多属中- 浅

成花岗质杂岩体。

铜金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产于岩体接

触带和构造带中,按产出部位可分为两类:一类系完

全产于夕卡岩中的伴生金铜矿体, 另一类是远离接

触带的脉状金矿体。与硫化物密切共生,如块状黄

铁矿的透镜体、黄铁矿浸染状脉状矿体。该类型金

矿床近地表氧化带常形成鸡窝状铁帽型金矿。

矿石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磁铁矿、

闪锌矿、磁黄铁矿、辰砂等,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

白云石、方解石。金银矿物有自然金、银金矿、自然

银、辉银矿、辉铜银矿。主要载金矿物有黄铁矿、磁

黄铁矿、褐铁矿等。矿石类型主要有含金铜块状硫

化物和含金铜夕卡岩两类矿石。矿石有用组分为

Au, Ag, Cu等;伴生组分有 Se, Te, Co, In, Cd, T l, Bi

等。围岩蚀变有硅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夕卡岩

化、绿泥石化、钾化、碳酸盐化,具分带现象,硅化、绢

云母化等蚀变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矿床硫同位素的变化范围较宽,如武山金铜矿

床夕卡岩内黄铁矿 (
34
S) = - 0. 9 10

- 3
~ 1. 8

10- 3 ,块状含铜黄铁矿矿石 ( 34 S) = + 4. 5 10- 3~

12. 8 10- 3 ,围岩黄铁矿 ( 34S) = - 28. 10 10- 3~

- 37. 2 10- 3。铅同位素208 Pb/ 204 Pb= 38. 106~

39. 140, 207 Pb/ 204 Pb= 15. 630~ 15. 680, 206 Pb/ 204 Pb

= 17. 912~ 18. 380, 显示成矿物质主要来自深源,而

在成矿过程中有地壳物质的加入。包裹体成分硫化

物中富含 H 2O, CH 4 , CO 2 , 液相、气相, 盐度 5% ~

50% ,属于低盐度 H 2O- CO 2 型热液性质。黄铁矿

的爆裂温度为 267~ 195
[ 5]

,反映出矿床形成温度

区间较宽。

该类矿床经历了夕卡岩- 金属矿化- 金矿化等

阶段,成矿早期主要以扩散交代为主, 多为晶隙金;

成矿晚期以渗滤交代为主,并有叠加现象,金主要与

黄铁矿密切共生。

2. 2 火山- 次火山热液类金矿床

火山- 次火山热液类金矿床为赣东北地区一个

较为重要的金矿床类型, 包括次火山(斑)岩型金矿

床(独立型岩金矿床)、火山热液型金矿床、火山爆发

角砾岩型金矿床及火山- 沉积(变质)型金矿床 4

型,该类型金矿床主要产于萍乡 广丰深大断裂两

侧的中生代火山岩分布区。

2. 2. 1 次火山玢(斑)岩、火山热液型金矿床(以银

峰尖金矿床田[ 6]为例)

银峰尖金矿田内已探明 4个中型金矿床(银峰源

金矿床、虎墟金矿床、竹林塘金矿床和虎形山金矿

床) ,新发现金矿点 10余处, 金矿田位于萍乡 广丰

深大断裂南侧的东乡中生代火山岩盆地边缘。矿田

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侏罗系上统陆相火山沉积岩系、白

垩系南组群陆相沉积碎屑岩及前震旦系周潭群变质

岩。侏罗系上统陆相火山岩系与金矿成矿关系密切。

矿田内次火山岩主要产于北部竹科山 赛阳关火山

穹隆西北部。次火山岩有石英闪长玢岩、安山玢岩和

橄榄玄武玢岩等。矿田内地质构造复杂,以断裂构造

与火山盆地及火山穹隆构造为主。断裂构造主要发

育区域性近 EW 向断裂和 NE 向断裂、NW向断裂,

前者具明显的多期次活动特征, NE向、NW向断裂为

矿田内主要赋矿断裂。火山穹隆构造分布于矿田北

部,由火山喷发沉积建造和次火山岩石英闪长玢岩组

成,构造形态呈 NW向的椭圆状穹隆。

次火山玢岩型金矿的矿体均产于次火山岩体

(石英闪长玢岩)构造裂隙内; 矿体平面上呈帚状展

布的脉状体, 走向一般 310 ~ 350 , 倾向 NE, 倾角

65 ~ 85 ;矿脉规模大小不一, 最长达 975 m, 一般

100~ 400 m, 脉宽 0. 52~ 1. 89 m, 倾向延深一般大

于 100 m, 2号脉最深已控制 300 m; 金矿化类型主

要有硅化石英脉型、晶洞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火

山热液型金矿的围岩为火山碎屑沉积岩;矿体形态

多呈脉状、透镜体状, 膨胀狭缩、分支复合明显,矿体

长 100~ 300 m, 走向一般近 SN 向至 NE 向, 倾向

E, 倾角 50 ~ 80 。

次火山玢岩型金矿的矿石类型为硅化石英脉

型、硫化物- 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等 3种,以硅化石

英脉型为主,金属矿物成分主要有: 镜铁矿、赤铁矿、

铅黑土、白铁矿、针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硫

化物- 石英脉型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成分为: 方铅

矿、闪锌矿、黄铜矿、黄铁矿等。矿石金银矿物主要

有自然金、银金矿等。矿体围岩蚀变以线型蚀变为

主,主要蚀变类型有硅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镜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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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黄铁矿化等,略具水平分带,从矿体向两侧分

别为硅化、黄铁矿化- 镜铁矿化、高岭土化- 绢云母

化和绿泥石化。火山热液型金矿床矿石类型主要有

石英- 褐铁矿型、石英- 冰长石- 褐铁矿型、石英-

冰长石- 绢云母- 褐铁矿型及石英- 镜铁矿型 4

类。矿石矿物主为褐铁矿、针铁矿、镜铁矿, 矿石金

银矿物主要为自然金、银金矿;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

主,次为冰长石、绢云母等。矿体围岩蚀变类型有硅

化、褐铁矿化、黄铁矿化、镜铁矿化、绢云母化、冰长

石化、绿泥石化、重晶石化、碳酸盐化等,从矿体向两

侧围岩蚀变分带为: 石英、黄铁矿、镜铁矿、褐铁矿化

- 石英冰长石化- 石英绢云母化- 绢云母黄铁矿绿

泥石化。

根据虎墟金矿的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铜

矿中的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 34 S)众值范围为- 4

10
- 3

~ + 4 10
- 3

; 铅同 位素
208

Pb/
204

Pb =

38. 594, 207 Pb/ 204Pb= 15. 638, 206 Pb/ 204 Pb= 18. 198

(中国地质大学测试中心测定) ; 此外, 据虎墟 12个

样品的稀土分析结果, 火山岩与次火山岩的稀土元

素分布模式一致,只有 Eu 明显亏损,说明岩浆结晶

过程中, Eu大部分残留在岩浆中, 矿体稀土配分模

式与次火山岩一致, 只是 Eu 值偏高,证明成矿物质

来源主要来自于火山岩岩浆[ 7]。石英包体均一温度

的变化范围为 107~ 360 , 表明虎墟金矿成矿温度

为中低温。

研究表明, 矿体经历岩浆热液成矿期和次生富

集成矿期,其中岩浆热液成矿期又可分为石英- 黄

铁矿阶段、石英- 黄铁矿- 冰长石化阶段、石英- 镜

铁矿化阶段 3个成矿阶段。

2. 2. 2 次火山斑岩型金矿床
[ 8]

目前在赣东北地区尚未发现独立的次火山斑岩

型金矿床,而主要以伴生金矿床存在。典型矿床有

德兴斑岩铜矿床、银山铅锌银金多金属矿床及冷水

坑银多金属矿床等。这类矿床共同的特点是: 成矿

过程复杂, 具有多期次、多阶段成矿特征, 矿体规模

大、矿化与燕山期中酸性花岗闪长斑岩体有成因联

系,矿体多赋于斑岩体内部及其与围岩的接触带附

近,矿(化) 体形态多样、规模不一, 厚度、品位变化

大,矿化类型复杂,矿石矿物主为金属硫化物,金以

多种形式赋存在金属硫化物内,围岩蚀变强烈,且分

带明显。

2. 3 多源热液脉状类金矿床

赣东北地区多源热液脉状类金矿主要发育有受

韧性剪切带控制的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和石英脉型

金矿床,为赣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矿床类型。据现

有各类研究成果反映,该类金矿床成因较为复杂,其

成矿物质具有多来源、成矿作用具有多期次特点。

2. 3. 1 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以金山金矿床 [ 9]为例)

矿田位于乐安江断裂和赣东北深断裂所夹持的

德兴断块, 滑脱推覆构造构成德兴断块的构造格局,

本区的含金建造为中元古界双桥山群第三段含火山

物质的浅变质沉积岩和中基性火山岩系。推覆构造

产生一系列的韧性剪切、层间破碎和断裂。矿田内

主要控矿构造有金山 朱林和西蒋 石碑韧性剪切

带。矿区内岩浆岩仅见变玄武岩、辉绿岩和燕山期

花岗闪长斑岩, 顺层呈透镜状分布, 变余玄武岩中

Au的质量分数平均值为 0. 031 10- 6[ 10] ,矿体与其

空间关系密切,在矿体上下盘平行出现。燕山期花

岗闪长斑岩形成著名的德兴斑岩( Au) Cu矿床。矿

体严格受推覆型韧性剪切带控制, 金矿体赋存在含

矿剪切带应变中心部位超糜棱岩- 糜棱岩带中, 矿

体产状与主剪切面平行,呈舒缓波状,形态以似层状

为主, 板柱状、透镜状次之,膨胀狭缩明显,在剪切带

陡坡处变薄,而在陡坡两端膨大为厚矿段,矿体分支

复合少见, 成矿后构造破坏较弱, 矿体规模大小悬

殊,金山矿床主要矿体 V1 呈似层状, 走向控制长

1 910 m,倾斜延深控制 1 480 m, 最大厚度 16. 28

m,一般 1. 00~ 6. 00 m,平均 3. 45 m ,各矿体矿化连

续,品位变化大。

矿石自然类型有蚀变构造岩型和石英脉两类,

以蚀变构造岩型为主。矿石物质组成简单, 金属矿

物除自然金外, 主要为黄铁矿, 硫化物含量仅占矿物

总量的 1. 36% ~ 2. 51%; 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 次

为绢云母、钠长石、铁白云石和绿泥石等。自然金是

惟一的含金矿物, 单体金占 85. 10% ~ 91. 21%, 包

体金占 8. 79% ~ 14. 90%, 呈不规则状、圆粒状、脉

状成群嵌布与黄铁矿及石英的粒间和裂隙中, 以细

粒嵌布为主。电子探针分析 Au 成色极高, 为

950. 50~ 999. 88。

矿床(田)内硫化物的 ( 34S)均值 4. 48 10- 3 ,

变化范围较窄( 1. 80 10
- 3

~ 6. 00 10
- 3

) , 接近陨

石硫同位素组成,说明硫源具有深源特征,超糜棱岩

矿石与地层岩石 (
34
S)接近, 显示了它们的亲缘关

系;金山和西蒋矿床的铅同位素数据落于地幔区和

造山带之间,显示出矿石铅与地层的深源火山喷出

物密切相关。金山矿床包裹体中氢氧同位素 ( D)

= - 55. 5 10- 3 ~ - 43. 60 10- 3 , 平均- 52. 4

10
- 3

, (
18
O) = - 4. 46 10

- 3
~ - 11. 15 10

- 3[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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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多种热液来源的特点, 成矿流体属 Na( K) -

Ca( M g)质- 氯化物- 重碳酸盐型,金呈硫络合离子

[ Au( H S) 2 ] - , [ AuS ] - 等形式在富 N a+ 热液中迁

移, 据包裹体测定结果, 成矿溶液 Eh = 0. 74 ~

- 0. 33, pH= 4. 46~ 8. 43, 一般为6. 48~ 7. 77, f o2

稳定在 131. 7 ~ 435. 7 kPa 之间, 说明成矿属较强

的还原环境, 金在中偏碱性条件下沉淀富集。据矿

物包裹体测温结果, 成矿温度为 180~ 260 ,属中

- 低温热液类型 [ 11]。

金矿床形成大致可分为: 沉积- 变质期,即形

成金的预富集期; 动力变质成矿期,在含金建造基

础上发生韧性剪切变形, 使金发生进一步富集,即形

成富金蚀变糜棱岩; 金矿主成矿期,韧脆- 脆性变

形、燕山期岩浆热液叠加; 表生氧化成矿期。

2. 3. 2 石英脉型金矿床

本类型金矿广泛产于赣东北混杂岩带, 主要分

布于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及其上盘的乐德成矿带,

宜丰 景德镇混杂岩带上鹅湖金矿化区以及都昌

东至深断裂上的官港金矿化区。本文以大背坞金矿

床[ 12]为例。

矿区地层为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浅变质深海相浊

流沉积岩系,主要有板岩、粉砂质板岩、变质碎屑岩

和变(含)凝灰质砂岩。矿区内褶皱和断裂构造比较

发育,褶皱构造属区域上石鼓复式背斜的组成部分,

以大背坞 大舟山 NEE 向复式倒转背斜及其两翼

发育的一系列紧密同斜倒转褶皱为特征;断裂构造

主要为呈 NE 向斜列的韧性剪切带, 主要有大背

坞 洋乐桥、猫儿井 赖家 李家村和金竹山等韧

性剪切带,此外发育 NE 向的程家庙断裂、汪家村

桃岭断裂、墩口断裂等及 NNE 向天井坞 里池坞

等断裂。矿区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 中酸性岩体和

脉岩发育。

金矿床位于鹅湖花岗岩体两侧 1~ 3 km 处的

大背坞 洋乐桥韧性剪切带内, 金矿体主要赋存在

韧性剪切最强烈的西南段, 圈定数十条含矿(矿化)

挤压破碎带。矿区有大小矿体或矿化体近 40个,其

中约 30个矿体或矿化体赋存在不同的挤压破碎带

中,在同一条破碎带中赋存的矿体甚至多达 5 个。

最大矿体长可达 100~ 250 m,宽 3~ 5 m,呈似层状,

矿体产状基本受含矿破碎带的控制,总体呈 NEE-

NE向展市,以高角度( 75 ~ 80 )向NW倾斜。较小

规模的矿体多呈透镜状,沿含矿构造呈串珠状断续

产出。

矿石金属硫化物主要有黄铁矿、毒砂等, 含金矿

物主要为自然金,偶见银金矿及自然银, 硫化物含量

1%~ 2%, 其他金属矿物较少;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

英、绢云母、碳酸盐矿物(白云石、方解石、菱锰矿等)

等。矿石的自然类型可分为自然金- 硫化物石英脉

型和自然金- 硫化物糜棱岩型。矿石结构有碎裂糜

棱结构、细粒半自形- 他形粒状结构、碎裂结构以及

包含结构、乳滴状结构等; 矿石构造以星散浸染状构

造、碎裂状构造及条带状构造为主。黄铁矿、毒砂的

( 34 S) = - 4. 9 10- 3 ~ - 11. 8 10- 3 ,极差 6. 90

10
- 3

,为轻硫型,表明硫来自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浅

变质海相沉积岩系; 208 Pb/ 204 Pb= 37. 886~ 37. 961,
207

Pb/
204

Pb= 15. 573~ 15. 614,
206

Pb/
204

Pb= 27. 575

~ 17. 779, 分别落于上地壳与造山带之间和造山带

附近, 说明铅以壳源为主。对流体包裹体成分的研

究表明成矿热液来源同样反映出多来源特点,同时,

根据金矿体产出特征也反映出金矿化与印支、燕山

期岩浆岩及后期的脆性构造变形存在密切关系。矿

床成矿流体为以 H 2 O- NaCl- CO 2 为主的流体体

系,金呈氯络合离子[ AuCl2 ] - 等形式在高温、酸性、

富氯和较高氧化态的热液中迁移; 包裹体的 pH =

4. 91, Eh= 164. 52,矿化主期石英脉包裹体的 pH 值

为 6. 38~ 6. 72, Eh= 57. 44~ 77. 56, 表明成矿热液

呈弱酸性, 而当 pH 值增高、Eh 值下降时, 金发生沉

淀析出。测得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180~ 386 , 平

均 323 , 属中温环境 [ 13]。

2. 4 热 (卤) 水渗滤型 (以乐华含金银多金属矿

床
[ 14]
为例)

矿区出露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系和中石

炭统黄龙组,二者呈不整合关系,不整合界面上有底

砾岩, 双桥山群变质海相中基性火山岩、片岩、千枚

岩富含 Pb, Zn, Ag 等成矿元素, 构成地下热(卤)水

的部分矿质来源。矿区基底褶皱为 NW 向短轴背

斜, 矿床位于该背斜的南东倾伏端, 断裂构造有

NEE- 近 EW, N NW- 近 SN, NE, NW, NN E 等 5

组,其中 NE, NEE, NW 向断裂控制银铅锌矿体的

排列形式。岩浆岩极不发育, 仅零星出露燕山期英

安斑岩和石英斑岩。

矿区发育独立的银金矿体和铅锌银矿体。铅锌

银矿体呈脉状产于花亭矿层之下双桥山群千枚岩、

片岩、变质海相中基性火山岩中。银金矿体与铅锌

矿体共生, 呈脉状、似层状、成群成带出现, 一般为

带 状形态,很不规则,分支复合、尖灭再现显著,矿

带长 50~ 500 m, 厚 0. 5~ 10. 64 m ,一般 2~ 4 m,延

深 50~ 539 m,延深大于延长。矿体走向 30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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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 SE, 倾角 70 ~ 75 。经初步评价, 银矿已超过

中型,近大型, 共生金矿达小型规模, 并有良好的找

矿前景。

矿石工业类型有银铅锌矿石, 次要为金、银铅锌

矿石及金矿石, 深部出现金银硫化物矿石;矿石组成

较简单,金属矿物有铁闪锌矿、闪锌矿、方铅矿、黄铁

矿、硫锑银矿, 其次为辉银矿、辉锑银矿、银金矿等;

脉石矿物有石英、云母、方解石、重晶石等。金、银形

成独立矿物,据电子探针分析,自然金呈粒状分布于

黄铁矿、毒砂、方铅矿、闪锌矿中,粒径多为 0. 003~

0. 03 mm。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绿泥石化、黄铁矿

化、碳酸盐化、重晶石化等, 蚀变强度较弱, 硅化普

遍,岩石产生退色化,片状构造减弱至消失。

杨子江( 1993)认为矿床属地下热(卤)水渗滤类

型。矿床黄铁矿、毒砂的 ( 34 S) = - 1. 40 10- 3 ~

1. 00 10
- 3

, 极差 2. 40 10
- 3

, Co / Ni= 0. 19 ~

2. 69,表明硫来自火山物质,为深部来源;矿石、围岩

稀土元素 REE= 11. 36 10- 6 ~ 165. 25 10- 6。

Ce= 10. 15 10- 6 ~ 127. 09 10- 6 , Y = 4. 53

10
- 6

~ 33. 16 10
- 6

, ( Eu) = 0. 83~ 3. 05, ( Ce) =

0. 34~ 0. 74, Ce/ Y= 1. 51~ 3. 05; 乐华矿区中 Ce

的亏损表明其稀土配分受到海水的影响,矿质沉积

时对海水中 REE 的吸附作用有关, 与 Ce 相反, Eu

的正异常与海水的 Eu 负异常相抵触, 说明矿石中

的 REE并非全部来自海水, Eu的正异常是与火山

作用有关的化学沉积物的共同特征, 所以乐华矿区

Eu的富集可作为海底热泉的依据,作为热(卤)水热

液,在渗滤过程中可对围岩中富钾矿物进行蚀变和

淋滤, Eu含量显著增高。成矿流体为火山喷气- 热

液和天水混合组成。矿物包裹体爆裂温度,黄铁矿

为 265~ 300 , 闪锌矿为 250~ 270 ,方铅矿为

240~ 245 , 石英为 290~ 305 ,成矿温度属于中

(低)温。

成矿机制为:火山喷气- 热泉注入水盆地形成

地下热水和热卤水, 地下热水和热卤水沿着断裂、裂

隙溶滤围岩中的有用组分形成含矿热液,在适宜的

构造和岩性条件下沉淀成矿。

3 控矿因素

3. 1 沉积建造的控矿性

赣东北地区主要金矿床类型的定位具有明显的

层控性 。其金矿化不仅产于一定的地层单元内,

而且这些含矿地层内金丰度值较高, 各类金矿床稳

定同位素测试结果和成矿地质特征显示,含矿地层

多为成矿物质的主要来源, 即为 矿源层 。赣东北

地区金矿床主要赋矿层位有:中、上元古界浅变质富

含火山碎屑的沉积建造,如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产有

金山、石坞和金家坞等大型、特大型金矿床,上元古

界上墅群浅海相浅变质火山碎屑沉积建造产有王家

坞金矿化点,铁砂街群火山凝灰岩、凝灰熔岩内发现

刘家金矿床等; 下古生界震旦- 寒武系含碳硅质沉

积建造产有茅排大型金矿床; 上古生界石炭系海相

火山- 喷流沉积建造内发育永平伴生金矿床、碳酸

盐岩地层与燕山期花岗岩类接触带发育夕卡岩型金

矿床(如月形、武山铜金矿床) ; 中生界侏罗系火山-

次火山岩建造发育火山热液- 次火山热液型金矿床

(如银峰尖金矿田内金矿床)。

3. 2 构造的控矿性

众所周知, 金矿成矿与深大断裂密切相关。赣

东北地区金矿地质构造条件无不显示出这一特点。

具体体现在区域性的东乡 广丰隐伏深断裂带、宜

丰 景德镇(丰城 婺源)、赣东北(遂川 德兴)深

断裂带等构成了区内各成矿带的边界, 控制了成矿

带和矿化集中区的空间分布。如油墩街 东至深断

裂(郯庐深大断裂的分支)形成了盐田街 兆吉沟金

矿化集中区,宜丰 景德镇(丰城 婺源)深大断裂

上盘的北东部位形成了波阳 鹅湖金矿化集中区,

丰城 婺源深断裂和赣东北深大断裂带夹持的德兴

段形成了著名的德兴金铜多金属矿化集中区。

深大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构造系则控制着金矿

床的空间定位, 如金山金矿定位于赣东北深大断裂

带派生的韧性剪切带内,东乡银峰尖矿田金矿床、包

公尖及刘家等金矿床则定位于东乡 广丰隐伏深断

裂带的次级 NE 向、NEE 向及 NW 向张性、张扭性

断裂和破碎蚀变带内。

3. 3 岩浆岩的控矿性

赣东北地区与金矿成矿关系密切的岩浆活动期

为晋宁期和燕山期。晋宁期海相火山喷发形成了本

区双桥山群、上墅群及铁砂街群等金成矿的初始矿

源层。燕山期强烈的岩浆活动为本区金矿床的形成

提供了有利的热动力条件和丰富的成矿物质来源,

形成了一系列金铜银多金属矿床, 沿深大断裂分布

的来源于下地壳或上地幔的中酸性浅成- 超浅成岩

体控制着火山热液型和夕卡岩型金矿床。由此说

明,晋宁期和燕山期火山岩和岩浆岩的分布区往往

是金矿化强烈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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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找矿方向

( 1)多源热液脉状类金矿为赣东北地区的主要

金矿床类型, 理应一如既往的重视。今后应加强区

内宜丰 景德镇 (丰城 婺源)、赣东北 (遂川 德

兴)深大断裂、油墩街 东至深断裂(郯庐深大断裂

的分支)等深大断裂所夹持地段, 尤其是中、上元古

界双桥山群分布区和深大断裂旁侧次级韧性、脆性

断裂发育区的多源热液脉状类金矿床的找矿, 如宜

丰 景德镇(丰城 婺源)、油墩街 东至深断裂所

夹持的波阳 景德镇北部地区、浮梁 婺源 德兴

北部地区、德兴 弋阳漆工镇地区、周坊 邵家坂地

区等,目前,这些地区金矿找矿已取得重大进展。

( 2)火山- 次火山热液类金矿的找矿应紧紧围绕

萍乡 广丰深大断裂两侧中生代火山岩盆地边缘开

展,应重点部署在东乡中生代火山岩盆地、铅山沙

潭 东田中生代火山岩盆地、铅山篁村 篁碧中生代

火山岩盆地及广丰中生代火山岩盆地周边的次火山

岩体、火山机构放射状- 环状断裂、裂隙发育地段。

( 3)岩浆热液类金矿和地下热(卤)水渗滤类金

矿的找矿则应主攻晚古生代拉伸裂陷(坳陷)含矿喷

流沉积岩系、碳酸盐岩及含钙碎屑岩与燕山期浅成

- 超浅成中性 中酸性杂岩体、次火山玢(斑)岩接

触带等部位(地段)。如区内的塔前 赋春晚古生代

拉伸裂陷、乐华矿田周边及永平、东乡枫林等晚古生

代坳陷盆地等燕山期小岩体发育地段。

参考文献:

[ 1] 韦星林.赣东北金矿类型控矿因素及找矿方向 [ J] . 江西省地

质学会会刊, 1995, 25: 24-37.

[ 2] 张祖海,吴延之,黄定堂,等.赣东北隐伏矿床大比例尺成矿预

测[ M ] . 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6. 1-182.

[ 3] 黄振卿. 简明黄金实用手册 [ M ]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

社, 1991. 44.

[ 4] 杨子江.赣东北地区金矿类型及分布规律[ J ] . 矿产与地质,

1993, 6( 2) : 9- 16.

[ 5] 包家宝,汤树清,余志庆,等.江西铜矿地质[ M ] . 南昌:江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 2002. 75-84.

[ 6] 张云蛟,韦星林.江西省银峰尖金矿田成矿地质特征及矿床成

因探讨[ J] .有色金属矿产与勘查, 1999, 8( 6) : 700-703.

[ 7] 卢作祥,王可勇,谭铁龙,等. 江西省东乡县虎墟金矿床地质特

征及外围成矿预测[ R]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1995. 36-

41.

[ 8] 杨子江,周明绶. 江西银山铜铅锌银矿床[ M ] .北京:地质出版

社, 1996.

[ 9] 韦星林.金山金矿田发现发展过程及其找矿前景[ J] .有色金属

矿产与地质, 1995, 4( 5) : 283-294.

[ 10] 马长信.赣东北前震旦纪地质[ M ]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2.

1-48.

[ 11] 胡受奚,王鹤年,王德滋,等. 中国东部金矿地质学及地球化

学[ M ]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132-181.

[ 12] 黄宏立,杨文思. 赣东北金山金矿地质特征和形成条件 [ J ] .

地质找矿论丛, 1990, 5(2) : 29-39.

[ 13] 陈茂松. 江西大背坞金矿床矿石物质组成及金的赋存状态

[ J ] .贵金属地质, 1999, 3( 8) : 15- 18 .

[ 14] 刘建民,陈柏林,董法先,等. 江西大背坞金矿床含矿构造带

主要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J] . 地质力学学报, 1998, 4( 2 ) :

59-66.

[ 15] 王蔚英,黄世全.乐华锰- 铅锌矿床岩石与矿石特征及矿床成

因探讨[ J] .华东矿产地质, 1993, ( 2) : 26-35.

[ 16] 张德会.乐华 德兴成矿带成矿作用研究的进展、问题及展望

[ J] .地质论评, 1998, 44( 5) : 502- 510.

[ 17] 李培铮. 江西区域构造演化与金矿成矿关系初析[ J] .华东矿

产地质, 1993, ( 3) : 6- 11.

[ 18] 王成发. 乐德矿带成矿系列与成矿规律 [ J] . 矿产与地质,

1992, 6( 4) : 258- 274.

[ 19] 中国科学院黄金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金矿研究新

进展[ M ] . 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94. 1-93.

THE GENETIC TYPES ANDGE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GOLD DEPOSITS AND ORE-SEARCHING DIRECTIONS IN

NORTHEASTERN JIANGXI PROVINCE
XIE Chun-hua, WEI Xing- lin, LIANG Xiang-hui

( J iangx i Geolog ical Exp loration Bur eau f or N on- f er r ous Metals , Nanchang 330001, China)

Abstract: T he nor thest Jiangxi prov ince is the important go ld-producing base in China char acteriz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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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CHAOSHAN GOLD DEPOSIT IN TONGLING DISTRICT, ANHUI PROVINCE
GAO G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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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 ity , 210093, China; 2. Geo logical S ur v ey of J iangsu P rov ince, Nanj ing, 210018, China)

Abstract: Chao shan gold depo sit is lo cated at the Shizishan o re- field in T ongling, Anhui Pr ovince and

the host rock is the Baimang shan aug ite diorite. Gold abundance of the ore minerals and carbon and oxy-

gen isotopic composit ion of calcite in the calcite-py rite veins and the who le ro ck sample o f sedimentary car-

bonate r ock w ere measur ed in o rder to interpret the occurrence of g old and genesis of Chaoshan ore depos-

it . The EMPA results o f the o re miner als indicated that the go ld w as preferable in arsenopyrite, pyrr ho-

t ite and py rite.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ic analy sis o f the calcite ment ioned above is ( 13CPDB ) = - 2. 57

10
- 3

to - 4. 87 10
- 3

, (
18
OPDB ) = - 15. 68 10

- 3
to - 17. 33 10

- 3
, (

18
OSM OW) = 13. 05 10

- 3
to 14. 74

10
- 3

respectively and (
18
OPDB was - 15. 68 10

- 3
to - 17. 33 10

- 3
and - 7. 55 10

- 3
to - 9. 12 10

- 3
of

the w hole r ock sample, corresponding to 13. 05 10
- 3

to 14. 74 10
- 3

and 21. 46 10
- 3

to 23. 08 10
- 3

(

SMOW standard) . These r 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rincipal ore- form ing elements came from magma and

/ or f luid derived fr om deeper crust and w ere altered by hydrothermal fluid f rom high temperature to low

during the ore- forming process and also assimilated w ith some sediments from upper crust .

Key Words: geolog ical characterist ics, ore depo sit genesis, ore and minerals, C, O isotope; Chaoshan gold

depo sit ,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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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 iple types of gold deposit s, preferential g old ore- forming condit ion and huge potent ial for further g old

explorat ion. Based on ore material sources, metal logenesis, occur rences, o re format ion and w all r ock a-l

terat ion of g old ore deposits in the northest Jiangx i province they are classif ied into four types i. e. mag-

mat ic hydrothermal go ld depo sit , v olcao-subvolcano hydro thermal go ld deposit, mult-i sources hydrother-

mal go ld deposit and heat underg round w ater ( brine) inf iltr at ing go ld deposit and 8 sub- types and the geo-

log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deposit s are described and ore- forming contro l of sedimentary fo rmat ion,

st ructure and magmat ic r ocks on the format ion of go ld ore are summarized and gold o re-searching direc-

t ions in the nor theast Jiangx i province are pointed out .

Key Words: genet ic types, geolog ical features, g old deposit s, o re-searching directions, northeastern Jian-

gxi pro 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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