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矿 床 找 矿 的 地 质 前 提

胡 伦 积

金矿床找矿的地质前提 (标志 )
,

是地学

界一项迫切的任务
。

为了扩大金的找矿远景
,

本文在近代有关金矿床成因理论研究的基础

上
,

对在古老地块地区找寻金矿床的地质前

提
,

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

金矿床的产出
,

应十分注 意 与绿岩

带和类绿岩带伴生 的花岗岩地质体
。

2
.

产出金矿床的花岗岩地质 体 主要见

于中低级变质的角闪岩和绿片岩相 中
。

3
.

金矿体的产出与石英脉
、

碳 酸 盐脉

(特别是铁白云石 ) 关系密切
。

4
.

硅化和碳酸岩化构成或 宽 或窄的含

金蚀变带
,

对指示寻找金矿是有效的
。

5
.

金经常与 黄 铁矿
、

磅化物
、

毒砂
、

电气石
、

白钨矿和辉铂矿伴生
。

长英质侵人

体与金矿伴生也是非常密切的
。

6
.

矿床受局部构造和区域 地 质构造的

控制是明显的
。

就区域地质而言
,

我国华北

地台太古界一下元古界
,

东北南半部的鞍山

群
,

山东的胶东群
,

河北的桑干群
,

河南的

太华群
,

山西阜平群和五台群等变质岩区的

金矿床
,

都存在以上的规律性
,

可作为找寻

这类金矿床的地区
。

7
.

类似绿岩带的地区
,

都要用类似类比

方法加以对比找出有希望的靶区来
。

在地台

类似的地区观察时
,

要注意发现那些不引人

注意的石英细脉和少量黄铁矿和辉钥矿的存

在
。

总之
,

关于绿岩带和类绿岩一花 岗岩地

区金的地质信息配合有效的手段来帮助我们

研究
,

对找寻金矿是很有用的
。

当然每个地

区还会有许多大致的最重要的前提和标志
。

目前
,

某些研究单位似乎只着重金矿研究的

室内实验手段
。

而我们认为
:

首要的是应当

注意基础地质的研究工作
,

要在野外第一性

地质基础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的基础上
,

再配

合室内的测试方法
,

才可能较全面的解释金

矿床的成矿规律
。

金矿床在一些区域中虽具有某些相似的

地方
,

但也会存有某些小的差别
,

这就需要

进行具体分析
。

当然
,

在研究过程中还会遇

到很多的问题
,

如
:

1
.

什么是再活化作用 ?

这个名词指已经形成的金矿物
,

当物理

化学条件改变时的再迁移
。

在研究金的矿源

层
,

说 明金的迁移
、

沉淀富集的原因时
,

应

综合考虑构造 条件
、

矿化热力学条件等各种

控矿地质因素
。

以再活化作用来阐明具体金

矿床的成因
,

特别是含金岩层 (矿源层 ) 中

金的迁移
、

富集等作用的机制
。

2
.

构造的重要意义
。

其指构造控制金矿富集的特征
,

在矿 山

大比例尺详细研究方面
,

研究构造通道尤其

重要
。

在区域范围内
,

构造可作为选择勘探

靶区的具体依据
,

这是因为深大断裂带是提

供矿化溶液流通的必要条件
。

大规模长期活

动的深大断裂带是地壳的薄弱带
,

有利于矿

化溶液的活动
,

并在适宜的构造部位沉淀
,

故构造 (特别是长期活动的深大断裂带 ) 应

作为选择靶区的前提
。

3
.

同生模型和构造模型
。

全面
、

正确的了解和解释成矿作用
,

能

够帮助对靶区的选择
。

很多金矿床的地质特

征采用上述两种模型来解释都是可以的
。

产生和富集在巨大线型构造带中的金矿

床
,

是由于胶合带生长断层相的变化或是巨

大构造带作用的结果
。

金矿床与变质片岩相伴生
,

是由于喷气



《 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
》八五年底交稿付梓

《当代中国》丛书地质卷编委扩大会议决

定
: 《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 》一书 1 9 8 5年底交

稿付梓
。

这次会议是 1 98 4年 01 月 81 日至 2 1日

在河北琢县桃圆饭店召开的
,

参加会议的有

部领导
、

地质卷主 编
、

顾 问
、

副 主 编
、

通

编
、

编委
、

主要作者及编辑部工作人员等共

五十多人
。

会议着重讨论了《当代中国 》地质

卷的总体结构和总论部分详细提纲
,

剖析了

已写出的分论各章节
,

议论了建国以来我国

地质工作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
,

落实

了今后的任务
,

规划了工作进程
。

《当代中国》 丛书是根据胡乔木同 志 倡

议
,

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
,

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和中央宣传部共同组织编写的一部大型

丛书
。

目的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材料
,

向国

内外宣传建国以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的光辉

成就和发生的巨大变化
,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

鼓舞各族人民坚定不移

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这部 丛 书 共 约

20 0卷
,

地 质卷是其中的一卷
。

通过编写地

质卷
,

不仅要概括介绍三十五年我国地质事

业的伟大成就
,

实事求是地总结社会主义地

质事业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教训
,

从其引出规

律性的东西
,

用心指导今后的工作
,

同时也

是为对广大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
“

三光荣
”

( 以艰苦奋斗为荣
、

以从事地质事业为荣
、

以找矿立功为荣 ) 教育提供一份 良 好 的 教

材
。

《当代中国》 地质卷分括 《当代中国的地

质事业 》 和 《中国的矿产资源 》 两本书
。

自

1 9 83年 10 月成立编委会和编辑部以来
,

编写

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 《当代中 国 的

地质事业 》一书总论部分已编写了详细提纲
、

分论部分章节已写出初稿
,

其余 章 节 以 及

《中国的矿产 资源 》 一书也都有了提纲或者

编写了部分内容
。

编委扩大会议通过充分讨

论
,

肯定了 《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 》总论大致

按编年体
、

分论按
“

纪事本末
”

体例的基本

设想
,

总论概括三十多年来我国地质事业发

展历程
、

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
,

分论叙述各

专业或专门工作的发展历 史
。

会 议 期 间
,

《当代中国 》地质卷主编
、

地矿部副部长夏国

治
,

地矿部顾问张同枉及地质卷顾问程裕淇

等领导同志做了重要讲话
。

会议制定的
“
纪

要
”

再次明确提出
: 《当代中国、地质卷不是

一般的工作总结
,

而是地质战线的行业史
,

要站在全国地质工作的高度
,

努力反映出具

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地质事业的全貌
。

写

作中一定要做到史料准确无误
,

写法通俗易

懂
。

(张 以诚 )

作用和产生容易遭受变质的凝灰质物质的结

果
,

或是由于构造集中变动的结果
。

金矿床与砾岩层位地层相伴生
,

是生长

断层的结果
,

或是地堑式断层作用造成的
。

金矿床与长英质侵人体相伴生
,

集中于

构造薄弱带
。

在一种模型中
,

它使以前存在

的矿化矿物再活化
; 在另一种模型中

,

它伴

随断层作为热液运移的通道或者它本身就是

岩浆热液来源的小侵人体
。

金矿与蚀变岩伴生
,

不是 同生的热液就

是后生热液叠加的结果
。

金矿床与含铁石英岩建造伴生
,

不是同

生富集作用的结果
,

就是含铁石英岩建造的

构造和化学共同作用的结果
。

4
.

金矿的来源是什么 ?

同生成矿作用和后生成矿作用的区分是

很重要的
。

如果金矿是 同生的
,

那么岩性是

非常重要的
。

假如金矿来源于深源
,

例如来



邱洪荣

下马家沟组牙形石
大兴县发现

牙形石是当代古生物学界引人
、

注 目的微体化石之一
,

它不仅在地

质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

而且已广

泛应 用 于 石 油
、

煤炭
、

水文
、

海

洋勘探等许多部门
,

成为地质学和

生产实践中不可忽视的手段之一
。

这主要因为牙形石是 一 种 演 化迅

速
,

形态多样
,

分布广泛
,

并适应

于各种岩相沉积物中的微小化石
,

同时室内分析要求的设备简易
,

手

段便于掌握
,

花费小
,

见效快
。

自1 9了o年我国广泛开展牙形石

研究以来
,

奥陶纪牙 形 石 研 究较

详
,

已建立了两个不同类型的牙形

石动物地理区 (华北区和华南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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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哪 A n 是下马家沟组下

部的两个同名化石带带化石
,

其它

分子基本上也是下马家沟组中的最

常见分子
,

整个动物群特征完全可

与华北其它地区进行对比
,

时代相

当
,

证明了北京大兴存在中奥陶统

下马家沟组的层位
。

同时说明了与

和数十个牙形石带
。

但是对于首都北京地区

的奥陶纪牙形石研究与报道则寥寥无几
,

仅

见安太摩等 ( 1 9 8 3 ) 在总结华北地区时另星

报导了几个北京西山的尚山组一亮甲山组的

牙形石
。

最近随着北京卫星城市兴建的需要
,

考

察北京地区的地质
、

水文等情况
,

由水文地

质公司送来大兴县黄村化纤厂一钻井的 23 块

样品来分析
,

确定地质年代
。

其中 n 块样品

含牙形石
,

化石数量多
,

保存完整
,

个体洁

白
,

经初步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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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区奥陶纪牙形石面貌是不相同的
,

而应

属于华北动物地理区
。

大兴钻井中牙形石动物群的发现
,

不但

为我国奥陶纪牙形石动物群的地理分布与分

区提供了又一区系性资料
,

而且为北京卫星

城市的各方面建设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
,

纠

正了该地区为寒武系没有 奥 陶 纪 地层的认

识
,

明确了该地区的确切地质年代
。

这是该

地区首次做的牙形石分析
,

为北京其它各地

的牙形石研究展现出了可喜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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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麻粒岩相变质作用或由于岩 浆 作 用 产

生
,

那么构造就是重要的
。

5
.

金和有色金属热液系统 的 区别
。

有色金属矿床的形成
,

一般认为是火山

伺生喷有气热液造成的
。

而金矿床中只有相

当少量的有色金属存在
,

因此
,

金的形成与

有色金属热液是不同的
二

总的来看
,

在金矿的研究中
,

构造和矿

北后生侵位是金矿富集的主要机制
。

最近几

年来
,

对火 山作用和沉积环境下的同生作用

被认为非常重要
,

这在 矿 床 领 域是一大进

步
。

金矿床的形成必需要有含金矿源层作为

金矿的来源
,

花岗岩体作为热液
、

活化作用

的热源
,

而大
、

小构造则是矿质引进和沉淀

的场所
,

它们常可作为找寻金矿床的前提
。

(长春地质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