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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外生金成矿演化与找矿预测

黎 盛 斯
(湖南省地质矿产厅

,

长沙市
,

4 10 0 1 1)

摘 要 湖南外生金成矿普遍特征是 : 成矿的多期性
,

有 5一 6 次较大的成矿

构造期分据在 16 个含矿层位 ; 成矿的多源性
,

以含金石英脉为主
,

另有地层

源
,

岩体源及低品位表生源 ; 成矿的多模式
,

受机械一化学一生物等复合机制

控制 ; 成矿演化发生在砂金的搬运阶段
,

表现为金的成色
、

运距
、

时向
、

粒

度之间的线性关系
,

不同构造单元的不同成矿期
,

其赋矿地层
、

矿床形态等

有明显差异
.

依据成矿条件
,

提出了 5 个有望的外生金成矿带
.

关键词 金矿床 ; 外生矿床 ; 成矿作用 ; 成矿理论 ;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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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以来
,

作者系统研究湖南武陵期
、

雪峰期
、

加里东期
、

海西期及印支一燕山期

5 次造山期后砾岩的含金性
,

初步查明震旦纪
、

泥盆一石炭纪
、

白至纪含金砾岩形成的古

构造背景和古地理环境 〔 ’
,

2 〕 。

同时
,

对第 四纪砂金成矿与新构造运动的关系
,

及其所受

气候
、

地貌
、

沉积物性质的影响进行分析
,

提出砂金富集规律和成矿多模式概念①②
。

1 砂金— 表生成矿的主体

( l) 古砂金和近代砂金都发生在地壳运动的一定构造一沉积建造阶段
,

并处于地球化

学和地球物理相对开放条件下由外能作用所生成
。

( 2) 金元素有一项重要的地球化学特性
,

即在地表常温条件下同时表现出稳定和活动

的双重性
.

这种性质为砂金的沉积和新生提供理论依据
。

金不易氧化
,

不溶于水及单酸
,

金的离子在溶液中能为各种金属所还原
,

析 出碎屑状 自然金
,

在地表径流中被长期搬运
,

最后沉积并富集为砂金矿
.

同时
,

金又具有较强的络合性
,

能够在有氧化剂存在的热水中

形成多种络合物进行运移
,

再沉淀为自然金微粒
,

或受微生物作用凝聚归并在早期 自然金

粒的表面
,

发展成为新生金
。

狗头金在砂金矿层中的表面增生成因即其一例
。

( 3 ) 砂金作为系列产出的一个整体
,

其成矿演化也是多阶段
、

多物源和多模式的
。

2 砂金成矿的多期性

( l) 岩相古地理研究表明
,

地壳运动期后
,

如果金的剥蚀源和沉积 区在相邻地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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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

就会产生含金砂砾的堆积
,

继经压实一脱水一固结一石化
,

形成含金砾岩
。

含金砾

岩保存在第四纪 以前不 同时代的地层底部
,

具有陆源碎屑混杂堆积的性质
。

金粒聚集在基

底式胶结的砂泥质中
,

显示胶结物沉淀与砾石堆积同时发生
,

而且砾石的份量尚且达不到

饱和程度
,

杂基成分仍然较多
,

这无疑对金粒的聚集十分有利
.

在砾石成分中常有衔生 自

然金的脉石英碎块
,

表明蚀源区存在含金石英脉
.

含金砾岩成岩以后发生的热液金矿化属

于非沉积成 因
,

应加区分
。

( 2) 近代松散砂金形成于第四纪沉积的全过程
,

而与新构造运动的频繁发生以及古气

候
、

古地貌的变迁有着成矿演化方面的密切联系
.

( 3) 实地研究表明
,

湖南砂金有 5 至 6 次较大的成矿构造期
,

分据 16 个含矿层位
。

其代表性实例为 :

工一武陵期 马底释组底部砾岩金矿化
,

在芷江鱼溪 口
,

沃溪金锑钨矿田李家 〔 3 〕 ,

不整合覆盖在富含脉金的冷家溪群之上 ( I 一 1)
.

鱼溪 口砾岩是本地区时代最老的一层含金砾岩
,

由紫红色细砾岩及灰绿色中砾砂岩组

成
,

上覆变质含砾长石石英砂岩夹薄层砂质板岩和细砂岩
,

下与冷家溪群灰绿色绢云母板

岩呈高角度不整合
。

鱼溪 口砾岩厚 8
.

8 m
,

砾石多为板岩
、

硅质岩及脉石英
,

后者约占砾

石总 重量的 10 %
,

磨圆度较好
,

但分选性差
,

杂基支撑
,

含金 0 .7 lx 10
一 .13 x 10代

因有后期石英脉穿插和黄铁矿化
,

砾岩含金量可能不全是沉积成因①
。

ll
we一一

雪峰期 江 口组底部砾岩金矿化
,

在会同洒溪不整合覆盖于富金的板溪群
,

层厚

S O m
,

底段金异常厚 4一 s m ( n 一 1 ) ; 涟沱组底部砾岩也已金矿化
,

在麻阳木枝溪不整

合覆盖于板溪群 ( n 一 2) ; 南沱组含金底砾岩在黔阳江西街超覆板溪群
,

有采迹并见明金

(喻德渊
,

19 4 9 ) ( 11 一3 )
。

111 一加里东期 跳马涧组含金底砾岩在衡东鹤岭
、

杨桥不整覆于冷家溪群
,

早年已开

采 (田奇璀
,

19 4 1 ) ( 111 一 l )
。

W 一海西期 壶天群底部砾岩金矿化
,

在会同坪村角度不整覆于五强溪组
,

在湘西南

其他地点超覆在震 旦
、

寒武系古夷平面上
。

在砾岩层近底 6 m 范围内
,

含金性稳定

( W 一 l )
。

坪村砾岩 呈棕红 色
,

夹灰黄色砂质页岩
,

砾 石含量 75 % 一 8 0%
,

隧石 占 45 % 一

50 %
,

脉石英占 10 % 一 巧%
,

板岩占 6 %
,

滚圆度较好
,

砾径 3一 5 c m
,

砂质充填
,

铁泥

质胶结
。

坪村砾岩及其相 当层位与上覆壶天群 白云岩层之间
,

在湘西南局部地段出现紫红

色砂岩及页岩
,

夹有鲡状赤铁矿或含铁石英岩层
。

据此
,

有人认为坪村砾岩应从壶天群底

部划开
,

归人上泥盆统相当于宁乡式铁矿的层位
。

因而
,

坪村砾岩的时代问题关系到海西

期有无金的外生成矿
。

V 一印支一燕山期 白噩 系下统东井组 含金底砾岩
,

在平江长寿街不整覆于冷家溪

群
,

散布在黄金洞金矿 田 的西北边缘
,

砾岩含金较富
,

早有开采报道 (胡博渊
,

1 9 3 8)

( V 一 1)
。

相当层位有漆家河组含金底砾岩在玩陵金家村不整覆于板溪群
,

并与板溪群含

金石英脉带直接接触
,

砂金与脉金可 同时混采 ( V 一 2)
。

漆家河组含金底砾岩在古丈淘金

溪又被第四纪冲积砂金层覆盖
,

二者也可以混采
.

白至系上统分水坳组在桃源沙坪 (黎盛

①据湖南地质矿产厅4 07 队资料
,

1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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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

19 45 )
、

玩陵石床溪 (喻德渊
,

19 4 9) 超覆板溪群
,

底部砾岩 层仅见金矿化 ( V

一3 )
。

VI 一喜山期 含矿层位为 : 下更新统洞井铺组 ( VI 一 1 )
、

泪罗组 ( VI 一2 )
,

中更新统新

开铺组 ( VI 一3)
、

白沙井组 ( VI 一 4)
、

马王堆组 ( VI 一 5)
,

上更新统白水江组 ( VI 一 )
,

以

及全新统廖家段组 ( VI 一7)
。

各组岩性组合为红土一砾石层二元结构
,

砂金富集层位一律

出现在砾石层的底部
,

形成河谷型砂金矿床
。

含金砂砾松散
,

仅泪罗组在洞庭湖东缘的水

下埋藏部分呈半固结状态
.

( 4) 第四纪以来
,

砂金成矿演化基本上是连续发生的
,

工业矿床主要集中在上述洞井

铺至廖家段等 7 个成矿阶段
,

各具构造
、

气候与地貌特征 (表 1 )
.

表 1 湖南第四纪砂金矿床成矿分析

aT b le 1 A an lys is o f Q
u a t e r

an yr gO dl alP ce r d e
po

s it o r

--e fo r
m

a t io n

时期
含金

地层

距今年龄

(万年 )
新构造运动 气 候 地 貌 堆 积 物 矿床实例

全新
序 家

段组

上更

新统

Q
3

白水

江组

0
.

6 6 ~ 0
.

40
(

,
勺 )

1
.

0 0

3
.

0 5 6一

0
.

7 00 (
, 4c )

(古地砌

海平面先升后降
,

湖

盆淤浅
,

湘资沉渣四

水继续下切

冲积平 原
、

近代温润 河漫滩高出

气候 水面 4 ~ 11

m

褐黄
、

灰黄色河湖相

砂砾一粘土层
,

单旋

回堆积

泪 罗归义 (漫

滩 )
,

常德丁家

港 (细谷 )

统q

海平面上升
,

湖盆振

荡运动减弱
,

地面缓

慢抬升

一 ~ ~ ~ 河湖堆积平 褐黄灰色河湖相
,

含

石哑节遏 原
,

T l 比高 锰砂砾一粘土层
,

单

哑

…
,

一 ~
. ` ~

幼~
乙 )

m 服四 准积

新化云溪 (河

阶 )
,

汉寿罗家

咀 (湖阶)

—
10

马 王

堆组

海平面下降
,

末期上

升
,

四水侧蚀加剧

干冷到温 岗垅化平夙 砖红
、

棕黄色河流相

湿
,

冰川 几 比高 19 砂砾一粘土层
,

二元

退缩 ~ 45 m 结构
,

网纹

中更

新统

Q
2

白沙

井组 澎骂箕
’

湍器
` ’ 细 `

新开

铺组

地面抬升
,

海面下

降
,

四水间歇下切
,

(古地砌 剥蚀一堆艰功口快

4 0

间歇上升
,

早期断裂

复活
,

湖盆向西北倾

(古地砌 斜

温暖少雨 岗垅化平原
.

棕红
、

黄褐色河湖相
,

山岳冰 几 比高 51 砂砾一粘土层
,

单一

川 ~ 125 m 多旋回堆积

—
7 3

浏阳石回咀

(河咖
桃源督粮冲

(河阶)

益阳谢林港

(河阶)

黔阳小团波

(冰水 )

益阳志溪河

(河阶)

隆回桐木桥

(河阶)

下更

新统

Q
:

泪罗

组
(古地磁)

16 7

继续前期运动
,

切割

加深
,

剥蚀增强

温湿多雨 丘陵化平原
,

棕红
、

灰白色河湖相
,

温热化
,

毛 比高 6 0 砂砾一粘土层
,

单多

红土化 一 135 m 旋回堆积

益阳邓石桥

(河阶)

洞并

铺组
(古地磁)

24 8

海平面先降后升
,

湖

盆周期性振荡

严寒转温 丘陵化平原
,

深棕红色河湖相砂砾

暖
,

冰川 几 比 高 一粘土层
,

单一多旋

发生 7 3~ 巧o m 回堆积

黔阳安江

(河阶 )

( 5 ) 第四纪砂金成矿的多期性
,

主要原 因是新构造运动使地面发生间歇性升降和颤

动
,

导致多次剥蚀一堆积旋回所造成
。

第 四纪冰期和间冰期气候的变迁引起海平面升降
,

配合地面准平原化影 响
,

加剧了剥蚀一堆积旋回的频繁程度
,

为砂金成矿的连续性和富集

的阶段性创造了条件
。

据研究
,

我国沿海平原在第 四纪出现过 5一 7 次海浸
,

浸没范围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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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缩小
,

这必然影响内陆盆地水系和沉积条件的变化
。

3 砂金成矿的多源性

( l) 凡能产生 自然金颗粒或碎屑的先成地质体
,

都可视为砂金的剥蚀源
。

砂金剥蚀源

通常分为 4 大类
: 金矿脉

、

矿体
、

矿化带 ; 地层源 ; 岩体源 ; 低品位表生源
。

( 2) 含金石英脉是湖南地区砂金成矿的首要来源
。

因其脉中游离 自然金颗粒易于在搬

运途 中单体解离 ; 自然金的粒径常见值介于 0
.

1一 .0 5 m m
,

符合砂金颗粒分级的最大频率

范围
,

易于在外能作用下重力集中并形成规模
。

与此相反
,

伴生金矿体所含金一银系列矿

物和含金硫化矿物组分复杂
,

颗粒微细
,

所含 自然金难于解脱
,

仅能近距离小规模堆积成

矿
。

蚀变破碎带 自然金粒级分散
,

成矿特点介于单一金源与伴生金源之间
。

( 3) 地层初始金一般按新生金形成的机理
,

在地表凝聚成自然金微粒
,

可进人砂金堆

积行列
。

因而
,

内生金的多期矿源层实际上也是外生金的矿源所在
。

寒武系底部黑色页岩

建造在武陵山区出现金异常
,

大庸天 门山镍钥层平 均含 A u 0 .4 一 .0 7 9 / t
,

最高为 2
.

49

g 八
。

以含银 自然金形态产出
,

粒径 0
.

0 1一 0 .0 5 m m
,

被黄铁矿或粘土矿物和有机碳所吸

附
,

或以游离态与硫铝矿
、

镍矿或砷黝铜矿共生
。

由于含金镍钥层 中金粒均属次显微级
,

外围尚未发现含金砂砾
,

但分散流和土壤测量仍有金 的反应
。

( 4 ) 砂金成矿的岩体源是由于火成岩体中含有一定量 同生或后生 自然金
,

这一事实已

为各地岩体人工重砂所证明
。

本省岩坝桥
、

彭公庙花岗岩体内部硅化破碎带含有颗粒较粗

的自然金
,

岩体风化过程 中为具周围含金砂砾提供金源
。

湘西基性
、

超基性岩沿区域深断裂形成岩带
,

一般含有微量金
。

安江岩带沿湘桂断裂

北延至石 宝
,

南延至八门
,

分成 6 群侵人或喷发在板溪群中
。

各岩体人工重砂均含 自然

金
,

片径 0
.

1一 1
.

0 m m (表 2 )
。

表 2 基性超基性岩体的含金性

T a b le 2 G o ld fe r t il i ty o f b a s i e a
dn

u It r a b as ie r o e kS

构造期 岩体 岩石 围岩 容金量 ( g / )t 自然金来历 自然金粒径 ( m m )

武陵期

益 阳南郊

浏 阳南桥

醋陵枚坞

细碧玄武岩

变辉绿岩

变辉绿岩

冷家溪群

冷家溪群

板溪群

雪峰期
益阳沦水铺 安山粉岩 板溪群

天然重砂

人工重砂

人工重砂

0
.

1~ l
。

5

加里东期 芷江鱼溪 口 变辉绿岩 板溪群 0
.

l wt o
.

5

安江山石洞 拉斑玄武岩 板溪群 0
.

5一 2
.

6 人工重花 0
.

1一 1
.

0

衡阳冠市 玄武岩 白平纪

燕山期
泪罗新市 玄武岩 白噩纪

0
.

0 2

0
.

0 1

( 5) 低品位表生金构成砂金成矿的重要来源
。

首要的低 品位源是先成含金砂砾层
,

包

括含金河 流的非富集段
,

高阶地红土
、

砾石层
,

岩金矿床的残积坡积物
,

含金冰川泥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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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以及含金基岩风化壳
。

其次的低品位源为含金硫化物矿床氧化带
,

包括含金红土
、

黑

土
、

铁帽和锰帽
。

再次是较老地层底砾岩金矿化地段和含金砾岩层
。

此外
,

金矿山尾砂坝

和废石堆也人为地构成低品位金的局部表生源
。

4 砂金成矿的多模式

( l) 砂金成矿模式受到多种外部地质因素的制约
,

如外动力的性质和作用
,

搬运的能

力和距离
,

沉积的方式和分选机制
,

都为砂金成矿模式的建立提供区分的概念和参数
。

( 2 ) 在重力作用支配下
,

本地区河流流水对砂金的成矿属于最起作用的外动力
,

其他

山岳冰川
、

湖岸浪
、

岩溶地下水都只有局部成矿的意义
。

从历史发展和空间分布看
,

水流

为砂金成矿物质搬运
、

分选和堆积的重要介质
。

( 3) 就河流冲积砂金而言
,

在我国南部如无含金支流 中途添加且河床底岩岩性稳定的

情况下
,

搬运成矿距离多不超过 20 k m
.

在此距离内砂金富集段与非富集段 的分布
,

经常

适应河床纵坡按对数序列发生的坡降而交替出现
.

金在搬运途中的损失程度极高
。

据研

究
,

含金石英脉建造风化剥蚀后
,

砂金捕集指数只有原有 自然金的 3 .5 % 一 11 %
,

其余绝

大部分微细颗粒以悬浮和胶凝形式随水流失
,

汇人海洋
。

( 4) 机械沉积和分异作用贯穿于砂金成矿从剥蚀到堆积的全部过程
,

随着搬运距离的

延长
,

依次形成残积一坡积一洪积一冲积等多种矿床类型及其叠置组合
,

必须建立各别的或

复合的成矿模式
,

并表现为模式概念的系列演化
。

化学分异作用和抑 菌分异作用在砂金形

成过程 中促进早期砂金颗粒的溶解和再生
。

对此
,

建立机械一化学一生物方式复合机制成

矿模式
,

才能完整地反映矿床的多因复成性质
。

可见
,

每一期次砂金成矿作用都有条件按

其 自身的特点
,

建立一个有别于其他阶段的成矿模式
.

5 砂金成矿演化规律

( l) 砂金成矿演化发生在其搬运阶段
,

表现为金的成色
、

运距
、

时间
、

粒度之间的线

性变化关系
,

即运距越远
,

历时越久
,

磨损越多
,

颗粒越细
,

金的成色也就越高
。

本省砂

金成色很高
,

常见值为 8 60 %
。
一 9 90 %

。 ,

平均粒径为 0
.

1一 .0 5 m m
。

在壮年期河流段和单一

剥蚀源控制条件下
,

砂金冲积成矿的最佳运距
,

在变质热液矿床蚀源区为 20 k m (如汉寿

金牛山 )
,

在岩浆热液矿床蚀源 区为 1一 3 k m (如水 口 山 )
。

实验资料表明
,

每小时流速

.0 8 45 k m
,

金粒磨损程度为其原有重量的 0
.

0 07 % 一 0
.

0巧%
,

流速加快 4 倍
,

磨损量 即增

大 10 倍
。

导源于南非南德式砾岩金的砂金成色
,

在运移 5 k m 以内由 9巧%
。

增为 9 26 %
。 ,

运移 26 k m 增 为 9 62 编
,

100 k m 以外达 到 9 78 %
。 。

河南高都川 砂金的成色在上游 为

87 2编
、

中游为 8 78 编
、

下游为 9 10 %
。。

湖南境内大多数河流砂金然搬运 中途出现添加源
,

单凭成色和粒度的反相关关系
,

很难推定蚀源区的远近
。

-

( 2 ) 河流砂金与其重砂矿物同受水动力作用控制
,

重砂含量增多
,

金含量相应增高
,

两者具有函数关系
。

泪罗江下游重砂淘洗量 7 0 0 9 / m
3
时

,

金含量可达 0
.

19 / m , ; 石榴石

达 2 20 9 / m
,
或错石达 g5 / m 3

。

但重砂种类和含量在各地砂金矿中有所不 同
,

标志矿物

也不一致
。

重砂矿物组合中
,

金的成因矿物如黄铁矿
、

方铅矿
、

毒砂
、

黄铜矿等
,

均在搬

运途中被氧化
、

溶蚀
,

所剩无几
。

其他大多数重砂矿物种属虽出现的频率很高
,

但与黄金

之间的关系属于同宿不同源
,

没有成因上的密切联系
。

因此
,

根据重砂矿物组合也难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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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砂金的原生源
。

重砂矿物中的金刚石
、

锡石
、

错石
、

石榴石等有价矿物
,

可构成砂金矿

生产 的副产品
。

( 3 ) 砂金成矿演化规律是 区域大地构造运动的必然反映
。

本省地槽阶段武陵一雪峰成

矿期后仅有含金砂砾成层堆积
,

表明前期地层大范围金矿化 已能构成砂金源
。

地台阶段加

里东成矿期造 山强烈
,

剥蚀一沉积间断历时很久
,

在跳马涧组形成鹤岭
、

杨桥等砂金矿

点
。

地洼阶段燕山早期造山运动激烈
,

地貌反差强度变大
,

剥蚀加剧
,

金源丰富
,

在 白坐

系沉积红盆边缘地形有利地段
,

生成金家村
、

桃坪
、

淘金坑等砂金矿床
。

喜山期以后
,

构

造一成矿条件更为优越
,

多期多层砂金矿床应运而生
。

地面砂金成矿作用随地质时代的更

新而大有增强
。

( 4 ) 任何成矿时间和任何成因类型的砂金矿床
,

在其形成的同时或稍后
,

无不受到构

造运动的影响和破坏
,

含金沉积物的变形和改造必定引起砂金的再分配
。

新构造运动有节

奏地发生
,

导致第四纪砂金矿层的叠置或冲刷
,

形成结构和形态更为复杂的砂矿剖面
。

( 5) 在一次构造一岩浆活动之后
,

砂金的区域成矿条件发生变化
,

地面剥蚀和堆积的

格局大为调整
,

老的金源体被夷平
,

具有新特点的原生
、

次生源应运而生
,

水系沉积物的

成分和性质也随之变更
,

最后出现新的矿床类型和新的成矿模式
。

( 6 ) 砂金富集规律产生在成矿过程之 中
,

例如
,

砾岩金的岩相古地理成矿条件为 :

( 1) 被超覆的古陆蚀源区应有金 ; ( 2) 早期风化剥蚀夷平面是沉积的基础 ; ( 3) 沉积期后

即被埋藏有利于砂金矿层的保存 ; ( 4 ) 硅质碎屑岩相包括脉石英砾石在含金建造中应占优

势 ; ( 5 ) 古水盆边缘山麓河流堆积是主要成矿作用 ; ( 6) 自然金赋存于底部砂泥质杂基之

内 ; ( 7 ) 每一沉积旋回的第一剥蚀段含金性最佳 ; ( 8) 缓慢抬升的构造一地貌环境是砂矿

持续发育的前提 ; ( 9) 基底式胶结反映砾石沉积的非饱和状态
.

上述成矿条件虽然是砾岩

金的富集规律
,

但与第四纪松散砂金的富集规律有很多的一致性
.

因为这两类砂金矿同是

造山期后地面混杂堆积
,

又同是重力作用下的产物
,

而且搬运的动力和分选的条件也基本

相同
。

因而
,

适于古砾岩金富集成矿的上述岩相古地理条件
,

同样也适用于近代砂金
。

所

不同的只是近代砂金固结程度较低
,

表露面积较广
,

易于观察研究
,

成矿富集规律更为详

明
。

外生金成矿演化特征如表 3 所述
。

6 成矿区域预测

( 1 ) 成矿 区域预测依据地质构造条件分为四级 : 一为成矿大区
,

通常占有一个大地构

造单元 ; 二为成矿带
,

是一二种构造型相所控制的狭长形矿带
;
三级为矿田

,

是较小范围

之内各矿床成因类型大体相近或有成因联系的矿床密集区
; 四级才是矿床

.

它们都包含成

矿区域预测的范围或靶区
,

但预测的精度是有等级差别的
。

( 2 ) 湖南砂金矿床成矿有利区域按上述标准可分为 5 个二级预测区 :

第一预测区为武陵运动不整合面上碎屑岩分布 区
,

重点地 区在湘西芷江
、

怀化
、

玩

陵
、

桃源
、

安化等地
,

寻找并测定
“

鱼溪口 砾岩
”

的含金性
,

以及脉石英砾石是否含金
,

以

确定冷家溪群含金石英脉的成矿时期
。

第二预测 区为雪峰期不整合一假整合面上碎屑岩沉积 区
,

被超覆地层为含金 的板溪

群
、

冷家溪群
,

形成江口组底部砾岩金矿化
。

追索
“

洒溪砾岩
”

在雪峰山地区 的分布状况及

其含金性
,

应作为找矿的首要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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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湖南外生金成矿阶段时空演化特征

a T b le 3 Te h ti m e a
nd

s
a Pce e

o v lu tio e n ha a e r te ris tics o fe xo g e
e n tie g o lm de ta llo g e nie s ta g e s i n Hu

a n
n

成矿环境 地球物理化学 开放条件下外能形成的

构造层 槽 地 台 地 洼

主要成矿期

成矿构造

单 元

武 陵 雪 峰 海西加里东 印支一燕山 喜 山

武陵隆起区 雪峰隆起区 湘中拗陷一隆起区 赣桂地洼区 新构造地貌区

矿源层 (岩) RI 2n Pt劝+ R3加 PtIa Z+ Pt3 bn+勘名 早期金蚀源体

赋矿地层

含金建造

Pt3加 底部砂砾岩层

武陵运动期浊流堆

积建造

Za l
底部砂砾岩层

雪峰期陆缘冰水

混积建造

D Zt底部砂砾岩层

C +3 2底砂岩层 (?)

海西期加里东期滨

海相陆屑堆积建造

Pt饰+ p l3加

十 2凌计 D
Z t

K l
、

K
Z

底部砂 砾

岩层

早期
、

晚期河流相

红层堆积建造

底部及层间砂砾层

剥蚀源区和近代水

系松散堆积建造

成 矿 元 素
、

矿物组合
A u A U A u A U

A u ,

锡 石 + A u
,

金

刚石 + A u
,

独居石
+ A U

矿床形态 点线形
,

透镜状
线形一面形

透镜状
面形

,

透镜状
面一线形

透镜状

面形风化
,

透

线形堆

镜 状

矿床成因

类 型
水下同生沉积 滨海同生沉积 磨拉石 同生沉积

陆盆同生沉积

地下热卤水渗滤

风化淋滤

水流堆积

矿床(

实

点)

例
芷江鱼溪 口

黔阳 江市
,

麻阳大

桥江
,

会同洒溪

龙王 山
,

七宝 山

泪罗 江
.

岩 口

成矿区域

预 测

雪峰古陆武陵运

动不整合面上碎

屑岩区

雪峰古陆雪峰运

动不整合面上碎

屑岩区

会同坪村

隆回龙须界

衡东鹤岭

湘西湘东加里东

运动不整合面上

碎屑岩区

古丈淘金溪 沉陵

金家村 平江 长寿

街 江华牛冲

燕山运动不整合

或假整合面上砂

砾岩区

新构造运动和古气

候变化形成风化壳

及砂砾石堆积区

第三预测 区为加里东期磨拉石分布区
。

加里东造山运动加剧 了元古代含金古陆的风化

剥蚀
,

为跳马涧组砾岩金提供了物质来源
。

雪峰弧形隆起东南麓和湘东一些小型山前拗陷

可作为此类型砾岩金矿的继续开发地区
。

第四预测区为燕 山期后中一新生代山间红盆沉积区
,

金质来源于被超覆的早期含金地

层
。

预测重点为 : 沉麻红盆的侏罗系沪阳组
,

沉桃红盆的白至系漆家河组
,

长平红盆的白

至系东井组
。

洞庭湖盆地东南缘和西南缘第三系底部碎屑岩与下伏地层非断层接触地段
,

也是燕山期后古砂金开发有望的层位和地区
。

第五 预测 区为喜山期后新构造一地貌发育的现代水 系
。

省 内主要含金河 流约有 88

条
,

河谷砂砾层分布面积约 7 5 00 k m
Z。

砂金富集部位受河流水动力作用的直接控制
,

凡

能改变流速
、

流量和堆积状况的` 切河谷地貌因素都会影响矿床的富集
,

故河床坡降转折

点
、

支流交汇点
、

河道蜿 曲程度
,

以及河床基岩微地貌的变化
,

都是寻找富矿的重要地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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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已为美国地质文摘与美国化学文摘收录

我刊自 19 8 8 年公开发行以来
,

不断提高学术质量
、

努力实现编排规范化
、

编辑加工与情报

加工一体化
,

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

大大加快了二次文献传递速度
,

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
。

据

统云l
· ,

19 8 9一 199 2 年
,

我刊共有 16 8 篇论文为美国地质文摘 ( 1 9 9 1一 19 9 9 ) 收录 : 而 19 9 1一

1 993 年
,

我刊有 88 篇论文为美国化学文摘 ( 1 9 9 3一 1 99 4 ) 收录
.

美国地质文摘由美国地质协会 ( A G )I 主办
,

创办于 19 48 年 ; 美国化学文摘 ( C A ) 由美

国化学协会主办
。

他们均是负有盛名的国际性文摘刊物
,

是查找该专业文献的重要检索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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