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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成矿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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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是指成矿机制与控矿因素都与韧性剪切带有关的金矿床类型（Boyle，1979）。这类矿床的形成，是

在成矿流体的形成、运移、Au 的沉淀与富集过程中物质场、能量场、储矿空间及时间维等多元因素相互匹配、协调发展的

结果。 

1  成矿流体的形成 

关于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成矿流体的来源有地慢流体（莫江平等，2009）、岩浆流体（韩润生等，1997）、变质流体与混

合流体（王军，2005）等不同观点。但从韧性剪切带的演化规律考虑，韧性剪切带具有由地表脆性断裂及其向地壳深部延伸

部分组成的双层结构模式（胡玲，1996），具有多层次、多级次、多期次、多阶段的活动特征，必然能汇聚多源成矿流体。

本人对各观点综合后认为，成矿流体的主要来源包括幔源、围岩和天然水热液（包括加热地下水和大气降水）。 

尽管不同类型的金矿床和在不同构造环境和背景岩石上形成的金矿床起主导作用的矿质来源有所差异（李德威，1993），

但韧性剪切带多发育于地质体（地体、地块、板块等）的边缘，与造山或造盆作用紧密相关，而这些边界又是各种地质流体

非常活跃的地区，是地幔岩浆上涌的通道，幔源流体始终会参与成矿作用（陈毓川等，2001）。 

在剪切应力作用下，韧性剪切带中的构造地质体、岩石或矿物遭受破坏，产生应变或变形，使物理、化学环境产生巨大

变化，按非线性效应，常产生岩石细粒化、压溶作用、流体作用、退变质作用、分异作用、构造分解、构造变质和蚀变等,

它们对围岩中 Au 元素的活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付山岭等，2010），如细粒化增强了岩石的活性与渗透性，为含矿流体

提供通道，压溶作用是成矿物质 Au元素活化析出的重要动力， 

流体作用可以加速应变体系中物质组分的迁移与交换，退变质作用促进矿物晶格的变形和新旧矿物的替换（陈国达等，1997），

在矿物颗粒不断变细、元素结合能降低的情况下，可使围岩释放出 SiO2、CO2、H2O、Au等成分，并与来自地幔的流体、地下

水热液和大气降水热液混合，形成多源成矿流体。 

2  成矿流体的运移 

2.1  运移的通道 

成矿流体的运移通道主要是在剪切作用、液压致裂作用及流体与围岩发生化学反应的作用下形成的。 

在剪切作用下，剪切带中深部的岩石发生塑性变形而产生不同程度的糜棱岩化和片理化，浅部的岩石一般发生脆性变形

而产生大量张裂隙，裂隙一旦形成便成为岩石中固有的软弱部分，易于反复发生脆性破裂，大大提高岩石的渗透性（吴美德

等，1989）。 

在韧性剪切造就的糜棱岩中, 因动态细粒化和流变面理的出现, 使岩石产生大量闭合显微裂隙及面理构造，随着深层次

剪切构造被抬升与剥蚀,环境的压力降低, 存在于上述微裂隙和面理中的流体发生气化, 流体压力聚增, 进而导致流体对岩

石的液压致裂（王全伟等，2002）。 

成矿流体与围岩接触的过程中，围岩成分与流体发生化学反应而溶解，在剪切作用和液压致裂作用形成裂隙的基础上，

两者接触的表面积明显增大，反应速率亦大大提高，加快围岩的溶解和运移通道的形成。 

2.2  运移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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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剪切带的构造系统是由区域深大断裂、主干韧性剪切带、韧-脆性剪切带及其 R、R′、P、D、T 型裂隙系统组成

的，具有多级性，成矿流体运移的驱动 

力来自于地壳深部的主构造与浅部的次级构造之间的温压梯度（吴美德等，1989）。 

2.3  运移的形式 

在温度较高的地壳深部，金元素一般以氯合物 AuCl 
2
-形式运移，在温度较低的地壳浅部则以硫氢配合物 Au(HS)2

-形式运

移，在特定条件下（如在中基性火山岩地区脉状金矿床的形成过程等），金以[HAu(HS)2]
0或 Au(S2O3)2

3-形式搬运（陈毓川等，

2001）。 

3  Au 的沉淀与富集成矿 

3.1  Au 的沉淀 

区域深大断裂、主干韧性剪切带通常不是金沉淀的最佳场所（张连昌，1999），而次级韧-脆性剪切带是地壳中重要的物

理化学条件转变带，能引起含矿流体的温度、压力、Eh和 pH的突变, 能使金成矿元素化学位能降低、金络合物稳定性下降

而沉淀成矿，是剪切带中最有利于金沉淀的地段。矿体往往产于韧-脆性剪切带内的强应变和脆性叠加带、弧形剪切带的弧

顶扩容区域、剪切带的转弯部位、剪切带宽窄急变处、不同方向剪切带的交叉处和复合处、差别明显的不同类型岩石类型之

间以及剪切带的糜棱岩面和脆-韧性剪切带内的 R、R′、P、D、T 裂隙系统等（陈毓川等，2001），如小秦岭（白万成，2000；

高世贤，2009）、夹皮沟（张甲忠等，1992）、河台（欧阳玉飞等，2007）、排山楼金矿（吴春林，1991）等。 

3.2  Au 的叠加、富集 

韧性剪切带一般都是多期多阶段活动的长寿构造，多期次、多层次活动为带内成矿物质的叠加、富集提供了可能，是韧

性剪切带型金矿床的重要成矿机制（李德威，1993）。在早期韧性变形阶段剪切带中形成含金糜棱岩后，中期韧-脆性变形阶

段在含金热液的反复作用下形成蚀变糜棱岩型金矿和早期含金石英脉，晚期脆性变形阶段叠加多种热液改造形成富矿的含金

石英脉（贾根等，2001）。 

4  结 论 

韧性剪切带型金矿的形成是因为剪切带中具备一套完整的成矿机制，具备良好的成矿源、成矿场、成矿期和成矿相等条

件。从断裂的发育、成矿流体的形成、运移到 Au 的沉淀与富集，剪切作用在构造、流体、动力、物化条件转换等各种控矿

因素的耦合成矿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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