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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东部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成矿系列 

关  键 1，孙丰月 2，刘  默 1
 

（吉林省勘查地球物理研究院，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床是在地壳浅部（一般小于 2 km）较低温度（一般为 100～300℃）和较低压力（一

般为 n×10
6 

Pa）条件下形成的热液金矿床，主要指产于陆相火山岩中的浅成低温金矿床，部分矿床可能产

于非火山岩中。 

吉林东部延边地区位于吉黑造山带东段，中生代叠加的滨太平洋大陆边缘活动形成了延边中生代火山

盆地，控制了矿床的产出，其中诸多金矿床，被许多学者（庞奖励，1995）认定为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笔

者通过研究小西南岔、刺猬沟、五凤-五星山、闹枝、九三沟等矿床，认为刺猬沟金矿床为该区最具典型性

的低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九三沟金矿床为最典型的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这些矿床类型构成

了吉林东部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成矿系列。 

1  低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以汪清刺猬沟金矿床为例 

矿区分布受东西向及南北向断裂构造控制产出的中生代火山喷发岩，其岩性为安山质角砾熔岩和安山

质熔集块角砾岩，为矿体直接围岩。含矿方解石脉长 340～1 200 m，宽 0.9～3 m，延深 140～750 m，呈 S

形弯曲，膨缩现象明显。 

矿石矿物有银金矿、辉银矿、自然金、针碲金矿和少量的黄铁矿、黄铜矿、黝铜矿、闪锌矿、方铅矿

等。脉石矿物主要为方解石、石英，并有少量白云母、冰长石、玉髓、明矾石等。金、银矿物与黄铁矿、

石英、方解石等共生和连生，表明它们之间有成因关系。 

矿石属贫硫化物型，具自形-半自形结构、它形粒状结构、固溶体溶离结构、压碎结构等；矿石构造为

角砾状构造、晶洞构造、梳状构造、稀疏浸染状构造等。 

金以自然元素和碲化物的形式赋存在自然金、银金矿、针碲金矿和碲金矿中。成矿期围岩蚀变为绢云

母化、冰长石化、硅化和碳酸盐化等，对称分布在含矿方解石、石英脉体两侧。 

根据流体包裹体测试结果，包体类型均为气液两相，气液比在 5%～20%间，所测温度在 130.1～214.7℃

之间，大多在 155～190℃间，平均值为 170.8℃，属低温成矿；含盐度较低，w(NaCleq) 0.74%～5.26%间，

表明流体以大气水为主，密度为 0.89～0.95 g/cm
3。计算成矿压力为 20.0×10

6～14.8×10
6 

Pa。按 10MPa/km 

净水增压梯度计算成矿深度应为 1.48～2.0 km，为浅成环境。 

根据矿物包体的气相色谱资料（金利勇等，2000），计算还原参数为 1.310～6.583，显示成矿前热流体

处于还原环境，成矿晚期出现了明矾石和重晶石，表明为弱氧化环境，EH值也由 66.32mV降至 20.77mV，

显示出由深部到浅部的成矿过程。 

成矿硫体的 δ
18

O值变化于-13.002‰～-0.56‰之间，δD值变化于-93.616‰～-104.74‰之间，在 δD-δ
18

O

图投点落在天水演化线与岩浆水之间靠近天水线更近，表明成矿流体中大气降水成分更多一些。 

上述均表明矿床形成于近地表的低温、低压环境，有大量大气降水参与成矿，为一典型的低硫化型浅成低

温热液矿床。 

2  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以汪清九三沟金铜矿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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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出露岩性为陆相中性火山碎屑岩和熔岩。燕山期岩浆活动形成的细粒闪长岩、石英闪长斑岩、斜

长花岗斑岩、次安山岩等，呈小侵入体或岩脉状产出。东西向、北东向及北西向 3 组断裂构造控制了侵入

岩、蚀变带及赋矿角砾岩筒的分布。 

矿体赋存于受东西向断裂构造控制的角砾岩筒内。角砾岩筒产出于石英闪长斑岩体内，与围岩界线清

楚，角砾成分主要为黄铁矿化绢英岩，被阳起石、硅质及金属硫化物充填胶结。 

矿体直接围岩为黄铁矿绢云母硅化蚀变岩，普遍具金矿化。矿体与围岩呈渐变过渡，均为盲矿体。矿

体长 130～170 m，厚 1.5～14.28 m，呈板状或扇形状缓倾产出，倾角 0～27°。 

金属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砷黝铜矿、辉铋矿、辉铜矿、闪锌矿、毒砂、自然金等；脉石矿物有伊

利石–水白云母、绢云母、斜长石、铁白云母、石英、电气石等。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粒状、他形粒状、包含结构、交代溶蚀结构、碎裂结构等；构造有细脉浸染状、

团块状、角砾状等。 

矿体围岩蚀变较强烈，以角砾岩筒为中心成带状分布，内部为黄铁绢云母硅化带，中间为黄铁矿绿泥

石绢云母化带，外带为青磐岩化带。金矿化与内蚀变带关系密切。 

前人将矿床成因类型定为次火山热液隐爆角砾岩筒型金矿床，成矿期为晚侏罗世。综合上述成矿地质

背景、矿床地质特征及矿石矿物组合特征，笔者认为该矿床成因类型为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 

3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成矿模式 

在总结低硫化型和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床成矿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吉林东部浅成低温热液

型金矿床系列成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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