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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龙金矿的发现与发展

莫荣 士·
J`占

(广 西田林高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田 林县)

提 要 :文 章以卡林型金矿理论为依据 ,地 质构造控矿为基础 ,高 龙金矿的发现与发展 ,分

析总结成矿富集规律 ,提 出成矿预测靶区,采 用有效的勘探方法 ,取 得较佳的地探效果 ,扩 大后

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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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 西高龙金矿的发现

1.1 寻 找亩龙金矿的理论依据

高龙金矿位于广西百色地区田林县高龙乡,是 滨黔挂
“
金三角

”
地带与锑、砷、汞矿密切共生 ,受 构

造控制明显 ,赋 矿地层以三叠系浊积岩和上古生界的细碎屑岩为主的岩性、热动力的三重控制。在印支-燕

山期的构造岩浆作用下 ,使 地层发生褶皱断裂 ,形 成一系列的背斜、穹隆和同一方向的断裂 ,为 矿液提供

运移通道和贮存空间。在地热作用的驱动下,建 造水发生环流形成热卤水,萃 取地层 中的 Au、 sb、 As、

Hg等 成矿元素,随 着温度、压力 浅̀ 部水混合的变化 ,加 速矿液循环 ,使 Au元 萦活化 ,在 构造有利部位

沉淀、富集成矿 ,构 成浅成中低温热液成因超微粒浸染型金矿床。

高龙金矿的发现是在美国的卡林型金矿发现与发展的基础上 ,我 国地质工作者在国内也发现有相似的

地层、岩性 、构造 ,具 有形成
“
卡林型

”
金矿的地质条件 ,于 是运用卡林型金矿理论 ,通 过艰苦细致地工

作,先 后在黔西南、滇东南 、桂西北的面积约 5万 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 ,发 现长坑、烂泥沟、高龙、金牙、

隆或、八渡、堂上等为代表的浅成中低温热液成因超微粒浸染型金矿床。高龙金矿是广西第二地质队李正

海同志 ,在 1974~1976年 对高龙煤矿 ,1980年 对高龙矿区锑矿普查的基础上 ,用 锑金负相关的理论发现

的 (即 有锑必有金 ,金 品位高必然锑品位就低 ,反 之全低锑高)。

广西第二地质队于 1985年 5月 至 1990年 10月 对矿区东段鸡公岩一带进行普查、勘探 ,1990年 12月

提交 《鸡公岩矿段勘探地质报告》,探 明并提交鸡公岩矿段 C+D级 储量 ,矿 石量 310万 吨 ,金 属量 I1.51

t,金 品位 3.71g/t。 1991年 至 1990年 详查金龙山矿段 (二 工区),普 查一工区、龙显、龙爱矿段 ,提 交详

查地质报告。

1.2 南 龙金矿的地质概况

高龙金矿区鸡公岩矿段位于西林-百色断裂褶皱带西段南西侧的高龙穹隆核部附近 ,产 于上古生界碳酸

盐岩周边的环状断裂外侧的硅化破碎带东段次级构造 F3断 裂带内。区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断 裂、褶皱发

育,构 造 比较复杂。

矿区出露地层有中、上石炭统 ;上 、下二叠统灰岩;下 三叠统罗楼群灰岩;中 三叠统百逢组条带碎屑

灰岩、砂岩、粉砂岩;河 口组砂岩、粉砂岩、泥岩等。

矿区构造主要 以褶皱穹隆构造为主,断 裂构造有环状断裂及次级构造 ,F1、 ″ 、F3、 F4、 F5、 %、

"、 F8、 F9、 F10、 F12、 F14、 F17等 断裂。

高龙穹隆为高龙金矿床形成提供成矿环境。环状断裂 :构 成一不规则封闭环形 ,直 径约 4km,外 向倾

苄 莫荣志,男 ,1950年 生,从 事黄金矿山开采生产及矿山地质找矿勘探工作。邮政绵码:53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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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 ,倾 角 45°~⒛ °
,破 碎带普遍硅化 ,宽 数米至百余米 ,目 前所发现的金矿体均位于该破碎带或外侧附近

的次级断裂和层间破碎带中。

次级断裂构造以 F3为 主 ,是 本矿段的主要导矿、容矿构造 ,出 路控制长度 2.85km,走 向近南北 ,断

裂带宽度 ⊥20~⒛ 0m,倾 向北东 ,倾 角 sO°左右。F3断 裂在走向、倾向上呈舒缓波状展布 ,按 其上下盘又

可分为不同岩性带。下盘为乳 白色构造石英岩 (强 硅化带)、 上盘为灰色、黄褐色硅化构造角砾岩 (硅 化中

等至弱),矿 体主要分布在此构造角砾岩带内及其上盘的砂岩附近层间破碎带中,其 成矿为多期叠加 ,热 液

改造富集而成矿体。富矿包与含网脉状石英的粉红色、红色砂岩关系密切,有 少量褐铁矿化。

2 高 龙金矿的发展

2.1 高 龙金矿的生产状况

高龙金矿根据勘探储量于 1987年 开始筹建联营金矿 ,1994年 8月 已建成 日处理 500t矿 石量的碳浆氤

化厂 ,年 处理能力 15万 吨 ;堆 浸厂年处理能力已达 30万 吨 ,实 际达 0s万 吨以上。1997年 产金 1017kg,

成为长江以南第一大金矿。经几年的开采,处 理能力增加 ,保 有地质储量不断减少 ,到 1997年 末保有地质

储量矿石量 162.31万 吨 ,金 属量 57夕 kg,金 品位 3.53g/t,后 备地质资源已不足,急 需补充。

2,2 矿 床成矿富集规律分析

为保证矿山生产持续 ,延 长服务年限,高 龙金矿于 1995年 初成立了矿山探矿队伍 ,配 各了地质人员,

几年来通过对现有的地质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 究总结成矿富集规律 ,开 展矿床深部及周边成矿地质条件

的分析探讨 ,总 结几条成矿规律和看法供参考 :

(1)矿 体严格受构造控制 ,并 沿 F3断 裂上、下盘呈透镜状、串珠状、莲藕状分布,在 走向、倾向上都

存在分支复合、尖灭再现现象 ,从 分枝部位沿 F3往 深部寻找复合处新矿体。

(2)矿 体沿 F3断 裂呈 s型 展布 ,在 走向、倾向沿断裂面及基底灰岩存在 s型 凹陷,在 构造内凹陷部位

可能成矿 ,这 些地段、部位找矿前景看好。

(3)对 成矿较为有利的硅化破碎带 ,特 别是中等硅化构造角砾岩带 ,在 走向、倾 向上呈突变 (膨大)

部位 ,这 些部位成矿较为有利。

(4)成 矿多期性 ,由 多期构造活动叠加富集而成矿体 ,因 此对多组不同期、不同方向的构造交汇部位

应特别注意。

(5)硅 化破碎带上盘的砂岩、粉砂岩互层及层间滑动而形成的破碎带 (含 钦质浸染)对 形成小矿体也

较为有利 ,对 寻找鸡公岩矿段的②号、⑦号式的小矿体是有可能的。

2.3 成 矿找矿靶区预测

根据前人的工作成果 ,结 合本人对高龙金矿区鸡公岩矿段成矿富集规律的新看法和新认识 ,对 高龙金

矿区、穹隆构造周边、多组构造断裂交汇区、及次级断层碎裂、翦裂带、层间挤压带和劈理、片理发育带,

进行成矿、找矿比较有利的靶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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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m标 高 ,有 可能成为第三成矿找矿靶区 (图 2)。

(3)对 成矿有利的硅化破碎带呈突变、弯曲部位成矿有利的认识 ,分 析、

间,长 约 sO0~1000m宽 约 ⑽0~500m,走 向近东西向的范围找矿较为有利,

区 (现 编号为鸡公岩南矿段),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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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 龙金矿区鸡公岩矿段 12号 勘探线剖面图

l一矿体及编号;2— 成矿预测区及绵号;3— 矿体及绵号

图 2 高 龙金矿区鸡公岩矿段 6号 矿体储量

纵投影及成矿预测图

1—原交储量范围;2一 工程厚度及品位;3一 成矿

预测区绵号:4一 钻孔及绵号

(4)根 据多组不同时期的构造断裂交汇处 ,相 互错动多期地热

活动叠加面可能成矿的认识 ,预 测鸡公岩北段 F3含 矿硅化带被

“、F8等 几组断层构造错动 、交汇的部位及附近为第五成矿找矿

预测靶区 (图 3)。 以及十号堆浸场往东砂岩、页岩与粉砂岩、泥岩

互层之间的滑动破碎带、劈理、节理发育带也对成矿比较有利。

(5)龙 爱矿段地表民采揭露 3个 小矿体 ,据 地表开采及地层、

构造产状等因素分析 ,预 测上下盘矿体往下 (深 部)复 合而成一条

矿体 ,上 盘矿体产状倾角 sO°,下 盘矿体倾角 硐
°
。

3 成 矿远景展望

3.1 找 矿方法的探讨

为了提高矿山探矿的效果 ,首 先从找矿方法上着手 ,打 破探矿

工程布置先疏后密扫描式找矿的框框 ,结 合本人在黄金矿山生产、

探矿 ⒛ 多年的实践经验 ,联 系高龙金矿区鸡公岩矿段成矿规律的

新认识 ,大 胆采取对成矿最有利部位或区段及见矿把握性最大的位

置设计布置工程。提出重点突破、以点往外扩展式找矿 ,再 控制矿

体边界的设想及做法 ,并 得到高龙公司领导及专家的赞同和支持。

3,2 地 质探矿效果

采用统一勘探方法 ,于 1995年 初对第一成矿预测靶区进行勘

探。首先设计 ZK1001钻 孔 ,第 一步就取得见矿厚 +~s。mm,含 金

品 位 4。 猸 g/t的 好 成 绩 。 然 后 继 续 设 计 施 工 ZK1002、 ZK1003、

ZK1202、 ZK1203、 ZK1401等 6个 钻 孔 都 见 矿 ,见 矿 率 达 100%,

此区段投人钻探进尺 t196.38m,结 合矿山前期基建、生产开拓工

程进路 (穿 脉)429m,对 第一成矿靶区进行验证 ,在 标高 100~935m之 间 ,通 过短短一年实际工作,就

探明、摸清这一区段的地质情况并提交了阶段性储量报告。经区黄金局、区储委批准新增 C+D级 储量矿

石量 32,65万 吨,金 属量 1162kg,平 均品位 3.56g//t;表 外储量矿石量 15.4万 吨,金 属量 ⒛6kg,金 品位

o     400   800m

图 3 高 龙金矿 区鸡公岩

矿段平面图

1—矿体及编号;2一 硅

化破碎带;3— 断层及编

号;4— 成矿预测区及绵

号;5一 槽探及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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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g/t。

由于地探费用是 自筹资金 ,而 且资金特别紧张,对 深部的第二成矿区没有安排探矿工程 ,1996~1997

年对第三成矿找矿靶区设计施工 6个 钻孔。其中 3个 孔见矿 ,见 矿率 50%,效 果比较理想。

第四成矿找矿预测靶区,成 矿地质条件比较好 ,离 开采区又近,结 合傅采矿源不足,急 待寻找新的姘

采矿源。1996年 底和 1997年 初 ,先 后普查取样 ⒛ 个 ,发 现有 12个 样含金品位在 0.7~3.64g/t之 间 ,厚

度达 5~15m,于 是 19叨 年 4~5月 间高龙公司探矿队就把第 四找矿靶区列为当年重点探矿靶区。编为南

矿段 ,系 统地对整个南矿段靶区进行地表整体设计、布置槽探、坑探、钻探、化探等工程 ,1997年 共施工

11条 槽 探 ,TC1⒈ 1至 TC11,条 条 槽 探 都 见 矿 ,槽 探 长 1860m,见 矿 厚 度 2怕 m,平 均 含 金 品 位 1。 刀 g/t,

最 高 品 位 8.58g/t。 于 是 10~12月 施 工 1200中 段 两 条 穿 脉 浅 坑 CD1、 CD2,都 见 矿 。 1998年 1~6月 已 设

计 施 工 第 二 排 坑 道 1200中 段 ,CD0见 矿 厚 19m,含 金 品 位 1。 OB g/t;CⅨ 见 矿 ω m,含 金 品 位 1.65g/t。

地表见矿效果有变好、变宽的趋势 ,钻 探工程也见矿 ,特 别是认识上有较大的突破 ,不 但构造角砾岩含矿,

含铁的破碎砂岩也含矿 ,经 初步预算可探获 5~8t金 储量。

经过几年的时间对上述提出的 5个 成矿找矿靶区的其中 3个 进行探索验证 ,都 找到较好的矿体。对尚

未进行验证的预测靶区,只 要地探资金落实 ,马 上组织施工 ,并 寻找新的找矿靶区;有 能力时还需对龙爱

矿段 、金龙山矿段、龙显矿段进行地探工作 ,这 一带很有找矿前景。

3.3 今 后的工作建议

为了高龙金矿壮大和发展 ,在 地质找矿方面有重大 (较 大)的 突破 ,提 出几条建议。

(1)加 大找矿的科技含量 ,目 前纯地质找矿很难有较大的突破 ,要 走生产 (探 矿)与 科研相结合的路

子 ,积 极开展同位素、化探原生晕、次生晕、物探及遥感等多学科多方法地对高龙金矿区 (高 龙穹隆)的

49km2范 围进行立体找矿扫描工作 ,为 找矿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提 高探矿工程命中率。

(2)积 极争取国家黄金局对高龙金矿适当给予政策扶持 ,投 人部分低息贷款资金。虽然几年来地探效

果较好 ,但 要满足年产金 1t、 消耗储量近 2t的 现状 ,仅 靠每年 自筹的一点点地探资金则很难维持,更 谈

不上发展壮大。

(3)保 证财力、物力投人的同时 ,人 才配备是关键 ,要 成立矿山的探矿队伍,选 派能吃苦耐劳的,有

工作经验的,能 打开地探局面的地质人员来带领探矿队伍 ,为 矿山寻找后备资源而努力工作。

质地床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