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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加强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的成矿背景研究，可更加全面地

认识金矿床形成的各种控制因素，为成矿区划工作提供判别标准，提高找矿区划与成矿预测工作的针对性、有效

性。文章从中国已知的 106 个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的空间分布、时间分布分析入手，探讨了影响中国大型-超大型

金矿床形成的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岩浆岩、大型构造、深层构造等各种地质因素。结果发现中国金矿床与国外相

比存在着差异性，有其独特性，进而从中国独特的大地构造环境、大地构造演化历史角度探讨了造成这种差异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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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可以很好地反映金矿床的形成和分布规律，可作为地质历史

演化过程的标志。加强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的时空分布、成矿背景研究，可更加全面地认识、了解其形成的

制约因素，建立区域找矿模型指导金矿床的寻找，提高金矿找矿区划与成矿预测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

有效性。此外，中国的金矿床与国外相比，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如世界上 20 世纪发现的金金属储量

超过 200 t 的金矿床就达 85 个，超过 500 t 的金矿床有 14 个（戴自希等，2004），而中国金金属资源量超

过 100 t 的仅有 7 个；我国金矿床类型多，但至今未发现像南非的兰德型、乌兹别克斯坦的穆龙套型、美

国的霍姆斯塔克型、加拿大的赫姆洛型以及环太平洋成矿带的火山-次火山岩型（斑岩型）等超大型的金矿

类型；成矿时代上，国外具有“一老一新”的特点，即形成于稳定克拉通内的太古代金矿床与形成于环太平

洋成矿带的第三纪金矿床，成岩成矿时差小；而中国的金矿床主要形成于侏罗纪－白垩纪，成岩成矿时差

大。加强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的时空分布与成矿地质背景研究，将金成矿作用与中国独特的大地构造演化历

史结合起来，可以从深层次上探讨造成差异的原因。  

本文统计了中国大型规模以上金矿床 106 个，其中超大型 7 个，特大型 22 个，大型 77 个，并对其成

矿时代进行了划分（表 1）。 

1  空间分布 

中国大-超大型金矿床在空间上大部分分布于大陆（或地台）及基底构造层隆起区的边缘。沿塔里木－

华北古板块南北两缘，金矿床呈近东西向带状展布；在大兴安岭－太行山－豫西－鄂西－湘西一线以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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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区，金矿床总体上呈近南北向或北北东向展布；在西南地区，金矿床呈向北东方向凸出的弧形带状分

布（图 1）。 

表 1  中国大型-超大型金矿床一览表 

矿床名称 规模 成矿时代 矿床名称 规模 成矿时代 
河北崇礼东 河南桐柏老湾 侏罗纪－白垩纪 坪 特大 晚古生代  大 
河北宽城峪耳崖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河南桐柏银洞坡 大 早古生代 
河北灵寿石湖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湖北大冶鸡冠嘴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河北迁西金厂峪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湖北嘉鱼蛇屋山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河北宣化小营盘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湖北阳新鸡笼山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朱拉扎嘎   侏罗纪－白垩纪 大 晚古生代 湖南安化廖家坪 大 
内蒙古敖汉金厂沟梁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湖南常宁水口山 特大 中元古代   
内蒙古包头哈达门沟 大 晚古生代 湖南平江黄金洞 大 中元古代 
辽宁丹东市五龙 大 三叠纪 湖南桃源沃溪 大 中元古代 
辽宁凤城小佟家堡子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湖南新邵大新 大 中元古代 
辽宁阜新排山楼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湖南溆浦江东湾 大 侏罗纪－白垩纪 
辽宁盖州猫岭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广东高要河台 大 三叠纪 
吉林安图海沟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海南乐东抱伦 大 三叠纪 
吉林桦甸二道甸子 大 晚古生代 广西凌云明山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吉林桦甸夹皮沟 大 晚古生代 四川甘孜四通达(丘洛) 特大 三叠纪 
吉林珲春小西南岔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四川南坪马脑壳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黑龙江勃利老柞山 大 晚古生代 四川平武银厂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黑龙江东宁金厂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四川壤塘金木达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黑龙江嘉荫平顶山 大 侏罗纪－白垩纪 特 侏罗纪－白垩纪 四川松潘东北寨 大 
黑龙江嘉荫团结沟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贵州安龙戈塘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黑龙江漠河砂宝斯 侏罗纪－白垩纪  侏罗纪－白垩纪 大 贵州晴隆老万场 大 
黑龙江嫩江争光 大 侏罗纪－白垩纪 贵州兴仁紫木凼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黑龙江逊克东安 大 侏罗纪－白垩纪 贵州贞丰烂泥沟 侏罗纪－白垩纪 超大 
安徽铜陵马山 大 侏罗纪－白垩纪 贵州贞丰水银洞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福建上杭紫金山 超大 侏罗纪－白垩纪 贵州贞丰岩上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江西德兴金山 超大 中元古代 云南东川播卡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莱州仓上 大 侏罗纪－白垩纪 云南鹤庆北衙 大 三叠纪 
山东莱州焦家 超大 侏罗纪－白垩纪 云南墨江金厂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莱州新城 特 侏罗纪－白垩纪 大 侏罗纪－白垩纪 云南元阳大坪 大 
山东莱州三山岛 特  侏罗纪－白垩纪 大 侏罗纪－白垩纪 云南镇沅老王寨 大 
山东平邑归来庄 大 侏罗纪－白垩纪 西藏谢通门洞嘎 大 新生代 
山东龙口大磨曲家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陕西丹凤八卦庙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牟平邓格庄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陕西略阳煎茶岭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蓬莱后大雪 大 侏罗纪－白垩纪 侏罗纪－白垩纪 陕西太白双王 大 
山东乳山金青顶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陕西潼关桐峪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招远大尹格庄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陕西镇安金龙山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招远东风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陕西周至马鞍桥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招远河东 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礼县金山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招远河西 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礼县李坝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招远玲珑-台上 超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临泽银水沟 大 晚古生代 
山东招远夏甸 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碌曲拉尔玛 大 侏罗纪－白垩纪    
山东招远谢家沟 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玛曲大水 特大 三叠纪    
河南灵宝出岔-乱石沟 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岷县鹿儿坝 大 晚古生代 
河南灵宝大湖 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岷县寨上 特大 侏罗纪－白垩纪 
河南灵宝四范沟 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肃北黑刺沟 大 早古生代 
河南灵宝文峪-东闯 超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文县石鸡坝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河南灵宝杨砦峪 大 侏罗纪－白垩纪 甘肃文县阳山 超大 侏罗纪－白垩纪 
河南栾川北岭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青海海西滩涧山 特大 晚古生代 
河南栾川狮子庙 大 侏罗纪－白垩纪 青海曲麻莱大场 特大 三叠纪 
河南洛宁上宫金矿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新疆哈巴河多拉纳萨依 大 晚古生代 
河南嵩县庙岭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新疆托里哈图(齐Ⅰ) 大 晚古生代 
河南嵩县祁雨沟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新疆伊宁阿希 特大 晚古生代     
河南嵩县前河 大 侏罗纪－白垩纪 新疆伊宁塔吾尔别克 大 晚古生代    

资料截止日期：200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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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大型金矿床（20～ 金矿 3－超大型金矿床（>10

 
赋存于太古宇—古元古界一套普遍绿化了的以镁铁质火山 基－中基性火山岩系和部分沉

要分布于华北地 北缘 小 峪）、夹皮沟等地区。 

产于元古宙浅变含碳质碎屑岩、泥质岩、碳酸盐岩中的大型 超大型金矿床主要分布在华北陆块元古宇

坳陷边缘、扬子陆块元古宇隆起边缘、华南褶皱隆起边缘等地，并受深断裂控制。集中分布在华北地台北

、辽东丹东－营口（辽宁猫岭、四道沟、小佟家堡子、五龙，吉林二道甸子）、

别（河南银洞坡、老湾 南 ）、江南古陆（江西金山、 洞）、

粤西（广东河台）等地区。 

产于古生代－三叠纪含碳质碎屑岩、泥（硅）质岩、碳酸盐岩中的大－超大型金矿床分布于扬子地台

、中生代褶皱带内，主 广 州戈塘、老万场、 凼、 上、

、陕甘川（东北寨、马脑壳、 拉 拉日玛、坪定、 、 （金

龙山、寨上、马鞍桥、八卦庙、李坝、双王等）等地区。 

岩类侵入体内外接触带中 型金矿 于：① 前寒 结晶基

带中，受中生代重熔型花岗岩控制。如华北地台周边的胶东、小秦岭、燕辽、 拉山

—大青山地区；② 受中新生代中酸性小岩体控制，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湖北鸡笼山、鸡冠嘴、安徽

马山）、湖南水口山—临武（湖南水口山）、雅鲁藏布江（西藏洞嘎）等地区。③ 与晚古生代碱性杂岩有

1 中国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空间分布图

50 t）；2－特大型 床（50～100 t）； 0 t） 

岩为主的变

积岩系中，主 台 的燕辽（河北 营盘、金厂

-

缘西段（内蒙古朱拉扎嘎）

豫南桐柏—大 ）、康滇地轴 端（云南播卡 湖南黄金

周边的古生代 要有滇黔桂（ 西明山、贵 紫木 烂泥沟、岩

水银洞等） 丘洛、嘎 、大水、忠曲、 阳山） 中西秦岭

产于花岗 的大－超大 床主要分布 武纪 底隆起区的

构造-岩浆活动 赤峰、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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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金矿床分布在华北地台北缘隆起区中段的张宣地区（河北东坪）。 

超镁铁质岩有关的大型金矿床主要分布在哀牢山地区（云南金厂、老王寨）、中秦

型

白垩

与显生宙镁铁质、

岭勉略构造混杂岩带南缘（陕西煎茶岭）、西准噶尔（新疆哈图）等地区。   

产于中、新生代陆相火山岩系中的大－超大型金矿床金矿床主要分布东北东部、山东中部、熊耳山及

东南沿海火山岩带，即东部环太平洋火山岩带的外带（黑龙江东安、金厂、团结沟、山东归来庄、河南祁

雨沟、福建紫金山等）；其次分布于西天山的晚古生代火山岛弧带（新疆阿希、塔吾尔别克）。 

产于风化壳中的红土型大金矿床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蛇屋山）。 

2  时间分布 

对我国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的成矿时代进行了划分和统计（表 2），侏罗纪-白垩纪是我国大型--超大

金矿床最主要的成矿期（图 2），其次是晚古生代、三叠纪、中元古代、早古生代和新生代。侏罗纪-

纪金矿床主要分布在贺兰山-龙门山-横断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受西太平洋弧后大陆边缘活动带控制。 
 

表 2  各成矿期金矿床数量统计表 

成矿期 中元古代 早古生代 晚古生代 三叠纪 侏罗纪-白垩纪 新生代 

矿床数 5 2 13 7 78 1 

百分比/％ 4.7 1.9 12.3 6.6 73.6 0.9 

             资料截止日期：2007年3月。 

 

晚古生代金矿床主要分布在塔里木－华北古板块北缘及其以北的褶皱区；三叠纪、新生代的金矿化，

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中元古代的金矿化主要分布于扬子地块的东南边缘，成矿时间具显著区域性特征。

三叠纪成矿期以前，金矿成矿带主要呈东西向延伸，成矿作用北强南弱。三叠纪成矿期以来，金矿成矿带

多呈北东向展布，成矿作用东强西弱。 

3  大型-超大型

3.1 

阶段，也是最重要

的造

致性（图3）。即使是与中生代花岗质岩浆岩有关的金矿床，花岗质岩浆岩亦

主要

相似，是太华群深熔作用的同源产物（不混溶

产物

金矿床成矿的地层背景 

 地台周边的大多数大型-超大型金矿床产出于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出露区 

前寒武纪（包括太古宙和元古宙）占地球历史时间的5/6，是地球演化历史最漫长的

壳时期。现代地壳的规模在前寒武纪已基本完成，主要地质作用为壳内物质的活化再造。中国大陆地

表前寒武纪岩石占1/3，估计占地壳的85 %以上（孙大中，1999 )。华北和华南前寒武地壳经历了五次以上

的构造变动（马杏垣，1987）。华北地台周边地区（张宣、赤峰、冀东、辽西、夹皮沟、胶东、小秦岭等

地区）及扬子地台东南缘、西缘地区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大-超大型金矿床。其中金矿床的分布与前寒武纪结

晶基底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一

是来源于太古宙老变质岩的深部重熔作用，矿床位于结晶基底分布区的壳源重熔、同熔花岗岩或复式

杂岩体周围，远离结晶基底的花岗质杂岩体中一般很难见到大-超大型金矿床。如河南小秦岭地区金矿床大

都分布于文峪岩体东南侧，流体包裹体及微量元素研究表明（徐九华等，2004），该区金矿的成矿流体大

部分不是晚燕山期花岗岩侵位后衍生的，而与花岗岩的起源

）。它们在燕山期构造热事件中沿着各自通道上升侵位，分别成岩和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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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侏罗纪-白垩纪古构造图与大-超大型金矿床分布图(底图据刘训，2002 修改) 

1－古生代前基底隆起；2－印支期基底隆起；3－稳定型内陆盆地；4－燕山期含煤盆地；5－晚燕山期断陷盆地；6－山间-山前盆地；

7－早燕山期活动陆棚（燕山期被动大陆边缘）；8－海侵区；9－活动陆棚；10－大陆斜坡；11－晚燕山期边缘海；12－侵入岩； 

13－地壳对接带；14－地壳叠接带；15 地壳俯冲带；16－后期平移断裂；17－同沉积断裂；18－大-超大型金矿床 

 
图 3  中国东部地区太古宙结晶基底与大-超大型金矿床空间分布图（底图据罗镇宽，1998） 

1－太古宙；2－太古宙绿岩带；3－大型-超大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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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一是太古宙地壳薄、热状态高、壳幔作用强烈，其形成的镁铁质-超镁铁质岩石是地幔金的

携带物和储存物，含金丰度高，且多以可溶性金形式存在；同时，火山喷气和火山热液亦可将地幔金带出，

”

华北、扬子两大板块造山碰撞带的强烈作用（800 Ma左右），在胶东“原始矿源岩”的基体内发生大面积的

岩浆侵位活动，富含 Na、CO 、H 、F、Cl 挥发组分的热流体将原始矿源岩的金活化，自定位中心

向岩体 侏罗

纪纪“直接矿

被凝灰质、炭质、硅铁质和泥质等沉积物吸附，在基底的一定层位和岩性中获得初步富集，成为金成矿的

直接矿源之一。如在小秦岭、张宣、胶北及鲁西泰山群中分别采集了远离金矿区的片麻岩包体中以变质镁

铁质岩石为主的 203 件样品（陆松年等，1997）。测试结果表明（表 2），小秦岭、张宣、胶北金矿密集区

初始地壳金丰度值高，浓集系数分别为 20.61、9.32、13.00，而非金矿密集区的鲁西泰山地区浓集系数仅

为 3.55，说明结晶基底中地壳金丰度对金矿密集区的形成有明显的制约。从稳定同位素看，受基底控制的

金矿床围岩硫、铅同位素具有地幔硫、铅的特征，而矿石硫、铅同位素又与围岩相似。如夹皮沟矿石铅同

位素与绿岩中斜长角闪岩铅同位素误差只有 3‰。内蒙古赤峰金矿集中地区陈家杖子、安家营子金矿床的

铅同位素资料显示成矿物质至少经历了 3 个阶段的演化历史（韩发，2006）：在 2.846～2.475 Ga期间，它

们从上地幔中分离出来，储集在建平杂岩中；在 2.522～2.460 Ga期间，它们经历了变质一分异作用之后，

储集在新生陆壳中；在燕山早一中期（0.19～0.14 Ga)，构造一岩浆事件把它们从建平群变质岩中活化出来，

形成了金矿床。二是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往往出露于构造隆起区，预示着深部的岩浆作用，且有过不止一次

的构造抬升过程。在基底的构造抬升过程中，易形成具有叠加构造特点的剪切带（较晚期的韧－脆性剪切

带叠加在较早期的韧性剪切带上）、退变质作用及滑脱面，对金元素的壳内再分配及预富集有利。如胶东

金矿床的形成经历了太古宙“原始矿源岩系”、新元古代“衍生矿源岩系”、中生代侏罗纪纪“直接矿源岩系

的形成与成矿三个阶段（李士先等，2007）。太古宙时期为胶东金矿形成的“雏型期”，来自地幔（或地核）

的携带丰富金质的中基性岩浆的喷发，形成了唐家庄岩群和胶东岩群的初始矿源岩系，之后经历了迁西期

和阜平期-五台期等构造旋回的变形变质和岩浆侵入作用，特别是是古元古代早期（2 300 Ma左右）变质作

用形成胶东北东向展布的麻粒岩相变质热背斜，在胶东北部形成低角闪岩相金相对较高的地球化学背景区

或少量的变质热液金矿点，成为胶东金矿金质的主要来源之一。新元古代为胶东金矿形成的“预富集期”，

K 等、 2 2O

的边缘扩散迁移，在侵入体的边缘形成金元素的高背景区，形成衍生矿源岩系，为区内中生代

源岩系”的形成与成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表 2  金矿密集区与非密集区初始地壳金丰度及浓集系数对比（据陆松年等，1997） 
        元素含量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样本数 浓集系数 

小秦岭地区 45.1249 68.0000 25.0000 13.0740 21 20.61 

张宣地区 20.4214 56.0000 4.0000 9.2535 70 9.32 

胶北地区 28.4694 68.0000 10.8000 13.9667 72 13.00 

泰山地区 7.7750 52.0000 2.5000 7.9164 40 3.55 

注：浓集系数=分区金元素丰度均值/地壳金元素克拉克值。       
 

总之，前寒武纪结晶基底经历了长期的地质作用，具备了有利的成矿地质环境、地球化学场和成矿的

对大-超大型金矿床的形成有利。显生宙以来的成矿作用是在古老的岩石圈的基础上发生的，

前长达三十多亿年的占地球历史近 5/6 的岩石圈中元素的原始分布和早期分异对成矿作用不

此外，前寒武纪初始地壳的规模及金丰度的不均一，导致了大-超大型金矿床在前寒武纪结晶基底中的

分布具有不均一。 

物质基础， 显

生宙之 容忽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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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火山岩对

中国东部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岩带的外带， 广泛发育

中生

2

来自地幔的热流体，携带 H 、O 、

S、Cl 等成矿组分和挥发分熔融“原始矿源岩系”和“衍生矿源岩系”，形成胶东以壳幔混合岩浆作用为主的

侵入体。其成岩过程中分异出来的含矿流体和大气降水掺和并携带被活化萃取的金质，

-流体-成矿 挥发分、 K、 等形成易溶络合物进入流体相， 物理、化学

条件影响下，含 能向低 移， 成的 裂 沉淀 成矿 年龄为 126～

120 Ma 。 

内蒙古赤峰金厂沟梁大型金矿床围绕燕山期对面山侵入体 5 内，受以岩体为中心的放射状断

裂控制。燕山地区的峪耳崖特大型金矿床直接产于都山岩体外围的燕山期中酸性小侵入体内。小秦岭文峪

-东闯超大 的原岩普遍具有较多的中基性火山物质，含金

石英

西南地区（川西、滇西与西藏等地区）的大型-超大型金矿床主要与印支期、燕山期、喜马拉雅期的构

大-超大型金矿床的控制作用 

东部沿海火山盆地内及其边缘的基底相对隆起区，

代钙碱性中－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次火山岩，在其中形成了一批与火山-次火山岩有关的大－超

大型金矿床。如黑龙江东安、团结沟、金厂，山东归来庄，河南祁雨沟，福建紫金山等金矿床。其次，西

天山在晚古生代离散板块边缘的火山岛弧带中的陆相火山岩系中形成新疆阿希、塔吾尔别克大型-特大型金

矿床，西准噶尔在安齐断裂带上，形成有与基性火山岩有关的金矿床。 

矿床大多数分布于中生代断陷盆地边缘，如团结沟金矿床位于乌拉嘎盆地东南缘，金厂金矿床位于太

平岭隆起与老黑山断陷的交接部位，东安金矿床位于逊克火山盆地中宝山隆起带与库尔滨及阿廷河火山凹

陷交接部位。矿体受火山机构控制明显，赋存于构造盆地的边缘断裂、破火山口环状、放射状断裂，火山

角砾岩筒以及火山口附近的其它断裂中。 

需注意的是，中国大陆东部边缘从中生代以来处于弧后的大陆活动边缘。这里大面积分布的火山岩主

要不是洋壳重熔形成的，而是在太平洋板块俯冲挤压影响下由陆壳活化重熔形成的，没有成带产出的火山

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床。但东部大陆边缘广泛分布有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当其被重熔时，其中所含的金也就

有条件活化成矿。如团结沟金矿床，铅同位素证明，至少部分物质来自下伏的黑龙江群。 

4  中-酸性岩浆活动对大-超大型金矿床的控制作用 

我国大多数金矿床的空间分布与花岗岩类侵入体密切相关，尤其是与碱性花岗岩。有些矿床的金矿体

直接产在岩体内部。在时间上这些金矿往往形成于岩体侵位之后，但应属同期产物，这表明金成矿过程中

有岩浆活动的积极参与。与金成矿最密切的花岗岩类主要系基底变质岩重熔再生的产物，其多受构造活动

带控制，大都位于汇聚板块边缘、深大断裂发育地带。岩体规模较小，出露面积 0.n～n km （少数为规模

较大的复式或杂岩体）。岩石类型多为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组合等中-酸性多期次侵入之杂岩体，属钙碱

性-碱性岩系列。岩体分布区往往发育各种岩浆晚期分异形成的脉岩。  

我国东部地区产于花岗岩中的大型-超大型金矿床主要与燕山期岩浆活动有关。如胶东地区中生代侏

罗纪纪（205～137 Ma ) ，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郯庐断裂带大规模的左行平移，产生了一系列的

北北东、北东向控矿断裂构造，同时伴有构造一岩浆热事件，来自地幔的中基性成分的岩浆上涌与下地壳

的变质基底岩浆混合形成中酸性岩浆，沿东西向构造带底辟式上升侵位，

形成一个新的岩浆

系统，金质与 碱质（ Na 等） 在一系列

矿流体由高 能带迁 在已形 脆性断 裂隙中 富集 ，成矿

km 范围

型金矿床赋存于太古宙基底隆起带内，其变质围岩

脉矿体明显围绕文峪岩体分布（距岩体 3～4 km )。东坪、哈达门沟金矿与碱性岩（二长岩或钾长花岗

岩）有关，矿体产于岩体的内、外带。长江中下游马山、鸡笼山、鸡冠嘴等大型金矿或金铜共生矿床与燕

山期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有密切的时空和成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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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岩浆活动带有关。与金成矿有关的侵入岩除中-酸性岩体外，基性-超基性岩亦可形成大型金矿床。如三

江哀牢山地区墨江金厂和镇沅老王寨两大型金矿床中金主要来自富镁的超基性岩及其邻近的基性火山岩。

玄武岩内部外，大部分在超基性岩体与玄武岩之间的古生界

围岩

从区域性层次看，构造运动常能诱发沉积、岩浆、变质和流体作用，以及改变区域地球物理场的特征，

从而在地壳的各个构造单元内发育一些特定的岩石建造及矿床成矿系列  1999）。成矿作用过

程复杂，影响矿床形成的因素众多，其中构造是成矿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构造

活动的长期性、脉动性和继承性，有利于维持一个足够长的古地热异常场、稳定的热液对流系统、稳定的

地球化学障和稳定的成矿环境等。构造的多期活动和不同层次的叠加，有利于成矿物质的反复叠加富集，

汇聚在同一有限空间形成大型-超大型金矿床。 

构造对金矿的形成具有分级控制作用，裂谷、隆起带、深大断裂带、碰撞带（陆-陆、弧-陆）、古大陆

边缘等控制了金矿区（带）的展布；接触带、断裂裂隙带、韧性剪切带、层间破碎带、基底与盖层之间的

不整合面、火山-次火山机构、褶皱枢纽转折端等控制了金矿田、矿床的展布。这里着重分析控制大-超大

型金矿床形成的大型构造背景。 

深大断裂大多是板块结合带或地体拼接带、裂谷（陷）边缘带以及板块转换带等，且往往是一些“复

性”、

制。如燕辽地区的大型-超大型金

矿床

叉部位是金成矿作用最强烈的地区，是成矿最有远景的地区。如在中朝准地台北缘东西向断

裂构

矿体多为似层状，除少部分在蚀变超基性岩及

中。   

5  大-超大型金矿床形成的构造背景 

（翟裕生等，

5.1  深大断裂带对大-超大型金矿床的控制作用 

“长寿”断裂，规模巨大，成带出现，长者达数千公里。具有深度大、延伸长、活动历史悠久和多具

张性的特点。据已有的地学断面成果，它们大都是下延至中下地壳低速高导层或莫霍面的铲式断裂，部分

断裂带已影响到上地幔软流圈。深大断裂的发育，为深部壳幔物质上移提供了良好的通道，是形成幔源金

矿或受幔源岩浆热液影响的其它类型金矿的有利空间。 

  由中国主要深大断裂及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分布图（图 4）可以看出，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大多沿已知

的深大断裂带（包括深大断裂派生出的二级、三级断裂）展布，并受其控

分别受康保－赤峰、丰宁－隆化，崇礼－赤城与密云－青龙深断裂带控制；河台大型金矿床受粤西吴

川－四会深大断裂控制；金沙江－哀牢山及甘孜－理塘等大断裂控制着该区大型-特大型金矿床展布；胶东

地区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受沂沭深大断裂的次级断裂三山岛、新城－焦家、招远－平度、牟平－乳山 4 条大

断裂带控制；小秦岭数百条含金石英脉严格受近东西向大断裂带的控制；陕甘川三角区一系列大型-超大型

金矿床主要产于岷江、鲜水河、白龙江大断裂带上及其附近。此外，我国金异常的分布与主要断裂构造分

布格局亦基本一致。 

中国东部的近东西向的断裂带与北北东向的断裂带互相交切，呈格子状展布。近东西向断裂构造受古

亚洲构造体系影响，在前寒武纪时即已基本奠定；北北东向断裂构造受滨太平洋构造体系控制，形成于中

生代。两者交

造带与胶辽北东向断裂构造带的复合部位，发现有吉林海沟、二道甸子、夹皮沟、小西南岔多处大型

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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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主要深大断裂及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分布图（底图据程裕淇，1994） 

1－板块结合断裂带；2－地壳拼接断裂带；3－走滑断裂带；4－逆冲推覆断裂带；5－断裂；6－蛇绿混杂岩；7－大型金矿床； 

8－特大型金矿床；9－超大型金矿床 

 

5.2 古陆块边缘的裂谷带、造山带、断陷带对大-超大型金矿床的控制作用 

据边缘成矿理论，大部分金属矿床在空间上沿着大地构造单元和地质体的边缘部位，即沿异相交接带

分布（G..Gala，1981）。中国主要金成矿区带和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多产在古陆块边缘，环绕古陆块边缘的

裂谷带、造山带（增生褶皱带）、断陷带分布， 比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得明显，是中国金矿成矿的一个显著

特点。 

中国大陆由华北陆块（中朝陆块的一部分）、扬子陆块和塔里木陆块及若干个微陆块（如柴达木、羌

塘、佳木斯等）组成。众多陆块和微陆块的拼接、镶嵌部位为造山带。正因为陆块小、数量多，陆块的边

缘活动带和陆块间的结合带就占有较大的面积，即古大陆边缘在中国很发育，且有其复杂的构造动力类型

和形

裕生，1998)。而且古陆边缘一般都有长期活动历史，有利于成岩成矿作用的反复发生和成矿物

质的多次叠加，是形成大型-超大型金矿的最佳成矿环境。 

成扩展增生的历史（王鸿祯等，1995；翟裕生，1998)。据已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研究资料，

不同大地构造单元具有不同的地质环境和地质发展史，大陆边缘交接地带的地壳薄，壳-幔作用强烈而频繁，

易产生大型线性构造-岩浆活动的构造环境，韧性剪切带、超壳断裂带、深熔岩浆岩广泛分布，含矿流体汇

聚，矿源丰富，有巨大的地热异常，各层圈和各地体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频繁，是成矿作用显著的地质构

造单元（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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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古陆块边缘甚或外侧增生带是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的主要分布区，金矿床多为含金石英脉型或含金

破碎带蚀变岩型。绝大部分赋存于太古宇变质岩系及与之有关的中-酸性岩浆岩中，经历了从太古宙到中生

代的多次富集，最终在燕山运动晚期定位成矿。其形成和处于古陆块的侧向增生体或陆块之间的连接带中，

与绿岩带关系密切。如乌拉山－大青山、燕辽、清原－桦甸、胶东、小秦岭等成矿区（带）中的一系列大

型-超大型金矿床。 

扬子陆块东南边缘依次有古元古代、加里东期、海西期一系列古岛弧褶皱带（孙启祯，2001）。印

期和燕山期又受到印度洋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挤压。在长江中下游、雪峰古隆起、幕府山隆起形成一系列

大－超大型金矿床。中国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主要分布于扬子陆块西南、西北边缘的滇黔桂三角区、龙门山

地区。 

5.3  基底构造层隆起区、隆起或坳陷地块的边界转折内角区及边缘带对大-超大型金矿床的控制作用 

基底隆起区可能是地幔异常引起，或深部岩浆房活动引起上拱形成区域性穹窿，并往往是一些古老含

金丰度较高的矿源层（岩）分布区。这种构造区的内部因受挤压作用，常常伴随大断裂的产生，这些断

往往是岩浆熔体或矿化热液侵位与活动的场所，有利于金矿床的形成。 

华北陆块的密云、青龙－山海关、赤城－崇礼、丰宁－隆化、建平、太行山、胶东、小秦岭等隆起区，

扬子陆块的江南古陆、康滇地轴，华南加里东造山带内的大瑶山、云开、遂昌一建瓯等隆起区，兴安华

西造山带内的佳木斯隆起区等都是大型-超大型金矿床比较集中的成矿区，并同时受基底断裂带控制。 

隆起或坳陷地块的边界转折内角区及边缘带，特别是锐角区，是最重要的弯曲剪应力集中区，是断裂

构造和岩浆热液活动的最有利环境，是最有利于岩浆热液类矿床形成聚集的大地构造特定部位（李维明，

2003）。例如：豫西小秦岭、熊耳山地区中的大型-超大型金矿床位于二级大地构造单元山西中隆的西南锐

角区；河北张家口－崇礼－赤城地区中的大型-特大型金矿床位于山西中隆的东北锐角区；胶东金矿集中区

支

裂

力

中的大-超大型金矿床位于辽东－胶东中隆起的西南锐角区；夹皮沟、海沟金矿集中区中的大-超大型金矿

床位于辽东－胶东中隆起的东北锐角区；东北寨、马脑壳、李坝、双王、阳山大型

－甘孜地块的东北锐角区。 

  壳-幔结构对大-超大型金矿床的控制作用 

和现代板块“向洋分带”框架的深层表现（图 5)，反映了中、新生代以来的地球动力学特征。 

-超大型金矿床位于松潘

6

根据区域重、磁地球物理资料和地学断面成果（程裕淇等，1994），中国岩石圈具有显著的不均一性。

稳定陆块与活动带的深层构造有着明显差异。总体上看，深层构造呈东西向和南北-北北东向分带，其中南

北-北北东向分带居于主导地位。两者交切成块，构成了不同规模的块、带结构，是晋宁-印支期古板块“南

北分野”

中国大陆自西而东，深层结构有明显阶梯式分带现象，西部地壳压缩加厚；中部地壳厚度比较稳定；

东部地壳向东减薄，渐次向太平洋洋壳过渡，并与东部大陆的盆岭构造景观相对应。主要的南北－北北东

向深层构造陡变带有 3 条，它们是显著的重力梯级带和地壳厚度的陡变带，同时也是上地幔的低密度带，

地貌上大多构成山链。自西而东为：①贺兰山-龙门山陡变带，构成中国大陆地质-地球物理作南北-北北东

向分带的中轴；②大兴安岭-武陵山陡变带，为中国东部最显著、规模最大的北北东向重力梯级带，代表滨

太平洋强烈活动带的西部边界；③中国东部陆缘陡变带。上述深层构造陡变带，将我国划分为 4 个壳-幔带:

西部幔坳带（Ⅰ）、中部过渡带（ )Ⅱ 、东部薄壳带（Ⅲ）、陆缘海域幔隆带（ )Ⅳ 。近东西向的深层构造陡

变带主要有天山-赤峰陡变带和昆仑-秦岭陡变带 2 条。昆仑-秦岭带与贺兰-龙门山南北带，将中国大陆分为

各具特点的 4 个大的深层构造区。 

 
 

 

 
 

 
 

 



第 27 卷  增刊                 王科强等：中国大型-超大型金矿床时空分布及其成矿地质背景                 73 

 

大型金矿床；Ⅰ1－西部南区幔坳区；Ⅰ2－西部北区幔坳区；Ⅱ－中部深层构造过渡带；Ⅲ－东部薄壳带；

Ⅳ－陆缘海域幔隆带；A－天山一赤峰陡变带；B－昆仑一秦岭陡变带；①贺兰山一龙门山陡变带 ②大兴安岭一武陵山陡变带；③中国东部陆缘陡

黑线为走滑断裂带 

 

此，

有利

图 5  中国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在主要深层构造区带中的分布（底图据程裕淇，1994） 

1－大型金矿床；2－特大型金矿床；3－超

变带；④菲律宾海板块西缘陡变带；粗

由图 5 可以看出，中国的大型-超大型金矿床除东部地区沿南北－北北东向郯庐深大断裂带成串状分布

外，其他大多沿活动带的壳-幔构造带及其附近分布，且在近东西向的昆仑-秦岭陡变带与南北－北北东向

的贺兰山-龙门山陡变带交汇部位形成了阳山等一大批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究其原因，主要是活动带的壳

－幔构造有较大的不均匀性，壳-幔物质运动及其相互作用比较剧烈，不同方向活动带的交汇部位更是如

于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的形成。而稳定地块壳-幔构造比较均一，壳-幔物质运动及其相互作用较缓慢。

其特点一是莫霍面起伏比较平缓，但华北地块莫霍面局部起伏显著，形成一系列北东向的幔隆与幔凹，说

明现代活动性较大。二是地壳分层比较清晰，下地壳较薄，壳、幔间界线清楚，上地幔顶部无明显异常地

段。三是壳内低速，高导层不很发育或连续性差。上扬子地块上地幔硬体部分形成较早，僵化程度较高。

上述特点使得在稳定地块内不利于大－超大型金矿床的形成，这同时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华北地块内沿构造

断裂带形成众多大－超大型金矿床，而扬子地块只在周边形成中小型金矿床。总之，壳幔演化与金成矿的

关系研究，为开展成矿预测，圈定矿床分布的远景预测区，推测矿床赋存的有利构造部位和物源区提供了

深部控矿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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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秦岭地区为例探讨壳－幔构造是如何影响金矿床形成的。秦岭金矿带由NE向SW可依次分出

个矿化亚带：小秦岭－熊耳山强矿化亚带、北秦岭弱矿化亚带、中秦岭强矿化亚带、南秦岭弱矿化亚带、

松潘－甘孜强矿化亚带。各亚带均呈NWW向，带间距约 50 km。强矿化亚带形成有特大型

5

、超大型矿床，

弱带大矿亦少见，其构成了秦岭金矿带在平面上的矿化强弱的分布规律，具有方向性、成带性、等距性、

逆变性的特点（关连绪等，2006）。 

 秦岭地区依据大地构造格局和壳幔结构（图 6）可分为小秦岭-熊耳山、北秦岭、南秦岭和松潘-甘孜

（北部）4 个构造单元，分别以武（山）洛（阳）、岷（县）丹（凤）和迭（部）石（泉）(亦称玛沁－略

阳断裂)壳幔型断裂带为界。壳幔结构不同,所分割的构造单元-上地壳的构造样式亦有所不同。如由于岩石

圈深层扩张，西秦岭和松潘-甘孜构造单元虽然都反映出上、中、下 3 层结构，但是前者比后者上地壳变薄，

中地壳变厚，同时，后者相对前者俯冲。 

 

 

QLMC－秦岭中地壳；QLLC－秦岭下地壳； ；QLS－祁连山造山带；QL－秦岭造山带；

SG－松潘-甘孜造山带；YZB－扬子地块；WLF－武洛断裂；MDF－岷丹断裂；DSHF－迭石断裂。 在断面位置图中的粗线表示地壳结构断面位置 

 

 

图 6  横跨秦岭造山带和松潘－甘孜造山带壳-幔结构断面图（深部资料据汤中立，黄承熊.1998） 

YZMC－扬子中地壳；YZLC－扬子下地壳；Moho－莫霍面

金矿带时空定位原因，在于三大壳-幔型断裂带所代表的三大陆-陆碰撞带的时空定位。中秦岭强矿化

亚带的时空定位，在于岷丹断裂及其次级构造带的时空定位；小秦岭－熊耳山强矿化亚带的时空定位，在

于武洛断裂及其次级构造带的时空定位；松潘－甘孜强矿化亚带的时空定位，在于迭石断裂及其次级构造

带的时空定位。由于三大壳-幔型断裂带所代表的三大陆-陆碰撞带的形成有先后之分，因此它的控矿构造

带及其金矿亚带的形成也有先后之分：中带最早（始于华力西晚期），岷丹控矿构造带形成于晚印支期，

中秦岭强矿化亚带形成于燕山早期；北带次之，武洛控矿构造带形成于燕山期，小秦岭-熊耳山强矿化亚带

形成于燕山晚期；南带最晚（始于印支晚期），迭石控矿构造带形成于燕山期－喜马拉雅早期，松潘－甘

孜强矿化亚带形成于燕山晚期至喜马拉雅早期（阳山超大型金矿床锆石 SHRIMP U-Pb 年龄为 121.4～130.2 

Ma，41.8～55.3 Ma。齐金忠等，2003）。总之，壳-幔结构制约着大陆碰撞的时空，大陆碰撞的时空制约

着控矿构造带及其金矿带、大-超大型金矿床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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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域内富集而形成大型-超大型金矿床。发育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的

向连带成片产出，反映了与金成矿有关的一些东西向基底构造。

矿区 ，

超大

  单点

8  

 

跃与复杂的构造部位。我国地壳是一个历经长期发展演化的复杂拼合大陆，大地构造演化历史主要经历 4

个大的阶段（张国伟等，2001）：① 太古宙-早元古代原始地壳克拉通化阶段,为非统一的早期陆壳的形成

与演化阶段，其中包括太古宙和古元古代两个演化时期；② 中、新元古代大陆边缘或陆内盆地演化阶段，

各主要陆块从扩张裂解到彼此汇拢出现华夏超级大陆群（王鸿祯，1996）；③ 新元古代末期至中生代初

期（

用有关的浅成低温热液-斑岩型金矿不发育，不

型。中国产于前寒武纪陆块区的金矿床国外相比，亦存在明显差异。国外产于前寒武纪陆块区在新太古

末期已完全克拉通稳定化，形成结晶基底，古元古代已是沉积盖层，稳定且多为未变质变形岩层，在其

大-超大型金矿床形成的地球化学背景 

形成大型-超大型金矿床的充要条件是要有巨大的成矿物质供应量。区域地球化学资料表明，地球上

存在着富金的地球化学块体，在这些地球化学块体中由于成矿元素供应量巨大，在其后漫长的多期的地质

过程中，逐步在块体中地质条件有利的

地球化学块体内地球化学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一系列由高到低多层套合异常与逐步浓集的趋势，即局部异常

被区域异常所包裹，而区域异常又依次被更大规模的地球化学省所包裹（翟裕生等，2004）。我国已知的

主要金成矿区（带）总体上与金地球化学块体分布范围及其展布趋势相一致。 

贺兰山-龙门山-横断山以东的东部地区滨太平洋成矿域金异常突出、丰度高、异常多、规模大。金异

常多呈EW向、NE向和NEE向分布，其中EW

燕辽、胶东、小秦岭、熊耳山、赣东北、湘西、粤西-桂东（云开）、海南、滇黔桂、川西和陕甘川等金成

（带）形成于相应的地球化学省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扬子陆块，环绕四川盆地、贵州和湘西北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环状金异常带，包容了湘西、粤西一桂东、滇黔桂、川西、陕甘川等 5 个地球化学省，

面积达 80 万km2，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金地球化学模式，在其中形成一批重要的成矿区带及一系列大-

型金矿床（胡云中等，2006）。 

 古亚洲成矿域金的背景偏低，异常规模较小，多呈孤岛状、串珠状。其中形成的金矿床亦大多呈

分布，如阿希-塔吾尔别克、哈图、大水、滩间山、团结沟等。  

结论与讨论 

上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我国大-超大型金矿床形成的地质背景，这与我国独特的大地构造环境有关。

中国疆土辽阔，地处古亚洲、特提斯和滨太平洋三大构造域的交汇区，主体位于现今阿尔卑斯－喜马

拉雅和环太平洋两大巨型板块动力学边界夹持与交汇处的欧亚板块的东南顶角地区，处于全球现今特别活

Z-T2）欧亚板块拼合，古欧亚大陆形成，为中国现今大陆主体拼合演化阶段；④ 中新生代大陆板缘俯

冲碰撞与陆内构造演化阶段。宏观上，大地构造雏形以华北地块、塔里木地块和扬子-华南地块为核心，周

边围绕一系列显生宙的褶皱造山带并间夹着众多小地块镶嵌而成，在此基础上叠加了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板

块俯冲所产生的一系列增生、活化与改造后形成现今的构造格局（孙培基等，1996）。总之，中国现今大

陆是由一些小克拉通（准地台）、众多微陆块和造山带组合而成的复合大陆。在地质历史上，华北、扬子、

塔里木等小克拉通和众多微陆块位于冈瓦纳和西伯利亚两个巨型大陆的交接、过渡地带，属两者之间的转

换构造域。这决定了中国古生代和中生代早期的造山作用并不是巨大洋盆消失后，两个巨型陆块主体间的

直接的硬碰撞造山，而是其复杂大陆边缘间的软碰撞造山（任纪舜等，2000），造成了中国大陆金成矿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 

中国地处环太平洋成矿带外带，造成与火山-次火山作

典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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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接形成产于花岗岩-绿岩带中的绿岩型金矿床，成矿高峰期为 2 850～2 650 Ma。中国大陆是在显生宙

才形成的，形成过程中，依次受古亚洲洋、特提斯-古太平洋和印度洋-太平洋三大动力体系控制，具有多

旋回

纪时，伊泽奈崎板块与太

平洋

等，2000），围岩时代与成矿时代存在着巨大的时差。大多中生代金矿

床的形成条件极其复杂，涉及到矿源是否丰富，成矿环境是否合适，地区壳幔作用

强度是否得当等。在成矿背景研究方面，建议一是加强成矿区带的地球动力学分析，从岩石圈与相

邻圈

环境

[M]. 北京：地质出版社.  
中国金矿床成矿时代及其特征[J]. 黄金地质，6（1）.  

徐九华

、分阶段演化特征，形成古亚洲、特提斯和环（滨）太平洋三大构造域。各陆块在前寒武纪时期就显

示出规模小而破碎，活动性强，遭受多期构造变动与改造的特点，小、微陆块的软碰撞和多旋回缝合作用

产生多旋回复合造山带、多旋回叠合盆地和多旋回构造-岩浆-成矿作用。结果造成：① 太古宙绿岩带不发

育且不典型，普遍遭受高级变质作用，岩浆活动多期而强烈，早期陆壳历经多次再循环的增生拼合与克拉

通化，缺少稳定的元古宙巨型、大型沉积盆地，而广泛发育裂陷式火山-沉积盆地等。② 显生宙以来，贺

兰山-龙门山-横断山以东的东部地区进入欧亚大陆东南边缘演化阶段。早侏罗纪

板块先后以 NMW 向、近 EW 向向欧亚大陆俯冲，使在三叠纪形成的统一的欧亚大陆东南边缘重新受

到构造作用，在中国东部形成大兴安岭-太行山、长白山-辽东-胶东和东南沿海三条与金成矿作用有关的北

东及北北东向构造-岩浆岩带。同时，古老的东西向构造再次活化，强烈活动。伴随着岩石圈减薄、强烈的

构造-岩浆活及相关的变质作用，使中国东部岩石圈（乃至于上地幔）不同深度岩层中的金等成矿物质活化、

迁移、富集，金在自太古代至中生代漫长的地史时期中经过多次的富集，最终形成各种类型的金矿床。显

示成矿作用长期性、多阶段性、继承性的特征，且由早到晚成矿有逐步增强的趋势，并在侏罗纪－白垩纪

（208～65 Ma）达到高峰（王科强

床是叠加在前寒武成矿期之上的继承性成矿，脱离变质基底金的成矿作用背景，单纯强调中新生代成矿是

不全面的（范永香，1992）。 

大型-超大型金矿

方式、

层物质和能量迁移交换的角度探讨成矿组分的分散与富集机制，用岩石圈演化过程所控制的成矿地质

的时空演化规律来阐明成矿时空规律，最后指出在什么地质年代的何种地质体中寻找形成于什么构造

背景的何种类型的金矿床。通过建立不同成矿区带的不同找矿模型指导金矿床的找寻。二是重视以全球地

质构造为背景的成矿地质背景研究，尤其重视我国周边和近邻国家的地质成矿背景的研究。如俄罗斯远东

地区的巴列依、达拉松，吉尔吉斯坦的库姆托尔等超大型金矿床距离我国边境不超过 100～200 km，其建

立的找矿模型和成功的找矿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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