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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东北地区金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成因探讨

∷        刘 亮明
艹
 吴 延之 彭 省临

∶                (中 南工业大学地质系,长 沙)

提 要 :湘 东北地区内的所有金矿床和矿点,根 据其基本特征和主要的控制因岽可以划分成

三个成矿系列,即 变质岩中的脉型金矿床成矿系列、斑岩型金矿床成矿系列和外生金矿床成矿系

列。变质岩中的脉型金矿床系列为本区的主要金矿床,是 在武陵—加里东期的变质分异成因基础

上叠加了印支-燕山期的构造-岩浆-热液改造;斑 岩型金矿床系列是燕山期的中酸性浅成岩浆活动

而引起的;外 生金矿床系列则是原生金矿床经外动力地质作用而形成的。它们的控制因素也各不

相同。

关键词;金 矿床 成 矿系列 成 因 湘 东北

湘东北 地 区位 于著名 的江南古 陆金成 矿带 的 中部 ,是 湖南 省境 内的重要 的金银产 区 。区

内金矿床 、矿点众 多 ,除 了具悠久历史 的黄金 洞金矿及七宝 山伴 生金 矿外 ,近 年来还 陆续 发

现了万古、洪源、雁林寺、青草、官桥、普迹等金矿床和井冲伴生金矿床等大、中型金矿床

以及一大批极具前景的金矿点。本文主要对这些金矿床及矿点进行成矿系列的划分,并 对其

成因及主要控制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

1 成 矿系列及其主要特征

根据矿床的形成演化机制、规律及其主要控制因素的不同,湘 东北地区的所有金矿床可

以分成三大成矿系列和七种矿床类型,其 特征和实例分述如下。

1.1 变 质岩中的脉型金矿床成矿系列

这是本区最主要的金矿床成矿系列 ,其 黄金产量及已发现的矿床和矿点数都占全区总数

的80%以 上。主要特征是矿体都呈脉状产于冷家溪群浅变质岩中,冷 家溪群主要由绢云母

片岩、绿泥石绢云母片岩、浅变质的粉砂岩和细砂岩以及变玄武岩和变细碧角斑岩等组成。

这套岩石变质弱且均匀,但 变形强烈且极不均匀。矿体主要赋存在剪切变形构造 (剪 切断裂

和韧性剪切带)及 其派生断裂中。根据矿石的组成及构造等,本 系列矿床可划分成两个矿床

类型:石 英脉型金矿床和蚀变碎裂岩型金矿床。

(1)石 英脉型金矿床 :石 英脉型金矿床的矿体为产于变质岩中的顺层和切层剪切断裂或

其派生网状张裂隙中的含金石英脉,矿 石具块状构造或条带状构造。矿石的主要矿物组成为

石英、毒砂、黄铁矿、辉锑矿及白钨矿等 ,金 主要呈 自然状赋存于石英和毒砂、黄铁矿等矿

物中或其边界上。黄金洞、洪源和雁林寺等金矿主要为这种类型。

(2)蚀 变碎裂岩型金矿床:含 金蚀变碎裂岩型金矿床的矿体为产于变质岩中的剪切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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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中的含金蚀变碎裂岩、碎裂化糜棱岩 (即糜棱岩被再度破碎)及 角砾岩 ,其 中也发育有含

金石英细脉 ,矿 石的主要蚀变为硅化 ,矿 石具碎裂构造、角砾状构造及条带状构造。矿石中

的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绢云母、黄铁矿、毒砂等 ,偶 见有少量黄铜矿、方铅矿和闪锌矿

等 ,金 的赋存状态基本同于含金石英脉型。万古金矿的不少矿体即为这种矿床类型。

实际上 ,这 两种类型的金矿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 时同一矿脉中可见到两种类型的矿

化 ,表 明它们的成因机制是统一的。

1.2 斑 岩型金矿床成矿系列

这个系列的金矿床主要为伴生金矿床 ,其 主要特征为矿床在成因上和空间上都与浅成中

酸性斑岩体密切相关 ,矿 体主要受斑岩体 ,或 受斑岩体和断裂构造双重因素控制。根据其控

矿地质因素和成矿地质条件的差异,这 一成矿系列又可以划分为 3种 主要类型 :夕 卡岩型、

构造-斑岩复合型及隐爆角砾岩型。

(1)夕 卡岩型金矿床 :七 宝山铜金矿床是夕卡岩型金矿床的典型代表 ,其 矿体主要受中

上石炭统壶天群的白云质灰岩和燕山早期的石英斑岩复式岩体间的接触带控制。矿体的产状

主要有 3种 :① 产于灰岩和石英斑岩接触带上的夕卡岩中的矿体 ;② 产于外接触带上的壶

天群灰岩和震旦系莲沱组砂岩的接触界面上的似层状及透镜状矿体 ;③ 产于石英斑岩体中

的灰岩捕掳体周边的夕卡岩型矿体。此外还有少量脉状矿体产于大理岩的裂隙中。矿石中的

主要矿石矿物为黄铁矿、黄铜矿、铁闪锌矿、方铅矿、辉铜矿、斑铜矿、铜蓝、自然银、银

金矿和自然金等 ,主 要的脉石矿物为高岭石、石英、方解石和白云石等。

(2)构 造-斑岩复合型金矿床 :构 造-斑岩复合型金矿床受断裂构造和中酸性小斑岩体的

双重控制,其 典型代表是井冲铜金多金属矿床。该矿床位于北北东向的长沙-平江断裂带与

连云山复式岩体的接触部位 ,断 裂带的东盘为燕山早期的连云山复式花岗岩体 ,其 中有燕山

中晚期的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等 ,断 裂带的西盘为中元古冷家溪群浅变质的碎

屑岩、泥盆系的碎屑岩和碳酸岩以及中生界的红层。矿体受断裂带和侵人到断裂带中的隐伏

的小花岗斑岩体控制。主要的矿体类型有 3种 :① 产于硅化破碎带与冷家溪群变质岩接触

带上的透镜状矿体 ;② 产于硅化破碎带与泥盆系碎屑及碳酸岩接触处的不规则状矿体;③

产于隐伏花岗斑岩体的顶部及接触带周边的细脉浸染状矿化的矿体。矿石主要呈块状、脉

状、网脉状及角砾状构造 ,主 要的金属矿物为黄铁矿、黄铜矿、辉铜矿、斑铜矿、辉钼矿、

闪锌矿及方铅矿 ,主 要的非金属矿物为石英、绿泥石、白云石、方解石、绢云母、电气石及

水云母等。金主要呈 自然金赋存于细粒黄铁矿及黄铜矿中。

(3)隐 爆角砾岩型金矿床 :本 区实际上还未发现具工业价值的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床,但

在七宝山的与石英斑岩有关的隐爆角砾岩中发现有金矿化的显示。在浏阳鳌鱼山也发现了隐

爆角砾岩型铅锌银金多金属矿点 ,该 矿点位于长沙-平江大断裂的西侧 ,其 成矿母岩为燕山

期的石英斑岩 ,围 岩为冷家溪群的板岩和上泥盆统佘田桥组的粉砂岩,目 前已发现有四个隐

爆角砾岩筒 ,均 有铅锌银金矿化 ,矿 石中主要的金属矿物为磁黄铁矿、磁铁矿、铁闪锌矿、

方铅矿和黄铜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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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砂金矿床。

(1)黑 土型金矿床:黑 土型金矿床主要见于浏阳七宝山,产 于七宝山铜金多金属矿床之

上的氧化带中。矿体为深棕一棕黑色的含金铁锰土,发 育于多金属夕卡岩触带上,是 由含锰

铁等的夕卡岩矿物,锰 铝榴石、铁白云石、铁锰方解石与闪锌矿、黄铁矿等,经 氧化而成的

含金铁锰帽。铁锰帽具疏松状、网格状和土状构造,主 要的组成矿物为褐铁矿、赤铁矿、软

锰矿、硬锰矿、菱水锰矿、石英和粘土等。金主要为次显微金,主 要以胶体及吸附状态赋存

于铁锰的氧化物及粘土矿物的表面,极 易提取,具 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找 矿前景好,仅 七宝

山一处,金 的储量就达 10t以 上。

(2)冲 积河床河谷型砂金矿床:冲 积河床河谷型砂金矿床在本区分布较广,在 汩罗河、

大溪河、浏阳河、澄潭江等湘江的支流中均有发现。其规模大小不等,有 的已达大中型规

模,如 汩罗河下游的新市至大丘湾河段,其 砂金储量已达 ⒛ t以 上。这种砂金矿床主要赋

存于现代河床的枯水位以下,严 格受河床相沉积物控制。矿体一般呈透镜状,矿 砂中的砾石

组成主要为脉石英 (占 70%以 上),其 次为板岩、砂岩、硅质岩和花岗岩等。矿体一般产于

河曲的内弯、河面由窄变宽处或由宽变窄处、阶地的前缘及河流或河湖的交汇部位。

2地 壳的演化和各系列金矿床成因浅析

2,1 地 壳的演化

就目前的地壳活动性质而言 ,湘 东北地区属于地洼区[1],其 地壳演化至少经历了地槽

→地台一地洼三个不同性质的大地构造发展阶段。

从中元古代至志留纪末为活动的地槽发展阶段 ,沉 积了以冷家溪群和板溪群为代表 (湘

东北主要为冷家溪群)的 主要由含基性和酸性火山物质的复理石建造组成的沉积建造 ,后 经

历武陵运动、雪峰运动和加里东运动的改造才全面褶皱回返 ,这 些构造运动不仅使冷家溪群

等地槽型沉积建造接受了绿片岩相的变质作用以及强烈的褶皱和逆冲剪切构造变形 ,形 成现

代轴向为近东西向的紧闭型褶皱及逆冲剪切带 ,还 发生了强烈的岩浆活动,形 成了武陵期的

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 ,雪 峰期的花岗斑岩及二云母花岗岩以及加里东期的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和少量的斜长花岗岩等。

泥盆纪至中三叠纪末 ,本 区为相对稳定的地台发展阶段 ,沉 积了一套以砾岩、碳酸岩和

页岩为主要特征的沉积建造。

晚三叠世起 ,地 壳再度活动 ,进 人地洼发展阶段 ,印 支运动使本区形成一些现代走向为

北北东向的伸展断裂及与之相关的断陷盆地,在 这些断陷盆地中沉积了一套厚度和岩相分布

极不稳定的以陆相碎屑岩火山碎屑岩为主的沉积建造。经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的改造 ,形 成

一些走向以北北东向为主的各种断裂构造 ,造 成十分强烈的燕山期中酸性岩浆活动。

2,2 各 系列金矿床的成因及主要控制因素分析

变质岩中的脉型系列金矿床是在武陵 加里东期随冷家溪群的变形变质改造而活化转移

形成的,并 叠加了印支-燕山期的构造-热液和岩浆热液改造作用,其 主要证据有 :① 稀土元

素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等表明成矿物质来 自冷家溪群变质岩;② 流体包裹 体的化学成

分及氢氧同位素特征表明成矿流体非典型的变质流体,还 有大气降水和岩浆水的参与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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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矿体的产状与武陵 加里东期的区域构造走向是一致的,并 具有与冷家溪群一致的变形

特征,但 都遭受了强烈的后期构造变形和破裂 ,其 同位素年龄又具有加里东期和燕山期两

组 ,这 表明此系列的金矿床是经武陵 加里东期和燕山期的两期成矿作用叠加而形成的[293]。

变质岩中的脉型系列金矿床的上述成矿演化过程决定了它是要受地槽期和地洼期双重构

造的控制。其主要的控制因素有 :① 冷家溪群变质岩,矿 床都毫不例外地产于冷家溪群中;

② 武陵 加里东期形成近东西走向的大型逆冲剪切带 ,现 已发现的脉型金矿床都集中分布在

这些逆冲剪切带上 ;③ 燕山期的大型压剪性断裂及隐伏的岩体,一 般这种脉型金矿 田都位

于东西向的逆冲剪切带与北北东向的大型压剪性断裂的相交部位,且 下面都存在燕山期隐伏

岩体。

斑岩型系列金矿床是因燕山期中酸性浅成岩浆活动而引起的岩浆热液矿床 ,其 原因很简

单 :① 矿体的定位空间直接受燕山期的中酸性斑岩体的控制;② 发育有以斑岩体为中心的

特征环带状蚀变 ;③ 铅同位素特征表明成矿物质是深源的;④ 斑岩体本身就发生了矿化。

斑岩型系列金矿床的这种成因特征决定了它的主要控制因素是燕山期的中酸性斑岩体 ,主 要

是燕山早期石英斑岩、燕山中晚期的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等。而这些斑岩体的侵位叉是受基

底构造和盖层构造双重控制的,主 要受东西向的褶皱构造 (基底)和 北北东向伸展剪切带的

交叉部位控制。

外生系列金矿床是在原生金矿床的基础上经外动力地质作用改造而成的,所 以受原生金

矿床和外动力地质条件双重因素控制。

3结 论

湘东北地区的所有金矿床可划分为 3个 成矿系列,即 变质岩中的脉型金矿床成矿系列、

斑岩型金矿床成矿系列和外生金矿床成矿系列。变质岩中的脉型金矿床成矿系列是冷家溪群

中的成矿物质在武陵-加里东期的变形变质改造过程中活化转移而成,并 叠加了印支-燕山期

的构造-热液和岩浆热液的改造,其 定位空间主要受武陵-加里东期形成的近东西向逆冲剪切

带和燕山期形成的北北东向大型压剪性断裂及隐伏岩体的控制。斑岩型系列金矿床主要是因

燕山期中酸性斑岩体的作用而形成的,但 斑岩体的形成则是受近东西向基底褶皱构造和北北

东向的伸展剪切带控制的。外生系列金矿床则受原生金矿的产出部位和外动力地质作用条件

双重因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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