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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厂矿区金矿化可分为三种类型：隐爆角砾岩型、裂隙充填型、构造蚀变型。这三种矿化类型的矿

体属于同一成矿地质环境下，相同成矿地质作用的产物，相互具有同源、同时、同因而不同产出空间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  金矿  控矿条件  找矿方向  黑龙江 

1  成矿地质背景 

本区位于中亚—蒙古构造域和滨太平洋构造域交接复合部位，是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化区。受双重

大地构造单元的制约和影响，造成区域构造十分复杂，各个单元都存在较大差异。本区位于兴凯湖—

布列亚山地块老爷岭地块张广才岭—太平岭边缘隆起地带（图1）。 
区域内出露地层广泛，岩浆活动强烈，构造

发育。区域内出露的地层有下元古界、上古生界、

中生界和新生界，其中上古生界石炭—二叠系和

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最为发育。岩性主要为片

岩、变粒岩及酸性熔岩及其碎屑岩夹凝灰质沉积

岩。

有呈脉岩产出者，可划分

为华

向断裂带是矿区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

控制

                                                       

 
区域内侵入活动强烈，侵入岩分布广泛，占

区域面积的44％，以中深成花岗岩类为主，岩石

类型为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花岗岩，白岗

质花岗岩，其次为辉石闪长岩、闪长岩等，主要

呈岩基、岩株产出，也

力西期，燕山期两个侵入旋回。 
由于构造运动的长期性和岩浆活动的频繁，导

致了褶皱形态及断裂构造的复杂，据该区区域地层

的记录，岩浆活动和它们所经历的构造运动及各种

构造形迹在时空上的联系，可将该区构造分为华夏系、新华夏系与华夏式构造体系和南北向构造体系。

主要构造线为NE、NW向，其次为SN、EW及NNW向，NW

图 1  黑龙江省东南部大地构造分区略图 
界线；2—Ⅵ级构造单元界线；3—Ⅱ级构造单元界1—Ⅰ级构造单元

线；4—Ⅲ构造单元界线；5—张广才岭-太平岭边缘隆起带 

了矿区中生代多期次侵入岩的分布和矿化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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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频繁的构造、岩浆活动，导致区内矿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区内矿产以金、银、铜、铅、煤

为主。 

2  金矿地质特征及同位素地球化学特点 

资源量共几十吨，成为黑龙江省东部的一个大型勘查开发基地。 
2.1 

、矿化特征及矿化形式不同，可分为 3 种类型：即隐爆角砾岩型、裂隙

充填型、构造蚀变岩型（表 1）。 

向侧

放射性构造，而且环形构造都有外倾的

特点

的蚀变岩型金

米，厚度一般几米到十几米，延深一般为十几米到几十米。 
2.2 

2。 

 

几年来，金厂矿区区已提交

 金矿化类型及其地质特征 
金厂矿区金矿化按照容矿构造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化是矿区内重要的金矿

化类型，具有规模大，储量集中的特点。目前

在矿区发现 3 个含矿角砾岩筒，位于矿区中部

穷棒子沟矿段，西部八号硐—高丽沟矿段，该

类型金矿化富集形式为全筒式矿化，角砾岩体

的形态、产状即为矿体的形态、产状，矿体在

空间上呈筒柱状，矿化连续、品位变化不大，

矿化边界清楚，延伸大。矿体深部都有向北东

伏的趋势，说明其来源于北东方向的深处。 
裂隙充填型金矿化特点是由黄铁矿等含金

硫化物矿物充填于岩石的裂隙构造中，矿化方

式以充填方式为主，交代蚀变作用不发育，裂

隙充填型金矿化在大小狍子沟—松树砬子矿段

非常发育，该种类型金矿体具有矿化连续稳定，

金品位较富，变化不大，矿体形态简单，边界

清楚的特点，矿体呈简单脉状。产状与容矿裂

隙一致，规模受容矿裂隙规模控制，长度几十

米到几百米，厚度一般较小，在几厘米至 30 cm
左右，局部蚀变较强地段矿脉厚度可达 0.4～1.4 m。矿区内Ⅱ号矿体倾向 SW，Ⅱ-1 号矿体西部倾向 SWW，

东部倾向 SSW，Ⅱ-2、Ⅱ-3、Ⅱ-4 号矿体倾向 SW（图 2），Ⅴ号矿体倾向 SE，Ⅵ号矿体倾向 SW，Ⅶ号矿

体西部倾向 SW，东部倾向 SE，Ⅷ号矿体倾向 NW，ⅩⅥ号矿体倾向 NE，这些矿体在空间上组成环形构造。

Ⅲ号矿体倾向 SE，Ⅶ号矿体倾向 NNE，ⅩⅢ号矿体倾向 NW，组成

表 1  金厂岩金矿区矿体特征

产

一览表 

    状 
矿 体  号 成

走  倾  倾
 编  因 类 型

  向   向   角

0 角砾岩型 NW E 82° 

Ⅰ 角砾岩型 NE SE 80° 

Ⅱ 裂隙充填型 NW SW 60° 

Ⅱ-1 裂隙充填型 NW SSW W

4

N  S  

裂 N  8

裂

Ⅰ（八号硐） 角砾岩型 NW NE 80° 

-SW 46-50°

Ⅱ-2 裂隙充填型 NW SW 7-50°

Ⅲ 裂隙充填型 NE SE 87° 

Ⅴ 裂隙充填型 NE SE 51-55°

Ⅵ 裂隙充填型 NW SW 48-55°

Ⅶ 裂隙充填型 E-NW E-SW 46-50°

Ⅷ 隙充填型 NE W 0-85°

Ⅸ 蚀变岩型 NW E 78° 

Ⅺ 裂隙充填型 NW SW 80° 

Ⅻ 裂隙充填型 SSE NNE 80° 

ⅩⅢ 隙充填型 NE NW 47° 

，向深部有聚合的趋势。说明环形构造深部为矿体的来源。 
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化，系矿液沿断裂运移时，对围岩发生交代蚀变而成，在印支—燕山期花岗岩—闪

长岩中均有分布。由于容矿断裂多发育在不同期次侵入岩的接触带附近，常形成接触—断裂带蚀变岩型金

矿化，在八号洞—高丽沟、大狍子沟矿段较为发育。含矿岩石为破碎蚀变岩，矿体与围岩没有明显的界线，

须以金品位圈定。金矿体在空间上多呈孤立的透镜体状或有时由多个透镜体组成串珠状分布于构造蚀变带

中，蚀变带内矿化不均匀，品位变化大，仅局部富集成具有工业意义的金矿体。目前已发现

矿化长度一般为十几米到几十

 铅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金厂矿区不同类型矿石铅同位素组成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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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厂岩金矿区地质图 
1—第四系；2—侏罗系凝灰岩夹安山岩；3—花岗斑岩；4—石英闪长岩；5—文象斜长花岗岩；6—花岗闪长岩；7—矿体（矿化体）及编号；

 

表 2  金厂矿区不同类型矿石铅同位素组成表 
序号 采样位置 矿石类型 样品 206Pb/204Pb 207Pb/204Pb 208Pb/204Pb 

1 PD1CM6 角砾岩型矿石 全岩 17．3070 15．5203 37．4422 
2 ZK8-2 角砾岩型矿石 黄铁矿 18．2896 15．5654 38．3721 
3 TJⅡ-1-2 充填型矿石 方铅矿 17．4773 15．5461 37．6223 
4 ZKⅡ-1-1 充填型矿石 黄铁矿 18．3651 15．6203 38．4278 
5 TJⅤ-0 充填型矿石 方铅矿 18．1002 15．5020 38．0089 
6 CK9 蚀变岩型矿石 黄铁矿 17．3394 15．5178 37．4775 

 
将矿区矿石铅同位素组成投绘在207Pb/204Pb对206Pb/204Pb图中（图 3），投点主要落在造山带附近且靠上

地幔一侧，表明矿石铅主要来自幔源，同时有部分壳源加入。 
2.3  硫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金厂矿区硫同位素组成如表 3 所示。矿体中δ34S值均为正向

偏离陨石硫。变化在 4.25‰~8.80‰之间，极差 4.55‰，均值为 6.49
‰，具有深源硫特征，来自深源火山岩浆房。 
 

表 3  金厂矿区硫同位素组成 
序号 采样位置 测定矿物 δ34（‰） 

1 穷棒子沟Ⅰ号矿体 黄铁矿 5.79 
2 穷棒子沟Ⅰ号矿体 黄铁矿 5.98 
3 穷棒子沟Ⅰ号矿体 黄铁矿 4.25 
4 穷棒子沟Ⅰ号矿体 黄铁矿 8.20 
5 狍子沟Ⅱ-1 号矿体 黄铁矿 8.80 
6 狍子沟Ⅱ号矿体 黄铁矿 4.75 
7 狍子沟Ⅴ号矿体 黄铁矿 7.81 
8 狍子沟Ⅴ号矿体 黄铁矿 5.85 
9 松树砬子Ⅻ号矿体 黄铁矿 5.80 
10 松树砬子Ⅻ号矿体 黄铁矿 5.69 
11 八号硐Ⅰ号矿体 黄铁矿 7.60 
12 八号硐Ⅰ号矿体 黄铁矿 5.99 
13 狍子沟Ⅹ号矿体 黄铁矿 7.82 

 

 
 
 
 

图 3  矿石207Pb/204Pb-206Pb/204Pb图 

2.4  氢氧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金厂矿区矿体氢氧同位素组成见表 4。将

矿区氢氧同位素组成投绘到δ180-δD图解上，

投绘点落入原生岩浆水及其附近范围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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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成矿热液主要来源于岩浆水，同时有部分大气水的混入。 
 

表 4  金厂矿区矿体氢氧同位素组成表 
序号 采样位置 均一温度/℃ δ180/‰ δ18OH2O/‰ ΔDH2O/‰ 

1 穷棒子沟Ⅰ号矿体 310 11.9 5.36 -70 
2 半截沟Ⅱ-1 号矿体 320 10.3 4.2 -70 

3  控矿条件 

综合矿区内成型的矿体地质特征及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认为在环形构造深部，由于地幔热流的作用，

使陆壳下部产生选择性重熔，形成了同熔型或重熔型岩浆房，岩浆上升到地表及浅部形成相应的印支末期

火山岩及侵入岩，燕山期，深部岩浆继续分异演化，侵入到地表浅部，形成矿区多期次侵入的浅成—超浅

成中酸性岩体。在岩浆分异演化的后期，形成含矿热液，在角砾岩体中，岩体的裂隙、接触带中发生充填

与交代而成矿。三种矿化类型的矿体属于同一成矿地质环境下，相同成矿地质作用的产物，均为同一岩浆

期后成矿热液在不同空间所产生的不同矿化形式，相互间具有同源、同时、同因而不同产出空间的显著特

点。 

4  找矿方向 

4.1  找矿标志 
根据金厂矿区的成矿规律，总结找矿标志如下： 
(1)构造标志  NW 向构造带为主体，与 NE、SW 等构造交汇部位是成矿有利部位。隐爆角砾岩体、

构造裂隙、接触破碎带是直接的找矿标志。 
(2)矿化、蚀变标志  绢云母化、钾化、高岭土化、硅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黄铜矿化等是直接

的找矿标志。 
(3)地球物理标志  所圈定的激电异常及高密度电法异常是找矿有利部位。 
(4)地球化学标志  所圈出的 1∶10 万分散流异常，1∶1 万土壤地球化学异常及快速偏提取异常是找

矿有利部位。 
(5)遥感标志  1∶5 万遥感解译中的线性、环形影像发育区是找矿的重点靶区。 

4.2  远景区划分 
根据对已知知矿体的总结和对已有找矿标志的分析，在区内圈出 10 个找矿远景区。 
 

表 5  金厂岩金矿区远景区概况 
区号 岩 性 分 布 物、化探环形影像情况 已知矿（化）体 
1#PI 花岗岩、闪长岩、闪长玢岩、凝灰岩 H17、Y12 ⅩⅤ号矿化体，砂金富集 
2#PI 花岗岩、花岗闪长岩、闪长岩 W3、Y3、Y4、Y8 0 号矿体 
3#PI 花岗岩、闪长岩 W4、Y1、Y5、Y6、Y7 八号硐Ⅰ号矿体、Ⅹ号矿化体 
4#PI 花岗岩、闪长岩 H8、Y9 Ⅸ号矿体位于其南部 
5#PI 闪长玢岩、花岗岩 H14、Y12、Y13 砂金较富集 
6#PI 花岗岩 H13、Y14 ⅩⅢ号矿体 
7#PI 花岗岩 H1、H3、W2 Ⅰ号矿体位于其北部 
8#PI 花岗岩、闪长岩、凝灰岩 W1、H9、Y15 ⅩⅣ号矿化体 
9#PI 花岗岩、凝灰岩 W10 Ⅻ号矿体 
10#PI 花岗岩、闪长岩 H11、W6、W7、W8、Y16、Y17 Ⅺ号矿体及Ⅺ-1 号矿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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