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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场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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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海大场金矿床位于北巴颜喀拉造山带的中段，为区域印支造山过程晚期.&93<成矿作用的产物。该

矿床为具有层控性和受断裂构造、隐伏岩浆活动控制的金矿床。矿体主要呈脉状、似脉状和透镜状赋存于三叠系巴

颜喀拉群砂岩板岩互层组内，并严格受断裂破碎带的控制。大场金矿床先后经历了金、锑!期矿化，矿化平均成矿深

度分别为8=#>?和$=#>?，锑矿化深度略浅于金矿化。成矿流体总体属中温、较低盐度、低密度的@2!9A!29+!9
A!39@A7B@2B有机碳氢化合物体系。该矿床与造山型金矿具有相似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其金矿化属造山型金

矿的中成矿化，其锑矿化为造山型金矿的浅成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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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巴颜喀拉造山带是青海省重要的贵金属成矿

带，也是中国找矿潜力巨大的金属成矿带之一。该

带内已发现多个大、中型金矿床，如东大滩、大场、加

给陇洼（胡正国等，@AAB；赵俊伟等，CDDE）、东乘公

玛、上红科（范桂忠等，CDDE）等，主要分布于甘德F玛

多区域性深大断裂的两侧，受主断裂派生的次级断

裂构造的控制，具有成群成束出现的特点。大场金

矿床是@AAE年由原青海省地质矿产局第四地质队

发现的，位于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境内，其地理坐

标为东经AGH@IJIKL!AGH@BJDDL，北纬MKH@KJIKL!MKH
@AJDDL，现已证实该矿床的规模已达大型，其金资源

量约为@DC吨"。大场金矿床的发现和开发，对在北

巴颜喀拉成矿带开展金矿地质理论研究及找矿勘查

都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一些学者对大场金矿床进行过研究，重点

集中在区域金成矿作用、矿床地质地球化学、流体包

裹体及矿床类型等方面，取得颇多成果（张德全等，

CDD@；CDDK；CDDE；包存义等，CDDM；丰成友等，CDDI；

赵财胜，CDDI；赵财胜等，CDDK；王渭清等，CDDK；党兴

彦等，CDDG；韩英善等，CDDG；赵俊伟等，CDDE），但仍

存在明显不足，如，矿床成因类型方面存在分歧，成

矿动力学模型方面仍是空白，等等。本文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流体包裹体显微

测温、成分测试及同位素分析，研究了矿床的成因，

并对其成矿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探讨。

@ 地质背景

大场金矿床的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松潘F甘孜印

支褶皱系北巴颜喀拉造山带，其北部以布青山断裂

为界与阿尼玛卿缝合带毗邻（韩英善等，CDDG）。

矿区内出露地层简单，主要为二叠系布青山群

马尔 争 组（?@!）以 及 三 叠 系 巴 颜 喀 拉 群 中 亚 群

（N"#）。二叠系布青山群马尔争组仅少量分布在矿

区北东角的甘德F玛多断裂带之间，呈狭长条带状，

出露宽度DOI!CP1，南北两侧与三叠系均为断层

接触，其岩性以碳酸盐岩和中基性火山岩为主，碎屑

岩次之。火山岩多呈条带状、透镜状，主要为安山

岩。碳酸盐岩为粗晶结构，层状构造，组成矿物以方

解石为主，矿物重结晶现象明显，岩石节理发育。碳

酸盐岩与火山岩间见有薄层火山角砾岩、角砾状结

晶灰岩，局部发育硅化灰岩。

三叠系巴颜喀拉群中亚群可划分为C个岩组，

即砂岩板岩互层组（N"#%）和砂岩组（N"#:）。砂岩板

岩互层组为一套砂岩与板岩互层的组合，沿走向砂

岩的厚度及碎屑粒度变化较大，主要由长石石英砂

岩、长石砂岩、杂砂岩、粉砂岩与粉砂质板岩、泥钙质

板岩和黑色碳质板岩互层组成，是大场金矿床的主

要赋矿地层，其中的碳质板岩含金较高。砂岩组又

可分为上、下C个岩性段：下岩段主要由中F薄层状

杂砂岩、长石石英砂岩、岩屑质砂岩夹粉砂岩及粉砂

质板岩、泥钙质板岩组成，发育典型的逆变层理；上

岩段以灰色含黄铁矿长石石英砂岩夹含黄铁矿千枚

状板岩、粉砂质板岩及碳质板岩为主，局部砂板岩呈

互层状产出。砂板岩中见有大量黄铁矿呈星点状分

布，反映出其沉积环境应为还原条件。该区的巴颜

喀拉群中亚群为一套巨厚的泥砂质沉积，沉积韵律

层理强烈发育，显示出典型的浊流沉积特征，属大陆

边缘浅海F次深海沉积环境（张以弗，@AAG）。浊流相

沉积发育，其中发育有断续分布的小型浊流扇变韵

律层，其岩性主要是以砂岩、粉砂岩、板岩为主的浊积

岩，砾岩极为少见，这对该区金矿的形成极为有利。

矿区北邻博卡雷克塔格F阿尼玛卿深大断裂，该

断裂倾向南西。甘德F玛多深大断裂从矿区北缘经

过，该断裂倾向北东，与博卡雷克塔格F阿尼玛卿断

裂平行展布，倾向相对，组成了大型“Q”字型构造组

合。区域性深大断裂横贯该区，构成了区内的主体

构造骨架，受其影响，两侧地层中次级羽状韧脆性断

裂及褶皱构造较为发育，褶皱、破碎蚀变带与主断裂

平 行展布，系主断裂派生的次级构造。在区域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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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地垒断块为核部，三叠系为两翼，构成复式向

斜褶皱。

矿区内的一条!""向压性断裂，为甘德#玛多

深大断裂带的组成部分，是区内最重要的控矿构造。

该断裂倾向北东，倾角$%&左右，其断裂破碎带宽’%
!’%%(，破碎带中硅化、黄铁矿化发育，为含矿热液

提供了通道。受其影响，其南侧的巴颜喀拉群中亚

群的板岩夹砂岩中，次级断裂、褶皱、层间破碎带较

发育，据走向可将这些构造分为’组。

一组的走向为’)%!’*%&，与主断裂呈小角度相

交或大致平行展布，其中构造岩发育，主要为构造角

砾岩、碎裂岩、碎斑岩，局部为糜棱岩、构造片岩。其

破碎带中发育有网脉状，透镜状石英脉，且硅化、泥

化、绢云母化、高岭石化等蚀变非常强烈，是区内的

含矿构造。含矿破碎带厚数米至数十米，一般为层

间破碎或与层面小角度相交，金矿化的富集程度与

岩石的破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破碎带沿走向延伸

较长且稳定，如赋存+%号及++号主矿体的破碎带，

已揭露的控制长度达,%%%(；破碎带内围岩蚀变以

硅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为主，局部见高岭土化。

矿化在地表以褐铁矿化为主，局部见毒砂矿化及辉锑

矿化，钻孔中则以黄铁矿、磁黄铁矿、毒砂矿化为主。

另一组为!!-向走滑断层，与主断裂呈大角度

相交，其中的构造岩主要为角砾岩、碎裂岩等，石英

脉较发育，但含矿性差。

矿区内未见岩体出露，但区内的矿化作用与岩

图+ 大场金矿区地质略图（据青海省地质调查院，’%%."修编）

+—第四系；’—三叠系巴颜喀拉群砂岩板岩互层组（/!"0）；,—三叠系巴颜喀拉群砂岩组（/!"1）；

2—二叠系布青山群马尔马组（3+#）薄层状砂岩；.—金矿体；$—背斜；4—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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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侵入活动关系密切，地球物理资料显示，大场金矿

区的深部存在中酸性隐伏岩体!。

! 矿床地质

!"" 矿体特征

迄今，大场矿区内共圈定出!#"个金矿体，主要

分布在大场河以北长约#$%、宽&$%的范围内（图

’）。矿体长()#&!*)%，其中，长逾’)))%的矿

体占矿体总数的一半以上。矿体在走向上连续性

好，厚度一般为’+*#*+#,%，最厚为’#+-*%；其金

含量比较稳定，一般品位为（)#’’)）.’)/-，平均为

#+0,.’)/-。

矿体赋存于甘德1玛多主断裂的南西侧（下盘），

严格受主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构造的控制，矿体的

规模及品位与破碎蚀变带的规模和蚀变强度呈正相

关关系。矿体走向23或233，与主断裂方向基

本一致，倾向43。矿区中部有一背斜构造，其轴迹

与主构造线方向一致，两翼揉皱发育，其北翼向北

倾，南翼向南倾，倾角&)#,#5。矿体也受该褶皱的

控制，随褶皱变形而变形。

金矿体的分布由北向南似具等距性，相间*))#
-))%。矿体形态简单，多呈条带状、似层状、豆荚状

和透镜状（图!），沿走向具波状弯曲、膨大缩小、分枝

图! 大场金矿床控矿构造略图

6"&1’(号矿体褶皱控矿地质平面图（张德全等，!)),）：’—砂岩；!—板岩；&—金矿体；*—面理。7"’&#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青海省地质调查院，!))#"修编）：’—第四系；!—含碳粉砂质、泥质板岩；&—碎裂岩；*—石英脉；#—矿体；-—钻孔及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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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6<;BC6BJ；!—P6B7@C17;6B9C:6B:9DD6=;@FE6CHE9D<JED6<;；&—8B6=<FB;Q@C;；*—NF6B<QO;9CE；#—RB;7@HJ；-—G9DD>@DD;6CH9<EE;B96DCF%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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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状（图!"）、环带状及不规则他形粒状，粒径约

#$%!%&&，含量!’!(’；毒砂呈针状、自形粒

状，可见其聚形，大小%!!&&，含量(’!%#’；

辉锑矿多具聚片双晶（图!)），粒径约#$(!%&&，含

量%’!(’。

后一类型矿石主要见于地表，呈细脉状、网脉状

或团块状产出。矿石中石英含量约为*#’!*(’；

黄铁矿含量一般为(’!%#’，多呈他形粒状，部分

呈立方体，粒度为#$(!+&&。在氧化带中，黄铁矿

已氧化为褐铁矿，在这种矿石中偶见明金。

矿石发育浸染状、层纹状，细脉浸染状、细脉状、

角砾状和块状构造，有自形粒状结构、他形—半自形

粒状结构、浸蚀交代结构、固溶体结构、包含结构和

压碎结构。

矿石中金的赋存状态较复杂。在自然金,黄铁

矿,毒砂,蚀变岩型金矿石中，自然金（粒度#$-.!+
&&）约占+%’，小 于#$-.&&和 不 可 见 的 金 占

-*’；在自然金,辉锑矿,石英脉型矿石的光片中，见

有大量自然金。单矿物含金性分析表明，黄铁矿的

!（/0）为（.#!11#）2%#34，毒砂的!（/0）为%--
2%#34，辉锑矿的!（/0）为（+!(#）2%#34。金主

要呈树枝状、片状、粒状及薄膜状赋存于矿物粒间或

裂隙中。经人工重砂原样分析，金品位为%%2%#34，

自然金含量为+$4(2%#34，占总金量的+%’，说明

金矿 石 中 有 大 量 的 金 是 以 显 微、超 显 微（!#$#+
&&）金存在于矿石矿物裂隙及晶格中。金与黄铁

矿、毒砂关系甚密。据此可知，金除自然金单体（可

见金）外，还有显微包裹体形式（包体金、晶隙金、裂

隙金）。因金的含量与黄铁矿、毒砂、辉锑矿等金属

矿物关系密切，故不排除晶格金的存在。

!"# 围岩蚀变

矿区内围岩蚀变总体较弱，其强度受控于构造

的规模及岩石的碎裂程度。主要的围岩蚀变有硅

化、绢云母化和泥化，局部发育高岭土化和碳酸盐

化。黄铁矿化、辉锑矿化、绢云母化、硅化与金矿化

关系最为密切。

围岩蚀变在空间上也具有一定的分带性，从矿

体中心向外依次为硅化、硫化物化,绢云母化、碳酸

盐化和高岭土化。

!5$ 成矿阶段

根据矿化蚀变特征、穿插关系、矿物共生组合、

矿物生成顺序等，将矿床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个阶

段（表%）（赵财胜，+##.）。

" 石英,黄铁矿阶段 形成区内广泛发育的白

色含方解石石英大脉，它们通常沿平行于板岩层理

的劈理面产出，并在后期递进变形过程中扭曲成肠

状，有的沿顺层揉皱转折端产出，其/0含量大于

%+$.2%#3*，反映出该期韧性剪切构造活动引起了

金的初始富集。

# 金,黄铁矿,毒砂,石英阶段 是金的主要成

矿阶段，矿化作用强，形成大量沿倾伏褶皱轴部的断

裂,裂隙系统产出的厚大金矿体，明金大量出现，/0
品位最高可达%%#2%#34，构成该矿床的主体。矿石

矿物除黄铁矿、毒砂外，还有辉锑矿、黄铜矿、方铅

矿、闪锌矿等，黄铁绢英岩化强。

$ 辉锑矿,金,石英阶段 是锑的主要成矿阶

段，金矿化相对较弱，形成辉锑矿,石英脉和稠密浸

染状、块状辉锑矿矿石，锑矿化分布较局限，多以脉

状形成出现，与石英关系密切，!（67）为#$#%’!
#$41’。在大场/0%异常内，已发现含锑石英脉矿

石，有的与金矿体共生，有的单独成矿，与金矿体共

生时，单样锑品位最高可达.’（大场金矿%号矿

体），但以往的工作仅对金矿作了评价，在今后的勘

查工作中，也应对锑矿开展综合评价%。

& 石英,碳酸盐阶段 形成大量细小的石英,方

解石脉，穿插于#和$成矿阶段的产物中，含矿性较

差。

! 地球化学特征

#5% 成矿流体特征及来源

关于大场金矿床的流体包裹体特征、显微测温

和成分分析，笔者曾另文（赵财胜等，+##(）做过详细

介绍，本文只提及其中的结论。流体包裹体的分析

测试均在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流体实验室完

成。

依据室温下原生流体包裹体的物理相态和化学

组成，可将其分为!种类型：气液两相包裹体，含

89+三相包裹体，富89+包裹体（图!:和!;）。以气

液两相包裹体为最多，占所测试样品总量的--’，

其液相为<+9=>?8@，气相为<+9。含89+ 三相

包裹体为89+,<+9,>?8@型，约占包裹体总数的%!’，

%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5+##+5青海省曲麻莱县大场金锑矿床勘查项目设计书5内部资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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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大场金矿床矿物共生组合及生成顺序（据赵财胜，"##$）

%&’()! *&+&,)-)./0&11)2’(&,)&-31)45)-0)672/-)+&(1/-.8)9&08&-,,6(33):61/.（&7.)+;8&6，"##$）

主要矿物 石英!黄铁矿阶段 金!黄铁矿!毒砂!石英阶段 辉锑矿!金!石英阶段 石英!碳酸盐阶段

金 — ———

黄铁矿 ———

毒砂

辉锑矿 ———

菱铁矿 ———

雄黄 ———

雌黄 ———

石英

绢云母

方解石

白云石

表" 大场金矿床流体包裹体特征（据赵财胜等，"##<）

%&’()" =8&+&0.)+/1./01677(5/3/-0(51/6-1/-.8)9&08&-,,6(33):61/.（&7.)+;8&6).&(>，"##<）

成矿阶段
测试

矿物
大小／!"

!#／$ "（%&’()*）／+ #／,-& 深度／."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平均

石英!黄铁矿阶段 石英 /"01 234"450 540 165"761 869 01"94 3268 861"/68 364
金!黄铁矿!毒砂!石英阶段 石英 3"28 550"45/ 5/2 360"768 /68 32"9/ /563 364"/63 367
辉锑矿!金!石英阶段 石英 3"41 2/0"543 512 061"363 862 0/"34 846/ 860"360 867
石英!碳酸盐阶段 方解石 8"28 285"519 2/9 068"969 863 02"89 0964 862"362 868

室温下呈三相，由’:5（气相）;’:5（液相）;（<5:
;%&’(）（液相）组成，气相’:5常有晃动现象。富

’:5包裹体，约占包裹体总数的21+，几乎全由

’:5充填，常温下有时呈两相，但降温后为三相。包

裹体总体颜色较暗，中心透明。另有少量纯’:5包

裹体，常温下多为气液两相，少量为单一的气相或液

相，全部均一至气相。

测温结果（表5）显示，大场金矿床流体包裹体均

一温度的变化范围为234"45/$。其中，金!黄铁

矿!毒砂!石英阶段（金的主要成矿阶段）的均一温度

范围为550"45/$，平均为5/2$；辉锑矿!金!石英

阶段（锑的主要成矿阶段）的均一温度范围为2/0"
543$，平均为512$。锑矿化的形成温度略低于金

矿化。包裹体的盐度"（%&’()*）变化范围为1=5+
"7=8+（<&(()>&(=，2799；?@AA@)>&(6，27/4）。

根据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盐度，求得相应

包裹体的流体压力变化范围为01"9/,-&，平均为

8/,-&，主要 集 中 在08"/8,-&之 间（邵 洁 连，

2799）。利用孙丰月等（5111）脉状矿床成矿深度公

式，计算出成矿深度为8=1"/=3."，平均为3=5
."。其中，金矿化的成矿深度为3=4"/=3."，平均

为3=7."；锑矿化的成矿深度为8=0"3=0."，平均

为8=7."。锑矿化的成矿深度略浅于金矿化。

激光拉曼光谱分析（赵财胜等，5118；赵俊伟等，

511/）表明，大场金矿床的成矿流体系统为中温、低

盐度、低密度的’:5!<5:!%5!<5B!’<0C’:C有机

碳氢化合物体系，显示出有机质沉淀物参与了成矿

作用，这也与大场金矿床赋矿围岩含碳量相对较高

的特点相吻合。热液中有机质的存在使热液增强了

活化、迁移岩石中金属成矿元素的能力（卢焕章等，

5111），对大场金矿床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研究表

明，有机质对金的迁移、富集成矿具重要作用，富含

有机质的岩层在低级变质环境下发生有机质的分解

反应，形成以%5和’<0为主的低级变质流体，当包

裹体中%5和’<0的含量增加时，往往出现金的富

集（张文淮等，2773）。

关于成矿流体的来源，包存义等（5114）认为，大

场金矿床成矿流体中的水主要来自大气降水，碳主

要来自围岩。从成矿早阶段到晚阶段，显示出由深

源变质热液向浅源大气降水演化的趋势。丰成友等

（5110）认为，大场金矿床成矿前的热液主要来源于

变质水和地层建造水，进入成矿期，大气降水不断混

入并渐占主导地位。有研究认为，流体中’:5 和

<5:含量高，揭示有幔源流体参与成矿（毛景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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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东昆仑造山型金矿床硫化物硫同位素

分析结果（据丰成友等，"##!）

$%&’(! )*’+*,-./0/1-22/31/.-0-/4./+.*’+-5(.+,/3
6%27%488/’55(1/.-0.（%+0(,9(48(0%’:，"##!）

样品 产状 测试对象 !!"#／$

%&’(( 黄铁矿化蚀变岩 黄铁矿 )!*+
%&’+( 变砂岩 黄铁矿 )!*!
%&%’, 碎裂岩金矿石 黄铁矿 )"*-
%&%’, 泥质板岩 黄铁矿 )!*-

(../），&’0’1组合可能是幔源流体成矿的一种指示

（孙丰月等，(..,）。

据以上分析可初步推测：在大场金矿床的早期

成矿流体中，可能有岩浆水的加入，但更主要的是，

岩浆作用提供了热源，驱动了地层建造水的运移，并

不断与围岩反应，从中萃取成矿物质，并逐步形成含

矿流体；至成矿期，成矿流体则是以大气降水为主，

并混有建造水及幔源岩浆水的混合流体。这种分析

与区内地质特征基本吻合。

!:" 硫铅同位素

大场金矿床的硫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显示，围

岩和矿石中黄铁矿的!!"#值为)"2-$")!2+$，

平均为)!2-+$，均为负值且变化范围较小，比陨

石硫略富集!+#，显示出其有地层硫及再循环地幔硫

+种硫源，较酸性和低氧逸度条件也许是造成其比陨

石硫略富集!+#的原因（包存义等，+33!；丰成友等，

+33!）。

铅同位素作为一种有效的示踪剂，已被广泛应

用于探讨源区特征、形成环境和物质来源等方面。

由表"可见，"件黄铁矿样品的+3456／+3"56比值为

(/2!!/"(/2!/3，平均为(/2!,!，+3/56／+3"56比值为

!/2(/3"!/2!(/，平均为!/2+,+，是典型的异常铅

（包存义等，+33!）。在789:;8<等（(.//）的铅同位

素构造模式图上，上述数据均集中分布于地幔与造

山带演化线之间且靠近造山带演化线一侧。显然，

造山过程中的多次构造热事件，是使放射性成因铅

含量增高的主要原因（丰成友等，+33!）。

" 矿床成因讨论

造山型金矿床是指那些在时空上与造山作用有

关的主要受构造控制的金矿床（=9>?@A@:8B*，(../；

C@99DEF@:8B*，+333；=>BGH896@:8B*，(../）。这类矿

床具有相似的地球动力学背景，且具有相似的地质’
地球化学特征，形成于汇聚板块边缘的增生体以及

碰撞造山带的挤压和转换挤压变形环境中（=9>?@A
@:8B*，+333；=>BGH896@:8B*，+33(）。这类矿床可形

成于自地表向下+"+3I;的不同深度，并呈现出组

分分带，从上向下依次为：0J、0J’#6（浅部），KL’#6
（浅成相），KL’KA’M@（中成相），KL’KA（深成相）。同

时，=9>?@A等（(../）还延用了ND<GJ9@<（(.!!）的浅

成、中成和深成的深度分类方案，将造山型金矿床划

分为!个亚型，即浅成（!4I;），中成（4"(+I;）和

深成（"(+I;）。

造山型金矿床是最重要的黄金资源，在全球超

大型金矿床中，已有+!个储量大于,33:的金矿床

属于此类型（OD@9B@D<@:8B*，+334）。造山型金矿床作

为造山带地质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产物或标志而被广

泛研究（=9>?@A@:8B*，+33!；P8>@:8B*，+33"；陈衍

景，+334），众多学者对其产区的构造环境、成矿特

征、形成时代、成矿流体及成因机制等进行了大量而

卓有成效的研究（OD@9B@D<@:8B*，+33(；QDBG@@:8B*，

+33(；P8>@:8B*，+33+；毛 景 文，+33(；毛 景 文 等，

+33+；&F@<@:8B*，+33"；陈衍景等，+33"）。

大场金矿床位于北巴颜喀拉造山带的中段，是

区域印支造山过程晚期KL’#6成矿作用的产物，先

后经历了金、锑+期矿化，矿体严格受断裂的控制。

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大场金矿床的原生流体包裹

体可分为!类，即气液两相包裹体、含&1+三相包裹

表; 大场金矿床铅同位素分析结果（据丰成友等，"##!）

$%&’(; <(%5-./0/1-22/31/.-0-/4./+07(6%27%488/’55(1/.-0（%+0(,9(48(0%’=，"##!）

样号 岩性 测试对象 +3456／+3"56 +3-56／+3"56 +3/56／+3"56 +3-56／+3456 +3/56／+3456

%&’(( 黄铁矿化蚀变岩 黄铁矿 (/*!!/ (,*,4- !/*+!( 3*/." +*3/,

#%&’+( 变砂岩 黄铁矿 (/*!/3 (,*,.+ !/*!(/ 3*/"/ +*3/,

%&%’, 碎裂岩金矿石 黄铁矿 (/*!!/ (,*,,4 !/*(/3 3*/"/ +*3/+

%&%’4 泥质板岩 黄铁矿 (/*!," (,*,/, !/*+-/ 3*/". +*3/4

+,! 矿 床 地 质 +33.年

 
 

 

 
 
 
 
 



体和富!"#包裹体，其主成矿期成矿流体的特征是：

低盐度〔!（$%!&’(）为)*#+!,*-+〕，中温（金的

主成矿阶段平均温度为#./0，锑的主成矿阶段平

均温度为#)/0），富含!"#、$#和!12。这些特征

与造 山 型 金 矿 床 成 矿 流 体 的 特 征 相 似（3456’7’8
%&*，/,,9；:’44;<=’8%&>，#)))；1%?’@%AA’8%&>，

#)))；范 宏 瑞 等，#))B），如 西 秦 岭 金 矿 床（C%5’8
%&>，#))#）、南天山金矿床（陈华勇等，#))2；#)).）、上

黑龙江盆地金矿床（武广等，#))D）和阿尔泰南缘金

矿床（徐九华等，#)).）等。因此，将大场金矿床归为

造山型金矿床。该矿床金矿化的成矿深度平均为

D*,E@，锑矿化的成矿深度平均为-*,E@，据造山

型金 矿 床 组 分 分 带 与 成 矿 深 度 的 关 系（3456’7’8
%&>，/,,9），大场金矿床的金矿化属造山型金矿床中

的中成矿化，而锑矿化则属造山型金矿床中的浅成

矿化。

- 矿床模型

大场金矿床位于北巴颜喀拉造山带的中段，该

造山带的形成和演化与巴颜喀拉洋的演化密不可

分，而后者的演化对区内的成矿作用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大场金矿床的成矿年龄为（#/9*DFB*#）C%
（张德全等，#))-），是区域印支造山过程晚期成矿作

用的产物。古生物研究成果表明，巴颜喀拉洋形成

于早三叠世，直到晚三叠世晚期才完全闭合成为造

山带（张以弗等，/,,D）。

早三叠世，巴颜喀拉山北缘为巴颜喀拉洋的弧

前盆地，大规模的浊流沉积形成了巴颜喀拉群复理

石沉积建造（图2中的"）。在区域上，巴颜喀拉群

是GH、IJ的高背景场，这为后期的金锑成矿提供了

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中三叠世，随着巴颜喀拉洋的洋壳向北俯冲，产

生了$I向的挤压，巴颜喀拉洋由拉张转为收缩，从

而逐渐闭合，并发生强烈的构造K岩浆活动。岩浆热

液沿断裂构造上侵，从巴颜喀拉群复理石沉积含矿

建造中萃取部分成矿物质GH，同时，发生广泛的天

水循环交流，导致成矿物质GH在条件适合的构造部

位聚集成矿，形成大场金矿床的金矿体（图2中的

#）。此时，抬升、剥蚀均较弱，成矿深度较大，为造

山型的中成（@’75L5A%&）金矿床。

晚三叠世，随着巴颜喀拉洋的最后封闭，巴颜喀

拉地块与柴达木地块南缘发生强烈碰撞，形成巴颜

喀拉造山带。这一碰撞作用不但使三叠系复理石沉

积岩发生低绿片岩相变质作用和褶皱，而且使其被

逆冲作用强烈变形，与此同时，还形成了大规模的逆

冲K走滑断层、韧K脆性剪切带以及与之配套的低级构

造体系，这就为流体的运移和沉淀成矿提供了路径

和场所。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强烈的壳K幔相互作

用 ，岩石圈拆沉、地幔底侵作用明显，构造体系开始

图2 大场金矿床成矿模式

/—三叠系砂岩；#—金矿体；B—中酸性岩体；2—断裂带；-—锑矿体；D—含碳泥质板岩；图中"、#和$的解释见正文

M;?>2 35&N%AN%A8;@5AO@’8%&&5?’A;<@5N’&5P8=’Q%<=%A?GHKIJN’R57;8
/—S4;%77;<7%AN785A’；#—35&N54’J5NO；B—TA8’4@’N;%8’K%<;N;A84H7;5A；2—M4%<8H4’L5A’；-—GA8;@5AO54’J5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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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第#9卷 第B期 赵财胜等：青海大场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从挤压构造体制向伸展构造体制转化。伴随着地壳

的强烈抬升，构造从深层次的韧性剪切向浅层次的

脆性破裂转变，构造!岩浆活动强烈。岩浆热液沿深

大断裂迁移，并与大气水发生循环，从围岩中不断萃

取成矿物质"#，在构造、物理化学条件适宜的地方聚

集形成锑矿体，成为造山型金矿床的浅成（$%&’()*+）

矿床（图,中的!）。

- 结 论

（.）大场金矿床具有层控性和受断裂构造、隐伏

岩浆活动控制的特点，矿体主要赋存在三叠系巴颜

喀拉群砂岩板岩互层组中，并严格受断裂破碎带的

控制。

（/）该矿床的成矿流体属中温、低盐度、低密度

的01/!2/1!3/!2/"!02,4014有机碳氢化合物体

系，有机质沉淀物参与了成矿作用。主成矿期的成

矿流体以大气降水为主，混有地层建造水及幔源岩

浆水的混合流体。

（5）该矿床为造山型金矿床，先后经历了金、锑/
期独立矿化，金矿化属造山型金矿的中成矿化，锑矿

化为造山型金矿的浅成矿化，锑矿化的成矿深度略

浅于金矿化。

志 谢 野外工作得到青海省地质调查院潘

彤、李世金和高永旺同志的支持，流体包裹体测试得

到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王力博士的指导，迟效国、

李碧乐、陈国华、丁清峰、朱华平和匡俊曾与笔者一

起进行野外调查，审稿人审阅了全文并提出宝贵修

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热忱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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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第@R卷 第Q期 赵财胜等：青海大场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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