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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甘陕三角成矿区金矿床成矿条件

与区域分布特点

罗 梅
+

(成都理工学院,成 都)

提 要 :丿I|甘陕三角成矿区具有独特的区域成矿背景,是 我国重要的金成矿区之一。文中论

述了区域初始金源层为扬子型地台基底岩系,金 矿化主要赋存于三叠系浅变质复理石建造及火山

岩或含火山碎屑的沉积建造。本区划分为 5条 金矿带 ,阐 述了各金矿带基本特征。

关键词:丿l丨甘陕三角成矿区 金 矿床 成 矿条件 区 域分布特点

川甘陕三角成矿区总体属喜马拉雅-地 中海全球成矿域的一个组成部分 ,按 传统大地构

造观点处于扬子地台、秦祁昆地槽褶皱区与滇藏地槽褶皱区 3个 I级 构造单元接壤部位。该

成矿区已发现具有工业意义的岩金矿床成因类型主要有构造动力变质热液改造型和复成因地

下热水溶滤型两种 ,金 矿化主要呈微细粒浸染或含金硫化物石英脉产出,矿 体主要产于火山

岩、变质岩、碎屑岩及碳酸盐岩等不同岩性中,多 沿深、大断裂带分布。据现有资料,本 区

划分出西秦岭、若尔盖地块周缘、后龙门山、炉霍一康定和甘孜—理塘 5条 金矿带 (图 1)。

1 区 域初始金源层及改造成矿特点

现已证实,在 西秦岭南亚带和松潘-甘孜褶皱系东部,与 扬子地台一样 ,均 存在相对统

一的前震旦 (寒 武)纪 基底岩系 (四川省区域地质志,1991),如 西秦岭的碧 口群、白依沟

群和川西的康定群、黄水河群、通木梁群等。这套地层主要为优地槽型基性-中酸性火山岩

建造、细碧角斑岩建造及沉积泥质碎屑岩建造 ,受 区域与动力变质作用影响,该 岩系多变质

为板岩、千枚岩或绿片岩相,少 数达角闪岩相。由于这套岩系含 Au丰 度值普遍较高,如 碧

口群各类岩石的含 Au量 为 1.60× 109~2.96× 10̄ 9(平
均 Au为 2,06× 109),西 秦岭南

亚带前寒武系白依沟群含 Au为 1.87× 109(全 球 Au丰 度为 1,47× 109),这 正是金的深

源特点,可 视为本区金的最初矿源层。但金的地球化学性质决定金需要经过二次或多次的活

化才能聚集成矿 ,即 扬子地台基底岩系被抬升剥蚀,为 显生宙沉积富集提供金源,或 Au源

层在岩浆作用过程中被改造 (熔 融、交代、同化混染、花岗岩化等)形 成富金侵入岩体 ,或

在金的后生成矿过程中,金 源层处浅埋藏 (或 裸露地表)时 ,通 过循环成矿热水渗滤溶淋 ,

造成 Au的 后生叠加聚集成矿。

艹 罗 梅 ,男 ,1948年 生,副 教授,1975年 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从 事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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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川 甘陕三角成矿 区地质构造略 图

(据 《四川省区域地质志》地质构造图编绘)

1一第四系;2— 中生界;3一 古生界;4一 前震旦(寒武)系 ;5一 中酸性侵人岩;

6一基性、超基性岩;7一 断层;8— I级 构造分区界线;9一 大地构造分区·

I1一 扬子地台;I2一 秦祁昆地槽褶皱区;I3一 滇藏地槽褶皱区;Ⅱ l—秦岭

地槽褶皱系;Ⅱ 2一松潘-甘孜地槽褶皱系;Ⅱ 3一若尔盖地块;10一 金矿床(大

一中型、小型)及金矿带:① 一西秦岭金矿带;② 一若尔盖地块周缘金矿带;

③一后龙门山金矿带;④ 一炉霍一康定金矿带;⑤ 一甘孜—理塘金矿带

2 区 域金矿化赋存地

层及岩性岩相特征

本区最重要的矿源层和容

矿岩是三叠系浅变质复理石建

造及火山岩或含火山碎 屑沉积

建造 ,如 东北寨、桥桥上、马

脑壳及丘洛、嘎拉等大、中型

金矿。产于三叠纪地层 E级 以

上 Au储 量约占全区 E级 以上

储量的 70%以 上;其 次为上震

旦统一寒武系太阳顶群碳硅泥

岩建造、中元古界碧 口群基性

火山岩建造及泥盆系一石炭系

碳酸盐岩、碎屑岩建造 ,康 定

群斜长花岗混合岩及震旦系浅

变质 白云岩与碎屑岩建造,如

联合村、大水、康定、大渡河

等矿床。

本区三叠系的发育受大地

构造位置的制约和海盆周边古

地理的影响。总体看 ,下 、中

三叠统分布局限,仅 见于边缘

或断裂带中,岩 性主要为浅海相碎屑岩与碳酸盐岩建造;上 统十分发育 ,从 东向西由次稳定

陆源碎屑复理石建造逐渐向活动型火山岩、碎屑岩、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过渡 (图 2),区

域内金矿床主要分布于晚二叠世地层中,并 与古陆边缘海湾、水下障壁、同沉积期断裂及火

山喷发沉积相带有密切的联系。

3 成 矿区地壳演化及构造岩浆活动对金成矿的影响

本区地壳演化经历了扬子地台基底形成、槽台分野演化和陆内改造 3个 发展阶段。在扬

子地台基底形成阶段,优 地槽内广泛发育火山喷发-沉积作用,由 此形成了本区初始金源层,

该套地层经后期变质作用及岩浆作用改造可形成富金层或富金侵人体,有 的直接形成金矿床

(如康定矿田许多金矿床)。在槽台分野演化阶段,古 生代冒地槽型沉积至早二叠世后,随 着

早二叠世金沙江东岸巴塘一得荣一带裂隙槽的发育,岩 浆及火山活动开始频繁,由 金沙江带

往东同时还发育有甘孜一理塘带、炉霍 (道孚)带 、岷江带和阿尼玛卿带,其 中甘孜一理塘

和金沙江两深断裂带分别作为板块俯冲带 (相应义敦和巴塘带是两个岛弧带,松 潘-甘孜海

是洋盆,陆 壳在西藏昌都地区,即 羌塘地块),其 俯冲方向由东向西;阿 尼玛卿深断裂带作

□ l□ 2锕 3豳 4囤 5曰 6囚 7曰 8□ 9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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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另一条板块俯 冲带 ,其 俯

冲方 向由南 向北 ,而 炉霍和

岷江带为松潘-甘孜洋盆中发

育的两条方 向不 同的小型裂

谷带。晚三叠世末 的印支运

动使古特提斯海关 闭,地 槽

区内的裂谷带也 因强烈挤压

而封闭,谷 内地层褶皱变形

及遭受 动力变质 ,并 伴有 大

规模 断裂 和岩浆侵人,这 些

都为区域 Au的 活化及成矿提

供了有利条件。在陆内改造

阶段 (燕 山-喜山期间),由 于

继续受太平洋板块 向西俯 冲

和印度-西 藏板块 向 NE方 向

推挤 的影 响,继 印支期陆陆

碰撞之后进一步发展为强烈

的陆 内会 聚,致 使地壳大规

模缩短与增厚 ,沿 西秦岭南

缘、后龙 门山等处发育一 系

列叠瓦状褶皱与逆冲推覆断裂 ,沿 炉霍—康定等处产生大型走滑平移断裂。该期金的成矿作

用主要表现为沿断裂带形成的各种复成因溶滤热液 (或局部喜山期岩浆热液)对 有利成矿围

岩的改造成矿作用。本区金矿带和金矿床 (点 )毫 无例外的都受区域深 (或 大)断 裂构造及

其次一级断裂构造的控制,金 矿体直接产于断裂破碎带或韧性剪切带内,超 出破碎带范围矿

化急剧减弱或消失。

4 成 矿区金矿带的划分及各带基本特征

本区金矿床常沿 I、 Ⅱ级大地构造单元的交接过渡带分布,根 据金矿化相对集中分布的

特征 ,可 划分为西秦岭、若尔盖周缘、后龙门山、炉霍—康定及甘孜一理塘等 5条 金矿带。

西秦岭金矿带 :位 于西秦岭近 EW向 白龙江大断裂、玛曲-略阳深断裂 (即 阿尼玛卿深

断裂东延带)和 荷叶大断裂等组成的近于平行的一组断裂带中,该 带进一步可分为西秦岭白

龙江金矿亚带和西秦岭南缘金矿亚带。前亚带主要赋矿岩石为中晚震旦世一寒武纪碳硅泥

岩,产 出由溶滤热液形成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多处 ,以 拉 日玛金矿床为代表 ;后 亚带主要赋矿

岩石为晚三叠世碳酸盐岩、浊积泥质碎屑岩及晚古生代泥盆纪一石炭纪碳酸盐岩、碎屑岩夹

硅质岩 ,亦 产出由溶滤低温热液形成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多处 ,包 括马脑壳和联合村等金矿

床。

若尔盖地块周缘金矿带 :位 于若尔盖地块北部、东部及西南部 ,包 括 SN向 岷江断裂及

NW向 黑水-阿坝西断裂以南地区,主 要赋矿岩石为晚三叠世碎屑岩、碳酸盐岩、硅化石英

图2 丿叫甘陕三角地区中-晚三叠世 (T:— T3)岩 相古地理图

(据杨恒书资料修改)

1一前震旦纪古老基底裸露区;2— 古生代地层裸露区;3— 水下障壁;4一 近岸

及海湾斜坡浊积岩;5一 次深海盆地浊积沉积区;6一 深海盆地浊积沉积区;

7一火山岛弧区;8— 火山活动区/同沉积期断层;9— 陆相沉积区;10一 大-中、

小型金矿床

圈 1囫 2囫 3圉 犭目 5圉 6圃 7囡 8跚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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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黑色碳质板岩、英安质火山碎屑岩及夕卡岩等,产 出由溶滤热液或构造动力变质混合热

液形成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多处 ,如 大水、巴西、东北寨、桥桥上、盐水沟、壤塘等金矿

床。其次发育由岩浆期后热液形成的中低温浅成热液金矿床 (如 哲波山金矿床)、 夕卡岩型

金矿床 (如 阿西金矿区西段深部矿)。

后龙门山金矿带 :位 于 NE向 北川-映秀深断裂和青川-茂汶大断裂等组成的近于平行的

一组断裂系中,主 要赋矿岩石为中元古代碧口群基性一中酸性火山岩、变质沉积岩及早古生

代茂县群浅变质碎屑岩 (含碳质板岩、变石英砂岩、结晶灰岩、绢云板岩及千枚岩等),产

出由构造动力变质热液形成的微细浸染型和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床多处 ,如 金宝、银

厂、郭家山和马房窝金矿床等。

炉霍一康定金矿带 :位 于 NW向 炉霍-康定深断裂和色达大断裂等组成近于平行的一组

断裂系中,主 要赋矿岩石为晚三叠世砂泥质碎屑岩、中基性火山岩及碳酸盐岩 ,产 出由多源

复合流体 (变 质热液和大气降水溶滤热液等)形 成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多处 ,如 丘洛、拉

普、色达等金矿床 ;另 一类赋矿岩石为早元古代康定群闪长质、花岗质混 合岩及震旦纪和泥

盆纪浅变质碳酸盐岩和碎屑岩,产 出主要由变质热液形成的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床

(点 )数 十处 ,如 康定金矿田、大渡河金矿田和孔玉金矿田中的偏岩子、灯盏窝、黄金坪和

董家沟等中、小型金矿床。

甘孜—理塘金矿带 :位 于 NW转 SN向 甘孜-理塘深断裂及蛇绿混杂堆积带中,主 要赋

矿岩石为晚三叠世火山沉积碎屑岩 (主 要为玄武质凝灰岩和含凝灰质的碎屑岩),产 出由构

造动力变质热液和岩浆热水溶液作用形成的构造蚀变岩型与硫化物石英脉型金矿床多处 ,如

嘎拉、色卡、雄龙西和尼亚达柯等金矿床。

本文是在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已完成的大量金矿勘查与科研成果基础上 ,结 合本人在该

区的科研成果撰写而成。在工作中得到李小壮、何虹、杨恒书、夏绪学、曹志敏、罗万策、

毛玉元和周四春等同志的帮助及利用了诸君的研究资料,在 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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