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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部砂金富集区内的岩金找矿模式
——以黑河地区为例

艹

张宝林 蔡 新平

(中 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 京)

提 要 :如 何在砂金富集区内进一步寻找岩金矿,是 世界各国找矿理论中尚未解决的难题。

本文以黑龙江北部为例 ,建 立了砂金富集区内的岩金找矿模式。认为该区丰富的砂金矿主要是近

源侵蚀机械富集成因,在 岩金找矿中应重视对物源区剥蚀程度及控矿构造的分析,以 寻找有利的

保存条件为目标。根据新构造运动对物源区造成差异佳剥蚀的特点,提 出黑龙江北部应重点寻找

与小型侵入体有关的斑岩型和构造破碎蚀变岩型金矿。运用该模式在黑河砂金富集区内寻找岩金

矿取得突破,发 现了 3个 岩金勘探靶区,其 中一处具有大型远景规模。

关键词:砂 金富集区 岩 金找矿模式 剥 蚀程度 保 存条件 黑 龙江北部

引 口

根据砂金线索寻找岩金矿是一种重要的找矿方法,但 如何在砂金富集区内进一步寻找岩

金矿,却 是找矿理论中尚未解决的难题。十九世纪中后期,美 国、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

亚等国之所以能够在砂全富集区内找到岩金矿,主 要是依靠对含金石英脉型矿石锯头的发现

以及后续的地质勘查工作(1)。在我国黑龙江北部砂金富集区,由 于受植被、多年冻土、资

金以及找矿思路的影响,地 质部门根据砂金线索寻找岩金矿的工作进行了⒛ 多年,但 仅发

现少数岩金矿点或矿化带,没 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出 现了两种悲观的论点:一 种观点认

为,大 面积分布的砂金矿是化学成因,砂 金矿的富集是金表生化学迁移、沉淀的结果;另 一

种观点认为,新 构造运动期间本区具有较大的抬升幅度,岩 金矿已被剥蚀殆尽,没 有进一步

找到大型岩金矿的前景。

在该区能否找到大型、超大型岩金矿床?上 述悲观论点的依据不足,不 能令人信服。因

为砂金广泛分布这一事实,就 已经表明该区是金元素的集中区,成 矿物源如此丰富,加 之多

期构造-岩浆活动,具 备了形成大型金矿所需的条件。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黑 龙江北

部有岩金找矿远景●,目 标是寻找中生代以来未被剥蚀或剥蚀程度较小的岩金矿,找 矿类型

主要是构造破碎带蚀变岩型和斑岩型叼。19叨 年,我 们又提出了
“
寻找有利的保存条件是

在砂金富集区内圈定岩金找矿靶区的关键
”

这一新认识。本文将以上认识归纳为
“
砂金富集

区内的岩金找矿模式
”
,并 将其首先应用于黑河砂金富集区,经 过半年的工作即初见成效,

目前已发现 3个 岩金勘探靶区,其 中一个具有大型远景规模,其 成矿特点与作者 1995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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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结果基本吻合。

2 砂 金富集区内岩金找矿模式的建立

2.1 基 本思路

长期以来 ,由 于人们一直沿袭传统的金属矿床找矿方法找金矿 ,几 乎用遍了已知的各种

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方法,但 并没有找到对岩金矿十分有效的直接找矿手段 ,造 成这

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金矿的
“
特殊性

”
认识不足,没 有

“
对症下药

”
。作者强调在科研

及找矿工作中应重视金矿的
“
特殊性

”[3〕,特 别是构造对金成矿的控制作用,这 对于指导金

矿的找矿工作意义重大。

我们的思路是 :在 砂金富集区内找岩金矿 ,首 先必须解决砂金的物源和岩金矿的剥蚀程

度两大问题。在此基础上 ,寻 找有利的控矿构造部位和有利的保存条件。

2.2 理 论基础

(1)对 黑龙江北部砂金成矿物源及岩金矿剥蚀程度的基本认识 :在 第四纪砂金矿的
“
物

源-新构造运动-气候
”

三因素成矿模式中[4],作 者提出,黑 龙江北部现存砂金矿绝大多数是

在第四纪晚期形成的,第 三纪夷平面上的含金风化壳是第四纪砂金矿的主要物源区,而 砂金

的富集主要是流水对风化壳侵蚀、搬运、机械分选作用的结果,即 砂金主要是近源机械富集

成因,当 然 ,这 一认识本身并未排除金在物源区内及成矿过程中的表生化学富集作用。在砂

金富集区,如 果沟谷 内的砂金特别富集 ,则 表明物源区的剥蚀程度大 ;反 之 ,则 剥蚀程度

犭、。

中生代以前 ,黑 龙江北部多数为构造隆起区,前 中生代形成的岩金矿多数 已被风化剥

蚀 ,但 在相对凹陷地区仍可能保留下一些时代较老的岩金矿。中生代以来形成的岩金矿,因

区域整体抬升时间相对较短 ,多 数矿床可能未被剥蚀 ,得 以保存。由于黑龙江北部地区的新

构造运动具有显著的掀斜式及差异性升降的特点 ,砂 金物源区遭受差异性侵蚀 ,客 观上提供

了在物源区寻找中新生代岩金矿的可能性 ,因 此 ,通 过对砂金物源区剥蚀程度的分析 ,有 可

能在相对下降的地区找到保存较好的岩金矿体。

综上所述 ,实 现该区岩金找矿突破的关键是寻找有利的保存条件 ,即 在新生代整体抬升

的背景下寻找剥蚀程度相对较小的金矿物源区。

(2)金 矿找矿预测的新理论—— “
矿床结构模型

”
:“ 矿床结构模型

”
理论是 90年 代发

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找矿思路和方法o,它 基丫多种地质背景下的大量找矿实践经验的理论思

考 ,是 对矿床的四维架构 (3Dt framework)和 矿体在矿床的三维结构 (texture)框 架内占

位规律及元素地球化学场分布规律等认识的有形表述 ,由 控矿构造的级序、时序和矿体占位

法则三方面基本内容组成②。该理论目前主要应用于已知矿区或矿床 ,以 深部找矿预测为主

要 目标 ,在 北衙、金厂峪、赛乌素、南大线、团结沟、后沟等不同类型金矿深部找矿预测中

① 蔡 新平,华 北北缘燕辽中生代火山岩区岩浆活动与金的成矿作用研究及南大线金矿靶区远景预测,“八五
”

国冢

重点黄金科技攻关项 目专题 (绵号 90051tl3-03-3)科 研报告,1993

0 蔡 新平,张 宝林 ,1998,矿 床结构摸型与某些类型金矿床的定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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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 找矿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可应用于矿区外围的普查找矿和区域找矿预

测。

2.3 砂 金富集区内的岩金找矿模式

黑龙江北部砂金富集区内主要出露花岗岩和中酸性火山岩,且 中生代的构造-岩浆活化

特征明显,多 形成陆相火山岩型和侵人岩内及内外接触带型金矿,有 利的成矿部位是小型花

岗质侵人岩体的顶盖和内外接触带,以 及大型花岗岩体内部的构造破碎带。此外 ,该 区古生

界浅变质岩系出锯区,也 有形成浅变质碎屑岩型金矿的有利条件。

在黑龙江北部砂金富集区,建 立岩金找矿模式的工作分为 4个 步骤:

(1)根 据砂金分布规律和区域化探、遥感异常,选 定砂金物源区和岩金找矿远景区。

(2)在 选定的岩金找矿远景区内,通 过区域成矿构造分析和砂金与岩金关系的研究,划

分不同程度的剥蚀区,选 定有利的控矿构造部位。

(3)结 合区域地质背景,特 别是构造-岩浆活动特点,划 分岩金成矿类型、成矿时代 ,

确定找矿标志,选 定找矿靶区。

(4)通 过化探、槽探、钻探验证工作,确 定勘探工程靶位。

3 黑 河砂金富集区内的岩金找矿实例

研究区位于大兴安岭地槽褶皱系与小兴安岭—松嫩地块两个亚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结合

部位。区内主要出锯古生代浅变质岩、中生代火山碎屑岩,华 力西期碱性花岗岩体及其内部

的后期小岩株。区域主体构造格架是北东走向的小黑山-金水复式背斜,具 有北东翘起、南

西倾伏的特点,并 被北西、北北西向的后期断裂构造切割,沿 褶皱轴向出现自东向西呈阶梯

表 i 黑 河金水山一小黑山金成矿带特征一览表

剥蚀 区 西南区 中部区 东北区

土壤化探异常

矿区地层

岩浆岩

有明显的浓集 中心走 向与

构造线方向一致

有明显的浓集中心走向与构造线

方向一致
分散无明显的浓集中心

泥盆系浅变质岩 泥盆系浅变质岩
元古宇深变质岩系,奥 陶

系—志留系浅变质岩

小型碱性花岗岩体
小型苡性花岗岩体

小型花岗斑岩体
大型花岗岩体

砂金分布类型

物源区剥蚀程度

物源 区地表岩金

矿化部位

沟谷内有砂金矿化或小型

砂金矿体
暑獾譬卩鸯孺柔柜慝 氓、
在很短的小沟内,砂 全特别富集

砂金矿分布与流水作用规

律相符,矿 床规模大

弱 中̄等 中等-较强 强烈

矿体的上部 矿体的中、下部 矿体的尾部

地表矿化特征

岩金矿化类型

强烈 的硅化、高岭土化、

褐铁矿化
强烈的硅化、褐铁矿化 零星分布的含金石英脉

构造破碎带蚀变岩型浅变

质碎屑岩型

构造破碎带蚀变岩型、浅变质碎

屑岩型、斑岩型、砾岩型
石英脉型

典型矿床 (点) 小沟、神仙沟、金水山 小泥鳅河、二支沟 大砬子、小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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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下降的特征 ,已 知的砂金、岩金矿床 (点 )均 受复式背斜北翼的控制,集 中分布在北东走

向的法别拉河、泥鳅河两大水系南侧。在北东向的金成矿带内,现 存砂金矿有 4种 分布类

型 ,其 物源分别来 自于分水岭处 3个 不同程度的剥蚀区 (表 1)。

通过实地调查 ,我 们将已发现的岩金矿点划分为 5种 类型 (表 1),其 中构造破碎带蚀

变岩型、斑岩型、浅变质碎屑岩型最有找矿远景。建议找矿重点放在剥蚀程度较低的西南部

和中部 ,放 弃东北部的强烈剥蚀区。有利的成矿部位是复式背斜北翼次级褶皱内侵人的小型

碱性花岗岩体内外接触带、构造破碎蚀变带等 ,据 此指出了 3个 有望靶区。

经槽探工程验证 ,在 中部小泥鳅河河谷至东山一线发现了呈北东走向的金成矿带 ,属 构

造破碎蚀变岩型 ,目 前已控制了 C+D+E级 储量 6.5t,其 远景规模为大型。在另外 2个 靶

区也找到了有利的成矿部位 ,属 侵人岩内外接触带型金矿 ,地 表低温蚀变强烈,为 隐伏金

石广。

4结 论

作为我国主要的砂金生产基地,黑 龙江大、小兴安岭北部地区经过长期开采,目 前正面

临严峻的资源危机形势,急 需提供岩金勘探靶区,这 一问题是黑龙江省实现
“
砂转脉

”
突

破、扭转黄金工业被动局面的关键,意 义重大。如前所述,在 黑龙江北部砂金富集区内寻找

岩金矿,首 先要确定砂金的物源和剥蚀程度,尤 其要重视物源区剥蚀程度的差异性,将 保存

条件作为找矿选区的主要依据。此外,还 应重视控矿构造、成矿类型、成矿时代的研究,确

定具体的找矿标志。

受字数限制,本 文省略了多个图表。课题组成员王杰、祁凤茹、高浩中、秦大军、周少

平同志参加了野外地质考察。黑河金矿领导和地质队有关同志在野外工作中提供了大力帮

助。论文写作过程中,博 士后徐兴旺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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