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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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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璋 梁华英 程景平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

  提 要 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分布广泛 既可产在华南加里东褶皱带内 也可发育在毗邻的

江南隆起上∀ 其共同特征是矿床产在加里东期构造变形带或变质带中 受深大断裂带及其分支构

造所控制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赋矿围岩∀ 产在隆起上的矿床赋矿围岩时代较老 均为元古宙变质

细碎屑岩类 矿物及元素组合比较简单 常见单金型∀ 产于褶皱带中者其围岩除元古宙2寒武纪变

质细碎屑岩外 还有火山岩! 侵入岩及沉积岩 时代为元古宙 ) ) 志留纪 矿物及元素组合比较

复杂 可见到砷! 锑! 汞! 碲矿物及沥青出现∀ 隆起上的矿床属于加里东期改造作用形成 褶皱

带中者为改造! 受改造及斑岩成矿作用的产物∀ 成矿时代除加里东期外 还有燕山期及震旦纪矿

化存在∀两种构造中的矿床成矿差异主要受物质来源岩石类型! 后期叠架作用及岩浆活动所控制∀

关键词 加里东期金矿床 华南褶皱带 成矿共性与差异 控制因素 江南隆起 

中图法分类号 ° 1

加里东期金矿床在华南分布较广 是该区的主要成金时期之一∀ 关于该期金矿床的确定

依据及其与其它时期金矿床的差异比较我们已在专文中≈ 进行了讨论 本文拟对该期金矿床

的基本地质及成矿特征作一初步分析∀

 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的分布特征

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在大地构造上分布在传统的华南加里东褶皱带及其毗邻的江南隆起

上 前者如广西的古袍及古里脑! 广东的大沟谷及新洲! 贵州的水银厂以及浙江的璜山和中

岙 后者如湖南的漠滨! 平茶! 肖家及柳林叉以及江西的金山∀ 若考虑其赋矿岩石则矿床分

别产在中元古界双桥山群 金山 ! 双溪坞群 中岙 ! 上元古界板溪群 漠滨! 柳林叉 ! 震

旦系 平茶! 大沟谷! 新洲 ! 板溪群 震旦系 肖家 ! 寒武系 古袍! 水银厂 ! 澄江期石

英闪长岩 璜山 及加里东期花岗斑岩 古里脑 之中 表 ∀

 不同大地构造单元上加里东期金矿床的共性

不同大地构造单元上加里东期金矿床具有下列共同特征

矿床均发育在深大断裂带或其分支断裂中∀例如古袍及古里脑产在大瑶山2广宁东西

构造带上 漠滨! 平茶! 肖家在天柱2会同 ∞• 构造带上 柳林叉产在安化2浏阳 ∞• 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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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大沟谷及新洲产在吴川2四会 ∞ 向深大断裂带内 水银厂产在 ≥ 2∞• 向三都断裂带上

金山虽与 ∞ 向赣东北深大断裂带有关 但矿体就位在它的∞• 向分支韧性剪切带内 表 ∀

上述断裂带都有长期活动历史 开始形成于元古宙 加里东期强烈活动 有的直到燕山期还

未停止∀

矿床均发育在加里东期构造变形带或变质带上∀ 矿体赋存岩石在加里东期都遭受了

变形或变质作用 年龄测定结果显示矿床都是在加里东后期或末期形成的 ≅ ∗ ≅

间 表 与该期加里东运动最强一次活动事件相吻合∀ 除个别矿区外 如广西 一

般加里东期岩浆活动不发育 更晚的燕山期岩浆活动仅在新洲见到∀

表 1 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的基本特征

Ταβλε 1 Βασιχ γεολογιχαλ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Χαλεδονιαν γολδ δεποσιτσ ιν Σουτη Χηινα

项目 广东大沟谷! 新洲 广西古袍 广西古里脑 浙江中岙! 璜山 贵州水银厂

华
南
加
里
东
褶
皱
带

赋矿岩石
大沟谷为震旦纪钠长
石岩 新洲为震旦纪片
岩! 石英岩

寒武纪砂岩!
板岩

加里东期花
岗斑岩

中岙为中元古代变细
碧角斑岩 璜山为澄江
期石英闪长岩

寒武纪泥晶
灰岩! 粘土
岩! 粉砂岩

构造 吴川2四会深断裂带 大瑶山2广宁 ∞• 构造带 绍兴2江山深断裂带 三都断裂带

侵入岩浆活动 燕山期侵入岩浆活动 加里东期侵入岩浆活动 中元古代侵入岩浆活动 无

矿床形成时代
≈

? 穿古袍矿花岗斑岩
璜山 ? 中岙
被 ∗ ≅
岩脉穿过

?

项目 湖南漠滨 湖南平茶 湖南肖家 湖南柳林叉 江西金山

江
南
隆
起

赋矿岩石

新元古代板溪群变质
砂岩

震旦纪变质
砂岩! 板岩

新元古代板
溪群及震旦
纪变质砂岩!
板岩

新元古代板溪群板岩 中元古代板
岩! 千枚岩

构造 天柱2会同 ∞• 向构造带
安化2浏阳 ∞• 向构造
带

赣东北深断
裂带

侵入岩浆活动 无 无 矿区无

矿床形成时代
≈ 1 ?

? ∗
?

1 ?

矿体均受断裂控制∀ 地层中的矿体部分产在顺层碎碎带中 如漠滨! 古袍! 金山 部

分产在穿层断裂内 如平茶! 肖家 有的矿床中两种产状均有发现 如水银厂∀

矿石成矿物质主体来自围岩∀ 由于岩石在浸取! 搬运及沉淀过程中铅同位素组成一

般不发生变化 成矿流体的物理化学条件对锶同位素的影响也可忽略不计 故地质界常用铅!

锶同位素作为示踪物质来源的方法∀ 硫同位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用来作为探讨物质成分的来

源∀ 从表 可见 无论产于华南加里东褶皱带或江南隆起上的矿床 矿石的铅同位素组成与

赋矿围岩 地层或岩体 都是相似的 若有硫同位素及初始锶值它们也是相似的 因此成矿

物质主要来自赋矿岩石∀同时从表 还可看出 一般情况下区域赋矿岩石都含有丰富的金 可

为成矿提供必需的物质∀

 不同大地构造单元上加里东期金矿床的成矿差异及其控制因素

311 不同大地构造单元上加里东期金矿床的成矿差异

产在不同大地构造单元上的加里东期金矿床除具有共同特征外 还有一些明显的成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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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它表现在下列方面

  产在江南隆起上的金矿床其赋矿岩石均为元古宙 中2新元古代 的变质细碎屑岩类

而产于华南加里东期褶皱带中者除新元古代及寒武纪的变质细碎屑岩外 还有中元古代的细

碧角斑岩 震旦纪的钠长石岩 寒武纪的灰岩! 粘土岩 澄江期石英闪长岩及加里东期花岗

斑岩∀ 因此 褶皱带中金矿床围岩类型多样 时代编新 表 ! 表 ∀

表 3 不同构造单元上加里东期金矿床的矿化特征

Ταβλε 3 Μινεραλιζατιον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Χαλεδονιαν γολδ δεποσιτσ

ιν διφφερεντ τεχτονιχ υνιτσ οφ Σουτη Χηινα

项 目 华南加里东褶皱带 江南隆起

赋矿
岩石

变质细碎屑岩 新
元古代! 震旦纪!
寒武纪

钠长石岩 震
旦纪

花岗斑岩 加
里东期

变细碧角斑岩
中元古代

石英闪长岩 澄
江期

灰 岩! 粘 土
岩! 粉 砂 岩
寒武纪

变 质 细 碎 屑 岩
中元古代! 新元

古代! 震旦纪

矿

物

主要

黄铁矿! 毒砂! 石
英! 碳酸盐

黄铁矿! 钠长
石! 石英

黄 铁 矿! 石
英! 长石!

黄铁矿! 石英!
碳酸盐

黄 铁 矿! 毒
砂! 辰砂! 石
英! 碳酸盐

黄铁矿! 毒砂! 石
英! 碳酸盐! 长石

自然金 自然金 自然金 自然金 自然金 自然金

次
要

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矿! 绿泥石!
绢云母! 白钨矿!
辉钼矿或辉铋矿!
自然铋

黄铜矿! 磁黄
铁矿! 毒砂!
绢云母

黄铜矿! 方铅
矿! 毒砂! 碳
酸盐! 绢云母

方铅矿! 黄铜
矿! 闪锌矿! 绿
泥石! 绢云母!
碲汞矿

辉 锑 矿! 雄
黄! 雌黄! 闪
锌 矿! 黄 铜
矿! 重晶石!
沥青

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矿! 绢云母!
绿泥石! 辉锑矿!
辰砂

黑铋金矿! 铅铋金
矿

自然银! 辉银
矿

碲金矿! 碲金银
矿! 碲银矿

Β2汞金矿! 含
汞自然银! 金
汞 齐! 自 然
银! 辉银矿

蚀变作用

硅化! 黄铁矿化!
绢云母化! 绿泥石
化! 碳酸盐化

硅化! 碳酸盐
化! 绢 云 母
化! 黄铁矿化

硅化! 绢云母
化! 碳 酸 盐
化! 黄铁矿化

硅化! 绢云母
化! 碳酸盐化!
黄铁矿化! 电气
石化

硅化! 绢云母
化! 碳 酸 盐
化! 黄 铁 矿
化! 重 晶 石
化! 沥青化

硅化! 绢云母化!
碳酸盐化! 黄铁
矿化! 绿泥石化

特征元素 ∏ ∏ ∏ ∏! × ∏! ∏少见 ∏2≥

矿石类型 石英脉 石英团
面型细脉浸
染

石英团
线型细脉浸
染

石英脉? 糜棱岩
中细脉浸染

矿床类型 变质细碎屑岩型
沉积岩型 钠
长石岩亚型

斑岩型
侵入体内外接
触带型

沉积岩型 卡
林亚型

变质细碎屑岩型

成矿作用 改造 受改造 斑岩型 改造 改造 改造

主要成矿
时期

加里东期 古袍
燕山期 新洲

震旦纪 加里东期 加里东期 燕山期 加里东期

矿床 新洲! 古袍 大沟谷 古里脑 中岙! 璜山 水银厂
金山! 漠滨! 肖
家! 平茶! 柳林钗

产在江南隆起上的金矿床矿物组合以黄铁矿! 毒矿! 石英! 碳酸盐为主 次要矿物

为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矿! 绢云母! 绿泥石等 贵金属矿物为自然金∀ 产于褶皱带中者除

上述组合外 有的矿床中还出现大量辰砂! 辉锑矿! 雄黄! 雌黄! 沥青 水银厂 有的矿床

中出现较多的碲矿物 中岙! 磺山 贵金属矿物中还有 Β2汞金矿! 含汞自然银! 金汞齐 水

银厂 ! 碲金矿! 碲金银矿! 碲银矿 中岙! 磺山 ! 墨铋金矿! 铅铋金矿 新洲 ! 自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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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银矿 大沟谷! 水银厂 ∀ 因此褶皱带中金矿床的矿物组合复杂多样∀

江南隆起上的金矿床以单金型为特征 少见 ∏2≥ 型∀ 褶皱带中者除单金型外 还

有 ∏2× 中岙! 磺山 及 ∏2 型 水银厂 表 ∀

江南隆起上的金矿床均属变质细碎屑岩型 具改造成因∀ 产于褶皱带中者除变质细

碎屑岩型外 还有侵入体内外接触带型 中岙! 磺山 ! 次火山岩型 古里脑 以及沉积岩型

包括钠长石岩亚型的大沟谷及卡林亚型的水银厂 ∀ 在成因上除改造成因外 还有斑岩及受

改造成因类型 表 ∀

江南隆起上的加里东期金矿床其成矿时期仅为加里东期 而褶皱带中的部分加里东

期金矿床的主成矿期不是加里东期 如水银厂! 新洲为燕山期 大沟谷为震旦纪形成 表 ∀

312 不同构造单元上加里东期金矿床成矿差异控制因素

从上可见 产于江南隆起上的金矿床围岩类型单一! 矿物组合及元素种类简单! 矿床类

型及其成因也较单一 而产生裼皱带中者围岩类型多样! 矿物组合及元素种类繁多! 矿床类

型及成矿作用也较复杂∀ 这些差异主要为下列因素造成

受物质来源! 岩石类型控制∀ 上面已经谈到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的成矿物质主要来

自赋矿围岩 因此赋矿岩石的性质就决定了矿石成分的种类∀ 例如产于江南隆起上的金矿床

成矿物质均来自元古宙的变质细碎屑岩类 不管其是属于中元古代或新元古代 其组成岩石

性质均相似 都为砂页岩夹有火山物质 因此由它形成的矿床矿石成分单一一致∀ 而产于褶

皱带上的金矿床物质来源除新元古代) 寒武纪变质细碎屑岩外 还有中元古代细碧角斑岩及

寒武纪的灰岩! 粘土岩以及不同时代的侵入岩∀细碧角斑岩富 × 最高可超过 ≅ ≈ 比

克拉克值 ≅ 高两个数量级 寒武纪的灰岩! 粘土岩富 1 ≅ ! 1 ≅

! ≥ 1 ≅ ≈ 因此产于细碧角斑岩内的中岙及璜山矿床中碲矿物较多形成了碲

2金型矿床 而产于灰岩! 粘土岩中的水银厂出现辰砂! 雌黄! 雄黄! 辉锑矿组合 构成特征

的卡林型金矿∀ 受围岩成分影响 产于侵入岩及钠长石中者长石也较多 古里脑! 大沟谷 ∀

受多期叠加影响∀ 江南隆起上的加里东期金矿床成矿仅为加里东期 而褶皱带上的

部分矿床是多期叠加产物∀ 如大沟谷原为震旦纪热水沉积矿床 ° 2° 等时线年龄为 ?

≅ ≈ 矿石具条纹状! 条带状结构 加里东期发生了改造作用 更晚在燕山期又

经受了一次作用 矿石绢云母 2 年龄为 1 ? 1 ≅ 绢云母 2 年龄为

1 ? 1 ≅ ∀ 改造使矿石加富 构成块状黄铁矿2石英网脉及碳酸盐团∀ 燕山期

对于新洲 石英包裹体 2≥ 等时线年龄为 1 ? 1 ≅ ≈ 及水银厂 全岩 2

≥ 等时线年龄为 ? ≅ ≈ 都是主要成矿期 后期叠加增加了矿石组成结构的复

杂性∀例如新洲金矿床在加里东期形成的矿物比较简单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 自然金 较

少见到闪锌矿! 黄铜矿! 方铅矿! 自然银! 辉银矿 而燕山期形成的矿石中毒砂也是常见矿

物 少见矿物除闪锌矿! 黄铜矿! 方铅矿外 还有黝铜矿! 磁黄铁矿! 自然铋! 辉铋矿! 硫

锑铁矿! 硫锑铜矿! 黑铋金矿! 铅铋金矿∀ 两期矿化的铅同位素完全不同 加里东期矿化的

放射性成因铅比燕山期为低 表 说明两期矿石成分差异也是由于成矿物质来源不同所造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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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洲矿床两期矿化的铅同位素特征 黄铁矿 ≈2

Ταβλε 4 Λεαδ ισοτοπεσ οφ πψριτε οφ τωο μ ινεραλιζατιον σταγεσ ιν τηε Ξινζηου γολδ δεποσιτ

成矿期 ° ° ° ° ° ° Λ Ξ Κ

加里东期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燕山期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1 ∗ 1

平均 1

  表内括号中的数字为分析个数

受岩浆活动影响∀ 从表 可见产于江南隆起上加里东期的金矿区内基本上没有侵入

岩浆活动发生 而产于褶皱带中者大多出现了侵入体∀ 侵入体中除璜山为成矿前外 其他为

成矿同期产物 古里脑! 新洲 ∀ 成矿期的侵入岩浆活动为金矿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成矿物质∀

例如古里脑岩体含铜较高 1 ≅ 因此 古里脑斑岩金矿中含有较高的铜 出现了

较多黄铜矿 又如新洲矿床东侧发育了燕山期新洲岩体 该岩体含铋 1 ≅ � 较地层

1 ≅ ≈ 为高 因此新洲矿石中出现较多铋矿物 黑铋金矿! 铅铋金矿 可能与岩体提

供了部分铋有关∀

 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成矿作用分析

华南地区金矿成矿时代较多 计有前寒武纪! 加里东! 海西! 印支及燕山期∀ 过去的工

作证明燕山期是该区最重要的成金时期 我们的研究表明加里东期金矿床分布虽不如燕山期

矿床那样广泛 但仍有较多的出现 它是华南地区仅次于燕山期的第二个重要成金时期≈ ∀华

南加里东期金矿床目前主要发现在华南加里东褶皱带及其毗邻的江南隆起上 这与该区的构

造发育历史有密切关系∀

扬子在拉通在元古宙时是一个巨大的海盆 其中沉积了巨厚的沉积岩系∀ 例如发育在克

拉通南缘江南隆起上的中元古界 双桥山群或冷家溪群 及上元古界下部 板溪群 厚达万

米以上 其中堆积的岩石属泥砂质复理石建造 并夹有中基性为主的火山岩类∀ 该岩系含金

较高 例如双桥山群上亚群含金竟达 1 ≅ 个平均 ≈ 构成了金的矿源层∀ 在晋

宁期 海盆发生回返造山! 克拉通化 伴有区域变质及侵入岩浆活动∀

晋宁期后 在扬子克拉通 地体 与华夏地体间又形成一个广阔的海盆∀ 震旦纪) 早古

生代时期该海盆中沉积了巨厚 逾万米 的泥砂质沉积物 有的地方在上部有碳酸盐层发育∀

在盆地底部伴有火山活动及热水沉积∀ 该岩系含金亦高构成了金的矿源层∀ 例如新洲震旦系

含金可达标 1 ≅ 个平均 ≈ 桂东大瑶山寒武系含金为 1 ∗ 1 ≅ � ∀

加里东末期除西南侧右江盆地外 整个海盆隆起褶皱 有的地方还有侵入岩浆活动 沿断裂

热流增强∀ 全区地层遭受区域变质作用形成准绿片岩相的板岩及变质砂岩∀ 当热流沿断裂运

行并在含金岩系中环流时 可从该岩系及其基底岩石中淋出有用组分形成含矿流体∀ 若这种

流体向上迁移 由于温度及压力降低! 及 φ 的改变将导致金络合物解体形成变质细碎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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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型及侵入体内外接触带型金矿床∀ 由于有的加里东期侵入体含金较高 当这种侵入体冷凝

时 形成了斑岩型金矿床∀ 此时期的成矿流体若叠加在已经存在的金矿上时 也可使其进一

步得到改造富集 例如大沟谷金矿床就是其例∀

加里东海盆回返褶皱也引起了毗邻的江南隆起活化 出现断裂及热流活动 热液也将古!

上元古界含金岩系中的金淋出形成矿床∀ 因此加里东期金矿床不仅出现在华南褶皱带中 也

可在江南隆起上形成∀

加里东期金矿床形成后 华南地区在海西及印支期也有局部构造热流活动形成了海西期

及印支期金矿床∀ 但该区更晚一次重要构造岩浆活动时期为燕山期 该期除形成了大量新矿

床外 在少数地方它叠加在加里东期金矿床之上 使矿床面貌更为复杂∀ 这种叠加现象主要

见于华南褶皱带中 如新洲! 水银厂等金矿床∀

 结 论

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分布较广 是该区仅次于燕山期的第二个重要成金期∀ 矿床既

可出露在华南加里东褶皱带中 也可出现在毗邻的江南隆起上∀

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的共同特征是矿床产在加里东期的构造变形带或变质带中! 受

深大断裂带或其分支构造所控制 矿体分布与断裂有关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赋矿岩石∀

产在江南隆起上的加里东期金矿床其赋矿岩石时代较老 中! 新元古代 岩性单一

均为变质细碎屑岩类 而产于褶皱带中者时代较新 中! 新元古代! 寒武纪! 志留纪 岩性

复杂 除变质细碎屑岩外 还有火山岩! 侵入岩及沉积岩∀ 产于隆起上的矿床矿物组合简单

以黄铁矿! 毒砂! 石英! 碳酸盐为主 且以单金型为特征 均属变质细碎屑岩型 由加里东

期改造作用形成∀ 产于褶皱带中者除上述矿物及元素组合外 还有辰砂! 辉锑矿! 雌黄! 雄

黄! 沥青! 碲矿物组合 矿床类型也复杂多样 有变质细碎屑岩型! 沉积岩型! 侵入体内外

接触带型及次火山岩型 它除改造成因外 还有受改造及斑岩成矿作用形成的矿床 成矿时

代除加里东期外 还有燕山期及震旦纪矿化存在∀

不同构造单元上加里东期金矿床的成矿差异主要受物质来源岩石类型及后期叠加作

用及岩浆活动所控制∀

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分布广泛与该期的构造发育历史密切相关∀ 华南加里东时期海

盆宽广 沉积了巨厚含金岩系∀ 当海盆褶皱隆起时又产生大量断裂 引起热流上升! 区域变

质及岩浆活动∀热液从含金岩系中淋出了大量金形成了金矿床 有的矿床还与岩浆活动有关∀

由于加里东期海盆回返也波及到邻区 热液也将江南隆起上古老含金岩系中的金淋出成矿∀因

此江南隆起上也发育了较多的加里东期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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