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02 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1 卷  增刊 

 

中国前寒武纪金矿成矿特征∗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Precambrian Gold Deposits in China 
 

胡小蝶  沈保丰  翟安民  杨春亮  曹秀兰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天津  300170） 

Hu Xiaodie, Shen Baofeng, Zhai Anming, Yang Chunliang, Cao Xiulan 
(Tianjin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Tianjin 300170, China) 

 

摘  要  前寒武纪是中国重要的金成矿期。中国前寒武纪金矿床的类型主要有绿岩带型金矿床，变质砾岩型

金矿床，条带状铁建造型金矿床和浅变质碎屑岩型金矿床，其中以绿岩带型和浅变质碎屑岩型金矿床最为重要。

金矿床主成矿期从太古宙末到新太古代。各类金矿床的形成与中国前寒武纪地壳演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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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寒武纪是金矿的主要成矿期。世界金矿的储量约 70％产于前寒武纪（陈纪明等，1997）。在中国，

前寒武纪亦是很重要的金成矿期，由于中国大陆具有多旋回分阶段演化的特征（任纪舜等，1999），晚期

的构造岩浆活动常叠加在早期形成的地质体中，使早先在前寒武纪形成的金矿床，被后期的构造岩浆活动

和金成矿作用叠加、改造，造成金成矿的长期性、多时代和多期（次）特征，但也同时确定金主成矿期的

困难，造成对一些金矿床成矿时代多解性和长期争议，从而使不同学者得出的中国前寒武纪金矿的储量比

例不一致。韦永福，吕英杰等(1994)提出，中国金矿床中太古宙含金绿色岩系中的金矿占岩金总储量 29％，

元古宙浅变质岩系中的金矿占岩金总储量 14％，也就是前寒武纪中金矿占岩金总储量 43％。陈纪明等

（1997）得出，中国岩金储量 40.8％集中于前寒武纪。陈毓川等（2001）对中国不同类型金矿床的储量进

行了较详细的统计，得出花岗岩-绿岩带金矿床占总储量 6.5％，产在前寒武纪地层中与岩浆岩有关的金矿

床占总储量 26.3％，前寒武纪沉积岩建造中的金矿床占占总储量 3.85％，总计与前寒武纪有关金矿床的储

量占总储量 36.65％。不同学者的统计数字虽然不尽相同，而且其中有的矿床的成矿时代是否是前寒武纪

时期还是有争议，再加上前寒武纪时代由于形成时期较久，不少金矿床可能己经被剥蚀，但也可以得出中

国前寒武纪是很重要的金成矿期。 
中国前寒武纪金矿床的主要类型是：绿岩带型金矿床，变质砾岩型金矿床，条带状铁建造型金矿床和

浅变质碎屑岩型金矿床。 

1  绿岩带型金矿床 

中国早前寒武纪绿岩带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台的北缘、西南缘、胶东、鲁西和五台山一恒山等地，此外

在扬子地台的西南缘、西北缘也有少量的分布，在塔里木地台北缘也可能分布绿岩带。与绿岩带有关的金

矿床不仅有夹皮沟本区、三道岔、金厂峪、文峪、东闯、大湖、小营盘、排山楼、焦家、等大型、特大型

金矿床，同时也有一大批如八家子、二道沟、东腰庄、等中小型矿床。绿岩带型金矿床是指产在绿岩带地

质构造背景，在绿岩带形成、发展和改造的地壳演化过程中，不同阶段形成的一系列金矿床的总称，是以

赋矿建造为标准划分的一类金矿床类型（沈保丰等，1994，1997）。根据金矿床的物质来源、成矿地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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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环境和地壳演化等特点，中国绿岩带型金矿床划分为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和构造期后再生型热液金

矿床两类。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主要与挤压环境的韧性剪切作用有关，又分为细脉浸染状金矿床和脉

状金矿床两个亚类。构造期后再生型热液金矿床可再分为与外生地质作用有关的砂砾岩型金矿床和与深熔

岩浆作用有关的再生型热液金矿床两个亚类（沈保丰等，1994，1997）。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形成在

早前寒武纪，构造期后再生型热液金矿床部分形成在前寒武纪，而主体形成在显生宙。本节主要阐述同构

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的特点。细脉浸染状金矿床是绿岩带中重要的金矿床类型，产出在遭受深层次的韧性

变形作用的绿岩带层序中上部位变质火山-沉积岩内。在脆-韧性剪切作用的早期阶段成矿。岩层、矿体、

韧性剪切带三者产状基本一致或成较小的夹角。矿石品位不高，矿体与围岩的界线不明显，矿体的圈定要

依据化学分析结果。矿化类型为稀疏浸染状、细脉状。矿石类型简单，主要为黄铁矿型，黄铁矿细脉、石

英细脉都有强烈的塑性变形。矿体常呈似层状和透镜体状，自然金的成色高，围岩蚀变发育。这类金矿床

目前发现不多，主要分布在辽西、五台、清原、青龙河等绿岩带中，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辽西排山楼金矿床。

脉状金矿床是单脉、复脉、网脉和交代脉的总称。是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中最主要的类型，广泛分布

在夹皮沟、小秦岭、冀东等地，其中有金厂峪、小营盘、夹皮沟、三道岔、二道沟、文峪、杨寨峪等大型、

特大型金矿床。金矿体主要与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紧密相关，严格受韧性剪切带控制，矿体常赋存在退

变质带、强变形带和韧脆叠加构造带等强变形部位，主要形成在脆-韧性剪切作用的晚期阶段（李德威，

1993）。赋矿围岩多种多样，但以变质镁铁质火山岩为主，常在绿岩层序的下部，其次为花岗质岩石。赋

矿围岩遭受了强烈的变形变质改造，形成糜棱岩-片糜岩，其中较重要的是（绢云）绿泥片岩、石英绢云片

糜岩。矿化类型有含金石英脉和含金复脉带二类，不同矿区矿化类型有差异。矿石类型有含金黄铁矿型、

含金多金属硫化物型和含金黄铁矿、方铅矿型。硫化物含量不高，大致占矿石总量 5％～10％，属少硫化

物型。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成色较高。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矿石矿物均具有韧性变形特征，黄铁矿颗

粒常被拉长、压扁和发生褶曲，石英具波状消光、核幔结构、拔丝结构等。围岩蚀变发育，有绿泥石化、

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等，其空间分布有一定的分带性。矿体常成群产出，沿带分布，分段集中，常

有膨胀收缩，尖灭再现，分支复合现象。矿体常呈陡倾斜产出，延深较大，而且延深常大于延长。金矿床

主要成矿期为新太古代-古元古代，如夹皮沟二道沟金矿床矿石单颗粒锆石U-Pb年龄为（2475±19）Ma，
八家子金矿床矿石单颗粒锆石U-Pb年龄为（2469±33）Ma（沈保丰等，1998）；金厂峪金矿床含金石英脉

石英40Ar-39Ar坪年龄为 2190.5 Ma（林传勇等，1994）；小营盘金矿床矿石单颗粒锆石U-Pb年龄为（1826±
31）Ma（胡小蝶等，1997）。 

2  变质砂砾岩型金矿床 

是目前世界上储量最大、产量最多的金矿床类型，最著名的是南非维特瓦特斯兰德金矿床。在我国目

前分布不广、规模较小、多呈矿化，仅个别为小型矿床，但至今尚未具有工业开采价值，主要分布在五台

山地区古元古界滹沱群豆村亚群四集庄组变质砾岩内。四集庄组变质砾岩的成分主要受下伏的五台山花岗

岩-绿岩所控制，岩石经历了吕梁期的变质变形作用，变质程度一般为绿片岩相-次绿片岩相。变质的砾岩、

砂砾岩、砂岩、泥岩及其泥质、砂泥质胶结物内普遍含金，但量少且分散，大致在 1×10－9～57×10－9之

间。依据金矿床（化）产出的地质构造环境、变质砾岩的岩石组合以及后期的热液叠加改造等，可进一步

划分为 3 个亚类：沉积变质-热液叠加型；沉积变质型和（弱变质）沉积型，其中以第 1 类为最重要，后二

类仅见金矿化，至今尚未发现矿床（沈保丰等，1998）。沉积变质-热液叠加型主要分布在灵丘－老潭沟一

带和五台县七图村－四集庄地区，其中以七图村－四集庄地区的西山金矿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矿体主要

赋存在四集庄组下部变质砾岩与变质镁铁质火山岩之间的变质含砾砂岩内，在倒转背斜核部韧性变形的四

集庄组下部含砾变质砂岩段。矿化带断续延伸约 1.5 km，呈似层状、透镜状，可圈出 2 个矿体。矿化类型

有石英脉型和细脉浸染型两类。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自然金，偶见黄铜矿；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自

然金以粗粒、巨粒为主，最大粒度可达 4 mm，成色较高，为 800～940。围岩蚀变较弱，主要有黄铁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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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泥石化等（陈平等，1996；沈保丰等，1998）。成矿时代为古元古代。 

3  条带状铁建造型（BIF）金矿床 

该类型金矿床（化）在中国有一定的分布，在华北陆块、扬子陆块、华夏陆块、佳木斯陆块、塔里木

陆块和秦岭褶皱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和不同规模的产出，其中以华北陆块和佳木斯陆块最为重要，代

表性的金矿床有东风山、康家沟、殿头、柏枝岩、小板峪和南龙王庙等。含金岩系的时代从新太古代的山

西五台山绿岩带到新元古代粤西青白口群云开群和赣中南华系的杨家桥组。在华北陆块条带状铁建造的形

成时代为新太古代，而且多与绿岩带有密切的时空分布和成因关系，一般均分布在绿岩层序的中上部。在

华南陆块，条带状铁建造分布在扬子陆块和华夏陆块两者之间的活动大陆边缘拼贴会聚带，含铁岩系是一

套海相火山岩-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形成于新元古代。中国条带状铁建造型（BIF）金矿床一般具有以下

的一些特征：① 主要产出在太古宙绿岩带或元古宙变质富铁沉积岩系内，如五台山柏枝岩金矿床产在五

台群石砠亚群柏枝岩组的绿片岩相变质的火山岩建造内；② 含金铁建造属阿尔戈马型，是火山喷流沉积

成因；③ 含金铁建造常与镁铁质-超镁铁质或安山质-长英质火山岩呈互层产出，说明其与海底火山作用关

系密切；④ 含金铁建造的沉积相主要为硫化物相和碳酸盐相，或两者的混合相，氧化物相、硅酸盐相铁

建造也产出金矿，但规模一般较小。黑龙江东风山金矿床是目前中国条带状铁建造型金矿床中规模较大的

金矿床，属中型规模，矿床中铁建造的沉积相有氧化物相、硅酸盐相、碳酸盐相和硫化物相，但含金铁建

造仅产于硅酸盐相铁矿层的底部，含锰硫化物钴金矿层硫化物相铁建造中（刘静兰等，1991）；⑤ 金矿体

的产状主要呈似层状、透镜状，层控明显，矿体与铁建造都同时经受区域变质变形作用。如东风山金矿床

的绝大多数矿体与围岩均经受相同的变质变形作用，大部分矿体产在背斜褶皱的两翼，矿体形态呈层状、

似层状、扁豆状、透镜状；少部分产在背斜褶皱的轴部，矿体形态多呈鞍状、透镜状，在背斜转折端部位

明显加厚；⑥ 在条带状铁建造中虽然金矿化相当普遍，但是具有工业价值的矿体仅是部分铁建造，而主

要是在一定构造的有利部位。如山西五台山殿头金矿床主要赋存在五台群柏枝岩组下部的条带状磁铁石英

岩中，容矿岩石为富含碳酸盐的磁铁石英岩和含黄铁矿的绿泥片岩，金矿体产在强烈挤压变形和褶皱叠加

的部位，产状与褶皱枢扭一致，呈似层状、透镜状，在一些褶皱的鼻部形成富矿柱（陈平等，1996；沈保

丰等，1998）；⑦ 金矿物以自然金为主，成色较高，大致在 900 左右。在华北陆块内金矿石为自然金-黄铁

矿-磁铁矿-碳酸盐-石英组合，在佳木斯、华夏等陆块内金矿石多为自然金-毒砂-磁黄铁矿（或黄铁矿、黄

铜矿）-石英组合，而且金砷常具正相关关系；⑧ 矿化在空间上一般不具带状分布特征；⑨ 与深成岩的时、

空和成因关系不甚明显；⑩ 成矿时代从新太古代末－新元古代。五台山殿头和小板峪两个金矿床的矿石

石英40Ar-39Ar同位素年龄分别为（2416±64）Ma和（2317±63）Ma（骆辉等，1999）。华夏陆块内粤西云

开大山地区云开群中牛温坑、合江、廉江高村等金矿点形成于约 8 亿年的晋宁运动。原认为形成于古元古

代的东风山金矿床（刘静兰等，1991），通过对柳毛麻山群锆石SHRIMP U-Pb年龄的测定结果，S Wild等
（1999）认为有可能形成于约 500 Ma，与晚泛非运动有关。 

4  浅变质碎屑岩型金矿床 

这是中国重要的前寒武纪金矿床类型，其重要性仅次于绿岩带型金矿床。该类金矿床也称浊积岩型金

矿床，而在俄国则称为黑色岩系金矿床。在中国这类金矿床有产在华北陆块东北缘古元古代辽河群的猫岭、

四道沟等金矿床；产在华南陆块中－新元古代板溪群、冷家溪群的黄金洞、沃溪、漠滨、西安、符竹溪、

黄土店、龙江等金矿床。这类矿床的含金岩系在太古宙或古元古代的结晶基底上发展起来的，古老结晶基

底的物质成分对形成该类型金矿床提供了一定的物源，也反映了地壳演化从太古宙-古元古代的相对活动环

境向元古宙相对稳定的陆台边缘海环境过渡，金矿床都处于裂谷（或裂陷槽）或大陆边缘增生带。含金岩

系的原岩主要由泥质岩、砂岩、粉砂岩、碳酸盐岩及部分火山碎屑岩组成，经浅变质后成为石英岩、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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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岩、千枚岩、片岩等，岩石中沉积韵律明显，发育有递变层理、包卷层理、鮑马序列等，属浊积岩系。

在围岩和矿体中碳的含量普遍较高，当碳含量高时，成为碳质页岩，反映水介质为还原条件。如辽东猫岭

金矿的容矿围岩为绿泥、绢云千枚岩、绢云石英岩互层带夹石墨片岩、黑云变粒岩等。含金层位的金丰度

相对较高，据韦永福等（1994）资料，含金层位的丰度（10－9）分别为：辽河群盖县组 5.20，冷家溪群第

三岩组 4.2，板溪群马底驿组 4.5，五强溪组 5.4 等。矿化类型有石英脉型和细脉浸染型两类，常形成石英

脉矿体、复脉带型矿体和似层状、透镜状矿体。石英脉型矿体主要产在背斜鞍部及层间滑脱带内，如湖南

沃溪钨锑金矿中的含金钨锑石英脉产在层间断层内，又称层间脉；细脉浸染型金矿体主要受韧-脆性剪切带

控制，如猫岭金矿床。矿石的矿物成分比较简单，金属矿物以黄铁矿为主，其次为毒砂和磁黄铁矿，数量

不等的辉锑矿、白钨矿、黑钨矿、方铅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其次为绢云母、绿泥石、方

解石、石墨等。在猫岭、四道沟等金矿床内白钨矿仅为少量矿物，而在华南其些矿床中辉锑矿、白钨矿等

是主要的金属矿物，形成沃溪金锑钨矿床，符竹溪金锑矿床等。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其次为银金矿，主

要呈裂隙金、包体金或晶隙金存在。围岩蚀变以低温热液为主，常见蚀变有硅化、碳酸盐化、粘土化、黄

铁矿化、绢云母化等，蚀变分带不很明显，不同蚀变类型常相互叠加。这类矿床产出地区一般岩浆活动较

弱，矿床及其附近岩浆岩不发育。成矿时代从古元古代到新太古代，辽宁猫岭金矿床的方铅矿铅的模式年

龄分别为 1722，1652，1659 Ma，同围岩变质年龄（1820 Ma）基本一致，说明主成矿时代为古元古代末

期（崔克英等，1994）。湖南沃溪、漠滨、西安、符竹溪、黄土店及龙山等金矿床主要在雪峰期成矿(1050～
680 Ma左右)（中国人民武警部队黄金指挥部，1996）。 

综上所述，中国前寒武纪是金矿重要的成矿期，金矿成矿同海相火山作用关系十分密切，在华北陆块

太古宙地壳处于强烈活动状态，广泛发育海相火山作用，变质作用强烈，在古陆核活动大陆边缘形成太古

宙绿岩带和绿岩带型金矿床。元古宙早期，初始克拉通化的华北古大陆开始裂解和离散，在东北缘形成辽

吉古元古代陆内裂谷，在裂谷北缘的斜坡区形成猫岭、四道沟等浅变质碎屑岩型金矿床。在五台山－恒山

绿岩地体的东南缘，在古元古代滹沱群底部豆村亚群四集庄变质砾岩的底部产出变质砾岩型金矿床。在扬

子陆块的东南缘，在活动大陆边缘的中－新元古代冷家溪群、板溪群中产出沃溪等浅变质碎屑岩型金矿床。

总之，中国前寒武纪各类型金矿床的形成与中国前寒武纪地壳演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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