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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是一种重要的金矿床类型，多产在中生代断块隆起与拗陷的过渡带中，受浅成、超

浅成侵入杂岩控制，也受断裂构造及爆发角砾岩筒控制。矿化既可以产在角砾岩筒中，也可以产在围岩之中，具有

一体多型、一筒多型矿化特征。该文提出了 7 条找矿评价标志。 
关键词  成矿地质条件  构造类型  找矿标志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 

 

    80 年代以来全球性的找金热中，在环太平洋成矿带中新发现大型、超大型金矿床 50 余处。其中有一批矿床在空间上与

隐爆角砾岩相伴产出，如美国克里普尔克里克金矿、澳大利亚基兹顿金矿、俄罗斯达拉逊金矿、克留奇金矿、智利马里昆加

金矿等。我国在 80 年代以前，也曾发现有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如河南祁雨沟金矿、山东七宝山金矿，当时认为多是中、小

型矿床。80 年代以后，发现了河南蒲塘金矿、毛堂金矿，并在祁雨沟金矿深部发现厚大工业矿体，已达大型矿床；新发现

的还有黑龙江东宁金厂金矿（中型以上）、山东归来庄金矿（大型）、河北孔各庄金矿（大型）、山西义兴寨金矿（大型）、江

西羊鸡山金矿（中型）、著名的台湾金瓜石金矿（特大型）等。该类金矿一般规模大、伴生组分多、矿化集中、延深大、易

采易选、经济效益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金矿床类型。因此，研究隐爆角砾岩型金矿的成矿地质条件、矿化构造类型及找

矿标志，对进一步找寻该类型金矿床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 

1  成矿地质条件 
1.1  成矿构造环境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多与中生代火山－侵入岩、浅成侵入岩相伴产出。从板块构造观点看，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多产在活动

大陆边缘，中新生代岛弧带，聚敛大陆边缘（R H  西托里，1991），如美国西海岸、智利、澳大利亚、俄罗斯、菲律宾等。

而我国重要的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则产在陆内造山构造环境，陆陆碰撞、陆内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中生代断块隆起和断块拗陷

的过渡带中。如祁雨沟金矿产在熊耳山隆起与伊春－潭头断陷盆地交界处；七宝山金矿产在胶南隆起与胶莱盆地过渡带中；

东宁金厂金矿产在太平岭隆起与老黑山断陷边缘，靠隆起一侧；团结沟金矿产在鹤岗隆起与乌拉嘎拗陷的过渡带中；归来庄

金矿产在鲁西泥山隆起与北东部侏罗－白垩系断陷盆地的交接部位。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多与深大断裂及大断裂带有关联。如祁雨沟金矿产于 NW 向马超营深断裂上盘的次级断裂构造中；

团结沟金矿产于北北东向乌拉嘎深大断裂带中；在沂沭大断裂南段东侧有七宝山金矿，西侧有归来庄、卓家庄金矿；东宁金

厂金矿产在图门江深断裂带的次级构造中；蒲塘、毛堂金矿产于 NW 向深断裂带中。深大断裂长期活动，控制深部岩浆上

升，特别是中生代构造岩浆的脉动活动，壳幔对流循环是形成隐爆角砾岩型金矿的重要条件之一。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与我国中生代火山岩浆带相伴产出。在吉黑火山岩浆带中有团结沟金矿、金厂金矿、荒沟山金矿、白

虎山金矿等；在太行山火山岩浆带中有义兴寨金矿、耿庄金矿、孔各庄金矿、支家地金银矿等；在胶东半岛火山岩浆带中有

七宝山金矿、归来庄金矿、卓家庄金矿等；在湘赣火山岩浆带中有羊鸡山金矿、天鹅抱蛋金矿等；在东南沿海和海南岛火山

岩浆带，也发现有隐爆角砾岩型金矿的报导。 
1.2  燕山期浅成、超浅成侵入杂岩控制隐爆角砾岩型金矿 
    隐爆角砾岩筒主要形成在浅成－超浅成中酸性斑岩的顶部，这类斑岩体一般浅部规模都比较小。如蒲塘矿区十个岩体，

单个岩体出露面积为0.1～1 km2，含矿的琵琶沟岩体仅为0.42 km2；祁雨沟含矿的Ⅱ号岩体为0.02 km2，Ⅳ号岩体为0.077 km2。 
    七宝山出露的浅成、超浅成侵入杂岩，早期为辉石二长岩、粗安玢岩，晚期为石英闪长岩―石英二长斑岩，出露面积为

12 km2，浅部形成似网状岩枝，向下逐渐会合成筒状。蒲塘金矿琵琶沟岩体由大斑花岗闪长岩、粗斑花岗斑岩、角砾状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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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霏细状花岗斑岩等组成，角砾岩筒在斑岩与围岩接触的环状断裂带中。与归来庄金矿有关的铜石岩体，包括有各种闪

长玢岩类（细斑、中斑、粗斑二长闪长玢岩）→正长岩类（角闪霓辉正长斑岩、斑状正长岩、细斑正长岩、中斑正长岩、粗

斑、巨斑正长岩）→隐爆角砾岩类→脉岩类。东宁金厂早期为细晶花岗岩，中期为闪长玢岩，呈半环状岩床产出，晚期为霏

细结构花岗斑岩、花斑岩，隐爆角砾岩筒主要产在花岗斑岩顶部，是岩浆活动末期的产物。义兴寨金矿有关的中酸性岩浆岩

可划分为 3 个侵入旋回：早期旋回为正长闪长岩及石英闪长岩，中期旋回为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晚期旋回为闪长玢岩脉。

中期旋回形成隐爆角砾岩筒。 
    成矿侵入杂岩的岩石化学成分具富碱、富硅特征。以蒲塘金矿为例，SiO2含量在 59.7％～73％之间变化，K2O＞Na2O，

贫钙、镁，氧化度较高，含矿斑岩为铝过饱和系列，非含矿岩体多为正常系列。里特曼组合指数为 0.08～5.77，多集中在 1～
4 之间，以钙碱岩系为主。稀土元素总量在 66.68×10－6～225.12×10－6之间变化，轻稀土比值在 1.45～8.94 之间变化，属轻

稀土富集型。稀土分布型式图为向右倾斜曲线，δEu亏损不明显。七宝山石英闪长岩也属于铝过饱合类型，适度富碱。祁

雨沟花岗斑岩二氧化硅平均为 69%，K2O+Na2O大于 8％，K2O＞Na2O。里特曼组合指数在 2.3～3 之间变化，为钙碱岩系。

含矿岩体晚期富含硅、碱及挥发性组分，如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硫化氢及水等。岩体的副矿物常出现磷灰石、萤石、黄铁

矿、磁铁矿等组合。从这类矿床中采集的黄铁矿、黄铜矿等硫同位素组成看，δ34S（‰）变化范围一般很窄，碳、氧、硅

同位素组成都说明成矿物质来自深源。从岩体产出的地质特征，岩石化学组成及特征指数，认为隐爆角砾岩型小岩体多属于

Ⅰ型花岗岩类（徐克勤划分的同熔型花岗岩类），是上地幔和上地壳混熔产物。部分属于S型花岗岩类，如团结沟等。 
    岩浆是隐爆角砾岩型金矿的热液物源之一。蒲塘金矿花岗斑岩含金 0.144×10－6(278 件)；羊鸡山矿区石英闪长岩含金 
0.183×10－6 (433 件，陈纪明，1995)；七宝山金矿石英闪长玢岩含金 0.3×10－6，石英二长斑岩含金 0.9×10－6；团结沟斜长

花岗斑岩含金 15.2×10－9。这些都证实岩浆房源源不断地提供热能和挥发组分，而且提供主要成矿物质。在大洋岛弧带板块

俯冲时，大洋地幔下插在大陆壳之下，而在大陆内部构造体制下，是拗陷块的幔根下插到隆起块之下，通过幔根和下地壳玄

武质源岩的部分熔融产生中酸性岩浆，在岩浆房中长时间脉动侵入形成杂岩体。形成隐爆角砾岩筒的岩体多为小岩体（浅部），

是在岩浆演化晚期产生隐爆角砾岩和金矿化，这是中生代壳幔物质交换、区域构造岩浆演化动力学的必然产物。 
    从总体上看，与隐爆角砾岩筒有关的火山-次火山岩、浅成侵入岩多属于中酸性岩浆岩，一般都经历了高度分异演化，

由中性→中酸性→酸性演化，是多期次侵入的杂岩体。这类岩浆多富含碱质和挥发组分，在深部形成的斑晶具有大斑、粗斑

就是标志。经历了分异演化晚期富含水分和矿化剂的岩浆，迅速上升、气化易于引起岩体顶部固结岩石及部分围岩在地下爆

炸，形成角砾岩筒、岩墙或岩枝，都是很好的容矿空间。角砾岩受到强烈热液蚀变，金矿化主要产在胶结物之中，蚀变和矿

化是基本同时形成的，都是岩浆演化晚期热液作用的产物。 
1.3  岩筒产出的构造条件及其对矿化的控制 
    区域性断裂带及其派生的断裂破碎带交汇处、岩体与断裂破碎带交切处、不同岩石接触带等，都可形成角砾岩筒。如归

来庄地区区域性NNW向燕甘断裂，由其派生的NW向次级断裂与EW向断裂交汇，控制铜石杂岩体展布；铜石岩体的放射状

断裂近EW向与NW向次级断裂复合部位控制归来庄角砾岩筒，矿化产在角砾岩筒，并穿入寒武系地层。卓家庄金矿产在角

砾岩筒之中。蒲塘、毛堂金矿均受区域性NW向断裂带控制，单个岩筒则受NW向断裂破碎带与NE向断裂交汇部位控制；琵

琶沟金矿受环状断裂带中裂隙系控制。祁雨沟地区角砾岩筒是受区域性NW300o～330o压扭性断裂破碎带与NE40o～50o断裂

交汇部位控制，含矿的Ⅱ号、Ⅳ号岩筒均受NW、NE向交汇构造控制。矿体受角砾岩筒和叠加的NE向断裂控制，在岩筒膨

大部位、靠近接触带矿石品位高。七宝山金矿产在沂沭断裂南部靠东侧，受NE向、EW向与NW向构造控制的中生代破火山

口隐爆角砾岩筒中。孔各庄金矿产在基底与中生代主拆离滑脱带中。基底构造为NW向，控矿构造是受NNE向、SN向裂隙带

与次级EW向破碎带复合控制的破火山口构造，金矿体产在角砾岩筒之中。吉林珲春白虎山金矿也产在破火山口构造之中。

团结沟金矿产在花岗斑岩与围岩接触带中，靠接触带越近，矿石品位越高。羊鸡山金矿Ⅴ号矿体产在角砾岩筒中，在不同岩

性围岩接触带中也有似层状金矿体。在铜石岩体外接触带寒武系围岩中也有似层状矿体。 
    角砾岩筒多产在侵入岩体顶部突起处，如金厂金矿产在复合岩体顶部，呈半环状展布。有些受岩浆穹隆构造控制，如小

西南岔金矿等。综上所述，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受区域性断裂构造控制，多产在二组以上断裂转弯或复合交切部位，受侵入体

顶部构造、破火山口构造、环状断裂、放射状断裂与其它断裂破碎带交汇构造控制。角砾岩筒型金矿多为陡倾斜，既有全筒

形矿化，如金厂、卓家庄金矿；也有环状矿脉，像蒲塘金矿呈阶梯状产出，在缓倾角部位矿体厚度大，陡倾角部位矿体变窄。

这类金矿一般延深大于延长，有很大一部分为隐伏矿体，应注意深部找矿，扩大矿床规模。 
1.4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赋矿围岩条件 
    蒲塘金矿赋矿围岩为中元古界陡岭群，岩性为黑云斜长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夹石墨片岩及薄层大理岩。陡岭群大沟

组岩石建造中，金丰度为 2.62×10－9。毛堂金矿赋矿围岩为新元古界毛堂群，是一套浅变质的细碧角斑岩，含金丰度为 1.3
×10－9～2.4×10－9。祁雨沟金矿赋矿围岩为新太古界石板沟组黑云斜长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和混合岩，是原始矿源层；

中元古界熊耳群安山岩为衍生矿源层（王志光，1998）。团结沟金矿赋矿围岩为古元古界黑龙江群中浅变质的火山沉积岩系，

含金丰度为 20×10－9；另有侏罗-白垩系宁远村组中酸性火山岩也赋矿。七宝山金矿基底为粉子山群，盖层为白垩系青山组

粗面安山岩、安山集块岩、角砾岩、凝灰岩等，岩筒产在中生代火山岩之中。归来庄金矿赋矿围岩为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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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泥质条带灰岩，顶部有硅质条带结核灰岩、泥岩；另有侏罗-白垩系火山岩，外围地区分布有太古宙花岗片麻岩。羊鸡山

金矿赋矿围岩为五通组砂岩、中石炭统黄龙组灰岩，其底部有一层含黄铁矿砂砾岩层。孔各庄金矿赋矿围岩为长城系方庄组

第三段隧石条带白云岩，白云岩中夹有泥钙质薄层条带，基底为阜平群变质的火山沉积岩系。 
    通过对蒲塘、毛堂、团结沟等金矿赋矿围岩的研究，认为在金的地球化学区内，基底围岩含金背景值相对较高，特别是

前寒武系变质的中基性火山岩及含铁碳酸盐岩沉积建造，经历了区域热动力变质作用、韧脆性构造作用，多形成金矿化的原

始矿源层。基底岩系金的平均值不一定高，但由于韧性剪切构造、热动力变质作用，金已转移到脆韧性剪切带或韧性构造带

中，使其局部矿化富集。到中生代由于构造岩浆叠加，金被活化并聚集在角砾岩筒周围，形成矿化富集。岩浆作用带来主要

矿化元素，在上升过程中又与基底变质岩混熔，捕获部分矿化元素；另一方面成矿热液长期分异演化，晚期热液的对流循环

也可能萃取部分矿质，成矿物质具有多来源的特点。 

2  构造类型控制矿体矿床空间分布—— 一体多型一筒多型特征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在空间和成因上与浅成、超浅成小侵入体有关联，因之，控制侵入杂岩的构造类型、围岩性质不同，

矿化类型也不相同。矿化可以产在角砾岩筒中（主要的），例如蒲塘金矿、孔各庄金矿、金厂金矿、祁雨沟金矿、七宝山金

矿、卓家庄金矿、白虎山金矿等。也可以出现复杂矿化类型，即除角砾岩筒外，还可以产在岩筒外围岩中，如归来庄金矿、

羊鸡山金矿、义兴寨金矿等。 
2.1  复杂型矿化类型及空间分布—— 一体多型 
    矿体可以产在一个岩体的中心部位，也可产于角砾岩筒内部、接触带或围岩中，即一个岩体有多种类型矿化。如山东平

邑铜石地区（曾庆栋 1998）金矿化类型：① 在铜石次火山杂岩体边部放射状断裂与 EW 向断裂交汇部位有：在隐爆角砾岩

筒中定位的卓家庄金矿，赋矿围岩为闪长玢岩、正长斑岩，角砾状矿石，矿化蚀变有硅化、萤石化、黄铁矿化、辉锑矿化、

方铅矿化，矿石品位高；隐爆、侵入角砾岩型的归来庄金矿，矿体呈脉状侵入在寒武系地层中，以角砾状矿石为主，蚀变有

硅化、冰长石化、黄铁矿化、萤石化、碳酸盐化等，矿床规模最大，品位高，是最主要的矿化类型。② 在矿区西部受 NW
向断裂构造控制，于泥质条带灰岩中形成似层状、浸染状矿化，顶部有硅质结核灰岩及泥岩为隔档层。蚀变有萤石化、硅化、

碳酸盐化。此类型有磨房沟金矿，梨坊沟金矿。③ 斑岩型金矿化，发生在岩体中心部位正长斑岩中，矿脉多产在冷凝裂隙

中。蚀变有硅化、黄铁矿化、萤石化等。此类型有银洞沟金矿点，宝古山金矿点。④ 夕卡岩型金矿，矿体产在闪长玢岩与

寒武系灰岩接触带构造部位。夕卡岩矿物有石榴石、绿帘石、磁铁矿、黄铜矿、黄铁矿等。矿石品位低，规模小，形态复杂。

⑤ 古溶洞型金矿，产在寒武系灰岩中，形态多不规则，常呈串珠状分布；矿化规模一般较小。矿化表现为硅化、萤石化、

黄铁矿化、方铅矿化。此类型有张理村金矿点，红旗村金矿点等。 
    羊鸡山金矿内相关的金矿化类型有：① 产在隐爆角砾岩筒中的金矿，如Ⅴ号矿体；② 产在黄龙组灰岩与五通组砂岩地

层假整合面的金矿，如Ⅰ号矿体；③ 产在黄龙组地层间破碎带中的金矿，如Ⅱ号矿体；④ 产在志留系砂岩裂隙中的金矿，

如Ⅳ号矿体；⑤ 产在岩体内外接触带中的金矿，如 12-1、12-5 号矿体。 
    义兴寨金矿 4 个角砾岩筒的分布，在平面上呈近 EW 向延长的菱形，各岩筒的东西边界被 SN 向断裂围限。1 号、3 号

矿体产在铁塘硐角砾岩筒的两侧，7 号矿体产在义兴寨角砾岩筒中，5 号矿体产在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中。矿化多以大脉型、

复脉型及网脉型为主。 
2.2  产在角砾岩筒中金矿化类型及空间分布—— 一筒多型 
    蒲搪金矿区的琵琶沟岩体是一个含矿地质体。从地表向下至 507 中段为氧化矿石，赋矿围岩为陷落混合角砾岩，出露有

大脉型金矿，金矿品位较富（＞ 6 g/t），另外还有斑岩型矿体，但规模很小。462 中段矿体厚大，以角砾状矿石为主。417
中段矿体倾角变徒、厚度变小，以角砾状矿石为主；另发现在岩筒与围岩接触带中有蚀变岩型金矿脉。再深部角砾岩型矿体

变小，而角砾状花岗斑岩中细脉浸染型金矿体变大。毛堂金矿Ⅱ号、Ⅲ号矿体均是产在碎裂的花岗斑岩内的斑岩型矿脉，向

深部分支，在斑岩中尖灭。从蒲塘、毛堂金矿成矿特点综合对比后认为，毛堂金矿剥蚀比较大（已到根部），而蒲塘金矿剥

蚀较浅，有角砾岩型矿脉，深部还应该有碎裂斑岩型金矿体。 
    孔各庄金矿也是产在隐爆角砾岩筒中，其矿化特征为：650～620 m 标高，为细脉带型矿体，脉宽 0.3～0.5 cm，矿石类

型为含金石英硫化物矿石，围岩未蚀变。550～520 m 标高，为大脉带型矿体，脉宽 5～50 cm，矿石类型为硫化物石英脉，

围岩蚀变有硅化、方铅矿化、黄铁矿化。520 m 标高以下，为筒状矿体，矿石类型为角砾状矿石，围岩蚀变有硅化、绢云母

化、黄铁矿化、黄铜矿化。 
    祁雨沟金矿 4 号岩筒矿化最好，其矿化特征为：460 m标高以上，为含金石英-多金属硫化物脉体，长数十米至 100 m，

厚数厘米至数十厘米，延深大于 100 m，围岩以安山岩、角砾岩为主，含金平均 10×10－6。370～490 m标高，为不规则状矿

体，长 140～200 m，宽 20～25 m，延深 50～100 m，围岩为碎裂岩、角砾岩，含金平均 3×10－6～5×10－6。浅部矿体多为

囊状、扁豆状、脉状，延长不大，脉体比较窄，矿体规模不大。但品位比较高，多年来找矿一直认为是中－小型矿床。近年

来矿山探矿与科研相结合，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已成为大型矿床。 
    黑龙江金厂金矿是一个日本人曾开采过的金矿，解放后多个勘查单位作过工作，但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地表发现有网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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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大脉状金矿化，很难圈出工业矿体。1994 年底发现了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地表长 50 m、宽 30 m（深部 28 m），延深达

281 m 还未封闭，平均品位达 8 g/t，4 个钻孔获 8 t 储量，深部及外围还有新的发现，找矿前景很好。 

3  找矿标志 

3.1  地貌及地表标志 
    蒲塘、毛堂、金厂、团结沟、七宝山、白虎山等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多产在低山丘陵区，以正地形为主。因为金矿化多与

黄铁矿、黄铜矿等硫化物相伴产出，故在地表氧化带中常有褐铁矿、孔雀石等矿物组合，具有细脉状、网脉状褐铁矿帽。在

河流沟谷中有砂金矿或金的重砂异常。 
3.2  岩浆岩标志 
    在中生代的构造岩浆带中，分布有钙碱系列燕山期浅成－超浅成小侵入体、次火山岩、中酸性杂岩，分异演化完全，隐

爆角砾岩筒规模大、蚀变强，都是找矿的直接标志。 
3.3  断裂构造标志 
    大断裂带的转弯处、交切处，断裂破碎带及其构造交汇处或断裂分枝的交结点；变质核杂岩的拆离构造带，不同岩相、

岩性的接触带，特别是断裂与岩体的接触带或相交部位；火山机构及隐伏穹隆构造常容易有隐爆角砾岩筒，特别是在岩体的

顶部，放射状、环状构造的交结处，常赋存有矿脉，而隐爆角砾岩筒构造本身就是有利的成矿构造。遥感图像表现出多组线

性构造交汇或线性与环形构造复合叠加部位，多有利于小侵入体或角砾岩筒生成。 
3.4  热液蚀变标志 
    成矿的角砾岩筒蚀变多比较强。以中低温蚀变矿物组合为主，有烟灰色石英，以硅化、黄铁矿化、水白云母-绢云母化、

高岭土化、碳酸盐化为主，有的矿区出现有电气石化、萤石化、菱铁矿化、重晶石化等。有的矿区蚀变矿化出现分带。如蒲

塘矿区，岩筒外为青磐岩化，岩筒中主要为硅化、绢云母化及黄铁矿化。蒲塘矿区浅部以金矿化为主，深部铜含量增加。七

宝山金矿在－150 m 标高以上为金矿体，以下为金铜，深部以铜为主，金只为伴生。 
3.5  地球化学标志 
    孔各庄金矿是根据化探异常发现的：在 1∶20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时，发现 Au、Ag、Cu、Hg 等元素异常呈 NW 西带状

分布；1：5 万分散流圈出 Au、Ag、Cu 异常，异常规模大、丰度高，具浓集中心，在高丰度区发现有工业矿体（陈纪民 1995）。
蒲塘金矿在琵琶沟角砾岩筒顶部矿上元素组合为 Au、Ag、Cu、Pb、Zn、As、Hg 组合，中部为 Au、Cu、Bi、Hg、Mo 组

合，深部为 Cu、Mo、W(Au)组合。地球化学元素 Sb、Hg、Ag、Pb、Zn 含量从深部向浅部增加，而 W、Mo、Bi、Co、Ni
向深部增加；可以选用多元素比值指数来定量研究元素的垂向变化规律，用五项指标来判断斑岩-角砾岩筒的剥蚀深度。 
3.6  地球物理标志 
    孔各庄金矿大比例尺电法测量，推测深部有花岗岩体，矿体为高激化、高电阻率（喻学惠 1996）。从近年来研究看，用

重力和电磁法可以确定小岩体范围（重力低）；角砾岩筒中往往含有少量磁性矿物，因之用高精度磁测可以确定角砾岩筒；

角砾岩多为低阻体，而强硅化的为高阻体；金矿化常与黄铁矿及硫化物相伴产出，可以出现高激化体（注意有一些粗晶黄铁

矿不含金），低电阻率。所以要用综合方法进行预测。 
3.7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多与中生代火山岩和超浅成-浅成侵入杂岩有成因联系，成矿具有一体多型、一筒多型特征 

在同一矿区或同一岩体，既有角砾岩筒型金矿、斑岩型金矿、接触交代型金矿、蚀变破碎带型金矿，也有热液脉状充填

型金矿；有的还有火山岩型金矿。即一体多型。而在同一个角砾岩筒内，顶部塌陷带有细脉状、大脉带型矿体，中部为筒状

角砾岩型金矿石，深部为斑岩型金（铜）矿石；在岩筒接触带中能形成夕卡岩型矿脉，也可能形成蚀变岩型矿脉；在岩筒外

围岩中形成似层状、透镜状矿体或浸染状矿脉等。即一筒多型。总之，隐爆角砾岩型金矿找矿，可以根据已发现的一种矿化

类型，从其成矿系列和规律，找寻相应位置的矿脉。尤其这类矿床延深多大于延长，有一些属于隐伏矿，根据浅部标志可以

寻找深部矿。所以，在找矿勘查工作中，不应把某类型金矿和有关矿床彼此孤立起来，而应把各类矿化通盘考虑，互为找矿

标志，预测隐伏矿体或开展外围找矿。 
    以上是近年我们研究工作成果积累的部分资料，在成文过程中也引用了科研及生产单位的部分资料，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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