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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内 13 处独立内生金矿床（点），可分为脉型、斑岩型、夕卡岩型和叠加-改造层控型 4 类。分析

表明，海西期拉张-裂解构造背景下，虽无独立金矿形成，却为后期金矿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金矿源层或岩性条

件。独立内生金矿主要形成于燕山晚期，成矿作用发生于碰撞造山作用之后的挤压-伸展应力转换期，与扬子式

同熔型岩浆热液密切相关。叠加-改造成矿是区内大中型金矿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大时差两期次同域叠加和

大时差多期次同域改造两种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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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位于著名的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段，现已发现独立内生金矿（点）13 处，显示出良好的找矿前景。

现有论著中鲜见区内独立内生金矿类型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系统阐述该区及邻区成矿地球动力学环境基

础上，对独立内生金矿类型作初步探讨。文中独立内生金矿床指：内生矿床中金矿体单独圈定，为主要开

采对象；或金与其它金属共同组成矿体，但金的产值大于共生金属元素的内生金矿床。 

1  金成矿地球动力学环境 

成矿地球动力学环境强调成矿是造山地质事件，主要指较大区域尺度上与板块构造活动相关的地质构

造、火成岩浆活动和矿床区域展布与构造—岩浆活动的关系等。它对认识矿床类型和矿床成因研究有重要

的引领作用，也是诠释矿床成因的重要制约因素。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位于扬子地块东部北缘，地质演化先后经历了自吕梁旋回到加里东、海西、印支、

燕山及喜山旋回的发展过程（常印佛等，1991）。其中，加里东构造旋回沉积的、分布于东至地区的寒武-
奥陶系海相-滨海相碳酸盐-硅质岩-碎屑岩建造，金的丰度较高（5×10－6～12×10－6），为花山矿化域燕山

期金矿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海西构造旋回主要表现为海侵，区域为一拉张断陷盆地，同生—准同生

矿床或矿源层受同生断裂（翟裕生等，1997）控制。此期虽无独立金矿形成，但沉积岩系中拥有多层对内

生矿床的形成有利的岩性组合，尤其石炭系底部含金同生胶黄铁矿矿体、矿(胚)层的碳酸盐岩层和早三叠

世复杂碳酸盐岩层，为铜陵地区内生金矿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岩性条件。 
印支构造旋回，扬子地块与华北地块发生陆-陆碰撞，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碰撞造山期。在北西-南东

向对冲作用下，形成了由褶皱、断裂组成的 NE 向构造格局。燕山构造旋回，本区进入碰撞造山作用后的

应力转换期（唐永成等，1998）。随着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库拉板块迅速北移，中国东部大陆在其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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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新的断裂系统，如 NNE 向左行平移断裂和 NWW 向右行平移断裂，并使先成的 NE 向断裂和近 EW
向断裂再次活动。在引张环境下，剧烈而频繁的构造岩浆活动，形成了区内以长江深断裂为主干、纵横交

错的带状构造网络系统和严格受断裂控制的岩浆岩带。 
本区独立内生金矿多产于 NNE 向断裂和 NE 向、近 EW 向断裂交汇部位，成矿岩体主要为扬子式同

熔型（壳-幔同熔型）侵入岩（常印佛等，1991），同位素年龄均小于 140 Ma（吴才来等，1996；邢凤鸣等，

1999）。因此，其主成矿作用主要发生于碰撞造山作用之后的挤压-伸展的应力转换期。 
研究区南北两侧各发育一条作 NE 向延伸的 A 型花岗岩带（图 1），同位素年龄为（123±5）Ma（邢

凤鸣等，1999），属许保良（1996）所划的外带 A 型花岗岩，为后造山型，与大陆边缘伸展构造有关。王

德滋等（1999）强调拉张构造背景是所有 A 型花岗岩形成的共同必要前提。区内内生金矿相关岩体略早于

或近于上述 A 型花岗岩，据此认为独立内生金矿形成于应力转换期更为合理。 
 

 
 

图 1  安徽铜陵－东至地区独立内生金矿地质图 
（地质底图据 1/20 万铜陵幅、安庆幅地质图，修编） 

图中金矿类型及编号：石英脉亚型：①―东坑坞金矿点；②－方坊坞金矿点；③－高化塘金矿点。斑岩型：④－抛力岭金矿床；⑤－马石金矿床；

⑥－马头金矿床。夕卡岩型：⑦－包村金矿床；⑧－白芒山金矿床；⑨鸡冠石金（银）矿床。网脉亚型：⑩－西冲金矿点。叠加-改造层控型： 

○11 －天马山金硫矿床；○12 －黄狮涝山金矿床；○13 －花山砷锑金矿床 

2  主要金矿类型本质特征 

金矿类型，是一类本质特征相同金矿床的自然类型。区内独立内生金矿床主要分布于南部东至地区、

中部池州地区和北部铜陵地区（图 1）。依据主成矿作用、矿床本质特征、成矿条件可将它们分为脉型、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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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型、夕卡岩型及叠加-改造层控型（表 1）。 
 

表 1  研究区主要金矿类型本质特征 
脉   型 叠加-改造层控型 

特 征 
石英脉亚型 网脉亚型 

斑 岩 型 夕卡岩型 
金硫亚型 砷锑金亚型 

矿体特征 贫硫化物含金石英

脉沿近 EW 向断裂

或挤压破碎带分布，

长 30～200 m 

呈脉状、透镜状、沿构造角砾岩及裂隙分

布，具分支复合，尖灭再现现象 

呈透镜状、不规则状分布于岩体内部，品

位变化大 

呈透镜状、脉状、

薄板状产于岩体

与碳酸盐岩接触

带及其附近 

呈似层状、透镜状分布

于D3w与C2h之间，空间

分布稳定 

脉状矿体沿层间破

碎带和近 EW 向断

裂分布 

围岩蚀变 
特征 

硅化、黄铁矿化、绢

云母化、重晶石化，

硅化与金矿化关系

密切 

以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

为主，局部见夕卡岩化 

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发育，分带不明

显 

夕卡岩化、硅化、

黄铁矿化、菱铁矿

化、碳酸盐化 

硅化、绢云母化、黄铁

矿化、蛇纹石-滑石化、

绿泥石化 

硅化、黄铁绢英岩

化、碳酸盐化 

金的共生

矿物组合 
明金（显微自然金）

＋石英 
自然金＋黄铜矿＋毒

砂＋黄铁矿＋胶黄铁

矿＋方铅矿＋闪锌矿 

超显微自然金＋

碲金银矿＋黄铁

矿＋毒砂＋雄黄

＋硫锑铅矿＋脆

硫锑铅矿（？） 

自然金（主）＋银

金矿、金银矿（次）

＋磁黄铁矿＋毒砂

＋辉铋矿＋石英 

自然金＋银金矿＋黄铁

矿＋胶黄铁矿＋毒砂＋

石英 

自然金＋黄铁矿＋

毒砂 

典型矿床 东坑坞金矿点，方坑

坞金矿点，高化塘金

矿点 

西冲金矿点，天马山

金硫矿床Ⅰ、Ⅱ、Ⅳ、

Ⅴ矿体 

抛刀岭金矿床 包村金矿床、白芒

山金矿床 
天马山金硫矿床Ⅲ号矿

体，黄狮涝山金矿床 
花山砷锑金矿床 

资料来源 本文 本文；常印佛等，1991；
唐永成等，1998 

本文 胡欢等，2001；唐

永成等，1998 
何金祥等，1994；唐永

成等，1998；吕俊武等，

2001 

杨书桐，1992 

 
脉型金矿可进一步划分为石英脉亚型和网脉亚型。前者以东至地区的高化塘、东坑坞、方坑坞金矿点

为代表，分布于基底浅变质岩系中，矿石中无或贫金属硫化物、脉石英为载金矿物。显微金－明金主要产

于石英脉中，部分含显微金的微细石英脉产于蚀变绢英岩中，二者共同组成金矿体。金矿物为高成色自然

金（Au 90.71，Ag 7.65，Te 0，As 0.04，Cu 0.07，Sb 0.23，Bi 1.31，Pb 0，S 0，Re 0.06，Zn 0.04，Co 0，
Ni 0，Σ 100.12%，吉林大学电子探针室，2002）。此类金矿矿体规模小、品位变化大（一般＞4×10－6以

上）， 明金相对常见，为浅变质岩系中值得重视的独立金矿类型。 
网脉亚型金矿主要分布于中部池州地区和北部铜陵地区。西冲矿点受角砾岩构造及其中的裂隙构造控

制。矿石以富含多金属硫化物为特征，高成色自然金呈裂隙金和包体金形成赋存于金属硫化物中。此类矿

床尚有铜陵地区天马山金硫矿床中的Ⅰ、Ⅱ、Ⅳ、Ⅴ号矿体。 
斑岩型金矿是池州地区主要金矿类型。成矿浅成岩体（花岗斑岩－闪长斑岩）沿近 EW 向与 NE 向断

裂交汇部位侵入志留系砂页岩、粉砂岩中。矿体呈透镜状、不规则状产于岩体内部，围岩蚀变发育但无明

显分带。金矿物呈超显微金赋存于黄铁矿、毒砂中。具矿化不均、含铜低等特点，以抛刀岭斑岩型金矿为

代表。 
区内大、中型独立金矿主要分布于铜陵地区，以夕卡岩型、叠加-改造层控型为主，几乎无例外地与

受近EW向（NWW向、NEE向）和近SN向（NNE、NNW向）断裂联合控制的燕山期扬子式同熔型侵入岩

有密切的时空、成因联系。黄铁矿、毒砂、胶黄铁矿及部分脉石英为主要载金矿物。其中胶黄铁矿含金 5.3
×10－6（天马山矿床），可分为同生沉积和岩浆热液两种成因（唐永成等，1998），不同产状和成因的胶黄

铁矿含金性待查。 
由图 1 可见，由南向北，赋矿地层由老到新，控矿构造由近 EW 向、NE 向逐渐转变为近 SN 向或侵

入接触带构造，矿床类型由石英脉亚型、斑岩型变为夕卡岩型为主，矿床数量增多，规模增大。 

3  金矿叠加-改造成矿样式 

叠加成矿，是指由两期次或多期次成矿作用，共同组成一个矿床或一个矿体的描述性术语。刘连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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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将叠加成矿概括为 4 种样式，即小时差两期次同域叠加成矿、小时差多期次同域叠加成矿、大

时差两期次同域叠加成矿和大时差多期次同域叠加成矿。区内独立内生金矿，尤其是大中型金矿床，叠加

成矿特征明显，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样式。 
（1）大时差两期次同域叠加成矿。指发生于不同构造-岩浆旋回的两期次成矿作用，叠置在一个矿床

的不同矿体内或在同一矿床内相继形成不同的矿体。天马山金硫矿床是其典型代表，该大型矿床经历了海

西期同生沉积和燕山期岩浆热液两期次成矿作用，前者形成了黄龙组（C2h）下部白云岩段中的同生含金

胶黄铁矿矿胚层（矿体），后者叠加于其上，二者共同形成了具明显沉积-热液叠加成矿特点的Ⅲ号矿体，

并于有利的构造部位形成网脉型矿体（Ⅰ、Ⅱ、Ⅳ、Ⅴ号矿体）。两期次成矿作用发生于不同构造期，具

较大时差，但却叠置于同一矿床，故称之为大时差两期次同域叠加成矿。 
（2）大时差多期次同域改造成矿。位于皖南东至地区的花山矿化域，砷、锑、金矿化高峰明显不同

（杨书桐，1992）。砷矿化主要为寒武系地层成岩后生阶段产物，毒砂自形程度很高，金、锑元素均呈类

质同象存在，金初始富集形成富集层（含金 5×10－6～12×10－6）。金矿化高峰期为燕山期，受层间破碎带

控制、与扬子式同熔型岩浆作用密切相关。锑矿化则主要是燕山期岩浆热液的产物，辉锑矿以脉状或块状

形式胶结一些张性角砾或充填在一些早期矿物裂隙中。早期砷、金矿化与晚期金、锑矿化发生于两个构造

期，在同一矿化域内形成不同的矿体，因此称为大时差多期次同域改造成矿。 

4  讨论与结论   

研究区内已发现的 13 处独立内生金矿均与燕山期扬子式同熔型（壳-幔同熔型）岩浆作用密切相关，

主成矿作用发生于中生代碰撞造山作用之后的挤压-伸展的应力转换期。据主成矿作用、矿床本质特征、成

矿条件可将区内独立内生金矿分为脉型、斑岩型、夕卡岩型及叠加-改造层控型。叠加改造成矿是区内大中

型金矿床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大时差两期次同域叠加成矿和大时差多期次同域改造成矿两种

样式。 
包括研究区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独立内生金矿的深入研究，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来自不同源

区岩浆演化及其对金成矿的贡献，赋矿地层的控矿意义，独立金矿化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及不同成矿作用叠

加机制等，是区内金矿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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