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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首次明确提出黔东南天柱县 !锦屏县 !黎平县以及相邻的湖南省靖县 !会同县 !洪江县存在浊积岩

型金矿 ∀研究发现 这些金矿均产在加里东皱褶带中 它们产于背斜的轴部 向两翼延伸 形成平行于地层的石英

脉 另一种石英脉则充填于褶皱和剪切作用形成的剪切带或断裂带中 ∀这些褶皱和断裂均呈北东方向 ∀黔东南地

区的浊积岩型金矿 均赋存于前震旦系下江群浊积岩中 产在板岩 !凝灰岩或者在板岩和砂岩交界处 ∀石英脉中金

的富集与黄铁矿 !毒砂 !闪锌矿 !方铅矿等密切相关 ∀细脉比宽脉更富集金 断裂交叉处更富含金 ∀石英脉两侧 尤其

是顺层石英脉 的蚀变很弱 主要为硅化和绿泥石化 ∀应用 ≥ 方法测得石英脉的年龄为 ∗ 成矿时

代应在加里东期或期后 ∀黔东南浊积岩金矿在品位 多数可见明金 !储量和产量方面均很有前景 研究它们具有十

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经济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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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黔东南地区赋存于浅变质浊积岩 砂岩 !

粉砂岩 !板岩和凝灰岩 中的含金石英脉金矿 被简

称为/ 浊积岩金矿0 ∀这类矿床最先是在澳大利亚的

∂ 维克多利亚 省和加拿大的 √ ≥ 新

斯科特 省发现的 2

≤ ¬

∀赋

矿的地层可以从太古宙到第三纪 ∀这类金矿床常常

产于背斜的轴部 并与断裂和剪切带有关 大多数产

在浅变质 绿片岩相 的浊积岩地层中 ∀在加拿大新

斯科特省的 长 ! 宽的区域中分布有

多个含金石英脉型金矿床 ∀在澳大利亚维克多

利亚省的 ≅ 的地区内分布有 个大

于 储量金的矿床 其中 矿床的储量将近

∀不仅有原生矿 其砂金

产量也很大 ∀中国黔东南地区的含金石英脉也属于

这种浊积岩型的金矿 本文首次明确提出这种浊积

岩型金矿存在于中国 它们无论在品位 多数可见明

金 还是在储量和产量方面均很有前景 ∀

贵州省东南部的天柱县 !锦屏县和黎平县产出

大量的石英脉型金矿床 ∀随着数以百计的民营金矿

的开采 特别是 世纪 年代以来 民采揭示了不

少金矿的谜底 过去认为远景不大的金矿现已达几

吨以上 一些过去认为储量只有几吨的金矿 现在黄

金年产量都在 以上 ∀以锦屏县平秋金矿为例 该

矿床十多条含金石英脉长 以上 延深已达

余米 曾有 个民硐 数百人开采 年产黄金估

计 以上 这种产于浊积岩中的金矿床的远景和储

量已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 ∀但是 对这个地区的地

质构造与金矿床的关系以及金矿床的规模和成因

至今未进行过详细的研究 ∀

笔者从 年起 开始对锦屏 !天柱 !从江 !黎

平等地的金矿进行地质调查和研究 在中国科学院

和贵州省基金的资助下 重点对以下 个问题进行

了研究 ≠ 该地区的地质构造主要特征及其与金矿

的关系 该区金矿床的特征和类型及其成因 ∀为

在该区进一步找矿 !开发 最后确定该地区金矿的远

景和金矿成矿模式提供资料和依据 ∀本文就是该项

目科研成果的一部分 ∀

 地质背景

贵州省东南部的天柱 !锦屏 !黎平 县及相邻的

湖南省靖县 !会同 !洪江 县是中国浊积岩金矿分布

的地方 图 和图 ∀该区的大地构造位于扬子准

地台和华南加里东褶皱带的结合部位 ∀这个地带的

金矿均产在加里东褶皱带中 称之为湘黔褶皱带 图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 罗献林等

曾对湖南省沃溪式层控式金矿进行过研究 ∀

余大龙 和卢焕章等 曾对黔东南上述三

县的金矿及其与地质构造的关系作过研究 ∀

1 1  地层

区内主要地层为前震旦系下江群 图 和图 ∀

下江群从下至上分番召组 !清水江组 !平略组和隆里

组 ∀区内最老的地层为番召组 分为 段 岩性均为

灰色 ) 淡绿色板岩夹少量变余砂岩及变余凝灰岩

厚度大于 其中有含金石英脉 清水江组为

浅灰色 !灰绿色及深灰色变余凝灰岩 变余层凝灰岩

见马尾丝状 !变余砂岩和板岩组成互层 厚度为

∗ 见含金石英脉 平略组主要为浅灰

色 !灰绿色板岩夹少量变余砂岩 厚 ∗

尚未发现含金石英脉 根据岩性特征 隆里组可以

划分为 段 一段为浅灰色至灰色变余砂岩 !变余粉

砂岩夹板岩 厚 ∗ 见含金石英脉 二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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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湘西 ) 黔东南金矿床地质图 根据本研究的遥感资料及贵州 !湖南省地质图编汇

ƒ  ∏ ∏ ∏ ∏

∏ ∏ ∏

浅灰绿色 !灰绿色板岩夹少量细砂岩 厚 ∗

产含金石英脉 ∀一般来说 番召组分布于背斜核

部 其余依次分布于背斜翼部 ∀区内下江群沉积构

造保存良好 常见鲍马韵律 图 ∀偶见原生滑塌

滑移成因的角砾岩夹层及包卷层理 主要为浅 !中海

斜坡 盆地相浊流沉积 ∀清水江组及隆里组一段主

要为浊积扇上部及中部 ∀番召组二段 !平略组及隆

里组二段主要为浊积扇边缘至深海沉积 ∀下江群地

层总厚度约 ∀在清水江组和番召组的底部

见到凝灰岩 说明它曾经处于海底火山喷发的环境

也许提供了金来源的一部分 ∀其岩性为板岩 !粉砂

岩和砂岩 表明这些沉积岩是在浊积的 !不太深的海

洋环境中形成的 ∀

图 是对浊积岩地层的野外观察的结果 ∀图

是平秋镇附近的下江群浊积岩的波状纹理 图

是它的放大 图 ≤ 示浊积岩中矿物岩屑粗细粒

度的变化 表明其分选中等及鲍马韵律 ∀图 ⁄示

交错层理和巨厚的均粒层 在显微镜下见粒度粗细

分选 ∀在锦屏县的下江群见到了鲍马韵律层 这是

浊积岩地层的基本特征 ∀标准的鲍马韵律层从下到

上有 层 均粒层 图 ≤ 中 下部平行的纹层 图

≤ 中 波痕状纹层 图 ≤ 中 上部平行的纹层

和泥质层 ∀在锦屏常见到 层 有时可见 层 而泥

质层常缺失 所以本地区的地层是浊积岩 含矿的石

英脉一般产在板岩 !泥质板岩或砂岩中 ∀

区内下江群和震旦系下统的岩石经历了浅变质

作用 形成了低级的区域绿片岩相 但含金石英脉未

受到变质 说明其形成时代应晚于震旦系下统 ∀除

此之外 本区内迄今未见有火成岩 ∀

1 2  构造特征

为了弄清本区主要地质构造格局及其主要特

征 笔者在贵州省遥感站的协助下 采用卫星的 ×

数据和航空照片 利用加拿大的 °≤ 遥感数据图像

处理系统 对研究区的 × 数据进行处理 并根据

实际地质考察进行解释 做出了遥感解释综合地质

图 然后结合地质资料以及笔者 年来的地质工作

编制了黔东南锦屏 !天柱毗邻区构造地质图 图 ∀

这些图件是笔者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 ∀以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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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黔东南锦屏 !天柱毗邻区构造地质图 据本研究的遥感和地质资料编绘

ƒ  ∏ ∏ × ∏ ∏ ∏ ∏

∏ ∏ ∏

该区的主要构造特征 ∀

黔东南的天柱县 !锦屏县 !黎平县以及湘西的靖

县 !会同县和洪江县均位于扬子准地台的边缘和华

南加里东皱褶带的结合部 区内出露地层有前震旦

系下江群 !震旦系 !石炭系 !二叠系 !侏罗系 !白垩系

及零星分布的第四系 ∀其中震旦系与前震且系下江

群 石炭系与下江群或震旦系 二叠系与下江群 白

垩系与下江群 第四系与下伏诸地层之间均呈角度

不整合接触 石炭系与二叠系 侏罗系与二叠系之间

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根据地层的接触关系 可以把

构造运动划分为前震旦系的雪峰构造层 泥盆系前

的加里东构造层 三叠系前的海西 ) 印支构造层以

及侏罗系地层沉积之后的燕山 ) 喜马拉雅构造

层 ∀图 示本区造山运动 变质作用与成矿作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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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锦屏地区的地层柱状图

ƒ  ≥ ∏

 第 卷  第 期          卢焕章等 贵州东南部浊积岩中金矿的地质特征和成因              

 
 

 

 
 

 
 

 



图  黔东南锦屏县下江群的浊积岩

ƒ  ×∏ ∏ ÷ ∏ ∏ ∏ ∏

图  黔东南地区造山运动 !形变 !变质作用与金矿化之关系

⁄ ) 雪峰运动 ⁄ ) 加里东运动 ⁄ ) 燕山运动 ⁄ ) 喜马拉雅运动

ƒ  × ∏ ∏ ∏

⁄ ) ÷ ∏ √ ⁄ ) ≤ √ ⁄ ) ≠ √ ⁄ ) √

关系 ∀

中元古代晚期 雪峰运动以后 该区古

老的地壳已由大洋地壳经陆缘过渡型演化为大陆型

地壳 ∀雪峰期构造运动 ⁄ 基本奠定了区内 ∞向

的构造格局 加里东期构造运动 ⁄ 使黔东南整个

地区发育多条 ∞ • 向基底断裂 ∀在本区北部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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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的高酿基底剪切断裂 在南部分布有凯里 )

台江 ) 剑河 ) 启蒙重力等深高值带 启蒙基底剪切

断裂带 并发生右旋剪切作用 强化了该区 ∞向

构造格局 使本区在相当一个地质时期造山成陆 ∀

尽管海西期 ) 印支期构造运动再次使本区局部下陷

形成小型海湾 但影响不大 ∞向的构造格局基本

没有改变 ∀直到燕山运动 ⁄ !喜马拉雅运动 ⁄

太平洋板块对亚洲大陆板块斜向俯冲 对亚洲大陆

产生左旋压扭剪切作用 使本区 ∞向构造叠加在

∞ • 向和 ∞向构造上 ∀

∞• 向断裂构造  本区存在 条近 ∞ • 向

断裂带 北边为凯寨 ) 高酿基底断裂带 区内出露长

度大于 从基底地层效应来看断层北侧下降

地层断距约 ∗ 南边一条为凯里 ) 台江 )

剑河 ) 启蒙基底断裂带 是一条地球物理重力等深

线的高速带 也是一条基底剪切带 它与北边的凯寨

) 高酿基底断裂带一样 在其东部也向北东方向抬

升 ∀这 条 ∞ • 向断裂带构造成一个地堑型的主要

构造格局 ∀

环形构造  环形构造是在本次研究中发现

的 共有 多个 ∀经与邻区已知环形构造进行对比

和验证 本区的环形构造可以分为 种 ≠ 隐伏岩体

成因的环形构造 见于平略 !皎洞 !偶里一带 是本区

最大的环形构造 构造盆地的环形构造 见于都

岭 !石洞 !凸洞及同古一带 ≈ 不同构造叠加的环形

构造 分布在秀洞 !岔路一带 …性质不明的环形构

造 如皇封溪 !茅坪一带 ∀在这些环形构造中 由隐

伏岩体成因的环形构造 平略 !皎洞 !偶里一带 应引

起注意 因为本区尚未发现火成岩 其次 这种环形

构造较大 粗略估计最大的环形构造其平均直径为

估算其面积为 ∀如果真是这么大

的一个岩浆房 它供给的能量和热液则十分可观

也许是一个复式岩体 因为在大环中还套有小环 图

∀一般来说 分异好的岩体 其岩浆结晶持续的时

间长 热液作用强烈 有利于成矿作用 ∀构造盆地的

环形构造对成矿作用也是十分有利的 这种构造盆

地就像地堑一样 在盆地的两侧形成很深的阶梯状

断裂带 有利于成矿流体的循环和流动 此外两种或

多种构造叠加的地方 也有利于成矿 ∀

褶皱构造  本区的褶皱构造由背斜和向斜

组成 有些背斜还发育次级背斜构成复背斜 ∀褶皱

构造有 期 基底褶皱和盖层褶皱 ∀基底褶皱呈 ∞

向 主要是加里东期形成的 燕山期的盖层褶皱除继

承和叠加在加里东期 ∞ 向褶皱外 尚有部分呈

∞向的褶皱 ∀本区自北西到南东方向发育的主

要褶皱及特征列于表 ∀值得一提的是背斜常呈箱

式和尖顶式 是浊积岩中金矿控矿构造的主要型式 ∀

剪切带  本区的剪切带主要为 ∞向 从北

西到南东分布有以下几条 ∀

彦洞剪切带 长约 ∗ 一直延伸到湖南

境内 ∀它在金井金矿附近与 ∞ • 向的高酿基底剪切

断裂带相交 与彦洞向斜轴近乎平行 只是在南边的

孟柏附近两者相交 ∀

磨山剪切带 长约 ∗ 与高酿基底剪切

带在东部的一段平行 ∀

平秋剪切带 长约 切过可能是由隐伏侵

入体引起的最大的环形构造 并在平秋镇的金厂溪

) 桃子坳一带与平秋背斜相交 在茅坪附近与偶里

向斜相交 ∀

稳江剪切带 长约 它在稳江附近与稳江

背斜相交 在新寨附近与偶里向斜相交 ∀

同古剪切带 约 长 它与启蒙 ) 台江基

表 1  本区褶皱构造及其主要特征

Ταβλε 1  Φολδ στρυχτυρεσιν τηισ αρεα ανδ τηειρ μ αϕορ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褶皱名称 地  层 主要特征

凯寨向斜 核部为震旦系 ) 寒武系 翼部为下江群 长 宽 两翼对称 Ν ∗ β 核部陡

都岭背斜 下江群清水江组 长 宽 ∗ 形态舒缓 Ν ∗ β

彦洞向斜 清水江组 !平略组 长 宽 ∗ 两翼对称 Ν ∗ β

平秋 ) 文斗背斜 番召组二段及清水江组 长 宽 ∗ 两翼对称 Ν ∗ β

偶里向斜 核部为隆里组 翼部为平略组及清水江组 长 宽 ∗ 两翼对称 Ν ∗ β

稳江 ) 杨家背斜 清水江组及平略组 长 宽 ∗ 两翼对称 Ν ∗ β

同古向斜 核部为长安组 翼部为隆里组 长 宽 两翼对称 Ν ∗ β

雷打坡背斜 隆里组 长 宽 两翼大致对称 Ν ∗ β

黄牛山向斜 核部为长安组 翼部为隆里组 长 宽 两翼大致对称 Ν ∗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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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剪切带在钟灵金矿附近相交 在山洞附近与铜鼓

向斜相交 从山洞向北东方向约 处 同古剪切

带与雷打坡背斜相交 ∀

除上述剪切带外 还有几条尚未详细研究的剪

切带 如隆里 ) 敖市剪切带 !中黄剪切带等 ∀本区的

剪切带从南向北剪切程度有增强的趋势 ∀

密集构造带  区内还发育一些密集构造

带 它可能是密集劈理带或区域性 !透入性的平直断

裂带 它们呈密集梳状 平均 内达 ∗ 条

呈 ∞方向展布 ∀位于平秋 !偶里 ) 新寨 !八克 !凯

寨 !钟灵和天柱凸洞一带 ∀在研究区南侧的彦洞 )

同古一带表现为 • 向 ! ∞向 组密集透入性构造

在该带上相交 ∀

区内除发育上述构造外 还发育一般断裂 计有

∞向 ! ∞∞向和 • 向等多组断裂构造 ∀

本区背斜和断裂对金矿的控制十分明显 ∀例如

平秋 ) 文斗背斜中分布有平秋 !相公堂金矿 稳江背

斜分布有地稠 !八克 !龙矮金矿 雷打坡背斜分布有

花桥 !山洞金矿 彦洞剪切带分布有金斗 !金场坡金

矿 平秋剪切带分布有平秋金矿 稳江剪切带分布有

日交云 !虎盆金矿 同古剪切带分布有平底 !地稠 !地

茶 !儒飘 !同古 !钟灵和高秋金矿等 ∀

 浊积岩中石英脉金矿的地质特征

黔东南地区的石英脉金矿均赋存于浊积岩中

产在板岩中 或者在板岩与砂岩交界处 充填于受背

斜控制的层间裂隙和其他断层中 ∀现以同古花桥 !

平秋和八克 个矿床为例来说明其特征 然后加以

总结 ∀

2 1  同古花桥金矿床

同古花桥金矿区民采历史悠久 世纪 年代

末至 年代初 贵州省地质矿产局 队 ! 队做

了许多工作 圈定了 的黄金地质储量 但据不

完全统计实际开采出的黄金可能将近 ∀

地层和构造特征  区内地层以下江群隆里

组为主 其次有下江群清水江组 !震旦系 !石炭系 !白

垩系和第四系 ∀矿区内的地层主要为下江群隆里组

一 !二段 均为浊积岩 ∀隆里组第一段 分 个亚段

共 层 厚度 ∀岩性由层状含粉砂质板岩 !

变质细砂岩 !粉砂岩组成 个旋回 ∀在这之上有一

层厚度不大的变质含砾砂岩 ∀其中第二亚段的第一

层普遍见有金矿化 矿区划出的 含金脉带即产

图  黔东南同古花桥金矿床地质图 据吴攀 修改

∗ ) 下江群隆里组 ) 第二段第一层亚段二层 ) 第二段第一

亚段三层 ) 第二段第二亚段 ) 第二段第三亚段一层 ) 第二

段第三亚层二层 ) 剪切带 ) 平移断层及推测断层 ) 地层界

限及推测 ) 向斜 ) 背斜及推测 ) 含金石英脉及编号

) 勘探线及编号

ƒ  ∏

∏ ∏ ∏ • ∏

∗ ) ƒ ÷ ∏ ) ≥ )

≥ ∏ ) ≥ ∏ 2

) ≥ ) )

∏ √ ∏ ) ∞¬

∏

于此层中 是矿区的主要含金层位 ∀ 含金脉带则

位于这一亚段的第三层 ∀隆里组第二段 分 个亚

段 共 层 厚度 ∀岩性从下至上分别为条

带状砂质板质 !砂质板岩 夹有粘土质板岩

余 厚层状变质细砂岩 !中粒砂岩 条带状砂质板

岩 !粘土质板岩 ∀ 含金脉带产于第一亚段第一

层 位于该亚段的第三层 具有弱矿化的 !

脉产于第二亚段的中 !下部 ∀

区内的褶皱以加里东期的雷打坡和山洞线状或

长轴状背斜为主 多被断裂破坏 如被花桥断层破

坏 ∀矿区则位于山洞背斜南西段 ∀

区域上的断裂以 ∞向压性 !压扭性断裂为主

图 区内以花桥断层为代表 断面沿走向 !倾向呈

舒缓波状弯曲 并有宽 的挤压破碎带 断层

                     矿   床   地   质                   年  

 
 

 

 
 

 
 

 



倾向 • 倾角 β左右 ∀矿区内的主要断裂为 ∞

向的 ƒ !ƒ 和 ƒ¬ 合 向 • 倾斜 倾角较大 ∀ ƒ 位

于山洞背斜南东翼 是以扭性特征为主的平移断层 ∀

ƒ 位于山洞背斜北西翼的逆断层 与山洞背斜轴大

致平行 普遍见有金矿化 ƒ¬则是在采矿过程中偶然

揭露的含金剪切破碎带 它是矿区的主要导矿构造

和容矿构造之一 图 !图 ∀

石英脉地质特征  据钻孔资料 区内划分

出 条含金脉带 ∗ 其中 ∗ 脉带产于

地表或距地表数十米范围内 ∗ 则位于

以下的深部 为矿床的主矿体 ∀矿区石英脉以层间

脉和破碎带脉型为主 还有节理脉和网脉 ∀石英脉

呈单脉或几组平行单脉 或交错脉 组成脉带 ∀其规

模和形态严格受层间剥离空间或断裂的控制 ∀

ƒ¬破碎带位于山洞背斜南东翼的剪切破碎带

是一条被以往地质工作漏掉的 隐伏 逆断层 ∀经详

细的观察研究 认为它对矿床的成矿具有决定性的

作用 具有以下特点 ≠ 其规模较大 延伸较稳定 厚

度 左右 产状 ∗ β Ν ∗ β 断层本身

含矿性好 一般品位为 ∗ 局部可达 ∗

≈ 断层破碎带中除充填各种形态的石英小脉

外 还充填了大量片理化的黑色炭质板岩 …断层破

碎带普遍见金矿化 硫化物种类和数量较多 ∀ ƒ¬ 的

发现大大提高了矿区的金储量 ∀

矿石类型及矿物组成  石英脉有 类 一类

平行地层位于背斜轴部 另一类切穿地层的石英脉

和破碎带型 ∀两种类型矿石的矿物组分均较简单

除金矿物外 矿石矿物以黄铁矿 !毒砂 !闪锌矿 !方铅

矿为主 还有少量黝铜矿 !黄铜矿等 ∀脉石矿物主要

是石英 占 以上 其次有铁白云石 !方解石 !绿泥

石及少量炭质 !绢云母 !粘土矿物等 ∀石英脉可分为

个成矿阶段 ≠ 白色石英阶段 黄铁矿 石英 自

然金阶段 ≈ 闪锌矿方铅矿 自然金阶段和 …方解石

石英阶段 ∀自然金主要产于黄铁矿 石英 自然金阶

段和闪锌矿 方铅矿 自然金阶段 ∀

金的富集及产出特征  石英脉和石英颗粒

大小与脉体含金性呈负相关关系 脉体中的硫化物

种类和数量的多少与脉体含金性呈正相关关系 ∀以

下是金相对富集的良好标志 ≠ 在两类不同脉型的

交汇部位 产状突变 由陡变缓或由缓变陡部位

≈ 脉体较细小 石英色调呈烟灰色和乳白色 …硫化

物种类和数量突然增多地段 黄铁矿颗粒细小而

密集地段 ∀明金主要产于石英脉的裂隙 !孔隙或脉

壁边缘 对脉型矿石而言 或产于断层泥中 对破碎

带型而言 矿区内金的一种赋存状态为微细粒的被

黄铁矿等硫化物包裹的金 ∀金还产于脉体边缘的星

图  同古花桥金矿地质剖面图

∗ ) 下江群隆里组 ) 第二段第一亚段一层 ) 第二段第一亚段二层 ) 第二段第一亚段三层 ) 第二段第二亚层段 ) 第二段

第三亚段一层 ) 第二段第三亚段二层 ) 砂质板岩 ) 变余砂岩 ) 含金石英脉 ) 平硐 ) 钻孔及编号

ƒ  ∏ × ∏

∗ ) ƒ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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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状或细脉状黄铁矿等硫化物间 或呈镶嵌状产于

硫化物晶体集合体之中 ∀自然金的形态也千姿百

态 有粒状 !片状 !鳞片状 !不规则状等 ∀

围岩蚀变  矿区内的蚀变程度不高 范围

不广 但普遍存在 主要围岩蚀变有硅化 !黄铁矿化 !

毒砂化 !铁白云石化 !绿泥石化 还有方解石化 !绢云

母化和高岭石化等 ∀其中前五种蚀变与金矿化关系

较大 ∀

2 2  平秋金矿床

地层  该区出露地层为下江群番召组二段

° φ 岩性为一套绿片岩相的层纹状 !条带状绿

泥石绢云母板岩 !粘土板岩 !粉砂质板岩及变余砂

岩 偶夹有不稳定的余变凝灰质板岩和变余玻屑凝

灰岩 ∀岩石中普遍含炭质和星散状黄铁矿 根据岩

性组合特征将番召组二段 ° φ 划分为 个亚段

图 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第一亚段 ° φ 出露于矿区十二盘至松路

一带 ƒ 断层的北西盘 ∀为灰色 !深灰 !紫红色薄至

中厚层绢云母板岩 变余凝灰质板岩和变余玻屑凝

灰岩 ∀具有磷片变晶结构 !板劈理极为发育 出露厚

图  平秋金矿床地质图 及剖面图

ƒ  ° ∏

                     矿   床   地   质                   年  

 
 

 

 
 

 
 

 



度大于 ∀

第二亚段 ° φ 灰色 !灰绿色薄层至中厚

层粉砂质绢云母板岩 具水平条纹构造 偶夹不稳定

的变余凝灰质板岩和变余玻屑凝灰岩 ∀为矿区的主

要含矿地层 厚度约 ∀

第三亚段 ° φ 主要分布于矿区西北部及

东南部 ∀为灰色 !浅灰色薄至中厚层粉砂质绢云母

板岩夹中厚层至厚层变余砂岩 ∀粉砂质绢云母板岩

中水平层纹发育 ∀厚度大于 ∀

构造  矿区构造以 ∞向褶皱和断裂为主

次为背斜轴部叠加于劈理化带中的近东西向的脆性

断裂破碎带和发育于背斜轴部的层间滑动断层 其

中规模较大的褶皱以北东向的桃子坳背斜 !代偶背

斜 ∀金厂溪背斜为代表 断裂则以区内控矿断裂 ƒ !

ƒ 为代表 图 ∀

桃子坳背斜 在区内长约 往 ≥ • 延伸 往

∞至代偶背斜 ≥ • 端倾伏 ∀背斜轴走向 ∞ β

• 翼地层产状较陡 倾角 ∗ β 局部直立或倒

转 在该翼近轴部发育有北东向剪切带 剪切带宽

∗ 产状较陡 倾角在 ∗ β之间 带内劈理

化 片理化发育 其间发育一条 ∞向断层 ƒ 和一

系列 ∞向的石英破碎带 ∀ ≥∞翼地层产状较缓 倾

角一般 ∗ β 局部可达 β ∀

代偶背斜 分布于矿区北东部 区内背斜长

往 ≥ • 倾伏 往 ∞延伸出测区 从北东往南西轴

向由 β变为 β 两翼地层产状不对称 ∞翼产状较

陡 陡角 ∗ β ≥∞翼产状较缓 倾角 ∗ β ∀

金厂溪背斜 轴长 轴向 β 总体向 ≥ •

倾伏 往 ∞在松格附近被 ƒ 破坏 ∀ ∞翼地层产

状较缓 倾角 ∗ β ≥∞翼地层产状较陡 倾角

∗ β ∀这 个背斜中匀产生层间石英矿脉 ∀

区内断裂构造主要有 ∞向断裂 ƒ !ƒ 其次为

沿背斜轴部的层间滑动断层 ∀断裂 ƒ !ƒ 局部含

矿 为构造破碎蚀变岩型金矿的主要控矿构造和产

出部位 层间滑动断裂则是矿区石英脉型金矿的主

要控矿构造 图 和图 ∀

ƒ 区内延伸约 断面走向从 ≥ • 往 ∞ 由

β转为 β 倾向 ∗ β 倾角 ∗ β 总体表

现为上陡下缓 ∀断裂带宽 ∗ ∀根据断层两盘的

地层产状 运动学特征及上下盘地层对比 该断层为

逆冲断层 垂直断距大于 ∀断裂两侧发育有

∗ 宽劈理化带 ∀其上盘出露地层为番召组二

段一亚段 为灰色 !深灰色 !紫红色薄至中厚层状绢

云母板岩 ∀下盘地层为番召组二段二亚段 为灰色 !

灰绿色薄至中厚层状粉砂质绢云母板岩 ∀断裂带内

主要为碎裂岩 !构造透镜体 !劈理化板岩 !片理化板

图  硐褶皱轴部金矿体的形态
) 第四纪 ) 变余砂岩 ) 绢云母板岩 ) 板岩凝灰岩 ) 含金石英脉 ) 剪切带 ) 示意延长

ƒ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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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及断层泥 ∀断裂带中岩石普遍具硅化 !黄铁矿化 !

毒砂化等蚀变 ∀

ƒ 为逆冲断层 断距不大 一般在 ∗ 区

内延伸约 根据工程揭露 断裂带宽 ∗ ∀

断层走向从 ≥ • 往 ∞由 β转为 β 总体倾向南

东 倾角 β左右 局部直立或反倾 ∀断裂两侧发育

∗ 宽的劈理化带 ∀地表断裂沿走向局部以

劈理化带的形式过渡 ∀断裂带内主要为片理化板

岩 !构造透镜体 !石英碎裂岩 !碎粒岩 !断层泥等 带

内岩石普遍具硅化 !黄铁矿化 !毒砂化等 金属硫化

物呈细粒浸染状分布 一般随岩石构造破碎程度增

强而增多 ∀

层间滑动断层主要分布在桃子坳背斜 !代偶背

斜 !金厂溪背斜两翼及轴部 走向一般延长 ∗

倾向 ∗ 宽 ∗ 多被

石英脉所充填 ∀

矿体类型  平秋金矿区产出的矿体按产出

特征 产状 !形态 !空间展布 !控制因素等 及相互之

间的关系分为 种类型 整合层间脉型矿体和不整

合破碎带型矿体 ∀其中整合层间脉型矿体指充填于

层间断层中 其形态 !规模受层间断层空间控制 如

目前正在金厂溪背斜附近开采的若干条矿脉就是这

种类型 图 ∀不整合破碎带型矿体则是指切

割地层或产于剪切破碎带中由石英团块 !断层角砾

和断层泥等组成的形态复杂的矿体 ∀据调查 该类

型矿体在十二盘公路右侧的斜井中见到过 品位低

没有开采 ∀

整合层间脉型矿体与岩石层面平行或近于平

行 矿体表现为层状 !似层状 !鞍状 !扁豆状 !透镜状

等形态 单脉或由平行的数个单脉组成脉带 ∀脉体

的厚度变化较大 与围岩的界线清楚 ∀脉体中常见

一些不规则的围岩条带 ∀矿体与围岩间常夹着一层

厚度不等 一般 ∗ 的构造泥 ∀在金厂溪

硐开进到 时 沿着含金石英脉向上开采 金

品位逐渐升高 到了背斜轴部产状变化较大 在褶曲

顶部金品位最高 形成富矿体 跨过该褶曲轴部后金

品位急剧下降 成为贫矿体 ∀调查显示 富矿部位就

是褶皱轴与断裂相交的部位 该断裂与层间脉有成

因联系 是导矿构造 在空间上可能形成矿体 图 ∀

脉体被后期断层破坏 有尖灭侧现和再现现象 ∀

晚阶段石英脉体切断早阶段石英脉体的现象也较为

常见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

金在矿体中的赋存状态主要是自然金 金品位

高的地方硫化物 毒砂 !黄铁矿 !方铅矿 !闪锌矿 的

数量也相对较多 ∀明金的粒径较大 以 ∗

居多 ∀可见到粒径大于 重量大于

的粗大颗粒 ∀明金呈颗粒状 !树枝状或不规则状的

自然金产于石英裂隙之中或产于脉壁的边缘或石英

脉体的围岩条带周围 或产于绿泥石化的围岩条带

中 ∀常见自然金与黄铁矿 !毒砂 !方铅矿 !闪锌矿共

生在一起 ∀金的品位从 到 之间 ∀

经大量的坑内和实验室观察 总结前人一些经

验 得出金的富集规律如下 ≠ 金品位变化大 民间所

谓的/ 金隔一张纸0就是对这一规律的形象概括 ∀即

金的品位在矿体中的变化不是连续的 而是跳跃式

的 含金脉体由厚变薄或由薄变厚处往往会出现品

位的升高 ≈ 含金石英脉由于构造影响出现绕曲或产

状上的变化时 也预示金品位的升高 ∀脉体与断层的

交汇处 会出现较高的金品位 …脉体尖灭侧或尖灭

再现时 常出现富矿体 包 脉体越大 !越宽 金的品

位反而不高 矿体中含金量在其倾向上的变化较

快 而沿其走向则较稳定 脉体的底部较顶板更易

富集金 金常富集于石英脉中围岩俘虏体的周围 ∀

条带状构造 !块状构造是最常见的两种矿石构

造 角砾状构造 !晶洞 !晶簇状构造在厚大的脉体中

也较为常见 这种矿石构造充分体现了成矿方式以

充填状为主 ∀条带状构造的石英脉中常见围岩的条

带或泥质条带 偶见硫化物条带 ∀

石英脉的围岩蚀变总的来说微弱 一般在脉体

两侧 的范围内 ∀常见的围岩蚀变有硅化 !黄

铁矿化 !毒砂化和铁白云石化等 ∀

2 3  八克金矿床

八克金矿床位于锦屏县南 左右的八克

村 ∀矿区被八克河一分为二 面积约 图 ∀

世纪 年代早 !中期开始民采 ∗ 年开

采活动达到顶峰 ∀在此期间金的年产量在 以上 ∀

调查显示 年代末至 年代初期 由于民采的不

断扩大 引起了各级地质部门的重视 ∀这期间

地质队 ! 地质队挖了大小探槽 多条 开拓坑道

几百米 进行探采 !揭露的石英脉十多条 测制了矿

区 Β 地形地质草图 ∀ ∗ 年间 贵州

工业大学也对该区进行了地质地球化学方面的调查

研究工作 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图 !图 ∀

矿区目前含金石英脉浅部基本采空 ∀经调查

该矿区的石英脉中普遍含金 达工业边界品位以上

局部品位特高或称富金包 其金品位之高 在黔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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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八克矿区地质图

ƒ  

罕见 可达到 以上 ∀

地层和岩石  矿区出露的地层为清水江组

二段 主要是深灰色变余层凝灰岩 !凝灰质板岩夹变

余砂岩 ∀变余层凝灰岩 !凝灰质板岩结构致密 可见

交错层理 ∀岩石中常有黄铁矿 !毒砂 !铁白云石等矿

物 变余砂岩层纹构造明显 岩石较为坚硬 ∀

构造  矿区的构造在宏观上较为简单 可

以概括为/ 背斜加一刀0 即断层沿八克背斜轴部延

伸 ∀此外 区内的次级构造 如小褶皱 !小断裂 !节理

等均较发育 ∀

  八克背斜是稳江背斜一翼上的次级背斜 对矿

区内含金石英脉和成矿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背斜

两翼地层倾向相反 倾角大致相等 属短轴直立褶

皱 ∀岩层倾角一般为 ∗ β 局部地层较陡 倾角

达 β左右 ∀

在八克背斜西北翼 南部矿区北东方向和东部

矿区之间 存在一个长约 的次级向斜和一个长

约 的次级小背斜 ∀它们的轴部延伸方向和八

克背斜基本一致 相距八克背斜轴部约 左右 ∀

其间地层产状平缓 β Ν β ∀

走向断层是一条基本沿背斜轴部走向展布的断

层 ∀区内的层间断裂特别发育 几乎全部分布在八

克背斜轴部和近轴部位置 多沿背斜轴部平行对称

出现 是含金石英脉的主要控矿构造 ∀矿区的主要

石英脉都是充填在层间断裂中的 ∀

石英脉  八克金矿床目前揭露的石英脉有

条 主要分布于八克背斜两翼的地层中 ∀可见层

状 !似层状 !透镜状 !扁豆状 !羽状或其他不规则状的

石英脉 脉体长度 !厚度 !大小 !规模不等 普遍含金

多数达工业边界品位以上 ∀由于其中硫化物氧化 石

英脉外表大多呈褐黄色 ∀矿体主要由石英 常占

以上 和少量金属硫化物组成 硫化物主要有毒砂和

黄铁矿 含金高的矿石中 常可见闪锌矿和方铅矿等 ∀

在矿区常见大于 的自然金颗粒 自然金粒度小

于 1 占多数 ∗ 者次之 ∀自然金多

产于石英的粒间隙 !裂隙中或被毒砂等硫化物包裹 ∀

围岩蚀变  八克金矿床和黔东南其他金

矿床相比 围岩蚀变种类多 强度较大 范围广泛 ∀

图  八克矿床剖面图

ƒ  

围岩蚀变有硅化 !黄铁矿化 !毒砂化 !铁白云石化 ∀ 地表部分因风化而变得疏松性脆 颜色变浅 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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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由于硫化物大量氧化形成褐色 !黑色斑点

状 甚至氧化流失形成筛孔状 ∀

包裹体特征  八克金矿床与黔东南其他金

矿床一样均含有二氧化碳包裹体 ∀曾经用均一法测

定了 个样品中的 个包裹体 得知矿区成矿稳

定范围为 ∗ ε 主要集中在 ∗ ε 间 ∀

因此 八克金矿床是一个中温热液矿床 比区内其他

金矿高出 ε 以上 这也是它的围岩蚀变广泛而强

烈的原因所在 ∀

 黔东南浊积岩中金矿的地质特征

3 1  黔东南浊积岩中含金石英脉的分类

通过上述 个矿床以及天柱县的坑头 !金井等

矿床的研究可以把含金石英脉分成顺层分布的石英

脉和穿层分布的石英脉及破碎带 类 图 ∀在顺

层分布的石英脉中有大脉和细脉 种 充填于与

背斜有关的层间断层或剪切带中 ∀穿层分布的石英

图  黔东南地区各种类型石英脉之产状和形态

ƒ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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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沿着断层或剪切带分布 ∀这种断层或剪切带常与

背斜同时形成或稍后形成 ∀在剪切带中充填的石英

脉常呈石英团块或透镜状 ∀

图 显示了各种类型石英脉的照片 ∀图 !

是一种顺层的石英脉 充填于脆韧性剪切带中 在

脉中可见许多条带状的围岩 黑色 夹在石英脉中 ∀

有时石英脉除了填充在顺层的裂隙中 图 ≤ 外

还充填在与层间裂隙相关的羽状或雁行状裂隙中

图 ⁄ ∀图 ∞ !ƒ 里示一条充填于层间裂隙中的

石英脉 ∀图 ∞是图 ⁄的放大 ƒ 是在这条脉中

取的标本 可见石英脉平行地层 ∀

3 2  黔东南浊积岩中的金矿的成矿期和蚀变作用

根据野外观察和显微镜下对矿物生成顺序的鉴

定 综合起来可分 个成矿阶段 图 贫金石英脉

阶段 一般无矿化 黄铁矿 毒砂 石英 自然金阶段

多种硫化物 黄铁矿 !毒砂 !闪锌矿 !方铅矿 自然金

石英阶段 为金的主要沉淀阶段 石英 碳酸盐阶段

一般无矿化 ∀

蚀变作用在黔东南地区并不十分发育 其主要

的蚀变作用有硅化 !黄铁矿化 !绿泥石化 ∀一般来说

在平行层理的石英脉的蚀变作用要比充填于剪切带

的破碎带弱得多 ∀在上述 个矿床中的八克矿床是

这个地区蚀变最强的一个 ∀

金的富集与所在的石英脉的形态位置有关 图

一般近背斜轴部和脉变细时金的品位增高 ∀

3 3  黔东南石英脉型金矿的主要特征

黔东南石英脉型金矿的主要特征总结如下

产于元古代的一套浊积岩中 近矿围岩一

图  矿物共生组合和成矿阶段图

ƒ  ∏

图  金富集与石英脉形态及构造位置之关系 以花桥石英脉的金富集情况为例 据吴攀

ƒ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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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板岩 见于下江群除平略组外的岩层中 ∀

从板块构造上讲 它位于扬子地块的边缘

产于加里东造山运动中 ∀从构造上讲 它产于背斜

的轴部 向两翼延伸 形成平行于地层的石英脉 ∀另

一种则充填于由于褶皱和剪切作用形成的剪切带或

断裂带中 ∀这些褶皱和断裂均呈北东方向 ∀

从产状来讲 一类平行层理 另一类则切穿

层理 以前者为主 ∀

成矿时代应在加里东期或期后 因为石英

脉是充填于加里东背斜控制的背斜层间裂隙中 应

用 ≥ 方法测得石英脉的年龄为 ∗

另文发表 这与维克多利亚的浊积岩中的金矿年

龄相似 ∀

石英脉两侧 尤其是顺层石英脉 的蚀变很

弱 主要为硅化和绿泥石化 ∀但在八克矿区 以及产

在破碎带中的石英脉两侧蚀变加强 ∀还见到白云石

化和绢云母化 ∀

石英脉中金的富集明显与硫化物相关 主

要与黄铁矿 !毒砂 !闪锌矿 !方铅矿等密切相关 ∀细

脉比宽脉更富集金 断裂交叉处更富含金 有时可见

明金 ∀

 黔东南金矿成因的探

4 1  地层 ) ) ) 矿源层

在浊积岩地层中可见许多细小的黄铁矿细脉

并且在地层中散布了许多呈点状的黄铁矿和毒砂 ∀

吴攀 曾对花桥金矿的主坑道按 间隔拣

块取样 ∀其 个样品的金平均值为 ≅ 比

金的地壳丰度 ≅ 多了 ≅ ∀姚家冲金

矿的围岩 板岩和角砾岩 分析结果为 ≅ 和

≅ 各 个样品 也高于地壳丰度 ∀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 曾对

维克多利亚的浊积岩金矿的地层中的黄铁矿作了电

子探针分析 一共分析了 个黄铁矿中的 ∏含量

其平均值为 ≅ ∀他对这个分析结果作了计

算 如果地层中黄铁矿平均含量为 则地层的金

含量为 ≅ ∀这个值比沉积岩中金的丰度高

出 ∗ 倍 ∀ 等 测得板岩中的含

金平均值为 ≅ 但在碳酸盐化的指示层中金

的含量则高出一个数量级 ∀在澳大利亚维克多利亚

的黑色页岩和指示岩层中黄铁矿中含金量达 ≅

∀这表明一些指示层中硫化物的含量可能很

高 或者这些硫化物中金的含量比别处硫化物的含

量高 ∀吴攀 用电子探针分析了花桥金矿石英

脉中黄铁矿的 ∏ 平均含量 共 个样品 ω ∏为

≅ ∀ 进一步分析说 如果靠从

地层则中汲取 ∏去形成一个一百万盎司的金矿床

这个含黄铁矿的地层则需要 ≅ 的金含量 若

其淋出率为 则需要 体积的沉积层即

可满足要求 即长 !厚 !宽 的地

层 ∀如果可以把地层中的金 的淋漓出来 则

体积为 的地层即可满足 ∀

在本次研究中 笔者也作了 个地层剖面 一共

个样品 其分析结果 另文发表 ω ∏ ≅ ∗

≅ 与吴攀 的数据是相似的 ∀综上所

述 矿区内的浊积岩可能是一个矿源层 ∀

4 2  成矿模式的探讨

关于贵州东南部石英脉中金矿的成矿模式有以

下几种考虑 ∀

成矿作用与背斜和断裂的关系

图 为石英脉与背斜形成的关系 表示 种情

况 第一种是矿床与沉积岩同时形成 背斜发生在矿

形成之后 第二种石英脉是与背斜同时形成的 第三

种情况是成矿作用晚于背斜 石英脉充填于背斜形成

的层间裂隙中 ∀图 为加拿大新斯科特省 ⁄∏

矿石英脉与背斜之关系 表明金矿晚于背斜形成 ∀

图  层状石英脉与背斜的关系 据

修改
形成于背斜之前 与背斜同时形成 当背斜形成时 成矿流体

沿背斜轴部的裂隙进入层间石英脉 ! 形成晚于背斜 是箱

式背式斜 是尖顶背斜

ƒ  × 2
∏ √

ƒ ƒ ∏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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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加拿大新斯科特省 ⁄∏ 矿床的石英脉与背斜

之关系

ƒ  ×

∏ √ ⁄∏ ≤

在黔东南地区 根据野外观察和室内研究 应属于第

三种情况 ∀笔者在锦屏县三江路红星桥头的公路边

上看到平行地层的石英脉受背斜控制 图 同时

在图的左边见到一条剪切带 在剪切带中可以见到

石英脉或石英破碎带 有时也含矿 所以石英脉的充

填是受背斜控制的层间裂隙或与其相关的断层或剪

切带所控制 ∀

成矿流体的来源

在澳大利亚的维克多利亚和加拿大新斯科特省

的浊积岩中的石英脉金矿 在地质特征方面与黔东

南地区有一些不同 主要表现在 ≠ 前两者均有花

岗岩侵入 前两者的区域变质程度略高于后者

从绿片岩相到角闪岩相 而贵州东南部只是次绿片

岩相 无岩浆侵入 ∀

因此在考虑成矿流体的来源方面 亦应有所不

同 ∀有关成矿流体的来源 可能有以下几种 ≠ 深

部的岩浆流体 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有

图  锦屏县三江路红星桥头公路边上之背斜

剪切带和石英脉之分布

这种剪切带在平秋镇公路上的背斜轴部也见过 ∀图中可见层间

的石英脉 在照片的上部 接近背斜的轴部处 亦可见到白色的石

英脉 这是一种顺层的石英脉 ∀该照片向人们显示了这种产于浊

积岩中的金矿的成矿规律和模式

ƒ  ×

≥∏ √ ° ∏

× ∏ ∏ √ 2

¬ ∏ ∏

∏ √ ∏ √ × 2

∏ ∏ ∏ ∏

可能 分别测得的 Δ 水 为 ϕ 和 1 ∗

1 变质流体 这 个矿区的包裹体资料均含

≤ ≈ 深部建造水或地层水 因为从流体包裹体的

资料来看其均一温度均在 ∗ ε 范围 ∀但石英

脉与围岩的蚀变都普遍不强烈 这可能是由于这种

成矿流体的成分与围岩相差不大 或者在深部由围

岩形成的水库中 成矿流体已与库岩在成分上达到

平衡 ∀

吴攀 曾对花桥金矿作稳定同位素的研

究 测得 Δ 水 和 Δ⁄均落在大气降水与岩浆水 !变

质水之混合水区域内 ∀笔者测得 Δ 水 和 Δ⁄均落

在岩浆水区域内 认为成矿流体可能是大气降水与

岩浆水之混合的 ∀平秋金矿和花桥石英脉金矿的流

体包裹体可以分为 ≤ 包裹体 ! ≤ 包裹体和

液体包裹体 ∀以 ≤ 包裹体和 ≤ 包裹体为

主 ∀

成矿流体的迁移和演化

有关成矿流体的迁移 一般认为是通过深部的

剪切带 !断裂等进行迁移 ∀ 认为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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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浊积岩中黄铁矿作为矿源层的金矿形成模式图

ƒ

图中箭头示热液流动方向 黑点为黄铁矿

ƒ  ∏

∏

√ ∏

图  金的来源是远源的浊积岩中金矿成矿模式图

ƒ

ƒ  

∏ ∏

途径 一种是沿背斜 图 的层间裂隙进入地层

汲取其中的金形成含金的石英脉 另一种是沿断裂

进入围岩 图 ∀这种流体可能已是成矿流体

但也不排除它汲取围岩中的 ∏的可能性 ∀笔者认

为这两种机理均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 在锦屏和天

柱的浊积岩中的金矿的成矿流体有 种迁移形式

实际也存在这 类矿床 ∀成矿流体进入断层并沉淀

出金和石英 ∀在这过程中不汲取浊积岩地层中黄铁

矿中的金 图 ∀

总的来说 贵州东南部的浊变岩型金矿产在前

寒纪下江群的浊积岩中 ∀该区经历了雪峰期 !加里

东期 !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的造山运动 ∀与金矿化

密切相关的是加里东期后 ∞向的褶皱和剪切带 ∀

含金石英脉可分为 种类型 一种是顺层的分

布在背斜轴部的石英脉 这是主要的 另一种是沿断

层和剪切带分布的石英脉 ∀

自然金与黄铁矿 !毒砂及少量方铅矿和闪锌矿

共生 ∀含金的成矿流体在背斜轴部的裂隙沉淀 形

成了浊积岩型金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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