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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球化学在金矿中的应用 

陆  叶 

（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金矿床的研究，大致离不开以下几个步骤：矿床类型的初步判断，成矿年龄的卡定，矿源的研究，构造的控制，最终是

找矿预测。地球化学在金矿研究中的运用，基本集中在成矿年龄的卡定，矿源的研究这两方面。 

1  金矿床的地球化学分类 

金矿床的划分有许多种（周遗军等，1996），但建立在地质环境和地球化学环境基础上的金矿分类，如根据博伊尔（加

拿大）提出的分类，可以把金矿分成以下 9大类，较代表性的如：第 3类：主要是产在火山岩层的裂隙、断裂、剪切带、叠

席带和角砾岩带中的金-银和银-金矿脉、网络脉、矿络、矿化岩筒和不规则的硅质矿体；第 4类：主要是产在沉积岩层的断

裂、裂隙、层理面不连续带和背斜上的剪切带、拖曳褶皱、压碎带和开裂隙中的含金矿脉、矿络、叠席带和鞍状矿脉；还有

化学性质有利的岩层中断裂和裂隙附件的交代型板状矿体和不规则矿体，等等。这些能最客观地说明金矿产在哪些类型的岩

石里和哪些构造环境中，把这点搞清楚，在结合矿床的地球化学情况，就可能确定金矿的成因，而更重要的是，就可以预测

可能找到类似金矿的环境（Royle，1984）。 

2  成矿年龄的把握 

成矿年龄的测定，不仅是为了敲定金矿形成的准确时间，同时也是为了能更准确的在时间空间上将其成矿作用与地质背

景相联系。 

测定成矿年龄的方法非常多，同位素测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常用的方法有 K-Ar 法、U-Pb 法 Rb-Sr 法，后来

又陆续推出了 Sm-Nd 法和 Ar-Ar 法。由于各测试方法都有相应的条件和优缺点，因此，针对不同的金矿床，选用的方法就

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矽卡岩行的矿床，由于褐帘石、钛铁矿、角闪石、石榴石、电气石、白钨矿比较发育，则选用

U-Pb 法更为有利；而蚀变岩型的矿床，利用金矿床中蚀变矿物或脉石矿物，如白云母、角闪石、黑云母、绿泥石、钾长石

等.则选 K-Ar法、40Ar-39Ar法年龄测定更为合适。同时，由于矿床大部分存在多期叠加作用，因此上诉一切测试方法和矿物

的选取都应该基于在野外细心观察而划定的期次上，而各期次该是否采用相同的方法，为了更科学合理的定年，各种测年方

法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验证。 

成矿年龄的测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测定金矿床的点年龄，到测定成矿过程的动态年龄，进而可描绘出矿床

形成过程中的 P-T-t软迹。可对矿体不同部位、不同成矿阶段形成的矿物进行年龄测定，从而确定成矿的年代和演化史。在

此基础上可以根据矿物同位索系统的封闭温度确定矿物的冷却温度，从而确定热演化史(T-t 轨迹)，而根据矿物之间的冷却

年龄和相对空间位置，又可确定矿床的抬升速度，推导成矿压力的变化史(P-t轨迹)，这样就可确定成矿过程的 P-T-t轨迹，

并可根据这些轨迹的反演和热模拟，判断矿床形成的环境和大地构造位置。 

3  成矿地质体——矿源的研究 

3.1  研究方法 

对成矿物质的来源主要是从物质成分的角度，通过测定矿石、脉石、围岩及所假设矿源岩各自的成矿元素及硫、铅、碳、

氧、锶等同位素、稀土元素、微量元素，以及所计算的各种元素对或元素组合比值、勾绘的稀土配分曲线的对比来进行分析

和判断（刘英俊等，1987；李昌年，1992；刘英俊等，1991；季克俭，1989；何谷先，1991；阎立伟等，2004；赵元艺等，

1995；柳少波等， 1996；王义文，1989；吴江，1993），这种方法需要测试大量数据，以消除元素分布不均匀性的影响以及

测试过程中的各种随机误差，这些方法的成本比较大，而且仍属间接性推断[6]，成果亦具多解性。后面不断有学者尝试新的

方法，如吴江（1993）在分析限定矿源岩含义的内外在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研究矿源岩的新方法:岩石孔渗性及微裂

隙研究法、成矿元素及其相关元素增亏检验法、成矿温度与地热场温对比分析法等（丁俊英等，2004）。但总体来讲，常规

的地球化学方发有着坚固的理论性和普遍适用性，只是要求了我们所选择测试样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及在测试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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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性和在解释数据上与地质背景更紧密的联系性，因此依旧是我们研究方法的首选，当然，不断提出的新方法在某些矿床

上是很适用的，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参考辅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2  围岩蚀变与成矿流体 

研究金矿床的矿源，有 2个方面是不得不提的，一是围岩蚀变，一是成矿流体。 

首先，围岩蚀变的过程，反应的就是金迁移富集的过程；再者，围岩蚀变是热液流体的通道，金矿化与蚀变作用是同期

发生的。在金矿床中，含铁氧化物和硫化物的分布很普遍，且后者是金沉淀的有利场所，故在富集的过程中其作用是重要的。

几乎所有的金矿床其含金量同硫化物含量具有同步的增长关系。大规模的热液蚀变强度表明，围岩蚀变是起源于外部源，并

在构造岩浆括动之后形成的。那种认为金从围岩富集到脉中或片理面上的过程仅仅是推测而已，因为含金量异常较高的地层

也并非形成热液金矿床的先决条件。围岩蚀变的研究，离不开同位素、稀土元素、微量元素，这都是传统的方法了，在此就

不累赘。 

现在我们关注的是成矿流体的探讨，提供成矿流体信息的，流体包裹体是最直接的。无论是剪切带型金矿，还是与岩浆

岩系统有关金矿床，流体包裹体均十分活跃。流体包裹体的研究在金矿床中的应用大致有两方面：包裹体岩相学与有机气体

组分，成矿流体中有机物质与矿化剂等无机物质组成密切联系起来研究，探讨矿床形成过程有机-无机物质，特别是有机质

和矿化剂对金元素的原始聚集、活化、迁移、分离、沉积、后生富集成矿的地球化学行为；通过流体包裹体研究和有机质、

矿化剂在成矿流体演化以及大规模成矿中的意义与作用探讨，继而揭示成矿流体大规模运移在形成超大型矿床中的作用过程

中有机质和矿化剂的地球化学动力学模型（丁俊英等，2004；何知礼，1982）。流体包裹体的常用研究方法主要有显微观察

法，显微冷冻法，紫外荧光，红外显微光谱法，激光拉曼光谱法等。以上五种方法，是目前研究有机包裹体已初步取得成效

的较常用的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 因此，研究单个有机包裹体，必须将几种方法组合起来，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

结果。对于物理化学条件的研究，一般采用与有机包裹体共生的无机包裹体进行研究。包裹体中的流体成分不但可用来追溯

当时的流体系统的演化，还可用来进行流体源的示踪，或者用来确定含矿流体系统的运移通道；流体包裹体中的气体成分（如

CO2、CH4、H2S等）则被用来评价成矿物质的沉淀效果及不同矿质的先后沉淀过程。 

4  找矿方法与找矿标志 

找金矿的地球化学方法主要有岩石地球化学方法、土壤地球化学方法、水地球化学方法、生物地球化学方法、气体地球

化学方法及其他方法。整体上讲，运用较广的是前面 3种，但无论那种方法，最终结果都是为了确定起找矿标志，金矿床的

综合地球化学找矿标志通常在以下几个方面提炼：① 金的含量异常；② 伴生指示元素；③ 指示元素的含量离散型参数；

④ 多元素地球化学异常指示标志；⑤ 含金建造的地球化学指示标志：包括金含量、金含量的分布、金的赋存状态、微量元

素组合这四个部分；⑥ 地球化学异常分带的指示性：对多建造晕或叠加晕的存在有指示意义，若是叠加晕，则有助于在已

知矿体周围或深部发现盲矿体；⑦ 单矿物的地球化学标型特征；⑧ 辅助性金矿地球化学找矿标志：如硫、铅同位素和热压

地球化学标志等。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金矿床的研究，地化的作用是不可忽略，但必须与大地构造，地质背景等紧密结合，方可更全面更

透彻的了解该矿床，更清晰的把握找矿方向，为找矿做出正确有效的指导。 

 

参 考 文 献 

丁俊英，等. 2004. 显微激光拉曼光谱测定单个包裹体盐度的实验研究[J]. 地质论评，50（2）：203-209. 

何谷先. 1991. 金的矿源探讨[J]. 湖南冶金，（1）: 39-44. 

何知礼. 1982. 包裹体矿物学[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季克俭. 1989. 热液矿床的矿源、水源和热源及矿床分布规律[J].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李昌年. 1992. 火成岩微量元素岩石学[J].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刘英俊，曹励明. 1987. 元素地球化学导论[J]. 北京：地质出版社. 

刘英俊，马东升. 1991. 金的地球化学[J]. 北京：科学出版社. 

柳少波，王联魁，张  生. 1996. 热液(金)矿床中碳同位素矿源示踪综述和讨论[J]. 地质地球化学，4: 21-24. 

卢换章，等. 2004.矿流体包裹体[J].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王义文. 1989. 金矿矿源层和含金建造刍议[J].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  江. 1993. 金矿床矿源岩分析的新思路[J]. 地质科技情报，12(3): 57-60. 

阎立伟，姚玉增. 2004. 金矿“矿源层(岩)”研究进展[J]. 地质与资源，13(4): 253-255. 

赵元艺，马志红，等. 1995. 矿源层判别方法研究[J]. 世界地质，14(4): 45-49. 

周遗军,武玉海, 翟裕生. 1996. 论金矿床的分类[J]. 黄金地质，2(2): 1-9. 

Royle R W. 1984. 金的地球化学及金矿床[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javascript:WriterSearch('丁俊英');
javascript:WriterSearch('丁俊英');
http://www.cqvip.com/QK/91067X/index.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