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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矿资源特征及成矿规律概要

王成辉!徐珏!黄凡!陈郑辉!应立娟!刘善宝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北京#

"$$$9=

内容提要!我国金矿资源较为丰富#金矿是中国重要的战略矿种之一(本文在全国潜力评价项目开展过程中#

在典型矿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资源特征%勘查进展%金矿类型%时空分布%成矿谱系的分析与归纳#初步总

结了中国金矿成矿规律(文章总结了我国金矿的资源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从预测的角度#将我国金矿分为花岗绿

岩型金矿%火山岩型金矿%与岩浆岩有关金矿%沉积建造中的金矿%与表生作用有关金矿等五大预测类型)在统计的

基础上#将我国金矿分为新太古代*古元古代%中*新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
:

个成矿期#并初步总结了

各成矿期金矿的空间分布特征等)提出了成金带的概念#并划分了
:9

个成金带#概括了其主要特征)厘定出
="

个

与金矿有关的成矿系列#建立了中国金矿成矿谱系(认为应该继续加强我国金矿成矿体系和成矿规律研究#通过

理论指导找矿勘查部署并综合评价#以期取得更大的找矿进展(

关键词!金矿)资源特征)金矿类型)成矿时代)成金带)成矿系列

!!

由于兼具金融%货币和商品属性#黄金有别于其

他金属而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矿种(我国金矿

资源较为丰富#但类型多样%成矿地质条件复杂"陈

毓川等#

#$$"

$(近年来随着黄金科研工作和商业勘

查投入的加大#我国金矿找矿和黄金产业取得了较

大突破#从
#$$;

年起#我国连续
:

年成为世界第一

产金大国)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第一阶段"

#$""

"

#$"9

年$#我国新增金矿资源储量达
#9;:H

#

(这表

明我国金矿找矿潜力巨大#但找矿突破的前提是要

查明成矿条件#加强成矿规律研究#以指导找矿勘查

工作部署(本文在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项目实施

过程中#通过对全国数千处金矿矿产地资料的整理

和分析#初步总结了我国金矿的成矿规律(

"

!

中国金矿资源概况

!"!

!

资源量

中国金矿开发和利用的历史悠久#资源较为丰

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黄金产业发展基本上经

历了
9

个阶段!

$

建国后逐渐建成了胶东%小秦岭%

燕辽
>

大青山%辽吉东部%黑龙江流域%鄂皖赣伴生金

矿三角区等多个黄金基地"陈毓川等#

#$$"

$)

%

#$

世纪
!$

年代后#随着地质工作在金矿方面投入的加

大#特别是完成全国重要成矿区带
"I#$

万化探扫

面%新类型金矿的发现%新矿集区的勘查%老矿山的

探边摸底%选冶技术的进步%大型贵金属企业的发展

等"王登红等#

#$$=

$#我国金矿的勘查进展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突破)

&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地质行业的快

速发展以及相应的黄金科研工作%商业勘查投入的

加大#新近发现了一批大型%特大型金矿#主要是集

中在一些老矿山的&边%深部'#以及一些重点金矿矿

集区"王成辉#

#$"#

$#使得我国金矿资源量大幅增

加(根据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储量通报,相关

数据'

#从
#$$<

年至
#$"#

年#全国金矿矿区数从

#"$%

个增加到
#=::

个"图
"

$#平均每年新增查明金

资源量
:997##H

#相当于平均每年新发现
:

个超大

型金矿床#或者
#<7<

个大型金矿床#平均每年增加

!7<"J

(根据本次最新统计#全国共有金矿矿产地

="%!

处#其中特大型
"%

处%大型
"$9

处%中型
9$=

处%小型
"=%!

处%矿点
%;=!

处(全国累计查明资源

量达
!<%!7%=H

(从查明资源量来看"图
#

$#排在前

列的是山东%河南%江西"包括伴生金$%黑龙江"包括

砂金$%陕西等省份#尤其是山东省#金矿资源较为丰

富#且深部找矿潜力较大(从矿产地数量来说#黑龙

江%新疆%青海%辽宁%湖北%西藏%甘肃等排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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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矿
#$$<

"

#$"#

年矿床

数量和储量变化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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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全国主要省区市金矿查明资源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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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西部地区矿产地数量较多"图
9

$(近年来在青

海大场%新疆西天山等地取得突破的金矿床在以往

均为矿点或者小型矿床#表明西部地区可能是未来

我国金矿找矿的重点地区(

!"#

!

存在的问题

"

"

$我国金矿床规模较小(根据本次统计#我国

金矿中%小型%矿"化$点占全国金矿的
;:J

以上#而

其储量仅占
:$J

左右"图
%

$(与国外相比#我国金

矿床规模普遍偏小(因此应该继续加强金矿基础研

究和勘探工作#可以预见#随着金矿地质找矿工作的

深入#更多的大型%特大型金矿将被发现(

"

#

$深部找矿的探%采%选冶技术亟需突破(我

国多数黄金矿山建设于&七五'至&八五'期间#经过

多年开采#浅部资源所剩不多#尤其是老黄金工业基

地#矿山资源危机问题十分突出#成为制约黄金工业

发展的瓶颈(近年来#随着深部科研和勘探工作的

加强#我国实现了重点矿区深部勘查的突破(随之

而来的是#这些深部金矿资源该如何采%选%冶#只有

这些技术取得突破#金矿深部找矿的成果才能真正

为我们所用(

图
9

!

我国主要省区市金矿矿产地数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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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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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同规模金矿查明资源储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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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利用率需提高(我国金矿资源占用率很

高#但利用效率低#目前绝大多数探明金矿都已被

占用#很多中小型矿山为地方或乡旗企业所有#出

现掠夺式开采现象#采富弃贫%乱采乱挖%资源浪

费严重(

"

%

$要加强我国多矿种综合探采的开发新思路#

例如冈底斯地区斑岩铜矿所共伴生的金矿要引起

重视(

#

!

金矿类型

#"!

!

前人工作评述

金具有特殊的地球化学特征#能在几乎所有地

质年代%各类岩石%各种地质环境中富集成矿#也能

参与各种地质作用#金矿床产出形态具有多样化的

特点#因此金矿类型的划分方案也多种多样(总的

来说#以往金矿类型分类方案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

以成矿温度和深度作为划分依据#划分为深成高温%

中温中深%浅成低温等)

%

以矿体形态%矿化类型作

为划分依据#如石英脉型%破碎带蚀变岩型%细脉浸

染型等)

&

以含金建造为划分依据#如
(@HG6E

"

";=:

$%

V1

W

25

"

";!%

$%罗镇宽等"

";;9

$的划分方案)

(

以成矿物质来源作为划分依据#如郑明华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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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划分方案)

)

以构造环境作为划分依据#如

葛良胜等"

#$$;

$(这些分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金的

成矿规律#对丰富成矿理论#指导找矿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但鉴于金矿成矿的复杂性#特别是金矿成矿

作用具有长期性%多期性%多源性与叠加成矿的特

点#也鉴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科学发展水平%拥有

的基础资料等诸方面的局限性#目前尚没有一个能

概括各学派观点#被各方普遍接受的统一方案(人

类的认识是个无穷尽的过程#金矿的分类也必然在

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深化(

#"#

!

金矿矿产预测类型

表
!

!

中国金矿预测类型划分表

$%&'(!

!

)%

*

+,

-

,(./01/+21

3-

(4+5

6

+'..(

-

+4/1/278/2%

金矿预测类型 西北区 华北区 东北区 西南区 中南区 华东区

花岗绿

岩型
花岗

>

绿岩型 金厂峪式
小佟家堡子式%东

风山式%夹皮沟式

火山

岩型

火山岩型"陆相
X

海相$

阿希 式%阿 舍 勒

式%白银厂式

陈家杖子式%四五

牧场式

团结沟式%二道沟

式%柏杖子式
腾冲式

银山式%龙

头山式

金瓜石式%紫

金山式%铜井

式%治岭头式

与岩浆

岩有关

金矿

包括斑岩%基性*

超基性岩%中酸性

岩及矽卡岩%破碎

蚀变岩%石英脉型

金川 式%煎 茶 岭

式%尼 玛 式%望

峰式

焦家式%玲珑式%

三山岛式%峪耳崖

式%下双台式%东

坪式%金厂沟梁式

多宝山式%四道沟

式%老柞山式%五

龙式

玉龙式%驱龙

式%墨 江 式%

三碉式

抱伦式%河

台式

德兴式%城门

山式%铜官山

式#马山式

沉积建

造中的

金矿

微细浸染型

八卦 庙 式%崖 湾

式%金场子式%满

丈沟式%棺材山式

泰山庙式

东北寨式%水

银洞式%白羊

乡式%板其式

凤山式%高

龙式

变质碎屑岩中热

液型

滩涧 山 式%原 柳

沟式

朱拉扎嘎式%东升

庙式%铜矿峪式
猫岭式 大岩窝式

沃溪式%戈

枕式

金 山 式%齐

村式

与表生

作用有

关金矿

砂金型
西岔河式%柯尔咱

程式%嘉陵江式

金盆式%恩河哈达

河式

桦甸式%呼玛式%

柳树河式

崩纳藏布式%

嘉陵江式%红

河源式

汉江式%高

都川式%湘

江式

臧湾式%辛安

河式

风化壳型"包括淋

滤及土型%铁帽$

宝力格式%三合式
老万场式%两

河式

蛇 屋 山 式%

象山式%七

宝山式

黄狮涝山式%

铁门坎式%吴

家式

本次全国金矿潜力评价工作#提出了&金矿矿产预测

类型'的新概念(金矿预测类型不同于成因类型也

不同于工业类型#其理论依据是金矿矿床式#而金矿

矿床式往往具有区域性特点#区域性特点又与矿集

区尤其是矿集区中的矿田地质特征密切相关(因

此#金矿矿产预测类型可以理解为&为了成矿预测而

划分的%具有区域性特点的金矿床类型'(对金矿而

言#以含金岩系为主要分类准则#综合成矿地质背景

和含金建造的历史演化%大地构造背景(基于此#将

中国的金矿预测类型划分为花岗
>

绿岩建造中金矿

"花岗绿岩型$%沉积建造中的金矿"微细浸染型%变

质碎屑岩中热液型$%火山岩型金矿"陆相%海相$%与

岩浆岩有关金矿床"岩浆热液型$%与表生作用有关

金矿"砂金矿和风化壳型金矿$"表
"

$(其中以与岩

浆岩有关金矿%沉积建造中的金矿%火山岩型金矿最

重要#其次为花岗
>

绿岩型和砂金矿(

9

!

金矿成矿规律概要

9"!

!

中国金矿成矿期的划分

由于金独特的地球化学性质#使得金矿的成矿

作用具有继承性和叠加性等特点#这也就决定了金

矿定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但精确的金矿定年对正

确建立矿床模型和指导找矿勘探具有重要意义(如

广东长坑金矿和富湾银矿是两种不同来源的成矿流

体利用了同一构造体系所形成的两个独立矿床#而

不是一个矿床由于矿化分带而形成的两部分#它们

属于伴生矿床(燕山期的岩浆成矿作用和喜马拉雅

期的岩浆
>

成矿作用分别形成两个独立的矿床#这一

特征对于区域地质找矿具有重要意义"王登红等#

";;;

$(同样的#系统而准确的划分金矿成矿期次对

于总结全国金矿成矿规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由于蚀变矿物%流体包裹体%石英%锆石

和矿石矿物同位素定年技术"

%$

&M>

9;

&M

#

YQ>.M

%

8>&M

%

Z>[Q

%

.?>/N

$的发展#以及裂变径迹%热释发光等技

术在金矿床定年中的广泛使用#使金矿床年龄测定的

精度大大提高(同时#由于中国金矿与其他矿种密切

共生或伴生#其他矿种的众多测年结果可以为金矿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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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定年提供佐证或者约束#进一步提高了部分金矿测年

数据的可信度(本次研究对在我国地学期刊公开发

表的
#$$$$

余篇有关金矿成矿时代文献进行了统计

分析中的
"%9=

个数据#同时参考以往研究成果和本

次潜力评价工作成果#将我国金矿床分为
:

个主要成

矿期#即新太古代*古元古代%中*新元古代%古生

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同时对各个时期矿床数量与储

量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和分析"图
:

$(根据统计结果#

新太古代*古元古代和中*新元古代的矿床数量和

储量约占总数的
#J

左右#古生代的矿床数量和储量

图
:

!

我国不同成矿期金矿床数量与储量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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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总数的
!J

左右%中生代的矿床数量和储量约占

总数的
!$J

左右#新生代的矿床数量和储量约占总

数的
"$J

左右(这表明#中生代是我国金矿最重要

的成矿时期或高峰期(近年来云南北衙等一些新生

代金矿找矿的突破说明新生代也是我国金矿一个重

要的成矿期"王登红等#

#$$:

$(

9"#

!

各成矿期主要特征

各成矿期的特点如下!

"

"

$新太古代*古元古代成矿期!从空间上来说

该成矿期金矿主要分布于华北陆台北缘#多呈花岗

绿岩型出现(金矿床皆以太古宙绿岩建造为原始矿

源层#多产于变质基底中#主要为构造控制的含金石

英脉和硅化带金矿#部分为受层位控制的层状硫化

物浸染金矿床(该成矿期矿物成分较简单%稳定#矿

石建造以金
>

石英
>

硫化物和碲化物为主(

"

#

$中*新元古代成矿期!总体来讲#该期金矿

化强度较弱#分布不广#主要形成于太古宙变质基底

上较稳定的原地台坳陷区(根据成矿地质背景和成

矿条件的不同#该期金矿床可以划分为两类"表
#

$!

第一类是花岗
>

绿岩型金矿#主要产于吉黑褶皱系佳

木斯地块#其赋矿地层为古元古代东风山群#为一套

变质的火山*沉积岩系(第二类是与岩浆作用有关

的金矿床#主要分布于扬子地台龙门
>

大巴台缘褶带

黄陵隆起区(该类金矿床的赋矿地层为古*中元古

代变质岩系#成矿作用与元古宙黄陵花岗岩有关(

表
#

!

中国不同类型金矿在不同时代中所占比例"

:

#统计表

$%&'(#

!

;1%1/41/041%&'(

"

:

#

+5./5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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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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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花岗绿

岩型

火山

岩型

与岩浆岩

有关金矿

沉积建造

中的金矿

与表生作

用有关的金矿

新生代
"$ 9 "$$

中生代
<$ !< "$$

古生代
9$ "$

中*新元古代
: "

新太古代*

古元古代
;:

合计
"$$ "$$ "$$ "$$ "$$

"

9

$古生代成矿期!该成矿期地质背景复杂#矿

床类型多样#但以火山岩型金矿为主#与岩浆岩有关

金矿次之(可分为加里东期和海西期二期#多以含

金石英
>

硫化物建造和含碳细碎屑岩
>

碳酸盐岩建造

产出#前者常与
R5

%

'F

%

[Q

%

\C

%

]1

%

^

等元素伴生#

后者则多与
S

D

%

.Q

%

&G

共生)部分矿床与深成花岗

质中酸性侵入体或铁镁质基性*超基性侵入体密切

相关#形成含金硫化物浸染型金矿"化$%多金属硫化

物伴生金矿床#或与
'F

%

'1

%

/A

%

'M

相伴生的岩浆热

液金矿产(空间上主要分布在阿尔泰构造带%天山

构造带%东准噶尔构造带%西准噶尔构造带%东天山
>

北山构造带%华北地台北缘%大兴安岭褶皱带%祁连

构造带#代表性矿床有白银厂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

铜多金属伴生金矿床(同时在华南的武夷
>

云开隆

起带也存在加里东期与岩浆岩侵入有关的金矿#如

广西昭平县的古袍%藤县的桃花等(该地区金矿点

较多#金矿大多产于寒武纪老地层当中#具有继承性

和叠加性的特点#也是值得注意的找矿区域之一(

"

%

$中生代成矿期!该成矿期是我国金矿床极为

重要的成矿期或高峰期(该成矿期金矿分布十分广

泛#从类型来说#主要以与岩浆岩有关金矿%火山岩

型金矿%沉积建造中的金矿为主(从空间来说#主要

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和东部(在东部主要分布于滨西

太平洋成矿域范围内#包括东南沿海大陆边缘%武

夷
>

云开隆起%鲁西构造带%胶东地块边缘隆起带%长

江中下游陆内构造裂陷带%华北地台北缘%吉黑褶皱

系%江南古陆东南缘等#成矿大多与印支*燕山期火

山%岩浆侵入有关)在中西部#中生代金矿主要分布

在中条山
>

小秦岭地块%湘西
>

湘中陆内断陷边缘%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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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成辉等!中国金矿资源特征及成矿规律概要

甘川"秦岭西段$%滇黔桂%川西%秦岭褶皱系%东昆仑

褶皱系等(该地区金矿除了与岩浆岩有关外#产于

沉积建造中的金矿也较为重要#如陕甘川和滇黔桂

两个金三角中的微细浸染型金矿#近年来取得较大

突破#如甘肃阳山金矿%贵州烂泥沟%水银洞金矿等)

湘西产于变质碎屑岩中的热液型金矿也是一种重要

的类型#如湖南沃溪%黔东丹寨%猴子山等金矿(

"

:

$新生代成矿期!近年来新近发现的一些金矿

形成于新生代#如云南北衙金矿"超过
#$$H

$(大量

的测年资料表明#新生代也是我国金矿"岩金$最为

重要的成矿期之一"

@̂C

D

5H@23

#

#$$:

)王登红等#

#$$=

)应汉龙等#

#$$:

$(在空间上#新生代金矿主要

分布于滨西太平洋成矿域和特提斯成矿域(滨西太

平洋成矿域在第三纪#由于太平洋板块向亚洲板块

的持续俯冲#沿西太平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岛弧

火山活动带#同时形成了一系列与中酸性火山岩有

关的金矿#如台湾金瓜石矿床(对于特提斯成矿域#

新生代金矿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边缘的三江褶皱系

和喜马拉雅褶皱系雅鲁藏布江优地槽褶皱带内(如

哀牢山构造碰撞带#金矿成矿与喜马拉雅期超基

性*中酸性岩浆作用有关#如云南墨江金厂%镇沅老

王寨%元阳大坪%祥云马厂菁等)澜沧江地块#金矿成

矿与喜马拉雅*燕山晚期中酸性火山
>

侵入作用有

关#有独立的金矿如北衙金矿等#但多数以伴生金矿

产出#如玉龙%马拉松多等)西藏雅江碰撞带#成矿与

喜马拉雅期花岗岩类有关#主要以伴生金形式产出#

如甲玛铜多金属矿%雄村铜金矿等#由于其伴生的金

矿规模一般较大#在未来的找矿中应该予以重视(

有资料表明#喜马拉雅期的金矿成矿作用向东一直

可以延伸到滇中%川西%甘南等地"韩春明等#

#$$%

$(

新生代也是与表生作用有关金矿的主要成矿期#如

砂金矿等#主要形成于第四纪和第三纪#各类砂金矿

床主要发育在前泥盆系古老的含金变质岩系分布

区#如陕甘川地区%川西地区%黑龙江流域(同时#新

生代形成的众多风化壳型金矿对我国也有重要意

义#如黔西南等地微细浸染型金矿经风化形成的土

型金矿具有一定规模(

9"9

!

金矿的空间分布$$$成金带划分

我国金矿在区域上广泛分布#但又具有空间分

布不均匀的特点#通常某一种类型金矿主要集中在

某一区域#如花岗
>

绿岩型金矿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台

周缘#而卡林型金矿集中在滇黔桂和陕甘川两大金

三角(根据金矿这一自然集中的特点#重点考虑金

矿类型%典型矿床成矿条件及其区域分布特征#参照

区域成矿要素#全国可划分出
9#

个金矿矿集区"王

成辉等#

#$"#

$(可以看出#金矿矿集区是按照矿产

资源集中分布的自然状况圈定出来的区域#本次工

作在此基础上#从成矿预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成

金带'的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成金区带是根据主

导金矿成矿作用及其所依托的地质背景的基本特征

圈定出来的区域(金矿矿集区重资源#成金带重地

质基础)前者是&果'#后者是&因')前者强调对已知

矿产地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后者强调对成矿作

用和成矿条件的分析(

在全国成矿区带划分的基础上"徐志刚等#

#$"$

$#以单矿种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不考虑

时代因素$为基础#以单矿种的成矿规律和成矿条件

为依据#充分利用成矿模式和预测模型"包括典型矿

床和区域成矿模式$的研究成果#将单矿种聚集程度

比较高%又具有特定成矿背景的区域划分为单矿种

的成矿区带(简言之#成矿要素背景下的单矿种聚

集区%带称之为单矿种的成矿区带(此时的成矿要

素主要指区域背景下导致该矿种富集成矿的构造%

岩浆%沉积%变质%变形等主要地质条件#这种成矿地

质条件可以是一个方面的#也可以是几个方面共同

作用的)可以是同一时代的#也可以是多旋回的)可

以是独立成矿的也可以是多矿种的(综上所述#本

次金矿单矿种成矿带划分的原则为!在
*

级成矿区

带划分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金矿类型%典型矿床的成

矿地质条件及其时空分布特征%区域成矿要素和资

源量的动态变化#并兼顾区域性经济技术条件(据

此#将我国金矿划分为
:9

个成金带#其中
"%

个为重

要级别#

";

个为次要级别#

#$

个为一般级别"表
9

$(

%

!

金矿成矿系列与成矿体系

矿床的成矿系列是指在一定的地质历史时期或

构造运动阶段#在一定的地质构造单元及构造部位#

与一定的地质成矿作用有关的一组具有内在成因联

系的矿床的自然组合"陈毓川等#

#$$<

#

#$$=

$(陈毓

川等"

";;!

#

#$$"

$根据地球演化的不同时期不同构

造环境中形成的金与其他矿产的共生组合#基于我

国
<<<

个金矿床的实际资料#建立了中国金矿床的

9;

个矿床成矿系列#并归纳成
;

个成矿系列类型!

$

地块边缘裂陷带的海相火山
>

喷气沉积热液改造

块状硫化物铜%铅%锌%银%金成矿系列类型)

%

大陆

边缘活动带与中酸性火山
>

侵入岩有关的
'F

%

[Q

%

\C

%

&

D

%

&F

"

Z

$成矿系列类型)

&

地块内断陷与基

性*中酸性火山*侵入活动有关的
R5

%

'F

%

[Q

%

\C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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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成金带划分表

$%&'(9

!

<+'.=5+,>/2

6

&('14/278/2%

成金带编号 成金带名称 代表性矿床
---

级区带编号 成金带级别

&F"

阿尔泰 阿克提什坎%多拉纳萨伊%赛都
--->$"

%

--->$#

次要

&F#

北准噶尔 萨尔布拉克
--->$9

一般

&F9

西准噶尔 齐依求
"

号%布尔克斯岱%包古图
--->$%>

$

重要

&F%

东准噶尔 双泉%黄羊山西%双峰山
--->$%>

%

次要

&F:

准噶尔南缘 索尔巴斯套
--->$<

一般

&F<

东天山 红石%康古尔塔权
--->$!

次要

&F=

西天山 阿克赛%萨日达拉%阿希%卡特巴阿苏"

=<H

$

--->$;

%

--->"$

%

--->""

重要

&F!

塔里木北缘 梧南
--->"#>

%

%

--->"#>

&

%

--->"#>

(

%

--->"9>

%

一般

&F;

北山 金厂沟%小西弓%南金山%拾金坡%大青山%八一泉
--->"%

重要

&F"$

阿尔金 大平沟%盘龙沟
--->";

次要

&F""

祁连 白银厂%小铁山%泥石沟
--->#"

%

--->##

%

--->#9

次要

&F"#

柴达木北缘 滩间山
--->#%

一般

&F"9

东昆仑 五龙沟
--->#<

一般

&F"%

西昆仑 卡拉玛
--->#=

次要

&F":

西秦岭 八卦庙"

"$$H

$%双王%拉尔玛%马脑壳
--->#!

重要

&F"<

巴颜喀拉 大场"

";:H

$

--->9$

%

--->9"

次要

&F"=

义墩
>

香格里拉 马达柯%嘎拉%金厂沟农都柯%普朗%色坝沟
--->9#

一般

&F"!

三江 老王寨%金厂%大坪%伊力克%

--->99

%

--->9:

%

--->9<

%

--->9!

%

--->9;

次要

&F";

羌南 色当
--->9=

一般

&F#$

班怒 崩纳藏矿
--->%$

%

--->%"

%

--->%#

一般

&F#"

冈底斯 雄村"

#%$H

$%洞嘎%弄如日%克鲁
--->%9

重要

&F##

喜马拉雅 马攸木%然巴
--->%%

%

--->%:

一般

&F#9

上黑龙江 砂宝斯%二根河%富拉罕
--->%<

次要

&F#%

新巴尔虎右旗
>

根河 巴彦洁雷%大巴%阿利亚%乌玛%吉拉林
--->%=>

%

一般

&F#:

东乌珠穆沁旗
>

嫩江 廿四号桥%罕达气%宝力格
--->%!

次要

&F#<

白乃庙
>

锡林浩特 白乃庙
--->%;

一般

&F#=

小兴安岭
>

张广才岭 团结沟
--->:#

一般

&F#!

佳木斯
>

兴凯 东风山%老柞山
--->:9

一般

&F#;

完达山 四平山
--->:%

一般

&F9$

吉中
>

延边 二道甸子%头道沟
--->::

次要

&F9"

辽东 猫岭%五龙%沙窝沟
--->:<

次要

&F9#

燕辽
东坪%小营盘%营房%红花沟%辛庄%太那水%

柏杖子%排山楼%大樱桃%铧尖%

--->:=

重要

&F99

华北陆块北缘西段 东伙房%碱泉子%乌拉山%新地沟%驼盘
--->:!

次要

&F9%

五台
>

太行 柏枝岩
---><">

$

%

---><">

%

次要

&F9:

中条山 铜矿峪
---><9>

$

一般

&F9<

小秦岭
>

熊耳山 北岭%祈雨沟%前河
---><9>

%

%

---><9>

&

重要

&F9=

鲁西 化马湾%利国%归来庄"

9%3!H

$

---><%

次要

&F9!

胶东 焦家"

"#<3";

$%玲珑%沙岭%新城%三山岛"

;"3#H

$

---><:

重要

&F9;

东秦岭 许窑沟%石门%余家院%浦堂
---><<

次要

&F%$

桐柏
>

大别
>

苏鲁 老湾
---><=

一般

&F%"

长江中下游 金井咀%洋鸡山%富水%黄狮涝山金驹山
---><;

重要

&F%#

江南隆起东段 小七宝山%雁林寺
--->=$

一般

&F%9

武功山
>

杭州湾 金山%银山%铁坑%

--->="

次要

&F%%

陕甘川 阳山"

%"!H

$

--->=9

重要

&F%:

哀牢山 老王寨%墨江%北衙"

":"3#!H

$

--->9%

%

--->=:

重要

&F%<

康滇地轴 田湾
--->=<>

$

一般

&F%=

江南古陆西段 铲子坪%江溪龙%沃溪%半边天
--->=!

%

--->!<>

$

重要

&F%!

台东 金瓜石"

<$$H

$%合欢溪
--->=;

一般

&F%;

东南沿海 紫金山"

"9!H

$%萝卜岭
--->!$

%

--->!#

次要

&F:$

武夷 双旗山
--->!"

一般

&F:"

南岭 留龙%柳木坑
--->!9

%

--->!<>

%

次要

&F:#

粤桂琼 龙头山%河台
--->!%

%

--->!:

%

--->!=

%

--->;$

重要

&F:9

滇黔桂 水银洞"

=$H

$%烂泥沟"

":$H

$%金牙
--->!!

重要

注!代表性矿床中&"$'内为该矿床的资源量#数据来源为各列矿山所公开发布的公告或地质报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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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中国金矿成矿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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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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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H@22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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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1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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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GAHGAC'EAC@

&

D

%

&F

%非金属成矿系列类型)

(

地块碰撞带与动力

变质花岗岩有关的
&

D

%

&F

%

.C

%

/Q

%

(@

%成矿系列类

型)

)

地块边缘断块隆起带与壳源花岗岩有关的
&F

%

]1

%

[Q

%

\C

成矿系列类型)

+

陆内断陷边缘与花岗岩

"#9#



地
!

质
!

学
!

报

EHH

K

!--

BBB3

D

51

L

1FMC@2G36C

-

NOPQ

-

6E

-

ACN5P3@G

K

P

#$"%

年

有关的
^

%

.Q

%

&F

成矿系列类型)

,

海相火山
>

沉积绿

岩建造
R5

%

&F

"

'F

$成矿系列类型)

-

火山岛弧与中酸

性火山岩有关的
&F

%

&

D

%

'F

%

[Q

%

\C

成矿系列类型)

.

陆内坳陷带的褶皱盖层中微细浸染型
&F

%

.Q

%

&G

%

S

D

成矿系列类型(这一成矿系列的厘定方案对近年

来金矿地质找矿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上述成矿

系列划分和+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成矿评价,"陈毓川

等#

#$$=

$的基础上#综合近年来的找矿成果#本次工

作对与金成矿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进行了重新厘定#

共厘定出
="

个与金成矿有关的成矿系列"表
%

$#并依

此建立了中国金矿成矿谱系图#从时空角度反映了区

域金成矿演化规律"图
<

$(

:

!

结论

"

"

$我国金矿资源较为丰富#近年来找矿取得较

大突破#需要继续加强成矿规律研究#查明成矿条

件#以指导找矿勘查工作的部署(

"

#

$从预测的角度#可将我国金矿划分为花岗
>

表
?

!

中国以金矿为主的矿床成矿系列简表

$%&'(?

!

@,(=5+,>/2

6

4(,/(4+5

6

+'..(

-

+4/14/278/2%

序号 时代 编号 成矿系列"组$名称

"

#

9

%

:

<

=

!

;

"$

""

"#

"9

"%

前

!

寒

!

武

!

纪

&M"

华北地台太古代"

97#

"

#7!)@

$陆核发育阶段形成的
R5

%石墨%

&F

矿床成矿系列"组$

&M

9

>"

华北地台中东部"辽吉%冀东%鲁西花岗绿岩带中$与新太古代早期"

#7!

"

#7=)@

$构造旋回有关的
R5

%

'F

%

\C

%

&F

多金属矿床成矿系列"组$

&M

9

>#

华北地台中西部"鲁西%五台%色尔腾山%中条地区花岗
>

绿岩带中$与新太古代晚期"

#7=

"

#7:)@

$构造旋回有

关
R5

%

'F

%

&F

%非金属矿床成矿系列"组$

&M

-

[H

华北地台及其周边地区与太古宙末期*元古宙初期"

#:$$]@

前后$挤压"造山#五台运动$环境强烈变质作用

"混合岩化$有关的
R5

%

&F

%石墨等矿床成矿系列"组$

[H

9

>"#

阿尔金新元古代与岩浆作用有关的
R5

%

&F

%

'M

%石棉矿床成矿系列"组$

[H

9

>!

西天山新元古代构造旋回
'F

%

&F

%白云母%磷矿床成矿系列组

[H

9

>:

江南地轴与雪峰期岩浆作用有关的
^

%

.C

%

'F

%

/Q

%

(@

%

&F

%

&

D

矿床成矿系列

[H

9

>#

华北地台东部与新元古代构造
>

岩浆作用有关的
R5

%

'F

%

&F

矿床成矿系列

[H

#>9

>=

西昆仑中%新元古代裂陷拉张盆地与火山
>

沉积作用有关的
R5

%

'F

%

\C

%

&F

矿床成矿系列

[H

#>9

>:

扬子地台东南部与中%新元古代火山
>

沉积变质改造作用有关
'F

%

&F

矿床成矿系列组

[H

#

>#

华北地台西部与中元古代裂陷拉张环境火山
>

沉积变质改造作用有关
R5

%

'F

%

[Q

%

\C

%

Y**

%稀有%

&F

%硫铁矿矿

床成矿系列组

[H

"

>%

华北地台西部"山西裂谷.$与古元古代构造旋回有关的
'F

%

'1

%

&F

%非金属矿床成矿系列组

[H

"

>9

华北地台中部与古元古代裂谷火山
>

沉积变质改造作用有关的
R5

%

'F

%

&F

矿床成矿系列

[H

">#

>"

小兴安岭
>

张广才岭"佳木斯地块$古元古代变质岩容矿的
R5

%

&F

%

'1

%石墨%矽线石成矿系列

":

"<

"=

"!

";

#$

#"

##

#9

#%

#:

#<

古

!

生

!

代

[O

"

>9

天山
>

北山与加里东旋回岩浆%沉积作用有关的磷%

0

%

Z

%

'F

%

]C

%重晶石%硫铁矿%

&F

%

]1

%

[Q

%

\C

%

R5

%萤石%稀

有%

^

%

.C

矿床成矿系列组

[O

"

>=

华北地台北缘与加里东旋回岩浆%沉积%变质作用有关的
R5

%

'M

%

'F

%

[Q

%

\C

%

&F

%硫铁矿%碳酸盐岩%板岩矿床

成矿系列组"岩浆成矿系列$

[O

"

>"$

柴北缘
>

祁连与加里东旋回岩浆%沉积%变质作用有关
'M

%

R5

%

'F

%

/A

%

[Q

%

\C

%

^

"

]1

$%

&F

%

Y**

矿床成矿系

列组

[O

"

>"9

武夷
>

云开及周边地区与加里东运动有关的
^

%

.C

%

/Q

%

(@

%

'F

%

&F

%

V5

白云母矿床成矿系列

[O

"

>":

右江与加里东期花岗岩类有关的
.C

%

'F

%

&F

矿床成矿系列

[O

#

>"

阿尔泰与海西期旋回构造
>

岩浆作用有关的
'F

%

/A

%

[Q

%

\C

%

&F

%

&

D

%

'1

%

[)*

%

V5

%

,A

%

/Q

%

(@

宝石矿床成矿系列

[O

#

>9

准噶尔与海西旋回构造
>

岩浆作用有关的
'M

%

R5

%

/A

%

'F

%

[Q

%

\C

%

&F

%硫铁矿%石墨%石棉%水晶%宝石矿床成矿

系列

[O

#

>:

西天山与海西旋回构造
>

岩浆作用有关的
R5

%

'F

%

[Q

%

\C

%

]1

%

^

%

.C

%

&F

%

&

D

%

/A

%

'1

%

0

%

(A

%蛇纹石%滑石矿床成

矿系列组

[O

#

><

东天山与海西旋回构造
>

岩浆作用有关的
R5

%

'F

%

[Q

%

\C

%

]1

%

^

%

.C

%

&F

%

&

D

%

/A

%

'1

%

0

%

(A

%蛇纹石%滑石矿床成

矿系列组

[O

#

>;

华北地台北缘与海西旋回构造
>

岩浆作用有关的
&F

%

'F

%

R5

%

'M

%

/A

%

0

%

(A

%

R5

%

[)*

%

[

%萤石%膨润土矿床成矿

系列组

[O

#

>"$

兴安岭
>

张广才岭
>

太平岭与海西旋回岩浆
>

沉积作用有关的
'F

%

'M

%

R5

%

(A

%

]1

%

&F

%

&

D

%

V5

%水晶%石墨%碳酸盐

岩%陶粒页岩%煤矿床成矿系列组

[O

#

>""

昆仑
>

阿尔金与晚古生代构造
>

岩浆
>

沉积作用有关的
R5

%

'F

%

[Q

%

\C

%

&F

%

'1

%

/A

%

0

%

(A

%

.

%石棉%石膏%玉石矿床

成矿系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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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9$

9"

9#

99

9%

9:

9<

9=

9!

9;

%$

%"

%#

%9

%%

%:

中

!

生

!

代

]O>"

阿尔泰与印支*燕山期造山期后与碱长
>

偏碱性岩浆作用有关的稀有金属%白云母%宝石%贵金属%有色金属矿

床成矿系列

]O>#

天山
>

北山与印支*燕山期花岗质岩浆作用有关的
&F

%

'F

%

]1

%

[Q

%

\C

矿床成矿系列组

]O>%

华北地台北缘与印支*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侵入
>

喷发活动有关的
&F

%

&

D

%

[Q

%

\C

%

]1

矿床成矿系列

]O>:

中国东北部"吉黑$与印支期陆相火山喷发
>

岩浆侵入活动有关
'F

%

/A

%

'1

%

[Q

%

\C

%

&

D

%

&F

矿床成矿系列

]O><

昆仑
>

阿尔金与印支旋回构造
>

岩浆
>

沉积作用有关的
&F

%

R5

%

'F

%

Y**

%石膏矿床成矿系列组

]O>;

三江地区与印支"*燕山$期火山
>

沉积
>

岩浆侵入作用有关的
'F

%

R5

%

[Q

%

\C

%

&

D

%

&F

%石膏矿床成矿系列组

]O>"9

江南古陆与印支期岩浆活动有关的
/Q

%

(@

%

^

%

.C

%

&F

%

&

D

%

]1

%

[Q

%

\C

%红柱石%刚玉%萤石矿床成矿系列

]O>#$

昆仑
>

阿尔金与燕山期岩浆作用有关的稀有金属%

R5

%

'F

%

&F

矿床成矿系列

]O>##

秦岭
>

大别与燕山期构造%岩浆%沉积作用有关的
&F

%

S

D

%

&G

%

.Q

%

&

D

%

[Q

%

\C

矿床成矿系列组

]O>#9

松潘
>

甘孜褶皱带与中生代岩浆%热液作用有关的稀有金属%

&F

矿床成矿系列

]O

#

>#=

藏南与燕山期蛇绿岩和花岗岩类有关的
'M

%

[)*

%

&F

%蛇纹岩矿床成矿系列

]O

#

>9"

小兴安岭
>

张广才岭与燕山期陆相火山喷发
>

岩浆侵入活动有关
'F

%

]1

%

[Q

%

\C

%

^

%

&

D

%

&F

矿床成矿系列

]O

#

>99

华北地台北缘与燕山期中酸性岩浆侵入
>

喷发活动有关的
&F

%

&

D

%

[Q

%

\C

%

]1

矿床成矿系列

]O

#

>9:

华北地台东部与燕山期壳幔源基性*中酸性*碱性浅成超浅成侵入岩有关的
&F

%

R5

%

'F

%

]1

%

[Q

%

\C

矿床成

矿系列组

]O

#

>9<

华北地台西部与燕山期壳幔源基性*中酸性*碱性浅成超浅成侵入岩有关的
&F

%

R5

%

'F

%

]1

%

[Q

%

\C

矿床成

矿系列组

]O

#

>9=

长江中下游与燕山期壳幔源侵入
>

喷发岩有关的
R5

%

'F

%

]1

%

[Q

%

\C

%

&F

%

&

D

多金属矿床成矿系列组

]O

#

>%$

上扬子台褶带沉积岩容矿的
[Q

%

\C

%

S

D

%

&F

%

&

D

%

.Q

%

&G

%萤石%重晶石矿床成矿系列

]O

#

>%9

云开
>

海南古隆起区与燕山期岩浆
>

构造作用有关的
/Q

%

(@

%

^

%

R5

%

'F

%

&F

%

&

D

%

[Q

%

\C

%

]1

%

.Q

%水晶%萤石矿床

成矿系列

]O

#

>%%

东南沿海与燕山期火山
>

侵入活动有关的
R5

%

'F

%

[Q

%

\C

%

&F

%

&

D

%

S

D

%

^

%

.C

%

]1

%

/Q

%

(@

%萤石%叶蜡石%明矾

石%沸石%膨润土矿床成矿系列(

%<

%=

%!

%;

:$

:"

:#

:9

:%

::

:<

:=

:!

:;

<$

<"

<#

<9

<%

<:

<<

<=

<!

<;

=$

="

新

!

生

!

代

_>"

额尔齐斯流域砂金成矿系列

_>#

天山内流河砂金成矿系列

_>9

昆仑山北麓内流河砂金%宝玉石成矿系列

_>%

阿尔金内流河砂金成矿系列

_>:

祁连山黑河*党河内流河砂金%铂族元素成矿系列

_><

黄河流域砂金成矿系列

_>"#

藏北内流河砂金成矿系列

_>"9

可可西里内流河砂金成矿系列

_>"%

怒江流域砂金成矿系列

_>":

红河哀牢山砂金成矿系列

_>"<

雅鲁藏布江流域砂金成矿系列

_>"=

西南部风化壳稀有%稀散元素%镍%金%铂族元素%钛铁矿%砂锡成矿系列组

_>#"

川西
>

滇西与上新世*全新世热泉有关的金%硫成矿系列

_>##

长江流域砂金成矿系列

_>#9

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砂金成矿系列

_>#%

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砂金矿床成矿系列

_>#:

环渤海流域砂金成矿系列

_>#<

珠江砂金成矿系列

_>#!

长江中下游风化壳金多金属成矿系列

_>9#

东南沿海玄武岩区风化壳铝土矿%金%宝石%钴土成矿系列

8O>"%

兰坪
>

思茅盆地与古新世*中新世地质流体作用有关的铅锌%银%铜%锶%天青石%石膏%金%锑%砷成矿系列

8O>":

青藏高原东部与构造
>

流体有关的金"多金属$成矿系列

8O>"<

西南三江与陆内造山过程
>

岩浆作用有关的
'F

%

&F

%

[Q

%

\C

%

^

%

.C

%

]1

%

.C

%

Y**

%稀有金属矿床成矿系列组

8O>"=

冈底斯
>

雅鲁藏布江碰撞带与构造
>

岩浆作用有关的
'F

%

&F

%

&

D

%

[Q

%

\C

%

.Q

矿床成矿系列

8O>"!

班公湖
>

怒江碰撞带与构造
>

岩浆作用有关的
'F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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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太平洋与岩浆作用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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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矿床成矿系列

绿岩型%火山岩型%与岩浆岩有关金矿%沉积建造中

的金矿%与表生作用有关金矿等五大类型#其中以与

岩浆岩有关金矿%火山岩型金矿%沉积建造中的金矿

最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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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结果#可将我国金矿划分为晚太古

代*早元古代%中*新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

生代
:

个成矿期#以中生代%新生代最为重要#也是

我国金矿找矿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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