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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台金矿位于广东省高要市境内，是粤东桂西

地区最大的金矿。因该金矿严格受韧性剪切带的控

制，普遍认为是典型的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周崇智和

段嘉瑞, 1988；Zhang et al．，2011)。矿区内分布有

多条韧性剪切带，但只有少数几条含矿，所发现的

含矿韧性剪切带主要为 11 号糜棱岩带（高村矿段）、

9 号糜棱岩带（云西矿段）、12 号糜棱岩带（后迳

矿段）、13 号糜棱岩带（河海矿段）等。其中高村

矿段和云西矿段是现今勘探开发的主要对象，已累

积提交 50t 金储量。由于金矿体与韧性剪切带关系

密切，两者间的成因联系，特别是相关的成岩成矿

年龄及构造变形与金矿事件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但

仍存在不同看法。对于河台金矿的成矿年龄，前人

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陈好寿和李华芹

（ 1991 ）利用石英包裹体 Rb-Sr 法获得了

121~129Ma 的年龄；翟伟（2004）通过石英全溶法

对高村矿段富硫化物中的石英脉进行定年，获得

172Ma 的成矿年龄，通过锆石 U-Pb 定年获得河海

矿段富硫化物石英脉中热液锆石年龄为 152Ma（翟

伟，2005）；王成辉（2012）对河海矿段进行研究，

通过富硫化物石英脉中绢云母 Ar-Ar 法定年获得

157Ma 年龄，通过磁黄铁矿 Re-Os 定年获得 175Ma

的成矿年龄。可见，不同方法获得的成矿年龄之间

有较大的差异，这些方法中将金矿中广泛发育的硫

化物矿物（如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等）

作为定年对象是确定成矿时代的最佳方法。而前人

仅对河海矿段进行过磁黄铁矿 Re-Os 定年，本次研

究试图利用硫化物的 Rb-Sr 定年法对河台金矿的成

矿时代进行进一步的约束。 

1  地质特征 

河台金矿大地构造位置位于钦杭结合带南段，

罗定-广宁断裂与吴川-四会断裂的交汇部位。钦杭

结合带是扬子与华夏两大古陆块碰撞拼贴形成的

巨型板块结合带（杨明桂等，2009），同时又是华

南地区一条最重要最具找矿潜力的多金属成矿带。 

矿区地层主要有震旦系（？）云开群、奥陶系、

志留系。云开群为一套整体无序的变质岩组成，岩

性以石英绢云母片岩、二云母石英片岩、变粒岩、

片麻岩、混合岩、混合花岗岩等为主，局部遭受强

烈韧性剪切作用形成糜棱岩系列岩石，河台金矿的

矿体就产于这些糜棱岩带中。含矿糜棱岩带 ML9，

ML11，ML12，ML13 的产状在 N70°E 左右，呈右

行左阶侧列，并且近等间距排列。金矿体严格受糜

棱岩叶理和叠加的脆性构造裂隙控制。矿体在平面

上和剖面上的总体形态是呈脉状、透镜状、枝状。 

河台金矿矿石类型以蚀变糜棱岩型为主，矿石

矿物主要为自然金、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

另外还有少量闪锌矿、方铅矿、毒砂；脉石矿物为

石英、绢云母、绿泥石、方解石。各金属矿化主要

为浸染状、星点状、微细脉状分布。根据镜下观察

到的矿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前人研究，可将

河台金矿矿化划分为三期五个阶段：动力变质期，

热液期，表生期。其中热液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石英-硫化物矿阶段，金-硫化物阶段，金-硫化物-

碳酸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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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品及测试结果 

本次研究对采集的 12 件硫化物（5 件黄铁矿，

7 件磁黄铁矿）样品进行测试，其中 2 件（磁黄铁

矿）来自河海矿段，6 件（5 件磁黄铁矿，1 件黄铁

矿）来自云西矿段，4 件（黄铁矿）来自高村矿段。

测试分析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

中心完成。其中，河海矿段的两件样品与高村和云

西矿段的样品具有截然不同的 REE 配分曲线，因

此，前者与后两者可能并不是一期成矿。利用 Isoplot

程序分别对云西的六件样品和高村的四件样品进

行等时线年龄计算，云西矿段获得了较好的结果，

其 Rb-Sr 等时线年龄 t=227.7±4.7Ma，初始 Sr 同位

素 比 值 [n(
87

Sr)/ n(
87

Sr)]i=0.70778±0.00054 ，

MSWD=1.5，而高村矿段的样品未能获得有效的等

时线年龄。 

3  讨论与结论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综合前人的研究，河台金

矿可能经历过两期重要的成矿作用，一期为印支

期，一期为燕山期。印支期成矿恰恰发生在韧性剪

切带左旋向右旋的转换阶段（Jiao et al., in press）, 

而燕山期成矿则可能对应于构造环境由挤压向伸

展的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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