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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研究

江振国
山东省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现阶段，我国矿产资源紧缺问题日益凸显，金矿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获取的矿产资源，其

开采的整体质量和实际使用效率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由于我国金矿资源分布范围较为广泛，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实

际金矿地质情况较为复杂，直接导致金矿开采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为从根本上提升金矿开采的整体质量和

效率，加强金矿床地质特征和矿床成因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主要就金矿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进行分析，并深入研究了

金矿矿床成因，望对我国未来金矿开采作业提供相应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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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金矿作为我国矿产资源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

分，其整体挖掘开采质量和工业生产效率受到了国家和

社会的广泛重视。金矿资源主要指具有一定含金量的矿

石，可以用于工业当中，经过冶炼提成，能成为精金及

金制品。虽然现阶段我国的金矿开采工作取得了较大进

步，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对金

矿矿床的地质特征与成矿原因掌握的不够深入。

1 金矿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

1.1  矿体特征
（1）矿体本身的特征。金矿矿体的空间形态，通常以

脉状、层状或斑状为主。脉状矿体主要分布在断层、褶皱

等构造带中，形态呈脉板状、截面呈锯齿状或明显扭曲；

层状金矿矿体常位于变质岩或沉积岩中，具有连绵性；斑

状金矿通常为水热脉带中的较小矿体，体积较小，分布分

散。（2）富集范围和质量。金矿矿床的矿体富集范围和
质量主要与地质构造和岩石类型有关。在构造上，矿体富

集主要是与断层、褶皱等构造带有关。在岩石类型上，富

集区通常位于花岗岩、石英岩、片麻岩等中高温岩石中。

矿体质量通常与金矿石的品位有关，高品位矿山矿体体积

较小，但分布紧密。（3）矿体的运移方向。金矿矿体的
运移方向主要受到热液的影响。热液在地质构造的作用

下，沿构造韧性、抗拉伸强度好的岩石脉带上行，并且根

据矿床中化学反应的力学过程，在矿床形成时进行了深度

和方向的分化。岩石变形后，金和银等金属矿物经过自然

沉降和富集，被固定在矿脉中[1]。

1.2  矿石特征
（1）矿石种类。金矿矿床的矿石主要包括金的自然

金、金银合金和金化合物，其中自然金的含量最高。自

然金为金矿中颗粒状或片状的形态，呈金黄色，具有良

好的延展性、韧性和导电性。在金矿中，自然金与硫化

物的分布有关，主要原因是硫化物和自然金同时在热液

流体中沉淀。（2）矿石结构。金矿矿床的矿石主要分布
在矿体中，矿石的构造和结构也不尽相同。由于金的地

质分布特殊，金矿石的分布常与矿体特征紧密相关，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脉状构造：脉状金矿石分布
在石英脉和硫化物矿脉中，矿石呈条状或线状分布。这

种矿体结构比较适合浅部开采。2）似层状结构：其分布
范围较大，呈现出似层状构造。金矿床可以分散、也可

以集中在某一区域。一般认为其沉积物赋存条件较好，

在热水作用下沉淀而成。3）矿化带：金矿床多分布于断
裂带中，而断裂带则被热液充填，形成了矿化带，为大

型金矿的成矿主要载体。（3）矿石含量。金矿石含金量
可以作为金矿床品位的参考指标。金矿石的含量通常很

低，一般在1–20克/吨之间。矿石含量的大小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如矿床类型、成矿温度、压力、PH值等。

1.3  矿石构造及结构
金矿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不仅包括矿体特征和矿石

特征，还包括矿石构造及结构。矿石构造及结构是指矿

床中矿石的空间排列规律和变形状态。以下将从接触

带、矿化地层、矿脉系统等方面，来介绍金矿矿床的矿

石构造及结构特征。（1）接触带。接触带是指矿体与
周围岩层接触瞬间形成的过渡带。金矿矿床中，接触带

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在接触带中，矿体和周

围岩层的热液交换、物质迁移和抑制变形的作用比较显

著。矿体晶粒通常比较细，形状多样，以双晶、链状和

树枝状晶形为主。与周围岩石形成的接触带为金矿化

带，是金矿石分布的重要区域。（2）矿化地层。矿化
地层是指矿体与围岩交界面形成的矿化区。在金矿矿床

中，矿化地层通常具有层状和节理状，富含金矿石的岩

层与变质和岩浆作用有关。通过对矿化地层的地质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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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可以了解金矿石中的矿物性质、矿体的分布规律和

量级，为矿床的勘探和开发奠定重要基础。（3）矿脉系
统。金矿矿床中的矿脉系统一般包括主矿脉、分支矿脉

和细脉，它们的分布形态、接触方式和矿物成分也有所

不同。主矿脉是矿体分布的主通道，主要沿着断裂带的

走向和倾向延伸。分支矿脉通常与主矿脉相互交错。细

脉则是直径小于1厘米的矿脉，经常遍布整个矿体中。
此外，金矿矿床中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变形作用。金矿矿

床主要形成于地壳构造变动、岩浆热液活动等作用下，

地层受到压力变形，形成了褶皱、断层、脆性变形等结

构。这些结构直接影响到矿床中矿化作用和矿石的空间

分布规律。

1.4  矿床的岩浆岩特征分析
金矿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是在特定地质环境下，因

为岩浆活动或热液运移等作用，使得金等贵重金属元

素、硫化物、氧化物在地质体中发生富集并形成具有经

济价值的矿床。这些矿床通常包括石英脉型、蚀变型、

铁矿化型、蓝青铜型等多个类型，矿体形态和分布具有

一定的规律性。下面将分析矿床的岩浆岩特征。岩浆岩

是金矿矿床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岩浆岩对于成

矿物质的富集和运移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的岩浆岩类

型有花岗岩、粗面岩、辉石岩、橄榄岩等。下面就岩浆

岩的主要特征进行具体分析。（1）含有硫化物和金属
元素。岩浆岩中含有大量的硫化物和金属元素，其中包

括了金、银、铜、铅、锌、镍等。这些元素在地壳中的

份量非常低，当岩浆活动或离子交换等过程发生时，这

些元素就会被富集在岩浆中。（2）形成热液和金属矿
床。岩浆岩的热液特征也表现在成矿活动中。热液经由

岩浆岩穿透或运输，可促进金属元素以及矿物的移动、

聚集，从而形成金属矿床。热液中含有大量的气体、水

弱酸和两性成分等，它们具有较高的温度、压力、酸碱

度等特点，这样的特性直接影响了成矿物质的萃取、运

移、沉淀等过程。（3）具有一定的热稳定性。岩浆岩具
有一定的热稳定性，能够在高温高压的地质条件下保持

较好的物质稳定性。长时间的高温作用和深层的作用使

得矿体和含金岩石具有更高的承压能力和耐蚀性，这是

金矿矿床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2 金矿矿床成因研究

2.1  金矿矿床形成的物质来源
（1）岩浆来源。岩浆来源是构成金矿矿床的重要物

质来源之一。在地球内部，存在着高温和压力的岩浆部

分，这些部分中含有大量的金属和硫化物等元素。在一

些特定的岩浆环境下，由于岩浆对地壳氧化状态的影

响，使得金属元素在熔岩中产生显著的富集现象。岩浆

熔化的过程也释放了一系列气体、蒸汽、热液等成矿元

素物质，对于热液后期的成矿作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推动了金矿矿床进一步形成。（2）热液来源。热液来
源在金矿矿床形成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热液来源包

括变质型、热液型、断层型、半深成型、氧化还原型等

多种类型。热液一般来源于深地壳，存在于岩石中的缝

隙、空洞、铁氧化物层等，热液中含有大量的常见金属

元素、贵金属元素，在成矿过程中会迅速地富集成矿热

液，从而形成金矿矿床。热液方面，随着地下水温度的

升高，水的溶解度将会增高，一些贵重金属也会随之富

集，进而形成成矿液体。（3）海水来源。海水是构成
金矿矿床另一重要的物质来源。当高温热液或火山活动

等现象影响深海盆地，会活化大量岩浆熔体构成的火山

岩，或者将深处地壳中矿化含水溶液的热液带往海底，

与海水和海洋生物作用产生的化学物质反应时，就会释

放金等贵重金属元素并逐渐沉淀成金质矿物，在某些环

境下与其他成矿元素复合形成大型海底金矿[2]。

2.2  金矿成矿的条件
（1）地质背景条件。金矿矿床的形成与地质背景密

不可分。在筛选潜在金矿床时，首要的是选择位于已知

地质背景中的区域。例如，在造山运动中形成的变质岩

地区、地幔、变质后的流纹岩地区，都是金矿床形成的

重要背景。（2）硫化物矿物。硫化物矿物是金矿矿床
成矿的重要条件之一。硫化物可以与金共同存在，并促

进其形成和富集。矿床的硫化物成矿是指矿床中硫化物

矿物对黄金等金属的富集作用。硫化物的作用可以使含

金矿物容易溶解并随流体迁移，最终富集于矿体内部。

（3）地热条件。地热条件对金矿床成矿有着重要的影
响。在地热活动的影响下，岩浆融化的产生和地热流体

的运动都有助于金的形成和富集。在热液作用下，随着

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流体中的金属元素不断迁移，并在

适当的条件下形成金矿床。地热作用还可以改变岩石中

的化学结构，从而将金属元素释放出来。（4）地球化学
条件。地球化学条件也是金矿成矿的重要条件之一。地

球化学条件的研究表明，金矿成矿与地球化学环境的变

化密切相关。进一步深入研究表明，金的分配行为与硫

化物的含量及pH值、孔隙框架结构以及热液流动速率等
因素有关。此外，地球化学条件对于黄金在热液流体中

的迁移和堆积也具有重要影响。（5）适宜构造。适宜的
构造是金矿成矿的必要条件之一。构造有利于地下水循

环，形成了热液补给矿床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在断裂和

折叠带等地质构造中，金矿成矿更为常见。在这些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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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者靠近这些构造，热液流体可以从高温高压区移

动，并在低压低温区形成矿床。

2.3  金矿矿床成矿的过程
金矿矿床成因研究是矿产地质学的重要方向之一。

金矿矿床的形成涉及多个因素，一般来说，形成金矿矿

床的过程经历了五个阶段：源区形成、运移、沉淀、

改造和保存。这五个阶段是相互关联的，形成了金矿矿

床的孕育、富集和形成演化过程。下面将具体讨论金矿

矿床成矿的过程。金矿矿床成矿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步

骤：（1）金矿物质的溶解和富集。金矿物质来源于地下
岩石和岩浆热液中的金属元素和硫化物等化合物。在地

质作用下，金矿矿床的形成主要受到岩浆、热液等传统

成矿物质的影响，与之类似的还有金对生物、大气、水

文等方面的敏感和响应。这些元素主要来源于地壳下部

的基础岩石，能够被熔融开释出来，然后在地壳上部，

在成矿流体的成矿作用下逐渐富集。（2）金矿物质的运
移和分布。金矿物质可以通过热液、水及气体的运移，

从源区向周围成矿区域运移，由于热液对成矿物质起着

催化作用，使得金矿物质逐渐向成矿区域积聚。在晚期

阶段，矿床的热液通常被吸附和固定在矿石中形成了成

因脉石或者以它们自身为基础，这些矿石多数被富集在

矿层中。（3）金矿物质的沉淀和矿化。沉淀过程是金矿
矿床集中富集和自然矿化的过程。当成矿流体经历了较

长的运移时间和质量变化后，往往会逐渐降温和减压，

使得成矿流体的成分发生变化，溶解度降低，从而使得

金矿矿物质开始向周围沉淀。在沉淀的过程中，金矿物

的不同富集度和溶解度决定了它们的沉积速度和沉淀位

置，最终促使了金矿矿床的形成[3]。

2.4  岩浆活动
（1）金矿热液是岩浆热液的产物。在地球成矿作用

中，岩浆活动是热液矿床的重要来源，岩浆通过侵入、

喷发、结晶等方式引发的热液流体可以被很好的保存在

固体火成岩体内部。成矿流体在流过地壳中的管道或裂

隙中，同时也与下伏的地层相互作用，大量金属离子溶

解在热液中形成了金矿床。（2）岩浆热液对金矿矿床的
地质环境和成因产生了重大影响。岩浆热液运移速度较

快，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金和其他金属元素运移至

矿床处，对矿床的形成和富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热液流体在地下的运动路径、流量、温度和压力的改变

都可能导致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金矿矿床的形成。（3）岩
浆热液的化学成分和特性对矿床的形成和富集具有重要

影响。一般认为，岩浆热液的温度、压力、流体特性和

化学成分等因素会对矿物中的金属有选择性地富集或亏

损。（4）不同类型的岩浆活动对金矿成矿的影响有所不
同。在不同类型的岩浆体系中，岩浆的物理与化学性质

有所不同，直接影响到岩浆热液形成的过程，从而影响

到黄金矿化的形成和富集[4]。

结语

综上所述，金矿开采企业要想确保企业整体经济效

益，务必要确保金矿开采的整体效率，开采企业只有全

面了解金矿床地质的主要特征，并对金矿矿床的具体成

因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够在实际开采过程中根据金矿成

因选取科学的开采技术，从而在保证金矿的开采工作质

量和效率的同时，确保我国金矿地质不受到破坏，对进

一步促进我国资源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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