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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洲金矿成矿特征及找矿前景探讨

林志诚
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沙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湖南 长沙 410600

摘� 要：新洲金矿位于广东省境内，区内金矿资源丰富。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新洲金

矿的区域成矿条件、成因机制以及找矿预测评价等内容。研究认为，新洲金矿主要赋存于晚元古代地层中，区内构造

演化复杂，岩浆活动强烈，为金矿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构造背景。成矿作用主要受区域构造、岩浆活动以及蚀变作用

等因素控制。多金属矿化的叠加复合是区内金矿成矿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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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新洲金矿位于广东省中部，属华南褶皱系粤

中古陆范围。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晚元古代及古生代地

层，岩浆岩发育[1] 。区域内金矿主要赋存于晚元古代变

质沉积岩系中，矿体受区域构造、岩浆活动、蚀变作用

等因素控制。

1 广东新洲金矿区域成矿条件研究

1.1  新洲金矿区域构造演化分析
新洲金矿处于粤中地块与华夏地块的交接部位，区

域构造演化经历了多期次的构造运动。晚元古代末-早古
生代，受多期区域构造运动影响，区内发生强烈褶皱变

形和区域变质作用，形成一系列北东向和北西向构造。

中生代以来，在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下，区

内发育北东向和北西向的张扭性断裂构造。总体上看，

研究区构造线方向主要为北东和北西向，且北东向构造

切割北西向构造，是区内晚期的主导构造[2]。

区域上岩浆岩分布广泛，加里东期、海西期和燕山

期均有岩浆侵入，且岩性主要呈中酸性，此外区域内还

发育大量的中酸性脉岩，如:石英脉、花岗岩脉、伟晶岩
脉、石英斑岩脉、花岗伟晶岩脉、细晶岩脉、花岗斑岩

脉、石英闪长岩脉、正长花岗岩脉等。岩浆活动为成矿

物质的迁移分异富集提供了动力[3]。

新洲金矿区内发育多期次、多阶段的岩浆活动。主

要表现为：古元古代深变质岩系中的斜长角闪岩和变粒

岩；晚元古代中酸性火山岩；早古生代基性-超基性侵入
岩；中生代侵入岩以中酸性岩体为主，主要岩性为黑云

母花岗岩、二长花岗岩等。区内金矿床主要赋存于古元

古代深变质岩系及晚元古代中酸性火山岩中，与中生代

花岗岩类侵入杂岩关系密切。这表明区内长期频繁的岩

浆活动对金矿成矿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1.2  新洲金矿岩性组合特点
新洲金矿区内的地层岩性主要为晚元古代和古生代

地层。其中晚元古代地层出露最为广泛，岩性主要为一

套变质沉积岩系，包括片麻岩、片岩、大理岩及角闪岩

等。这套地层经历了区域变质作用，变质程度达到角闪

岩相－麻粒岩相，并伴随褶皱、断裂构造的发育。（如

图1 调查区大地构造位置简图）古生代地层主要为一套碳
酸盐岩夹碎屑岩建造，未见明显变质。区内金矿化主要

赋存在晚元古代片麻岩、片岩及混合岩化的花岗片麻岩

中。这些变质岩经历了多期次构造变形和岩浆活动的叠

加改造，富含金属矿化所需的流体和矿源物质，是区内

金矿成矿的有利岩性

图1 调查区大地构造位置简图

1.3  新洲金矿岩浆活动特征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主要表现为深成侵入岩和火山

岩两种类型。区内主要侵入岩体有加里东期和燕山期两

个阶段。加里东期侵入的大吉山、石牛坑和黄竹坑岩

体，岩性主要为黑云母花岗岩、二长花岗岩，岩体呈北

东向展布，沿北东向构造侵位。燕山期主要岩体有竹山

岩体、罗浮山岩体等，呈近东西向展布，主要为黑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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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火山岩主要为晚元古代的一套中酸性火山岩，

其中安山岩、英安岩分布广泛，局部夹凝灰岩及凝灰熔

岩。金矿化常赋存于安山质火山岩及凝灰岩中，受岩浆

期后热液活动叠加改造，形成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金

矿床[4]。

2 广东新洲金矿成因机制探讨

2.1  新洲金矿矿体赋存规律
通过对新洲金矿区已发现的金矿床赋存特征进行分

析，不难发现矿体主要赋存在三种地质环境中。晚元古

代变质岩系中的片麻岩、片岩及混合岩化的花岗片麻岩

是金矿的重要赋存围岩，大吉山金矿就是典型的实例；

晚元古代中酸性火山岩中也常见金矿体出现，石牛坑金

矿就赋存在这类岩石中；中生代花岗岩与围岩的接触带

同样是金矿聚集的理想场所，黄竹坑金矿正是赋存于这

种环境中。受区域褶皱和断裂构造的控制，矿体多呈脉

状、透镜状和囊状，沿北东和北西向延伸。矿体在沿走

向和倾斜方向上连续性较好，但其规模相对较小，厚度

变化较大。矿石类型丰富多样，主要有石英脉型、蚀变

岩型和矽卡岩型。矿石的金属矿物组成以黄铁矿、毒

砂、黄铜矿为主，金的品位分布不均，高品位部分含金

量可达数十克/吨。矿石中常见的共生元素有银、铜、
铅、锌等。值得注意的是，新洲金矿床具有明显的垂直

分带现象。

综合各方面的研究资料可以看出，新洲金矿床的形

成主要受到构造运动、岩浆活动以及蚀变作用等多种地

质过程的控制。那些经历了多期次构造运动、岩浆活动

频繁的地区往往是金矿聚集的“富矿地”。区域性深大

断裂承担着成矿流体的运移任务；局部构造为金矿床的

赋存提供了场所。中生代花岗岩的在提供热源的同时，

也带来了丰富的成矿物质，可以说是金矿形成的“催化

剂”。深熔作用和岩浆期后热液活动引发了区域性热液

蚀变，促使金元素凝聚、沉淀，最终完成了从“流体”

到“固体”的转变。新洲地区金矿化的形成，正是多种

地质过程精妙配合、协同作用的结果。

2.2  新洲金矿物质来源分析
确定成矿物质来源对揭示金矿成因具有关键意义。

区域变质作用引起金元素在区域变质岩系中发生初始富

集，这构成了成矿作用的初始物质基础。随后，地壳深

部岩浆活动复苏，岩浆结晶分异过程中析出的含金热液

沿构造裂隙迁移，与围岩发生交代作用，形成金矿体。

地球化学特征是判别成矿物质来源的重要指标。新

洲金矿石的微量元素分析表明，亲石元素(W、Mo、Bi
等)含量偏高，而亲铜元素(Cu、Pb、Zn等)含量相对较

低，这一特征与岩浆期后热液型金矿床的地球化学特征

高度一致。铅同位素示踪研究显示，金矿的铅同位素组

成与基底变质岩系存在明显差异，而与中生代花岗岩类

侵入体具有更高的相似性。流体包裹体研究为理解成矿

环境提供了直接证据。研究结果表明，成矿流体以H2O-
CO2体系为主，且具有较高的CO2含量，这反映了典型的

岩浆热液系统特征。多方面地质地球化学证据表明，中

生代岩浆活动在新洲金矿成矿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是控

制成矿物质来源的关键地质事件。

2.3  新洲金矿成矿过程研究
通过系统分析前人研究资料及开展野外地质调查工

作，可以重建新洲金矿床的成矿演化历史，阐明其成矿

过程的发展规律。根据现有地质证据显示，新洲金矿

的形成经历了多阶段演化过程，呈现出成矿规模由小到

大、成矿类型由单一到复杂的发展特征。研究结果对理

解该区成矿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加里东期区域变质作用是新洲金矿形成的初始阶

段。该时期，区域内广泛发育的变质作用导致变质岩系

中金元素发生初始富集，这种富集过程为后期成矿作用

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5]。与此同时，区域性深大断裂构

造经历了多期活动，形成了良好的成矿构造通道，这为

后期成矿流体运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广东新洲金矿找矿预测评价

3.1  新洲金矿成矿控制要素
系统分析新洲金矿区的地质背景、成矿条件及矿化

特征后发现，该区域金矿的形成主要受控于区域深大断

裂构造、中生代花岗岩岩浆热液活动、有利的赋矿围岩

以及多期叠加的蚀变作用等因素。深大断裂构造自然发

育，错综交织，它们切割了区内的岩层和岩体，为成矿

流体运移、富集成矿创造了有利的通道和空间。其中以

北东向和北西向最为发育，二者相互穿插、交汇，形成

了复杂的构造格架，而这些交汇部位恰恰是金矿聚集的

理想场所。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这些深大断裂的次级

构造如张性裂隙、压扭性破碎带等，对金矿的富集成矿

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区内燕山期花岗岩分布广泛，

岩体巨大，它们的侵位不仅为成矿带来了充足的热源，

而且岩浆在结晶分异过程中以及后期的热液活动阶段释

放出大量的含矿流体，从源头上为金矿化培育了养分。

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的还有该区的变质岩系，特别是晚元

古代的片麻岩、片岩等变质岩自身富含金、银等矿源组

分，再经历区域变质变形作用和流体的交代淋滤，进一

步促进了成矿元素的活化、迁移和富集。构造、岩浆、

变质等作用常常伴随着热液蚀变，它既是寻找金矿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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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明灯，也是形成金矿的重要推手，研究区内硅化、钾

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等叠加组合的出现，为金成矿

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3.2  新洲金矿有利靶区分析
成矿条件的有效组合是成矿作用顺利进行的基本要

素，而在找矿实践中，准确识别和评价有利成矿区域是

实现找矿突破的关键。基于前文讨论的控矿要素分析，

再结合新洲地区的已知矿床模型及找矿标志特征，对该

区进行了找矿潜力评价。

已知金矿床空间分布特征表明，元古宙变质岩与中

生代花岗岩的接触带是金矿富集的优选部位，特别是受

区域断裂构造控制并伴随热液蚀变的接触带，具有较

高的找矿价值。区域地球化学测量结果显示，金、银、

铜、铅、锌等多金属元素组合异常与已知矿化带具有良

好的空间对应关系，尤其是北东向展布的地球化学异常

带，为深部隐伏矿体的探测提供了重要指示。（如图2 调
查区区域地质矿产图）

图2 调查区区域地质矿产图

3.3  新洲金矿找矿方向建议

新洲金矿的找矿工作方兴未艾，续写辉煌的秘诀在

于不断优化找矿思路、创新勘查手段。纵观前文对该区

成矿条件、机制及靶区的分析，不难看出今后找矿应

将目光聚焦于深部，重点围绕区域性深大断裂展开。由

于这些构造规模巨大，延伸深远，它们所蕴含的找矿潜

力不言而喻。建议采用大型物探手段，在北东和北西向

的干线断裂带及其附近区域进行深部结构探测，同时使

用高精度、多梯度的地球物理方法圈定深部矿体的有利

靶区。多金属综合异常是宝藏的标志，查明成因是成功

的关键。应对这些异常区开展系统的地质调查、地球化

学测量、综合物探等工作，准确查明其矿化的规模、特

征、类型及形成机制，最大限度地圈定有利靶区。

结论：广东新洲金矿具有较好的成矿地质条件，金

矿化主要受区域构造、岩浆活动、蚀变作用等因素控

制，成矿作用经历了多期次、多阶段的演化过程。在已

知金矿带基础上，通过找矿模型的建立和综合找矿方法

的运用，分析认为该区深部及外围找矿前景较好，围绕

北东、北西向构造、岩体接触带等开展工作是今后找矿

的重点方向和主攻方向。新洲金矿远景找矿潜力巨大，

值得给予高度重视并组织后续找矿攻关，力争实现新的

找矿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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