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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矿体特征及成矿规律浅析

孟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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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大坪坑金矿是一个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金矿资源。通过对该矿区矿体特征及成矿规律的研究，揭

示了该地区金矿的矿体分布、矿石类型、矿化过程及成矿机制。本文分析了矿体的空间分布特点，矿石类型的多样性

及矿物组成，并探讨了成矿作用、矿化过程以及成矿规律的特征。研究发现，大坪坑金矿的矿体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地

质构造带内，矿石主要由黄铁矿、方铅矿等矿物组成，矿化流体的来源和性质影响了矿化的分布和成矿过程。本文的

研究为该地区金矿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对相关矿产资源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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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广东省大坪坑金矿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是

一个典型的金矿矿床。随着对该地区金矿资源勘探和开

发的逐步深入，大坪坑金矿的矿体特征和成矿规律成为

了矿产资源勘查领域的研究热点[1]。金矿资源作为重要的

战略性矿产，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大坪坑金矿

的矿体特征及成矿规律进行系统研究，不仅能够为矿产

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理论支持，还可以为该地区其他金

矿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1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矿体的基本情况

1.1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矿体的空间分布与规模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大坪坑金矿位于广宁-罗定断裂

构造带的中北段河台韧性剪切金成矿带内，且位于区域

规模较大的河台金矿与京村金矿之间，三个矿床成矿地

质背景基本一致，成矿机制类似。区域属华南地层区，

地层从震旦系至第四系发育较完整；发育大量北东向展

布的脆性断层、韧性剪切带以及少量褶皱；岩浆岩分布

广泛，主要呈中酸性；区域矿产种类较多，主要为金

矿、石灰岩矿、磷钇矿和铌钽矿等，其中金的主要含矿

建造为震旦系老虎塘组的石英片岩。

根据现场的地质勘查数据，矿体的纵深较大，且矿

体的形态呈脉状、层状、带状等多种形式。矿体的深度

和形态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开采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通过进一步的勘探和钻探工作，矿区的矿体深度和

矿石储量尚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1.2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矿石类型与矿物组成
大坪坑金矿的矿石主要为含金的黄铁矿矿石，此外还

有少量的方铅矿、闪锌矿等其他金属矿物。金矿的矿物组

成复杂，金矿物主要以金粒形式存在，且大部分金矿物

以细粒状态呈现，金的品位较低。除此之外，矿石中还

存在微量的铜、银等伴生元素，这些伴生金属的存在不

仅影响矿石的金属回收率，也增加了金矿的冶炼难度。

矿物组成的复杂性也为大坪坑金矿的开采和冶炼提

出了挑战。矿石中金的赋存状态对金矿的开发利用具有

重要意义，采用合适的冶炼和提取工艺，对于提高金矿

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1.3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矿体的赋矿条件与成矿环境
大坪坑金矿的赋矿条件与其成矿环境密切相关。该

矿床的成矿环境主要受区域构造、岩浆活动、热液活动

等因素的影响。热液矿化作用是大坪坑金矿的重要成矿

机制，矿化流体来源于深部岩浆活动与地壳中的水合物

分解，热液流体通过岩石的裂隙进入地表，带来了金、

银、铜等金属元素的沉积，形成了矿体。

图 1 90号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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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的赋矿条件还受到区域气候和地形的影响。矿

区的特殊地质环境以及长期的地壳运动为金矿的形成和

保存提供了条件。（如图1  90号勘探线地质剖面图）矿
体内的矿化物质是通过流体的迁移、浓缩和沉积等过程

逐渐形成的，理解矿区的赋矿条件和成矿环境对于勘探

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的成矿作用

2.1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成矿流体的来源与性质
大坪坑金矿的成矿流体来源复杂，主要是深部岩浆

活动、地壳水合物的分解以及外部水体的作用。根据对

区域地质构造和矿化现象的综合分析，金矿的成矿流体

主要来源于地壳深处的岩浆活动，部分流体则可能与附

近的水系或地表水体有关。成矿流体的性质和来源对金

矿的矿化作用起着决定性作用。

大坪坑金矿所在的区域地质构造具有较强的变动

性，岩浆活动是金矿流体的主要来源之一[2]。岩浆活动带

来的流体富含金属元素，这些流体在上升过程中携带了

大量的金属矿物质，特别是金、银、铜等元素，流体的

高温和高压条件使其能够带着金属元素通过岩层迁移。

当这些流体在矿化带内受到压力变化、化学反应或物理

条件的改变时，流体中的金属元素会沉积在岩石孔隙

中，形成矿床。

除了岩浆流体，地壳中的水合物、沉积物及其成分

的释放也参与了矿化过程。这些流体通常具有较低的温

度和压力，其携带的金属元素浓度较低，但在与岩层发

生反应时，可能为金矿的进一步富集创造条件。外部水

体的成分不同，可能会与矿区岩石中的矿物发生化学反

应，进一步改变流体的矿化特性，从而促进矿体的形成。

2.2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矿化过程与矿体形成机制
大坪坑金矿的矿化过程和矿体的形成机制是金矿地

质研究中的关键环节。一般来说，金矿的矿化过程经历

了多次不同性质的流体侵入和矿化作用，在不断变化的

温度、压力和化学环境条件下，矿物逐渐沉积和富集，

形成了丰富的金矿体。

成矿流体在地壳深处的岩浆活动或深部水合物作用

下开始上升，带着金属元素，如金、银、铜等，通过地

下裂缝、断层等路径向上迁移。这些流体在上升过程

中温度较高，矿化物质呈现溶解状态。当流体到达较低

的温度和压力环境时，矿化物质开始沉积，逐渐形成矿

体。金属元素以化合物或单质形式沉淀在含金岩石中，

形成金矿矿体。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是这一过程中矿体分

布的主要控制因素，温度的降低促使金属元素沉淀，并

逐渐富集。

矿体的形态与矿化过程中的物理化学环境变化密切

相关。通过分析矿石样本中的矿物组分，研究表明，大

坪坑金矿的矿体一般呈现出脉状、层状、块状等不同形

式，这与流体的流动方式、矿化带的位置以及局部构造

变动有关。矿体的深度与成矿阶段也有关系，通常深部

矿体含金量较高，且矿石质量较好。

2.3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的成矿阶段与矿床类型划分
大坪坑金矿的成矿阶段和矿床类型的划分，是深入

研究矿体成因、分布规律以及勘探开发的基础。根据金

矿矿化的演化过程和矿体形成的时间顺序，可以将其成

矿过程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成矿的初期阶段主要是地壳中深部流体的上升和矿

化物质的初步沉积。在这个阶段，金矿矿体主要呈现脉

状或断层状分布，矿石中的金元素浓度较低，通常分布

较为分散。随着成矿流体的不断积累，温度和压力的变

化逐步导致金属元素的富集，形成了矿体的集中区域。

此时，矿体的规模和品位有所提升，矿化带开始呈现出

较为明显的金属富集区。

在成矿的中期，矿体的分布更加集中，矿化现象更为

明显，金矿的矿体开始向深部发展。此时的矿化流体温度

和压力逐渐稳定，流体的化学组成和矿化物质的沉淀速率

趋于平衡。金矿矿体呈现出较强的层状或脉状分布，矿

石中金的含量进一步增加，矿体的规模逐步扩大[3]。此

时，矿化带沿着构造裂隙、断层等线性结构分布，成为

主要的金矿带。

在成矿的晚期，矿体的规模趋于稳定，金属元素的

富集程度达到一定的上限。此时，矿体的形态变得较为

规则，矿石的金品位也开始出现一定的下降。在这一阶

段，矿体的成因趋于稳定，矿化作用趋于减弱，矿床的

演化进入到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3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的成矿规律探讨

3.1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矿体的空间分布规律
大坪坑金矿的矿体主要分布在一个特定的构造带

内，其空间分布与区域地质构造、岩浆活动及矿化流体

的迁移路径密切相关。通过对矿区的地质调查，发现该

矿床主要位于地质构造带内，矿体呈带状分布，矿化强

度和矿体规模与构造带的走向和发育情况密切相关。该

地区的地质构造在地壳运动和板块构造的作用下发生了

复杂的变化，矿体的分布不仅受到层间差异的影响，还

与断裂、褶皱等构造活动密切相关。

大坪坑金矿的矿体分布特点具有规律性，矿化带主

要沿着区域的断裂带和褶皱带发育。在一些断裂带的交

点或地壳变动频繁的区域，矿体的分布更为密集，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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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现象也更为明显。这种分布规律表明，地质构造活

动为金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基础。

矿体的深度和规模随着地质构造的变化而变化。在

矿体的高位和浅层，矿化较为集中，而在深层区域，矿

体的厚度和金的品位较低。这一现象也为后续的勘探工

作提供了参考，指示了进一步探索矿体深部的潜力。

3.2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矿化物质的迁移与富集规律
大坪坑金矿的矿化作用经历了长时间的地质过程，

其矿化物质的迁移和富集规律受到成矿流体的性质、流

动路径以及矿化环境的影响。这些流体携带金、银、铜

等金属元素，在迁移过程中与周围的岩石发生反应，并

最终形成金矿矿体。

研究表明，矿化物质的迁移路径主要沿着地质构造

带的裂隙、断层和褶皱带等区域流动。流体在流动过程

中与岩石发生作用，带来了大量的金属元素。这些元素

在适当的温度、压力和化学条件下沉积，并逐步富集形

成矿体。尤其在矿床的裂隙、断裂带等区域，矿化物质

通过热液流体的作用逐步迁移和富集。由于这些区域的

岩石破碎，流体的渗透性和流动性较强，导致金属矿物

的积聚和富集。

矿化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导致了金矿矿体的分布

不均匀。在一些区域，矿化物质的富集程度较高，形成

了较为丰富的矿床；而在另一些区域，由于流体的不均

匀性和矿化环境的差异，矿化物质的分布较为稀疏。研

究还发现，矿化物质的富集不仅与流体的迁移路径密切

相关，还与地质构造的演化过程密不可分。矿体的形成

和富集规律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和时效性。

3.3  广东省大坪坑金矿成矿规律的预测与勘探价值
大坪坑金矿的成矿规律在长期的地质演化过程中逐

渐显现，研究表明，该矿床的成矿过程和矿体的形成受

区域地质构造、成矿流体的性质、矿化环境等多个因素

的影响。通过对矿体空间分布、矿化物质迁移与富集规

律的研究，可以预测矿体的分布趋势和矿床的潜力。这

为后续的勘探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大坪坑金矿的勘探价值巨大，通过分析成矿规律和

矿体的分布特点，可以为未来的矿产资源勘探提供科学

依据。可以通过对成矿流体的来源、性质及其演化过程

的研究，预测潜在的矿化带和矿体分布区域[4]。了解矿体

的空间分布和矿化物质的富集规律，有助于对矿床深部和

外围区域进行进一步的勘探。最后，矿床类型的划分和

矿化过程的分析为新矿体的发现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通过将成矿规律与勘探技术相结合，可以在大坪坑

金矿区开展更加精准的勘探工作。利用现代勘探技术，

如地球物理勘探、钻探和遥感技术，能够更有效地发现

潜在的矿体，尤其是在矿体深部或难以察觉的区域[5]。成

矿规律的研究还可以帮助合理评估矿床的规模和开采潜

力，指导矿产资源的开发规划。

结论：广东省大坪坑金矿的矿体特征及成矿规律研

究为该地区金矿的勘探与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通过对矿体的空间分布、矿化过程、成矿规律等方面

的深入分析，可以明确矿床的形成机理及其潜在价值。

随着勘探技术的不断进步，结合成矿规律和现代勘探方

法，可以进一步提高矿产资源的勘探效率和准确性，为

广东省金矿资源的开发提供更加科学的指导。针对成矿

规律的深入研究，能够促进矿业开采过程中对环境的保

护与合理利用，实现金矿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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