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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金富集规律及成因类型

盛 刚

(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

区内砂金矿大都分布在嘉陵江
、

涪江
、

白龙江和汉水的河床
、

河漫滩及 I 级阶地内
。

在河道由

开阔趋向狭窄或由狭窄突变为开 阔地段
、

河流转弯的凸岸 (堆积岸 ) 弧形拐弯偏向上 游地段
、

支沟

与主河道交汇处靠下游等地段砂金相对富集
,

砂金主要富集在松散沉积层近底部的含泥砂砾层

中
。

区内砂金矿的成因类型分为冲积型河床砂金矿
、

冲积型河漫滩砂金矿和冲积型阶地砂金矿三

种
。

成矿时代为全新世早期
。

形成砂金矿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一是必须有砂金矿质来源
,

即必须有

含金地质体的存在
,
二是有适宜的外营力作用

一、

良好 的地貌条件和 有利的新构造运动
,

两者缺一不

可
。

据此划出琵琶寺 一河 口 和刘家坪 一椒园里两个找矿远景 区
。

关键词 砂金 富集规律 成因类型 陕
、

甘
、

川
“

金三角
”

地区

陕
、

甘
、

川
“

金三角
”

地区砂金探采历史悠久
,

早在唐代史料中就记有
: “

涪江经龙州城东
,

水

出金
” 。

宋代也有
“
王祖 只

’ ,

黄金的记载
。

民国年间采金最盛
,

仅平武县阔达乡高阶地采金就达

万余两 ( 1 9魂2 )
。

建国至今
,

该区采金从未间断
,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

目前在该区 已有
一

七条采金

船投入了生产
,

开采对象由高阶地发展到低阶地及河床
、

河漫滩
。

随着国家对黄金需求量的不

断增加
,

该区必将成为重要的黄金基地
。

i 地质概况

研究区内从前震旦系碧 口群到新生界第四系均有 出露
,

其中前震旦 系碧 门群及志留系茂

县群分布较厂
’

( 见图 )
。

前震旦系碧口 群 ;分布在勉县一 文县断裂
、

勉县一 平武断裂及虎牙断裂之间
。

是一套深海

相 一半深海相的正常碎屑沉积
,

一海底火山沉积建造
,

平均 含金值为 8
.

5义 1。 ,

志留系
:

主要分布子前龙门山
、

宁强以及略阳 一武都断裂以北等地区
,

其中茂县群分布在

燕子贬 一青溪一 水晶以南
,

燕子贬 一南坝断裂以北地 区
,

是一套浅变质的碎屑岩夹少量碳 酸盐

岩
、

硅质岩
,

局部地区见有少量火 山碎屑岩
。

志留系茂县群的含金平均值为 5 4 丫 1 0
一 g 。

泥盆系
:

分 布于龙门山
、

平武及勉县一文县断裂以北等地区
、

是 一 套海相 一 海陆交互相碎

水文于 1 9 9 2 年 6 月收到
,

杨广华编辑
、

DOI : 10. 13686 /j . cnki . dzyzy . 1993. 01. 007



3 6 贵 金 属 地 质 1 9公 3年

1234795861011任3114151671

口国口咖曰昌幽固图回四回曰曰团团
。

沪沪 一 ~ 一 ~ ~ ~ ~ ~ 、 声曰肠月月

区二〕 i吕

图 陕
、

甘
、

川
“

金三角
”
地区砂金分布图

F ig u r e
创

s t r i b
u t io n m a p o f P l

a e e r
G
叹〕 l d

a t t h
e J u n e t u r e o

f S h
a n x i

,

G
a n s u a n d S ie

h
u a n

P
r o v in c e s

1一第四 系 ; 2一 第三系
; 3一 中生界 ; 4一 上古 生界 ; 5一 志留系茂县群 ; 6一下古 生界 ; 7一 展旦 系 ; 8一前震旦系碧 口群 ; 9 一

前展旦系 ; 1 0一 印支期花试岩 ; n 一 印支期闪长岩 ; 12 一 加里东期辉长辉绿岩 ; 13 一 元古宙花 岗岩 ; 14 一元古宙闪长岩 ;

15 一 不整合界线 ; 16 一断层 ; 17 一砂金矿床 (点 ) ; 1 8一 找矿远景区

1一 Q u a t e : n a r y S y s t e n l ; 2一 T e r t i a r y S y s t e m ; 3一 M e s o oz i e
E r a t h

e
m ; 4一 U p叶 r P

a
l

a e o 乙o i e
E

r a 、 h e ; n ; 5一 M a u x 一a r l G r o u p

o f S
t
l u r z a n S y s t e

比 ; 6一 L o w e r P a l a e o z o i e E
r a t h e m ; 7一 S i n i a n S y s t e m ; 8一 B i k o 一 G

r o u p o f P
r e s i n l a n S y s t e r n : 9一 P

r e s i n 一a r一
S y s -

t e n 一; 1 0 一 G
r a . 1 ; t e o f I n d o s 一n i a n P

e r ,

司 ; 1 1一 八 o r t e o f I n d o s i n 一a n P e r 一

叼
; 1 2一 G a b b

r o 一 d
l a 6 a s e o f C

a i e o o n 一a n
P

e r ,

司
; 1 3一

G
r a n l t e o f P

r o t e r o z o 、 e E r a ; 1 4一 D io r 性t e o f P
r o t e r o加 i c E

r a ; 15一 U n e o n f o

mr
a

b i e bo u n
d a r y ; x 6一 F a u l t ; i 了一 P l

a c e r g o l d d
e
一

p os i t ( P
r

os p e e t ) ; 1 8一 P o t e n t 一a 心a r e a s I o r 尸l
a e e r g o ld e x p l o r l n g

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
。

含金平均值为 3
.

4 只 10
一 , ,

低于
“

金三角
”
地区的含金背景值

,

但泥盆 系

危关群的含金平均 直较高
,

为 6
.

1义 10 ”
。

总体来看
,

泥盆系含 金平均值略低
,

但分布较均匀
。

石炭一二叠系
:

是一套浅海一海陆交互相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
。

三叠系
:

为浅海一海陆交互相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
,

并夹石膏及煤层
。

侏 罗一 白奎系
:

为河湖相
、

沼泽相
、

陆相沉积并夹有煤层及油页岩
。

第三系
:

为陆相红色碎屑沉积
。

第四系
:

残积物
、

坡积物
,

多分布于山顶
、

山坡及山麓一带
; 洪积物

、

冲积物 多分布于沟谷
、

河谷及山间盆地内
,

砂金主要赋存于冲积物的下部砂砾石层中
。

研究区地处南秦岭 冒地槽褶皱带的中部南缘
、

巴颜喀拉褶皱带的东北端
、

龙门一大巴台缘

褶带的中部及四川台坳的北部边缘
,

恰是四个次级构造单元的接壤部位
。

区内经历了从晋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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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等多次构造运动
,

形成了一系列北东东向
、

北西向及北东向
、

东西向
、

南北向的复杂构

造体系
。

新构造运动表现明显
,

并具有继承性和周期性特点
,

新构造运动对砂金 (矿 )的形成与

分布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区内从澄江期到印支期皆有岩浆活动
,

但以澄江期和印支期岩浆活动为主
。

在各期岩浆岩

中采集了 52 个试金分析样 品
,

经分析
、

计算 后得出
“
金三角

”

地区岩浆岩的含金背景值为 3
.

3

X 1 0 一 ’ 。

2 地貌
、

第四纪冲积物及新构造特征
“
金三角

”

地 区地势起伏跌宕
,

高
、

中
、

低山地貌均有
,

最高 (两河 口 )海拔 4 5 0 0 m
,

最低 (姚

渡 )海拔仅 5的m
。

嘉陵江
、

涪江
、

白龙江和汉水四大水系流经该区
。

流水地貌极为发育
,

可分为

侵蚀沟
、

洪积扇
、

河床
、

河漫滩和阶地等地貌单元
。

砂金主要赋存于现代河床
、

河漫滩及阶地堆

积物的砂砾石层中
。

区内第四系冲积物
,

主要分布在嘉陵江
、

涪江
、

白龙江及汉水流域
。

可划分四个地层单元
:

下更新统冲积层 ( Q
,

)
、

中更新统冲积层 ( Q
Z

)
、

上更新统冲积层 ( Q
3
)及全新统冲积层 ( Q

`
)

。

下更新统冲积层 ( Q
;

)
:

主要分布在涪江两岸
,

分别组成 v
、

VI
、

姐级 阶地堆积物
,

由含粘土

砂砾层或钙质胶结砂砾层组成
。

本层含金
,

局部地段含金较富
,

个别品位高达 2
.

7 2 9 3 9 / m
,

..

中更新统冲积层 ( Q
Z

)
:

遍布全区各级河流的两岸
,

构成区内 巨
、

vI 级阶地堆积物
。

堆积物

具二元结构
,

上部为棕红色
、

灰黄色粘土层
,

呈半松散状态
;下部为棕褐色或褐黄色半胶结的砂

砾层
。

该层 卜部含 金
,

局部较富
。

如平武一古城砂金矿
,

有 1一 2 层含金层
,

单层厚 1一 1
.

95 m
,

单样品位 0
.

1 9 2 6 7一 0
.

7 4 0 0 9 / tn
, o

。

上更新统冲积层 ( Q
3

)
:

该层在区内也非常发育
,

组成 区内 l
、

, 级阶地堆积物
。

冲积层具

二元结构
,

上部为含砾粘土层
,

下部为黄褐色含粘土砂砾层
。

该层含金
,

但很不均匀
。

全新统冲积层 (Q
`

)
:

全新统冲积层在该 区非常发育
,

组成区内 I 级阶地及河漫滩堆积物
。

冲积层具二元结构
,

上部为灰褐色砂质粘土层
,

下部为黄褐色含砂砾石 层或含粘土砂砾石层
。

砾石分选性差
,

以粗一 巨砾为主
,

次为中砾
,

少量细砾
,

是区内砂金最主要的赋存层位
。

区内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在阶地和河漫滩很发育
,

其中阶地可分七级
,

I 一 仍级阶地基座

面之间的高差一般为 20 一 80 m
,

u 与钱 级基座面的高差最大
,

达 Z 10 m
。

区 内冲沟发育
,

在其出

口 处附近常形成洪积地貌
,

洪积扇呈叠式套生组合形式
。

这些现象表 明
,

第四纪以来
,

本区地壳

运动主要为上升运动
,

由于地壳间歇上升
,

河流下切
,

形成了 目前所见到的地貌形态
。

从阶地基

座出露情况可见
,

更新世地壳运动较强烈
,

以抬升运动为主
,

其上升幅度也较大
.

而全新世以

来
,

地壳运动相对减弱
,

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

河流下切作 用几乎停止
,

侧蚀作用占主导地位
。

总的看来
,

本区新构造运动具有间歇上升垂直震荡运动的特点
.

由于间歇性 上升
,

造成了

一系列河流阶地
。

不同强度及规模的构造一沉积旋回的多次出现
,

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冲积型

砂金矿
。

地壳缓慢间歇性上升的震荡运动
,

给本 区全新世冲积型砂金矿的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

的条件
。

. 据冶金工业 部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6 06 队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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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砂金的分布与富集规律

3
.

1 分布规律

①砂金矿的分布与水动力条件关系密切
。

对于冲积型砂金矿来说
,

其形成前提是有流水的

存在
。

区内砂金大都分布在嘉陵江
、

涪江
、

白龙江和汉水以及它们的支流附近
。

含金地质体的

风化剥蚀产物
,

在沟谷 中被流水所搬运
。

这一搬运过程地就是分选
、

淘汰过程
,

轻矿物被带走
,

金则在有利的沉积环境沉积下来
,

并逐渐富集成矿
。

由此看 出
,

流水作用是冲积型砂金矿形成

的必要条件
。

②砂金矿具有成群分布特点 (见图 )
:

据不完全统计
,

区内已发现砂金矿床 (点 )近百处
,

区

内金质来源丰富
,

加之有适宜的新构造运动并具良好的搬运
、

分选
、

沉积环境和充足的水动力

条件
,

因此砂金矿才有可能成群分布
。

③砂金矿分布在特定的大地构造部位
:

如前所述
,

研究区位于四个二级构造单元的接壤部

位
,

而这些接壤部位都是构造薄弱带
,

断裂很发育
。

如略阳一武都断裂带
、

勉县一文县断裂带以

及龙门深大断裂带
。

区内砂金矿大都分布在这些断裂带出露地区的相应河谷
。

其主要原因是
:

多次构造变动为含金地质体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

当这些含金地质体风 化破碎后
,

即可为

砂金矿提供丰富的矿质来源
。

④砂金矿分布与岩浆岩的关系
:

区内岩浆活动比较强烈
,

主要活动期是澄江期和印支期
,

其次是加里东期和华力西期
。

根据稳定同位素以及矿质来源的研究发现
,

岩浆活动对金的矿化

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叠加富集作用
。

例如在核桃坪附近的坪台山闪长岩与围岩的接触带中蚀变

的绢云母石英片岩含金品位达 1
.

8 X 10
一 ` ,

在该区的沟谷 中就有砂金矿的分布
。

⑤砂金矿分布与地貌的关系
:

研究区所处的区域地貌单元和山岳类型
,

有利于侵蚀搬运作

用的加强和砂金物质的迁移
、

富集
。

区内特有的梯状宽缓型河谷地形
,

为砂金的多次搬运沉积

和多次富集
,

提供了良好的沉积环境
。

3
.

2 富集规律

①多变的河道形态和适合的支沟交汇部位
,

对砂金富集十分有利
。

例如河道形态复杂
、

弯

曲系数较大的地段
; 河道由开阔趋向狭窄或由狭窄突变为开阔地段

;河流转弯的凸岸 (堆积岸 )

弧形拐弯偏向上游地段
;
支沟与主河道交汇处靠下游地段

,

在上述地段砂金相对富集
。

②基底起伏对砂金的富集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横向上砂金一般都富集于基底低凹部位的

两侧
; 纵向上砂金富集于低凹处靠上方的斜坡上

。

③在垂向上
,

砂金主要富集在松散沉积层的下部
,

特别是近底部的砂砾石层中
。

上部粘土

层或砂土层一般不含金
,

显示出上贫下富的特点
。

④河谷地形对砂金的富集具有控制作用
。

例如略阳城一徐家坪之间其所以能形成砂金矿
,

是因为略阳城南的略阳灰岩比较坚硬
,

抗侵蚀能力强
,

形成一个
“
石门

” ,

起了自然闸门的作用
,

使闸门以上的流水速度减慢
,

上游携带下来夹有金粒的物质得以沉积下来
。

⑥在岩性上
,

含金较高的砂砾层中的砾石含量多
,

大小相差悬殊
,

且含泥量相对偏高
。

这是

因为山洪暴发时
,

洪水将含金碎屑搬运到下游
,

只有洪水才能使大小砾石
、

泥砂混杂聚集在一

起
.

老乡淘金都选择砾石泥砂多的地方
,

就是这个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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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砂金矿的成因类型及成矿时代

4
.

1 成因类型

按砂金矿的成 因及所赋存的地貌部位
,

可将 区内砂金矿分为三种类型
:

冲积型河床砂金

矿
、

冲积型河漫滩砂金矿和冲积型阶地砂金矿
。

冲积型河床砂金矿
,

是在流水作用下形成并直接分布于河床或河床底部砂砾石层 中的砂

金矿
。

其首要特点是砂金矿的分布位置与现代河床的分布位置密切相关
。

矿体位于现代河床

的河流冲积层中
,

其分布与现代河床的展布方向基本一致
。

砂金矿体形态简单
,

连续性好
,

在平

面上呈长条带状
,

空间上呈不规则板状
。

矿体产状近于水平
。

砂金主要赋存于砂砾层中
,

其次

是砾砂层
、

砾石层
。

冲积型河漫滩砂金矿
,

是原有的河床砂金矿改造以后 的产物
。

当河流进行侧向侵蚀或挖深

侵蚀作用时
,

原河床与河床砂金矿就失去了上述关系
,

原河床砂金矿也就变成 了河漫滩砂金

矿
。

矿体位于河漫滩松散的冲积层中
,

空间形态呈蛇曲型薄板状
,

产状近水平
。

矿体顶面与河

漫滩地形线一致
,

一般是两侧向河床倾斜
,

底面受河谷谷底 基岩板面的控制
。

纵向上
,

总体向下

游倾斜
。

砂金主要赋存于砂砾层中
,

其次为砾石层和砾砂 层
。

冲积型阶地砂金矿实际上是老河漫滩砂金矿的残留部分
,

也就是说
,

没有被挖深侵蚀和侧

向侵蚀作用所冲刷掉的部分被称之为冲积型阶地砂金矿
。

矿体均产于全新世早期形成的 I 级

阶地的冲积层内
。

矿体形态简单
,

平面上为宽窄相间的弯曲长条带状
,

矿体顶底板界线清楚
,

顶

板直接裸露地表或被少量的含枯土砂层
、

砂层及含砾砂层所极盖
。

矿体沿纵向和横向呈波状起

伏
,

形态随基岩底板的起伏而变化
。

含金层呈层状和似层状产于砂砾层的中下部或底部
。

在
“
金三角

”

地 区
,

由于其特殊的新构造运动
,

单一成因类型的砂金矿很少
,

大多数砂金矿

具有两种甚至三种成因类型
,

如青川白水砂金矿
、

宁强广坪砂金矿
、

宁强大安砂金矿以及略阳

金家河砂金矿等均具有两种成因类型
,

而平武响岩砂金矿具有三种成因类型
。

.4 2 成矿
.

时代

本区第四纪各时代地层中均有砂金赋存
,

但具有工业价值的砂金矿床基本上都赋存于全

新世早期松散堆积层中
,

这除
一

子与全新世以前所形成的各时代砂金矿均遭后期剥蚀
、

破坏其原

有规模外
,

更主要的是与此时期新构造运动特点和气候条件有密切关系
。

所以
,

全新世早期是

本区第四纪砂金矿形成的重要地质时期
。

5 砂金矿的找矿方向

如前所述
,

砂金矿的形成必须具 备两个条件
:

其一是必须有砂金矿质来源
,

也就是说必须

有含金地质体的存在
; 其二是有适宜的外营力作用

、

良好的地貌条件和有利的新构造运动
,

两

者缺一不可
。

据此
,

笔者大致划 出琵琶寺 一 河 口和刘家坪一椒 园里砂金矿找矿远景区 (见图

1 )
。

依据如
一

F
:

①从区域地质背景来看
,

这两个找矿远景区均处于前震旦系碧口 群出露区
,

砂金矿质来源

丰富
。

文县 一康县 一勉县深大断裂及其次级断裂横贯其中
,

这些断裂中产生不同程度的金矿

化
,

甚至出现显粒金
。

在表生条件 下
,

金往往被迁移和富集
。

重砂测量结果表明
,

这两个地区砂

金异常密布
,

沟沟谷谷都有砂金显示
。

在其下游
,

即沿白龙江主谷
,

大
、

中
、

小型砂金矿多达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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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

而流水成因的砂金矿往往具有成群分布的特点
。

这两个地区作为白龙江支谷地区
,

砂金富

集成矿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

②在新构造运动的作用下
,

各级阶地在这两个区内比较发育
,

其 中尤以 I 级阶地最为发

育
,

局部发育有河漫滩
,

白龙江的支流流经这 两个地区
,

为砂金的运移提供了良好的外营 力条

件
,

区内的河谷宽窄不一
,

河流急缓有别
,

谷底地形有陡有缓等
,

这些因素都为砂金的富集提供

了良好的沉积环境
.

总之
,

从形成砂金矿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来看
,

在琵琶寺一河 口和刘家坪一椒园里这两

个地区寻找砂金矿的前景是很乐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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