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新金矿是在多宝山斑岩铜矿外围地区新发现
的一个潜火山热液型金矿床. 多宝山斑岩铜矿发现于
上个世纪 50 年代，是黑龙江省唯一的特大型铜矿，其
资源储量占到全省已探明铜资源储量的 78%. 早年在
多宝山斑岩铜矿的周围发现过 3 个大—中型铜、金矿
床和十几个铜（钼、铁）矿（化）点，构成多宝山矿集区.
最近几年随着该区域矿产勘查力度加大，在多宝山矿

集区的南侧又不断取得新的找矿成果［1-8］. 新发现的永
新金矿赋存在多宝山斑岩铜矿南侧约 60 km 处. 本文
依据近两年永新金矿的普查资料，简述该矿床的地质
特征，并对矿床成因做初步探讨.

1 区域地质概况
永新金矿所在的地区处于白垩纪火山盆地的边缘

GEOLOGY AND GENESIS OF THE YONGXIN GOLD DEPOSI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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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scovery of Yongxin gold deposi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a new geological prospecting achievement in
the periphery of Duobaoshan ore-concentrated area. The deposit occurs in an area with small intrusive bodies or dykes of
hypabyssal facies and subvolcanic rock facies, located in the contact zone of the Early Cretaceous volcanic basin and the
Paleozoic mylonite. The sub-dacite and sub-rhyolite of subvolcanic rock facies, which formed before or during
mineralization, were highly altered; while the granite-porphyry and dioritic porphyrite of hypabyssal facies, that formed after
the mineralization, intruded into the ore bodies. The Au orebodies and mineralization are mainly hosted in the altered
breccia, which formed from crypto-explosion, or in the mylonite in the periphery of altered breccia. The discovery of this
deposit indicates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volcanic hydrothermal gold deposits that related to the Early Cretaceous volcanism
in the Paleozoic mylonite zone in Wester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t also shows the prospecting potential in the periphery of
Duobaoshan porphyry copper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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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龙江永新金矿床的发现是多宝山矿集区外围地质找矿取得的一项新成果. 矿床赋存在早白垩世火山盆地与古生代糜棱岩

带接触地带的一个浅成相和潜火山岩相小侵入体及岩脉密集分布地段. 潜火山相的潜英安岩、潜流纹岩等形成于成矿前或成矿期，受

蚀变矿化；浅成相的花岗斑岩、闪长玢岩等形成于成矿后，破坏矿体. 金矿体及矿化主要赋存在隐蔽爆破作用形成的蚀变角砾岩体中，

其次赋存在蚀变角砾岩体外侧的糜棱岩类围岩中. 该矿床的发现显示在黑龙江省西部的古生代糜棱岩带中存在与早白垩世火山作用

有关的潜火山热液型金矿，也表明黑龙江多宝山斑岩铜矿老矿区的外围仍具有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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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 该区西北侧大面积分布下白垩统光华组酸性火

山岩和甘河组玄武岩类，不整合覆盖在东南侧的早石

炭世侵入岩之上（图 1）.

下白垩统光华组岩性主要为流纹岩、流纹质岩

屑玻屑凝灰岩、流纹质含角砾凝灰岩、珍珠岩及少量

黑耀岩. 下白垩统甘河组不整合覆盖在光华组之上，

主要岩石类型有致密块状玄武岩、气孔状玄武岩和

安山岩，以喷溢相为主，局部以潜火山岩相和火山通

道相产出 . 光华组流纹岩的 K-Ar 法同位素年龄为

（112.0±1.0）Ma，甘河组块状玄武岩的 K-Ar 法同位

素年龄为（96.23±1.98）Ma髴，相当于早白垩世晚期.
该区东南侧出露早石炭世侵入岩，划分为早石炭

世花岗质糜棱岩和早石炭世正长花岗岩，二者间为断

层接触. 早石炭世花岗质糜棱岩具糜棱结构和眼球状

构造. 残斑占 15%，成分主要为钠更长石. 糜棱基质占

85%，多为细粒化拉长流动的长石石英微细粒集合体，

颗粒大小 0.04～0.25 mm. 细粒化绢云母、白云母呈条带

状或环绕残斑分布. 正长花岗岩主要由钾长石和石英

组成，含少量斜长石，具中细粒—中粗粒结构.
石炭纪本区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同碰撞造山型构造

运动，在挤压机制及岩浆热效应作用下，前石炭纪构造

层发生区域变质和褶皱作用，早石炭世花岗岩遭受韧

性剪切作用，形成长度超过 170 km，宽度 10～30 km 的

北东向糜棱岩带（新开岭-科洛混杂岩带）［9］. 本区分布

的早石炭世花岗质糜棱岩就是区域上大规模的北东向

糜棱岩带的组成部分. 永新金矿就赋存在白垩纪火山

盆地外侧的北东向糜棱岩带的边缘地带. 成矿部位是

早石炭世正长花岗岩与花岗质糜棱岩的接触部位，

2 矿区地质特征

永新金矿区西北部出露早石炭世正长花岗岩，西

南部出露早石炭世花岗质糜棱岩. 沿早石炭世正长花

岗岩和花岗质糜棱岩的接触带，主要在花岗质糜棱岩

一侧，受构造、岩浆和热液作用形成岩性和结构特征复

杂的蚀变角砾岩体，大体对应于主要金矿体（Ⅰ号矿体）

的赋存部位（图 2）.

蚀变角砾岩体北东向延伸，分布在 140～180 线之
间，控制长度 300 m 左右. 平面上呈不规则楔形，向北
东收缩以致尖灭，向南西膨大. 蚀变角砾岩体在 140～
150 线的出露宽度分别为 50 m 左右，在 170 线的出露

图 1 永新金矿区域地质简图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he Yongxin gold deposit
1—早白垩世中基性火山岩（Early Cretaceous intermediate-basic volcanic
rock）；2—早白垩世中酸性火山岩（Early Cretaceous acidic-intermediate
volcanic rock）；3—早石炭世正长花岗岩（EarlyCarboniferous syenogranite）；

4—早石炭世花岗质糜棱岩（Early Carboniferous granitic mylonite）；5—断

层（fault）

图 2 永新金矿区地质简图

Fig. 2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Yongxin gold field
1—早石炭世花岗质糜棱岩（Early Carboniferous granitic mylonite）；2—早

石炭世正长花岗岩（Early Carboniferous syenogranite）；3—花岗斑岩

（granite porphyry）；4—闪长玢岩（dioritic porphyrite）；5—蚀变矿化角砾

岩（altered mineralized breccia）；6—金矿体及编号（Au orebody and code）；

7—断层（fault）；8—勘探线及编号（explora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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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增大为 90 m 左右. 由于受北西向断裂的切割，在

180～170 线之间（靠近 170 线），蚀变角砾岩体在膨大

部位突然消失. 蚀变角砾岩体与周围早石炭世花岗质

糜棱岩及正长花岗岩的接触关系，由于构造和蚀变作

用的影响不够清楚. 可见蚀变角砾岩体与正长花岗岩

之间为岩脉所隔，也见有蚀变角砾岩体与花岗质糜棱

岩呈渐变过渡关系.
蚀变角砾岩体中的角砾大小混杂，大者在 10 cm

以上，小的仅数毫米，被更细小的碎屑物质或岩粉胶

结. 角砾成分复杂，大体上靠近正长花岗岩的部位，正

长花岗岩的角砾较多. 靠近花岗质糜棱岩的部位，花岗

质糜棱岩的角砾较多. 此外见有脉岩和蚀变岩的角砾.
许多角砾由于受强烈构造和热液作用形成碎裂蚀变

岩，无法辨认其原岩.
矿区内大量发育中—酸性岩脉及小侵入体，其岩

石类型复杂，穿切于早石炭世花岗质糜棱岩、正长花岗

岩和蚀变角砾岩体中. 岩脉及小侵入体的形成时间与

金矿形成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形成于成矿前或成矿期，

部分形成于成矿后. 潜火山相的潜英安岩和潜流纹岩

呈脉状产出，多具有较强的硅化、绢云母化及金矿化，

个别矿化较强者含金在边界品位以上，多为成矿前或

成矿期的岩脉. 浅成侵入相的闪长玢岩和花岗斑岩小

侵入体和岩脉大多蚀变较弱或无蚀变，对矿体有破坏作

用，多形成于成矿后. 矿区内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花岗

斑岩小侵入体控制长度 600 m 左右，控制宽度 160 m
左右，岩石蚀变微弱，无矿化显示，对金矿体有显著破

坏作用.
矿区构造以北东向为主，表现为北东向的岩体接

触带、断裂带、糜棱岩带、角砾岩体和蚀变矿化带. 近南

北断裂次之. 地表工程中见许多北东向及近南北断裂

破碎带、节理、小断层及石英细脉. 金矿体受北东向和

近南北向构造的控制，赋存在北东向糜棱岩带与南北

向断裂交汇处. 矿区内存在北东向和北西向成矿后断

裂. 破坏矿体的花岗斑岩、闪长玢岩等小侵入体和岩脉

主要受北东向成矿后断裂控制.

3 矿体特征

金矿体赋存在早石炭世正长花岗岩与早石炭世糜

棱岩接触部位的蚀变角砾岩体中及其附近，金矿体大

体平行排列，成群出现，走向 40～60°，倾向北西，倾角

20～50°.
矿体岩石主要为强烈蚀变的角砾岩、碎裂岩、碎粒

岩等构造岩类，统称角砾岩类. 该类矿石多呈灰白色，

局部见有深灰色，破碎角砾结构，呈块状构造. 含金角

砾岩体中的角砾大小不一，形态复杂多样. 角砾形态多

为不规则棱角状、三角状、多角状至次圆状,基本无旋

转和位移,并具有一定的定向性和可拼性. 角砾成分主

要为钾长石和石英，部分为正长花岗岩. 角砾分选差，

其长轴长度多数集中在 2 cm 以下，个别大于 2 cm. 角

砾自浅部向深部粒径变小，角砾与围岩主要经含硅质

热液充填胶结. 胶结物以脉状、网脉状充填于角砾间的

空隙或围岩的裂隙中，与角砾界线明显. 其次为蚀变糜

棱岩类矿体. 糜棱岩类也见有不同程度的构造破碎. 矿

体中及矿体外围发育成矿前和成矿后的多种脉岩，还

见有多条宽窄不一的石英脉及强硅化带. 矿体部位的

主要蚀变类型有硅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
碳酸盐化、高岭土化等. 金矿体与硅化黄铁矿化关系密

切，尤其与烟灰色面状硅化关系最为密切.
2012 年，在系统的槽探揭露基础上，通过对矿体

和矿化体的综合研究和分析，依据最能反映矿化体特

征以及合理圈定矿体自然边界的原则，参考当时的黄金

价格和露天开采的要求，以 0.6×10-6 为边界品位在矿

区地表圈出两个主要的金矿体（Ⅰ号和Ⅱ号金矿体）.
Ⅰ号金矿体是矿区的主要矿体，在地表的形态呈

锥形，北东向展布. 矿体长约为 375 m，最宽 73.4 m，最

窄 6.8 m. 由于受北西向断裂的破坏，在 180～170 线之

间（靠近 170 线），矿体在膨大部位突然消失，与金矿体

相伴出现的化探金异常也随之消失.
矿体赋存在早石炭世正长花岗岩和花岗质糜棱岩

的接触带，与沿接触带部位形成的蚀变角砾岩体有大

致对应的关系. 矿体基本限于蚀变角砾岩体的范围内，

仅在 140 线附近金矿体延伸到蚀变角砾岩体之外. 地

表出露的蚀变角砾岩体约一半面积为金矿体 （金含

量≥1×10-6），其余部分为金矿化体（0.3×10-6≤金含量＜
1×10-6）. 矿体主要岩性为强烈蚀变的角砾岩和碎裂岩.
矿体的地表平均品位 1.9×10-6，最高品位为 9.28×10-6.

Ⅱ号金矿体呈长条状，矿体延长约为 375 m，矿体

最宽为 5.90 m，最窄 1.00 m，平均品位为 1.44×10-6，最

高品位为 4.61×10-6. 矿体主要岩性为蚀变糜棱岩.
除Ⅰ号和Ⅱ号金矿体之外，矿区内还在地表发现

了一些单工程控制的规模较小的金矿体和范围较大的

金矿化. 较大的金矿化体分布在蚀变角砾岩体的东南

边缘外侧的蚀变糜棱岩中，矿化体长约 300 m，宽 2.0～
4.7 m. 矿化体平均品位 0.70×10-6，最高品位 0.92×10-6.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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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钻探工程控制显示，深部矿体主要赋存在中

粗粒正长花岗岩与糜棱岩基础部位的蚀变角砾岩中.
角砾岩中混有正长花岗岩和糜棱岩两种成分的角砾，

发育强烈的硅化、黄铁矿化等蚀变，与地表所见的矿体

特征基本一致. 矿体在剖面上呈不规则的漏斗形状，倾

向北西，倾角 25°左右（图 3）.

Ⅰ号金矿体在 170、160、150 和 140 等 4 条勘探线

（线距 100 m） 的钻孔中都可见到. 在 170 线施工的几

个钻孔中，对应于Ⅰ号金矿体的见矿 （化） 厚度为

16.16～36.65 m. 其中存在连续多条厚度不等的矿体，矿

体最厚达 11.16 m，最高品位 14.25×10-6，单工程平均

品位最高 4.77×10-6. 160 线钻孔中对应于Ⅰ号金矿体

的见矿（化）厚度 1～18 m 不等，其中存在多条厚 1～3 m

不等的金矿体，品位多集中在 1.01×10-6～4.34×10-6 之

间，最高品位 29.66×10-6. 150 线对应于Ⅰ号金矿体的

见矿（化）厚度为 10～20.5 m 间，其中有两条金矿体，品

位相对较低，最高 1.52×10-6. 140 线对应于Ⅰ号金矿体

的见矿（化）厚度在 9～50 m 之间，其中存在多条矿体，

最高品位 3.5×10-6. 总的来看，矿体深部品位比地表品

位偏高一些.

4 矿床成因探讨

永新金矿在发现之初曾被认为是与早石炭世韧性

剪切作用有关的糜棱岩型金矿. 随着普查工作深入，取

得了较多有助于确定矿床成因及成矿时代的地质资

料. 目前认为成矿作用与早白垩世火山作用关系密切.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矿区位于早白垩世火山盆地的边缘，矿体赋存

部位距离下白垩统光华组流纹岩类出露区仅数百米，

显示矿区处于早白垩世火山作用影响范围内，有利于

发生与火山活动有关的成矿作用.
2）永新金矿区与周围不含矿的地段相比，是一个

浅成相和潜火山岩相小侵入体和岩脉的密集分布区.
这些小侵入体和岩脉有些形成于成矿前，受强烈蚀变

和矿化，个别形成金矿体；有些形成于成矿后，对矿体

有明显破坏作用. 虽然对于这些小侵入体和岩脉尚未

取得同位素测年数据，但根据它们的产出部位、岩石组

合及岩貌特征分析，认为这些小侵入体和岩脉与下白

垩统光华组火山岩是同源岩浆产物，形成于大体相同

的时代，并且与金的成矿时间基本一致，显示成矿作用

与早白垩世的火山和潜火山活动有关.
3）矿体分布未显示受糜棱岩带的内部构造及分带

特征控制，而明显受蚀变角砾岩体的控制. 矿区内主要

金矿体（及接近边界品位的金矿化）的分布范围与蚀变

角砾岩体的范围基本一致. 岩石特征显示，蚀变角砾岩

体并非与普通断裂作用有关的的构造角砾岩，而是与

火山-潜火山活动有关的隐蔽爆破角砾岩.
4）矿区内发育硅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碳酸盐

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等蚀变类型，具有火山成因金

矿的一般围岩蚀变特征.
5）成矿组分单一，仅形成金矿，不伴生其他金属矿

产，符合黑龙江省早白垩世金矿的一般成矿特征［10］.
6）普查工作中在Ⅰ号金矿体中采取了一个黄铁矿

化石英脉样品，经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测定，其 K-Ar 法同位素年龄为

（102.7±4.6）Ma，与下白垩统光华组流纹岩的 K-Ar 法

表 1 永新金矿区地表工程见矿情况一览表
Table 1 The orebodies revealed by surface exploring in the

Yongxin gold deposit

矿体
编号

槽探工程编号 宽度/m
品位/10-6

长度/m
最高 单工程平均 地表平均

Ⅰ号

E170TC19 73.40 9.28 2.13

1.9 375
E160TC33 25.20 5.26 1.40

E150TC31 7.60 2.79 1.54

E140TC25 6.80 7.11 1.58

Ⅱ号

E170TC19 4.70 4.61 2.24

1.44 375
E160TC33-1 5.90 2.21 1.26

E150TC31-1 1.00 1.02 1.02

E140TC25-1 5.10 2.31 1.0

图 3 永新金矿区 170 号勘探线剖面图

Fig. 3 Geological section along No. 170 exploration line in the
Yongxin gold deposit

1—早石炭世花岗质糜棱岩（Early Carboniferous granitic mylonite）；2—早

石 炭 世 正 长 花 岗 岩（Early Carboniferous syenogranite）；3—闪 长 岩

（diorite）；4—闪长玢岩（dioritic porphyrite）；5—蚀变矿化角砾岩（altered
mineralized breccia）；6—金矿体（Au orebody）；7—钻孔及编号（drill hole

and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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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年龄（112.0±1.0）Ma 比较接近，显示成矿作用

发生于早白垩世.
从以上分析，初步认为永新金矿是一个早白垩世

形成的潜火山热液型金矿. 该矿床的发现显示在黑龙

江省西部的古生代糜棱岩带中存在与早白垩世火山作

用有关的金成矿作用，也表明多宝山斑岩铜矿老矿区

的外围仍具有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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