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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平洋板块的接合部，具备形成多种矿产的极为有利的地质环境【1、2J。冀东曹庄岩组铬云

母石英岩中38亿年碎屑锆石的发现，说明本区是我国最老的古陆核分布区之一。从古、中太

古代开始，特别到新太古代，广泛发育的火山一沉积作用，大规模的碰撞型花岗岩类的侵入，

强烈的构造活动，促使本区古陆块初步形成，地壳主体克拉通化。在此期间，本区广泛发育

了阜平【3J、遵化、张宣、辽西和青龙河等太古宙花岗岩一绿岩带和冀东、怀安等麻粒岩一片

麻岩区。古元古代早期，古陆块经历了强烈的裂解作用，在古陆块的边缘和内部裂谷广泛发

育，火山一沉积作用广为分布，在古元古代晚期花岗岩类广泛侵位，吕梁运动使本区形成较

为稳定、统一的克拉通。中元古代初期，区内又再次发生强烈的裂解作用，广泛分布的基性

岩墙群、大红峪组高钾质火山岩喷发和随后大量非造山期的斜长岩一奥长环斑花岗岩的侵

入，均具有其明显的特色。中、新元古代华北陆块的边缘和内部广泛发育裂陷作用，在燕辽

地区裂陷槽内沉积了巨厚的、以蓟县中、新元古界地层剖面为代表的沉积岩，使本区古陆块

进一步发育。古生代是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和华北板块之间古亚洲洋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时

期，古生代早期本区相对稳定、处于整体隆升状态，岩浆作用很不发育；古生代晚期，随着华

北陆块和西伯利亚陆块对接碰撞，形成张宣一带的偏碱性杂岩体和沿大庙一娘娘庙断裂带分

布的基性一超基性岩的侵入体，同时使变质基底(特别是花岗岩一绿岩)受到活化改造和深部

岩浆的添加。中、新生代库拉一太平洋板块向华北板块的俯冲，使处于滨西太平洋边缘活动

带北中段的本区受到强烈的、颇有特色的燕山陆内造山和深部地质作用，加剧了对早期地壳

的活化改造。总之，这些长期、多次的地质活动，有利于在本区形成一大批金、银、铅、锌、

钼、铜等矿床，有时并对早先形成的矿床叠加改造。因而本区的成矿作用具有多期性、多样

性、继承性和新生性，成矿系列在时空上具有叠加、复合和迁移的特征。

2本区金矿床类型的划分

对本区金矿床类型的划分意见较多。以冀东为例：余昌涛等【4J认为冀东地区金矿床按产

出方式，可分为产在太古宙八道河群王厂组中的金厂峪式金矿床和产在中生代花岗岩中的峪

耳崖式金矿床两种类型；孙大中等[5 J把冀东地区的金矿床分成太古宙岩石中的金矿床类型、

元古宙花岗岩类岩石中的金矿类型和古生代及中生代花岗岩类岩石中的金矿类型三类，并认

为大多数矿床，特别是重要的金矿床都产在新太古代八道河群王厂组岩石中，少数发育在古

元古代、古生代和中生代花岗岩类岩石中；宋瑞先等⋯认为冀东地区金矿床主要有五种类型：

岩浆改造一复生矿床、重熔岩浆热液矿床、次火山热液矿床、变质热液矿床和砂金矿床；刘连

登等①成矿地质环境分为挤压构造环境的中深脉状金矿、浅成斑岩型金矿、拉张构造环境的

浅成脉状金矿三类，每一类金矿又再分为亚型。上述的分类方案，有的是以矿床的成因分类，

有的则考虑了赋矿围岩的特征，有的则以成矿地质构造环境为依据，均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

反映了本区的金矿床地质特征，为本区金矿床的研究和地勘工作作了一定的贡献。但也存在

一些不足，就是对金矿床的形成与变质基底的关系，对地壳演化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金矿

床的形成、活化改造等方面考虑不够。由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科学发展水平和掌握资料等

方面的局限，因而上述分类方案尚未被大多数地质工作者所接受。

通过近几年的工作，发现区内金矿床数量虽然较多，但分布极不均匀。金矿床主要分布

①刘连登，等．冀东地区太古宙地质特征金矿空矿条件成矿预测。1994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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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东遵化、宽城、青龙一带、张家口一宣化一赤城三角地区、太行山北段、辽西阜新一朝阳

一带等，也就是产出在太古宙绿岩带和其被后期深熔作用改造的重熔壳源岩浆岩的分布区；

而在尚义一赤城一平泉深大断裂以北的古元古代红旗营子群的大面积分布区、在冀东迁西、

迁安、卢龙、滦县的大面积片麻岩一麻粒岩区和张家口一怀安一马市口灰色片麻岩区内金矿

床数量很少、规模不大。这就不得不使人们考虑，本区金矿床的形成与太古宙绿岩带之间的

成因联系。诚然也不是所有绿岩带的分布区都有金矿，金矿床仅产出在绿岩带中构造一岩浆

活动的有利地区，无论是在绿岩带中，还是绿岩带后期内生地质作用的衍生产物内，在成因

上都与绿岩带有关，我们统称为绿岩带型金矿床。

绿岩带型金矿床是以赋矿建造为标准划分的一类金矿床类型，它是在绿岩带形成、发展

和改造的地壳演化过程中不同阶段形成的一系列金矿床的总称【J7|。在绿岩带形成的初始阶

段，主要是指同期的火山一沉积作用阶段，大量金质从地幔深处随同超基性一基性火山作用

一起喷出地表，形成原始的含金绿岩建造，并出现局部的富集地段，为形成金矿床提供了一

定量的金质来源。其中较为重要的岩石组合为超镁铁质一镁铁质火山岩，条带状铁建造、含

炭质的泥质岩和某些安山质一长英质火山岩。绿岩带的形成主要发生在初始的火山一沉积阶

段，在随后的构造岩浆活动作用下，受到区域变质变形、同构造期和晚期的花岗质岩浆侵入，

形成花岗岩一绿岩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质添加和富集，而在构造岩浆活动的最晚阶

段，受韧性剪切作用或脆性断裂的控制，并伴随着线型的退变质作用，使产出在绿岩中的初

始金质再富集，形成同构造晚期的脉状和细脉浸染状金矿床。在此以后，随着地壳的克拉通

化，在随后的地壳演化过程中，由于外生和内生地质作用，使绿岩带发生不同程度的活化改

造和金质的再富集，形成构造期后的再生型金矿床。因此多期成矿和不同阶段成矿作用的叠

加，是绿岩带型金矿成矿的基本特征。所以绿岩带型金矿床的形成具有长期性、继承性、阶

段性和发展性，不同阶段矿床之间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

以本区金矿床成矿地质特征为依据，根据金矿床的物质来源和成矿地质构造环境，研究

本区绿岩带形成后的后期活化改造，如古生代的古亚洲洋的边缘作用，特别是中新生代的陆

内造山作用等的特点，统一考虑金矿床的形成与成矿地质环境和地壳演化的特点，将本区绿

岩带型金矿床划分为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和构造期后再生型金矿床两类。同构造晚期初

生型金矿床主要与挤压构造环境的韧性剪切作用有关，又分为细脉浸染状金矿床和脉状金矿

床两个亚类。构造期后再生型金矿床主要是与深熔岩浆作用有关的再生型热液金矿床。依据

与不同类型的岩浆作用和构造环境再细分为与伸展构造环境的偏碱性杂岩有关的金矿床，与

岩浆隐爆作用有关的金矿床，与碰撞型壳源深熔花岗岩有关的金矿床及与伸展构造环境次火

山岩一火山岩有关的金矿床(表1)。

3金矿床特征和分布

3．1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

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是指金矿床和绿岩带形成在同一期构造一岩浆活动阶段，也就

是从火山一沉积作用开始，经区域变质变形、TrG质和钾质花岗岩的侵入，随后线型变形带

的叠加，绿岩中金质的再富集及金矿床形成的整个地质演化过程，包括花岗岩一绿岩带和金

矿床形成，而金矿床的形成是该期构造一岩浆活动阶段的最晚一次地质事件。金质来源于地

幔，随海底火山喷气作用一起带人海盆。金矿化的时间与变形变质作用、花岗质岩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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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与围岩蚀变相一致。金矿化在空间上受线性韧性剪切带或断裂相伴生的退变质作用控

制。该类型金矿床的成矿时期为新太古代到古元古代。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分布在花岗

岩一绿岩带内，按产出特征可分为细脉浸染状和脉状一网脉状金矿床两个亚类。

表1华北陆块北缘中段绿岩带型金矿床分类

Tablel Cl戚fjc娟蚰of孵璐t∞e beIt gold d郴逾inthe吲∞
类型 亚类 矿床实例

细脉浸染状金矿床 排山楼
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

脉状金矿床 金厂峪、小营盘、半壁山

与偏碱性杂岩有关的金矿床 东坪、后沟

与岩浆隐爆作用有关的金矿床 唐仗子、水泉南沟
构造后期再生型热液金矿床

与壳源深熔花岗岩有关的金矿床 峪耳崖、牛心山、上明峪、虎峪

与次火山岩一火山岩有关的金矿床 二道沟、金厂沟梁、红石砬子

3．1．1细脉浸染状金矿床

这是绿岩带中重要的金矿床类型。该类金矿床一般产在深层次的韧性剪切变形变质带

中，在塑性流动变形条件下成矿，岩层、矿体、韧性剪切带三者产状基本一致或呈较小夹角。

由于金矿的形成与围岩的韧性变形变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矿石品位不高，矿体与围岩的界

线不明显，因此，矿体的圈定要依据化学分析结果。矿化类型为稀疏浸染状、细脉状。矿石类

型简单，主要为含金黄铁矿型，黄铁矿细脉、石英细脉都有强烈的塑性变形。矿体一般呈似

层状和透镜体状，自然金的成色高，围岩蚀变发育。这类金矿床目前分布不多，主要分布在

辽西绿岩带中，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排山楼金矿床。

排山楼金矿床产在辽西太古宙深变质花岗岩一绿岩带中，赋存在变质火山一沉积岩系

内，是受韧性剪切带控制的大型浸染型金矿床(图1)。在已勘探的800 m地段内，共圈出35

个矿体。主要矿体有3个，呈层状、透镜状，长度从622～675 m不等，厚度1．26～32．9 m，

最高品位20．89∥t，平均品位约4∥t。表内外储量共43．76吨，其中表内储量25．88吨。金

矿物以自然金为主，其次为银金矿。自然金的成色为884～957，平均为929。围岩蚀变发育，

按蚀变矿物组合可划分出三个有空间分布规律的围岩蚀变带：面型绿化蚀变带、面型碳酸盐

化蚀变带和黄铁矿一绢云母化蚀变带[8、9|。金矿化与黄铁矿一绢云母蚀变带关系最为密切，

蚀变越强，金品位越高。

3．1．2脉状金矿床

这类金矿床是单脉、复脉、网脉和交代脉的总称。这是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中分布

最广和最重要的类型，是当前岩金开采的主要对象。广泛分布于冀东和张宣等地，主要产出

在遵化和张宣深变质绿岩带中，同时在浅变质的青龙河绿岩带内也有分布，其中较为重要的

金矿床有金厂峪、小营盘、半壁山等。金矿体主要与韧性剪切变形变质作用紧密相关，严格

受韧性剪切带控制，矿体常赋存在退变质带、强变形带及韧脆叠加构造带等强变形部位。矿

化类型有两类，细脉浸染状和脉状，但以后者为主，有时早期有韧性剪切作用的细脉浸染型

矿化，晚期叠加了脆性构造作用的脉型矿化，使矿体品位加富，如金厂峪金矿床【10J等。金矿

体的赋矿围岩多种多样，没有一定的岩性专属性，但以变质镁铁质一长英质火山岩等绿岩建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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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太行山北段构造岩浆带和金矿分布图(据田玉林。19如。略有修改)

F逛．3 Distm雌吼map oftlle搬t蚰ic一删粤啮tic belt aIld

go埘d印惦i伍iII the Ilorth Taih孤l黟Ilanm伽tain
1．第四系；2．侏罗系；3．长城系一奥陶系；4．甘陶河系；5．五台群；6．桑干岩群；7．阜平岩群；8．燕山期侵入体；9．断

裂；10．隐伏断裂；11．金矿床点(圆点大小表示矿床、矿点规模)；12．主要金矿床、点编号；①石湖；②土岭；③白石台；④

大石峪；⑤小岭根；⑥栾木厂；⑦柏林城i薹莲羹～羹薹稽l羹蠢羹i埋婺鬟菌

鏊蓁；夔薹塑羹蓁雾魍萎蓁蓁囊蓖羹冀冀。娄鬟薹薹萋一并||鍪雾鋈蓁冀鍪囊粪篓囊蘩冀蓁篓

霪薹蠢羹曩，薹蠹冀霪鬟委鬻囊羹一蠢囊鋈|粪鍪薹篓箫媾；鬟型囊薹薹鬻篓冀羹囊羹萋；薹

鬟雾蘩萋萎羹薹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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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岩体还发育环状和放射状岩脉【”J。由于后期抬升和剥蚀作用，火山机构的火山口、火山锥

都己剥蚀掉，仅残存火山管道相的次火山岩、浅成侵入岩体和断陷盆地中的火山岩、火山碎

屑岩。区内金矿化有斑岩型Au—Cu—Mo矿化和冰长石一绢云母金矿化。冰长石一绢云母型

金矿化主要产在火山一侵入穹隆构造中，并受其控制。金矿体产在西对面沟岩株0．5～4 km

范围内，主要有二道沟、金厂沟梁和长皋金矿床。金矿体的赋矿围岩具多样性，金厂沟梁金

矿为建平岩群的斜长角闪岩、二道沟金矿以侏罗纪火山岩为主，长皋金矿较多产在似斑状花

岗岩体内。矿石的金属矿物以黄铁矿为主，有少量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等；脉石矿物以石

英、绢云母和绿泥石为主，少见冰长石。金银矿物以银金矿和金银矿为主，有少量的自然金。

金厂沟梁金矿银金矿的成色为774、二道沟金矿为742、长皋金矿为799。矿床围岩蚀变较发

育，但由于围岩的岩性不同而各具持色。金厂沟梁金矿以广泛发育绿泥石化和绿帘石化为特

色，二道沟和长皋金矿则为绢云母化、硅化、碳酸盐化和黄铁矿化。在这三个矿床中，冰长石

化在金厂沟梁金矿相对较多，而长皋、二道沟金矿相对较少。

4 结语

(1)本区是我国金矿床重要的分布区，由于区内地质历史演化悠久，又经历了多次、多阶

段的构造岩浆活动叠加，因而本区金矿床的形成具有多期性、多样性、继承性和新生性等特

点；

(2)本区金矿床主要产出在绿岩带中构造一岩浆活动的有利部位，在成因上同绿岩带有

关，统称为绿岩带型金矿床。可分为同构造晚期初生型金矿床和构造期后再生型热液金矿床

两类，其中再生型热液金矿床分布较广，规模较大，具有较大找矿潜力

(3)由于区内发育多期、多阶段的成矿构造一岩浆活动，因而在一个金矿床密集区内，有

时在不同的构造部位，分布着初生型和再生型热液金矿床及不同亚类的金矿床，这为指导找

矿提供了重要的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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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e Distrubution of the GoId Deposit聊e and，nleir＆ological
Characters in the Middle North Margin of North China Block

SI噩!N Ba伊feng，LI Jun—jian，ZHAI An—min，a—AO Xiu—lan

(弛啪4 h站如讹矿G蝴n趔朐竹舶fR啪“艘s，‰啪t 3彻7D)

Abstmct：Gold depOSits widely diStribute in the middle month margin of№rth Chim Bkk．
This are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ement of the(bld production．The basic rOck here is

瑚i111y greenStone—granite moStly from Archean with the multiple superimposition of嫩ny
tectonDmagmatic events．so the fomlation of the gold deposits has the chamcterS of the

muItiphase，diverSity，inheritance and neOfoHmtion．The gold deposits fomed in the tectono一

蚴gmatic favorable placeS in the greenstone belts and has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green—

stone belts．The greenstone belt gold deposits in this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One is

Iate—syntectonic primary gold depOSits，the other is post—tectonic regenerated hy出othemlal gold

d印Osits．The post—tectonic regenerated hydrothennal gold depOsits are widely devebx泔．The
two typeS of the gold depositS can distribut in the Same place for the minerglization of the multiple

tector卜Ina垂皿1atic activities．

Key Word：the middele删h nlargin of Nonh China Block；typeS of the gold deposits；the

gold deplosits of the greenstone belt type；the late syntectonic primany gold deposit；the p13st—

tectonic reg髓erated hydertherrnal gold depD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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