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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东部梧桐河 -都要河

流域流水成因砂金矿特点

孙德君

(黄金第五支队 )

悟桐何一都奋何流城是我国主要砂金 , 集区之一
。

区内以流水成因河祖滩砂金矿和阶地砂

金矿为主
.

砂金矿的分布
,

明显地受矿质来振
、

断构造运动
、

水动力条件和沉积环境的控侧
。

砂金矿体多呈带状
、

条带状狱存于河谷堆积物的底部
,

在矿体中经常出现一至几个畜矿地段
.

砂金较度为 .0 03 一 1 5
~

.

区内砂金矿的找矿前景好
,

主要找矿标志是旧采金进
、

金矿化异常

区和老变质岩分布区
.

根据砂金矿的分布和富集规律
,

可在五号山
、

小梧桐河北支沟
、

西梧桐

何二支沟一带寻找岩金矿
.

关 . 甸 黑龙杠省东部 砂金矿 找矿标志

1 地质背最

该区地处天山一兴安褶皱区的东段
,

吉黑褶皱系的次级构造单元张广才岭优地槽褶皱

带与佳木斯隆起的接族部位以牡丹江断裂为界
,

西部为结烈凸起一 东部为鹤岗隆起二`

下元古界黑龙江群
、

麻山群的变质岩系
,

白蟹系的火山碎屑岩在区内广布 ; 侏罗系上统

的砂岩
、

页岩
、

第三纪玄武岩也有零星出落 ; 第四系冲积物
、

洪积物皆沿沟谷分布 (图 1)
.

晚元古代的黑云母混合花岗岩
,

呈岩基状产出 ; 华力西期的黑云母花岗岩
、

斑状黑云

母花岗岩
、

白岗质花岗岩多呈岩基状产出 ; 燕山期花岗岩
、

花岗斑岩皆呈岩株状产出 ; 各

期脉岩发育
.

区内以南北向断裂构造为主
,

北东向
、

北西向断裂亦很发育
,

并具多期多次活动的特

点
.

区内黑龙江群
、

麻山群变质岩系的含金平均值 ( 101 个样品 ) 为 .0 0 42 9八 .
,

其中火

山岩含金性最佳
,

沉积一火山岩建造含金性次之
,

正常沉积建造的含金量最低
.

在黑龙江

群
、

麻山群的变质岩 系中
,

平行 片理短而 小的石英脉平均 ( 43 个样 ) 含金 t 为

.0 04 69 八 ; 斜交片理
,

沿断裂贯人的石英脉平均 ( 10 个样品 ) 含金童为 .0 8 9 9八
,

最高

可达 32
.

34 9 / t
.

破碎蚀变带的平均 ( 7 5 个样 品 ) 含金量 为 0
.

4 19 / t ,

最高可达

7
.

1 5 9 / t
.

北大岭一火烧桥一带的安山岩含金量为 0
.

16 9 / t
,

混合岩的含金是为 .0 59 / t,

. 结列凸起: 张广才岭优地摘摺皱带的次级构造单元
.

. 鹤岗隆起 : 佳木斯隆起的次级构造单元
.

. 韦永福等
,

l , 86
,

黑龙江省乌拉嘎地区原生金矿形成条件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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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梧桐河一都鲁河流域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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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第四系冲积一洪积物 ; 2一第三系玄武岩 ; 3一白呈系火山岩 ; 4一侏罗系上统砂岩
、

页岩 ;

5一下元古界变质岩系 ; 6一燕山期花岗岩 ; 7 es es
华力西期花岗岩类 ; 8 -华力西期 白岗质花岗岩 ;

9一华力西期辉长岩 ; 1介侧元古宙混合花岗岩 ; n一断裂 ; 12一构造单元界线 ; 13一砂金矿床 (点 ) ; 1̀一高程点及高程

蚀变花岗岩的含金量为 0
.

49 八
,

伟晶岩脉的含金量为 0
.

59 八
。

在老梧桐河 4 34 高地取一

人工重砂 (安山岩 ) 见金 2 粒
,

取一华力西期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的人工重砂
,

见金 2 粒
.

上述资料表明
,

该区岩石含金背景值较高
,

并可见到显粒金
,

因此给岩金矿和砂金矿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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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提供了丰富的矿质来源
.

该区为低山丘陵地貌区
,

由梧桐河
、

都鲁河水系构成树状河

网
.

河谷多呈不对称的箱形谷或
“

U
”

形谷 (支谷为
“
V

”

形谷 )
,

河曲
、

囊状河谷
、

关门

山
、

迎门山等河谷地貌发育
.

在河滩的后缘可见 1一 2 级阶地
.

给砂金矿的形成提供了良

好的水动力条件和有利的地貌环境
.

区内流水成因的砂金矿遍布
,

主要为冲积型河漫滩砂金矿
,

次为冲积型阶地砂金矿
.

亦发现岩金矿床 (点 ) 多处
.

2 流水成因的砂金矿特征

2
.

1 砂金矿体的形态
、

产状及赋存部位
a

.

矿体一般呈长 400 一35 00 m
,

宽 20 一 Zoo m 的带状
、

条带状及扁豆状 ; 具明显的

,土9Òd41匀

四因口口国

ǎ日à侧

膨缩
、

分枝复合及弯曲现象 ; 产状平缓 (支

谷矿体产状略陡 )
,

与河谷近于平行分布 ;

一般皆呈单层矿体
,

出现多层矿体时
,

也是

以底层矿体为主
.

b
.

矿体多赋存于河谷堆积物 (冲积

物
、

洪积物 )下部的砂砾石层及含砂砾碎石层

(谷底基岩上部的风化产物 ) 中 (图 2)
.

c
.

河漫滩砂金矿体的宽度
,

明显大于

现代河床的宽度
,

矿体的长度与宽度不成一

定的 比例关系
,

厚度一般为 0
.

5一 2
.

5m
,

矿

体的埋藏深度
,

一般是主谷深
,

支谷浅
,

多

在 3一 10 m 左右
.

d
.

谷底纵向起伏不平 (图 3) 或河谷

与谷底基岩的裂隙
、

节理
、

片理
、

层理垂直

或斜交时有利于砂金矿的富集
。

.2 2 砂金矿体中的品位变化
a

.

砂金矿为单源补给时 (排除其它因

素的影响 )
,

矿体首部 (上游 ) 品位高
、

尾

部 (下游 ) 品位低 ; 多源补给时
,

不具上述

特点
。

b
.

矿体横向品位变化较大
,

且规律性

不明显 ; 在矿体的垂向上
,

底部砂金矿的品

位明显高于顶部砂金矿的品位
,

两者有时相

差几倍
、

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

\

\
尹尹

一一一) 二二一
沪尸洲声一

一一一二二二二 ,

一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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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0
.

5

品位

1
.

0

( g / m
3

5 2

图 2 小奇拉河 132 线 35 孔柱状图

F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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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a lo n g li n e 132 o f X i a o q il a h e r iv e r

1一腐植土层 ; 2一砂砾石层 ;

3一含砂砾碎石层 ; 4一基岩 (安山岩 );

5一品位变化曲线

c
.

含矿支流汇人无矿干流
,

砂金品位明显降低 ; 支谷砂金矿的品位较高 (小南沟砂

金矿的最高混合砂品位达 4
.

689 / m , )
,

而主谷砂金矿的品位较低 (嘎拉气河 1 8 k m 处砂金

矿体的平均混合砂品位为 0
.

189 / m ’
)

.

d
.

砂金矿的混合砂金品位与混合矿厚度一般呈反 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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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小南沟谷底基岩起伏与砂金富集关系图

F ig
.

3 R e la t io n s ih P be tw e e n fe iel f o f b e d r o e k b o t t o m o f X i a o n a n g o u ir v e r

a n d e o n ce n t r a ti o n o f g o l d P la ce r o n t h e v a l le y

2. 3 砂金矿体中的富矿地段

砂金矿体中富矿地段的形成
,

主要受控于矿质来源和地貌因素
.

因此在一个矿体中可

形成一至几个富矿地段
,

a
.

在砂金矿体没经过侵蚀破坏的前提下
,

由多源补给时
,

金粒进人河谷后的相应河

段内或在谷底补给源的下方
,

可形成富矿地段
。

b
.

含矿支谷与含矿主谷汇合处的下方或两个含矿支谷汇合处的下方
,

也可形成富矿

地段
。

c
.

关门山
、

迎门山的前方
,

喇叭地形的开阔处
,

河谷急转弯的前后方
,

谷底基岩的

低凹处皆可形成富矿地段
.

d
.

阶地砂金矿被冲刷破坏后
,

在其相应的河段内也可形成富矿地段
.

.2 4 砂金矿与补给来源的关系

砂金矿由单源补给时或由多源补给但补给源之间的距离大于砂金矿的搬运距离时
,

一

般不易形成大型的砂金矿体或砂金矿床 ; 砂金矿由面型补给或多源补给 (补给源之间的距

离小于砂金矿的搬运距离 ) 时
,

多形成大型的砂金矿体或砂金矿床
.

.2 5 含金地质体的规模与砂金矿规模的关系

二者理应呈正消长关系
,

实则不然
,

原因在于地壳的升降幅度
、

含金地质体的埋藏深

度
、

出露位置
、

抗风化程度及地貌特点等因素的不同
,

使二者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化
.

.2 6 砂金金粒特点
a

.

砂金粒度一般为 0
.

03 一 3
.

s m m 左右
,

但以 0
.

s m m 以下者为主
.

并具有支谷金粒大

(见金粒与脉石的连生体 )
,

主谷金粒小 ; 单源补给时 (没经过再次搬运 ) 矿体首部金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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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矿体尾部金粒小 ; 老变质岩区金粒大
,

火成岩区金粒小 ; 矿体底部金粒大
,

矿体上部

金粒小等特点
.

b
.

金粒多呈粒状
、

片状
、

鳞片状
,

次为针状
、

不规则状
、

丝状
、

棒状
、

树枝状
、

小

圆粒状及棱角状
.

部分金粒具有次生增大的现象
.

c
.

金成色一般为 620 %
。

一 870 编
.

并具有老变质岩区的砂金成色高
,

火成岩区的砂金

成色低 ; 主谷砂金成色高
,

支谷砂金成色低 ; 单源补给砂金成色变化范围小
,

多源补给砂

金成色变化范围大等特点
。

d
.

金粒的腐蚀程度与金粒脱离载体后的运移距离成正比
.

因此在砂金矿体的各个区

段内
,

既有磨蚀程度较差的金粒
,

也有磨蚀程度较好的金粒
.

但总的看来
,

支谷金 粒 磨

蚀程度较差
,

主谷金粒磨蚀程度较好 ; 砂金矿体首部金粒磨蚀程度较差
,

砂金矿体尾部金

粒磨蚀程度较好
.

砂金矿的矿石
,

由松散的含金砂砾石或含砂砾碎石组成
.

可分为冻结型矿石和非冻结

型矿石
.

3 砂金矿的分布

砂金矿的分布受其矿质来源及沉积环境的明显控制
.

a
.

砂金矿多分布于含金背景值较高的黑龙江群
、

麻山群 (特别是原岩为中基性火山

岩区
、

含金石英脉发育区 ) 及元古宙混合花岗岩出露区 ; 古老隆起区内的中生代拗陷盆地

及部分华力西期花岗岩出露区
.

b
.

砂金矿多分布于不同构造单元接壤部位的两侧及鹤岗隆起区
。

c
.

砂金矿多分布于岩体 (特别是燕山期小岩体 ) 与围岩接触带
,

各地质体内的构造

破碎蚀变带出露区
.

d
.

砂金矿多分布于缓坡低山丘陵地貌区
.

河谷地貌 (沉积环境 ) 对砂金矿的分布和

富集起着明显地控制作用
。

。
.

砂金矿的分布与岩金矿化密切相关
。

如老梧桐 4 34 高地北东 300 m 处取一矿化安

山岩人工重砂见金 2 粒
,

相应的河谷中砂金矿矿化就很富
.

.f 砂金矿具有成群分布的特点
.

如梧桐河水系 (流域面积仅有 240 o k m
2 ) 就有砂金

矿床 (段 ) 20 多处
.

4 砂金矿的找矿标志及岩金矿的找矿方向

.4 1 砂金矿的找矿标志

前述砂金矿的分布规律及矿床特征均可作为砂金矿主要找矿依据
,

不再赘叙
.

这里仅

谈几点找矿标志
。

a
.

砂金矿淘采遗迹分布区
,

是寻找砂金矿的有利地区
。

其原因有二 : 一是解放前多

为手工淘采
,

淘采技术落后
,

砂金回收率低
,

因此在尾砂中仍有大量的砂金矿 ; 二是当时

正处于群采阶段
,

采富不采贫
,

那里淘采方便
,

就在那里淘采
,

因此漏矿现象严重
.

在工

业指标下降的今天
,

这些过采区仍具有重要找矿意义
.

b
.

在支谷中如果发现了砂金矿淘采遗迹
,

那么除对此支谷要注意外
,

对其汇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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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也应引起重视 ; 在主谷发现了砂金矿淘采遗迹
,

除对此主谷注意外
,

对汇人主谷的支谷

也应引起重视
.

c
.

在河谷中如果发现了河漫滩砂金矿床
,

就应注意寻找阶地砂金矿床 ; 如果发现了

阶地砂金矿
,

就应注意寻找河漫滩砂金矿床
.

.4 2 岩金矿的找矿方向

根据对本区砂金矿的规律性研究及 1 / 5 万地质草测结果
,

认为可在下列地区寻找岩

金矿
.

a
.

五号 山小南 沟下游第一 细谷的 山梁上 该细 谷中砂 金矿的最高品位可达

4
.

68 9 / m 3 ; 金粒粗大 (最大者可达 10
.

59 )
,

表面粗糙
,

并见有 25 % 一 30 % 的金粒与脉石英

连生
.

据此认为该砂金矿的搬运距离不会太远
,

在汇水区的范围内
,

特别是细谷的山梁

上
,

可找到与石英脉有关的岩金矿
.

b
.

小梧桐河北支沟 谷内砂金矿富集
,

并有坡积型砂金矿
,

在汇水区范围内
,

可见

华力西期花岗岩体中的含金蚀变破碎带
.

因此在该范围内
,

可找到与蚀变破碎带有关的岩

金矿
.

c
.

西梧桐河二支沟与双城河
、

嘎拉气河的分水岭处 谷内砂金矿富集
,

砂金金粒磨

蚀程度差
,

砾石多具棱角状
.

在分水岭处
,

为侵人岩与变质岩的接触带
.

在接触带上作些

工作
,

可能收到良好的找矿效果
.

此外农兴沟北山头
、

打蛋沟与邵西沟的分水岭处
、

赵尚志将军碑石处的后山
、

细鳞河

大位子一带
、

寒葱沟与白金沟的分水岭等处
,

亦具有寻找岩金矿的意义
.

还应提及的是 ;

上述各支谷的谷底是否有岩金矿的存在
,

也应引起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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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 A IN A G E A R E A O F E A S T E R N H E I L O N G J I A N G

P R O V IN C E

S h u n D e 加n

(月刀h G o dl G e o ot g如 I P口 r 七y )

A加t r a e t

W u t o n g h e一 D u l u h e d r a i n a g e a r e a 15 o n e o f t h e m a jo
r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a r e a o f g o ld

lP ac e r s in C h i n a
.

I n t h i s a r e a ,

t h e
m e t a m o r P h i e r o e k s e r i e s o f L o w e r P r o t e r o z o i e

H e i l o n g ji a n g g r o u P
,

M
a s h a n g r o u P a n d C r e t a e e o u s v o l e a n i e r o e k s a r e w id e s P r e a d

,

L a t e

P r o t e r o z o i e m ig m a t i t i e g r a n i t e a n d V a r i s e a n g r a n i t e e o v e r a l a r g e a r e a a n d Y a n s h a n i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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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a n it e
,

g r a n i t ie一 P o r Ph y r y a r e m o s t l y sm
a l l s t o e k

.

a er s 一 N fa u l t s ht e m aj o r s t ur e t u r e s in

ht i s a r e a a n d N E一 a n d N W一 t r e n d i n g fa u l t s a r e a l s o d e v e l o P e d a n d e h a r a e t er is t i e o f

m u i t iP le ac it v i t y
.

T h i s ar e a 15 a l o w m o u n t a i n 一 h i l l y g e o m o r P h ie e o u n t r y w iht d e n d ir t i c

dr a in a g e o f w u t o n g h e一 D u l u h e r i v e r s y st e m
.

T h e g o ld b a c k gr o u n d v a l u e o f t h e m e t a m o印h i e or e k se
r ie s o f t h e H e i l o n gj i a n g a n d

M a s h a n g r o u P s 15 h ig h a n d g o ld c o n t e n t o f a l t e r e d g r a n i t e
,

a n d e s i t e
,

q u a r t z v e i n
,

pe g m a t i t e a n d a lt e r e d k a t a e l a s t ie z o n e 15 a ls o h ig h
,

u P t o 3 2
.

3 4 9 / t i n m a x im u m w iht

hP
a n e r o m er o u s g o ld

.

hT
e se r o e k s P r o vi d ed a b u n d a n t

ocr
m a t e ir a l s fo r t h e fo r m a t i o n o f

go ld P l a e e r
.

T h e m a jo
r t y P e s o f g o ld P i a e er i n t h i s a r e a a r e a ll u v i a l v a l l e y fl a t a n d t e r r a n e e g o ld

P l a e e r
.

T h e d i s t r ib u t i o n a n d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o f g o ld P l a e e r s a r e e o n t r o l l e d o b v i o u s l y b y

so u r e e o f o r e m a t e r i a l s
,

n e o t e e t o n i e m
o v e

m e n t
,

h y d r o d y n a m i e e o n d i t i o n a n d

se d im e n t 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

G o ld P l a e e r o r e b o d i e s a r e m o s t l y b e n d e d a n d s t r iP e d fo mr
a n d o e e u r s i n s a n d y g r a v e l b e d a n d s a n d y 一 g r a v e l d e b r i s b e d i n t h e b o t t o m

o f r iv e r v a l l e y

ac e u m u l a t i o n
.

O n e o r s e v e r a l b o n a n z a s m a y b e P er s e n t i n a go ld P l a c e r b o d y b e a e a u s e o f

id cff
r e n e e o f fe e d e r P r o v e n a n e e a n d r i v e r v a l l e y g e o m o r P h y

.

G o ld e o n t e n t i n t h e b o t t o n o f

a g o ld P l a e e r b o d y 15 s e v e r a l t im e s ,

t e n s t im e s o r e v e n a t h o u s a n d t im e s a s h i g h a s i n t h e

u P P e r P o r t i o n
.

T h e v a l l e y fl a t g o l d P l a e e r o r e b o d y 15 o b v i o u s l y w id e r t h a n t h e P r e s e n t r iv e r

be d a n d t h e w id t h o f a g o ld P l a e e r o r e b o d y h a s n o e e r t a i n P r o P o r t i o n r e l a t i o n t o i t s

le n g t h
.

T h e g r a i n s o f P l a e e r g o ld i s d o m i n e n t ly o
.

3一3
.

s m m i n s i z e
,

a n d t h e i n t e r g r o w t h o f

g o ld g r a i n a n d v e i n m i n e r a l 15 e o m m o n
.

G e n e r a l l y
,

g o ld g r a i n s i z e 15 b i g g e r i n t h e h e a d

a n d b o t t o m a n d s m
a l l e r i n t h e t a i l a n d t o P o f a g o ld P la e e r o r e b o d y

,
a n d b igg

e r i n

m e t a m o r P h i e r o e k s a r e a a n d sm a l l e r i n v o l e a n i e s a r e a
.

G o ld g r a i n s a r e m a i n l y g r a n u l a r ,

fl a k y a n d sc a l y a n d a b r a d e d
,

hT
e if n e n e s s o f g o ld i s g e n e r a ll y 6 2 0一 8 7 0输

.

T h e P r o s P e e t o f g o ld P l a e e r 15 g o o d i n ht i s a r e a
.

T h e m a i n P r o s P e e t in g e r i t e r i a 15 m i n
-

in g t r a e e s o f g o ld P l a e e r s
,

o ld m e t a
m

o r P h i e r o e k s a n d a n o m a l y o f m in e r a l iZ a t i o n s
.

A e
-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d i s t r ib u t i o n a n d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er g u l a r i t y o f g o ld P l a e e r ,

P r i m a r y g o ld d e
-

P o s i t s m i g h t b e s e a r e h e d fo r
in W u h a o m o u n t a i n

,

ht e n o r t h e r n b r a n hc e s o f X i a o
W

u t o n g

ir v e r a n d t h e N 0
.

2 b r a n e h o f X iw u t o n g r i v e r e t e
.

K e y w o r d s e a s t e r n H e i l o n gj i a n g P r o v i n e e g o ld P l a e e r o r e i n d ie a t o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