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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颜喀拉山地区砂金资源丰富
,

采金历史悠久
,

已往的开采多限于玛曲一玛多以北地区
,

据史料记载估计采金量不少于 32 万两
。

1 9 8 3一 19 8 6 年采金者近十万人次
,

年产金量万余两
。

该区现为新开辟的砂金地质工作区
,

已查明中型矿床 3 处
、

矿点 12 处
、

矿化点和群采点

数十处
,

已探明储量占全省砂金总储量的 54
.

5 5 %
。

成矿预测表明
,

该区砂金资源潜力较大
,

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

本文拟对区内砂金的区域性成矿条件进行初步分析
,

供参考利用
。

一
、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概述

( 一 ) 前第三纪地质概况

本文论述地区属巴颜喀拉印支冒地槽褶皱带的中东地段
,

在地理上几乎包括整个巴颜喀

拉山
。

北界为巴颜一玛多一阿万伦断层
,

南界以歇武寺一三岔断层为界
。

该区是在华力西旋回层基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叠纪沉降带
,

主要由三叠系巴颜喀拉 山

群组成主体
,

各统地层发育齐全
,

且呈整合接触
。

地层为海相占主导的具海陆交替相特征的

槽型复理石建造一碎屑岩建造
,

岩性 以砂板岩为主
,

多呈互层出现
,

夹少量泥质岩
、

灰岩
。

该系地层最大沉积厚度大于 1 7 7 4 8米
。

到三叠纪晚期 ( 大体相当于诺利克期末 ) 发生强烈的褶

皱回返
,

该区全部隆起成陆
。

区内线型褶皱发育
,

倒转褶被更为常见 ; 断裂发育
,

规模巨大
,

以平行排列的纵向逆断层为主
,

具定向移动
,

组合成叠瓦式断裂
,

并具有多期活动和明显的

继承性特点
。

造山期伴有岩浆侵入活动
,

以中酸一酸性岩类为主
,

中性岩少见
。

岩体数量较少
,

分布于扎

日加一甘德一阿不司一线 以北和曲麻来一清水河一达 日金渡一带
,

以不规则状或圆形为主
,

呈

岩株
、

岩基产出
。

岩体普遍具各类蚀变及附近有石英脉分布
,

突出的特征是其 含金丰度较高
。

( 二 ) 第三纪一第四纪地质概况

本区 自晚三叠纪晚期隆起以后
,

仍以整体上升为主
,

再未接受海相沉积
,

且在构造上保

持宁静状态
。

由于地壳微弱的不均衡升降运动
,

在其内部形成一系列第三纪 山间盆地
,

其内

沉积一套湖相红色碎屑岩建造夹少量石膏薄层
,

最大沉积厚度大于 3 3 1。 米
。

晚第三纪末期
,

即喜马拉雅运动的第二幕期间
,

早期的北西向纵向主干断裂再次复活
,

使夷平的 山地和高原

被强烈的上升所破坏
,

并斜
一

切了北西西向夷平面的第三系红层
,

从而第三纪盆地结束了沉积



厉史
,

转为青藏高原再次总体强烈抬升
。

上述地质事件破坏了晚第三纪湖相沉积物的原始展

布
,

断层上盘沉积巨厚的第三系红层由于抬升己剥蚀无存
,

下盘部位则继续可见
,

说明喜山

期新构造运动对本区影响很大
。

第四纪时期区域上经历了早更新世的河湖期
,

有泥质
、

砂质沉积 ( 厚 2 00 米 )
、

中更新

世的冰期
,

为泥砂
、

砾石沉积 ( 厚 50 一 1 00 米 )
。

冰碳层多位于古冰川前缘
,

出露高度多在

4 5 0 0 米以上
。

全新世以形成河流相冰水堆积物和冲积洪积物为主
,

广布现代河谷 ( 厚数米至

5 0 米 )
。

本区位于青南高原大区的北东部
。

北西段为江河源高海拔丘状平原中区
,

属浅切割区
,

切割深度小于 50 。米
,

以缓起伏的高原面为基础
,

由一系列低山丘陵和湖盆
、

宽谷构成波状

起伏地面
,

现代地质作用以面状冻融剥蚀为主
,

各种冰缘地貌极为发育 , 南东段为江河上游

中一大起伏高山河谷中区
,

属深切割区
,

切割深度大于 1。。。 米
,

山地呈北西一南东向展布
,

流水的强烈侵蚀作用肢解了部分高原面
。

高原内部和边部地貌的两极分化十分显著
,

高山以

冰缘作用为主
,

谷地中以流水作用为主
。

区内山地切割深度由北西向南东逐渐由浅而深
,

在二者过渡部位构成准平原化的山原地

貌
。

区内遭受长期的面形剥蚀
,

导致切平构造的夷平面地形户泛发育
,

尤以上新世晚期形成

的第二级夷平面保存较好
,

形成波状起伏的浅山缓丘及其间的宽浅湖盆宽各地貌
,

它削平了包

括中新世在内的一切地层
,

在夷平面上红土风化壳较发育
,

海拔高度在 4 5。。一 4 7 0 0 米
。

第三

级夷平面仅限于第三纪盆地周缘和大河流两侧
,

其形成受地方侵蚀基准面的控制
,

它切平的

主要地层是晚第三纪红层
。

二
、

区内砂金的主要产出特征

( 一 ) 空间分布上的广泛性

砂金分布遍及黄河
、

雅碧江
、

大金川河的上游 1一 2 级支流或源头 ; 通天河中下游及南
、

北两侧 1一 3 级支流和各二级大地地貌单元
,

虽然富集程度不同
,

但并不受水系
、

地貌类型和

单元的限制
。

( 二 ) 成矿时 间上的局限性

区内第四纪各地质时期都有砂金分布
,

但主要的成矿时期集中于中更新世泥砾岩及全新

世低级阶地一河床一河漫滩砂砾层的形成阶段
,

其中全新世形成的矿产更为重要
。

( 三 ) 含金沉积类型的多样性

含金砂砾层除河流冲积或冲一洪积者外
,

尚广泛发育有含金冰碳堆积物和冰水堆积物等
。

( 四 ) 金质来源的多源性

除金的初始源外
,

中间源 ( 过渡源 ) 及次生源也是形成砂金矿床的物质基础和主要补给

来源
,

这种来源的金不仅对砂金的富集起重要作用
,

也是导致本区砂金广泛分布的主要因素
。

( 五 ) 夷平面对砂金聚集的相关性
·

第二级夷平面切平晚第三纪红层及一切地层
,

顶面红土风化壳发育
,

在切割夷平面的水

系
,

砂金相对富集
,

多形成工业矿床
。



通过上述可 以着出
,

本区只要有全新世砂砾层分布的地方都有砂金的出现
,

其富集程麦
取决于三个因素

: 一是中间源和次生源的发育程度 , 二是剥蚀
、

化学风化程度和时间的长

短 , 三是沉积条件 ( 水动力
、

微地貌等 ) 的优劣
。

三
、

砂金区域性成矿条件的分析

区内砂金矿化分布广泛 ( 图 1 )
,

含金沉积物成因类型较单一
,

这与青藏高原的 长期隆

起和地貌发育特点密切相关
,

区域性的成矿条件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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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巴颜喀拉 山水系
、

地貌单元划分和砂金分布略图

青南高原大区 ( 皿 ) :

皿
:
一昆仑大起伏高山中区 , l

:

一江河源高海拔丘状平原中区 ,

l :一江 河上游中一大起伏高山河谷中区
。

1一二级地貌单元界线 , 2一晚第三纪上新世

沉积区范围 ; 3一中更新统冰债物分布区 , 4一第二级夷平面 , 5一砂金矿床 (点 ) ; 6一含金水系

( 一 ) 金的原 ( 次 ) 生物质条件
1

.

金的初始源条件
: 区内未发现岩金矿或与金相伴生的硫化物矿产

,
仅见有岩金的零星矿

化线索三处
,

含金量均小于 0
.

5 克 /吨
。

区内虽没有原生金矿床
,

但贫金地质体却有广 泛 分

布
,

为砂金矿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
。

( 1 ) 区域地层的含金背景
:

据三叠系各岩类微量金的测试结果
,

地层平均 含金 丰 度略

高于地壳拉克值 ( 3
.

5 p p b )
,

全区平均为 4
.

30 p p b
,

除砾岩 含金较高 ( 8
.

6 p p b ) 外
,

其余各

岩系普遍低于地壳克拉克值 ( 表 1 )
。

由于三叠系为区内主体地层
,

因此该区为 含金丰度较 低

的背景区
。

区内含金量高的地层为下二叠统基性火 山岩
,

其 含金丰度高出同类岩石一个数量

级
,

但它影响范围有限
,

仅可作为北部地区的局部性金源
,

对区域砂金矿的形成不具重要意义
。

( 2 ) 岩浆岩的含金背景
:

区内各类侵入岩平均含金丰度 63
.

49 p p b
,

其中花岗岩
、

中基性

脉岩平均含金量接近或稍低于同岩类丰度值的 4倍
,

浅成酸性脉岩和中性侵入岩含金量普遍

高出同岩类丰度值的 3一 17 倍
,

但多属局部 性金源
,

对区域砂金矿的形成不具重要意义
。

区内

主要含金的岩浆岩为石英脉
,

脉体产出部位的不同
,

使其 含金量有明显差异
,

产于地层内或

.

2尽 ,



地质体时代

全新世

晚更新世

中更新世

岩 性 名

衰 1

称

区 内
一

各 地 质 体 的 含 金 盘

{ 试样地点 { , 品 , (个 )
}
含 , , 度 ( p p b )

1 1
。

6 1

供
、

冲积砂砾层 5 2

}
.

: 7
·

。 3

{
冰磺一冰水谁积

泥砾层
,

含冰布约

,

含粘土砂砾层
20曰3 0肠 北 部

36
。

2 4 工程重砂见金率
5 3

.

3 3肠

上新世 含砾砂岩与紫红色砂岩互层 人工皿砂见金率
1 5

。
81肠

中断世 紫红色砂砾岩 最高为 6 ` 5 p p b

板 岩

砂 岩

北部 东部

东 部 }
’

。

砾 岩

} }
1 3

}竺 } }
三整纪

2
。

4 0

早二盈纪

中 性 火 山 岩

蚀 变 玄 武 岩 北 部

北 部

人工盆砂见金率 2 `肠

产于砂板岩内

产于侵入岩体接触带附近

各地质背景区

全

6 3

}
7。

·

。。

{

1 0 3 (产地数 )

石英脉

~
~

互兰 丝
.

_岩
一

}
东

}
3 ,

{
2 8一

中 基 性 脉 岩

111 333 1
。

7 000

33333 37
.

Q000

印岩支期浆岩

破碎带附近者含金丰度为 78
.

58 p p b ,产于侵入体接触带附近者含金丰度可达 2 92 p p b
,

高出

前者近 通倍
。

区内发现许多自然金与石英连生
,

说明二者有密切的依存关系
。

石英脉皇单式脉
、

细脉
、

石香肠
.

和不规则石英体遍及全区
,

局部呈脉群产出
,

石英体的含金量可高出地层食金

丰度的 42 倍
。

砂金矿的基岩地层往往含金丰度较低
,

其主要原因是它经过后期各种地质作用

的改造
,

使其所含之金发生活化
,

并聚集于广泛分布的石英细脉中
,

目前虽未发现具有工业

价值的单脉
,

但其数量多
、

分布广
,

却是区域上砂金矿赖以形成的雄厚物质基础
,

所以含盘

石英脉为区内主要的初始源
。

2
.

金的过渡源 ( 中间源 ) 条件
:
众所周知

,

第三纪是世界砂金成矿历史上的两个高峰时

期之一
,

在此期间形成和保存了大量可采的砂金矿同时还以其品位高和盛产粗粒金及块众翁

署称
。

区内九乎所有的砂金矿区附近都分布有第三纪红层
,

在强烈剥蚀区的河床中也残存有

大量红层砾石
,

说明第三纪红层对砂金矿的形成有重要地控制作用
。

近儿年对区内北部第三纪红层进行 了人工重砂及化学测试
,

虽然未发现第三纪砂金矿
,

但证实了中新统紫红色砂砾岩为一含金地质体
,

平均含金丰度为 1 48 p p b
,

最高可达 6’6 5 p bP
,

衣级盆普退高出同类岩石丰度值的 4
喃 倍

,

高出地壳克拉克值 (3
.

5 p p b) 的 42 倍
。

该含金岩

`要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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