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兴安岭北部现代河谷冲积砂金及其

与原生金矿的关系

吕英杰 马大明

黑龙江省是我国主要的砂金产区
,

北部呼玛河水系
,

砂金尤为集中
,

.

本文仅就大兴安岭

北部地区砂金赋存规律及其与原生金矿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

不到之处
,

望批评指正
。

一
、

大兴安岭北部砂金集中区的地质背景

该区位于内蒙一兴安褶皱系的次级构造单元
,

大兴安岭褶皱带的东段
,

即伊勒呼里纬向

构造带的东北部与大

兴安岭隆起带的复合

部位
。

东至黑龙江深

大断裂
,

北抵得尔布

千深大断裂
,

西至中

生代拗陷
,

南为三卡

一阿里河断裂
,

为一

断隆地带
。

区内大面积出露

加里东期
、

华力西期

酸性侵人岩以及同时

期的中基性岩体
,

燕

山期小侵人体则沿断

裂零星分布
,

各期脉

岩也较发育
。

元古代

一古生代地层
,

多呈

残留体状态分布于花

岗岩之中
,

而中生代

地层则仅充填在小型

盆地内
。

该区构造复

杂
,

并具多次活动的

特点
,

东西向构造带

与北东向
、

北西向构

造带组成本区的主要

构造格架
。

砂金矿产几乎全

部为现代 (第四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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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呼玛地区砂金分布图

1一侏罗系上统
:

中基一中酸性火山岩
, 2一泥盆系 (宽河组

、

北西里 组 ) : 细屑岩
、

结

晶灰岩
、

砾岩
,

寒武系下统 (安娘娘桥组 ) . 片岩
、

板岩 , 3一寒武系下统一震旦系 (佳疙

疽组 )
:

绿片岩夹变酸性火山岩
、

大理岩 , 4一元古界 (兴安桥组
、

兴华 村组 ) : 片岩
、

大理岩
、

浅粒岩
、

混合岩
, 5一燕山期

: 花岗岩
、

花岗斑岩
、

花岗闪长岩 , 6一华力西期

花岗岩
, 7一华力西期

:

石英闪长岩
, 8一华力西期

:

辉长岩
, 9一加里东期

:

斜长花 岗

岩 , 10 一砂金矿体



河各冲积型
。

最集中的地区是
:

绰纳河
、

嘎拉河
、

楼勒根河
、

接勒根内河
、

博洛嘎里河以及

瓦拉里沟等处 (图 1 )
。

区内地势总的趋势是西一西南高
,

东一东北低
。

普遍发育两级夷平面和三级阶地
,

为一

低山丘陵地貌景观
。

河流属于黑龙江流域
,

呼玛水系
。

对黑龙江而言皆为 3 ~ 4 级河流
,

属

混合补给型
,

河谷多呈不对称的
“
U

”

型谷
,

谷长皆在 40 ~ 80 公里
,

谷宽亦在 20 0~ 2 0 00米左

右
。

河谷沉积物以冲积物为主
,

并多为永久冻结层
。

新构造运动的特点是振幅不大的升降运动
,

上升幅度大于下降幅度
。

因而造成了多次侵

蚀旋迥
,

为砂金的进一步富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

砂金皆赋存于现代河谷冲积物底部的砂砾层和含砂砾碎石层中
。

二
、

砂金的搬运方式
、

距离与原生金矿的关系

1
.

单矿物 (金粒 ) 搬运

含金地质体风化后从中脱出
,

金粒与风化产物一起残留在原地或形成坡积物
。

在重力或

地表水及洪水作用下形成冲积物
。

搬运过程中
,

大粒金最先沉积
,

小粒金次之
,

搬运距离最

远的是细小的片状金
,

而粒状金的搬运距离不远
。

其磨蚀程度随搬运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加强
。

例如
,

嘉荫一萝北地区的团结沟金矿床
,

其原生金矿与冲积砂金矿体的首部 (上游 ) 相距仅

80 米左右
。

实质上两者是一种连续过渡的关系
。

即
:

原生金矿一残积物 (含金 )一坡积物 (含金 )

一冲积砂金矿床
。

而且在距离原生金矿体仅 70 米处的坡一浦积物中发现 了重 3 6两的块金
。

在

瓦拉里原生金矿化区与冲积砂金矿的关系也是如此
,

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1 00 米
。

通过搬运的金粒
,

多分布在现代河谷冲积砂金矿体的首部或支谷砂金矿体中
。

当含金地

质体位于谷底且斜交沟谷时
,

在其下部 (下游 ) 的砂金矿体中
,

棱角状金粒突然增加
。

这一

分布规律
,

在没有继续挖深侵蚀作用的情况下
,

对寻找原生金矿是十分有利的
。

2
. “

运载
”

式搬运

以物理风化机械破碎为主的地区
,

含金地质体风化后
,

大部分金粒不能很快的从脉石中

脱出
,

常常被包裹在其中
,

一起形成残积物
、

坡积物
、

坠积物
,

在重力和地表水
,

特别是洪

水的作用下
,

逐渐下移
,

最后形成冲积物
。

这些含金砾石象装载着金粒的船只一样
,

可把金

粒带到很远的下游去
。

在流水搬运过程中
,

含金砾石互相碰撞
,

拖滚摩擦
,

加上流水的冲刷
、

溶解作用
,

使之逐渐破碎
,

金粒便从中脱出而随时沉积下来
。

造成砂金矿体形态有时很长
,

并在各个区段内
,

皆有磨蚀程度很差的棱角一尖棱角状金粒
。

这种搬运方式
,

虽然增加了原生金矿与砂金矿床的距离
,

并在砂金矿体的各个区段内
,

留下了磨蚀程度很差的棱角状金粒
,

给研究砂金的物质来源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

但给利用砾

石的含金性
,

去寻找原生金矿提供了有利条件
。

团结沟原生金矿床的发现就是一例
,

沟谷中

砂金异常富集
,

通过对河谷冲积物中的砾石采样分析
,

在离开砂金矿体的河流上游冲积物中
,

只有棱角一次棱角状的片岩砾石和少量的脉石英砾石
,

砂金与此无关
。

在河谷的中游
,

即砂

金矿体的首部除上述砾石外
,

又出现了大量的花岗斑岩
、

蚀变花岗斑岩
、

脉石英以及中酸性

火山岩等砾石
。

经试金分析证实
,

其中破碎蚀变花岗斑岩及部分脉石英等砾石中含金
。

在河

谷的下游
,

即砂金矿体的尾部
,

冲积物中的砾石成分更为复杂
,

磨蚀程度较中上游高
,

没发

现新的含金砾石
。

这就说 明砂金的存在与破碎蚀变花岗斑岩
、

部分石英脉等地质体有关
。

后

经证实是一大型的原生金矿床
。

同样
,

在瓦拉里砂金富集区的沟谷冲积物的砾石中
,

发现了



含金的脉右英 (金品位 23
.

1 09 / T ) 砾石
,

蚀变花岗斑岩 (金品位 0
.

39 / T ) 砾石
。

经工作后
,

脉石英中含金 24 9 / T
,

蚀变花岗斑岩中含金 3 ~ 49 / T
,

确定该蚀变破碎带为含金矿化带
。

由此

可见
,

在砂金普查找矿过程中
,

对冲积物中的砾石作详尽的观察与研究
,

对寻找原生金矿是

有重要意义的
。

3
. “

接力
”

式搬运

主要由于河流的挖深侵蚀和侧向侵蚀加之季节性洪水的作用造成的
。

这种作用不但加深

和展宽了河谷
,

同时也使已经处于稳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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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河流挖深侵蚀作用示意图

1一河谷冲积物
, 2一基岩

, 3一挖深侵蚀作用
, 4一流向

态的老河谷冲积物和砂金矿体再次活动
,

受到冲刷而被搬运到下游的地方
。

经几次

重复
,

使已经沉积下来的老河谷冲积物和

砂金矿体
,

被再冲刷和搬运几次 (图 2 与

图 3 )
,

且 使 砂金矿体长度越大
,

与原生

金矿的距离越来越远
。

兴隆沟
、

韩家 园 子
、

吉 龙 沟
、

北西

里
、

瓦拉里沟等砂金富集区
,

至少经历了

三次侵蚀旋迥
。

说明在砂金 矿 床 形 成期

间
,

差异性的上升至少有三次
,

每次上升都造成了河谷的下切 (有三级阶地
,

且多为基座阶

地 )
,

对已形成的河谷冲积 物 和
、

一
砂金矿体进行了再冲刷

、

再搬运

和再沉积作用
。

如果砂金矿体没

有侧源补给
,

那么这种搬运方式

也是造成砂金矿体延长的原因之

一
。

这种搬运方式的 最 大 特 点

是
:

( 1 ) 整个时期的风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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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
,

几乎大部分集中于现代河 图 3 某河流侧向侵蚀作用示意用图

谷冲积物中
,

对砂金矿的进一步 卜阶地堆积物
, 2一河漫滩堆积物

富集极为有利
。

( 2 ) 一般来说砂金矿体的尾部
,

是含金地质体的最早风化产物
。

砂金矿体的首部
,

则

是含金地质体的最晚风化产物
。

( 3 ) 含金地质体在不同标高上的富集程度
,

可直接影响到砂金矿体不同区段的品位及

矿量的变化
,

进而可以推断出含金地质体的风化剥蚀程度
。

( 4 ) 区域性的地壳上升
,

河谷下切
,

可使某些浅成含金地质体
,

全部转为砂金矿产
。

4
.

金在水溶液中的搬运

含金地质体
,

特别是处在氧化带和有硫化物存在以及在水化学条件适宜的情况下
,

金可

被溶解
。

被循环潜水或地表水带 出
,

在沟谷中的适当位置沉积下来
,

形成砂金矿床
。

笔者在瓦拉里砂金矿体的中部
,

团结沟砂金矿体的首部
、

中部
、

尾部以及原生金矿体及

其围岩 (片岩 ) 蚀露地表的部位
,

都分别采集了植物样 (灰 ) 进行光谱定量试金分析
。

发现

木本植物 (桦
、

柳
、

杨 ) 和草本植物 (大叶章
、

篙等 ) 中都含金 (表 1 )
。

并具有规律性的变



化
:

( 1 )

(克 /咦 )

多年生未本植物中含金量大于一年生草本植物中的含金量
。

( 2 ) 砂金矿 体 首 部 (接近原生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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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沟砂金矿体上部植物 (灰 ) 含金曲线图

体 ) 位置的木本植物中的含金量大于砂金矿

体尾部位置的木本植物 中的含金量
。

而草本

植物中的含金量
,

在其首部和尾部并无多大

变化
。

(图 4 )
。

( 3 ) 原生金矿体蚀露地表的部位
,

无

论是木本植物还是草本植物
,

其含金量都很

低
。

( 4 ) 围岩 (片岩 ) 出露地表的部位
,

植物的含金量更低
。

上述资料说明金在表生水化学作用下可

被溶解
,

而且地表径流的溶解能力远低于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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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见刁一

1一多年生木本植物 (灰 ) 含金曲线 , 2一一年生草

本植物 (灰 ) 含金曲线

环潜水的溶解能力
。

在含金区植物的含金性可作为寻找金矿的标志之一
。

植物样 (灰 ) 试金分析结果表 表 1

取样地点 取 样 位 置 样品性质 (植物灰 )
样 重
( g )

数 量
平均含金量

( g / T )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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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沟

团结沟

团结沟

团结沟

团结沟

团结沟

团结沟

团结沟

团结沟

瓦拉里

砂金矿体首部

砂金矿体中部

砂金矿体尾部

砂金矿体首部

砂金矿体中部

砂金矿体尾部

原生金矿体

原生金矿体

围岩 (片岩 )

围岩 (片岩 )

砂金矿体中部

桦
、

柳
、

杨 (木本 )

桦
、

柳
、

杨 (木本 )

桦
、

柳
、

杨 (木本 )

大叶章
、

篙等 (草本 )

大叶章
、

篙等 (草本 )

大叶章
、

篙等 (草本 )

桦
、

柳
、

杨 (木本 )

大叶章
、

篙等 (草本 )

桦
、

柳
、

杨 (木本 )

大叶章
、

篙等 (草本 )

木本与草本

0
。

0 3 0

0
。

0 1 5

0
。

0 1 3

0
。

0 0 9

0
。

0 1 2

0
。

0 1 5

0
。

0 0 5

0
。

0 0 9

0
。

0 0 3

0
。

0 1 3

0
。
0 4 1

在工作中也发现了砂金矿体中的自然金粒度普遍大于补给它的原生金矿体中的 自然金粒

度
。

为了查其原因
,

对确实只有一个原生金矿为补给来源的团结沟砂金矿体进行了详细观察
,

发现不论是砂金矿体的首部
、

中部还是尾部
,

都存在着链状金
、

发状金
、

树枝状金
,

同时也

发现了瘤状金
、

小圆粒状金
。

这些金粒的外貌
,

说明它们很可能是在表生作用下
,

从水溶液

中再沉积而形成的
。

该区的水质分析结果是
:

一

重碳酸钾钠型水
,

P H值 6
.

4~ 8
.

75
。

是金适宜

从溶液中沉淀下来
。

综上所述
,

四种搬运方式对某一砂金矿床来说
,

几乎可同时存在的
,

对同一砂金矿体的

首部
、

中部
、

尾部等不同部位
,

探讨搬运方式上的差异也是很大
。

所以在搬运方式
,

籍此来

推导砂金与原生金矿的关系时
,

更应注意
。 \

三
、

砂金富集规律

现代河谷冲积型砂金矿床的形成的主要控制因素有
.

矿质来源
、

水动力条件
、

河谷地貌

1 9



形态及新构造运动
。

河各在自然界中
,

是一个天然的选矿
“

溜槽
” 。

在永动力作用下
,

各种岩

石
、

矿物碎块 (含金和不含金的 ) 在这个大
“
溜槽

”

中
,

不停的进行着破碎
、

分选
、

淘汰等

作用
,

使砂金逐渐富集而形成砂金矿床
。

因此
,

矿质来源充足
,

新构造运动适宜的条件下
,

水动力条件与河谷地貌形态就成为主要的控矿因素
。

1
.

砂金矿体的形态
、

产状以及赋存部位

( 1 ) 砂金矿体皆赋存于河谷冲积物的底部一下部砂砾石层和河谷基岩上部的风化产物

一含砂砾碎石层之中
。

( 2 ) 砂金矿体皆呈带状分布
,

产状平缓
,

与现代河谷近于平行
。

一般皆为单层矿体
。

由于河谷地貌形态和补给来源的不同
,

使得矿体的长
、

宽以及在河谷中的位置都有较大的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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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砂金矿体分布图
1一第四系河谷冲积物

, 2一富矿地段
, 3一中等品位地段

, 4一贫矿地段
, 5一旧采金迹

( 3 ) 无矿溪流支谷对砂金矿体的形态
、

产状无大影响 (图 5)
。

( 4 ) 砂金矿体的宽度明显大于现代河床的宽度
。

砂金矿体的长
、

宽不呈比例关系
。

( 5 ) 河谷展宽区段以及无矿千流汇人区段
,

砂金矿体分岔
、

变贫 (图 5)
。

2
.

砂金矿体中的富矿地段

( 1 ) 砂金矿体与含矿支谷汇合处
,

矿体变宽
、

分岔
,

并可出现富矿地段 ( 图 5)
。

( 2 ) 喇叭地形 (河谷开阔地段 ) 的前端
;
威子地形 (急转湾处 ) 的前后端

; 关「]山的

前端 ; 谷底的低洼处 , 陡岸和阶地陡坎下 (阶地含矿时 )
,

总之在流速突然减慢的区段内
,

皆

能形成富矿地段 (图 3 ,

图 6)
。

( 3 ) 谷底基岩裂隙
、

片理
、

节理发育且垂直沟谷时
,

在这一区段内可形成 富 矿 地 段

(图 7 )
。

( 4 ) 有侧源或底源 (含金地质体与沟谷相交时 ) 补给时
,

在其下端可形成富矿地段
。

当河谷再次下切时
,

此富矿地段可逐渐顺流下移
。

( 5 ) 当含金地质体位于谷底 (与谷底重合 ) 时
,

在重合这一区段内
,

可出现富矿地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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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谷底低洼处对金粒阻留示意图

3
.

含金地质体的规模
、

含 矿 程

度对砂金富集的影响
:

二者本应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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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风化强度以及河谷

藻撬
图 7 谷底基岩的片理

、

裂隙对金粒阻留示意图

地貌特点等因素的不同
,

而使二者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化
。

4
.

砂金的特点

( 1 ) 砂金粒度
:

在各个砂金 厂
-

刚|l40t
llwe|脚卜
eeó上砾砂层誉金----8

.

0 0 5 0
.

2 5 0
.

2 5 0
.

1 毫米

下砂砾层(含金层à

·
0 0

.

` 0
.

2 5 0
,

一̀ 0
.

1 毫米含砂砾碎石层(含金层à

矿体中
,

从矿体的首部 (上游 ) 到

矿体的尾部 (下游 )
,

金的粒度大小

变化不大
,

在该区砂金 粒 度 皆 在

。
·

5一 o
·

25 毫米左右
,

但 在矿体的

下部 (含砂砾碎石层 ) 金粒要比矿

体上部 (砂砾层 ) 的金粒粗大得多

(图8 )
。

( 2 ) 金粒形态
:

皆呈粒状
、

片状
、

板状
、

鳞片状
、

亦见有棱角

状
、

不规则状
、

树枝状
、

链状和小

圆粒状
。

并经常见到石英和金的连

生体
。

( 3 ) 磨蚀程 度
:

总 的 规 律

是
,

搬运距离远者金粒磨蚀程度较

好
,

反之磨蚀程度差
。

但在整个砂

金矿体中
,

皆存在着磨蚀程度较差

的棱角状金粒
。

金粒表面有方向不

一的擦痕
、

压坑和麻点
。

( 4 ) 金成色
:

金成色与金粒

脱离脉石的时间成正消长关系
。

而

与金粒的大小成反比关系
,

即在同

时脱离脉石的金粒中
,

金粒大者
,

成色低
;
而金粒小者

,

金成色高
。

余成色与搬运距离无因果关系
。

区刁
,

巨困
,

应习
3

巨习
图 8 吉韩矿区 1号砂金矿体含金粒度变化曲线图

1一上游砂金粒度变化曲线 , 2一中游砂金拉度变化曲线
,

3一下游砂命拉度变化曲线



四
、

找矿方向的探讨

1
.

砂金矿产的面型分布
,

说明 其 物质来源在空间分布上的广泛性
,

因此该区是寻找原

生金矿床的有利地段
。

2
.

砂金的补给来源
,

在很多情况下是靠沟谷范围内的原生金矿或含金地质体补给的
。

因

此对这个范围内的地质构造应作详细的研究
,

以便寻找相应的含金地质体或原生金矿床
。

3
.

本区断裂构造与水系网是一致的
,

因此河谷多为构造谷
,

含金破碎带或原生金矿体
,

往往就位于谷底
。

因此在该区寻找原生金矿时
,

除了应该注意那些位于分水岭或沟谷两侧的

含金地质体或原生金矿床外
,

更应该注意那些位于沟谷中冲积物底部 (基岩 ) 的含金地质体

或原生金矿床
。

4
.

应当注意研究该区新构造运动的特点
,

含金地质 体 或原生金矿的埋藏深度
、

风化剥

蚀程度
。

因某些含金地质体或矿体
,

在剥蚀深度很大的情况下
,

往往全部转变成砂金
。

致使

找不到原生金矿床
。

5一 在砂金矿体的某个区段中
,

如果突然发现棱角状金粒有所增加
,

应 当 注意可能另有

源矿补给
。

6
.

在砂金矿体中
,

有富矿地段的出现
,

如证明既不是地貌因素的影响
,

也不 是 侧源或

支沟补给的原因
,

则很可能是砂金矿体与原生金矿带在谷底相交或重合所造成的
。

7
.

支谷砂金的富集或洪积扇中含金
,

往往是寻找原生金矿的直接标志
。

8
.

要着重研究砂金富集区砾石的含金性
、

蚀变程度
、

破碎特点
,

这对寻找 相 应的含金

地质体或原生金矿极为有利
。

9
.

在砂金富集区
,

应对含金沟谷中的基岩进行详细 研 究
,

这些含金沟谷
,

往往就是金

矿带或矿化破碎带的所在位置
。

1 0
.

要重视含金沟谷中的重砂组合
,

虽然它们不能反映含金地质体或矿体的重砂组合
,

但通过重砂组合
,

特别是基岩上部 (残积物 ) 的重砂组合的研究
,

去捕捉那些与原生金矿共

生的
“

探途
”

矿物
,

对寻找原生金矿是有益的
。

1 1
.

对旧采金迹
,

特别是手工开采遗迹
,

应进行详细研究
。

因为这些地区 (多位于支谷

或富矿地段 )
,

往往是出
“

暴头
”

0 的地方
。

上述各点的研究
,

应在砂金普查勘探过程中同时进行
。

特别是对砾石的含金性和河谷基

岩地质的研究更为重要
。

最后应指出
:

在野外工作期间
,

得到了黑龙江地质局第五地质队的

大力支持
,

文中并引用了该队的资料
,

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

(作者工作单位
: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

.
“
暴头

,

—
采金土语

,

即砂金非常富集并有时见大拉金或块金的位置
。

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