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木凼大型金矿床位于贵州省兴仁县境内，南

西距兴仁县城约!" #$。该矿床是%&世纪’&年代中期

发现的一种新的金矿类型———微细浸染型金矿，是

化探找金的一个成功案例；其产出的地质特征大致

可与美国著名的卡林型金矿类比。贵州省西南地区

已 知 有 金 矿 床（点 ）数 十 个 ，多 与 汞 、锑 、砷 矿 床 伴

生。紫木凼金矿床位于由走向近东西向的灰家堡背

斜控制的金、汞、砷成矿带上，其东侧还有太平硐、

岩上金矿床及数个金矿点、汞矿床（点）。

( 地质特征概述

紫木凼金矿床大地构造上处于扬子准地台西

南缘与华南褶皱系右江褶皱带西延部分的交接部

位，次级构造单元属黔西南叠陷褶断束［(］。

区域内出露的地层有二叠系龙潭组（)%!）、长兴

组（)%"）、大隆组（)%#），三叠系夜郎组（*($）、永宁镇

组（*%$%），以三叠系分布最广。上述地层除永宁镇组

外，其他各组均为金矿化层位，其中以夜郎组含矿

性最好，龙潭组、长兴组次之。紫木凼金矿床即赋存

于该背斜西段偏北翼的夜郎组内，含矿岩石主要为

不纯碳酸盐岩、粉砂质粘土岩、白云质粘土岩、硅质

岩、细砂岩、强硅化灰岩。

区内构造复杂，主要为灰家堡复式背斜，呈近

+,向展布，长约%& #$，宽数公里，由上述地层构成。

断裂构造按产状大体可分为--+、-,和近+,走向

.组，以--+向断裂最发育，规模最大，且往往切割

-,和近+,向断裂。其中近+,向断裂为含矿断裂。

紫木凼金矿床（化）严格受灰家堡背斜北翼的+,
向断裂构造控制，控制金矿化的断裂构造有!斜切

背斜的缓倾角逆断层，控制的金矿体构成了紫木凼

金矿的主体；"与背斜轴平行展布的陡倾角正断层，

沿该断层分布的金矿体呈不规则状展布；#发育于

背斜转折端的某些层间断层，控制着小的透镜状金

矿体。围岩蚀变主要有黄铁矿化、硅化、毒砂化、白铁

矿化、雄黄化、褐铁矿化和碳酸盐化等，金矿化与硅

化密切相关。蚀变强则矿化强，蚀变弱则矿化弱。与

金矿化有关的多期蚀变沿矿化断裂破碎带分布，蚀

变强烈地段可见到多期矿化蚀变叠加所致的对称蚀

变分带，金矿体赋存于断层破碎蚀变带中，矿体与围

岩无明显界线，二者呈渐变过渡关系。矿体产状与断

层产状基本一致，并随断层破碎蚀变带同步膨大缩

小、分枝复合。矿体由浅部氧化矿和深部原生矿组

成。含金矿物除自然金外还有黄铁矿、白铁矿、毒砂、

褐铁矿。原生矿石化学成分主要有/0、/1、2、)、30、

)4、56、24、*7、*8、9:、;<等［%］。异常强度和规模与矿

化蚀变强度和规模成正比。

矿区内及其邻近外围未见岩浆岩出露。

%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紫木凼金矿床位于受区域性的灰家堡背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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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向金、汞、砷成矿带上。从地球化学角度看，

在区域尺度上!该成矿带处于低$、%&、’&，高()、

*+的地球化学环境；$、%&、’&的相对低值域，基本

上显示出了成矿带的展布范围。"成矿带以,-、,.
的地球化学高背景为特征，尤以,.显著，其平均含量

达!!/01#+ 2 +，高于克拉克值近#倍。此外，’3的平均

含量也较高。$,+在成矿带内的含量水平较低，围绕

成矿带的周边呈现出一个,+的似环状高背景地带。

矿田尺度上的地球化学特征，与区域地球化学

特征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矿田的’-、45、67总体

含量水平较区域高。

在矿区尺度上：!有关分析结果（表8）表明，矿

区矿化围岩贫9:;!，富()、*7，低%&而高$、’&。与区

域和矿田的低$、%&、’&和高()、*+相比，可以认为

矿区是处在区域的低%&，高$、’&的地球化学环境

局部变异地段。"矿区微量元素中,-、,.、95、<+的

总体含量水平显著地高于其他微量元素。这=种微量

元素不仅其背景平均值要高出地壳丰度值数倍至

一个数量级以上，而且离差大，沿断裂破碎带形成

浓度分带清晰、浓集中心明显的高衬度地球化学异

常，是该类矿床普查找矿最直接的地球化学标志。

# 不同勘查尺度的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系统地研究紫木凼金矿床周围地区8>!"万、8>1
万、8>8万#种不同比例尺的地球化学勘查结果发现，

无论哪种勘查尺度的样品，其微量元素分析测试结

果，,-、,.、95、<+、（,+）都具有异常含量，且其异常

的空间分布与其相应的区域成矿带、矿带（田）、矿

床（体）相对应；其他微量元素含量甚微或分布无规

律，不具找矿指示意义。可见，该类矿床指示元素组

合简单，,-、,.、95、<+、（,+）是其不同尺度的矿产

勘查有效指示元素。

#/8 区域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图8是根据紫木凼一带8"" ?@!的8>!"万区域化

探数据编制的区域地球化学异常图。从图中可以看

出，各指示元素异常具有不尽相同的分布规律。

（8）成矿元素,-的区域异常，形态规整、浓度分

带清晰、浓集中心明显；以= 7+ 2 +圈定的外带异常，

展布方向基本与成矿带一致，面积约!" ?@!，大体反

映了成矿带中,-矿化的分布范围；中、内带异常呈

等轴状叠置于区域上地表,-矿化集中分布地段。

（!）与,-一样，,.异常亦具有清晰的浓度分带

和明显的浓集中心。与金不同的是，,.异常宏观上呈

%A—9B向展布，且具有!个展布方向各异的浓集中

心。其中，中部浓集中心与,-的浓集中心叠置，分布

范围和延伸趋势也大体相当；北东侧浓集中心呈%A
向拉长状展布于异常带的%A段并延伸至图区以外。

95和,.的异常具有相似的分布特征，宏观上亦呈

%A—9B向展布，具有9B和%A!个浓集中心，与,.
不同的是，%A浓集中心含量级次较低，仅出现中浓

度带含量。,.、95异常的这种分布特征，预示图区东

北部可能赋存有与图区中部,-、,.、95浓集中心叠

置地段微细浸染型金矿化类似的矿化类型。

（#）<+的异常宏观上呈9%向紧靠,-异常浓集

中心的东侧展布，异常范围显著地大于,-、,.、95，

仅高浓度带就横跨,.、95的南北!个浓集中心，向北、

向东延伸出图区，形成一个分布范围大、形态复杂的

<+浓集中心。看来，如此大的<+浓集中心（图区内大

于80 ?@!），是图区中部、东北部类似矿化类型异常

叠加的结果。图区中部,-、,.、95、<+高浓度带叠置

地段对应的是微细浸染型金矿化，图区东北部<+、

,.、（95）中高浓度带叠置现象反映的可能是以<+、

（,.）异常为主的热液矿化。

（=）,+的异常含量低，仅出现外带异常，且分布

零散。引人注目的是，,+具有其独特的分布模式，即

在空间上,+的低衬度异常围绕,-异常呈断续的环

带分布，这种断续的环带状,+异常恰好圈闭成矿带

中金矿化的分布范围。

#/! 矿田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图!示出的是紫木凼金矿一带#0 ?@!的8>1万地

表 ! 矿区矿化围岩化学分析结果与地壳化学成分对比

!"#$% ! &’()"*+,’- ’. /0% *%,1$/, ’. 20%(+2"$ "-"$3,+, ’. (+-%*"$+4%5
2’1-/*3 *’26, +- /0% 7’$5 5+,/*+2/ "-5 /0% 20%(+2"$ 2’()’,+/+’- ’. /0% 2*1,/

组 分 "#$% &’%$( )*%$( +#$% ,-$ ,.$ /0$ 10%$ 2%$ 备 注

矿化围岩成分 (3 4 3% !% 4 !5 !6 4 77 6 4 %( 6 4 !% ( 4 65 5 4 !8 6 4 68 % 4 3! 引自郭振春 !933

地壳化学成分 7! 4 : !: 4 ! 7 4 ( 6 4 5 6 4 ! ( 4 5 : 4 : ( 4 % % 4 8 引自鄢明才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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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紫木凼金矿区域地球化学异常图

$%&’ " ()*+,)-%+./ .0*-./1 -.2 *3 4,)
5%-67.0& &*/7 7%849%+4

球化学测量异常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万地球化

学测量结果，无论是异常元素组合，还是异常的空

间分布关系，与":!#万尺度地球化学测量结果基本

相同。

（"）<6、<8的异常相互叠置于金矿化地段，其形

态较规整，分布范围基本一致，浓度分带清晰、浓集

中心明显，内（浓集中心）、中、外带一一对应。可见，

<6、<8是该类矿床":;万尺度最直接、最有效的指示

元素。

（!）=>异常具有中外浓度分带，其空间位置与

<6、<8异常基本对应，但分布范围较<6、<8异常大。

看来，在":;万地球化学矿产勘查尺度上，=>可以起

到近矿指示元素的作用。

（?）@&的主体异常呈不规则状紧靠<6、<8异常的

东侧展布，异常浓度高、分布范围大，其南东侧未封

闭，视其展布趋势可延伸至图区以东相当远的距离。

从水平分带角度看，@&是比=>更靠金矿化外侧分布

的指示元素。

（A）<&仅出现外带异常，异常靠矿田周边零星

分布，即围绕矿田四周呈现出断续环状分布模式，

矿田即位于这个“环状异常”的中心地带。显然<&
是该类金矿田的外带异常。

?’? 矿床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图?是根据紫木凼金矿区":"万土壤测量结果编

制的地球化学异常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指示元

素<6、<8、=>、@&的异常都沿金矿体赋存的断裂破碎

蚀变带分布，横向上，越过矿化断裂蚀变带指示元素

含量很快降至背景值，纵向上，沿断裂矿化蚀变带指

示元素异常有较大的延伸，但是，各指示元素异常的

浓集趋势或者说其主体异常的空间分布不尽相同。

（"）成矿元素<6的异常沿断裂矿化蚀变带分布，

异常浓度分带清晰，向矿化富集地段浓集的趋势明

显。以"# 0& B &圈定的异常外带，沿CD向的控矿断裂

蚀变破碎带纵贯全图区，看其展布态势，向东西两

侧还可延伸出图区以外较远地段；横向上，异常与

断裂蚀变带同步膨大缩小，其宽度约?EA倍于断裂

破碎蚀变带。中、高浓度带异常范围略小于外带异

常，大体与蚀变带分布范围相当；多个浓集中心集

中分布于断裂蚀变带中、东段金矿化较富集的地

段，反映出异常向矿化富集地段浓集的总趋势。因

此，作为成矿元素本身，<6是金矿化最直接的指示

元素。

（!）<8异常与<6具有相同的分布规律，其异常

的含量与<6共消长，内、中、外浓度带和浓集中心均

与<6相对应；异常范围及其形态、变化几乎与<6完

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其浓集中心的规模较<6稍

大。可见，<8是该类金矿化最有效的指示元素。

（?）=>异常呈不规则的条带状沿断裂破碎矿化

蚀变带展布，其分布范围较<6、<8小。异常具有内、

中、外浓度分带。外带异常大体与蚀变带分布范围相

同，可示出断裂破碎蚀变带的分布范围。由中、高浓

度带构成的主体异常，偏<6、<8主体异常即矿化富

集地段的西侧分布。显然，=>的中、高浓度带异常，可

作为该类金矿化的近矿指示标志。

邹长毅等：贵州省兴仁县紫木凼金矿床地球化学勘查模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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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紫木凼金矿区地球化学异常图

$%&’ # ()*+,)-%+./ .0*-./1 -.2 *3 4,)
5%-67.0& &*/7 7)2*8%4

图! 紫木凼金矿田地球化学异常图

$%&’ ! ()*+,)-%+./ .0*-./1 -.2 *3 4,)
5%-67.0& &*/7 3%)/7

（9）与:;异常一样，<&的异常亦呈不规则的条

带状沿断裂破碎蚀变带分布，具有内、中、外浓度分

带，其异常的规模也与:;大体相当。与:;不同的是，

由中、高浓度带构成的<&的主体异常偏金矿体富集

地段的东侧分布。因此，<&的中、高浓度带异常亦是

该类矿化的近矿指示标志。

#’9 不同比例尺的地球化学勘查模型

通过对紫木凼金矿床不同勘查尺度的地质和

地球化学资料的研究，建立了紫木凼金矿床的区域

（=>!"万）、矿田（=>?万）和矿床（=>=万）#个不同尺度

的地球化学勘查模型。

（=）紫木凼金矿=>!"万比例尺的地球化学异常，

其元素组合较简单，为@6、@8、:;、<&、（@&）。其中

@6、@8、:;的异常叠置于成矿带金矿化富集地段；<&
异 常 紧 靠 其 东 侧 聚 集 ；@&的 低 衬 度 零 散 状 异 常 绕

@6、@8、:;异常四周呈现出断续的环带状分布模式。

（!）该类型金矿化=>?万比例尺与=>!"万比例尺

的指示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具有相同的分布模式，因

而，这!种尺度的地球化学找矿模型也是相同的。

（#）紫木凼微细浸染型金矿=>=万比例尺上的矿

区地球化学异常元素组合为@6、@8、:;、<&，其外带

异常相互叠置于受断裂构造控制的矿化蚀变带内，

即异常严格受断裂破碎蚀变带控制。然而，各元素异

常的浓集趋势不尽相同。其中，@6、@8的中、高浓度

带即主体异常对应于蚀变带内金矿化的富集地段；

<&、:;的主体异常分别偏金矿体富集地段的东、西

两侧聚集，构成纵向上以@6、@8主体异常居中，<&、

:;主体异常分居其东、西两侧，沿断裂破碎蚀变带交

替叠置的分布模式。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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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结论与建议

（"）该微细浸染型金矿床指示元素组合简单，

区域J矿田J矿床K个不同比例尺勘查结果具诊断性

的指示元素均为L2、L:、M@、%,、（L,）组合。该矿床

与美国“卡林型”金矿相比，元素组合和共生关系属

L2JL:J%,JM@系列。

（!）"F!#万（区域）和"F4万（矿田）比例尺的地球

化学异常，呈现出L2、L:、M@叠置于矿化富集地段，

%,异常紧靠矿化地段一侧聚集，L,绕矿化地段四周

呈断续环带状的分布模式。

（K）"F"万（矿床）比例尺的地球化学异常，L2、L:
的中、高浓度带对应于蚀变带内金矿化的富集地段，

%,、M@的主体异常分别偏矿化带金矿化富集地段的

东、西两侧，构成纵向上以L2、L:主体异常居中，%,、

M@异常分别位于其东、西两侧沿断裂破碎蚀变带交替

叠置的分布模式。

（I）有利构造部位和富含成矿元素地层是控制

该金矿床形成的重要条件。该典型的金矿床附近

亦有汞矿床分布，典型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亦多

分布于汞、锑、砷矿田或矿床附近。L2主要赋存于

硫化物相中，微细粒金矿床的原生矿金的主要载

体是黄铁矿和毒砂，其次是粘土矿物，紫木凼金矿

床是黄铁矿。

（4）在地球化学勘查或对"F!#万区域化探异常

进行评价时，当L:、M@、%,元素具有异常含量时，即

使L2含量低，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地球化学勘

查中要增加采样，以期发现可能的金矿化。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原地质矿产部“九五”重点

科技项目《大型金、铜多金属矿床地球化学勘查模型

研究》科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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