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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区域物化探资料圈定黔东南金矿成矿远景区 

王 亮，范玉梅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位于黔东南天柱一锦屏一黎平的金矿集区，地质勘查工作程度低，深部找矿未见较大 

突破。深部研究表明，区域重磁资料很好揭示了区内的线性断裂构造和岩浆热液活动，研究发 

现金元素异常分布与之有较好对应关系，并圈定了 l6个(含区外 1个)金矿成矿远景区。预测 

F1以东为石英脉型(含蚀变岩型、花岗岩型)金矿富集地，F1～FO之间可能为花 岗岩型金矿 

(含金铜多金属矿)找矿发现区，F0江南地轴边缘区及附近(丹寨一三都至都匀牛角塘)为微细 

粒侵染型(含花岗岩型)金矿重要研究区。金矿产出，与变质碎屑岩及相关地层，也可能与深部 

岩浆作 用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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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天柱一锦屏一黎平(简称 ：天锦黎)金 

矿区与丹寨一三都金矿区及从江地虎、榕江寨篙 

等金矿产地，地表地质找矿工作程度低 ，深部地质 

找矿研究程度低。为之笔者通过解译区域重磁资 

料，圈定了区内深部构造及隐伏岩体，据化探异常 

主线这一特征，同物探、地质资料有机结合，圈定 

区内金矿成矿远景区，为地质找矿提供 目标方向， 

期待实现找矿有较大突破，发现金矿的新矿床、新 

类型和新矿区，解决金矿开采 目前处于停滞状况 

的尴尬局面，延伸金矿产业链和提升金矿附加值， 

扩大金矿资源量和找矿空间拓展。 

1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地处扬子地块与江南造山带之过渡 

带，位于我国东部地区著名的“大兴安岭一太行 

山一武陵山”重力梯级带南延地区，天锦黎地区 

金矿密集区，位于湘西鄂西黔东成矿区带三级成 

矿单元内，陈毓川认为属于湘中陆内断陷边缘与 

燕山期花岗岩有关的金、钨、锑(铜、铅、锌)矿床 

成矿系列。区内新元古宇青白口系下江群浅变质 

岩系地层广布，岩浆作用相对较弱，断裂构造北东 

向发育。研度较高的湖南境内发现了一批大中型 

金矿床，典型矿床有会同的沃溪、漠滨、黄金洞等， 

矿化以含金石英脉为主，钨、锑是特征性共(伴) 

生元素，多数矿床远离岩体，部分矿床产于岩体附 

近，平面上有一定分带性 1 J。 

研究区以区域变质岩大面积分布为特色，以 

浅变质的岩石构成本区新元古代地层主体。区内 

发育了众多的北东向褶皱及构造。出露地层有青 

白口系、南华系、石炭系、二叠系、白垩系及第四 

系。容矿地层为青白口系下江群清水江组、番召 

组、隆里组、平略组、甲路组、拱洞组等，系变质的 

滨海一浅海相砂页岩、复理石和火山碎屑岩 

建造 。 

区内岩浆活动较弱，岩体分布零星、面积小， 

但种类较多，有产于青白15系近底部的基性火山 

岩，有基性岩一超基性岩、花岗岩、偏碱性超基性 

脉岩。其中钾镁煌斑岩成群带分布在北部施秉一 

镇远一带，部分零星出露于中部雷公山南牛及高 

岩、剑河岑松、榕江平阳和西侧麻江隆昌一带，南 

部从江县省界一带分布有雪峰期壳源 s型花岗 

岩、辉绿岩及基性一超基性岩 。区内花岗岩主 

体呈岩基分布在广西境内摩天岭及元宝山，岩体 

为前寒武纪强过铝花岗岩，地质时代>542．0 Ma， 

形成时期为新元古代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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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锦黎、从江以南、榕江以北及丹寨一三都等 

地为金矿床(点)分布区，其中以天锦黎地区金矿 

产地最多，规模及产量也最大。区内金矿产出类 

型多，有石英脉型、蚀变岩型 “ 和微细粒侵染 

型，金矿地域性分布特征明显，石英脉型分布于天 

锦黎地区黎平以北，蚀变岩型分布于天锦黎地区 

黎平以南，微细粒侵染型分布于西部(区外)丹 

寨一三都，而南部从江翁浪、地虎、九星等地为金 

铜多金属矿产出。黔东南及贵州目前未见与花岗 

岩有成因联系的金矿报道，在毗邻区广西则有相 

关报道，如顺本区南下桂东南一带有平南县三门、 

昭平县古袍、贺县张公岭、博白县金山、北流县大 

肚塘及望天洞等金矿，前两县、后三县金矿分别与 

加里东期、燕山期的花岗岩类有关⋯。 

本区为湘黔桂接边区，同湘西南会同、新晃、 

靖州与桂东北河池、柳州、桂林等县市接壤，属湘 

西一黔东成矿区带，基于陈氏对金矿产的成矿理 

论观点，在该区应关注与岩浆岩有关的金矿床研 

究和圈定花岗岩侵人体。 

2 区域重磁场与化探异常分布 

特征及对应关系 

2．1 重磁异常分布特征 

布格重力异常是地壳内部密度横向不均匀的 

综合反映。磁异常是地下居里深度以上磁性不均 

匀的综合反映_l 。莫霍面起伏(地壳厚度的变 

化)，可较好反映深部构造的基本特征。剩余重 

力异常，反映浅表盖层的地层褶皱、基底隆凹、沉 

积盆地、侵入岩体等地质特征变化。 

图1将以上四种异常联组，进行深部(莫霍 

面)、浅部(基底)物探异常分布特征比较。由于 

F1、F2的相互分割作用，区内重磁异常表现为分 

区分带呈“十”字型的分布格局。整体上，A区反 

映为北东向扭曲的线性异常及梯度带；B区异常 

特征表现较复杂，可分为3个异常小区，北部为北 

东向延展的高值异常带(区)，中偏东部为北东向 

的带状异常，南部为北西西向的面状或线状异常 

区；c区表现为北东向分布的低值带状异常，D区 

分为两个异常小区，北部为北北东向分布的低值 

圈闭异常，南部为北西向延伸的低值舌状异常区 

(带)。重磁场的分区带特征，可能代表着过去特 

定时期的地质事件产物，主要表现为 A区的变质 

基底隆起及局部凹陷，B区的变质基底隆起 ，c区 

的变质基底凹陷及局部隆起，D区的变质基底凹 

陷[1 ，可能揭示了不同地史不同地域的不同地 

质找矿意义。 

2．2 化探异常分布特征 

金化探表生异常(元素、块体)的分布，具有 

同重磁异常相似的分布特征(图 1)。其中，金元 

素异常受构造影响有序分布于全区，金块体异常 

集中分布于东部。 

连片富集于东部地区的金块体异常，出现于天 

锦黎地区，即天柱一坪地一远口(A)、锦屏一平 

秋一南加(B)、黎平一孟彦一敦寨(B)，在①天柱 
一 带分布面积(>1 500 km )最大、异常强度最高 

(36x10 )；②锦屏一带分布面积最小(>500 km )、 

异常强度最低(6．5x10 )；③黎平一带分布面积次 

之(>500 km )、异常强度高(36×10 )；④除以上3 

地规模分布外，其他地区零星分布，其强度多低于 

3．2x10～。而金元素异常，也集中出现于东部的天 

锦黎及以南地区，①沿天柱一坪地一远口的北东侧 

成片密集圈闭分布(单个异常面积>100 km )，异 

常强度均高于46×10一；②锦屏一平秋一南加异 

常北东向布阵，异常强度多高于7．8X10～；③黎 

平以北异常呈似圆状、圆状分布，面积 36 km 、异 

常强度高于(4．2—7．8)X10～；④黎平以南异常 

面积多数>40 km 、异常强度高于(2．8̂v 7．8)× 

1O一。西部地区则以金元素异常分布为主要，呈 

三条带(面)状分布，即北东向的镇远一旁海异常 

带、北东向的台江一都江异常带、北西向的九阡一 

佳荣异常带，每带聚集着数个面积>25 km 的圈 

闭异常 15-17]。 

2．3 化探异常与重磁异常的有机联系 

图 1中，金化探(元素、块体)异常、金矿床 

(点)，同重磁异常的平面分布有着很好的对应关 

系。金异常及金矿床(点)集中分布于F1以东的 

A、B两区，即4图反映的异常线性梯级带上的密 

集区及同向扭曲的收敛部位。在 A区，高度分布 

于天柱以东、锦屏以西及零星分布于玉屏一桐林 

物探异常的线性密集区和收敛区，量产石英脉型 

金矿；在B区，以榕江一黎平为界，金异常浓集于 

北侧的南加一孟彦附近的线性密集区和同向扭曲 

带，主产石英脉型金矿，且在南侧的洪州一水口一 

贯洞、从江的物探异常舒缓区同向扭曲部位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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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远景区具体划分原则：①同一区内具有 

相同或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各异常的主要成矿 

元素分布、分配规律和元素组合相同或相似。② 

同一区内地质背景及其地层展布基本一致，已知 

矿床(点)的矿种、类型及岩体分布大体相同或相 

关。③同一区内重磁异常布局特征基本一致。④ 

相似类比的原则l1 。⑤总体布局与重磁场分区 

带特征基本对应。⑥以化探异常为主线、重磁异 

常为补充的原则。 

产于地壳上部的各类矿产，既受地壳浅部沉 

积建造、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及后期构造、热液作 

用等因素影响，又受深部构造控制。加强重磁资 

料研究分析，密切结合化探成果，对区内成矿远景 

区圈定是非常必要的，可为今后深部找矿提供基 

础资料。 

在漫长的地史时期中，贵州经历了多次板块 

拉张与聚集活动的转换，多期的岩浆活动和变质 

作用，在 区内形成 了多 阶段、多类型 的成矿远 

景区。 

3．2 岩体圈定方法 

贵州为沉积岩大省，岩浆活动较弱，除西部地 

区广布峨眉山玄武岩外，其他地区岩体露头极少。 

酸性花岗岩只在黔桂边区从江县宰便一乌牙和武 

陵源腹地梵净山一带出露，岩体物性响应变化重 

力值(一3．5"-'-9．0)×10～m／s 、磁场值(一6～ 
- 22)nT，基性一超基性岩露头保存较好的位于镇 

远马坪和贞丰县白层一贬脚附近，岩体物性响应 

变化重力值(1～4)×10～m／s 、磁场值(2～36) 

nT变化，故采用重力值+2x 10～m／s 、磁场值±5 

nT的异常线，圈定区内隐伏岩体  ̈。 

3．3 重磁异常解译成果 

运用重磁资料联合，依据异常的解译标志及 

异常的提取原则，对区内深大断裂及隐伏岩体 

圈定[20-22]。 

根据重力、磁法推断的岩浆岩带、板块结合带 

以及深大断裂带，区内划分了以F1(推测为扬子 

板块与江南造山带的深部接触带)为代表的 l9 

条莫霍面大断裂(F0～F15、F1A～F1C) 和 

浅部55处岩体(酸性岩25处、基性岩类30处)及 
一 处大型的火山构造(图2a)。又分离提取出深 

部的以F1分界的岩块异常区，为西侧花岗岩基异 

常区、东侧变质基底及部分基性岩类异常组合区 

(简称：变基异常区)。 

区内深大断裂，限于本文主题不再一一赘述， 

其中北东向断裂最为发育，且大多与地表出露断 

裂有较好的对应分布。区内金矿产在北东向的背 

斜构造上及北东向断裂控矿已得到地质人员的共 

识，研究还发现重磁推断的东西向基底断裂同北 

东向两组断裂，对区内矿产分布及控制起到有效 

作用，基于前者隐伏的原因，控矿作用和地位逐渐 

显现，如东西向的天柱下达一高酿断裂带，分布着 

下达一金井金矿田_2 。断裂和岩体的圈定，对区 

内区域地质构造演化和成矿构造环境与扩大找矿 

方向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大量岩体的圈 

定，表明湘西黔东成矿区带的黔东南一带存在较 

强的岩浆热液活动事件，为区内寻找金、锰、铜、锑 

等多金属矿提供了重要线索。重磁场有规律的分 

区带特征，预示区内地下隐伏地质体(密度体、磁 

性体)的分布是有规律的，揭示了富集于相应地 

质构造体上的区域矿产分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以物化探异常分布为主要线索，结合区内已 

有的地质和矿产资料，划分了F1分界的东、西部 

两大金矿成矿远景区，图 2b圈定了 15个金矿成 

矿亚区(不含丹寨一三都金矿区)，其重力、航磁、 

化探、地质、矿产等特征简述于后。 

3．4 三穗一剑河一榕江以东的金矿 

成矿远景区 

位于区内中央的深大断裂F1，对金矿的控制 

作用是相当显著的，F1东边的断盘处于抬升状 

态，使天锦黎地区的金矿隐伏浅，众多的金矿床 

(点)被及早发现和开发；西边相对来说处于 F1 

的下盘，所富集金矿等矿产可能隐伏较深较难发 

现，仅于宰便一地虎一乌牙一带的花岗岩出露区 

边缘，有翁浪金矿床 (点)出现，前述在雷山西外 

侧三都苗龙一带产微细粒侵染型金矿。在F1东 

边的宰麻一黎平以北地区，盛产石英脉型金矿，已 

是不争的事实，代表性矿床是天柱辣子坪及油麻 

坳、锦屏平秋及同古金矿等。宰麻一黎平以南地 

区，已见洪州一水口一带产蚀变岩型金矿。根据 

物化探异常、地质情况等，在F1东侧圈定了10个 

金矿成矿远景区。 

3．4．1 天柱一白市一远口金矿成矿远景区(1) 

位于研究区东北，受控于 F2、F1B，分布面积 

较大，长 60 km宽 40 km面积约 2 400 km 。异常 

体隐伏浅。异常区布格重力场为近北北西向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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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洪州一水口金矿成矿远景区(3) 

位于研究区东南部，湘黔桂“三省坡”西边， 

受制于 F1A、F1B、F4、F9、FI1，长 45 km宽 40km 

面积约 1 800 km 。分布面积大，异常体隐伏稍 

深。异常区布格、剩余重力场北东向重力高出现， 

异常中心不重合，航磁场为北东向的面状及条带 

状多条的正磁异常组合区及部分北西向负磁异 

常。地层主要出露南华系一震旦系。金元素化探 

异常 8处密集且均匀分布，沿省界异常值分布较 

高，呈北西西向兼北东向的带状分布幅值为(2～ 

46)×10一，并见 1处块体异常，区内目前发现蚀变 

岩型金矿点不多。推测有多处呈北东向的基性岩 

类带 3条(12处)、对应隐伏变基异常区。北北东 

向的洪州背斜及韧性剪切带和东西向古邦断裂的 

交切部位控制了水口、古邦等金矿分布，金矿床类 

型主要为蚀变岩型金矿。可能是寻找变质碎屑岩 

与部分基性岩类参与作用的金成矿远景区，有较 

大找矿前景。 

3．4．4 从江一下江金矿成矿远景区(4) 

位于研究区南部及出露吉羊花岗岩体北缘， 

位于 F4一带、F1C以东，长 60 km宽 20 km面积 

约 1 200 km 。分布面积较大，异常体隐伏较浅。 

异常区剩余重力场、航磁场呈北西向正圈闭，布格 

重力场为北西向扭曲带及密集带。出露地层为下 

江群番召组及上覆地层。有金元素化探弱异常极 

小圈闭稀散呈现，未见金矿产分布，推测有北西向 

基性岩类带 2条、对应隐伏变基异常区。可能是 

寻找变质碎屑岩与部分基性岩类参与作用的金成 

矿远景区。 

3．4．5 榕江一宰麻金矿成矿远景区(5) 

位于研究区南部，大致由FIA、F1C、F4、F9管 

控，长 55 km宽 30 km面积约 1 550 km 。分布面 

积较大，异常体隐伏较浅。异常区剩余重力场、航 

磁场呈北北东向正、负条带状圈闭及东南的东西 

向负圈闭，布格重力场为北北西向密集带。出露 

地层为下江群平略组及上覆地层。处于天华山一 

罗里金矿带南东段、同古～三什江金矿带的南西 

段，有金元素化探弱异常极小圈闭呈现，未见金化 

探异常及金矿显示，从江岜扒见锰矿，区内推测有 

基性岩类多处、对应隐伏变基异常区。可能是寻 

找变质碎屑岩与部分基性岩类参与作用的金成矿 

远景区。 

3．4．6 孟彦一寨篙金矿成矿远景区(6) 

位于研究区中偏南部，大致由F1、F1A、F1B、 

F9、F1l控制，长 30 km宽25 km面积约750 km 。 

分布面积不大，异常体隐伏稍深。异常区剩余重 

力场、航磁场呈北东向正条带状圈闭，北东区与大 

型圆状异常中心部位叠合，布格重力场为北北东 

向密集带及部分弧形区。出露地层为北东向下江 

群平略组及上覆地层。处于天华山一罗里金矿带 

南西段，有高强度金化探异常于东北地区浓集，于 

本区金块体面积分布次之(>500 km )、异常强度 

高 36x10～，有 1处金元素异常密集分布、强度高 

达 46x10～，并见金矿产地 2处，即榕江纯厚堡金 

矿、平堡金矿。区内推测有北东向基性岩类带 2 

条、对应隐伏变基异常区。这里可能是寻找变质 

碎屑岩与部分基性岩类参与作用的且有较大潜力 

的金成矿远景区之一。 

3．4．7 锦屏一平秋一南加金矿成矿远景区(7) 

位于研究区中部，受 Fl、F2、F1B及 F11控 

制，长56 km宽25 km面积约2 200 km 。分布面 

积大，异常体隐伏较浅。异常区剩余重力场为北 

东向正条带状圈闭，航磁场为两个方向的正条带 

状膨突，东段北东向、西段北西向展示，布格重力 

场呈向南西局突的弧形扭曲及等值线疏密变化 

带。出露地层为北东向下江群清水江组及上覆地 

层。与南加一洞口金矿带范围吻合，有高强度金 

化探异常于东北地区浓集，于本区金块体面积分 

布较小(>500 km )、异常强度最低 6．5×10一，金 

元素异常呈北东向带状分布、强度高达 46×10 

之上，并见多处金矿产地，有平秋、南加、乌坡、归 

旁、塘伦、地娄等金矿。区内推测有北东向基性岩 

类带 2条 、对应隐伏变基异常区。这里可能是 

寻找变质碎屑岩与部分基性岩类参与作用的且有 

重大潜力 的金成矿远景区之一，是黔东南金矿 

(含金刚石)找矿突破的首选靶区及重点部位。 

3．4．8 剑河一顺洞金矿成矿远景区(8) 

位于研究区中北部，由F1、F2、F3、F1A控制， 

长 35 km宽 30 km面积约 1 050 km 。分布面积 

较大，异常体隐伏较浅。异常区剩余重力场为北 

东向正条带状圈闭兼东西向突出，航磁场为东西 

向负突出加北东向负条带状分布，布格重力场为 

东西向分布且向西扭曲兼北东向密集带。出露地 

层下江群清水江组，没有金元素异常及金矿分布 

有剑河温泉热海，推测有基性岩类及花岗岩、对应 

隐伏变基异常区，剑河岑松见偏碱性超基性岩小 

露头(可能为钾镁煌斑岩)，应是寻找变质碎屑岩 

与部分基性岩类有成生关系的金成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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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三穗一桐林金矿成矿远景区(9) 

位于研究区中偏北部，由 Fl、F3、F11、FIA控 

制，长30 km宽20 km面积约600 km 。分布面积 

最小，异常体隐伏较浅。异常区剩余重力场与航 

磁场分别呈北东向长条状的正、负闭合 ，布格重力 

场为北东向的密集带。主要为北东向下江群清水 

江组及平略组地层分布，于省界附近有金元素异 

常多处分布幅值为(2～2．8)×10一，并推测有基 

性岩类分布，应是寻找变质碎屑岩与部分基性岩 

类相关的金成矿远景区。 

3．4．10 坪地一都岭金矿成矿远景区(11) 

位于研究区北部，由 F2、F3、F1A、F1B控制， 

长 50 km宽 30 km面积约 1 500 km 。分布面积 

较大，异常体隐伏较浅。异常区剩余重力场为向 

北东突的面状负圈闭，航磁场为多个北东向的负 

圈闭异常组合区，布格重力场为向东突出的弧线 

异常密集带。地层为北东向的下江群清水江组及 

上覆地层与寒武系地层等。区内有高强度金化探 

异常出现，于本区金块体面积分布最小(>500 

km )、异常强度最低 6．5×10～，金元素异常呈北 

东向弧带断续分布、强度高，有 1处异常密集出现 

高达46~10一、两处弱异常分布分别为 2×10～，有 

全国资源储量最大的天柱大河边重晶石矿，推测 

有花岗岩、对应隐伏花岗岩基异常区，可能为花岗 

岩类与变质碎屑岩作用的金成矿远景区。 

3．5 三穗一剑河一榕江以西的金矿 

成矿远景区 

Fl以西的地区，南部有从江宰便一地虎一九 

星金铜多金属成矿区，位于摩天岭出露花岗岩西 

侧翁浪金矿产于附近；贵州地矿局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勘查院采测金矿岩石标本其密度为 2．66× 

10 kg／m ，事后也未作相关成因研究。中部有 

榕江八蒙等地产有锑矿，北部有雷山一凯里为铅 

锌矿成矿带，区外有丹寨一三都金矿带。综合分 

析区内存在金矿产出的地质背景，并可能与花岗 

岩有成生作用，这源于本区金元素异常，与东部地 

区一样也呈带状分布，异常强度也不低有的还相 

当，两地区所处地质构造环境基本一致。F1分界 

的东部地区量产石英脉型金矿，西部地区外围 

(丹寨一三都)主产微细粒侵染型金矿，不排除本 

区没有金矿产出的可能性。据物化探异常分布特 

征，在 F1西侧及外围圈定了6个金矿成矿远景区 

(含区外 1个)。 

3．5．1 施秉一镇远金矿成矿远景区(12) 

位于研究区西北部与推测的 F2、F1A的会聚 

区域，长70 km宽 65 km面积约4 550 km 。分布 

面积最大，异常体隐伏较浅。异常区剩余重力场主 

要为不同方向的负圈闭组合及局地穿插的北东向 

条带状正异常，航磁场为推测大型的圆状异常的北 

西向分支及其他方向分支的负异常组合，布格重力 

场为东区的向东扭曲的密集带及西部北东向正负 

条带状闭合的组合区。地层见北东向下江群清水 

江组及寒武系等地层，在镇远、盘山两地成群带分 

布着数个个体小的钾镁煌斑岩。中国著名的“东方 

红 1号”金伯利岩体(现称：钾镁煌斑岩)和第一颗 

金刚石原生矿就诞生于区内，众多铅锌矿产于其 

中，区内见多处金元素异常于西南部密集分布幅值 

为(2～4．2)X10一、东面零星分布，推测有花岗岩 

及基性岩类和地表出露的3条钾镁煌斑岩带、对应 

隐伏花岗岩基异常区。推测为花岗岩类与变质碎 

屑岩作用有一定成因联系的金成矿远景区。 

3．5．2 台江一西江金矿成矿远景区(1O) 

位于研究区西部与推狈0的 F1、F2、F3、F12的 

汇合区域，长 50 km宽 30 km面积约 1 500 km 。 

分布面积小，异常体隐伏较深。异常区剩余重力场 

大部被圆状正异常及东西向突出区占据(东部地 

带)、西部是北东向负剩余重力异常与正异常的交 

接地区(图区外)；航磁场东部地带图像与剩余场 

相似反映为负值异常，西部为北东向多条带状负值 

带及 1条正值异常带分布区；布格重力场东部为向 

西突出的较大型扭曲带及密集带，西部为复杂异常 

组合区(带)；地层主要为北东向分布的下江群清 

水江组及寒武系地层，在凯里旁海有钨矿重砂异 

常、台江台拱发现辉石一霓石异常。区内有高强度 

的金化探元素异常 1处，异常强度达 6．5X10一，推 

测有基性岩类、对应隐伏变基异常区，应是寻找变 

质碎屑岩与部分基性岩类有成因联系的金成矿远 

景区，也是找金刚石的突破地带。 

3．5．3 雷山一都江金矿成矿远景区(13) 

位于研究区西部与推测的 F1、F2及 F9的相 

交区域，长 60 km宽 6O km面积约3 600 km 。分 

布面积大，异常体隐伏较深。异常区剩余重力场 

主要为北北东分布的负正异常交替出现的组合区 

(带)；航磁场大体分为三段，北段为负异常的背 

景上，由一系列短轴杂乱负异常组成，中段为近南 

北的正长轴异常为主及部分伴生负值异常，南段 

为多条北西向负的短轴异常；布格重力场为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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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东突出的弧线密集带和西部北北东向半圈闭 

重力低。地层是北北东向的下江群清水江组及上 

覆相关本群地层 ，有金元素异常 2处密集分布，雷 

山北东达 46~10～、都江西南 7．8×10一、另两处零 

散分布其值为2×1O一，有金矿床(点)、锑矿、钨矿 

出现，西侧图区外见微细粒侵染型金矿(或汞金 

矿)，并推测有花岗岩及基性一超基性岩分布、对 

应隐伏花岗岩基异常区，有偏碱性超基性岩出露， 

推测为花岗岩类与变质碎屑岩作用的金(锑)成 

矿远景区。 

3．5．4 宰便一乌牙金矿成矿远景区(14) 

位于研究区西南部，被 F0、F1A、F4、F8、F9约 

束，长 80 km宽50 km面积约4 000 km 。分布面 

积较大，异常体隐伏较深。异常区剩余重力场、航 

磁场，主要为北西向分布的多处条带状负异常，布 

格重力场呈舌状分布的北西向宽台低值异常区。 

地层为下江群和四堡群地层，西面及南面见北西 

向金元素异常带于两地分布幅值为(2～7．8)× 

10 及局地金块体异常，在翁浪、地虎、九星见金 

矿和金多金属矿及加磨铜多金属矿，与乌牙、高 

武、乌峨铜矿，并推测有多处花岗岩、对应隐伏花 

岗岩基异常区；见花岗岩露头，基性火山岩、基性 

岩类及加榜、宰便一带的辉绿岩分布，推测为花岗 

岩类与变质碎屑岩作用的金成矿远景区。 

本区所产的金矿及金铜多金属矿，有的认为 

与基性火山岩有关，但从金矿产出的地质环境看， 

位于黔桂交界摩天岭出露花岗岩的西面，重磁资 

料推测这里为花岗岩基异常区，且延至雷公山一 

带，钻探也证实宰便一带深 523 m处遇花岗岩，且 

花岗岩基带夹于深大断裂 F1、F1A之间，巨量的 

酸性岩浆热源物质理应对金矿的成生作用是不可 

忽略的，故应该考虑花岗岩类的直观作用较为合 

理。现在虽未发现此类金矿类型，但花岗岩类的 

作用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且奠定了金矿产生的物 

源和热源基础。研究该花岗岩基异常区及延伸区 

分布的金化探异常是极有必要的，也为预测和寻 

找酸性岩浆作用下区内乃至全省花岗岩型金矿， 

与圈定金矿成矿远景区，提供了新思路新模式。 

3．5．5 九阡一茂兰金矿成矿远景区(15) 

位于研究区西南角与推测的F0、F8断裂有 

关 ，长 30 km宽 20 km面积约 600 km ，图区未闭 

合。分布面积不大，异常体隐伏较浅。异常区剩 

余重力场为北北西向正半圈闭，航磁场为北北西 

向负异常及密集带，布格重力场为北西向线性密 

集带。地表为北西向分布的寒武系及以上地层。 

见金小块体化探异常 1处，推测有基性岩类 1处、 

对应隐伏变基异常区，应是寻找变质碎屑岩与部 

分基性岩类参与作用的金成矿远景区。 

3．5．6 都匀牛角塘一丹寨一三都金矿成矿远景 

区(16) 

位于研究区外，即雷山西面都匀以东、丹寨一 

三都以西地区。沿地表出露轴缘带与推测深部轴 

缘带区间，为三都苗龙一带产出的微细粒侵染型 

金矿。此处为北西向雷公山一摩天岭隐伏花岗岩 

基异常区的东西向膨突部位，对金矿和其他矿产 

赋集非常有利。邻近都匀的麻江隆昌露天有钾镁 

煌斑岩出现，金化探异常多处浓集分布，极大显示 

出较好的找金潜力，故推测为与花岗岩类作用的 

金成矿远景区。 
一

个典型的特征现象，是金异常多分布于 Fl 

东西部地区物探异常的线性梯级带与零值线附近 

或异常变异带上，已知的金矿床(点)分布于北东 

向的背斜构造与顺背斜轴的断层部位。 

产于黔东南东部地区(F1分界)天锦黎的石 

英脉型金矿及成矿远景区，是以加里东期为主成 

矿期的低温热液型金矿，与区内推断的隐伏岩浆 

岩体及深部断裂构造可能有一定的关系。西部地 

区可能存在花岗岩型金矿及成矿远景区，也与区 

内推断的雪峰期隐伏花岗岩体及深部断裂构造有 
一 定的关系。它们很大程度上与基底的热液变质 

作用及岩浆侵入活动有关，成矿物质来源与隐伏 

侵入的花岗岩体、基性岩类密切相关。 

4 结论 

物探异常与化探异常的分区带及其平面变化 

特征，存在着较好的对应关系，在两类异常典型变 

化的复合部位和相应的地质层位为金矿产出密集 

区，从而揭示出地质各类专业学科资料，都能客观 

反映同一的地质现象及其相似变化规律。 

区内金矿成矿远景区划分了16个，其中圈定 

了与变质碎屑岩及基性岩类相关的金矿成矿远景 

区10个，对应重力高、磁力高区，位于区域重磁场 

的线性密集带和局部异常变异区带，并见出露的 

和推测的基性岩体多处。圈定了与花岗岩类及变 

质碎屑岩相关的金矿成矿远景区6个，对应重力 

低、磁力低区，位于区域重磁场的线性密集带和局 

部异常变异区带，并见出露和推测花岗岩体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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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型)金矿富集区，F1～F0之间可能为与花岗岩 的初步分析⋯·贵州地质,2004,21( )： 一 0· 

关 金 预测区( 金铜 金 ，FO~IiiggItk  ̈

轴边缘一带深部 (丹寨一三都至都匀牛角塘)为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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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不同的金矿成矿远景区圈定，反映出不 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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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M ineralization Prospecting Area in Southeast Guizhou by 

Regional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Prospecting Information 

W ANG Liang，FAN Yu—mei 

(Guizhou Academy ofGeologic Survey，Guiyang 550005，Guizhou，China) 

[Abstract] In the gold concentration area of Tianzhu—Jinpin—Liping，the exploration degree is low and has 

no breakthrough in the deep area．The deep study shows linear fracture structure and magmatic—hydrothermal 

activities in this area，it’s found gold element anomaly distribution has good corresponding relation with it，1 6 

gold mineralization prospecting areas are determined．It’s predicted the east of F1 is quartz vein gold area， 

granite gold discovery between F1 and F0，Jiangnan axis margin area is microscopic disseminated gold studying 

area．The occurrence of gold has deep relation with metallographie clastic rock and relative stratum ，or deep 

magmatic activity． 

[Key words]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y；Geochemistry；Fracture；Gold deposit；Mineralization 

prospecting area；Southeast Gui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