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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古陆为江南古陆的西南段，是华南最重要 

的金成矿带之一。湖南省 80％以上的金矿床分布 

于该地区，在黔东亦有许多金矿产出。该区的金矿 

床主要产于前寒武系浅变质岩系中，层控特征明显。 

近年一系列中、小型金矿床的发现，以及沃溪金矿深 

部找矿的重大突破，表明该区仍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尽管前人对雪峰古陆一带的金矿床进行了大量 

研究，但目前对其矿床成因、成矿机制仍争议较大， 

分歧的焦点又主要集中在成矿时代、成矿物质来源。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雪峰古陆一 

带的金矿床与区域变质作用关系密切，金矿床主要 

是形成于武陵．雪峰期(1 000～800 Ma)，特别是雪峰 

期uI4 ；少数学者则认为主成矿期应为印支．燕山 

期L5 或燕山期 J。然而作者的研究表明，该区区域 

变质作用与金成矿关系不大[7 】，而加里东期的成金 

作用不容忽视。 
● 

1 年代学证据 

已有的研究显示，雪峰古陆前寒武系浅变质地 

层中，赋存于不同层位、不同成矿元素组合的金矿 

床，如赋存于板溪群五强溪组中的西安钨金矿床和 

肖家单金矿床，产于下震旦统江口组中的平茶金锑 

矿床，均显示出加里东期金矿化(表1)。最近，王秀 

璋研究员对漠滨、柳林钗金矿的研究【9】，亦证实了该 

区加里东期成矿作用的广泛性。事实上，在华南的 

浅变质岩地区普遍存在加里东期的成金作用[7’sol， 

加里东应视为华南重要的成金期。 

表l 冒峰古陆金矿床加里东期的成矿年龄 

矿 床 赋矿层位、元素组合 测试对象 方 法 年龄／Ma 资料来源 

西 安 PbbI，W—An 蚀变岩 K．Ar法 412．2．476．4 万嘉敏．1986 

流体包裹体 P,b．-Sr法等时线 412 4-33 肖 家 Z
lj．Au 蚀变岩 P

,b．-Sr法等时线 418 4-4 彭建堂．1997 

平 茶 PbbI，Au·Sb 流体包裹体 P,b．-Sr法等时线 435±9 

漠 滨 ，Au 钾长石 K．Ar法 412．46 王秀璋等
．1999 柳林钗 et

21．̂u 钾长石 K-Ar法 404．20 

从锑的成矿来看，全球最早的锑矿化发生于晚 

古生代，如前苏联的锑矿床最早形成于400 Ma左 

右【1 。我国亦存在晚加里东期的锑成矿作用[1 ，该 

期锑矿化应主要是发生于江南古陆。因此，从锑的 

成矿作用来看，雪峰古陆也可能存在加里东期锑金 

的成矿作用。 

2 地质证据 

加里东期是扬子、华夏两个古地块碰撞汇聚时 

期，是华南一次重要的构造运动，在雪峰古陆主要表 

现为花岗岩的侵入和脆韧性剪切带的形成。 

在雪峰古陆，加里东期花岗岩主要出露于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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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白马山、桃江一岩坝桥一带。在这些岩体内及 

周围往往发育有金矿化的脉岩，且由岩体向外，脉岩 

数目趋于减少【l3j。这暗示该期岩浆岩与金的矿化 

关系密切。最近甚至有人提出，该区绝大多数金锑 

矿床(如沃溪、漠滨、渣滓溪、铲子坪等)的形成，与加 

里东期酸性岩浆岩有关u"。 

加里东运动对雪峰古陆一带的构造演化也有着 

重要的影响。近年的研究揭示，在雪峰古陆湘西一 

带存在许多加里东期的韧性剪切带u 】。且该区许 

多金矿床正是受这种韧性剪切带构造的控制，这可 

能与韧性剪切带形成过程中元素的活化转移、成矿 

空间的形成有关。在黔东的雷公山地区，剪切带构 

造十分发育，该区许多金锑矿床的分布严格地受剪 

切带控制，锑金矿床的形成与展布和脆韧性剪切带 

中的劈理密集带密切相关，矿体往往产于沿陡劈理 

裂隙充填的石英脉中n 。定年研究显示，这种脆韧 

性剪切带是加里东期构造运动的产物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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