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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河南省砂金矿床广泛分布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支流中,具代表性的有淅川寺湾及嵩

县高都川两矿床,其成因类型分属于河床- 河漫滩型与阶地型两大类。矿体展布形态与全新统地

层分布状态一致,为近水平沿现代河流边部赋存的长条带状。在地质找矿方面, 在两大水系交汇

处、河流地形的缓坡以及河流的内湾一侧均为寻找砂金矿床的有利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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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河南省砂金探明资源量在全省金矿资源总量中

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分布范围很广(图 1) ,在豫西的

嵩县、栾川、卢氏、灵宝及豫西南的淅川、西峡等地均

有分布。黄河水系的伊河、洛河、颍河、朱阳河流域和

长江水系的丹江、淇河、老鹳河流域为砂金的两大集

中产区,矿点很多,探明资源量的有嵩县高都川、淅川

寺湾、下集、荆紫关 ) 下湾、西簧等砂金矿床。

河南省的砂金矿均产于第四纪河流冲积层中,

分为阶地砂金、河床- 河漫滩砂金两种类型。阶地

砂金在豫西、豫西南地区的黄河、长江水系二、三级

支流中均有分布。嵩县高都川砂金矿床即以阶地砂

金为主,在淅川的丹江、淇河、老鹳河流域,阶地砂金

分布虽广, 但多未形成规模, 成为民采的主要对象。

阶地砂金矿主要赋存于第四系更新统中,部分则为

第四系全新统。河床- 河漫滩砂金矿在豫西的伊

河、洛河和豫西南的丹江、淇河、老鹳 河广泛分布,

但探明的矿床多集中在淅川县境内。河床- 河漫滩

砂金矿的赋矿地层为第四系全新统, 属现代河床冲

洪积层。

1  砂金矿床总体特征

河南省砂金矿的规模小且分布不均衡, 已探明

图 1  河南省砂金矿分布示意图

F ig . 1  Distribution o f placer g old depo sits

1.中型矿床 2.小型矿床 3.矿点

矿床(点)名称: 1.灵宝朱阳 2.卢氏范里 3.栾川东庄 4.嵩县德亭

5.嵩县高都川 6.临汝金沟 7.淅川荆紫关 8.淅川寺湾

9.淅川西簧 10.西峡拱坊河 11.淅川下集

资源量且具代表性的矿床有淅川寺湾、嵩县高都川

2处,均为中型规模,其余均为小型或矿点。这一情

况与岩金的大部分探明资源量为大型矿床形成鲜明



对照。已探明资源量的砂金矿床皆分布于黄河水系

的熊耳山地区和长江水系的南秦岭地区,河南省流

域面积最大的淮河水系至今未发现砂金矿床, 在河

南省岩金储量中占很大比例的小秦岭地区和有多处

岩金矿床的桐柏 ) 大别山地区也未发现并探明砂金
矿床。

河南省砂金矿平均品位较低, 矿床平均品位

C( Au) = 0. 16~ 0. 21 g / m
3
, 多数不超过 0. 2 g / m

3
,

但也有个别的富矿床平均品位高达 1. 7 g/ m 3。

砂金粒度较大, 以中、粗粒为主。砂金粒径>

0. 1 mm的占 70%以上, 多数矿床砂金粒径> 0. 25

mm 的占 80%以上。1989年在卢氏县范里乡土窑

沟小河溪中发现一块狗头金,重达 964. 5 g ,纯度为

68. 62%, 是河南省发现的最大天然金块。

砂金成色较高。砂金矿多为自然金, 银金矿少

见。自然金成色在 879~ 956之间,多数矿床砂金成

色在 900以上。

现以淅川寺湾和嵩县高都川2个砂金矿床为例,

对河床- 河漫滩型砂金矿和阶地型砂金矿进行分述。

2  淅川寺湾砂金矿床

寺湾砂金矿床位于淅川县西部的豫鄂交界的丹

江河谷中,矿区主要属淅川县寺湾乡管辖,距淅川县

城 32 km。矿床为中型, 属于河床- 河漫滩型砂金

矿床。矿区周边已发现砂金矿床(点) 20余处。

2. 1  矿区地貌
丹江河谷为开阔的河流冲积地貌, 河谷两侧为

剥蚀地貌。河谷分为河床、河漫滩、阶地、冲洪积扇、

冲积锥及坡积裙等。

河床和河漫滩极为发育, 宽度一般为 800 ~

1 500 m,平均 1 000 m;沉积物主要为砂和砾石, 厚

度 5~ 8 m, 是砂金赋存的主要地貌单元。

阶地可分为 Ñ~ Ô级。 Ñ级阶地上部为 3~ 7

m 厚的黏土层,下部为 4~ 8 m 厚的砂砾层, 下部砂

砾层是该区次要含金层, 也是民采砂金的主要对象;

Ò级阶地上部是 2~ 3 m 厚的黏土层,下部是 2~ 4

m 厚的砂砾层,砂砾层中下部往往含金; Ó级阶地分
布于河谷两侧山坡上, 规模不大, 连续性较差,上部

也是黏土层,厚 1~ 2 m, 下部亦为砂砾层,厚 2~ 3

m,砂砾层下部有采金老硐; Ô级阶地只在河谷两侧
小山脊作零星分布。

2. 2  矿区地质

矿区出露地层全为第四系, 角度不整合覆盖于

古生界灰岩或第三系砂砾岩之上, 又可分为中更新

统( Q 2 )、上更新统( Q 3 )和全新统( Q 4 )。

中更新统分布于Ô级阶地上,由冲积成因的黏

土、砂、砾石和钙质结核组成, 分布零星, 厚度不大,

一般厚 0. 5~ 2 m。

上更新统又细分为上下两层。下部层主要分布

在Ó级阶地上, 由冲积成因的黏土、亚黏土和砂砾石

组成: 在黏土、亚黏土(厚 1~ 2 m)之下为砂砾层(厚

2~ 3m) ;上部层分布在 Ò级阶地上, 在黏土层(厚 2

~ 3 m)之下为砂砾层(厚 2~ 4m)。

全新统总厚 6~ 20 m ,分为两层。下部层分布

于丹江两侧的 Ñ级阶地上, 上为的黏土、亚黏土层

(厚 3~ 7m) ,下为砂砾层(厚 4~ 8m) , 是本区的含金

层之一,也是民采砂金的主要层位。上部层分布于

广阔的河床、河漫滩上,是寺湾砂金矿矿体赋存的主

要层位, 主要为砂、砾石, 厚 5~ 8m。砂砾层中砂占

20% ~ 40%。砾石占 55% ~ 75%, 泥质一般少于

5%。砾石直径一般 2~ 10 cm , 冲沟口附近的砾石

个别可达 40~ 50 cm。

2. 3  矿体特征
寺湾砂金矿床在成因上属河流冲积型, 在赋存

部位上属河床- 河漫滩型,由大致平行的 Ò号、Ó号

2个矿体组成。另有一规模较小的 Ñ号矿体, 因品
位和宽度变化大,不具工业意义,但可供民采。

Ò号矿体呈弯曲的长条状,顺丹江河谷展布,赋
存于淇河与丹江的交汇部位。矿体长 2 200 m, 宽

40~ 160 m,平均 125 m ,最厚处 9. 2 m ,最薄处 4. 7

m,平均 7. 46 m, 厚度变化系数 23. 44%, 品位最高

0. 512 g/ m3 , 最低 0. 044 7 g/ m 3 , 平均 0. 229 5 g/

m
3
,品位变化系数 72%。

Ó号矿体呈宽窄变化的长条状,分布于淇河与

丹江交汇部位及其下游的河床- 河漫滩砂砾层中。

矿体长 5 400 m,宽 40~ 320 m ,平均 160 m, 最厚处

15. 2 m, 最薄处 4. 84 m, 平均 7. 63 m, 厚度变化系

数为 26%,品位最高0. 470 3 g/ m3 ,最低0. 011 8 g/

m
3
,平均 0. 1519 g/ m

3
,品位变化系数 63%。

2. 4  砂金特征

形态: 砂金形态以片状为主, 板状为次, 二者分

别占砂金总重量的 63%和 24. 8%; 此外还有粒状、

长条状、不规则状等。砂金表面粗糙, 凸凹不平, 凹

坑中偶见石英颗粒及岩屑。

粒度: 砂金粒度较粗,粒径> 2 mm 的占砂金总

重量的 11. 6%, 2~ 1 mm 的占 36. 2% , 1~ 1. 5 mm

的占 38. 6% , 0. 5~ 0. 3 mm 的占 9. 8%, 0. 3~ 0. 1

47第 26 卷  第 1 期 程书乐等:河南省砂金矿床地质特征



mm 的占 3. 5% , < 0. 1 mm 的只占 0. 3%。

色泽:砂金呈黄- 金黄色,颜色鲜艳,色调均匀,

具强金属光泽。

成色:寺湾砂金中金含量很高, Ò号、Ó号矿体

金的质量分数平均为 95. 62%(表 1)。

表 1  砂金成色化学分析结果表

T able 1  Chemica l analy sis of placer g old samples

from the Siwan placer g old depo sit

矿体 样号
w B / %

Au Ag

Ñ 1 90. 0 0. 4

Ò+ Ó

2 98. 7 6. 2

4 95. 9 24. 2

5 93. 65 52. 7

6 95. 61 42. 9

Ò号、Ó号矿体平均 95. 62 34

2. 5  伴生矿物
砂金伴生矿物主要有磁铁矿、褐铁矿、赤铁矿、

石榴石、锆石、金红石、独居石、黄铁矿等。因伴生矿

物含量少,该矿床基本上为单一砂金矿床。

2. 6  砂金富集规律

矿体品位在横向上变化无规律,在纵向上矿体

中部较富、两端较贫,砂金在淇河与丹江汇合地段富

集。在垂向上, 砂金富集在砂砾层的中下部和底部,

其赋存的砂金占了总量的 98. 6%。砂金在矿体中

分布的总趋势是:品位上贫下富,粒度上细下粗。

2. 7  砂金矿的矿质来源

¹来自老地层中的金: 丹江中上游老地层中金

的丰度值较高, 如熊耳群火山岩、陡岭群磊沟组片

岩,耀岭河群的中- 基性火山岩, 金丰度为 30 @

10
- 9
~ 36 @ 10- 9

; º来自原生金矿床(点)中的金:砂

金矿所在区域金矿及矿化点较多, 分布普遍; »来自

阶地砂矿的金: 丹江两岸阶地砂金矿点分布较多。

上述 3种来源经剥蚀、搬运,为寺湾砂金矿床提供了

成矿物质。

寺湾矿区的地貌条件有利于砂金矿床的形成,

尤其是淇河、丹江汇合处, 河水流速突然减小,有利

于砂金的重力沉淀、富集。

3  嵩县高都川砂金矿床

高都川砂金矿床位于嵩县县城西北 2 km 处的

高都川河河谷中,矿床规模达中型, 是阶地砂金和河

床- 河漫滩砂金混合型矿床, 以阶地砂金矿为主。

3. 1  矿区地貌

高都川河为侯河的一级支流, 长约 20 km。矿

区位于不对称的河谷中, 以河流冲积地貌为主。河

漫滩和 Ñ级阶地分布较广, Ò级至Õ级阶地仅在河

谷北坡分布,且因冲沟切削变得不很完整。

河床- 河漫滩: 河漫滩最大宽度 450 m, 最窄处

170 m,平均宽 312 m,堆积物主要是砾石、砂和少量

黏土。河床不发育, 丰水期宽 100 m左右, 枯水期局

部河段断流。

阶地: 可分为 5级。 Ñ级阶地连续出露在河谷

北坡, 长约 11. 5 km, 宽度最大 500 m, 最小 130 m,

平均 239 m。河谷南坡 Ñ级阶地多已缺失,呈断续
分布。 Ñ级阶地上部为亚黏土层, 厚 3~ 6 m; 下部

为砾石层, 厚 3~ 5m,是砂金矿的主要赋存层位。Ò
级阶地断续分布于河谷北坡, 长约 4. 6 km, 平均宽

150 m, 上部为厚 5~ 10 m 的亚黏土层, 下部为厚

1. 5~ 3 m的砾石层,含有砂金。 Ó级阶地连续分布
于河谷北坡,长约 8 km ,平均宽 600 m, 其底部砾石

层亦是砂金的赋存部位。Ô级阶地在河谷北坡, 出

露面积较小,亦由上部亚黏土层和下部砾石层组成。

Õ级阶地多已剥蚀, 仅在河谷北部谷缘分水岭处零

星出露。

3. 2  矿区地质
矿区出露地层为第四系, 分为下更新统 ( Q 1 )、

中更新统( Q 2 )、上更新统( Q3 )和全新统( Q 4 )。

下更新统为厚 1. 5~ 5 m 的泥砂质胶结砾石层

组成, 分布于第三系基岩之上, 构成Ô级、Õ级阶地

的底部砾石层, 内有砂金赋存。

中更新统由厚约 10 m 的亚黏土组成, 分布于Ô

级、Õ级阶地之上。

上更新统由亚黏土和砂砾石层组成, 厚 5~ 10

m,构成 Ò - Ó级阶地, 底部砂砾石层内有砂金赋

存。

全新统由砂砾石、亚黏土、砂土组成, 总厚 8~

20 m , 分为上下两组。下组的上部为 3~ 6 m 厚的

亚黏土层, 下部为 2~ 5 m 厚的含泥砂砾石层,含砾

石 65% ~ 75%,含砂 15% ~ 25%, 含泥 5%~ 10%。

下组主要构成Ñ级阶地,其下部的含泥砂砾石层是

砂金矿的主要赋矿层。上组以砾石层、粗砂砾石层

为主, 局部夹亚黏土和亚砂土透镜体,主要构成河漫

滩,厚 3. 5~ 7. 5 m。上组的下部是砂金矿的赋矿层

之一。上组的河漫滩堆积物叠加在下组底部的含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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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砾石层上,使下组和上组两个含金层叠加相交在

一起,二者无明显的分界标志,致使下组( Ñ级阶地)
中的砂金和上组(现代河床- 河漫滩)中的砂金难以

严格划分。因此高都川砂金矿属阶地和河床- 河漫

滩混合型砂金矿,但以阶地砂金为主。

3. 3  矿体特征

高都川砂金矿由 1个主矿体和 2个边界矿体组

成。主矿体总长 12. 227 km ,分为东、西两段。西段

长 7. 808 km, 宽 80~ 360 m, 平均 217 m; 厚度最大

12. 9 m, 最小 5 m, 平均 8. 70 m, 厚度变化系数

21. 8%,混合砂金品位最高 1. 000 4 g/ m
3
, 最低

0. 027 4 g/ m3 ,平均 0. 205 4 g/ m3 , 品位变化系数

90. 8%。东段矿体长 1. 602 km, 宽 80~ 180 m, 平

均 140 m;厚 5. 4~ 8. 6 m ,平均 7. 44 m,厚度变化系

数17. 6% ,品位最高 0. 391 8 g/ m 3 ,最低 0. 070 2 g /

m3 ,平均 0. 156 4 g/ m3 , 品位变化系数 70%。矿体

中的砂金主要富集在砂砾石层的中下部和底部, 赋

存在砂砾石层中下部和底部的砂金占总储量的

90%。

3. 4  砂金特征

形态:砂金形态有板状、粒状、片状、不规则状、

长条状、树枝状等,其中以板状和粒状为主,以重量

计,板状砂金占总量的 49. 5%,粒状砂金占 33. 9%,

二者占砂金总量的 80%以上。砂金表面粗糙,凸凹

不平,凹坑中常有泥质充填。

粒度:砂金粒度以中- 粗粒为主。单粒最大为

4. 7 mm @ 3. 6 mm @ 1. 0 mm, 重93 mg,粒径> 0. 25

mm 的占总量的 92. 1%, < 0. 1 mm 的仅占 0. 32%。

砂金粒度在矿体中分布状况是:垂向上是上部细、下

部粗;平面上是上游粗、下游细。

颜色:砂金多呈金黄色,少数为黄色,色彩鲜艳,

色调均匀,光泽强。

成色:据 8个砂金组合样的化学分析结果,砂金

中金的质量分数平均为 90. 71% (表 2)。用电子探

针测定砂金中的金的质量分数平均为 90. 08%, 平

均含银 6. 2% (表 3)。2 种分析结果都说明高都川

砂金矿的砂金成色较高。

3. 5  伴生矿物
砂金伴生矿物主要为磁铁矿、褐铁矿、赤铁矿,

另有少量独居石、钛铁矿、磷灰石、黄铁矿等。

3. 6  成矿条件
高都川砂金矿的矿源为近源- 中源供给, 而且

是多种来源。砂金物质的来源有高都川上游的岩金

及砂金矿床(点)、太华群片麻岩和燕山期花岗斑岩,

其中祁雨沟金矿床是高都川砂金矿成矿物质的重要

来源。

该区地貌也有利于砂金矿床的形成, 矿区西部

为中山狭谷侵蚀地貌,中东部为丘陵剥蚀堆积地貌,

河谷突然开阔, 河水流速骤降, 上游河水携带的大量

含金物质到此大量聚积, 有利于砂金的富集成矿。

表 2 砂金金银含量化学分析结果

Table 2  Chemical analysis of placer go ld samples fr om

the Gaoduchuan placer go ld deposit

样号 w ( Au) % w( Ag) %

01 92. 36 5. 67

02 90. 36 6. 99

03 95. 69 2. 01

04 87. 49 8. 92

05 84. 58 3. 70

06 89. 51 4. 67

07 96. 81 1. 78

08 88. 90 5. 36

平均 90. 71 4. 89

表 3  砂金的电子探针测定结果

T able 3 Electr on- probe analy sis o f placer g old samples

fr om the Gaoduchuan placer g old deposit

样号 测点数 w ( Au)平均值/ % w ( Ag)平均值/ %

No1 19 96. 04 2. 46

No2 6 93. 86 6. 14

No3 8 91. 95 5. 06

No4 12 88. 26 1. 57

No5 3 80. 29 15. 77

平均值 90. 08 6. 2

4  结语

( 1)河南省砂金矿床主要有河床- 河漫滩砂金

及阶地砂金矿的两大类型。矿床产状与第四系松散

沉积物的展布状态一致。

( 2)砂金的形态以片状为主,板状、粒状为主;砂

金的成色较高, 寺湾河床- 河漫滩型砂金矿中金的

质量分数为 95. 62%, 高都川阶地型砂金矿中金的

质量分数为 90. 71%, 二者较之周边砂金矿的成色

高。

( 3)砂金矿的物质来源一般为近源- 中源的岩

金矿床提供。

( 4)砂金矿找矿的有利地段:一是河流的交汇部

位;二是河流地形由陡变缓、河水流速由急变缓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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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值得注意的是河谷的缓坡一侧、现代河流的内

湾区段也是寻找砂金矿床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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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old placer in Henan province
CHENG Shu-le, WANG Hua-i zhi, HU Jing, FU Zh-i guo

( No. 2 Geo-Exp loration I ns titute, H enan P rovincial Bureau of Geo-exp loration

and M ineral Develop ment , X uchang 461000, H enan, China)

Abstract:  gold placers in Henan prov ince are w idely distributed in t ributaries o f the Yellow and Yangtze

River. The Siw an gold placer in Yichuan county and the Gaoduchuan gold placer in Songx ian county are

the tw o representat ives belonging to channe-l f loodplain type and terrace type respect ively. Dist ribut ion of

the go ld placers is coincided w ith that of Holo cence st rata and they occur as sub-parallel zones along mod-

ern r iv er s. The intersect ions of river s, the gent le slopes o f the river terrace and the inner curv es of rivers

ar e the prospect ing targ ets.

Key Words:  go ld placer; deposit geolo gy; pro specting targ et;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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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mediate-acid

crytoexplosive breccia- type metalliferous deposit
LIANG Jun-hong, GONG En-pu, YAO Yu-zeng, CUI Xian-de

(T he College o f Res our ces and Civil E ngineer ing, No rtheastern Univers ity , Shenyan 110004, China)

Abstract:  T he volcanism and sub-vo lcanism-related intermediate-acid cryptoexplosiv e breccia type metal

depo sit is an impo rtant ore deposit including Au, Ag-Au, U, W-M o-Cu-Pb-Zn ore depo sit s. Researches

on ore and w all rock alter at ion of the type show st rong similarity and less discrepancy for their REE geo-

chem ist ry characterized by total REE in range 69. 7 @ 10- 6 to 245. 27 @ 10- 6 and less variation o f the range

fo r each deposit , right- inclined REE pat tern, LREE/ HREE in range 3. 31 to 14. 5, and concentrat ion be-

tw em 3. 31 to 9. 52 and 7. 3 to 14. 5 and st rong Eu negative to w eak anomaly or non-anomaly.

Key Words:  rare ear th element; geochemist ry ; intermediate-acid cry to explosive breccia- type metalliferous
depo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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