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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2014年,我国西藏地区发现了浅成低温金-银矿床,彻底结束了西藏没有典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的历史,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特提斯

成矿带的成矿作用。基于此,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在简要阐述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具体的成矿条件,并分析了可能产出区。分

析结果表明,西藏发现了浅成低温热液矿床,且深部为斑岩型矿体,二者共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浅成低温热液矿床成矿系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浅

成低温金-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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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成低温热液矿床不但具有独特的地质特征,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

找矿意义。从成矿动力学的角度来看,挤压环境板块俯冲是寻找浅成低温热

液矿床的主要地质条件,此外,频繁的火山活动也为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的形

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此类矿床的发现,既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保障,而且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加新颖的平台。随着在浅成低温热液型矿

床深部发现大量的斑岩型矿化,或者在斑岩型矿床附近发现大量的浅成低

温热液型矿床,这也引起了人们对斑岩型矿床与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之间

存在的内在关系的高度重视。基于此,开展西藏浅成低温金-银矿的成矿条

件与可能产出区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1 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特点 

浅成低温金-银矿床与火山活动的喷气有密切关系,形成于地壳前部,

在0～1000m之间,并且形成的温度比较低,在50℃～200℃之间,成矿压力中

等。全球对浅成低温矿床的研究已经超过100余年,各种研究成果种类繁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研究的深度及广度不断提升,和

普通常见的矿床相比,浅成低温金-银矿床在大地构造环境、矿物组合、流

体特征等方面有明显不同。其具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浅

成低温金-银矿床的形成和板块俯冲、岛弧的岩浆弧、弧后张裂带等有密切

关系,仅有少数形成于碰撞或者裂谷环境中,受到火山口的控制比较明显。

②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成矿时代非常“新”,主要诞生于中生代到新生代

之间,只有极少数形成于晚古生代。③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形成和岩浆活

动非常密切,在深部可能形成斑岩型矿床。④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围岩多

为酸性陆相火山岩,部分可以是其他岩石,并且此种矿床还具有规模大、埋

藏浅、品位高等特性,是目前所发现的 具经济价值的矿床类型。 

2 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成矿条件 

2.1构造控制 

浅成低温金-银矿床多形成于板块俯冲带上盘大陆边缘,或者岩浆弧上,

主要受到火山口的控制。比如：高硫化型矿床形成的主要构造背景为：在

板块垂直俯冲的作用下,浅层区域应力场受到的挤压比较弱,并且扭压性质

也比较差,板块聚合速度比较快,超过100mm/a。而低硫化型床形成的构造背

景为：板块进行斜向俯冲,板块在运行中倾角比较大,浅部区域应力场为中

性,聚合速度也比较快。通过这些分析可知,无论是高硫化型浅成低温金-银

矿床,还是低硫化型浅成低温金-银矿床,区域构造的背景是其形成的主要

条件。就西藏的浅成低温金-银矿床而言,其成矿条件,还表现在：通过升降

运动来开展西藏地区地形地貌的发育程度和速度,从而为浅成低温金-银矿

床的形成提供良好的条件及环境。仅仅从浅成低温金-银矿床成矿的角度来

看,含矿裂隙的周期性张开是矿化不断叠加、累积、富集的结果,是赋予浅

成低温金-银矿床高经济价值的主要因素。 

2.2金-银溶解度及其在成矿溶液中的赋存状态 

Gammons等通过一系列研究和数据计算结果表明,在500℃时,金银可以

作为氯化物络合物存在于围岩中,其溶解度 大可到100×10
-6
。在冷却、 

常艰苦的阶段,要使其真正有效的运作,需要完成大量的基础工作,以及不

断地提高人员的素质,不断地更新管理理念,将安健环新的管理模式及风险

预控理念落实到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克服急功近利的心理,以提高管理水

平为目标扎实做好相关工作,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方能达到预期效果。 

3.2确保全员参与。一是充分发挥三种人的作用,即领导人员的作用、

中层管理人员的作用、骨干人员的作用。二是横向到边。体系建设不只是

各生产口部门协作保证体系的事,更不是安监部作为牵头部门独立完成的

事,体系建设涉及综合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工会等。三是纵向到底。

体系建设不是领导的事,也不是基层员工的事,只有从高层领导到中层干

部及基层员工充分参与,才能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行
[4]
。 

3.3克服三种思想。一是畏难思想,总觉得此事工作量大不好干,无从

下手。二是应付思想,随便糊弄了事,不深入,不具体,不全面,不积极,不主

动。三是等靠要的思想。“等”——等体系这阵风吹过去；“靠”——靠外

部机构替我们做；“要”——把其他单位做的好的东西拿来用
[5]
。 

3.4加强执行力,强化体系落地。体系建设落地是关键,因此必须狠抓体

系的执行,定期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审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与预防,真正

做到“做我所写”,将体系要素落实到安全生产及职工生活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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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或者酸中和时,金银可从氯化物络合物中沉淀出来,即便是在溶液中混合

了铜、铁等有用元素,金、银等元素也同样可以在不饱和溶液中沉淀出来。比

如：金银溶解度会受到成矿流体的氧化还原甚至酸度的影响,可发生在以下两

个方面：①还原(m(H2S)>>m(SO4
-2
))到中等氧化(m(SO4

-2
)≈m(H2S))的近中性流

体。②中等氧化(m(SO4
-2
)≈m(H2S))到强氧化(m(SO4

-2
)>>m(H2S))的强酸性流体。 

西藏浅成低温金-银矿床中伴生着大量方解石、冰长石等,可作为弱酸

性到弱碱性流体的指示剂,因此,金银的溶解度非常高,尤其是H2S(aq)浓度

高时,可以使Au(HS)2(aq)更加稳定,因此在低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中,Au

可能以Au(HS)2(aq)形式迁移。而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在深部形成进泥

岩化蚀变和石英,成矿流体则以极端酸性(pH<2)和氧化(m(SO4
-2
)≈m(H2S))

为特征。 

2.3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时空分布 

2.3.1空间分布 

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成矿条件为岩浆活动或者岩浆弧的张裂带中,全

球浅成低温金-银矿床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其一是环太平洋成矿区；其二

地中海-喜马拉雅成矿区；其三是古亚洲成矿区。多数情况下,浅成低温金-

银矿床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和陆相火山岩伴生,并且和次火

山的侵入有直接关系。从我国地理位置上来看,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三个

区域,均通过我国境内,比如：我国台湾就地处环太平洋矿区的西部,东北三

省地处环太平洋矿区外部；西藏地处地中海-喜马拉雅矿区东部；新疆则地

处古亚洲矿区上。因此,我国具有具有非常丰富的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特殊

的地理环境,也为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环境。 

2.3.2时间分布 

从目前研究成果的角度上来看,超过80%的浅成低温金-银矿床形成与

中生代到新生代之间,只有少数形成与晚古生代。比如：我国西藏浅成低温

金-银矿床,主要产于石炭系火山碎屑岩中,仅有一小部分形成在元古宙。浅

成低温金-银矿床的形成时间主要受到大地构造环境演变的控制,从浅成低

温金-银矿床分布的空间角度来看,三个主要成矿区都是从中生代延续到今,

甚至一些区域的浅成低温金-银矿床至今仍然处于发育状态。浅成低温金-

银矿床形成的深度比较浅, 大深度不足1000m,因此,一旦形成了浅成低温

金-银矿床,要想实现长期保存,就必须保证地壳的稳定性,并降低侵蚀程

度。但众所周知,地壳时刻处于不断运行变化的状态,形成时间越久远的浅

成低温金-银矿床越不容易保存,这也是浅成低温金-银矿床形成时间比较

“新”的主要原因之一。 

3 西藏浅成低温金-银矿床可能产区出分析 

3.1班公湖-怒江浅成低温金-银矿床 

目前已经发现的西藏浅成低温金-银矿床,主要集中在班公湖-怒江附

近,从整体布局上看出,该矿床主要呈现东向走向,总长度超过2000km,属于

印支运动比较强烈的岩浆活动带,按照目前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研究及开发

情况而言至少经历过三个俯冲消亡阶段:其一是早侏罗世向北俯冲；其二是

中晚侏罗分别向北和向南俯冲；其三中白垩纪的碰撞缝合。该浅成低温金-

银矿床构造历史演化比较复杂,且板块俯冲方向不一,主要体现为横向展布

的范围比较大,表明该区域造山过程复杂多变,为浅成低温金-银矿床成矿

提供必要条件,孕育了多种金属矿产资源,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西藏北部砂金矿床分布比较零散,已经发现的大型金矿床1处,中型金

矿床2处,小型金矿床8处。D+E级别砂金储量超过30t。砂金主要赋存在第四

纪沉积物的中下部,并且含矿层多为砂砾层,埋藏相对比较浅,多数覆土层

厚度不足3m,开采难度比较小,浅成低温金-银矿床成矿时代新,为寻找和开

采浅成低温金-银矿床提供了便利条件。该浅成低温金-银矿床也是西藏造

山带的主要组成部分,发现了很多大型浅成低温金-银矿床主要形成与古特

提斯俯增生岛弧背景,成矿时代比较早,多集中在115～121Ma之间,含矿脉

率在60～500条/m之间,金银品位比较高。 

3.2多龙矿集区 

和班公湖-怒江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相比,多龙矿集区主要形成与陆缘

弧成矿地质背景,经过高精度同位素地质研究表明,该矿区的形成更新,主

要集中在121～115Ma之间,和多龙矿集区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相互作用的酸

性侵入岩形成于125～116Ma之间,形成浅成低温金-银矿床之后,火山岩形

成于110～105Ma之间,从这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该矿区火山喷发略晚于浅

成低温金-银矿床成矿。并且才成矿时弧岩浆基本结束,强烈构造加压开始

形成,在强烈挤压作用的影响下,底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抬升和剥蚀,进一

步完善了浅成低温金-银矿床成矿条件。 

3.3铁格隆南超大型矿床类型 

铁格隆南超大型矿床类型也是西藏地区主要的浅成低温金-银矿床, 

发育矿产资源多为组合式矿产资源,在浅部发现Cu-As-S和Cu-S金属矿物组

合。在深部发育了Cu-Fe-S金属矿物组合。这一发现表明该矿床为高硫化型

的浅成低温金-银矿床,在成矿时热液演化持续时间比较长,在4～5Ma之间。

此外,在浅成低温金-银矿床和火山岩之间发现了古风化壳,表明该矿床形

成之后,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隆起和剥蚀,主要发生在白垩纪中期。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分析了西藏浅成低温金-银矿的成矿条

件与可能产出区,分析结果表明,和一些普通的矿床相比,浅成低温金-银矿

床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和开采价值,无论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我国矿

产资源事业的发展和研究,都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但浅成低温金-银矿床的

成矿条件更加复杂,并且涉及到多方面因素,传统勘查技术几乎无法满足实

际要求,立足多元信息化的找矿和分析方法,可构建起一套专门用于浅成低

温金-银矿床勘查的模型,促使西藏地区同类性矿床的勘查和评价工作高效

开展。经过系统化分析和研究,从2014年西藏地区发现浅成低温金-银矿床

以来,陆续在扩大了该矿床的范围,为实现我国浅成低温热液矿床事业的发

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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