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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高原为横断山脉的一部分
,

平均海

拔 4 0 0 0米以上
。

高原面上出露岩层主要为三

叠系砂岩
、

板岩和中生代花岗岩
。

在该地区
,

第四纪有三次冰川作用
。

冰期时
,

冰帽 (如

稻城冰帽 )
、

冰帽一山谷冰川 (如甘孜冰帽一

山谷冰川区 )
、

大型山谷冰川及山麓冰川 (如

大雪山
、

工卡拉山山谷冰川区 ) 覆盖了川西

高原大部分地区
。

川西高原 (起码是甘孜州境内 ) 的砂金

矿与冰川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

稻城古冰帽覆

盖过的第三系夷平高原面上的河谷地带 (如

4 0 0 0米海拔的昌台 ) 的冰水沉积相与冰川沉

积相的相界上富含砂金
。

在稻城古冰帽和甘

孜冰帽一山谷冰川区周围的断陷谷地中的冰

水相中富含砂金
,

即使含金较好的冲积相也

是由这些冰水相补给的
。

在工卡拉山和大雪

山山谷冰川作用区
,

砂金分布点与大型山谷

冰川作用有关
,

而与小规模的冰川无关
。

经

研究
,

笔者发现砂金矿点的分布与冰川作用

物质的优良输送源泉有十分好的符合度
。

这

就提醒我们
,

如果基岩原始含金量无明显贫

乏的表示
,

那么根据这种符合度关系
,

在冰

川作用物质的优良输送带上可寻 找 新 的 矿

点
。

川西高原金矿点除个别原生矿和蚀变带

上的风化残积矿以外
,

几乎所有的矿点都与

冰帽的泄冰通道或与大型 山谷冰川有关
。

明

确地说
,

冰碳物的丰富程度控制着冰水物
、

冲积物的含金量
。

例如古冰帽溢出冰量少的

谷地和山谷冰川较小的谷地中冰债物少
,

冰

水物也少
,

由它们补给的冲积物亦很少
,

这

些区域的冲积物中极少含金
。

古冰川流量很

大的的谷地
,

如甘孜
、

昌台
、

灌桑
、

绒坎岔
-

等地
,

阶地从高到低依次为 自Q
Z

以来的从老
`

到新的阶地
。

第三
、

四级为 冰 水 阶 地
,

第

一
、

二级为河流阶地
。

河漫滩及一
、

二级阶

地的物质来源均为三
、

四级冰水阶地
。

各阶
-

地平均含金品位 如 下
:

四 级 冰 水 阶 地 为

。
·

1 7 0 4 ~ 0
.

9 7 8 1克 /吨 , 三 级 冰 水 阶 地为
,

。
·

6 8 4 1 ~ 0
.

7 2 2 2 克 /吨 , 二 级 河 流 阶 地为

0
·

0 7 9 7~ 0
.

2 6 1 4克 /吨 , 一 级 河 流 阶 地为

0
·

0 0 0 9~ 。
.

3 5 1 6克 /吨 ; 河漫滩平均品 位变

幅更大
。

可见
,

基本含金量逐渐变低
。

但一
、

二级阶地及河漫滩在水动力条件突变的地方

含金品位很高
。

这一带主河流比降不大
,

河流搬运物质
-

基本上为冰水物
。

冰水相与冲积 相 的 相 界

上
,

以及冲积沉积旋迥中的砾级界面上都是

富金层
。

在高原上古冰川直接侵 占的 谷 地

(如 昌台 )
,

冰债相与冰水 相 的相界是富金

层
。

这种相界分布规律表 明沉积动力条件的

改变和砂金颗粒的 自重下沉
。

川西高原各种基岩的含金量 为 0
.

0 16 ~

。
.

0 60 克 /吨
。

. 金是如何从基岩中解脱并富
-

集成砂金矿呢 ?

如前所述
,

该区冰帽及大型山谷冰川的

规模
、

厚度足以维持自身长期的冰下强烈滑
-

动
,

冰川携带的冰川底板层长期长途搬运
,

多次磨蚀冰床
,

使得冰债成熟度很高
,

粉砂

及更细粒级含量达 20 %以上
。

在岩石 (甚至

矿物 ) 结构
、

构造破坏过程中
,

使金粒从岩

石中分离出来
。

川西高原古冰川作用之强烈
,

作用范围之广泛
,

历时之长都是基岩中金粒

分离出来的有利条件
。

冰川的搬运过程是含

金碎屑物的第一次集中过程
,

由于雨水和融

水的冲洗作用
,

砂金在碎屑物中初次低程度

富集
。

冰退时期
,

冰水搬运分选冰碳物
,

使

砂金得以第二次富集
。

河水冲积搬运这些冰

水物
,

使砂金第三次富集
。

河漫滩物质主要

. 据四川省地矿局 10 8队



陕西矿产资源概况

董映碧

陕西省的矿产资源截至 1 9 8 3年已发现各

类矿产 68 种
。

探明储量的 61 种
,

产地有 5 00

余处
。

其中
,

大
、

中型矿床 1 04 个
。

从已探

明的矿产资源储量
,

结合成矿地质条件及地

质工作程度分析
,

陕西省能源资 源 比 较 丰

富
,

有色金属及贵金属具一定优势
,

非金属

成矿条件较好
。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

金属及非金属各类矿产
,

已逐渐得到开发利

用
,

但开发利用程度较低
。

有的矿种储量虽

然较多
,

但还未开发利用
,

如汞
、

锑矿
,

有

的矿种远景较好
,

但地质工作程度不够
,

不

能及时规划建设
。

一
、

能源资源

1
.

煤炭资源丰富
,

探明储量居全 国第

三位
,

其中
,

生产舞和在建井储量 3 9亿吨
。

媒种以低变质的长焰煤
、

不粘结煤
、

弱粘结

煤为主
,

瘦煤
、

贫煤次之
,

肥煤
、

无烟煤短

缺
。

陕西煤种以动力煤为主
,

对于发展能源

工业较为有利
。

2
.

陕北是我国最早发现石油的地 方 之

一
。

解放后在关中
、

陕北地区找到了吴旗
、

直罗等 9 个小型油田
,

以及一些油气点
。

最

近在榆横地区侏罗系延安组底部及三叠系永

坪组顶部发现了新的含油层
。

陕西油页岩也

有一定远景储量
,

形成时代为晚三叠世
,

属

陆相沉积
,

矿层厚 0
.

75 ~ 24 米不等
,

含油率

为 5 ~ 9%
,

尚未利用
。

来源于第一
、

二级冲积阶地
,

使砂金第四次

富集
。

根据上面的讨论
,

笔者认为在川西高原

地区
,

有强烈的古冰川作用的地方
,

都有希

望发现砂金矿
。

(兰 州大学地质地理系 )

在整个陕西石炭
、

二叠系煤田区
,

煤成

气具一定前景
,

需进一步普查评价
。

3
.

从地质构造条件分析
,

陕西关中
,

陕

南中
、

新生代断陷盆地
,

具有储存地热资源

的条件
。

沿山前复活断裂带
,

有一些地下热

水点出露
。

关中盆地初步圈出五个地热区
,

总面积约 8 70 平方公里
,

发现温泉 20 多处
。

陕

南汉 中盆地北缘 山前地带
,

出露温泉四处
。

开发地热资源
,

可供工农业利用
。

二
、

有色金属及贵金属

全省有色
、

贵金属探明矿种 n 种
,

产地

76 处
,

大
、

中型矿床 34 个
。

兼矿储量居全国

第二
,

铂矿储量居全国第三
,

金
、

银在全国

占有重要地位
。

1
.

金堆城为全国第二大铂 矿 床
,

铂精

矿产量现居全国第一
。

大石沟铂徕矿
,

为一

大型含稀散元素的综合性矿床
,

·

其中徕金属

储量居全国之首
。

2
.

银
、

铅
、

锌多金属
。

银洞子银 铅 多

金属矿
,

规模大
,

质量好
,

易选
。

如果交通

条件得以解决
,

将可成为我国较重要的银矿

山
。

风县一太白地区层控型铅锌矿带
,

已控

制储量在 20 0 万吨以上
。

该 区交通
、

水 电等

外部条件有利
。

将可成为我 国重要的以铅锌

为主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
。

3
.

金矿类型多
、

分布广
、

矿床规模大
,

有较大发展前景
。

小秦岭地区 (包括河南豫

西部分 ) 含金石英脉型金矿
,

品位富
、

规模

大
、

易采
,

目前黄金产量已跃居全国首位
。

汉江流域砂金矿
,

为全国较大砂金矿之一
。

此外
,

中秦岭泥盆系钠长板岩
、

角砾岩 中层

控型金矿
,

勉县
、

略阳地区基性火 山岩
、

碳

酸盐岩中的原生金和嘉陵江上游的砂金矿
,

通过地质工作
,

已有所突破和新的发现
。

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