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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区是塞国出露面积最大的太古代绿岩带，南北长120 km，东西宽10 km，在此区域内各支流均有砂金

矿床分布。在本区内坎尕瑞山南部宝马洪一带已提交大型原生金矿。该区域构造发育，岩石变质、变形

强，虽然前人已进行大规模的砂金矿开采，并找到大型原生金矿。但是，从成矿带的规模分析仍具有很

好的找矿前景，特别是苏拉山北部地区至今没有发现较好的原生金矿。研究区内金、铁矿的形成与绿岩

带、花岗岩、韧性剪切带有一定的关系，金铁矿均受一定层位控制，金矿主要赋矿层位为太古宙Ls变质

基性–超基性岩，铁矿主要的赋矿层位为太古宙Lt变质沉积岩；金矿与造山后期侵入岩有一定时空关系，

且提供了热源条件；韧性剪切带为金的活化迁移提供了通道和富集空间；金矿矿化类型主要为中低温的

构造蚀变岩型，其次为石英脉型，铁矿矿化类型为条带状磁铁石英岩(BIF)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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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ea is the Archean greenstone belt with the largest exposed area in Serbia. It is 120 km long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10 km wide from east to west. Gold placer deposits are distributed in all 
tributaries in this area. In this area, a large primary gold deposit has been submitted from the 
Baobahong 1 belt in the south of the Kanggarui Mountain. The regional structure is well devel-
oped, with strong rock metamorphism and deformation. Although the predecessors have carried 
out large-scale placer gold mining and found large primary gold deposits. Howev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cale of the metallogenic belt, there is still a good prospecting prospect,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ula Mountains, no good primary gold deposits have been found so far. 
The formation of gold and iron ores in the study area is related to the greenstone belt, granite and 
ductile shear zone. Gold and iron ores are controlled by certain horizons. The main ore hosting 
horizon of gold ores is Archean Ls metamorphic basic ultrabasic rocks, and the main ore hosting 
horizon of iron ores is Archean Lt metamorphic sedimentary rocks; there is a certain space-tim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ld deposits and post orogenic intrusive rocks, which provides heat source 
conditions; the ductile shear zone provides the pathway and enrichment space for the activation 
and migration of gold; the gold mineralization type is mainly medium low temperature tectonic 
altered rock type, followed by quartz vein type, and the iron ore mineralization type is banded 
magnetite quartzite (BIF)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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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非洲大陆金矿床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南非兰德砾岩型金矿和西非克拉通

的造山型金矿床。近年来，针对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金矿床研究工作也在逐渐增多，如坦桑尼亚克拉通

和努比亚地盾等，非洲金矿床成矿规律的研究工作一直方兴未艾。纵观近年来非洲大陆金矿床的研究，

其所取得的成果或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1) 对兰德砾岩型金矿的成因探索研究还在持续进行，

提出了砂矿改造成因、热液成因、微生物成因和造山成因等观点，深化了对兰德砾岩型金矿成因的认识；

2) 在西非克拉通和坦桑尼亚克拉通新获得了一批成矿年代学数据，确定了金矿床的成矿与前寒武纪构造

演化之间的关系；3) 对非洲大陆主要金矿床开展了解剖研究，包括稳定同位素和流体包裹体分析，为矿

床成因类型(尤其是造山型金矿床)的厘定提供了科学证据；4) 在非洲大陆部分地区开展了金矿床区域成

矿规律研究，并指出了找矿方向，提升了区域金矿成矿规律的认识水平，对在非洲大陆开展金矿找矿勘

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近年来也对非洲地区的金矿床开展了典型矿床研究、

局部地区区域金矿成矿规律总结与资源潜力分析，以及金矿找矿技术方法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效

果，但是总体研究深度有限。随着近年来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在非洲地区进行黄

金资源投资与勘查的公司也越来越多。但是，除了少数地区以外，非洲大陆总体地质与找矿勘查工作程

度不高，给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进行矿业投资增加了难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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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矿业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机会，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配合境内中资企业“走出去”在非洲大陆开展黄

金资源的勘查与开发，本文对非洲苏拉山–坎尕瑞山地区金铁矿床的成矿规律进行了简要总结。 
研究区位于西非塞拉利昂苏拉山–坎尕瑞山绿岩带，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11˚45'，北纬 8˚45'，研究

面积约 5800 km2，研究区内金、铁矿的形成与绿岩带、花岗岩、韧性剪切带有一定的关系，金铁矿均受

一定层位控制，金矿主要赋矿层位为太古宙 Ls 变质基性—超基性岩，铁矿主要的赋矿层位为太古宙 Lt
变质沉积岩；金矿与造山后期侵入岩有一定时空关系，且提供了热源条件；韧性剪切带为金的活化迁移

提供了通道和富集空间；金矿矿化类型主要为中低温的构造蚀变岩型，其次为石英脉型，铁矿矿化类型

为条带状磁铁石英岩(BIF)型[2]。 
通过对塞拉利昂苏拉山(Sula Mountains)–坎尕瑞山(Kangari Hills)绿岩带金、铁矿成地质特征研究，

总结该区金铁矿成矿地质规律与找矿标志，分析金、铁成矿远景，圈定金、铁找矿靶区。笔者于 2013 年

~2016 年多次赴塞拉利昂共和国金铁矿区开展大量野外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2. 成矿地质背景 

塞拉利昂地质演化过程，经历了前寒武纪多期多阶段的板块碰撞拼合作用、裂谷作用、火山喷发作

用、岩浆侵入活动、大规模花岗岩化、混合岩化作用和多期次的变质作用[3]。 
根据非洲大陆地质构造演化特点，把西非克拉通前寒武纪作为 I 级成矿域；塞拉利昂国划为 II 级成

矿区；在同一特定的含矿层与断裂组合，以及同一成矿作用和相同控制因素所构成的矿产的密集分布带，

划分为Ⅲ级成矿区带。塞拉利昂境内的成矿区带，依据的地质特征自北而南可划分为 5 个成矿区带(表 1、
图 1) [4]。 
 

 
Figure 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Sierra Leone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metallogenic belt division [5] 
图 1. 塞拉利昂地质简图及成矿区带划分示意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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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ierra Leone metallogenic belt and ore types [4] 
表 1. 塞拉利昂成矿区带及矿种[4] 

序号 成矿区(带)名称 成矿区带矿种 

III-1 卡马奎金刚石砂矿及砂金矿成矿带 金刚石砂矿、砂金矿 

III-2 苏拉山–坎尕瑞山金及多金属成矿带 金、铁、镍、钼、铬铁矿、滑石、石棉、毒砂、砂金、

铌铁砂矿 

III-3 塞法杜–凯内马金刚石及多金属成矿带 金刚石、金、铬铁矿、镍、锡、铁、滑石 

III-4 坎比亚–岗巴玛金红石、铝土矿成矿带 金红石、铝土矿、钛铁矿、铁、石墨、锰、锆石、独居

石、褐煤、黏土矿 

III-5 弗里敦铂矿成矿带 铂、镍、钛铁矿 
 

苏拉山–坎尕瑞山金及多金属成矿带(III-2)即为本次研究区范围，该成矿区带上主要找矿潜力矿种为

金、铁、镍、钼、铬铁矿、滑石、石棉、毒砂、砂金、铌铁砂矿。该成矿带主要出露晚太古界的绿岩带，

是塞拉利昂最大的绿岩带，主要有沉积变质的碎屑岩和变质的基性—超基性岩。由于晚古生代(铅同位素

2.93 亿年)造山运动，研究区地层发生强烈的褶皱形成复式背斜，岩石发生强烈的变质、变形，变质程度

达角闪岩相，局部达麻粒岩相[2]，加之自北东向的构造运动，使得该成矿带在帕帕纳河附近形成弧形构

造带。 
目前，苏拉山–坎尕瑞山已经发现近 10 种矿产，主要有金、砂金、铁、镍、钼、铬铁矿、滑石、石

棉、毒砂、铌铁砂矿[5]。在研究区区内除金矿、砂金矿、铁矿形成一定规模外，其它矿种多为矿点或矿

化点。闪锌矿、白钨矿、黑钨矿和其他金属矿产，均位于晚构造期伟晶岩中，以及晚构造期花岗岩和伟

晶岩与围岩的混合岩中，同样也可位于围岩的裂隙面里。方铅矿、黑钨矿、闪锌矿多位于和伟晶岩和伟

晶花岗岩混合体有联系的晶族形石英脉。 

3. 研究区地质特征 

矿床位于苏拉山–坎尕瑞丘陵弧形构造带中部，该弧形构造带总体上近南北–北北东向展布，其地

质发展时期主要包括初始的海底含铁建造的沉积成矿和后期改造两大阶段，早太古代海相环境中该地域

为形态狭长、近南北向展布的古海盆，其边缘地带为太古宙最古老部分组成的稳定的克拉通基底，期间

接受了大量的含铁基性火山喷发沉积，形成富铁的硅质建造，同时又有海底含铁热液喷流的铁沉积物和

改造作用，形成初始的含铁建造，后期经造山运动，初始含铁建造及围岩经区域变质作用，形成绿岩带，

期间受变质热液、混合岩化作用，并伴随基性–超基性岩岩脉的侵入活动，岩(矿)石发生重结晶、重组合

及变形，改变了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含铁建造中铁矿物进一步富集并成矿。 
赋矿的绿岩带在区域变质过程中，岩石强烈变形，形成复式褶皱和紧闭褶皱，其中的各类面理、线

理和层间裂隙、断裂构造，为各类含矿热液活动提供了通道和赋矿空间，在有利部位形成厚薄不均的层

状或似层状铁矿体，在褶皱的鞍部往往形成形态不规则的厚大铁矿体，整体上与围岩呈整合接触。新太

古代–元古宙后，区内主要经受成矿后期的风化淋滤作用，主要是对原生磁铁矿矿体破坏，部分原地氧

化淋滤形成氧化铁矿体，赋存于地表，部分异地搬运沉积胶结形成富铁角砾岩。 
由此可见区域变质作用对成矿关系密切，矿物质来源于基性、中基性火山碎屑岩。基性、中基性火

山碎屑岩经区域变质作用的同时，成胶体沉积的原始矿物质–含铁的燧石，经变质作用形成细小的红色

半透明镜铁矿，后经在还原环境下矿物质重结晶作用，矿物颗粒变大，磁铁矿富集而形成矿体。 
矿床层控特征明显，矿体呈层状、似层状等形态顺层分布，与围岩整合接触，界线清楚。矿石呈条

带状构造，矿石矿物成分与围岩矿物成分基本一致，同属角闪岩相变质矿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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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区找矿前景分析 

4.1. 岩金矿找矿前景分析 

4.1.1. 控矿条件 
区内岩金矿具绿岩带–花岗岩–韧性剪切带“三位一体”的金成矿条件，岩浆活动为金成矿提供了

热源、也提供了部分矿源[6]；韧性剪切带不仅控制变质作用，同时也加速围岩中金元素活化；韧性、韧

–脆性断裂构造对金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为含金热液提供了运移的通道，也为金成矿提供了

储存空间，与剪切带有关的金矿经常成群成带分布；尤其当区域构造体系发生转换，挤压型剪切带转换

为伸展型或走滑型剪切带时，金的成矿作用规模将大大提高。 

4.1.2. 成因浅析 
区内金矿产于苏拉山–砍尕瑞绿岩带滑石绿泥石片岩地层中的绿岩带碎裂蚀变岩型金矿，矿体受地

层和构造控制明显，地层为矿体提供了物质来源，花岗岩侵人提供了热源，剪切带中的张性空间控制了

矿体的形态与产状。矿床的形成主要经历 2 个阶段：绿岩带背景演化阶段和剪切构造–流体演化阶段；

成矿温度属中–低温[7]，且随着金属矿物的沉淀在不断下降，成较环境为深成矿环境。 
玛崆地区 BAULOME 金矿床已发现金矿体 11 个，仅控制 2 个金矿体，其 333 + 334 金金属量达 8.23 

t，平均品位 6.08 g/t，单工程最高品位 21.38 × 10−6。通过对 11 个金矿体成矿地质条件、控矿因素、矿体

规模、品位、空间形态等特征进行类比，目前已控制的 2 个金矿体规模不足整个靶区金矿规模的十分之

一。结合靶区内地质–物化探找矿模型，今后在该区的找矿方向应以绿岩带中的碎裂蚀变岩带为中心，

对绿岩带与花岗岩的接触带–韧性剪切带复合部位重点突破，特别是 V1 和 V5 号矿脉。若在后续能投入

经费继续勘查，在该区金资源找矿前景有望超过 82 t。 

4.2. 砂金矿找矿前景分析 

4.2.1. 成因浅析 
马穆里地区 TEBENKO 金矿内，其 Tebenko 河中段矿权区(面积 21 km2)内，位于水系沉积物测量 20、

21、30 号综合异常处。目前在工程控制范围内共获得矿砂量 77,336 m3，矿体平均品位 0.2620 g/m3，砂

金资源量 20.3 kg。整个 Tabenko 河流域一百余平方千米范围内的砂金资源远景大于 20 t，有很好的找矿

潜力和前景。根据矿区砂金矿赋存的地质背景、分布规律和特别的自然地理条件，该砂金矿床成因可归

纳为： 
1) 由含金背景值较高的花岗–绿岩带或花岗–绿岩带中可能存在的原生金矿提供金的来源，砂金矿

的物质来源一般为近源–中源的岩金矿床提供； 
2) 高温湿热的气候条件、丰富的降水和发育的植被产生的腐殖酸等自然地理条件； 
3) 矿区位于新构造运动带附近，岩石处于长期风化、剥蚀的情况下，金粒被分离出来赋存于风化残

积层内，在雨季降水和洪水的等外力作用下，原残积物中的金粒会再次位移搬运，从而沉积在沟谷或低

洼区，形成冲积型砂矿； 
4) 在水动力的作用下进入下游的河床，经流水搬运、分选、再富集作用形成现代冲积型砂金矿床。 

4.2.2. 矿体的分布、形态、规模及产状 
砂金矿体沿 Tabenko 河现代河床及切穿绿岩带的支流呈带状分布，分为 5 个块段，主要赋存在主河

道松散冲积物的砂砾石层和两侧河漫滩相沉积物下部的砂砾石层之中。矿体形态简单，平面上呈南北两

端宽中间窄同河流走向一致的带状；矿体长 850 m、宽度 36~113 m，含金砂砾石层厚度 0.4~1.9 m；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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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上由两边向河道方向缓倾斜层状产出(平均坡度 3˚左右)。除了工程控制以外，砂金矿体南北两端沿

河流走向向上、下游延伸近百平方千米。 

4.2.3. 矿石成分和类型 
矿石由分选性差、松散无胶结的含泥质砂砾石组成，类型为现代河流冲积型宜选矿石。矿石由不同

比例的泥质粘土、砂、砾石组成，由于河道地形及水动力条件等沉积环境的不同，砂金矿在平面和垂向

上含量及成份都有变化，且垂向上具一定的分层现象。近地表 1 m 左右，砾石含量一般 5%~10%、砂质

40%~60%、粘土 20%~30%；中部砾石含量一般为 20%~30%、砂质 50%~60%、粘土 5%~10%，粘土含量

有所减少；下部粘土含量减少，砾石增多。其变化规律：从泥质粘土、砂的含量逐少，砾石含量逐渐增

加，砾径增大，到底部的基岩面上出现巨砾。砂金在中下部具富集趋势。 
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岩、石英砂岩、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及少量基性岩砾石等，砾径 0.2~10 cm，最

大 30 cm，巨砾率一般小于 10%。砾石形状在河道的下游以浑圆状–次圆状为主；在河道的上游以棱角

状–次圆状为主。矿砂中砂质主要成分以石英颗粒为主，并含少量岩屑。基岩上部含有棱角状与基岩成

分相同的棱角状岩块，是基岩破碎后原地残留的部分。 

4.2.4. 砂金形态、粒度、品位及成色 
砂金以自然金的形态赋存于河流冲积形成的砂砾石层之中，颜色为金黄色，强金属光泽，个别有氧

化铁薄膜呈褐黄色。多呈粒状、柱状、片状、不规则形态。河道上游砂金以不规则粒状为主，大部砂金

表面有磨蚀现象并具有擦痕，磨圆程度较差，偶见金颗粒与脉石矿物的连生体形成金包石的现象，表明

该砂金形成属于搬运距离较近的近源沉积；在河道下游砂金以片状为主，表面光滑，磨圆度较好。 
砂金粒度 0.1~2.5 mm 不等，粒度在 0.2 mm 以下粒数占到总粒数的 57.9%，而重量仅占总重量的

1.25%；砂金粒度大于 0.9 mm 的粒数只占到总粒数的 4.88%，而重量却占总重量的 43.37%。砂金粒度以

细微粒为主，粗粒金少，说明了本区砂金基本未经过次生增大，见图 2。 
砂金品位一般 0.2~1 g/m3，最高可达 5 g/m3 左右，平均 0.5 g/m3。其在横向上变化规律不明显；纵向

上在 Tebenko 河西岸有较大支流入河口的下方砂金品位高，没有较大的支流汇入地段向上或向下砂金品

位逐渐降低。砂金由地表向下具有富集趋势，成色在 850~900 之间，见图 3。 
 

 
Figure 2. Gold placer particles 
图 2. 砂金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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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190 g dog head gold 
图 3. 190 g 狗头金 

4.3. 马松比–马兰大金矿靶区找矿前景分析 

马松比–马兰大金矿靶区区位于西非克拉通西南边缘裂谷中南段，裂谷基性火山作用为金成矿提供

了有利条件；区内绿岩带中各类岩石，特别是以原岩为镁铁质火山岩的变质岩系–绿片岩，金含量相当

高，一般在 0.3~0.9 g/t，花岗岩—花岗片麻岩金含量也在 0.1 g/t 左右，为本区金成矿提供了丰富的金矿源；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对金矿的形成甚为关键，韧性剪切破碎蚀变带对金矿体的产出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为含金矿质热液提供了运移的通道，也为金成矿提供了储存空间，同时也控制也变质作用，加速围岩的

金元素活化；后期花岗岩侵入为金成矿提供了热源、也提供了矿源。 
该区具有金成矿良好的成矿地质背景，符合绿岩带 + 韧性剪切构造 + 花岗岩金成矿特征。目前，

在控制矿脉长度仅 1.2 km 和标高 240 m~400 m 时，已求得 333 + 334 金金属量 17.69 t，矿石量 2,540,296 
t，矿床平均品位 6.93 × 10−6。在后期增加经费对Ⅰ号破碎蚀变带进行勘查后，马松比以南地段及马兰大

地段矿体有望连成一片，届时Ⅰ号破碎蚀变带长度可达 6.5 km，控制标高为 0 m~400 m，整条带金资源

前景达 239.55 t，潜在经济价值超过 500 亿元。 
马兰大–马松比靶区内金矿的成矿控制因素主要有 2 点：地层控矿和构造控矿。 
1) 地层控矿：马松比矿段金矿产于新太古界早期(Ar1 3)绿岩带建造，由致密块状、条带状变质超基

性熔岩，包括蛇纹岩，透闪石、绿泥石及滑石片岩，橄榄石透闪石片岩等；致密块状、条带状变质基性

枕状熔岩、角闪岩、角闪石片岩、变粒岩；砂屑和泥质变质沉积岩、条带状铁矿石构成。金矿赋存在滑

石绿泥石片岩中，滑石绿泥石片岩由基性–超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等蚀变而成。大量的金质从地幔

深处，随同基性–超基性火山作用一起喷出，形成原始的含金建造，为形成金矿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来源。 
2) 构造控矿：构造对矿体的控制十分明显，一是由于区内剪切带的活动，矿源层内的张性裂隙发育，

为含矿热液的活动提供通道，有利于热液对矿源层内矿质的充分萃取；二是将矿层内岩石破碎，使得岩

石活性更大以及含矿热液与活性岩石的接触面积更大，有利于含矿热液的沉淀，提供充足的容矿空间。

构造控矿是该区最主要的控矿因素之一。 

4.4. 巴伐亚–索克亚铁矿靶区找矿前景 

区内地质发展时期主要包括初始的海底含铁建造的沉积成矿和后期改造两大阶段[8]，根据塞拉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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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省 BIF 型铁矿的展布规律，对成因进行浅析如下： 
太古代早期地球表面火山和海底热水喷流活动十分强烈，当海水温度升高时海水中会溶解大量铁和

硅，海底火山喷气和喷流作用，会带来大量铁和硅的成矿物质以及酸性还原性气体，并造成铁和硅的先

后沉积，周期性的海底喷气和喷流活动，使得铁和硅的成矿物质周期性沉积并形成 Tonkilili 绿岩建造的

含铁岩系，其铁矿物赋存规模较大。 
赋存铁矿物的绿岩带经过区域变质过程，岩石发生强烈的变形，形成复杂的皱褶、裂隙、断裂构造，

为含矿的热液提供了通道以及赋矿的空间，矿体呈不规则形状，在区域内的不同有利区域形成厚度不一

的层状或似层状铁矿，在褶皱区域的鞍部形成厚大铁矿体，并与围岩整合接触。 
晚太古代区域内的矿体主要经受风化淋滤作用，破坏了原生磁铁矿矿体，一部分形成氧化铁矿体存

留于地表，一部分则搬运至异地沉积胶结成为富铁角砾岩[9]。 
由上述成矿地质条件分析，本区磁铁矿床成因类型属海相火山–沉积变质型铁矿床，氧化铁矿床成

因类型应属次生堆积–氧化富集型铁矿床[10]。 
巴伐亚–索克亚铁矿靶区内已发现巴伐亚特大型铁矿床，位于 Y5 航磁异常内[11]，估算铁矿石资源

量近 28 亿 t；索克亚铁矿位于 Y6 航磁异常内，铁矿石资源量近 5 亿 t。两矿床均未见底，两侧航磁异常

明显，仍有扩储空间，整个靶区铁矿石资源量超过 33 亿吨，且往两侧均有矿床分布。 
研究区整条绿岩带长 150 km，宽 20 km，目前铁矿勘查工作主要在研究区的中北部，其中 Y3 航磁

异常及两侧还有待进一步查证；研究区的南部见有条带状磁铁石英岩产出，其地质背景与铁矿成矿模

式相似，但对铁矿的勘查工作几乎没有，若在南部铁矿找矿实现突破，其找矿潜力依然巨大，研究区

铁矿资源总量预估可达到 500 亿 t。可以说，研究区是塞拉利昂十分重要的铁成矿带，铁矿找矿前景十

分良好。 

5. 结论 

5.1. 取得的主要成果 

本次主要通过基础资料收集或购买、资料的综合整理研究、野外路线地质调查等工作，取得了如下

成果及认识： 

5.1.1. 建立研究区基础地质资料库 
通过对收集 12 份基础地质资料、12 份法律法规、70 多篇相关论文等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和数据矢量

化，为研究区建立了苏拉山–砍尕瑞山绿岩带 1:5 万区域地质矿产矢量化图件、总结了研究区内马邦托

地区区域航磁地球物理特征和马卡利地区区域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同时，还修改完成了《塞拉利

昂矿业投资指南(内部资料)》一本，为后续在塞拉利昂进行矿业投资提供参考和指导。 

5.1.2. 总结金铁矿成矿地质条件 
通过路线地质调查 14 条/102 千米，考察金矿区 7 个、金矿点 20 个和钻石开采点 3 个等工作结合基

础资料综合研究成果，了解了苏拉山–砍尕瑞山绿岩带金、铁矿分布规律，总结金、铁矿蚀变特征、找

矿标志、成矿地质条件和找矿潜力[12]。 

5.1.3. 总结金铁矿控矿因素 
分析了区内成矿地质条件和主要控矿因素，初步总结了研究区内的成矿规律和找矿标志，认为金、

铁矿的形成与绿岩带、花岗岩、韧性剪切带有一定的关系[13]。金、铁矿均受一定层位控制，其中金矿主

要赋矿层位为太古宙 Ls 变质基性–超基性岩[14]，铁矿主要的赋矿层位为太古宙 Lt 变质沉积岩；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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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造山后期侵入岩有一定时空关系，且提供了热源条件；韧性剪切带为金的活化迁移提供了通道和富集

空间；岩金矿矿化类型主要为中低温的构造蚀变岩型，其次为石英脉型，砂金矿主要为冲积型，铁矿矿

化类型为条带状磁铁石英岩(BIF)型。 

5.1.4. 靶区优选圈定 
根据不同矿床类型、成矿地质条件，采用地质、构造、成矿理论、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因素，结

合野外路线调查成果，优选圈定找矿靶区 3 处，即玛崆–马穆里金矿靶区(Ⅲ-2-1)、马松比–马兰大金矿

靶区(Ⅲ-2-2)和巴伐亚–索克亚铁矿靶区(Ⅲ-2-3)，各靶区找矿潜力巨大[15]。 

5.1.5. 指导矿权勘查工作 
1) 在玛崆–马穆里金矿靶区(Ⅲ-2-1)内，申报 2 个金矿独立探矿权，其中 APL782 探矿权通过野外地

质勘查工作，估算 333 金金属量 1.265 t，铅金属量 1006.46 t，锌金属量 1480.55 t，银金属量 4.68 t，矿石

量 20.73 万 t；334 金金属量 6.960 t，铅金属量 4639.36 t，锌金属量 7189.05 t，银金属量 28.79 t，矿石量

114.62 万 t；矿床一般品位 2.79~9.99 × 10−6，平均品位 6.08 × 10−6，单工程最高品位 21.38 × 10−6。 
2) 在马松比–马兰大金矿靶区(Ⅲ-2-2)内，研究成果被矿业公司用于指导“塞拉利昂北方省马松比

(Masonbiri)金矿区”勘查工作，并求得 333 + 334 金金属量 17.69 t，矿石量 2,540,296 t，矿床平均品位 6.93 
× 10−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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