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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位置

埃塞坎金矿位于西非布基纳法索东北部萨赫勒大区乌达

兰省，东邻近尼日尔，距首都瓦加杜古北东向约 330km；位于

乌达兰省省会戈罗姆·戈罗姆南东东向（102毅）约 34km 处，距

最近村庄法拉贡图村约 12km。矿区位置为北纬 14毅23忆、东经

0毅04忆。
2 区域地质背景

2.1 区域地层

乌达兰—戈鲁尔绿岩带的边界为侵入花岗岩体，属于深

成岩带。沿着西部边缘，花岗片麻岩出露在局部构造逆冲断层

中。该带的比利姆沉积和火山-沉积序列主要由间火山碎屑

岩、灰岩、变砾岩、粉砂岩和页岩、碳酸盐岩以及火山单元的枕

状玄武岩构成[1]。

2.2 区域构造

乌达兰—戈鲁尔绿岩带与北北东至北东向的几个主要剪

切带相邻或交叉，包括东陡倾的马科耶剪切带、锡高纳-贝勒

凯尔剪切带、多里剪切带等。马科耶剪切带位于该带西侧，向

北北东方向延伸，将东部古元古代岩石与西部较老的花岗片

麻岩分离开来。

最新研究表明，马科耶剪切带受至少两个构造活化阶段

的影响，与两个区域变形阶段有关。第一次变形（D1）为北

东—南西方向的挤压作用，在马科耶剪切带的右旋逆移过程

中形成了北北西向至北西向的褶皱和逆冲。第二次变形（D2）
发生在马科耶剪切带上，经历了一段北西—南东地壳压缩和

左旋—反向位移的过程，与伊伯尼恩造山作用有关[2]。D2以北

东向区域褶皱和普遍的北东向顺层面理为特征。D1 构造与纯

剪切主导的转换挤压作用一致，D2变形特征为平移断层的转

换主导了由东-西向朝西-北西方的定向转换挤压作用。

金矿化一般赋存于北东向断裂的上盘或北西向褶皱的变

质粉砂岩、砂岩和页岩层序中。金矿与横推的 D2剪切带和断

层关系最密切，因为这些不连续性是成矿流体的主要通道。金

浸染或集中在石英脉中[3]。与其他前寒武纪造山作用一样，区

域级别的横推剪切带 D2 改造了早期构造，D2 是金矿化过程

中的运移通道。

3 矿床地质特征

3.1 矿床地层

矿床地层可划分为一系列下绿片岩相变质沉积岩（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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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和火山岩浆岩）、砾岩和次长英质火山岩，以及一个由硅

质碎屑元沉积岩和砾岩组成的上覆类塔克瓦层序。每一层位

都有基性侵入体，在地层剖面中共占 40%。
金赋存在由砂泥岩和泥质岩组成的褶皱浊积岩系列里的

石英脉中。一般情况下，石英脉穿插在两个岩石单元的接触部

位，并充填于褶皱沉积物的脆性断裂中。

3.2 矿床构造

D1构造单元如埃塞坎主背斜被一系列北北东向 F2褶皱

重复叠加。后期局部变形发生在矿区南部钙碱性岩基边缘附

近。马科耶断裂带向北北东延伸，穿过矿区西部，将古元古代

岩体与西部较老的花岗片麻岩体分开。

3.3 矿脉特征

矿脉分布于东翼、褶皱枢纽（或褶皱轴部）和西翼岩石-
构造区域。矿床的地质和经济潜力主要由东翼砂岩控制。东翼

区域的顶部接触带是薄层状的，其上方没有明显的金矿化。

3.4 金的赋存状态

金以游离颗粒的形式存在于脉内，并与毒砂或者电气石

在脉缘或宿主岩中共生。寄主岩中的浸染性毒砂在远离矿脉

处迅速减少，并与金矿化密切相关。定向钻取金刚石岩心表

明，在与石英脉纹有关的砂泥岩岩性接触中或在块状砷黄铁

矿脉纹中均可发现含砷黄铁矿的金。在主砂层下较深的泥质

单元中，金的显著浓度与粗毒砂有关。金在所有的组合中都是

易选的。金矿床中含有大量直径大于 100滋m的粗粒金，导致

金分布得极不均匀。在岩心中，明金可见于石英脉内和边部，

与粗毒砂共生，在赋矿岩石中呈自然金单独出现。

3.5 围岩蚀变与矿物组合

东翼砂岩普遍存在热液蚀变和大气风化作用，通常与变

形砂岩中的石英脉和金矿化有关。蚀变组合为绢云母>碳酸

盐>二氧化硅依钠长石依毒砂依黄铁矿。附属矿物有浸染电气石

和金红石。毒砂和黄铁矿赋存于石英脉内及脉旁，而且侵染了

全部围岩蚀变区。伴随着毒砂，可发现黄铜矿、磁黄铁矿、方铅

矿和赤铁矿，并可见少量电气石和金红石。细粒泥质岩富含电

气石，并受石英、碳酸盐、绢云母和石英蚀变的作用。金红石的

细针状一般与电气石有关。金矿床具有多套石英、石英-碳酸

盐岩脉和细脉的特征。毒砂和黄铁矿的形成较晚，集中在脉缘

附近或着晚期横切的细脉中。

4 成矿条件简析

4.1 地层条件

埃塞坎为绿岩型造山金矿床，类型为石英碳酸盐网脉状

矿床，赋存于砂泥岩和泥质岩的褶皱浊积岩序列。层状沉积单

元是浊积层序的一部分。规则层状单元由交代砂岩、粉砂岩和

灰黑色泥质岩组成，其横向延伸是有限的。不规则层状单元较

规则层厚，主要由泥质单元组成，亦由砂岩、粉砂岩和分级不

良的泥质岩交替序列组成。

4.2 构造条件

该模型基于最新的矿山地质填图和大量金刚石钻探。研

究证实，金矿床为背斜褶皱，层与层之间存在弯曲滑移，沿与

层理平行的软弱面向西推覆，位移较小。石英脉充填在褶皱作

用引起的脆性伸展和剪切变形构造中，其至少有三套不同的

石英脉和两期硅化与金矿化。

金矿床矿脉排列复杂，主要包括：早期层理平行的层状石

英脉是由弯曲滑移引起并表现出肠状褶皱；晚期陡倾延伸的

石英脉，充填在由褶皱形成的伸展节理和剪切节理中；轴向-
平面压力溶蚀劈理（压力溶蚀缝正常且平行于层理）。

4.3 找矿标志

矿化可见于地表以下 550m处，深部尚未封闭。褶皱枢纽

区的几何形状是一种背斜弯曲，在深坑和岩芯中很容易识别。

褶皱轴的位置常以砂岩单元中的角砾岩为标志。泥岩单元的

褶皱枢纽以紧密的扭结构造和鞘层褶皱为标志，并由东倾斜

的下盘岩层向褶皱轴下方近垂直的西翼地层快速过渡。

5 结语

埃塞坎金矿床具备岩体、构造、地层成矿三大要素。矿床

的主要成矿特征为裂隙、层理、节理中充填含金石英碳酸盐网

脉，金品位分布极不均匀，但是范围极大，几乎涵盖了整个背

斜。通过多年开采发现，该矿的高品位矿石多数产出于背斜轴

部和东翼的层间部位。目前由于矿体沿倾向尚未封闭，同时矿

体西翼尚未投入探矿工程，可将这两个方向作为下一步找矿

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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