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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金矿体中存在太块金金狗击金与原生金矿体关系密切和表生条件下垒的增生程度 

十分有限以及表生成囡说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疑点为基础，对狗岳金的威囡进行了橡计 指出存在于表 

生环境中的狗头金是原生块垒在表生条件下经改造并发生有限增生的结果。狗头垒发育地区应存在或 

曾存在原生金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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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头金是天然产出的，颗粒极大，形态不规则， 

质地不纯的块垒。它通常由自然金，石英和其它矿 

物集合体组成 其多出现于残坡积型砂金矿 、 

河谷型及阶地型砂金矿等表生环境中。迄今世界上 

虽已发现 l0 以上的块金达 8000～10000块 ， 

但其产出仍相当稀少，不易多得，加之黄金价值 昂 

贵，故被人们视为宝中之宝 狗头金的发现具有一 

定偶然性，一旦发现常常引起社会轰动 。 。鉴于 

狗头金的经济意义巨大，科研学术价值甚高，对其研 

究曾一度gf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 。 

有关狗头金的成因，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即表生化 

学增生说 ．生物聚金说及冰冻富集作用说。但一 述 

无论何种成因观点均无法解释原生金矿体中存在大 

块金的现象。为此，本文 前人忽视的客观事实及 

表生成因说难以解释的疑点为基础，对狗头金的成 

因进行探讨并提出新的观点 

l 不客忽视或回避的事实 

1．1 原生金矿体中存在大块金 

金在内乍成矿作用中既可以局部高度富集，又 

口J以形成金的巨晶。如在西澳太利亚库尔加迪地区 

的石英脉中发现过大块纯金 ；在湖南资水中游的 

东峙矿区发现一块明金集合体，重达40 k，从中取 

出的明金总量达4．35 ⋯。 ，在常德治浪坪金矿 

的石英晶洞中曾见到重 30 g和63 g的炉渣状自然 

金聚晶团块 。在原生矿石中找到一些 自然金的 

大晶体也不乏实例，例如，美国玛捷尔一洛鸟德金矿 

床中的自然金的最大粒径可达 30 cm ；乌拉尔许 

多矿山的矿 井中发现的 自然金 晶体 长约 1—8 

Clll 
141
；而罗马尼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金～银矿床中 

板状 、树枝状 自然金晶体可达 10～100 cm 14；原 

苏联某金矿中发现过长 3．8～l2 em的立方体自然 

金粒 。 

1．2 狗头金与原生金矿体关系密切 

尽管狗头金主要发现于表生环境中，但狗头金 

所具有的特征表明其与原生金矿体密切相关 四川 

L隆沟大金块普遍具有原生脉金的结构构造特征 

(如团块状构造、镶嵌结构)，同时孔隆沟大金块的 

质量差，即含有许多石英杂质和硫化物空洞 j 就 

孔隆沟大金块的产状而言，它们较有规律的躺卧在 

基岩顶面附近的含砂牯土砾石层中，而且向着孔隆 

淘的上游倾斜，说明其与含金地质体具有内在联 

系’ 。昌台狗头金常和石英组成连生体，亦有其它 

矿物与自然金连生 。保存于世界最大的陈列馆 

巾的金的巨晶标本大多数来 自砂金矿，但其具有脉 

石英和电气石包裹体，有碳酸岩 硫化物及其他矿物 

晶体的印痕 ’，这表明它们是内生成因的。沈阳地 

质矿产研究所的陈树汉等 曾指出：狗头金有的是 

原生金块，有的可能是在原生金矿中的次生富集带 

内形成的，而不是在表生条件下的河谷环境中形成。 

发现于嘉荫县小结烈河创业金矿中的大颗粒自然金 

长达5～20 mm，绝大部分自然金金粒与脉石英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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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有时可见到互为穿插的现象，表现出明显的 

原生特征，自然金粒的表面几乎都有搬运时或其他 

碎屑移动时造成的擦痕 。呼玛县韩家园子见到 

· · 块狗头金也与脉石英连在一起的。在靠近狗头全 
一

侧的石英脉中有呈浸染状的自然金粒，脉石英破 

碎现象也很清楚，其表面的磨蚀和擦痕均较明显，这 

无疑是一块愿生金块的转石 。值得指出的是狗 

头金多出现在砂金矿体的首部或支谷的砂金矿体 

中 ．如 团结沟发 现的狗头金离原生金矿仅 70 m 

左右．反映了狗头金远离原生金矿的说法 是不确 

切的 

I 3 狗头金的成色或含金率与表生增生的有限性 

王义文 曾指出：在表生条件下金的化学增长 

导致 块金的形成和砂金矿的再生。电子探针微区 

分析揭示，由砂金颗粒的桉心向边缘，银含量明显降 

低 ，而金含量明显提高，这种现象被归因于表生条件 

下金在核晶表面通过化学增生作用所致 。。 ’ 。 

陈福等 0对东北冻土带黑河地区法别拉河上游一 

带的砂金粒和岩金粒研究后发现，很多砂金粒具有 

明显的后生长大壳层特征，而岩金粒均不具此特征。 

岩金粒的成分接近于砂金粒核成分，而异于砂金粒 

壳层的成分 砂金粒环边中银含量与核部相比骤然 

下降，一股由核部的8％ ～14％突降至壳层的 1％或 

更低；相反，金含量(金的成色)则骤然升高，一般由 

核部 84％ ～94％突增至 97％ ～99％左右 “。。 。 

由此说明金在表生条件下可通过化学增生，或其他 

成因可使微粒金进一步增生，从而导致砂金矿的再 

生 然而，作者认为在表生条件下的金的增生是十 

分有限的。主要依据有两个：(1)如果狗头金是迎 

过表生条件下化学增生等作用形成的，那么依“- 丧 

生条件下增生所形成 的金应 为纯 质金 这一 。 实推 

断，狗头金的成色当在950以 E。但根据怅『p忠和 

罗献林的统计结果 。越，狗头金的常 见成色很 勾 

800—900。产于四JII省白玉县孔隆沟狗头 窝fl0大 

金块被认为化学增生成固的 ，但其成色仅为700 

～ 840：同样产于 昌台的狗头金成色电仅为 700～ 

906 J 另外，产于澳大利亚名为“霍尔特曼”的世 

界上最大的狗头金重285．77 kg，含纯金 92 kg。 ， 

其含金率仅为 32．2％。可见狗头金肯定不属于在 

表生条件下主要由化学增生等作用形成的块金。 

(2)大小兴安岭北部若干矿区砂金“纯金边”宽度统 

计资 显示，“纯金边”的宽度与砂金粒度之间不 

存在明显正相关性，这表明砂金的粒度大小并不取 

决于表生条件下砂金的增生程度，而应当主要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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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颗粒的太小更密切；另外，纯金边的宽度普遍小于 

砂金粒度的 10％，进一步说明金在表生条件下的增 

生程度是十分有限的。 

2 表生成目说的质疑 

尽管化学增生说、生物聚金说及冰冻富集作用 

说在阐述狗头金的形成机理上有所差异，但均强调 

发育于表生环境中的狗头金是微细粒金在表生条件 

下进一步增生聚合而成的 暂且不考虑前述的一些 

客观事实，表生成因说尚存在下列无法解释的疑点： 

1)狗头金产于各种类型的砂金矿中，既然狗头 

金是微细粒金在表生条件下进一步增生聚合而成 

的，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砂金矿床都有狗头金产 

出呢? 

2)狗头金若是在河谷等表生环境中由水溶液 

中的金通过化学沉积、生物作用及冰冻富集作用或 

多种作用共同形成的，那么在同一地段或同 一环境 

中，为什么在细粒的砂金中偶然出现 一块狗头金? 

其蛱度要比周围的金粒大几千倍甚至几万倍，同样 

的条件下，其周围细小的自然金粒不形成狗头金，而 

唯独这块狗头金得天独厚呢?这显然有悖于表生环 

境下一般的沉积理论。 

3)如果狗头金是表生环境中形成的，则无论以 

何种 聚合而成 的，都应有一种标 型特征 而实 

际 ’于同 ．地段的狗头金形态各异，几乎设有同 

堰；态的狮又金 

41眇金矿体中普遍存在着不规则状、树枝状、 

丝状等不同形态的自然金粒，但自然金的硬度较小， 

J 述形态的金粒只要稍有移动，就会失去现存形态， 

发生变形并出现磨蚀、擦痕．压坑等现象。因此，这 

些 自然金粒有可能是在表生条件下形成的，而形成 

后就再也没有移动过。在此情况下决不可能使某一 

自然金粒形成狗头金，而只能使金粒由小变大而 

已 。 ．． 

3 狗头金成因探讨 

低温条件下金的活动性已争论 100多年，狗头 

金成因研究的许多早期著作建立在假设之上，许多 

支持或反对金在低温条件下活动性的争论主要基于 

推断+缺乏有力的证据 ” 。尽管金的物理性质及化 

学性质都很稳定，但在地表过程中十分活泼。‘ ，这 

从砂金矿再 生的客观事实 。 ’ 。。 及实验结 

果 l铷 所证实。正是依据这些事实与实验结果， 

使得许多研究者由此推断狗头金是表生条件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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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作用、生物作用、冰冻作用等形成的，却忽略表 

生条件下金的增生是十分有限的以及狗头金与原生 

金矿体之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等一系列对狗头金成 

因的关键制约因素。鉴于以上客观事实及表生成因 

说无法圆满解释的一系列疑点，作者认为人们所见 

的狗头金(块金)可分为两大类，即原生型和原生改 

造型。产于内生金矿体内的大块金及自然金的巨晶 

为原生型块金：而产于表生环境中的狗头金应属于 

原生改造型块金。也就是说，产于原生金矿体中的 

大块金及金的巨晶上升到地表面。在氧化带遭受风 

化、崩解，并在重力作用及河流、洪水或冰川等机械 

搬运下，在山谷、河床等适宜的地表环境中沉积下来 

并进一步遭受改造。在表生环境中，一方面原生块 

会通过化学作用、生物作用及各种机械作用形成各 

种粒度的自然金粒和各种形态的块金；另一方面又 

使部分金以各种络化物形式溶于水中并发生迁移； 

同时又通过吸附作用、生物作用及化学沉淀等作用 

使微晶自然金粒沉淀于被改造的块金表面，形成 

“纯金”的金薄膜及形成其他一系列表生作用所特 

有的特征。所以表生环境中的狗头金是由原生块金 

在表生条件下经过改造并发生有限增生而形成的 

由此可推断：在发育狗头金的砂金矿区，应当存在或 

至少曾经存在原生富金集合体。故狗头金的发现， 

无疑对寻找原生金矿体具有最直接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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