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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金矿田

探矿获重大突破，预

测黄金储量超千吨！”

据新华社报道，湖南

省地质院近日宣布在

湖南平江县万古金矿

田发现超 40 条金矿

脉，探矿核心区累计

探 获 黄 金 资 源 量

300.2 吨 ，预 测 地 下

3000米以上远景黄金

储量超 1000 吨，以现

行金价计算资源价值

达 6000 亿元。这一发

现不仅在地质界引起

轰动，更是引起了全

球黄金市场的关注。

黄金是人类较早

发现和利用的金属。

由于它稀少、特殊、耐

存储而尤显珍贵，自

古以来就有“金属之

王”的称号。本期栏目

邀请了初中科学老师

和金融教育专家，一

起来聊一聊“黄金”这

个话题。

黄金，这种闪耀着迷人光芒的金
属，自古以来便被视为财富与权力的象
征。那么，金矿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
被人类发现并开采的呢？让我们一起踏
上探秘金矿的奇妙旅程。

金矿的形成

地球形成时期，超新星爆炸制造了
大量的重金属元素，其中包括金。大约
在26亿年前的太古代，火山喷发将大量
的金元素从地核中带到了地幔和地壳
中。这些金元素在海洋沉积和区域变质
作用下，形成了最初的金矿源。

在中生代时期，大约一亿年前，地
壳受到强大力的作用而变形褶皱，部分
地区露出海面。金物质在这些地区活化
迁移并富集，形成了金矿田，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岩金。在岩金富集地带，岩石
经过数千万年的风化与剥蚀，变为沙
土。金因其稳定的性质，被解离为单体，
在河水的搬运过程中沉积在稳水区域，
从而形成了沙金矿。据统计，全球已知
的沙金矿储量大约为3万吨。此外，由于
沙金的亲和力，在搬运过程中逐渐形成
大小不等的颗粒金。

金矿的勘察

金矿的勘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
过程。科学家们首先通过地质背景和矿
床地质特征的研究，探寻金矿的形成规
律和分布规律。勘察技术主要包括同位
素分析技术、化学技术等，这些技术有
助于确定金矿物质的来源和成矿条件。

在勘察过程中，科学家们还会利用
现代勘探设备，如地质雷达和地震波探
测仪等，深入探测地下结构，寻找金矿
的踪迹。古人虽然没有这些高科技设
备，但他们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如溪流
中的特殊石块来判断矿脉位置，展现了
惊人的智慧。

万古金矿田勘探工作历经多年。地
质学家们通过先进的勘探技术，如地质
填图、地球物理勘探和地球化学分析，
逐步揭示了这一区域丰富的金矿资源。
初步勘探结果显示，该金矿田的黄金储
量已达到300吨，而深层储量的预估更
是超过了1000吨，使其有望成为全球
金矿储量的“第一梯队”。

金矿的开采

一旦发现具有开采价值的金矿，接
下来便是开采过程。金矿的开采方法多

种多样，主要取决于金矿的类型和金粒
的大小。

1. 地下开采：对于深埋地下的岩金
矿，通常采用地下开采方法。矿工们通
过挖掘矿硐进入矿体，将金矿石开采出
来。这种方法技术要求高，且存在一定
的安全风险。据统计，全球每年通过地
下开采方式获得的黄金产量大约为
2000吨。

2. 露天开采：当金矿位于地表或接
近地表时，可以采用露天开采方法。通
过移除地表覆盖物，直接开采金矿石。
这种方法效率高，但会对环境造成一定
影响。

3. 选矿方法：开采出的金矿石需要
经过选矿过程才能提取出黄金。常用的
选矿方法有重选、氰化和浮选。重选适用
于金粒度较大的矿石，通过水冲走无用
石头，留下金子；氰化适用于金粒较小且
杂质较少的矿石，利用氰化物提取黄金；
浮选则适用于金粒非常小且包裹在硫化
物或砷化物中的矿石，需要先选出含金
硫化物或砷化物后再进行处理。

金矿的经济价值与战略意义

1.经济价值。黄金作为一种稀有贵
金属，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万古金矿
田的发现，无疑为中国乃至全球市场带
来了重大影响。首先，金矿的开采将带
动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大
量就业机会，并促进相关产业链的发
展。其次，黄金作为重要的金融储备资
产，有助于稳定货币体系，增强国家经
济实力。

2.战略意义。黄金不仅是财富的象
征，更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全球
经济动荡、货币贬值风险加剧的背景
下，黄金储备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万古
金矿田的发现，有助于中国减少对黄金
的对外依赖，增强国家的资源安全保障
能力。同时，这一发现也提升了中国在
全球资源领域的话语权，对国际地缘政
治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3.开采面临的挑战。尽管万古金矿
田的发现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开采
过程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万古金
矿田的深部开采，对采矿技术和设备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矿开采过程中
可能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水土流
失、污染等。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环
境保护措施，确保绿色开采，实现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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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前世今生
黄金，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

征。黄金与货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除了黄金，还有什么形式的货
币？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货币演变
的历程。

以物易物：货币需求的萌发

原始社会，人类就有交易需求，
我在森林捕获了一头野猪，吃不完，
想吃点鱼，怎么办？幸好，隔壁山洞
的一家人正好在河里抓了很多鱼，
他们想换点肉。于是一商量，相互交
换，大家的需求都满足了，这就是

“以物易物”。但以物易物存在很多
限制，需要一个公认的物品来充当
交易媒介，其中就有“羊”。

贝币：货币最初的形态

羊只能整只交换、携带不方便、
养起来费时费力，这时贝壳走进了
人们的视野。这些来自海边的贝壳
原本是一种装饰品，体积小、方便携
带，而且都认可，于是，“贝”就成了
最早的货币。汉字中带有“贝”字旁
的字，大多跟金钱或者财富有关，如
赚、财、贵、贫、贪等。

金属：金银天然是货币

贝币易磨损破碎，海边的人很
容易获取，大家要再找新的货币替
代品。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人们
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属，包括金、银、
铜，大家都很喜欢。金银的储量少
且冶炼技术要求高，在大多数时
期，铜是主要的交易媒介。但金属
块存在分割、称重、纯度等问题，这
给交易带来了诸多麻烦，货币等待
再一步进化。

金属货币：形状纯度的统一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各种金
属货币，有黄金材质的，如先秦金
版、西汉马蹄金；白银材质的，有银
锭、银圆。战国时期，铜钱大行其道，
赵魏韩三国使用布币，齐国和燕国
是刀币，楚国是蚁鼻钱，秦国是圆形
方孔钱——“秦半两”。秦统一中国
后，统一度量衡，自此我国货币就开
始执行统一形状、相同重量，这让交
易变得更方便。

纸币：货币形式的飞跃

北宋是我国经济繁荣时期，商
人携带大量金属货币极其不便，还
容易被打劫。于是在四川地区出现
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币。这种基于信用的货币，因其便
利性和安全性得到了当时人们的
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
国发行了人民币，到目前为止是第
五套了，人民币在我们的生活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数字货币：货币发展的未来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货币不再
仅仅以实物的形式存在，也必将朝
着数字化方向发展，我国推出的数
字人民币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和金
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重要的助
力。

再回到开头提到的黄金。我们
不禁要问，是不是到了纸币和数字
货币阶段，黄金就失去了它作为货
币的价值？当然不是！黄金是一种重
要的战略资源，对稳定货币体系起
着关键性作用。万古金矿田的发现
意义非凡，这将有助于大大增强我
国的经济实力。

探秘金矿：从形成到开采的奇妙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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