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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宝地区金矿的成矿特征及找矿前景浅析

杨 亮 李 强 石 坚 裴 科 李一鸣

湖南省国土空间调查监测所 湖南长沙 410000

摘 要：坪宝地区位于南岭成矿带中段，耒阳—临武成矿带南段，区内先后经历加里东期、印支期和燕山期构造活动影响，

是湘南地区重要的多金属矿集区。前人对区内铜、铅、锌、银等矿床做过大量研究，而对金矿却甚少提及，而且只局限于“红

土型”金矿。本次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大坊矿区为工作对象，探讨区内金矿的成矿特征及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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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ingbao area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Nanling metallogenic belt and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Leiyang-Linwu metallogenic belt. It has undergone tectonic activities during the Caledonian, Indosinian, and Yanshanian periods. It is

an important polymetallic mineralization area in southern Hunan.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tensively researched copper, lead, zinc,

silver, and other deposits in the area, bu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gold deposits, and the research has been limited to

"laterite-type" gold deposit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a Fang mining area to explore the metallogen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gold deposits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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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成矿背景

坪宝地区区域上位于南岭成矿带中段，构造上位于扬子

地块与华夏地块的对接地带中部，华南地区 EW向的南岭钨

锡多金属成矿带与 NE向钦杭铜多金属成矿带在此叠加（弥

佳茹等，2018），在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的共

同作用下，区内不仅富集有柿竹园、芙蓉、新田岭、香花岭、

黄沙坪、瑶岗仙等超大型、大型钨锡多金属矿床及矿点，还

发育有铜山岭、宝山—大坊、水口山、康家湾及七宝山等一

系列大、中型 Cu（Mo）-Pb-Zn、Au-Ag多金属矿床。

区内地层主要为上泥盆系～三叠系的浅海相碳酸盐建

造，夹少量海陆交互相的碎屑岩建造，其中以石炭系地层分

布最广，次为二叠系、泥盆系。北部零星分布白垩系地层。

矿区岩浆岩十分发育，主要沿 NWW向断裂带分布（印

建平，1998），多呈岩墙、岩脉，深部呈小岩株状产出，岩

性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侵位年龄在 150～180Ma之间。南

东方向距骑田岭岩体约 22km，北距大义山岩体约 34km。

图 1 区域地质图

二、矿区地质

大坊矿区位于近南北向的耒阳—临武断裂和近东西向

的南岭构造的交汇部位，构造主要有东西向断层F133，向东

一直到宝山，其错段近南北向断层F2、F3。岩体发育，地表

出露猫儿岭、腊树下等岩体，岩性为花岗闪长斑岩，两岩体

深部有分支复合的可能。受区域构造影响区内复式褶皱发育，

主要有腊树下背斜、八里冲向斜、猫儿岭背斜、邦里倒转向



地质研究 :2023年5卷3期
ISSN:2661-3638(Print); 2661-3646(Online)

124

斜（见图 2）。

区内地层主要为一套浅海相白云质、钙质、泥质含碳质

岩系，岩性有：

龙潭组（P2l）：分布于矿区中部邦里倒转向斜核部，岩

性主要为薄层粉砂质页岩夹少量黑色炭质页岩；

当冲组（P1d）：分布于矿区中部邦里倒转向两翼，岩性

为一套深灰色至灰黑色薄至中层状钙质页岩、钙质泥灰岩、

粘土质灰岩；

栖霞组（P1q）：分布于矿区中部邦里倒转向两翼，岩性

为一套深灰色至灰黑色厚层状生物屑灰岩、粉晶灰岩，粒屑

泥晶灰岩，局部含白云质；

石炭系壶天群（C2+3）：在区内分布广泛，岩性为白至灰

白色中至厚层状中细粒白云岩；

梓门桥组（C1z）：主要出露于猫儿岭背斜核部，岩性为

灰至灰黑色中至厚层状细粒白云岩；

测水组（C1c）：地表未出露，岩性主要为灰黑色中至厚

层状泥质灰岩、薄层炭质页岩、浅灰绿色粉砂岩局部含劣质

煤层，黄铁矿结核发育。是金矿的主要赋存层位；

石磴子组（C1sh）：岩性稳定，地表未出露，为一套灰至

深灰色，灰黑色生物屑泥晶灰岩，粒屑泥晶灰岩，泥灰岩。

区内岩体产于构造交汇部位，被 F3 分成北部腊树下岩

体及南部猫儿岭岩体，岩性均为花岗闪长斑岩，地表风化强

烈，据蒋年生，大坊花岗闪长斑岩体含金 0.195×10-6，为红

土型金矿成矿提供了部分矿质来源。据张佳茹等，大坊矿区

花岗闪长斑岩中锆石的δEu 平均为 0.48，与宝山岩体δEu

平均值（0.42）相近，指示二者具有相对较高的氧逸度，均

为与铜金多金属矿化有关的斑岩体。

经岩矿鉴定花岗闪长斑岩主要由粒径 0.6～6 毫米的强

绢云母化斜长石、钾长石、石英以及片状蚀变黑云母为斑晶

和粒径<0.1 毫米的长英质为基质以及不透明金属矿物等组

成，构成斑状结构，基质为显微晶质结构，块状构造。

（+）

（+）

图 2 矿区地质图

区内断层主要有北西向压扭性断层和东西向断层，北西

向断层规模较大的有F3断层，长度大于 1600m，走向 330～

360°，倾向北东，倾角大于 45°。为层滑断层，兼具导矿容

矿功能，与成矿关系密切。东西向断层主要为区域性大断裂

F133，其产状不清，局部可见张性断层角砾，主要控制岩体

分布。

三、矿化蚀变特征

区内比较典型的金矿有红土型金矿及浅成低温热液型

金矿，红土型金矿有洪水塘、欧冲、曾家湾、猫儿岭等矿点，

洪金益等，1996、蒋年生，1999、曾志方等，2003，对红土

型金矿的成矿特征、物质来源、矿床成因等进行了论证。左

建湘（2005）对区内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的成矿特征及找矿

前景进行了分析。通过总结前人成果结合现场工作，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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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金矿有了新的认识。

3.1 红土型金矿

区内红土型金矿得益于全新世温润潮湿的气候条件，风

化淋滤含金矿源层，

经活化、迁移，在合适位置富集成矿。矿体规模不一，

以中小型为主，矿体形态多为似层状、层状、透镜状，剖面

上多呈上大下小的楔形，产状一般随地形起伏变化。

工作区内猫儿岭花岗闪长斑岩为主要矿源层岩，平均含

金 0.195×10-6，在残留采场内对风化壳采样分析显示有

0.3-1.2g/t的金矿化，风化壳可细分为表层腐植层、红土层、

棕色粘土层和浅色半风化基岩层，其中棕色粘土层为金矿的

主要赋矿层位。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走向北西—南东，

倾向北，倾角 15°～20°，金品位 2-6g/t。

3.2 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本次工作对区内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有了新的认识，认

为区内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受岩体+构造+地层控制，即岩体

带来含矿热液在封闭性良好的软弱地层内发生热液蚀变成

矿。据南京大学对宁镇地区泥盆系-三叠系地层岩性的抗压强

度测试结果（表 1）显示，岩性抗压强度顺序为中厚层状灰

岩、结晶灰岩＞薄层页岩、粉砂岩＞煤系，即石磴子组（C1sh）

地层相对上部测水组（C1c）岩层抗压强度大，而测水组（C1c）

组相对上部梓门桥组（C1z）和壶天群（C2+3）厚层状白云岩

抗压强度较小，于是如图 2 所示岩体上侵的过程首先导致石

磴子组（C1sh）灰岩发生刚性断裂，并形成若干垂向热液通

道，同时与碳酸盐岩发生矽卡岩化、大理岩化，热液沿通道

继续上升进入测水组（C1c）软弱岩系，被上部炭质层及白

云岩屏蔽，在测水组内部发生水平迁移，此时主要产生低温

热液蚀变，随着后期含矿热液不断涌入上升，热液温度递减

和岩石成分的差异，产生不同蚀变组合，由深到浅依次可划

分为石榴子石透辉石矽卡岩化带和泥化带。

表 1 南京大学对宁镇地区泥盆系-三叠系地层岩性的抗

压强度测试结果表

层位 岩性
抗压强度

（kg/cm2）

泥盆系 厚层状石英砂岩 2460

下石炭统 薄层页岩、粉砂岩 491.63

中石炭统-下三叠

统
厚层状灰岩 1122.32

上二叠统 煤系 265.40

下三叠统
中厚层状灰岩、结

晶灰岩
960.26

侏罗系
厚层状杂质石英

砂岩
1098.01

石榴子石透辉石矽卡岩化带：主要产生于石磴子组（C1sh）

灰岩与岩体的接触带中，主要发生矽卡岩化，局部可见大理

岩化。矿物组合主要有石榴子石、透辉石、方解石，一般不

含矿。

泥化带：主要产生于测水组（C1c）钙质、泥质岩层，

带内蚀变强烈，具碳酸盐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黄铁矿

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上部具硅化。矿物组合主要为高

岭土、伊利石、蒙脱石、绢云母、石英、黄铁矿、磁黄铁矿、

白铁矿、方铅矿、铁闪锌矿、黄铜矿、自然金等，是金矿的

主要含矿带。泥化带产出位置受地层严格控制，规模受岩体

及热液来源控制。

金矿体受层控特征明显，主要产于泥化带内，矿体呈透

镜体状、似层状、盘状、伞状等，矿体厚度 2-5m，长度 50-200m。

金矿常伴生银矿、方铅矿、铁闪锌矿，局部伴生黄铜矿。

矿体表现出多期次叠加特征，一般叠加期次越多金矿品

位越高。主要矿物有金矿、银矿、方铅矿、铁闪锌矿、黄铜

矿，金矿与其他矿种无明显相关性，银矿与铅锌矿表现出正

相关性。

四、成矿规律及找矿前景分析

1、区内金矿受岩体+构造+有利岩性层位控制。

2、岩体在成矿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不仅为成矿提

供了热液，还提供了部分矿质来源。

3、成矿具多期次特征，叠加期次越多品位越高，矿体

一般伴生银铅锌等有用组分。

4、矿体成矿位置没有特定层位，主要在不纯的灰岩、

泥质岩系中，当冲组、测水组、锡矿山组这些泥质钙质岩系

是有利于成矿的，今后可以作为靶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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