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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市大枫沟一带金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标志

王　帅　王化峰　白文军

陕西地矿第一地质队有限公司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　要：金矿区位于南秦岭镇安—旬阳华力西、燕山期铅锌金汞锑成矿带之小河—双河汞锑金成矿带，经工作区内在下泥

盆统西岔河组下段中发现两条金矿体，赋存于下泥盆统西岔河组下段的灰 - 灰黄色中厚层状褐铁矿化、硅化石英砂岩、砂

砾岩及沿裂隙、节理发育的石英脉中，平均金品位 2.79×10-6。本文依托勘查成果，分析了矿床成因，认为区内金矿床成

因类型属沉积 - 改造层控低温热液矿床，并总结了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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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背景 

1.1 区域构造位置

金矿区位于扬子板块（羌塘 - 扬子 - 华南），属秦岭 -

大别山新元古代 - 中生代造山带，处于南秦岭边缘海盆之

江口 - 青铜关陆缘海盆内 [1]。区域上多层次、多体制构造的

相互叠加及变形 - 变质相的多相共存的格局，造成本区构

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奠定了区内主体构造格局。

1.2 区域地层

地层区划隶属南秦岭 - 大别山地层区迭部 - 旬阳地层

分区的天竺山地层小区。主要出露地层为下古生界志留系一

大套浅变质碎屑岩和上古生界泥盆系、石炭系一套碳酸盐

岩、碎屑岩建造以及浅海 - 湖泊相形成的细碎屑岩，主要

岩性为粉砂质千枚岩、粉砂岩、石英砂岩、砂砾岩、白云岩、

灰岩等。

1.3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勘查区位于山柞旬沉积盆地 Au、Ag、Cu、Pb、Zn、

Hg、Sb、As、W、Mo、V、Ba 地球化学区的旬阳 - 白河地

球化学亚区，据 1:20 万化探扫面资料显示，区内 Au、Ag、

Cu、Pb、Zn、Hg、Sb、As、W、元素呈高背景带状异常分布，

Mo、V、Ba 元素也呈高背景，局部为低缓异常分布 [2]。

1.4 区域矿产特征

工作区位于南秦岭镇安—旬阳华力西、燕山期铅锌金

汞锑成矿带之小河—双河汞锑金成矿带 [3]，带内已发现多个

大中（小）型金汞锑矿床，具有赋存（大）中型规模汞锑金

矿床的成矿条件。以南羊山断裂为界，在北部的茅坪 - 双

河复背斜内形成了以汞锑为主的汞锑金成矿带，除分布有公

馆、青铜沟汞锑矿床外，尚分布有惠家沟金矿床、小河金矿

床。在南部，分布有以铅锌为主的铅、锌、金、铜、锰矿产，

图 1      区域矿产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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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有淋湘金矿、曹家沟金矿、焦山寨金矿、磊石沟金矿等，

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图 1）。

2 金矿区地质特征与成矿条件

2.1 地层

区内地层基本呈近东西走向，倾向整体向北，局部南倾，

主要有志留系上统水洞沟组和泥盆系下统西岔河组、公馆组

及泥盆系中统石家沟组、大枫沟组、杨岭沟组，还有泥盆系

上统落驾河组、第四系。其中泥盆系下统西岔河组为区内的

含金层位：

泥盆系下统西岔河组（D1x）：为区内的含金层位，按

岩性组合特征可以划分为上、下两岩性段：

①下段（D1x1）：下部为灰黄色厚层状砂砾岩夹砾岩

及砂岩，上部为灰 - 灰黄色中厚层状长石石英砂岩夹含砾

砂岩、砂砾岩，是区内的主要含金层位；与上覆泥盆系公馆

组为断层接触。

②上段（D1x2）：为灰黄色粉砂质千枚岩夹薄层状黏

土质白云岩透镜体，未见顶；与上覆地层公馆组为断层接触。

2.2 构造

（1）褶皱：主要为公馆 - 回龙复背斜，金矿区位于该

褶皱的中部。

（2）断层：勘查区内断裂构造较为发育，依其展布方

向及其与地层走向间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东西向、北东 - 南

西向和近南北向等。 

控矿断层主要为东西向的 F3 断层。F3 断层位于矿区

中部，区域上断层长度大于 28km，勘查区内出露长度大于

7.0km，总体走向为 95°，断层产状为 365° -15°∠ 75° -

80°。断层破碎带宽数十米，断面平直光滑，具多期活动擦

痕等。属压扭性断层，其是区内金矿和区域上公馆、青铜沟

汞锑矿的主要控矿断层 [4]。

2.3 岩浆岩及脉岩

区内岩浆活动微弱，未见大的岩体出露，仅有一些小

的石英脉、方解石脉。晚期石英细脉及方解石与金矿化关系

密切。

产于断裂带中的脉岩或褶皱转折端部位以及断裂构造

与褶皱交汇部位的脉岩热液蚀变特征明显，断裂构造与含矿

层、特别是赋矿岩石交切处的脉岩多见到金矿化。

2.4 围岩及蚀变特征

区内围岩蚀变主要表现为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硅化、

碳酸盐化，次为炭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与金

矿化关系最为密切。

（1）褐铁矿化：主要沿岩石表面、裂隙分布，呈粉末状、

蜂窝状、胶状产出，是寻找金矿体的直接标志。

（2）黄铁矿化：在该区较为普遍，砂岩、泥砂质白云岩、

砾岩、粉砂质板岩均发生黄铁矿化现象，呈它形细粒状黄铁

矿呈稀疏浸染状，部分呈碎裂状及草莓状集合体分布于围岩

中，含量一般为 1-3%，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3 矿体地质特征

3.1 矿体特征

区内共圈定金矿体 2 条（AuK7、AuK21）。金矿体赋

存于下泥盆统西岔河组下段的灰 - 灰黄色中厚层状褐铁矿

化、硅化石英砂岩、砂砾岩及沿裂隙、节理发育的石英脉中。

现将各矿体特征叙述如下：

AuK7 金矿体分布于矿区中部一带，赋存于近南北向产

出的层间次级断裂带内，含矿岩性主要为褐铁矿化、硅化砂

砾岩及石英砂岩。矿体出露标高 1118-1130 米，控制最大

斜深 117 米，长度 150 米，平均厚度 1.89 米，平均金品位

2.53×10-6，矿体平均产状 155°∠ 68°。

AuK21 金矿体分布于矿区中部一带，赋存于下泥盆统

西岔河组地层之中，呈层状、似层状顺层产出，含矿岩性主

要为褐铁矿化、硅化砂砾岩。矿体出露标高 1130-1190 米，

控制斜深 98-158 米，长度 270 米，平均厚度 2.73 米，平均

金品位 3.05×10-6。矿体平均产状 7°∠ 50°。                          

3.2 矿石的质量和特征

（1）矿石的矿物组成

区内含矿岩石主要为中厚层状褐铁矿化、硅化石英砂

岩、砂砾岩，其主要的金属矿物为褐铁矿、黄铁矿；非金属

矿物主要为石英、长石等，贵金属主要为裂隙金、自然金。

（2）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为它形—半自形粒状变晶结构，鳞片变

晶结构，其次有变斑状结构，板条状结构，包含结构，次生

交代结构和交代残余结构。

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载金的硫化物沿岩石片

理、裂隙浸染），其它有片状构造、散染状构造、粒间浸染

构造、稀散似斑状、细脉状、条带状。

4 矿床成因

4.1 成矿控制条件

（1）层位、岩性控制

区内金矿化严格受层位和岩性控制，主要赋存于下泥

盆统西岔河组地层中，矿化与含细粒黄铁矿的长石石英砂

岩夹含砾砂岩、砂砾岩关系密切，特别是不同岩性层的接

触面以及其中间夹的变质砂岩或砂质板岩与黑云母变斑晶

石英片岩的接触面及其附近，多是金矿体产出的有利部位，

矿体的展布方向与岩层的展布方向基本一致。且与围岩无

明显界线。

（2）构造控制

矿体受片理化带及区域性韧性剪切构造带控制，区内

金矿化富集地段往往是片理化带或韧性剪切构造发育地段，

其次在节理面附近也可见到金矿化。

（3）热液蚀变的控制

区内凡金矿化较好地段，一般都与硅化、黄铁矿化、

磁黄铁矿化关系密切，特别是细脉浸染状黄铁矿化及糖粒状

石英脉对金矿化特别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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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矿床成因初探

通过对本区成矿带的成矿物质来源、热动力条件、构

造条件分析认为，金矿随断裂活动，在变质水及大气降水构

成的地下热水影响下，矿质活化迁移富集成矿。由于热液作

用产生的蚀变矿物黄铁矿及毒砂呈星散浸染状和稀疏浸染

状或碎裂状及草莓状集合体分布于岩石中，金与二者关系密

切，因而认为该金矿床成因类型属沉积 - 改造层控低温热

液矿床。

5 找矿标志

5.1 直接找矿标志

（1）黄铁矿化：黄铁矿为区内最主要的载金矿物，因

此是金最直接的找矿标志。

（2）地表褐铁矿化：区内的主要载金矿物为黄铁矿，

其风化后均呈褐红色、黑褐色，部分自然金被褐铁矿及黄铁

矿包裹，因此特殊的氧化颜色和褐铁矿化露头也是主要的找

矿标志。

（3）石英脉：勘查区内金与热液活动关系十分密切，

热液活动形成大量的石英脉及石英碳酸盐脉，而与金有关的

石英脉常为烟灰色、浅灰色碎裂状多金属硫化物的石英脉。

因此，石英脉亦是重要的且直接的找矿标志之一。

5.2 间接找矿标志

（1）地层层位标志：大枫沟 - 柳树沟金矿的主要容矿

层为下泥盆统西岔河组的长石石英砂岩夹含砾砂岩、砂砾岩

及沿裂隙、节理发育的石英脉中，这可以作为间接的找矿标志。

（2） 围岩蚀变：研究区内金矿矿体围岩中发育硅化、

绿泥石化、方解石化、叶腊石化等较强的蚀变带，通常伴随

含硅热液的大量贯入，使岩石中硅质增加，出现明显的褪色

现象，这也是一寻找金矿的间接标志。

（3）化探异常标志：化探工作中圈定的土壤及水系沉

积物测量异常，特别是 Au、Ag、Sb、As、Ba 组合异常套合

性好、规模强度大时，是微细浸染型金矿的重要找矿标志。

（4）退色蚀变、泥化很强的断层破碎带，一般与地层

走向近于一致，大部分属于矿体的氧化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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