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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合矿田构造及矿床构造进行了详细研究，从而对

矿区各含金石英脉及断裂构造带的力学性质、演化特征、

控矿机理等有了较为详细的认识和了解。查明了矿区有

利的成矿部位，并绘制出了矿区主要矿脉的力学性质图，

表明了东西向断裂构造为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其次为

北东向。总结并发现了东西向含脉构造带平行等间距排

列规律。

1　主要控矿因素

1.1 地层因素

太古界太华群古老变质岩区呈东西向带状分布，区

内大量的含金石英脉均产于其中，并受其严格控制。因

此，太古界太华群是一个含金变质岩区，它控制了整个

小秦岭矿田。据研究发现，含金英脉的产出条数以洞沟

组最多，其规模以大月坪和三关庙组最大。潼关地区，

金矿床（点）主要产在大月坪组一三关庙组地层中，其

中形成的矿床（点）数多，规模较大，金品位较高。由

此可见，地层层位对矿床的控制较为明显。

太华群各地层组产出石英脉条数统计表（据地质六队）

地层

组别

统计结果

石英脉

（条）

累计数

（条）

所占百分

比（%）

频率

（条 /Km2）

大月坪组 187 187 27.74 2.31

板石山组 53 240 7.86 0.70

洞沟组 376 616 55.79 3.06

三关庙组 58 674 8.60 0.77

1.2 构造因素

本区东西向构造格局严格控制了区域上金矿田的分

布；复式背斜轴部的倾伏、转折又进一步控制了矿床的

分布范围；同时区内的矿体的赋存场所均为断裂构造，

这些均说明了构造的控矿性。地层呈东西向带状分布，

矿脉密集区（带）呈东西向延展，侵入体长轴与区域构

造线方向一致，这些充分反映了东西向构造是本区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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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脉、岩浆岩的控制因素，属秦岭东西向复杂构造带范

畴 [1]。近东西向一级复式背斜控制了金矿田的位置。矿

田南北两条走向东西的大断裂和复背斜的波浪状起伏地

段控制了矿田及含金构造带密集区的展布。含金构造带

为储矿空间，大断裂不仅是导矿构造，同时在某些地段

也成为直接赋矿部位。

1.3 岩浆岩的控制因素

对于东桐峪金矿床与岩浆活动的关系目前有两种观

点，其一认为属岩浆期后热液形成，与燕山期花岗岩有

关；其二认为属变质热液形成。通过研究，赞同前一种

观点。首先，在近矿热液蚀变带内，金矿体或矿化岩石

与基本未蚀变的岩石之间常出现金的低值带，表明在蚀

变过程中金被带出参与了成矿。但由于含金构造带的体

积和蚀变作用影响的范围都是有限的，因而以此种方式

直接从控矿构造带和金矿围岩中所萃取的金总量是有限

的 [2]。所以，金等成矿物质主要是由岩浆热液提供的，

这些成矿物质是在太华群及其以下岩石重熔、选择重熔

形成花岗岩浆过程中转入岩浆的，并在岩浆分异演化的

晚期相对富集，形成富含金的岩浆期后热液。因此，小

秦岭地区已知的大、中形金矿床在空间上分布于晚燕山

期花岗岩基及华山岩体的周围 2— 7km 范围内，说明金矿

床的形成与岩浆岩的形成和活动有关。

2　本矿区找矿标志为

2.1 区内金矿体均产于断裂构造中，并且严格受其控

制，因此断裂构造是找矿的先决条件，近东西向及北东

向断裂构造又是金矿体富集的有利场所。

2.2 断裂构造产状由陡变缓处、厚度由薄变厚处及分

支复合、膨胀收缩部位多有利于金的富集。

2.3 金矿矿主要赋存于石英脉中，因此石英脉是找金

的重要标志，尤其是烟灰色、油脂光泽的石英脉 [3]。

2.4 含金 - 多金属硫化物的石英脉。

2.5 黄铁矿是金的重要载体矿物，结晶程度差，颗粒

细小，条带状、团状的含金性好；自形程度高，颗粒粗

大，浸染状的亮黄色的含金性差。

2.6 断裂构造中硅化、绢云母化强烈地段常为金成矿

的有利地段。

2.7 密集分布的民采、古采坑等。

3　控矿构造特征

3.1 构造应力场的特征

由于我国及全球构造活动均受到环太和特提斯两大

波浪系统长期作用的影响，因而在分析和研究任何一个

地区的构造应力场的特征时，都不能忽视这两大波系的

影响作用 [4]。小秦岭地区的地质构造演化在两大波系共

同作用的影响下，受到周围东、西、南、北四部分构造

块体活动的影响和制约。北部受到由北向南的挤压而形

成逆时针方向旋扭的构造应力场；南部受到由南向北的

挤压而形成顺时针方向旋扭的构造应力场；西部形成由

西南向北东挤压的构造应力场；东部形成近南北向逆时

针扭应力偶为主的构造应力场。这几个方向的应力场所

包含的应力在地质构造活动的历史中，以南北向构造应

力为主共同作用（在燕山期前后达到构造应力活动的鼎

盛时期），影响和控制着整个小秦岭地区的构造变形、构

造格架的形成及岩浆活动以及金元素的活化迁移和富集。

最终使得小秦岭地区发展演化成为目前的构造特征。区

域构造形迹反映了燕山期前小秦岭地区长期受华北地块

与华南地块的挤压，形成了巨大的纬向系褶皱一断裂带，

并发育北东及北西两组配套扭裂面，组成了矿田的基本

构造骨架。燕山一喜山期构造及岩活动强烈，燕山早期

在南北向逆时针力偶作用下，形成新华夏多字形断裂构

造；燕山晚期一早喜山期，表现为新华夏的力偶与纬向

系南北挤压带联合作用，形成北东向的褶皱及断裂构造
[1]。另外，小秦岭地区在燕山期受南北向应力作用的同

时，还受东西向应力的作用和影响。由于作用力的波浪

状传播，使其所产生的构造形迹从东到西呈逐渐减弱的

趋势。其后，不同构造单元之间和构造单元内不同次级

地块间的断裂构造继续活动，再加上新生的北东—北北

东向扭压断裂构造及南北向左行挤压剪切断裂的叠加，

使区内出现了近东西向、北东向和近南北向断裂构造成

带分布的构造特征。但由于近东西向断裂构造的生成时

代早、活动期次多，因此，其规模（长度）一般较其它

方向大、连续性好。

3.2 主要构造体系及其特征

3.2.1 东西向及近东西向构造体系

小秦岭金矿由位于北东向环太平洋波浪系统和北西

向特提斯波浪系统交汇作用所形成的秦岭昆仑纬向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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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与祁吕贺南山字形构造前弧东翼、新华夏系第三隆

起带及北西西向的西域系等几大构造体系交汇处。区内

主要构造形迹展布特征以东西向构造为主，如小秦岭复

式背斜由金罗斑—大月坪—老鸦岔主背斜、次级褶皱七

树坪向斜、五里村—安家窑背斜等组成。其褶皱轴线方

向东部为 60°，中部 285°，西部为 270°，呈反“S”

形展布。该复式背斜为短轴背斜，西于太峪口倾设，东

至西娘娘山呈指状倾没。金罗斑—丈月坪—老鸦岔主背

斜为一不对称背斜，北翼较为开阔而南翼褶皱紧闭，局

部向北倒转，其次级褶皱较为发育。在七树坪向斜、五

里村—安家岔背斜的翼部，可常见规模更小的次一级褶

皱构造分布 [2]。

断裂构造除两条近东西向边界大断裂外，区内规模

最大的断裂组，主要分布于褶皱的翼部及轴部，呈平行

对称展布，多沿地层组界面岩性差异带（矿源层部位）

产出。根据其与地层产状关系可将其化分为两类型：第

一为层间断裂，是本组断裂的主要产出形式，由层间片

理化带、糜棱岩带组成，主要产于褶皱翼部。第二为切

层断裂，主要产于褶皱轴部，如老鸦岔背轴部的断裂束，

它在东端浅部切割背斜油、向深部又沿层间展布；在两

端则明显切割地层，本组断裂的宽度一般为几米至几十

米，走向上波状弯曲、分枝复合、尖灭侧现明显，而倾

向上波状弯曲幅度较小。断裂带内部构造岩发育，常见

糜棱岩、角砾岩、构造透镜体、构造片岩及断层泥砾岩

等。表明断裂经历了压性、张性及压扭性三次以上的力

学性质转化。断裂带内务类脉岩十分发育，常见辉绿岩

脉、辉绿玢岩脉、伟晶岩脉、长英岩脉及石英脉等。含

金石英脉在断裂带中断连分布，分段集中。本组断裂为

区内最主要的控矿断裂，它们控制着区内金矿带的展布

和所有重要金矿床的产出，对金矿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

意义 [3]。

3.2.2 北东向构造

北东向构造在矿区南部发育程度较高，形成了一系

类北东至北东向的构造带，这些构造带以叠加、利用和

改造的方式作用于纬向系构造带，形成一系列中等规模

的北北东至向挤压片理化带、压扭性断裂及横跨褶皱。

北东向构造带有利于区内矿体形成。有时亦能形成较大

规模的矿脉，如东桐峪矿区的 Q12 号矿脉。

3.2.3 北西向构造

北西向构造在区内不发育，规模较小，在小秦岭地

区仅发现两条断裂带，斜切五里村一安家窰背斜及七树

坪向斜，为高角度平行断裂束，有辉绿岩脉、花岗岩脉

及石英脉发布，在局部地区形成较小规模的矿体或矿化

点。目前，东桐峪矿区仅在盲中断发现有小矿体，其金

品位较高。

以上介绍的为区内主要的控矿构造，除此外南北向

及仅南北向断裂亦有发育，东桐峪矿区内还另有别走向

构造控制的矿体存在 [4]。

4　结语

区域上复式背斜轴的波状起伏和倾没地段对含金构

造带控制明显。位于背斜轴部的含金构造数量较多，所

控矿床规模及探明储量较大。断裂构造为区内主要控矿

因素，东桐峪矿区矿田断裂构造足在南北向压应力作用

下形成的一套断裂组合系统，该断裂系统和褶皱一起共

同构成了区内较为完整的构造应力系统。该构造应力系

统的控矿意义主要体现在被动提供空间和主动形成矿液

并使之流动沉淀富集这一双重作用中。空间上整个矿区

金素量的富集变现为向南西方向侧伏的分布趋势，找矿

靶区应以矿区的南西部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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