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小秦岭地区断裂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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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秦岭地区的断裂构造可划分为 慢型断裂
、

壳型断裂和区域断

裂
。

鳗型和壳型断裂是导矿构造
,

控制了物化探异常及矿带展布方向
,

其派生次一级构造控制了物化探异常的高值区及矿体展布方向
。

木文

从不同方向
、

不同发育规模的断裂构造地球化学特征出发
,

探讨了断

裂构造对金矿的控矿作用
。

关幼询 慢型断裂 , 壳型断裂 , 区域断裂 , 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小秦岭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金
、

铂产地之

一
,

金矿伴生有铜
、

铅
、

银等 可 供 综 合利

用
。

小秦岭西部位于陕西省境内
,

目前已发

现的金矿主要为含金石英脉型和构造破碎蚀

变岩型
,

如
,

含金石 英 脉 型 金

矿
,

葫芦沟构造破碎蚀变岩型金矿
。

其次有

含金磁黄铁矿黄铁矿型金一多金属矿床
,

如

道岔沟金一多金属 矿 床
。

太 古 界 太 华 群

亿年 变质岩系构成了本区的基底
,

恢

复原岩是中基性火山岩和正常沉积岩
。

盖层

由元古界和下古生界组成
,

第一盖层是元 古

界长城系中基性火山岩 第二盖层是蓟县系

的一套碳酸盐岩 第三盖层由震旦系和青白

口系组成
,

岩性是碎屑岩 第四盖层是寒武

一奥陶系的一套碳酸盐岩
。

区内岩浆岩比较发育
,

以中酸性为主
,

可分为 期 ①前晋宁期黑云 母 角 闪 花岗

岩 ②晋宁期黑云母二长混合花岗岩

亿年 ③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

亿年
。

东西向构造是区内构造的基础
,

由太古

界太华群组成的太华复背斜位于北部 大月

坪一金罗斑
,

中部和南部分布中回马坪一

朱家沟
,

铁炉子一三要东西向断裂
。

中生代

以来的北东向
、

北西向构造对东西向构造有

改造作用
。

金矿床的产出受地层
、

构造
、

区

域变质一混合岩化作用的复合控制
,

断裂构

造控制了含金石英脉和含金蚀变体的就位
,

为金矿提供了赋存空间
。

断裂构造按走 向共

分 组 近东西向 一 北 东向
“

北西向
“

近南

北向
“ 。

从断裂构造发育规模和

切割深度 结合重力
、

航磁
、

遥感资料
,

将断裂构造划分为 种类型 ①慢型断裂
,

发育规模达 多
,

切割深度达地慢 大

于
,

或称深大断裂 ②壳型断裂
,

发

育规模近
,

切割深度达地壳 小于
,

或称大断裂 ③区域性断裂
,

可分

为基底断裂和盖层断裂
,

发育规模小
。

慢型断裂

铁炉子一三要断裂长达 余
,

断裂

破碎带宽 一 余
。

该断裂带与航 磁 异

常
、

重力梯度带相对应
,

沿断裂带出现有东西

向航磁异常
,

经化极处理后断裂带两侧磁场

特征明显不同
,

断裂带以北是平缓降低磁场
,

以南磁场强度升高
,

在断裂带上有几 十

的线状梯度带
。

经遥感解译该断裂带 明显存



在
,

发育规模和切割深度大
。

断裂带与莫霍

面近东西向梯度带相对应 地 壳 厚 度
。

从重力
、

航磁
、

遥感等资料综合扮析

看 铁炉子一三要断裂是一慢型断裂
。

铁炉子一三要慢型断裂控制了区域地球

七学场的展布
,

在断裂以北
,

分 布 有
、

、 、 、 、 、 、 、 、

等

元素的异常
,

大多数均位于元 古 代 熊 耳群

中
,

岩性以安山岩
、

安山份岩为主的一套中

基性火山岩
。

断裂以南
,

分布 有
、 、

、 、

异常
,

位于牧护关一蟒岭 的印

支一燕山期花岗岩体中
。

沿慢型断裂带及两

侧地层中分布有
、 、 、 、

异

常
,

呈东西向展布
,

与断裂的 走 向 方 向相

同
。

由此可见 断裂以北亲铁一亲硫元素富

集
,

断裂中亲硫元素富集
,

断裂以南亲石元

素富集
。

断裂破碎带 中有明显的地球化学异常
,

组份为
、 、 、 、 、 、 ,

与道岔沟金一多金属矿床的主要成犷元素和

伴生元素一致
。

从地表到深部异常强度增大

表
,

表 明该断裂是一导矿构造
,

矿液从

深部向地表运移
,

不断发生矿物沉淀而导致

成矿溶液中元素不断降低
,

异常强度逐渐减

小
。

断裂破碎带上元素有分异现象
,

亲硫元

素
、 、 、 、 、 、

富

断裂破碎带中地裹和澡部元索含 , 对比衰 裹

一一
。 置 样品数 ‘

地表

坑道

。 件

。 作
⋯

“
· ·

一

注 据本队李领航等人资料
。

集在断裂破碎带的上
、

下盘
,

亲铁元素
、

、 、 、

富集于断裂带 中部
。

断裂

破碎带中普遍有铅锌矿及黄铁矿磁黄铁矿矿

石角砾
, 、

含量分别为 和
,

表明成矿期后断裂复活改造了矿体
,

该断裂是一多期活动的断裂
。

其派生的次一

级构造中赋存有矿体
,

异常强度和规模 明显

地增大
,

如道岔沟矿床 中 。断裂在八坑

穿脉中赋存有铅锌矿体
。

壳型断裂

回马坪一朱家沟 断裂带呈东西向
,

由刘

家沟一王排沟和回马坪一朱家沟两条相互近

于平行排列的断裂组成
,

其间是上侵晚元古

代混合花岗岩
,

断裂以北是太华隆起区
,

以

南是金堆城坳陷区
,

断裂带基本上位于太 占

界基底与震旦亚界盖层的分界线上
。

断裂带

与航磁异常梯度带对应
,

其南北两侧磁场特

征明显 不同
,

北侧是升高磁场区
,

南侧是低

磁平缓区
,

遥感资料反映存在东西向较大规

模的断裂
,

重力异常呈北东向
,

莫霍面是北

东向的慢坳带
,

说明该断裂切割深度小于
,

属壳型断裂
。

该断裂是蜂王混合花岗岩 亿年 上

侵时形成的
,

后期复活使混合花岗岩产生破

碎
、

糜棱岩化
、

绢云母化
、

高岭土化
、

钾 长

石化等动力变质作用
。

在付家龙塔一带表现

为张性
,

由于是一开放 系统
,

不利于元素的

富集
,

在断裂带上没有明显的异常
,

断裂两

侧 出现明显的异常
。

上坪一回马坪一带先期

为张性
,

后期复活并受北东向断裂影响为压

扭性
,

破碎带 中充填有含金黄铜矿石英脉

富集
、 、 、 、

等
。

断裂两盘

地层 中分布有较大规模的
、 、

等元

素的异常
,

壳型断裂派生次一级的北东向
、

北西向
、

南北向构造明显地控制了化探异常

的浓集中心及物探 充电率
、

视 电阻 异常

高幅值区
。

宏观上
,

物化探的展布方向与壳

型断裂走 向方向相 同
,

呈东西向
。

该断裂是

一导矿构造
,

构造破碎带 中有矿化 及 。 、



、 、 、

异常
,

并控制矿带的展布

方向
,

刘家沟一孙家沟一王排沟矿化带呈东

西向展布
,

与壳型断裂的走向平行
。

断裂的多次复活及其两侧地层岩性的影

响
,

成矿元素发生明显地分异
。

断裂南盘分

布有太古代太华群
,

岩性为角闪斜长片麻岩

类
、

混合岩类及混合花岗岩
,

混合岩化作用

强烈 岩性偏基性
,

且离断裂愈远
,

基性程

度愈高
。

近壳型断裂
,

以金银矿化为主
,

北

东向断裂中赋存含金银方铅矿石英脉
,

富集
、 、 ,

如旦家沟一荒地沟一带的金

银矿化体中
, ,

距壳型断裂较远的葫芦沟一带
,

北东向构造

中斌存着含金破碎 蚀 变 体
, ,

。

断裂北盘出露晚元古代的混合

花岗岩
,

偏酸性
,

北西向
、

东西向断裂中发

现蚀变岩型银矿化和含银方铅矿石英脉
,

,

拣块样中最高
,

,

仅在局部东西向构造中 出现富

集
。

区域断裂

不同方向断裂中元素的 , 绍规伸

研究不同构造中斌存的石英脉体
、

蚀变

体
、

构造破碎蚀变带中微量元素含量特征
,

有助于总结不同方向断裂中元 素 的 富 集规

律
。

不同方向断裂中石英脉体及蚀变带中元

素含量见表
。

不同方向断砚中石英脉及蚀变体中元幸含 特征 衰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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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西向断裂中富集 。 、 、 。 、 、

、 ,

如清峪一带北西向断裂中 赋 存着

含钨银秘石英脉
, 、 、

金堆城一带 的北西向断 裂 中
,

、 。 。

东西向断裂中主

要富集
、 、 。 、 、 。

如 脉
、

脉
。

北东向断裂中富集
,

其次为
、

。

如 脉
、

脉及葫芦沟含金蚀变

体
。

近南北向断 裂 中 富 集
、 、

、
、 。。

如 脉
、

脉
。

不同元索在断裂带中的 , 粼规伸

主要富集在北东向断裂中
,

其 次为

东西向
,

再次之为南北向及 北西向
。 又富

集在北西向
、

南北向和东西向断裂 中
。

富集在北西向
、

南北向断裂中
,

在 不同

方向断裂中均形成富集
。 。 、

富集在北

西向和东西向断裂中
。

基底和盆层断裂中元素 , 纽特征

基底中发育的断裂富集
、 、 、

,

盖层中的断裂富集
、 。、 、 、

, 、 、 ,

突出高的有
、 、 。

位于第一盖层的断裂中除上述元素富集外
,

亦富集
。

基底断裂对金成矿有 利 第一

盖层中的断裂对金一银一 多金属共生矿化有



利 其余的盖层断裂对多金属矿化有利
。 、 、 、 、 。强烈富集

。

断裂的力学结构面不同
,

对金的富集程

构造破碎带元素富集特征 度和成矿作用均有影响
。

单一张性或压性结

构面对金的富集均不利
。

多期复活的断裂构

断裂的多期复活对成矿元素 富 集 有 利 造
,

其力学性质不同时
,

是金富集的有利场

表 ,
,

如早期张扭性断裂
,

晚期复活呈压扭 所
。

以张扭性为主的断裂中
,

多充填含金石

性
,

其断层角砾岩 中
、 、

英脉
,

成矿以扩散交代作用为 主
,

异 常 较
、 、 。

窄
, ,

宽
。

石 英脉两侧

断裂破碎带中形成石英脉和破碎蚀变体 的构造破碎蚀变带
、

构造破碎带有利于金的

时 对 富集有利
,

且石英脉体和 破 碎蚀 富集
,

常与石英脉共同构成金矿体
,

矿体的

变体规模愈大
,

富集程度愈高
。

如 葫芦 厚度和规模增大
。

如 脉南段
,

石英脉

沟 中
,

未发生蚀变的构造破碎带
,

两侧的蚀变带 中
,

蚀变
,

一
, 、 、 。 、

片麻岩件
,

蚀变花岗岩中

等元素不 出现异常
。

破碎蚀变带中
。

压扭性为主的断裂
,

对含金破
, ,

形成
、 、 。 异 碎蚀变体形成有利

,

成矿以渗滤交代作用为

常
。

当充填石英脉
,

且石英脉破碎时
, 、

主
,

异常宽
, ,

宽 一
。

断映破碎带中元奋的含 , 特征 裹

样 品 性 质 样二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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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破碎带

碎裂蚀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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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慢型和壳型断裂是导矿构造
,

控

制物化探异常带和矿带的展布方向
,

其派生

的次一级断裂控制了化探异常的浓集中心和

物探异常的高幅值区
,

并与金矿体的空 间位

置吻合
。

金主要富集在墓底断裂中
,

以北东

向断裂对金的成扩最为有利
,

其次为东西向

和南北向
。

断裂 多期复活
,

且各期力学性质

不同时有利于金的富集
。

断裂中充填有石英

脉和破碎蚀变体时金宫集成矿
,

以张性为主

的断裂中有利于含金石英脉的形成
,

成矿以

扩散交代作用为主 以压扭性 为主的断裂中

有利于含金破碎蚀变体的形成
,

成矿以渗滤

交代作用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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