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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上金矿区成矿机制及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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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至2005年底，寨上金矿区共圈定l5个工业矿体，矿区规模达到大型，而该区外围工作一 

直没有展开。矿区构造运动史、成矿时代、区域矿产分布特征及相关测试，均说明寨上矿区成矿具有多 

期、多次、多源的特点。矿区外围申都一带的构造及热液供给条件等与寨上矿区相比，具有极其相似的 

特征．而且具有更为优越的成矿条件 ，其可作为寨上矿区扩大规模的远景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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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上金矿区位于甘肃省岷县，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09 O0”～104。27 O0”，北纬 34。27 00”～34。36 

00”，区内交通较为便利 ，距 212国道约 15kin，距宝 

兰铁路线陇西站 140km，距兰州 300km。该区处于 

岷(县)一礼(县)成矿带的西部⋯(图 1)，带上分布 

有岷县鹿儿坝金矿 、礼县李坝金矿 等较多的金 

矿床，矿区的形成与岩浆热液关系密切 ，至 2005 

年底，矿 区 累 计 探 获 金 资 源 量 (333+334) 
48 512kg@

。 

1 区域地质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中朝准地台 (I)秦 

岭一昆仑纬向构造体系(Ⅱ)临潭一天水褶皱带 

(Ⅲ)红崖一马坞镇断裂带(Ⅳ) 。 

出露地层主要有中泥盆世白云质灰岩、灰质板 

岩、变质粉砂岩、泥质岩，晚泥盆世板岩、粉砂质板 

岩、砂岩等．二叠纪硅质板岩、碳质板岩、硅质粉砂 

岩、泥质板岩，石炭纪碎屑岩、灰岩 、板岩等。 

2 矿区地质 

矿区地层主要为二叠纪、泥盆纪板岩夹少量灰 

岩，总体产于一个向北倾斜的倒转褶皱中。断裂构 

造发育，所有矿脉均呈断裂形态产出，除已知矿脉 

图 l 西秦岭地区大地构造略图 

(据张国伟等 1996划分方案修编) 

l一克拉通与造山带边界；2一板块缝合带主断裂；3一分隔构造地层单元断裂；4一一般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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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介富．甘肃岷县鹿儿坝金矿普查地质报告，1997． 

② 赵文川．甘肃省岷县寨上金矿区普查地质工作总结，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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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共发现7条断裂，按走向分为近东西向、北西向 

两组。近东西向断裂走向 280。～290。，矿脉均平行 

于该组断裂，分布于其两侧或断裂本身即为矿化体， 

该组断裂及其派生的次级构造为该区的容矿构造。 

区内现发现 l5条矿脉及多处矿化点，矿(脉)体严 

格受断裂和地层双重控制，在空间上呈近平行带状 

展布，成分主要为破碎蚀变炭质板岩、泥质板岩、蚀变 

砂岩、泥质钙板岩、灰岩、褐铁矿、黄铁矿、高岭土、泥 

质、硅质等，矿化及蚀变强烈，构造迹象明显(图2)。 

图2 寨上地质简图 

P：～一下二叠统b组； dc；( dc!)一上泥盆统大草滩群口(6) 

组下段；D；～一中泥盆统e组二段；l一矿脉及编号；2一断层及 

编号 

3 构造格局及运动史 

3．1 大地构造归属 

矿区位于西秦岭造山带北亚带，北侧以商丹断 

裂为界与祁连 匕秦岭造山带相连，南侧以岷县一 

凤县—镇安断裂与西秦岭造山带南亚带相连 。 

该区历经了西秦岭地区陆陆碰撞、地壳抬升、板 

块变形等陆内演化阶段，构造性质复杂，受“秦岭造 

山带”、“祁吕系”共同影响，但保持整个秦岭造山 

带近东西向为主方向的构造特征。 

3．2 区域构造演化 

3．2．1 祁吕系“山字型”构造体系 

祁吕系构造体系位于阴山一天山、秦岭一昆仑 

两个巨型纬向构造体系之间。主要由发育于晚古生 

代一三叠纪中一系列规模宏大的断裂 、复式褶皱及 

华力西期、印支期、燕山期中酸性岩体和超基性岩体 

组成，岩体被切割或挤压破碎，并控制和切割了第三 

系，说明构造有过多次活动。该构造在区内表现为 

“茶固滩帚状构造体系”(图3)，位于岷县以东茶固 

滩一申都一马坞镇一带，东 西长 1lOkm，南北 宽 

45kin，由一系列弧形伸展的断裂和褶皱组成，呈一 

个向东撒开向西收敛的帚状，主要由茶固滩一喂子 

坝断裂带、新城一红崖断裂带及夹于其中的卓路一 

国营牛场复背斜构成，倾向北东，倾角中等至直立， 

断裂切断泥盆、石炭、二叠、白垩及第三系，并控制 

中、新生代山间断陷盆地分布，断裂带内岩石挤压破 

碎，断层角砾岩、构造透镜体发育。其发展于祁吕系 

西翼褶皱带的基础上，主要形成于印支期，燕山期后 

仍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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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茶固滩帚状构造”及区域矿床(点)分布示意图 

l一金矿床；2一钼矿点；3一锑矿床；4一铅锌矿点；5—铁矿点； 

6—铜矿点；7一花岗岩体；8一一般断裂；9一深大断裂；lO—帚状 

构造带断裂 

3．2．2 秦岭纬向构造体系 

秦岭造山带是经历长期、多次不同造山作用而 

形成的复合型大陆造山带 ，与寨上成矿作用密切 

的主要有如下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1)古生代一中三叠世早期，在相对稳定的滨海 

沉积环境中，形成一套次稳定一稳定的以台地相碳 

酸盐岩为主的沉积建造。 

2)中三叠世早期一晚三叠世，地壳发生裂陷作 

用，形成活动性很强的一系列东西向裂陷槽，造就了 
一 套深海一半深海浊流复理石碎屑沉积建造。 

3)三叠纪末，发生印支运动，南北大陆俯冲碰 

撞发生造山作用，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发育，地层普 

遍发生不同程度的褶皱和区域变质作用，形成变质 

程度低而均匀的千枚岩型变质岩系，这一时期使秦 

岭一昆仑纬向构造体系成熟定型，奠定了该区的基 

本构造格局。 

4)中生代中晚期至新生代时期，发生燕山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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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雅期陆内造山运动。西秦岭山系急剧隆升，构 

造运动以陆内推覆 、走滑剪切和断隆、断坳为主，形 

成现今构造格局和地质、地貌景观。 

5)燕山期，早期由于印支造山期后 的应力松 

弛，地壳由挤压收缩状态转为拉张伸展状态，岩石圈 

内发育大量的张性构造，中酸性岩体侵位；晚期地壳 

处于不均衡抬升与南北向挤压收缩状态，西秦岭地 

区构造体系发育成熟。 

4 区域矿产分布特征 

综观岷县一马坞镇一带矿产分布，可大致分为 

3个矿带 ： 

1)高温成矿带——钨锡矿带：分布于柏家庄岩 

体西北缘内接触带，沿二云母花岗岩裂隙充填，属高 

温热液型石英钨锡矿。 

2)中温成矿带——铁、多金属矿带：主要分布 

于申都一岷县一带，有铁、铜 、铅 一锌矿。 

3)低温成矿带——汞锑矿带：主要分布于岷县 

以西一带，矿种以辉锑矿为主，呈单脉或复脉产出， 

受斜切裂隙和层间裂隙控制。 

距离岩体从近到远的矿产分布，依次为高温一 

中温一低温，基本呈近东西向依次展布，说明该区成 

矿与岩体紧密相关，是岩体为区域内矿产的形成提 

供了条件，也同时说明了矿液运移的主通道为区内 

近东西一北西西向断裂。 

5 金的成矿时代及物质来源 

对比研究西秦岭主要金矿成矿时代可知，该区 

金矿成矿时代可分为3个主要时段：60Ma以来的早 

第三纪，130Ma一100Ma的早白垩世，160Ma～220Ma 

的早侏罗世一晚二叠世 J。 

寨上金矿蚀变矿物绢云母和含金石英脉∞Ar／ Ar 

快中子活化年龄测试结果表明，金矿主要成矿时代 

为(125．28±1．26)Ma～(130．62±1．38)Ma 。根 

据因子分析的地质意义解释，每一个主因子可看作 

为一个成矿期次  ̈，寨上矿区矿石样中Au的因子 

模型为：Au矿石样=0．335 989F1+0．316 171F2— 

0．145 622F3+0．688 645F4 (表 1)，由此可知 Au 

由3个成矿期次提供，其中以 为主，F1、 提供 

小部分。第一期(F1)中伴随有中温热液元素(Cu、 

Pb、Zn)与低温迁移元素(As、Sb、Bi、Hg)，说明该期 

成矿的热液距该区较远；第二期(F2)中Au与高温 

元素(Ni、Mn)和成岩元素(Ba)关系密切，第三成矿 

期(F4)Au也是伴随成岩元素(Sr)和代表基性 、超 

基性岩浆热液活动的元素(V)在一起，说明这两期 

(F2、F4)成矿是岩浆热液的扩散或渗透进入围岩的 

原生成矿作用所形成，与岩浆侵入有关。 

表 1 寨上矿石样与矿化样微量元素正交旋转因子解 

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测试中心测试，2004。 

由聚类分析谱图(图4)可以看出：当相关系数 r =0．8时，As、Sb、Hg、cu、zn、co、Bi、Pb为一组，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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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为一组，其余各元素分别为一组，金与各元素的 

相关性并不好，说明Au的来源具有多源性：既有代 

表中低温热液的 As、sb、Bi、Hg、cu、Pb、zn，又有代 

表成岩元素 Ba及代表高温热液的 co、Ni、Mn等。 

图4 寨上金矿 R聚类分析图谱 

李坝金矿是与花岗岩有关的、受构造破碎带控 

制的岩浆热液活动的产物⋯J，对比寨上金矿、卡林 

金矿、李坝金矿氢氧同位素组成，寨上金矿床氢、氧 

同位素值投影点主体落人岩浆水区域内(图 5)，说 

明寨上金矿成矿和岩浆热液活动密切相关。个别样 

品向大气降水线漂移，反映成矿流体中大气降水的 

参与和流体与围岩的氢氧同位素进行了交换，说明 

了寨上成矿物质的多源性@。 

图5 寨上金矿床氢、氧同位素组成 

(阳山资料据齐金忠，2004) 

在 160Ma～220Ma的早侏罗世一晚二叠世时， 

秦岭一昆仑纬向构造体系尚处于相对稳定的沉积 

期，不可能有金矿体的形成；祁吕系在古生代的寒武 

纪一中生代的三叠纪构造活动相对活跃，华力西期、 

中生代火山岩主要分布于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 

体系的断裂带内及其附近；从石英脉捕获的锆石 

SHRIMP U—Pb年龄测试结果均在 300Ma以前(图 

6)④，意味着该区石英脉的形成时间也较早(华力西 

晚期)。而且从寨上金矿体的来源可知，第一期物 

质不是岩浆成分，应与不断运动的构造活动提供动 

力热液有关，是祁吕系构造运动提供了动力，从而说 

明该体系构造对金矿体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作 

用，造就了第一期成矿作用。而发生于该区三叠一 

白垩的印支运动，南北大陆俯冲碰撞造山作用强烈 

发生，致使裂陷槽关闭并褶皱隆起成山系，伴随造山 

构造运动有较为发育的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中川、 

碌础坝、柏永庄、间井、教场坝五大花岗岩群侵入，为 

金矿体的形成提供了足够的热动力(岩浆热液、动 

力热液)及成矿物质。’ ，为该区的主要成矿时代。 

从寨上主成矿时代看，其与印支运动时间上相近，从 

其成矿物质看也与该活动期所侵入的岩体关系密 

切。而在其后的燕山期一喜山期的构造运动使地层 

发生强烈的褶皱上升，祁吕系发展和成熟，秦岭一昆 

仑纬向构造体系继续发育，虽然岩浆活动总体较弱， 

但该区的中川地区在燕山早期仍有侵入岩浆活动， 

为金的再次富集提供动力及热液，导致金的第三次 

富集。 

图6 寨上金矿锆石 SHRIMP U—Pb年龄测试图谱 

综上所述，寨上矿区二叠纪含碳板岩具有较高 

吸附能力，是金富集优越的孕床；祁吕系构造运动为 

金矿初步富集的动力、物质和空间；印支期岩体入 

侵、构造的活动和改造，提供了更为畅通的运移通道 

和储矿空间、大量动力热液及岩浆热液；燕山运动又 

为金活化、再次富集提供了物质和能量，最终富集形 

成微细浸染型金矿——寨上金矿，并达到相当规模。 

6 申都与寨上成矿条件对比及靶区优选 

“茶固滩帚状构造带”主体由2条断裂及 1个 

背斜构成，在分布形态上呈一个“眼球状”形迹，即 

两端分支复合，中间膨大。从构造角度看，其两端有 

利于矿物质的沉淀、富集，易形成矿化体，寨上矿区 

正处于构造的西北端，申都位于该构造东南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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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寨上西北端呈一对称分布的构造格局，均处 

于两组断裂交会部位，而且该区同样具备 1：20万金 

异常，所以该区与寨上矿区有极其相似的成矿条件。 

该区距离印支期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岩体4～5km，处 

于成矿最佳距离范围(2～10km)，而且该区同时具 

有 As异常与之相套合。As异常、金异常、构造分 

支、复合与岩体在空间上形成一套完整的成矿组合 

模式，它提示了金的赋存位置及金的来源、运移方 

向，所以说该区比寨上更具备成大矿的条件和空间。 

图7 寨上一申都构造示意图 

(据区域地质图简化) 

l—金矿床；2—金异常；3一砷异常 4一断裂构造；5一花岗岩体； 

6一异常编号 

该区可作为扩大寨上矿区规模的A级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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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岖 RALIZA IoN M CHANISM AND PRoGNoSIS 

D THE ZHAIsHANG GoLD M DⅡNG AREA 

PENG Su一】【ia’
．
ZHAO Wen—chuan 

(1．Xi~tn Institute of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Xi~tn 710054； 

2．Ⅳ0．2 Gold Geology Team．Chinese Armed Police Force，Langfang 065000) 

Al~traet：By the end of2005，15 industry ore bodies had been compartmentalized in the Zhaishang耐d mining area．Gold Ore reserve in the mine 

has reached to large scale although the periphery of the mi ne had not been worked．Research results of tectonic movement history，metallogenetic time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mineral depesi~ show that mi neralization at Zhaishang possesses multiple pe riod，multiple stage and multiple 8ource．Struc— 

tures and hydrothermal supply conditions in the Shend u剖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periphery of Zhaishang，are similar to that in the Zhaishang mining 

剖 ．Shendu剖 has more favoumble conditions for sold mineralization．an d caIl become a good pe rspective region． 

Key words：gold deposit，metaUogenic mechan ism，metaUogenic prognosis，Zhai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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