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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找矿方向分析
王伟峰1,李根民1,徐翠香2

(1.武警黄金第五支队,西安摇 710100;2.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摇 100034)

[摘摇 要]金龙山金矿床主要赋矿地层为中泥盆统杨岭沟组的中厚层灰岩,上泥盆统南羊山组的粉
砂质(钙质)页岩夹中薄层灰岩,下石炭统袁家沟组的薄-中厚层灰岩、粉砂质灰岩。 已知矿化体见于多
个层位的多种岩性岩石中。 有利岩性对金矿化具有控制作用。 金龙山矿区存在着明显的褶皱剪切带,
控制了以金、汞锑成矿带。 由于受南北向构造的影响,本区存在着“东西成行,南北成列冶区域矿产的分
布特点。 北东、北西断裂在有利岩性部位交汇形成的“米冶、 “V冶,正是由于多组断裂的交汇形成了成矿
热液的通道,当这些透入性破裂构造发育在有利含矿岩层的剪切带上时,破碎岩石可直接构成工业矿
体。 我们得出的金龙山金矿成矿热液来源于深部、向上运移中不断演化的混合热液,在有利的岩性与构
造成矿观点,在南秦岭沉积岩区金矿勘查领域可扩展许多地区,浸染状矿化有可能发现于除南羊山组之
外的四峡口、杨岭沟、冷水河、西口组,镇板断裂北侧的九里坪组、铁厂铺组等钙泥质粉砂岩层中;脉型矿
化可能发育于除袁家沟组、冷水河组之外的二叠系、三叠系的界河组、九里坪群灰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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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金龙山金矿床是我支队 1989 年在丁-马汞锑矿
带上普查找矿工作中发现的产于细碎屑岩-碳酸盐
建造中的大型微细浸染金矿床。 2004 年以来我支
队对部分矿脉深部进行勘查,取得了重大突破,2007
年矿床规模达到了特大型。 经久益公司详查,中金
公司勘探开发,现金龙山金矿带累计探明金资源量
达 130 余吨。 随着金龙山、东沟两区块主矿体转让,
我部勘查区内剩余金资源量不足 18 吨,且矿体规模
小,分布较分散。 近两年我们的找矿工作进展不明
显,金龙山金矿带找矿潜力到底还有多大? 下一步
找矿方向重点应放在哪里? 本文通过分析矿床特
征、控矿因素和矿床地球化学等资料,结合区内其他
一些同类型金矿床的研究成果,认为金龙山金矿床
的矿质来源于深部、有利岩性。 通过这一认识,旨在
拓宽找矿思路,扩大找矿空间。 同时为下步找矿提

出一些具体建议。

1摇 成矿地质背景

金龙山金矿区位于南秦岭印支褶皱带旬阳盆地

北侧,镇安-板岩镇断裂南侧,金鸡岭复向斜北翼的
松树岭-枣树滩次级背斜南翼,在原丁-马汞锑矿带
的西延方向上(杜子图,1998;卢纪英,2001;马光,
2004;刘新会,2003,2005,2006;马中元,2005)。 金
龙山矿带北侧有龙王沟-青山金铁矿带,南侧有文
家岭-泗峡口-三天门金汞锑矿带、小河口-公馆-青
铜沟金汞锑矿带,区域找矿潜力较大。
1. 1摇 地层

金龙山矿区划分出金龙山、腰俭、丘岭、古楼山、
杨家岭、石板沟等六个矿段。 赋矿地层主要为中泥
盆统杨岭沟组的中厚层灰岩,上泥盆统南羊山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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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金龙山金矿带区域地质简图淤

Fig. 1摇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Jinlongshan gold deposit淤

1-第四系;2-中三叠统岭沟组;3-下三叠统金鸡岭组;4-上二叠统熨斗滩组; 5-上二叠统龙洞川组; 6-上二叠统
西口组;7-下二叠统水峡口组;8-中石炭统铁厂铺组;9-中石炭统四峡口组; 10-下石炭统袁家沟组; 11-上泥盆
统冷水河组; 12-上泥盆统南羊山组;13-中泥盆统杨岭沟组;14-中泥盆统大枫沟组;15- 断裂构造线;16-地质界

线;17-锑矿床;18-金矿床
1-Quaternary; 2-Middle Triassic Linggou Group;3-Lower Triassic Jinjiling Group;4-Upper Permian Yundoutan Group;
5-Upper Permian Longdongchuang Group;6-Upper Permian Xikou Group;7 -Lower Permian Shuixiakou Group;8-Mid鄄
dle Carboniferous Tiechangpu Group;9-Middle Carboniferous sixiakou Group;10-Lower Carboniferous yuanjiagou Group;
11-Upper Devonian Lengshuihe Group;12-Upper Devonian Nanyangshan Group;13-Middle Devonian Yanglinggou
Group; 14-Middle Devonian Dafenggou Group;15-faults line;16- geogical line;17-antimony deposit;18-gold deposit

表 1摇 金龙山金矿带各矿段赋矿地层特征表
Table 1摇 Characteristics of ore-body sections of the Jinlongshan gold belt

矿区 岩性 沉积相 赋矿岩石组合 含矿情况

金龙山
南羊山组 D3n

袁家沟组 C1 y

浅绿色-淡黄色碳质、粉砂质、钙
质页岩,泥质、钙质粉砂岩与灰
岩、粉砂质、泥质灰岩互层

灰色厚层灰岩夹紫红色粉砂岩

含燧石条带薄层灰岩夹页岩

含燧石结核中厚层灰岩

局限台盆

萎缩盆地

淡黄色碳质、粉砂质、钙
质页岩,泥质、钙质粉砂
岩,

是金龙山矿段的主要含矿地层

灰色薄层灰岩夹页岩 是金龙山段的主要含矿地层

腰俭
南羊山组 D3n

浅绿色-淡黄色碳质、粉砂质、钙
质页岩,泥质、钙质粉砂岩与灰
岩、粉砂质、泥质灰岩互层

局限台盆
淡黄色碳质、粉砂质、钙
质页岩,泥质、钙质粉砂
岩,

是腰俭矿段的主要含矿地层

冷水河组 D3 l
浅绿色千枚岩、砂质灰岩、钙质
砂岩、石英砂岩 碳酸盐台地

浅绿色千枚岩、砂质灰
岩、钙质砂岩 是腰俭矿段的主要含矿地层

丘岭
南羊山组 D3n

浅绿色-淡黄色碳质、粉砂质、钙
质页岩,泥质、钙质粉砂岩与灰
岩、粉砂质、泥质灰岩互层

局限台盆
淡黄色碳质、粉砂质、钙
质页岩,泥质、钙质粉砂
岩

是丘岭矿段的主要含矿地层

杨岭沟组 D2 y
灰黑色生物碎屑灰岩、泥砂质灰
岩夹粉砂质页岩、粉砂岩、 开阔碳酸盐台地

泥砂质灰岩夹粉砂质页
岩、粉砂岩 是丘岭矿段的主要含矿地层

古楼山 杨岭沟组 D2 y
浅绿-灰绿色千枚岩、千枚状粉
砂岩,粉砂质页岩夹少量灰岩 浅海陆棚

浅绿-灰绿色千枚岩、千
枚状粉砂岩,粉砂质页岩 是古楼山矿段的主要含矿地层

粉砂质(钙质)页岩夹中薄层灰岩,下石炭统袁家沟
组的薄-中厚层灰岩、粉砂质灰岩。 从表 1 可看出,

金龙山矿段金矿赋存在南羊山组和袁家沟组第二岩

性段;腰俭矿段金矿赋存在南羊山组和冷水沟组;丘

7521

增刊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王伟峰等:陕西省镇安县金龙山金矿带控矿因素与找矿方向分析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岭矿段金矿赋存在南羊山组和杨岭沟组第一、二岩
性段;古楼山矿段金矿赋存在杨岭沟组,各矿段容矿
层位与岩石组合有明显差异。 矿化体岩石组合为灰
黄色粉砂质页岩、粉砂岩、薄层灰岩,矿体多赋存在
砂岩、页岩中,金矿体对岩性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1. 2摇 构造

松树岭-枣树滩复式褶皱南翼的次级褶皱自东
向西由金龙山背斜、腰俭背斜、丘岭背斜、古楼山背
斜四个短轴背斜等组成。 金矿受次级褶皱控制,矿
(化)体分布在背斜的核部,褶皱的转换、交接及背
斜倾伏部位;派生构造也是金矿化有利的富集场所
(杨志华,1991;张复新,1997a、1997b,1999,2000,
2004;王瑞廷,2000;钱壮志,2003)。

短轴背斜内岩层强烈揉皱,断面舒缓波状,常充
填石英(方解石)脉。 近东西向断裂,该组断裂(260毅
~300毅)数十条,长度 100 ~ 2000m,破碎带至宽几米-
几十米,北倾, 倾角较陡。 该组断裂发育于脆性岩石
中,多表现为脆性断裂,当发育于粉砂岩及页岩互层
的南羊山组地层时,该组断裂多顺层发育,宽几-几十
米,断裂带(剪切带)无明显的边界,沿该断裂带(剪
切带)金丰度值普遍偏高,是金的一次矿化富集过程,
当该组断裂叠加有其它不同方向的断裂时,多发育为
工业矿体。 北东向断裂,是矿区最主要的赋矿构造,
在古楼山矿段其规模较小,一般长几百米-上千米,破
碎带宽几米-几十米,多成群成带分布,走向 20毅 ~
60毅,倾向北西,倾角 70毅 ~ 85毅,断裂带两侧次级断裂
及羽状裂隙也较发育。 北西向断裂,是矿区主要的赋
矿构造,在金龙山矿段其规模较小,多与锑矿化关系
密切。 北西向断裂走向 300毅 ~ 340毅,一般倾向北东,
个别断裂带倾向南西,倾角 60毅 ~ 80毅。 穿剌构造,由
于应力而形成的X型剪切和横向张性断裂,以致形成
页岩包围灰岩断块的“弧丘状构造冶,在这些构造中即
在灰岩与页岩的接触带内,形成规模不大的蚀变体。
这些蚀变体局部含有金矿化。
1. 3摇 岩浆活动

区域上岩浆活动较强,活动期主要为印支期。 铁
厂区铁铜乡花岗闪长岩小岩体离矿区最近,距古楼山
矿段约 8km。 矿区北侧 45 ~60km有迷魂阵、曹坪、柞
水三大花岗岩体出露。 矿区南侧产出有王家岭超基
性岩体群。 金龙山矿区内虽然没有发现岩体,但从容
矿岩层中发现的火山碎屑、金的高成色、成矿液体成
分、微量稀土元素等方面发现金矿与深源物质有关。
有关卫片环形影像可能是隐伏岩体的反映,在沉积岩
厚层发育区有可能存在隐伏的岩浆岩体(王世忠,
1997;卢纪英,2001;赵利青,2001;朱华平,2003)。

2摇 矿床地质特征

截止2009年底本区共发现40条金矿脉,圈定工业
矿体 26条。 根据容矿岩石和控矿构造的不同,区内矿
(化)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受有利岩性、断裂及小规
模节理控制的浸染型矿化体,另一类是明显受断裂控
制的脉型金矿化体。 各类矿(化)体特征如下:
2. 1摇 浸染型矿体特征

分布于金龙山、腰俭、丘岭、古楼山四个背斜轴
部、两翼的破碎蚀变带中。 破碎蚀变带是在早期的剪
切片理化带上叠加横切片理、破劈理、不均匀分布的
膝折带,构成 NE、NW、EW、SN 向破碎蚀变带。 其中
北东向破碎蚀变带是本区的主要含矿带(如 304-3)。
矿体多呈似层状、板状、透镜状。 矿体长一般 140 ~
370m,最长 974m,厚度一般 0. 85 ~ 21m,最厚达
35郾 34m,平均品位 2. 88伊10-6 ~ 5. 2伊10-6,最高达 50.
24伊10-6。 矿体与围岩界线不清,呈过度关系,常见膨
大狭缩现象。 矿石以角砾岩型为主,金属矿物主要分
布在角砾中,而胶结物中并不多见。 蚀变以硅化、方
解石化为主,地表矿化以褐铁矿化为主,深部矿化以
黄铁矿化、含砷黄铁矿化、毒砂矿化等为主。
2. 2摇 脉型矿体特征

该矿化体沿松枣背斜轴部脊线东西分布,严格
受构造角砾岩化带控制(如 321 矿脉),与围岩界线
清晰。 断裂属早期张性断裂,形成角砾岩带,后期为
压扭性断层叠加,断裂活动强烈,角砾越碎,金品位
越高。 矿体长 400 ~ 960m,厚 0. 72 ~ 1. 09m,金品位
1. 19伊10-6 ~ 31. 10伊10-6,平均 10. 31伊10-6。 矿化体
主要由灰岩角砾岩、似碧玉岩质角砾岩、含铁碳酸盐
岩脉和氧化铁质断层泥组成,矿化蚀变主要有黄铁
矿化、硅化、碳酸盐化及少量的毒砂矿化。
2. 3摇 矿石特征

原生矿石的主要类型有:黄铁矿型金矿石、毒砂
-黄铁矿型金矿石、辉锑矿-黄铁矿型金矿石和辉锑
矿-毒砂-黄铁矿型金矿石,氧化矿石主要为褐铁矿
型金矿石,各类型矿石地质特征如表 2。
2. 4摇 主要载金矿物及金赋存状态

载金矿物主要为含砷黄铁矿,细微粒毒砂,赤铁
矿,其中以构造热液早-中期含砷黄铁矿及细微粒
毒砂含金性最佳,具有含砷量越高,含金性越好的正
相关性,揭示出金,砷矿化沉淀时的矿物地球化学的
内在联系。 矿石中含金硫化物颗粒极其细小,黄铁
矿多在 0. 053 ~ 0. 01mm 之间,相对含量为 86. 5% ,
毒砂矿物更为细小,多小于 0. 037mm,小于该粒度
的毒砂占其总含量的 86. 2% 。 热液期黄铁矿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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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粒者出较早,含金性好,往往在含砷极低的黄铁
矿外缘附有含砷较高的含砷黄铁矿增生体,形成具
有增生环带的复杂结构。 该含金黄铁矿以五角十二
面体者居多,少量为立方体或八面体形态。 其粒径
多在 0. 01 ~ 0. 05mm之间。 毒砂形态多呈微细的鱼
刺状,稍粗者呈细针状、细柱状。 金以次显微独立金
矿物形式出现,赋存在含砷黄铁矿的增生环带或增
生体边缘、微裂隙中、晶面、裂隙、晶体边缘,呈小圆
珠、链珠、链球状,一般粒径大小为 0. 025 ~ 0郾 05滋m;
赋存在毒砂的晶体边缘、径粒裂隙,呈小圆珠、链状,
一般粒径大小为 0. 025 ~ 0. 16滋m。
2. 5摇 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统计本区域 344 件样品分析结果,从表 3 可以

看出,本区明显富集 As、Sb、Hg,Ag、Au 也较高。 微
量元素相关性分析表明 Au-As-Sb-Hg 有较好的相
关性。 金龙山金矿带微量元素的水平分带:由东向
西依次出现 Hg -Sb、Hg -Sb( -Au)、Au( -Hg) ( -
Sb)、Au的元素水平分带特征。 由上部至下部垂直
分带为 Sb、Hg、As、Ag寅Au、As、Ag寅Au、Ni、Mo。 矿
体的上部和前晕是以 Sb 元素出现强烈的正异常丰
度为特征的,矿体的中部和下部及尾晕是以与 Au
始终保持稳定共生关系的 As-Ag-Hg元素组合晕为
特征的。 这与地质观察所见,金、汞锑矿化之间存在
的“不离其踪、不在其中冶的特点,与客观事实是一
致的。 根据前人研究结果,从稀土元素、氢-氧同位
素、硫同位素特征来看,成矿物质来源具有多源性。

表 2摇 金龙山金矿区矿石类型及其特征
Table 2摇 Or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Jinlongshan gold deposit

类型 原生矿石 氧化矿石

特征 黄铁矿型 毒砂-黄铁矿型 辉原锑矿-黄铁矿型 辉锑矿-毒砂-黄铁矿型 褐铁矿型

控矿地层岩性 含铁质粉砂岩、页岩互层,含铁质页岩、碳酸盐互层

矿体形态规模 透镜体、似层状、规模较大 扁豆体状、脉状、规模较小 透镜状、脉状等

金属矿物
黄铁矿、砷黄铁矿、
闪锌矿、次显微金

黄铁矿、毒砂、砷黄
铁矿、闪锌矿、次显
微金

黄铁矿、砷黄铁矿、辉
锑矿、闪锌矿、次显微
金

黄铁矿、毒砂、砷黄铁
矿、辉锑矿、闪锌矿、次
显微金

褐铁矿、锑华、显微金

矿石构造
微细浸染状、细脉浸染状、条带状、

团块状、草莓状 微细浸染-网脉状、角砾状、草莓状 蜂窝状、土状、皮壳状

矿石结构 自形-半自形、增生环带、交代残蚀 自形-半自形、增生环带、它形粒状 假象、残余

表 3摇 矿床地球化学背景(据张复新,2007)
Table 3摇 Geochemical background of the Jinlongshan gold deposit(after Zhang et al. ,2007)

类别
元素含量背景值 / 10-6

Au Ag As Sb Hg Cu Zn Co Ni Sr Ba V Li Mn

本区 0. 005 0. 19 20 10 0. 34 37 65 7 35 75 15 62 18 369

山柞旬泥盆系 0. 00125 0. 076 9 1. 4 0. 255 26. 7 53. 2 187 416 617

世界砂岩 0. 01n 1 0. 01n 0. 03 n 16 0. 3 2 20 10n 20 15 10n

世界页岩 0. 07 13 1. 5 0. 4 45 95 19 68 300 580 130 66 850

世界碳酸盐岩 0. 01n 1 0. 2 0. 04 4 20 0. 1 20 610 10 20 5 1100

2. 6摇 矿床成矿机制
通过上述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控矿因素、

成矿物质来源、成矿流体条件和成矿时代的分析研
究表明,金龙山金矿的成矿机制为:在印支期碰撞造
山过程中强大的构造—岩浆水(热)事件使深部岩
浆水及变质建造水沿深断裂向上运移,沿途与不同

层位建造水、地下水混合,萃取深部基底、盖层中的
成矿组分(Au、As、Sb、Hg 等),溶解地层中的 C、Fe、
Si、S等形成含矿溶液;含矿溶液运移在适宜的构造
部位随构造的多阶段活动形成多阶段矿化,在泥钙
质粉砂岩中多形成受断裂和节理及有利于渗透的岩

性控制的浸染状金、毒砂、黄铁矿化,在灰岩中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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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明显受断裂控制的脉型金、黄铁矿化。 Au、As、
Sb、Hg主要来源于深部或(和)基底(中下地壳),与
区内深大断裂及岩浆活动有关。

3摇 控矿因素分析

3. 1摇 有利岩性对金矿化的控制作用
区域上金矿化见于多个层位(表 4),其中金龙

山金矿带(自西向东包括古楼山、丘岭、腰俭、金龙
山等矿段)金矿化见于中泥盆系统杨岭沟组生物碎
屑灰岩,南羊山组粉砂质千枚岩、泥质和钙质、炭质
千枚岩,下石统袁家沟组含燧石条带薄-中厚层灰
岩中。 已知矿化见于多个层位的的多个岩性地层
中。 与国内外许多微细浸染型金矿由岩性控矿的特
征相一致。

表 4摇 镇安-旬阳盆地金矿化层位
Table 4摇 Gold mineralization layers in the

Zhen爷an-Xunyang basin

地层 矿化层位 矿床(点)

二叠系 下统 水峡口组 西沟

石炭系 下统 袁家沟组 金龙山

泥盆系

上统

中统

下统

南羊山组 丘岭、腰俭

冷水河组 天坑

杨岭沟组 惠家沟、双庙

石家沟组 砂硐沟

西岔河组 小河

镇旬盆地中地层的物源来自武当地块等稳定地

区(张复新,1997),沉积盆地稳定。 金龙山矿区赋
矿围岩主要为(泥质)钙质粉砂岩、粉砂质页岩,粉
砂质灰岩、泥质灰岩以及它们的互层,粉砂多为石
英,偶见长石,主量元素为 Si、Ca、Al、C、K 等。 从矿
石化学成分看,矿石中硅质或砂质 ( SiO2 一般为

36. 44% ~ 77. 89% )、钙质(CaO 变化于 2. 31% ~
48. 23% )、泥质(Al2O3 多变化于 2. 2% ~ 18. 82% 、
K2O变化于(1% ~ 6. 01% )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说明赋矿岩石的复杂性。 纯粉砂岩、纯泥质岩、纯碳
酸盐岩矿石少见。 钙质、砂质、泥质共同组成的岩石
是矿化的有利岩性,如钙质粉砂岩、粉砂质页岩、含
砂灰岩、钙质页岩、泥质灰岩等。 砂质成分的粒级及
可渗透性是热液扩散并可能吸附成矿组分的重要特

征,含较高的钙质可能有利于扩大渗透性,含一定泥
质又具有吸附金等物质的作用。 能干性中等粉砂质
成份较多的岩石,由于兼有钙质、泥质或与灰岩互层
产出,则有较大的孔隙度及连通性,因而在顺层或在

断裂、节理附近形成弥散型的蚀变、浸染状的矿化,
使矿体与围岩无明显界线,显示“切层顺层冶的复杂
格局,如 304、103 等矿脉。 对能干性大的灰岩,多为
断裂控矿,矿脉与围岩界线清楚如 321、106 号矿脉。
浸染状矿化受有利岩性及断裂的联合控制,有利岩
性为钙质粉砂岩、泥质粉砂质灰岩、粉砂质页岩等,
其 SiO2 一般在 38% ~ 50% ,CaO 一般在 10% ~
25% ,在本区有利岩性找矿的观点应取代在某些时
代地层找矿的观点,在更广范围内寻找金矿床。
3. 2摇 构造对金矿化的控制作用

镇安-板岩镇断裂以及松树岭-枣树滩复式褶
皱在研究区向南突出呈弧形构造,腰俭矿段位于弧
形构造的弧顶,金龙山矿段位于弧形构造的东翼,丘
岭矿段位于弧形构造的西翼。 因此,整个金龙山矿
区位于应力最强而且交汇之处,金龙山矿区存在着
明显的褶皱剪切带,控制了以金、汞锑成矿带。 在受
近南北向(15毅 ~ 30毅)主压应力作用下,随着递进变
形的继续进行和加剧,在应变中心部位,穿刺构造、
东西向剪褶带、膝折带、破背斜广泛发育,形成较开
放的扩容构造空间,有利于含矿流体成矿组分的停
滞,形成含金硫化物和蚀变组分的沉淀,组成浸染状
金矿体。

南北向断裂对金矿床的控制作用:作为区域上
的主压应力方向,南北向构造在造山带演化一开始
就伴随着活动,在各个阶段演化中南北向构造一直
处于以横向、张性为主的力学性质中,这种特殊的性
质构造往往是东西向构造的束状结点,因此南北向
构造与成矿物质的迁移就位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由
于受南北向断裂控制,有利岩相的呈南北向展布。
本区存在着“东西成行,南北成列冶区域矿产的分布
特点。 区内金龙山矿段玉皇顶—郭家山南北一线,
分布着三处金矿点,腰俭 204 号脉 、丘岭矿段 304-4
矿体南北向宽度较大的矿体向东西两侧厚度锐减,
呈不协调尖灭状也证实了南北向构造的存在。

北东、北西断裂对金矿床的控制作用:北东向、
北西向断裂作为一对共轭断裂是同时发育起来的。
在共轴挤压之后,矿区经历了左行平移剪切,在这一
应力作用下,北东向构造的力学性质从挤压转向引
张,原先向南东方向逆冲的断层后期略显张性,发育
了大量张剪性羽状次级断裂,因而北东向构造的含
矿性明显优于其他方向次级断裂,金龙山矿区 101、
103、106 和丘岭 304-3 均受北东向构造控制。 北西
向构造后期性质以平移为主,缺乏张性特征,伴生的
裂隙构造不发育,含矿性不如北东向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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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构造的交汇对金矿的控制:丘岭矿段主矿体
304-3所在的部位东沟,其地貌为一扇形的洼地,实质
上是南北向、北东向、北西向三组断裂构造交汇的产
物。 它们是在同一应力应变中心部位,受近南北向挤
压和东西向左行滑移应力共同作用的产物。 该处发生
并出现的东西向、北东向、北西向、南北向构造复合是
该金矿形成一个主要构造条件。 它们在有利岩性部位
交汇形成的“米冶、 “V冶,正是由于多组断裂的交汇形成
了成矿热液的通道,当这些透入性破裂构造发育在有
利含矿岩层的剪切带上时,破碎岩石可直接构成工业
矿体,局部地区可形成膨大的矿体。

4摇 找矿方向

4. 1摇 在已知矿体深部找矿
金龙山矿区内不同矿段内矿体的最低控矿标高

不一致,在西侧的古楼山矿段最低控矿标高为
1357m,丘岭矿段最低控矿标高 986m,腰俭矿段的
最低控矿标高为 806m,金龙山矿段最低控矿标高为
200m。 金龙山矿段内金矿体控制深度达 600m,而
西侧的古楼山矿段控制平均深度仅 77m。 所以从控
矿标高分析:古楼山矿段、丘岭矿段、腰俭矿段的已
知矿体深部尚有很大的找矿前景。

我们研究了丘岭矿段的 118 线 304-3 号矿体中
元素垂向分布特征,认为前缘元素 As、Hg、Sb 分布
在矿体头部及中部,有叠加现象,近矿元素 Pb、Zn、
Cu分布在矿体中下部,尾晕元素分布在矿体下部,
说明存在晚期的前缘元素叠加在早期的矿体上,说
明矿体向深部仍可能有一定的发育。 同时黄铁矿的
热电性表明:不同标高上的黄铁矿的热电性变化并
不明显,揭示矿化向深部仍有一定延深。

经过久益公司详查和中金公司勘探证实,丘岭
矿段的 304-3 号、金龙山矿段的 103 号主矿体深部
延伸较大,矿体向深部品位、厚度等均没有明显减弱
的趋势,反映出矿化向深部应有延深。 通过综合分
析,认为勘查区内的 109、218、410 等矿体具有相似
其构造特征、成矿条件,深部找矿潜力较大。
4. 2摇 加大矿区地表异常检查力度,力争发现新矿

化体

摇 摇 区内还有较多的土壤化探异常没有检查,如
HT92-19、HT92-13、HT92-8、HT93-7、HT93-10 等
1 /万土壤异常有待进一步查证。 今年在古楼山矿段
西侧新发现了 412、417、418 等含金蚀变带,说明在
该区成矿有利地区仍有可能产出其它未知金矿脉,
矿区内找矿仍有较大潜力。

4. 3摇 在矿区东段汞锑矿带深部有较大的找矿空间
前人在丁-马矿带已发现了 500 余条汞锑矿化

体,均受一定的褶皱断裂构造控矿,构造形态多样。
依据金锑矿“不在其中,不离其踪冶赋矿规律,在该
地区已知汞锑矿化体的深部,NW、NE、EW 向深大
断裂带内寻找金龙山式锑金矿有较大的找矿前景。
4. 4摇 在松-枣背斜轴部及北翼找矿

根据近几年的找矿实践证实,金龙山矿区的金
矿化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在矿区北部剪切褶皱构造
也较发育。 并已发现多处金矿点(灯台垭、涝池垭、
郭家山、青泥沟等),所以本区找矿工作不能局限在
松-枣背斜南翼的丁-马矿带上。 考虑到受南北向
断裂控制,有利岩相的呈南北向展布这一特点,在矿
区的北部开展找矿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有可能发现
新的“丘岭冶“金龙山冶矿段。
4. 5摇 加大矿区外围南北矿带的预查力度

根据“东西成行,南北成列冶区域矿产成矿规
律,在矿区北部发现了铁厂-龙王沟-青山铁金矿
带、南部发现了文家岭-泗峡口-三天门金矿带、小
河-公馆金汞锑矿带,矿带内褶皱剪切构造亦相当
发育,对已发现矿带,只要加强研究、加大勘查力度,
有可能找出第二个“金龙山冶矿带。

[注释]
淤摇 刘光智,王伟峰,刘新会. 2008.陕西省镇安县金龙山矿区岩金普

查设计[R] .武警黄金第五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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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Control Factors and Ore-Search Direction of the Jinlongshan Gold
Deposit in Zhenan County, Shananxi Province

WANG Wei-feng1,LI Gen-min1,XU Cui-xiang2

(1. Fifth Gold Geological Party of CAPF, Xi爷an摇 710100;2. China Geological Museum,Beijing摇 100034)

Abstract:The ore-bearing strata of the Jinlongshan gold deposit include medium-thickness limestone in the Yanglinggou Group of middle Devonian,
thin and medium-thickness silt shale interbeded by medium- thickness and thin limestone in the Nanyangshan Group of Upper Devonian and the limestone
in the Yuanjiagou Group of Lower Carbonition. Ore-bodies occur in rocks of various lithology in multiple layers. Au mineralization is controlled by favora鄄
ble lithology. There are obvious shear zones in the Jinlongshan gold deposit which control the gold, mercury and antimony mineralization. Influenced by
the north-south structure, mineral distribution in this area is characterized by a pattern of east-west rows and north-south columns. NE and NW trending
faults intersect and become the channels of hydrothermal fluids. Broken mineralized rocks could form ore-bodies directly when the penetrative faults devel鄄
oped in favorable layer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ore-forming hydrothermal fluids in the Jinlongshan gold deposit stemmed from depth, migrated upward
and led to mineralization at favorable lithology and structure. In the southern Qinling sedimentary area, gold exploration can be extended to many places,
where disseminated mineralization may be found in groups other than the Nanyangshan Group, such as the Sixiakou, Yanglinggou ,Lengshuihe, Xikou,
Jiuliping, and Tiechangpu Group. Vein mineralization may be found in the Jiehe Group of the Permian and Triassic and limestone of the Jiuliping Group
in addition to the Yuanjiagou and Lengshuihe Group.

Key words: gold deposit, ore-control factor, ore-search direction, Jinlo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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