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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天井山-小贺金矿由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32地质队与 1963年最早围绕灵山岩体开展 As、Pb、

Zn多金属矿详查时发现，1988年，该队在天井山南西田子坑-韩家-新岭脚一带开展金矿普查，在岩体与井

谭组地层内外带上发现含金石英脉，1990 年提交《安徽省休宁县天井山地区韩家金矿普查地质报告》，求

得 D+E级黄金储量 270 kg。1988～1996年华东有色地质勘查局 814队在天井山北东段小贺一带开展金矿

普查，并于 1996年提交了《安徽省休宁县白石坑金矿地质普查报告》。前人通过工作总体认为该区矿体规

模小，仅适合地方开采。作者与 2009 年通过室内分析和野外调研认为，该区金矿成矿条件优越，与已知

区域上著名的江西金山、大背屋等金矿有相似的地质背景、相似的岩矿石地球化学特征，统一与元古代杨

子板块和华夏板块碰撞闭合的地球动力学背景下，应该有较好的成矿空间。2010年初，通过工程布设，地

表多数探槽揭露到较好工业矿体，一举改变了“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状况，目前深部工程正在施工中，

预计通过施工金矿资源量有望达到中-大型规模。 

1  区域地质背景 

皖南浅变质岩地区大致有 4个不同的构造单元拼合而成，有北向南依次为：扬子板块的俯冲基底、羊

栈岭前陆褶皱冲断带、障公山构造混杂岩带、白际岭火山岩推覆体。皖南天井山-小贺与江西金山、大背屋

等金矿同位于障公山构造混杂岩带的东段。障公山构造混杂岩带特征既有代表弧后俯冲过程中产生的蛇绿

混杂岩，也有陆壳碎块的构造(碰撞混杂岩），既有韧性剪切的基质，也有韧一脆性过渡的剪切基底，是弧

后俯冲和弧一陆冲撞造山的产物。其主要构造形式是强烈的劈理化带、韧性剪切带、褶叠层相间分布的构

造格局（张国斌等，2008）。 

从皖南浅变质岩系的构造演化历史上分析，在前寒武纪，皖南地区以形成火山-沉积矿床为主的地区，

晋宁运动奠定了本区的构造格局，也控制着该区的矿产分布。从现有资料看，本区主要矿种的成矿期为晋

宁期和燕山期，中生代的成矿作用是在晋宁期变质基底上局部演化的结果，即中生代的矿产分布仍反映了

基底格局对区域成矿的控制。 

2  矿区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2.1  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井谭组和中元古界牛屋组地层。井谭组地层主要岩性为：变质安山岩、

变质流纹质凝灰岩夹含砾千枚岩、凝灰质粉砂岩、流纹斑岩及变质英安斑岩等。锆石 U-Pb年龄为 77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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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牛屋组地层主要有青灰、黄绿、黄褐色千枚状砂岩，灰黑色粉砂质千枚岩夹含钙砂岩等组成。 

2.2  岩浆岩  

区内出露的侵入岩主要为晋宁期灵山花岗岩体，主要岩性为黑云母花岗岩，分布于矿区南东部，约占

矿区面积的 2/3。其次为花岗斑岩，主要分布于矿区中部犁太白及天井山一带。 

用目前返回的数据投入岩浆/火成岩系统全碱硅（TAS）图中，小贺岩体全部落入花岗岩区域，天井山

花岗斑岩也大体落于花岗岩区。由 Pearce花岗岩判别图解，可以看到，小贺花岗岩和天井山花岗斑岩均落

入板内构造环境，反映了该区黄花岗岩由初生陆壳板内改造形成。 

2.3  构造 

矿区位于璜茅-屯溪-三阳坑韧性剪切带的中段，同时受多期次构造活动影响，区内构造复杂，主要有

NE、NW、SN三组方向的构造。 

2.4  矿床地质特征 

矿体基本上沿灵山岩体与围岩接触带两侧呈 NE向斜列排布，矿体大小不一，成群成带出现。形态复

杂，一般为脉状或透镜状。矿体走向以 NE10-60°为主，倾向 NW 和 SE。其次为走向 NW310-330°，倾向

SW的石英脉。矿化石英脉长约数十 m至 1500多米，脉厚数 cm至 6m，含金品位从痕迹至数百十克吨不

等。矿体集中于笋山、白石坑-犁太北、田子坑-德公坑、金背屋等 4 个矿带。矿石类型主要为含金石英脉

和蚀变岩型等。 

2.5  地球化学特征 

样品微量元素蜘蛛图解显示，本区花岗岩及花岗质碎裂岩的微量元素配分形式与陆壳相似，指示了

它们可能存在成因的联系。 

从样品稀土元素标准化配分图上可以得出：两期岩浆岩均与陆壳的稀土配分相似，说明其可能是陆壳

改造重熔的产物。花岗质碎裂岩与花岗岩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受后期构造热事件的影响的产物，而含矿石

英脉的稀土配分也显示了它与花岗岩的成因联系。 

2.6  矿床成因浅析 

小贺-天井山金矿床的形成受地层、构造、岩浆活动等多重因素的控制。井谭组浅变质岩是该区金矿的

主要物质来源之一，同时矿床的氢氧同位素、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等特征说明中生代岩浆岩在成矿过程中为

二次改造提供了足够的热源及部分成矿物质。北东向韧性剪切带和北东东-北东向脆性含矿构造为成矿提供

了矿质运移通道和矿质沉淀场所。 

燕山期岩浆岩的侵入为金矿的形成提供了足够的热动力、部分热流体和成矿物质，同时萃取了地层中

的主要成矿元素及微量元素，形成含矿热流体。这种含矿热流体在运移过程中，在先期存在的构造薄弱部

位，由于温压条件的改变，释放富集形成小贺-天井山一带的金矿床。 

3  成矿前景分析 

江西金山（超大型）、皖南天井山-小贺金矿所处的区域同时经历了晋宁早期俯冲和晚期碰撞两个造山

阶段，形成于元古代扬子、华夏两板块的张开-闭合过程中的统一大地构造背景下，必然有着相似的地球动

力学过程。 

对比分析了两个矿床的地层、构造、岩浆岩及岩矿石微量元素、稀土元素等特征，综和分析认为：小

贺-天井山一带金矿床与已知超大型江西金山金矿床同位于江南造山带之障公山构造混杂岩上，有着相同的

地球动力学背景，有着相似的控岩控矿条件。围岩矿化蚀变特征、稀土配分形式相似、矿石类型及其等等

都具有相似性，认为在相似的地质背景下且已在地表发现规模较大的金矿体，小贺-天井山一带金矿资源量

也应该在中-大型规模。 

 

参 考 文 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