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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八卦庙金矿床构造特征

及其对成矿的控制
3

张  恩  周永章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 广州   

郭  健
西北有色地质研究所 西安  

提  要  文章对八卦庙金矿床的矿区构造特征 !矿床地质和矿床成因作了系统的分析 认为在断陷盆地中形成

的一套具有浊流沉积特征和热水沉积特征的含金高背景的赋矿岩石为金矿的矿源层 ∀在褶皱造山过程中 金元素

发生活化 !再分配并在层间破碎带 !构造片理化带及剪切带中预富集 ∀在印支期 ) 燕山期的构造及伴随的岩浆热液

作用下 金矿最终在构造有利部位富集成矿 ∀该矿床构造控矿明显 因此 研究其构造特征对于搞清该矿床的成因

进行成矿预测 确定找矿标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关键词  金矿床  八卦庙  控矿构造  找矿标志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八卦庙金矿床位于秦岭造山带海西印支褶皱带

中 是我国发现的陆 陆碰撞造山带中的超大型金矿

床 郑作平等 ∀矿床构造控矿非常明显 主矿

体受苏家沟 ) 空棺沟复式向斜西端北翼的八卦庙次

级向斜的控制 成矿部位表现出强烈的脆 ) 韧性剪

切特征 是秦岭海西印支褶皱带特定构造环境发展

演化的产物 ∀在同一条成矿带上还发现有许多类似

矿床 如双王金矿 !庞家河金矿 !古迹金矿 !坪定金矿

和李坝金矿等 它们一起形成秦岭金矿密集区 ∀

 矿区构造特征

111  褶皱构造

矿区位于秦岭造山带海西印支褶皱带中 图

凤县 ) 镇安褶皱束北缘 ∀矿区北部为蚂蝗沟 ) 磨门

沟倒转背斜 南部为长沟 ) 大柴沟背斜 矿区本身是

一向西仰起的复式向斜 ∀在该复式向斜中又发育多

个次级褶皱 ∀

112  断裂构造

区域断裂构造也很发育 北有凤镇 ) 山阳断裂

南为酒奠梁 ) 江口断裂 它们均属同生断裂 ∀在印

支期北东 南西向挤压作用下 本区形成了以北西西

南东东向为主体展布方向的一系列不同级次的复式

向斜构造和韧性 !脆韧性剪切构造带及断裂构造 ∀

同生断裂  凤太海盆同生断裂发育 其展布具

北东 !东西和南北纵横交织特点 沿同生断裂发育有

同生断裂角砾岩 !地震岩席和热水喷流沉积岩 ∀

剪切构造带  有唐藏 ) 靖口韧性剪切带 !湘子

河 ) 老铁厂脆韧性剪切带 !高坡子 ) 狮子坝脆韧性

剪切带和玉皇庙 ) 江口脆韧性剪切带等断裂构造

带 其中湘子河 ) 老铁厂脆韧性剪切带是凤镇 ) 山

阳断裂带的西延部分 是凤太地区泥盆系的北界断

裂 ∀带内拉伸线理 !≥ ≤ 构造 !旋转斑点等指向标志

发育 ∀岩石普遍糜棱岩化 !千枚岩化 东西向展布

倾向不定 ∀印支期 ) 燕山期以来运动方向以左行剪

切为主 与矿化关系密切 ∀

控矿构造  苏家沟 ) 空棺沟复式向斜西端北翼

的八卦庙次级向斜及一组走向断裂和脆韧性剪切带

是本矿区的控矿和容矿构造 ∀在剪切带中层间劈

理 !流褶皱 !鞘状褶皱及平卧褶皱发育 同时有糜棱

岩 或超糜棱岩 !糜棱岩化绢英岩等 断裂带中岩石

破碎强烈 石英脉或石英方解石脉沿破碎带充填 并

经多次破碎和蚀变 形成含金构造蚀变带 ∀

容矿构造  野外调查表明 矿区 ∞走向的张

剪性节理及其所充填的石英脉非常发育 卫星影像

解译发现 八卦庙 ) 铜铃沟有一条宽 ∗ 长

3 本文得到 项目 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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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秦岭区域地质构造略图 据郑作平等 修编

ƒ  ≥ ±

) 华北地块 ) 扬子地块 ) 秦岭褶皱系 ) 北秦岭加里东褶皱带 ) 礼县 柞水海西褶皱带 ) 南秦岭印支褶皱带

) 北大巴山加里东褶皱带 ) 松藩 甘孜褶皱系 ∏ ) 徽成拗陷 √ ) 南阳拗陷 ω ) 八卦庙金矿床 ) 一级构造单元界线 ) 二

级构造单元界线 ) 断裂带

约 的 ∞向线性纹带 为脆性剪切带 ∀节理

走向 ∞ ∗ β 其中充填的石英脉含金品位高 是

金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矿床地质特征

211  矿体的空间展布特征

八卦庙金矿床处于控矿逆冲断裂南侧 ∀矿床内

矿体较集中 一般成群或成带分布 分为北 !中 !南

个矿带 图 ∀矿体总体走向近东西 倾向北东 呈

透镜状 中部连续性好 上 !下两端及东 !西两侧出现

分支 ∀北矿带距控矿逆冲断裂面约 ∗ 蚀变

最强 矿化最好 中矿带距逆冲断裂面约 矿化

次之 南矿带矿化最差 仅圈出两个小矿化体 ∀

212  矿石种类及结构构造

金矿石有 种类型 于学元等 一类是破

碎带中的强烈蚀变的围岩 另一类是含金石英脉 第

三类是含金铁白云石石英脉 ∀矿石为自形 ) 半自形

粒状结构 !显微粒状结构 !显微鳞片变晶结构 其中

大部分是千糜结构 !糜棱结构 钟健华等 矿

石构造则以浸染状 !斑点状 !细脉状 !网脉状 !角砾状

及条带状为主 ∀

213  蚀变特征

矿区内广泛发育各种蚀变作用 如硅化 !铁白云

石化 !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 !钠长石化和磁黄铁矿 黄

铁矿化 ∀矿体和近矿围岩中还出现一种矿物集合体

蚀变 ) ) ) 斑点蚀变 它是热液作用的产物 斑点常由

石英 !绢云母 !铁白云石和磁黄铁矿 黄铁矿组成 宏

观上表现为褪色蚀变带 它反映了热液作用的范围 ∀

214  含金石英脉及其特点

石英脉是八卦庙金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常充

填于构造破碎带中 并多次发生破碎和蚀变 形成含

金构造蚀变带 ∀它形成于成矿作用的各个阶段 以

晚期叠加的 ∞向剪切构造及其所充填的石英脉

与矿化最为密切 含矿品位较高 ∀根据产状 矿区的

石英脉大体可分为顺层脉和节理脉两种 ∀顺层石英

脉常沿 • • 向剪切断裂带顺层分布 石英脉呈团

块状 !扁豆状 !透镜状 !无根脉状密集分布 脉带宽几

十厘米到数米不等 脉体与地层同步褶曲 在构造虚

脱部位加厚 可见应力生长特征 ∀石英脉的矿物组

成以石英和铁白云石为主 大于 少量磁黄铁

矿 !黄铁矿和绢云母 矿物颗粒粗大 且分布极不均

匀 ∀金矿化弱 据统计金品位在 ∗ ≅

之间 平均 ≅ 难以单独构成工业矿

体 反映了早期构造活动对成矿物质的初步富集作

用 ∀节理石英脉沿 ∞ ∗ β走向呈节理密集带分

布 并切穿顺层石英脉 脉宽 ∗ 长数米到

余米 脉壁平直 常具侧向尖灭再现现象 组成矿物

主要有石英和铁白云石 大于 以及磁黄铁矿 !

黄铁矿 !黑云母 !钠长石 !电气石和磷灰石等 ∀矿物

粒度小于 以 ∗ 居多 ∀铁白云石

多分布于石英脉边部 ∀此类石英脉含金量高 据统

计金品位约为 ∗ ≅ 平均 ≅

为最终矿体的主要部分 ∀

215  成矿流体性质

八卦庙金矿床中矿物流体包裹体比较发育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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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八卦庙金矿地质略图 据于学元等 修编

ƒ  ≥ ∏ ¬

⁄ γ ) 中泥盆统古道岭组上部 ⁄ ξ ) 上泥盆统星红铺组下段第一层 ⁄ ξ ) 上泥盆统星红铺组下段第二层 ⁄ ξ ) 上泥盆统

星红铺组下段第三层 ⁄ ξ ) 上泥盆统星红铺组下段第四层

铁白云石和石英中 发现了大量的两相包裹体和含

≤ 子晶的多相包裹体 ∀原生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多为 ε 最高可达 ε 属中高温环境 包裹

体盐度 ω ≤ ∗ 结合矿石中

大量的铁白云石和 ≤ 包裹体 不难得出八卦庙金

矿的成矿热液为一种富含 ≤ 的高盐度 !高温度的

≤ 型成矿流体 ∀这些特点与广东重要的河台金

矿和庞西垌金矿床基本一致 周永章等 ∀

216  同位素示踪

从已有的硫 !氢 !氧 !碳 !硅同位素测定结果 朱

宏洲等 邵世才 郑作平等 可以

得出以下结论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围岩 ∀

成矿热液是多源的 即有大气降水 也受岩

浆水的影响 ∀

成矿物质主要来自深部 ∀

顺层石英脉的硅质主要来自地层中的热水

沉积物 节理石英脉的则主要来自印支期 ) 燕山期

中酸性岩浆活动 而且早期的成矿物源单一 晚期

的成矿物源趋于复杂 ∀

 构造演化及其控矿性

自元古宙以来 秦岭裂谷经历了多阶段 !多旋回

的拉张与挤压 !新生与消亡的演化历程 同时也形成

和改造着本区的多金属成矿带 ∀八卦庙金矿产于秦

岭泥盆系地层中 它与整个古生代裂谷的扩张演化

是分不开的 其演化与作用大体可分为以下 部分 ∀

311  控制矿带 !矿田和矿源层的构造

在早泥盆世 华北板块之南缘和扬子板块北部

边缘发生拉张裂陷 形成了西起岷县 东达西峡 长

达 以上的近东西向裂陷带 图 ∀在陕西境

内 主要沿王家楞 ) 凤镇 ) 山阳地背斜发生拉张 产

生由地垒 !地堑组成的裂陷带 由于地垒的东西向断

续分布 控制了彼此分割又有沟通的凤太 !板沙 !柞

山 !镇安 !旬阳等海盆的范围 它们彼此既有共性又

有差异 刘平等 ∀在沉积盆地中发育 ∞向 !

• 向 !≥ 向和 ∞• 向的网状同生断裂系统 以凤

镇 ) 山阳近东西向深大同生断裂为主的低序次同生

断裂 ∞向 ! • 向及 ≥ 向 为深部流体 海底喷

流 和火山凝灰质物源热水的大规模排出和上升进

入次级沉积盆地提供了构造通道 而高序次同生断

裂 ∞• 向及 ≥ 向 则为控盆构造 ∀在凤太一级拉

分盆地中 西河近南北向同生断裂将其分割为东部

太白二级盆地和西部凤县二级盆地 银母寺 ) 八卦

庙 ) 八方山拉分式三级构造热水沉积盆地位于风县

二级沉积盆地的西北边缘上 方维萱等 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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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镇深大同生断裂则从八卦庙金矿北缘通过 ∀由

于区域同生断裂的持续活动和含矿热水的间歇性喷

流 在区内形成了一套具有浊流沉积特征和热水沉

积特征的含金高背景的赋矿岩石 ∀

312  成矿物质活化和预富集作用

在海西晚期 ) 印支期 扬子板块与秦岭微板块

及华北板块相碰撞 一方面导致地层褶皱变形 !逆冲

叠覆 另一方面与早期同生断裂构造复合叠加 形成

本区以 • • ) ≥∞∞向为主体展布方向的一系列不

同级次的韧性 !脆韧性剪切带和 ∞向横断层 该带

中发育一系列小褶皱 ∀地层中发育流劈理 !流褶皱 !

鞘状褶皱和平卧褶皱 ∀岩石具糜棱岩化 !千糜岩化

现象 矿石中千糜结构 !糜棱结构和网脉状构造 !角

砾状构造明显 同时伴有强烈的热液作用 使成矿物

质得到活化并初步富集 形成一些具金矿化的剪切

揉皱带和顺层石英脉等 ∀

313  热液再改造及成矿作用

在燕山期 华北板块向南发生陆内俯冲 秦岭造

山带进一步收缩挤压 区域上形成一系列紧闭倒转

褶皱和叠瓦式逆冲推覆构造带 ∀由于扬子板块北缘

的不规整性和佛坪古陆 !陡岭地体 !小磨岭地体等离

散块体的砥柱作用 使秦岭泥盆系地层东西部发生

不均衡的南北向挤压 以佛坪古陆为界的中部受力

最强 构造复杂 褶皱紧闭 次级褶皱发育 而向两端

褶皱逐渐开阔 东部向东南撒开 形成马蹄形宽缓向

斜 西部走向北西 西宽东窄 向西扬起 向东收敛

褶皱两翼不对称 北陡南缓 ∀断层集中于北部 以逆

断层为主 伴有正断层 南部断层不发育 表明区域

压力由南往北逐渐增强 ∀伴随着各种构造的一系列

密集的北东向张性剪节理 为金矿的重要容矿构造 ∀

与此同时 还伴随着强烈的岩浆活动 ∀由于区

域构造特点和区域上不均衡的挤压作用 岩浆自东

而西向深部侵入 形成了近东西向展布的西坝等中

酸性岩体和围岩中的岩脉群 ∀岩体及所产生的热液

不仅为金矿化提供了热动力 同时也带来了成矿物

质 ∀虽然矿区岩浆岩并不发育 仅北部有成群展布

的钠长细晶岩脉和闪长玢岩脉 但西坝岩体 ° 及

年龄为 ∗ 张选固 为印

支期 ) 燕山早期的产物 与矿区岩脉的形成时代及

八卦庙金矿成矿时代一致 ∀同时 矿区岩脉金含量

高 为本区矿物质的再次活化 !迁移 !富集

提供了热动力和成矿物质 ∀另外 在剖面上深部矿

化增强 预计矿区深部有隐伏岩体分布 其长轴方向

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可对成矿提供热液 ∀

综上所述 八卦庙金矿床是秦岭地区长期构造

作用及其演化的结果 构造控矿明显 ∀矿区北缘有

山阳 ) 凤镇深大同生断裂通过 ∞走向的张性剪节

理及其所充填的石英脉极其发育 其中充填的石英

脉含金品位高 是金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而也

很好地解释了该区卫星影像中所发现的现象 即八

卦庙 ) 铜铃沟有一条宽 ∗ 长约 的

∞向线性纹带 应为一脆性剪切带 ∀另外 矿床分

带明显 矿化有由南向北 !由浅入深逐渐增强的趋

势 这与构造及其发育程度密切相关 即矿化受

• • 向脆韧性剪切推覆构造带和 ∞向剪节理密

集带的联合控制 而且在两者的交汇部位矿化最好

离剪切带越远矿化越差 ∀

 找矿勘查意义

八卦庙金矿构造控矿明显 ∀追踪和发现低序次

同生断裂是寻找新的超大型矿床的主要方向 同时

要注意综合研究与构造有关的其他因素 ∀在此笔者

提出如下找矿标志 ∀

中上泥盆统热水沉积岩相和浊积岩相发育

的地区 ∀本区有利含矿岩相具有东西分区 !南北分

带的空间展布特征 在找矿时应注意追索这种变化 ∀

在含金建造中 靠近深大断裂且构造活动

强烈地段 层间破碎带和层间片理岩化带发育地段

尤其是印支期 ) 燕山期韧 脆性剪切构造叠加部位

是找矿的最有利地段 ∀

与区域构造相关的中酸性岩体及其接触带

∗ 处或岩脉发育地段 ∀

围岩蚀变强烈发育地段 蚀变种类以绢云母

化 !硅化 !铁白云石化及黄铁矿化为主 ∀

致  谢  本文应用了西北有色地质研究所的部

分资料 西北有色地勘局何典仁 !李作华高级工程师

亦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参加过该研究的还有苏瑞

霞 !陈丹玲等同志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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