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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秦岭金矿类型可划分为造山带型金矿和卡林型金矿。通过研究秦岭金矿的区域成矿背景，造山带型

金矿的成矿条件；总结归纳出 6 条区域找矿标志，5 条造山带型金矿找矿标志，预测 8 条区域构造成矿带；勘查

实践发现了八卦庙特大型金矿床，以及铜铃沟、国安寺、王家坪等 11 处金矿点，其中一些具有大中型矿床的找

矿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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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金矿成矿预测研究和勘查找矿获得巨大成果，金矿类型可划分为造山带型金矿和卡林型金矿。近

十年来，勘查发现超大型矿床 5 处、大型矿床 21 处、中小型矿床 45 处，形成 14 个大—中型矿集区，构

成我国著名的秦岭金矿成矿带。 

1  区域成矿背景 

秦岭为典型的复合型大陆造山带，具有长期的演化历史，复杂的组成与结构，金矿的成矿过程是秦岭

造山带长期构造演化的综合产物。秦岭金矿受两条不同的构造带的控制，形成造山带型和卡林型两种不同

的金矿类型。造山带型金矿分布于小秦岭、板沙、凤太、西成、礼珉地区，成矿作用与中生代俯冲碰撞型

花岗岩浆带有关。卡林型金矿分布于镇板、石泉、勉略、徽文、三曲地区，成矿作用与古生代基性—超基

性岩脉有关。 
1.1  基底构造特征 

前寒武纪地层研究认为华北板块南缘出露的太华群、秦岭群、登封群与扬子板块北缘的后河组和鱼洞

子群同位素年龄大致可对比。最新区调填图和杨志华研究认为秦岭前寒武系变质地层主要呈近SN向产出。

秦岭造山带丹凤群、碧口群基底变质火山岩Au分别为 0.91×10－9～2.8×10－9、1.96×10－9～20.8×10－9，

其中，蛇绿岩的Au平均值为 5.89×10－9，是金矿的主要矿源岩。秦岭金矿特大型矿床、大型矿床主要分布

于前寒武纪基底边缘。 
1.2  盖层构造特征 

新元古代以来，秦岭造山带不断地遭受SN向的挤压和伸展，佛坪穹隆持续地由北向南、由下向上的隆

升，控制了造山带盖层EW—近EW走向，并伴有大型NW、NE向沉积建造、岩浆建造、地质构造的成矿环

境。盖层中的碳硅质岩、钠质铁白云岩、硅质岩Au分别为 4.2×10－9~44×10－9、3.3×10－9~43×10－9、12.5
×10－9，表明主造山期热水沉积作用形成了秦岭造山带金矿的衍生矿源层，同时也形成了金矿的主要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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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1.3  地球物理特征 

秦岭横跨于中国太行—武陵山、环青藏两个近 SN 向的重力梯度带之间，卫星重力场显示近 SN 的正

负异常相间分布，总体显示秦岭造山带的基底东高西低，东部的莫氏面由 32 km 

向西逐渐加深到 55 km；两条重力梯度带显示了 SN 走向的深部基底构造活动的特征。勘查研究表明，大

型、特大型金矿床主要分布于两条 SN 向重力梯度带及其边沿。 
由于秦岭造山带基底、地壳的不均匀，可圈出 SN 两条负的剩余重力异常带，北带由天水—宝鸡—西

安—奕川—平顶山；南带分布于桐柏—大别山地区。与地表出露的花岗岩对比，负的剩余重力异常带与中

生代两条俯冲花岗岩带分布范围基本一致。勘查研究表明，秦岭造山带型金矿分布于两条 EW 向的剩余重

力异常带及其边沿。受中生代俯冲花岗岩带的控制。 

2  秦岭金矿区域成矿作用及找矿标志 

秦岭造山带金矿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富集—成矿演变过程，主造山期强烈的地质构造活动，使基底

物质组分重新分配调整，形成的成矿热液并沿超壳深大断裂带上涌成矿。金矿的主要成矿作用可以概括为

盆地成矿、热隆成矿、岩浆成矿。 
2.1  盆地成矿 

秦岭古生代—中生代的盆地，早期是在裂谷扩张构造环境下形成的凹陷盆地，晚期是在碰撞挤压构造

环境下断裂带内形成的伸展盆地、拉分盆地。盆地边缘的深大断裂沟通了深源物质成分的喷流沉积，形成

热水盆地和金矿的衍生矿源层、容矿建造。 
2.2  热隆成矿 

基底构造分裂出来大小不等的各类洋壳残片与喷出、侵入火成岩及各类碰撞杂岩，沿多期活动的超壳

深大断裂带星散分布。长期的热动力作用，矿源层中的成矿物质活化、分离、聚集，形成的含金热液沿超

壳深大断裂带及旁侧的次级断裂上涌沉淀成矿。 
2.3  岩浆成矿 

中生代大规模叠瓦式逆冲推覆和壳源重熔岩浆活动为主体的造山活动，使晚三叠世以来抬升并克拉通

化的造山带发生了全面的构造活化，造山带中的成矿元素活化、迁移，并在岩浆水、变质水和大气降水的

热水溶滤和渗流中形成了新的含矿热液，在容矿构造带沉淀成矿。 
2.4  区域找矿标志 

秦岭金矿区域找矿标志为：①造山过程中形成的大型、特大型韧性剪切带的两侧脆韧性构造域范围内，

遥感异常表现为浅色调异常带(斑)或清晰线性构造变为隐约段；②古隆起的周边地区，以及变质核杂岩周

边的剥离断层；③区域构造活动形成的地质不连续面及岩性相变梯度带，遥感异常为不同影像界面；④热

水沉积形成的（钙屑）浊积岩相、碳质岩相、硅质岩相、爆破角粒岩相等含矿建造，大型断裂构造形成的

蚀变岩含矿建造，以及热蚀变形成的角岩化斑点状含矿建造；⑤两组深大断裂构造带的交汇部位。物探异

常表现为两条 SN 走向重力梯度带与秦岭造山带浅层构造交汇区；⑥中生代以来壳源重熔性花岗岩周边断

裂构造发育部位的物探异常、遥感异常表现为负的剩余重力异常带边部与线性影像交汇区。 

3  造山带型金矿的成矿条件及找矿标志 

3.1  造山带型金矿的成矿条件 
造山带型金矿常常围绕印支-燕山期花岗岩岩体的边缘分布，受EW向和SN向两组构造的控制。印支-

燕山期主体造山作用，早期形成EW走向的脆性—韧性剪切带为金矿的初始矿化条件，形成贫矿体；晚期

形成SN、NE、NW走向的断裂、剪节理带等构造为金矿的最终富集条件。如：八卦庙金矿，早期成矿形成

 
 

 

 
 

 
 

 



 1146                                       矿   床   地   质                                      2002 年 

层间石英脉，Au 0.04×10－6～5.64×10－6，平均 1.29×10－6；晚期构造岩浆形成NE向节理石英脉，Au1.95
×10－6～37.2×10－6，平均 14.77×10－6。小秦岭金矿，并不是含金的EW向石英脉处处都是矿，而是在叠加

后期的SN向断裂构造才形成富矿囊。 
3.2  造山带型金矿的成矿模式 

以八卦庙金矿研究为例，矿床碳同位素组成比较稳定，以富轻碳12C为特征，其δ 13C值分布于－4.87～

－1.85‰之间，平均－2.43‰，低于海洋碳酸盐岩（0.56±1.56）‰，与地幔碳酸盐（－5.1±1.4）‰和金

伯利岩（－4.7±1.2）‰较接近，表明矿区的CO2物质具有深源成因。 

矿床早期矿化的δ 30Si为－0.4‰～－0.3‰，平均－0.33‰，与钠长岩的硅同位素（δ 30Si为－0.4‰～－

0.2‰，平均－0.32‰）特征一致；晚期矿化的δ 30Si为－0.2‰～0.1‰，平均－0.06‰；界于印支期（δ 30Si

为－0.3‰～－0.1‰，平均－0.16‰）、燕山期花岗岩（δ 30Si为－0.1‰～0.3‰，平均 0.13‰）的硅同位素

特征之间。 

矿石δ 34S 9.5‰～15.4‰,平均 12.3‰，强烈富集重硫，具深源硫及壳源硫的来源特点。围岩δ 34S 4.1‰～

15.0‰，平均 11.4‰。中等富集重硫，具沉积硫的来源特点。 

八卦庙金矿40Ar-39Ar成矿测年表明，主成矿期矿化富集阶段的等时线年龄为（129.45±0.35）Ma，坪

年龄为（131.91±0.89） Ma，略晚于西坝岩体的侵入年龄。 

由此可见，造山带型金矿的成矿模式为沉积-岩浆再造矿床。沉积形成衍生矿源层和含矿层，区域造山

作用形成的剪切作用产生了导矿构造、容矿构造及贫矿体，碰撞造山运动产生的岩浆作用，使成矿元素活

化、迁移、富集、充填沉淀成矿。 
3.3  造山带型金矿的找矿标志 

（1）SN 向（SN、NE、NW）与 EW 向两组线形构造交汇部位——找矿区地质异常。 
（2）环内发育ＮＥ向线性密集带——遥感异常； 
（3）Au 5×10－9～50×10－9～100×10－9圈定的次生晕——化探异常。 
（4）黄铁绢英岩化造成的围岩褪色蚀变特征——直接找矿标志。 
（5）充填于两组线形构造交汇部位的黄铁矿化或多金属矿化的石英脉体——金矿体。 

4  秦岭金矿成矿预测与勘查实践 

4.1  成矿预测 
依据秦岭金矿区域找矿标志，下列地质构造带是秦岭金矿预测的主要找矿地区。 
（1）小秦岭—熊耳山构造带：勘查已发现超大型金矿床 2 处、大型矿床 6 处、中小型矿床 48 处。民

采发现地表不含矿的大型石英脉，深部矿化趋势更好。加强深部矿产勘查，有望发现另一个小秦岭金矿矿

集区。 
（2）白龙江—白水江背斜：金矿化主要分布于背斜两翼断裂构造带内，勘查发现大型矿床 3 处、中

小型矿床 8 处。其中，甘肃大水—拉尔玛一带具有超大型矿床的成矿条件，迷坝岩体南北两侧具有大型矿

床的成矿条件。 
（3）文县—勉县断裂构造带：近期勘查发现超大型矿床 1 处、大型矿床 2 处、中小型矿床 6 处。其

中，陕西甘河坝—煎茶岭一带具有超大型矿床的成矿条件。 
（4）勉县—青川断裂构造带：已发现大型矿床 1 处、中小型矿床 5 处。 
（5）朱阳关—夏馆断裂构造带：已发现大型矿床 2 处、中小型矿床 3 处。近期 1/20 万水系沉积物测

量，沿朱—夏断裂带圈出 12 个以银为主的组合异常，异常浓集中心显著，面积一般大于 70～80 km2，具

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6）桐柏—商城断裂构造带：勘查发现大型矿床 2 处、中小型矿床 3 处。近期 1/20 万水系沉积物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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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现 5 处 Ag、Cu、Au、Pb、Zn 组合异常，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7）山阳—凤镇—吴家山地背斜南北两侧：勘查发现超大型矿床 1 处、大型矿床 5 处、中小型矿床

18 处。从东到西，迷魂阵杂岩体南双庙金矿、八卦庙金矿周边，以及吴家山背斜周边，具有寻找大型、超

大型金矿的地质条件。 
（8）宕昌—唐藏断裂构造带：勘查发现超大型矿床 1 处、大型矿床 2 处、中小型矿床 21 处。其中，

中川岩体的周边、罗汉寺变质核杂岩的周边具有寻找大型矿床的地质成矿条件。 
4.2  勘查找矿实践 

依据造山带型金矿的找矿标志，勘查研究者在凤太地区开展勘查找矿实践，进行 1/5 万金矿成矿预测

填图和 1/5 万金矿遥感成矿信息提取，圈定了十余处地质异常。而后，在八卦庙—双王金矿带，开展 1/万

沟系次生晕加密，发现了 49 处金异常。其中 7 处化探异常与地质异常吻合良好。勘查找矿发现了八卦庙

特大型金矿床，以及铜铃沟、丝毛岭、大柴沟、小梨园、国安寺、硬沟等一批重要的金矿点。 

依据近 EW 向的走向构造与 NW 向断裂交汇部位的金矿找矿标志，勘查研究者在山阳—凤镇地背斜

南北两侧开展勘查找矿实践，调查发现了三官庙、博鱼沟、王家坪、油家沟、水草坪金矿点。 

上述发现的金矿点其中一些具有大中型矿床的找矿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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