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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义兴寨金矿床的大地构造背景、地质概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金矿床的成矿定位规律、矿脉产

出的典型识别标志以及金矿化富集规律及其控制因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指出了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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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概况 

义兴寨金矿床位于晋东北恒山山脉中段南麓，按照传统的大地构造区划，义兴寨矿区位于山西陆台五

台隆起西北侧与燕山沉降带西南缘两大构造单元相互嵌接的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带上。从现阶段的地壳活

动性质来看，应处地洼发展阶段，属华北地洼区冀晋地穹系山西地穹列恒山地穹。 
义兴寨金矿床为太古宙高级变质绿岩型金矿，受燕山期中性岩浆活动改造的脉状金-多金属矿床（图

1）。区内金矿床类型有石英脉型、构造蚀变岩型、隐爆角砾岩型，以石英脉型最具工业意义，矿区内已发

现有 20 余条含金石英脉（景淑惠，1992；李双保等，1997）。矿区总体呈一单斜构造，区域变质地层单一，

主要为台子底组训草段，岩性为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局部夹浅粒岩薄层。近矿围岩是恒山杂岩中的变闪

长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和长英质片麻岩。 
矿区内岩浆活动主要为中生代(燕山早期)中酸性岩浆侵入，其中与矿化有关的有: ①酸性次火山岩：主

要分布在矿区中部，由河湾、铁塘硐、南门山、金鸡岭四个角砾岩筒组成，整体呈菱形格局分布。②以闪

长岩为主体的侵入杂岩—孙庄闪长岩体。义兴寨金矿床产于孙庄岩体的北西侧，岩体和矿体均受早燕山期

义兴寨断裂控制（沈保丰等，1998，1999）。 
义兴寨矿田基底构造为 NEE 向复背斜构造，与岩浆岩和金矿化直接有关的是早燕山期断裂构造，分

为 NW 向、NNW 向两组。区域上一组 NW 向断裂发育，具张剪性正断层性质，其中多数充填各种脉岩，

在本矿田以义兴寨断裂和杏树沟—龙山断裂为代表，其断续延长数千米，走向一般 305~335°，倾向南西，

倾角 65~85°，沿走向略呈“S”型，其破碎带宽一般数米至十余米。在构造带内，多发育后期扭裂面或透镜

状断层泥，显示断裂以先张后扭为主的活动迹象，断层水平断距数米至数十米不等。这些断裂构造有长期

的活动历史，中条期是发育的鼎盛时期，控制了成群(带)的西向变辉绿岩(脉)。至燕山期又进一步成生北西

向横张断裂的次级派生构造——近南北向压扭性断裂为赋矿构造系统，走向 355°，破碎带宽一般 1 m 左右，

中间为石英脉，两侧一般有透镜状角砾岩和断层泥，为良好的容矿系统。金矿体由含黄铁矿、黄铜矿、闪

锌矿、方铅矿等硫化物的石英脉构成。矿脉两侧围岩发生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等蚀变。成矿过程大致可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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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4 个成矿阶段: ①含浸染状黄铁矿石英脉, ②块状黄铁矿石英脉, ③多金属硫化物脉, ④石英-碳酸盐脉

（杨志庚等，1983；田永清等，1991；杨红英等，1995）。每个成矿阶段又可以划分为脆性破裂和脆-韧性

扩张两种构造动力学环境(叶荣等，1997；1999；2002)。 

  

图 1  义兴寨金矿区域地质图 

1—第四系；2—新近系；3—寒武系；4—长城系；5—五台群；6—辉绿岩脉；7—闪长玢岩脉；8—浅成相酸性岩；9—似斑状花岗岩；10—孙家庄闪长杂岩体；11—

矽卡岩化隐爆角砾岩；12—变辉绿岩；13—变基性岩；14—花岗岩；15—义兴寨变闪长岩；16—前庄旺上杂岩；17—隐爆角砾岩筒；18—不整合线；19—正断层；

20—逆断层；21—含金石英脉；22—金矿点 

 

2  矿体定位规律 

矿区内金矿床的形成和定位主要受区域性北西向构造岩浆活动带控制，具体而言，主要受规模较大的

北西向张扭性断裂带、岩浆热力接触带超覆构造体系、岩浆侵位前锋超浅成相或次火山岩相酸性岩(脉)集
中出露地段以及隐爆角砾岩筒周边发育的构造裂隙密集地带的联合控制。 

金矿体或含金石英脉带的空间定位则主要受以下因素控制：延伸较远的近 SN 向断裂裂隙和延伸较短

的 NW 向断裂裂隙；近 SN 向和 NW 向追踪断裂裂隙；NW 向张性大断裂局部构造蚀变岩带下盘结构面附

近；NW 向张性大断裂与次一级近 SN 向断裂裂隙交汇部位；隐爆角砾岩筒内部环状裂隙和放射状裂隙以

及不规则状扩容虚脱空间以及矿区南部岩浆侵位前锋控制的向南倾伏的接触面与近 SN 向断裂裂隙交汇所

形成的侧伏构造。 
矿区范围内，受断裂裂隙构造控制产出的矿脉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受较大规模北西向张扭性断裂

构造控制产出的构造蚀变岩型金矿脉，另一种是受北北西向压-张扭性断裂裂隙构造控制产出的多金属硫化

物石英脉型金矿脉。 
延伸较远受断裂裂隙控制明显的近 SN 向矿脉，是矿区范围内金矿体产出最主要的一组矿脉，也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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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一种矿化类型，矿体定位规律一般为： 
（1）靠近闪长杂岩体 300~2 000 m 范围内； 
（2）靠近热液角砾岩筒，是流体强烈活动中心； 
（3）旁侧脉岩发育，与矿脉、闪长杂岩体是深部岩浆演化的同源产物； 
（4）较大的区域性 NW 向张性断裂带旁侧； 
（5）闪长杂岩体超覆构造及断裂接触带附近； 
（6）剪强张弱，延伸远，连续性好，相对窄； 
（7）断裂裂隙带结构面产状局部变化地段富集； 
（8）蚀变不强，石英脉脉壁平直清晰，与两侧岩石呈突变过渡关系，晚期残余富集，充填成矿特征

明显； 
（9）热液矿物在围岩或其它导矿构造中已大量卸载，残留的含金石英熔融体分异完全，石英结晶程

度较高——晶芽状、晶簇状、梳状和对称梳状等充填标志明显； 
（10）断裂带旁侧围岩碳酸盐化明显，常见较多的呈网脉状分布的方解石细脉； 
（11）主要由石英、金和多金属硫化物以及少量不规则状的黄铁绢英岩组成。 

3  金矿化富集典型标志及其控制因素 

通过对矿区内产出的 3 隐号、5 号、6 号以及 0 隐号等主要含金硫化物石英脉富矿部位典型地质特征

的野外观察，结合室内综合研究工作，金矿化富集的典型标志及其控制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成矿阶段：石英硫化物阶段，以石英、黄铁绢英岩以及铜、铅、锌硫化物为典型标志； 
（2）成矿温度：中低温，除中温典型蚀变黄铁绢英岩化外，相对低温的松脂黄色闪锌矿常见； 
（3）矿物共生组合：—石英、黄铁矿、黄铜矿、斑铜矿、闪锌矿和方铅矿；矿区化探样的 R 型聚类

分析表明，Au 与 Cu 的相关性最为密切，斑铜矿，黄铜矿的出现及矿脉中的孔雀石化和辉铜矿化的出现，

是铜金富集的典型标志； 
（4）石英结晶程度：含金硫化物石英脉中出现结晶程度高、较大颗粒的晶芽状、晶簇状、梳状和对

称梳状分布的石英； 
（5）流体分异完全程度：金属硫化物和热液蚀变矿物依次分离分段聚集，铁铜、铅和锌硫化物以及

高温钾长石化（赤铁矿化）-中温黄铁绢英岩化-低温碳酸盐化分离较好； 
（6）特殊红化现象：含金硫化物石英脉旁侧出现强烈的钾长石化（赤铁矿化）； 
（7）剪强张弱、宽度不大的断裂裂隙带：延伸较远，充分分异，缓慢充填沉淀富集； 
（8）断裂裂隙带在倾斜延伸方向上，波状起伏的产状变化地段； 
（9）断裂裂隙带交汇复合及追踪复合部位； 
（10）构造蚀变岩与片麻岩接触带下盘结构面：分异完全，晚期残余的富金硫化物石英脉易于充填沉

淀； 
（11）热液角砾岩筒中不规则状虚脱空间：经历早期强烈的交代作用后，晚期残余富集的含矿流体易

于充填沉淀形成不规则状富金矿体； 

4  找矿方向 

综上所述，矿区内有利的成矿地段和找矿方向为： 
（1）闪长杂岩体热力接触带体系（能量场、流体场、物质场、断裂接触带、超覆构造、侵位前锋）

所涵盖的北东侧 300 m~2 000 m 范围内； 
（2）较大规模的 NW 向张性大断裂之间，近 SN 向和 NW 向断裂裂隙密集发育地带； 

 
 

 

 
 

 
 

 



482                                        矿   床   地   质                                      2006 年 

（3）NW 向张性大断裂局部以及与次一级近 SN 向断裂裂隙交汇地段； 
（4）环状裂隙和放射状裂隙以及不规则状扩容虚脱空间发育的隐爆角砾岩筒内部和邻近周边地段； 
（5）铁塘硐—金鸡岭角砾岩体（为流体强烈活动会聚中心地段）周边 500 m~1 000 m 范围内； 
（6）现已探明的含金石英脉带在走向、倾向以及侧伏方向上 1 000 m 以内的延伸地段； 
（7）现已探明的含金石英脉带之间间隔较大的无矿地段的深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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