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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了解寨上矿区构造体系对矿体的控制，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及褶皱构造对矿体控

制作用的分析，对该区的找矿方向进行预测，指出矿区最北侧的 19 号脉具有较大找矿潜力，南矿带的脉体浅部

有一定工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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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上金矿区位于甘肃省岷县，地理坐标范围为：东经 104°09′00″ ~ 104°27′00″；北纬 34°27′00″ ~ 

34°36′00″，区内交通较为便利，距 212 国道约 15 km，距宝兰铁路线陇西站 140 km，距兰州 300 km。本区

处于岷（县）－礼（县）成矿带的西部（于岚, 2004），带上分布有岷县鹿儿坝金矿、礼县李坝金矿（彭

素霞等, 2007）等较多的金矿床，矿区成矿物质具有多源多期的特点，系岩浆热液与大气降水相互作用的

产物（陈勇敢等，2004）。至 2007 年底，矿区圈定 22 个工业金矿体，金资源量（333）+（334） 已达到

特大型规模（赵文川等，2007）。但该区基础研究还较薄弱，特别对矿区的控矿构造研究较少，没有专门

的文章进行研究。 

1 区域地质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中朝准地台（Ⅰ）秦岭－昆仑纬向构造体系（Ⅱ）临潭－天水褶皱带（Ⅲ）红

崖－马坞镇断裂带（Ⅳ）（路彦明，2006）。受“祁吕系”影响，形成“茶固滩帚状构造”体系（图 1）。出

露地层主要有中泥盆系白云质灰岩、灰质板岩、变质粉砂岩、泥质岩；上泥盆系板岩、粉砂质板岩、砂岩

等；二叠系硅质板岩、碳质板岩、硅质粉砂岩、泥质板岩；石炭系碎屑岩、灰岩、板岩等。矿区内没有发

现有岩浆岩出露，在其东 26 km 处出露教场坝岩体，为该区著名的碌础坝、吴茶坝、柏家庄、正沟、教场

坝五朵金花之一，呈岩基产出，岩性主要为黑云母花岗岩，其次为二云母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 

2  矿区地质 

研究区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和二叠系，缺失志留系及以前的地层，没有出露古老的结晶基底，古生

界为各类海相地层，中新生界为陆相地层（图 2）。区内表现出的沉积建造和岩石学等特征是对本区大地构

造演化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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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茶固滩帚状构造”及区域矿床点分布示意图 
1—中泥盆统灰质板岩、薄层灰岩；2—上泥盆统粉砂岩、粉砂质板岩；3—二叠统泥质、炭质板岩；4—灰质、泥质板岩； 
5—燕山期斑状花岗岩、二长花岗岩；6—燕山期辉长岩、闪长岩；7—金矿床；8—钼矿点；9—锑矿床；10—铅锌矿点； 

11—铁矿点；12—铜矿点；13—一般断裂；14—深大断裂；15—帚状构造带断裂 

 

 

图 2  寨上地质简图 
1－中泥盆统 e 组二段灰质板岩、薄层泥灰岩夹薄层灰岩；2－上泥盆统大草滩群 b 组下段粉砂岩、粉砂质板岩；3－下二叠统 b 组含炭板岩、泥质

板岩；4－第三系厚-巨厚层砾岩；5－第四系砂、砾石；6－断层及其代号；7－不整合面；8－矿脉及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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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矿区位于一个倒转背斜（国营牛场背斜）之中 (图 1)，该构造位于岷县北东禾驮乡卓落－扎麻树

－岷县牛场一带，褶皱轴面总体近直立，呈 NWW 走向。褶皱东段为正常的褶皱形态，轴向稍南倾，西段

为倒转褶皱，两翼地层均北倾，北翼倾角 10~45°，南翼倾角 60~90°，局部反倾（郭红乐等，2003）。褶皱

核部地层为中泥盆统炭质板岩、砂岩类，局部有碳酸盐岩类，两翼地层为下二叠统砂岩、板岩。褶皱内发

育有较多的次级褶皱和小揉皱。该褶皱与寨上金矿成矿关系密切，是重要的控矿构造。 

 

3  矿区控矿构造系统划分 
 

该区构造历经了西秦岭地区陆陆碰撞、地壳抬升、板块变形等陆内演化阶段,构造性质复杂，受“秦

岭造山带”、“祁吕系” 共同影响，但保持了整个秦岭造山带近 EW 向为主方向的构造特征。根据区域构

造格架及矿区脉体分布特征，寨上金矿控矿构造系统由区域到矿区可划分出 4 级控矿构造。I 级控矿构造

为临潭－天水断裂带，是西秦岭南北两个亚带的边界断裂，其与同为该区 I 级控矿构造的礼县－山阳断裂

的西延部分礼县－洮坪断裂在矿区西南部交汇，控制着区域构造演化、沉积建造、岩浆活动、流体迁移、

成矿作用，并控制了西秦岭北部成矿带的展布；II 级控矿构造为“茶固滩帚状”构造体系，该体系为祁吕

系“山字型”构造体系的一部分，位于岷县以东茶固滩－申都－马坞镇一带，东西长 110 km，南北宽 45 km，

由一系列弧形伸展的断裂和褶皱组成，呈一个向东撒开向西收敛的帚状，主要由茶固滩－喂子坝断裂带、

新城－红崖断裂带及夹于其中的卓路—国营牛场复背斜构成，倾向北东，倾角中等至直立，断裂切断泥盆、

石炭、二叠、白垩及第三系，并控制中、新生带山间断陷盆地的分布，断裂带内岩石挤压破碎，断层角砾

岩、构造透镜体发育。其发展于祁吕系西翼褶皱带的基础上，主要形成于印支期，燕山期后仍有活动，是

礼－岷矿带重要的区域性控矿构造；Ⅲ级控矿构造为卓落—国营牛场背斜构造，它控制了寨上矿区及申都

成矿远景区的分布；Ⅳ级控矿构造为各矿化脉体赋存的次级断裂构造。 

 

4  卓落－国营牛场背斜构造对矿体的控制 
 

通过在寨上矿区几年的工作可知，卓落－扎麻树背斜对矿体的控制作用十分明显，一是表现在矿区已

知脉体的产状明显受到褶皱的控制，使得矿脉从南到北由缓变陡，矿区北侧的 19 号脉倾角 5~45º，到矿区

中部 11、21 号脉倾角 30~65º，至矿区南部 41、31 号脉倾角 50~90º，甚至局部反倾。二是由于不同的岩性

组合，在褶皱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构造形式 。该褶皱核部地层为中泥盆统炭质板岩、泥岩类，局部有碳

酸盐类，两翼地层为下二叠统砂岩、板岩。在同样受力作用下，二叠系由于岩性差异大，抗剪压能力不匀，

板岩地层容易破碎，在厚大的砂岩旁侧易形成大的挤压破碎带，而厚度较小的互层又易形成规模较大的构

造破碎带。而泥盆系由于岩性差异小，相对稳固，应力释放较为稳定，所以仅形成简单的单条断裂，所以

F5以北的二叠系规模较大，厚达十几到几十米的破碎炭质板岩蚀变带，形成了寨上矿区的主要矿体，如 19、
9、10、11、21 号脉等成带状分布；F5以南形成构造相对较小，如 2、32、31 号脉等呈单脉状产出的脉体。

在褶皱构造中，未见二叠系以后的地层卷入到褶皱构造中，反映褶皱构造始于二叠纪末 , 与华力西晚期

构造活动有关，在褶皱形成前及其形成过程中，应发生了第一期成矿。该阶段北翼由于挤压地层的向前推

移而应力得以释放，同时核部及其北翼形成了相对引张的空间，并充填了石英脉，如在扎嘛树一带发现了

多条石英脉，北矿带中发育早期的石英。而南翼则处于挤压状态之下，根据含金流体充填律的观点，相对

引张部位矿脉的形成早于相对挤压部位的矿脉,或前者有矿,后者无矿。在后期燕山期-喜马拉雅期的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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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寨上金矿区褶皱控矿模式图(据刘钢，2007 修改) 

1－上泥盆统薄层灰岩\泥质板岩；2－下二叠统砂质、炭质板岩；3－砂岩；4－板岩；5－灰岩； 

6－断层及编号；7－应力分析示意图；8－矿脉及其编号 

作用下，褶皱北翼在受长期挤压力的作用下，形成了容矿的层间破碎蚀变带（Ⅳ级控矿构造），由于发生

了多次的层间错动，导致了北翼构造蚀变带的发育，在此期间，成矿物质得到进一步的活化、迁移富集，

形成了工业矿体。而核部由于受地层产状的控制（产状较陡，不宜位移）和北翼地层对应力释放的影响，

仅仅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在长期的构造演化过程中，北翼-核部-南翼形成了连通空间型(主要由剪性结构面

和碎裂岩组成)-连通弥漫空间型(主要由压剪性结构面和糜棱岩及碎裂岩组成)-屏蔽空间型不同类型的成

矿空间，导致了由北向南接受外来物质的空间的逐步减少（关连绪等，2007），使得北翼矿带矿化度进一

步提高，核部地层矿化度仅在原有成矿物质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富集，而南翼地层一直处于挤压状态之下，

没有空间接受成矿物质的补充。北翼的 19 号脉、11 号脉均见到厚大矿体，而处于核部的脉体矿化带宽度

小、品位高的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同时由于卓路—国营牛场背斜构造不是等斜褶皱，而是两端相对收敛，中间展开，其结果是形成了中

间分支、两端汇合的“双手掌状”的断裂分布模式，由于两端不同方向构造的叠加（由于褶皱收敛而使构

造线方向发生变化），地层的破碎程度进一步加剧，而使整个收敛端地层全部破碎，虽然矿化进一步加强，

但由于破碎带的分散而使成矿物质不能富集，形成了矿化普遍而相对分散的状态，寨上西近年的工作成果

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中间展开部位由于构造方向的相对一致，容矿断裂两侧有较为稳定的围岩作为阻挡层

而使矿化较为集中  。 

 

5  找矿方向 

 

综上所述，褶皱的形成与形态，决定了赋矿断裂（Ⅳ级控矿构造））的分布及其发育程度，结合组成

褶皱的地层及其发展演化，褶皱的南翼应该有一定的矿化，但由于其后期难以接受燕山期（主成矿期）及

其后的成矿物质，难以形成具有规模的矿体，同时褶皱的两端矿化也应较为分散。而褶皱的中部展开部位，

既有容矿空间同时又有相对封闭的阻隔物质，易于矿液的充填与富集， 应该是其主要的成矿位置。根据

Fb(舒缓波状断层)理论（关连绪等，2007）, 野外断层面形态及其分形总是波状起伏的, 寨上矿区的岩性

条件满足该理论的基础条件，矿区的研究也证明寨上矿区的脉体分布是波状的（赵文川等，2008）,由于

波形的存在，矿脉的尖灭再现或矿化的强弱变化是正常的地质现象，同时根据 Fb 理论的充填律，流体充

填过程中的广延性和三维性(空间)是统一的，寨上矿区脉带长达 3~4 km，所以其北翼深部应有进一步的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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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空间。核部浅部位置由于经历了张性-压扭性的多次构造影响，应有较好的矿化显示，但其深部主要受

到挤压应力，矿化不会太好，所以深部找矿前景不容乐观，物探联剖测量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赵文川等，

2008）。矿区靠北的地层较缓，所以易于推覆，推移距离较大，所受的挤压次数、摩擦强度较大，利于矿

液的充填和富集，所以最北段的 19 号脉浅部、深部都应有较大的找矿潜力，处于核部位置的 41、32、31
号等脉的浅部应有进一步工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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