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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熊耳山地区是元古代后，长期隆起的混合花岗岩穹窿，是重要的金及多金属矿集区之一。本文通过

对熊耳山地区找矿环境、成矿地质背景、成矿区带找矿远景分析，总结出金及多金属矿成矿规律，指出今后的找

矿方向：金矿工作重点应放在变质核杂岩拆离带内及其上下盘，寻找构造蚀变岩型、石英脉型、爆破角砾型金银

矿床；银矿工作重点应放在下峪和康山 2 个与隐伏岩体有关的银金矿田之内；斑岩型钼矿工作重点应放在狮子庙

金银钼矿田红庄－横岭山一带。 

关键词  地质学；金及多金属矿；成矿规律；找矿方向；熊耳山 

 
河南省熊耳山地区包括洛宁、栾川、嵩县大部分地区和卢氏、宜阳部分地区，西起卢氏范里乡，东至

陆浑水库，北起洛宁山前大断裂，南至马超营断裂，东西长约 80 km，南北宽 15～40 km，面积约 2 000 km2。 

1  成矿地质背景 

1.1  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古界太华群片麻岩和熊耳群安山岩夹流纹岩和碎屑岩。构成熊耳山台穹（变质

杂岩核）基底的太古界太华群是该成矿区的主要金矿源层，它的存在是金矿成矿的前提，尤其是多期区域

变质作用及混合——花岗岩化作用对于早期金的活化转移和进一步富集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区内所发现的

金矿床，绝大多数分布于基底或基底埋深较浅的隐伏隆起区及其边缘带上。 
1.2  构造 

熊耳山地区内生金属矿床（点）和燕山期花岗岩大多数分布于北部的洛宁山前断裂和南部的马超营断

裂之间。这两条近 EW 向的断裂是区域性的控岩控矿断裂，其中 NE 向（上宫）、NNE 向（铁炉坪）、NW
向（北岭）、EW 向（瑶沟）断裂组成了菱形网格状构造，代表着熊耳山地区控矿构造线的主体方向。 

洛宁山前断裂西起卢氏范里，东至宜阳境内，断面北倾，倾角 46～70°。该断裂呈折线状延伸，早期

活动时伴有侏罗纪中晚期的石英闪长岩呈串珠状侵入，反映出它是追踪原有不同方向构造发展而成的 NEE
向构造。它和近 NS 向的木柴关断裂共同控制了花山、金山庙等燕山晚期花岗岩的侵入，这对本区大量内

生金矿床的形成极其重要。 
马超营断裂是一条性质复杂并以陆内俯冲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多期活动断裂带，其南北两侧的矿化差异

十分明显，南侧栾川一带以钼、铅为主，北侧熊耳山地区则以金、银、铅为主。沿断裂带分布有众多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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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铅矿床(点)，形成一条近东西走向的“状矿化带”（王志光等，1997）。 
洛宁山前断裂和马超营断裂是控制熊耳山内生金属成矿区的区域性构造。 

1.3  岩浆岩 
本区岩浆活动十分发育，包括花山、五丈山、金山庙等一系列燕山期重熔型花岗岩体和众多的花岗斑

岩体及爆破角砾岩体。与金矿成矿作用有关的燕山期花岗岩，来源于重力亏空补偿机制下古老基底产生的

壳幔熔型花岗岩浆（郭保健等，2000）。区内花岗岩浆活动极为发育，据 1∶20 万重磁资料，本区预测隐

伏花岗岩体多分布于基底隆起区并有自东向西，由北向南倾伏的趋势（图 1）。 
 

图 1  熊耳山地区区域地质图 

1－砾岩、泥岩、页岩；2－现代河流沉积及黄土；3－中元古界地层安山玢岩、流纹斑岩；4－下元古界地层钙质片岩、含砾石英岩；5－太古界 

太华群片麻岩、条带状混合岩；6－燕山期花岗岩；7－华力期花岗岩；8－加里东期闪岩；9－王屋山期辉长岩；10－金矿床（点） 

 

1.4  化探异常 
区内以金为主的化探异常强度高，梯度大，具有良好的金成矿条件。区内 1∶20 万的水系沉积物金异

常与金矿分布关系十分密切，北东部主要有：康山、上宫、三人场-雨沟、前河等金异常；西部有西施、康

山等金、银异常，强度高，面积大，且分带性明显，其中都已发现多个大、中、小型金矿床和矿点。  

1.5  遥感特征 
熊耳山地区在遥感影像上构造成线环交织状和几何图形，突出表现在马超营断裂为主体的 NWW 向构

造带上叠加以 NE、NW 及近 NS 轴的断裂。而与隐覆岩浆活动有关的环状块体又呈串珠状出现于断裂构造

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中。这种构造组合图形不仅反映了本区构造——岩浆活动的基本轮廓，还揭示了深部

构造与表层构造、断裂构造及金矿产出背景条件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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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及多金属矿分布规律 

区内以金银矿化为主，其次为铅锌和钼矿化。矿化类型以构造蚀变岩型（金、银铅）为主，爆破角砾

岩型（金）和斑岩型（钼）为辅，砂金在熊耳山东南麓也有一定规模。现划分有 6 个矿田和 1 个矿化集中

区（图 2），其中沿华山岩体西缘、南缘和东缘分布有上宫金矿田、瑶沟金矿田、祁雨沟金钼矿田和木柴

关金矿化集中区；在成矿区西部寨凹隐伏岩体北侧和南侧分布有下峪银金铅矿田和康山-南坪金银铅矿田；

在马超营断裂东段，沿合峪岩体北缘分布有前河金矿田。迄今为止，已在成矿区内探明和发现金矿床 25
个，其中大型矿床 3 个，中型 10 个，小型 12 个，金矿点已发现 43 处；探明和发现独立银矿床 4 个，其

中大型 1 个，中型 1 个、小型 2 个；探明和发现中型钼矿床 1 个。 
 

 

图 2  马超营断裂带及北东向断裂带所控制的金及多金属矿体分布图 
1－第三系红色砾岩夹砂岩；2－太华群片麻岩；3－熊耳群安山岩、流纹斑岩；4－下元古界秦岭群；5－中元古界栾川群；6－燕山期花岗斑岩； 

7－地质界线；8－断层；9－金矿床（点）；10－银矿床；11－钼矿床 

 
综合地层、构造、岩浆活动等 3 大控矿地质因素对金银矿床的控制作用，熊耳山地区金银矿产具有以

下空间分布规律： 
（1）定位性：熊耳山地区金银矿床定位于由中生带造山期后延伸臀展运动形成的变质的老隆起核杂

岩区，有利于成岩的地层主要为太华群及熊耳群，垂向上的矿床定位则取决于由岩体热力中心所制约的热

液循环范围。 
（2）定向性：熊耳山地区赋矿断裂的走向以 NE 向为主，较重要的赋矿构造还有沿拆离带分布的缓倾

破碎带，爆破角砾岩带的分布方向受岩浆侵入流动前缘的控制。 
（3）等距性：区内 NE 向控矿断裂沿 EW 向大致等间距地出现 7 个构造密集带，间距约 4～8 km。在

双头山至大小公峪地区，有几十条含矿的 NE 向Ⅱ级控矿断裂构造带，也几乎呈等间距分布，间距约 200 m
左右。 

（4）对称性：由众多断裂破碎带或石英脉组成的控矿构造带内，中心部位强硅化蚀变碎裂岩矿化最

强，向两侧对称减弱。 
（5）复合性：岩体周边的或顶盖地带若叠加有成矿期的断裂构造，则很可能有金银矿床的形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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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建等（1993）将这一现象概括为“φ形构造”，系指环形构造与线性构造的叠加。例如，七里坪-星星阴断

裂带长达 42 km，已知的金银矿床（点）却集中出现在该带的两端，其西南端有康山、星星阴金矿和大洞

沟银铅矿，北东端有上宫、干树凹、寸马沟、小池沟等金矿，中间却出现 20 km 长的无矿地段，原因就在

于该断裂带的两端分别切穿了寨凹“矿帽”和花山“矿环”，即在线和环的复合部位出现了矿床 。 
（6）汇聚性：断裂的交汇部位、局部扩容部位、分枝复合部位以及爆破角砾岩筒，均有利于矿液的

汇合、聚集、充填，但是良好的封闭条件则是矿质沉淀赋存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否则将使矿液发生流失。 
（7）侧列性：熊耳山地区由于 NE 向断裂受成矿期应力场作用，而呈左旋剪切，断裂及其所控制的矿

体也常常呈左行侧列的方式排列。 
（8）侧伏性：根据上宫、铁炉坪等矿床的勘探资料，矿体均向 NW 倾斜，并且有向 NE 侧伏的特征，

这与邻区小秦岭金矿矿体的侧伏规律基本一致。 

3  成矿区带及找矿远景分析 

熊耳山金及多金属矿区划分出 7 个Ⅳ级成矿区带，称为矿田，面积一般为 100～200 km2。各矿田成矿

地质基本特征、找矿远景分述如下： 
3.1 下峪银金矿田   

位于洛宁县西南部，熊耳山蕴矿区西段北麓地区。东西长 18 km，南北宽 10 km，面积 180 km2。矿田

处于寨凹隐伏岩体北侧。区内出露太华群石板沟组和草沟组斜长角闪片麻岩及混合岩，属太古宙花岗绿岩

建造。区内矿化以银铅为主，金次之。矿化类型皆属构造蚀变岩型。区内已发现银金矿产地 19 处，其中

大型银矿床 1 个，中型银金矿 1 个，小型银矿床 1 个，另有银矿点 11 个，金矿点 5 个。已探获独立、共

生银资源储量 1587.76 t，金资源储量 7.06 t。 
该矿田是华北地块南缘银成矿条件最好的地区，沙沟、月亮沟、大麻院以及草沟等矿点皆具进一步工

作意义，具有十分良好的银金找矿前景。 
3.2 上宫金矿田   

位于洛宁县南部，熊耳山蕴矿区中部腹心地区。东西长 17 km，南北宽 11 km，面积 187 km2。矿田处

于花山岩体西侧 1～12 km范围内。区内出露太华群石板沟组斜长角闪片麻岩及熊耳群火山岩。沿其间的拆

离断层及其上下盘，构造破碎带和层间滑动破碎带均较发育。区内金矿化绝大多数属构造蚀变岩型。含金

蚀变破碎带有规律地集中分布在NE向上宫－小池沟控矿构造带内。区内已发现金矿床（点）17 个，其中

大型金矿床 1 个，中型金矿床 2 个，小型金矿床 3 个，金矿点 8 个，银矿点 3 个。已探获金资源储量 59.422 t，
伴生银储量 71 t。 

该矿田是熊耳山蕴矿区金成矿最有利的地区之一。 
3.3 祁雨沟金矿田   

位于嵩县北部，熊耳山蕴矿区南东麓，东西长 12 km，南北宽 9 km，面积 108 km2。矿田处于花山岩

体东南侧，区内出露太华群石板沟组斜长角闪片麻岩及熊耳群火山岩系。熊耳山变质核杂岩构造南部拆离

断层带从区内通过。燕山期岩脉及爆破角砾岩筒十分发育。区内金矿化以爆破角砾岩型为主，含金蚀变破

碎带也十分发育。区内已探获金资源储量 29.051 t，伴生银储量 32.188 t，其中祁雨沟Ⅳ号岩筒已查明金资

源储量 29.32 t。 
该矿田和上宫金矿田一样，也是熊耳山蕴矿区金成矿最有利的地区之一，众多爆破角砾岩筒仍有较大

的找矿前景。 
3.4  康山-狮子庙金银钼矿田   

位于栾川县北部、熊耳山蕴矿区西南麓地区，东西长 30 km，南北宽 7 km，面积 210 km2。矿田内主

要出露熊耳群火山岩，局部有太华群变质岩系出露，构造上处于马超营东西向断裂构造带上。矿田西部康

山-星星阴地区位于寨凹隐伏岩体南部。沿马超营断裂，近EW向韧性剪切带及蚀变破碎带较为发育。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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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种类，在西部因受寨凹隐伏岩体控制，故与下峪矿田一样，以银、金矿化为主；东部狮子庙－红庄一

带，则以金钼矿化为主。矿化类型主要为构造蚀变岩型，局部也有含金石英脉出现。迄今为止，区内已发

现中型金矿 1 个，中型钼矿 1 个，小型金矿 2 个，小型银矿 1 个，金矿点 3 个，银矿点 6 个。已探获金资

源储量 57.15 t，独立银资源储量 109.80 t，伴生银 14 t，钼 6.3 万t 。 
区内燕山期岩浆活动强度虽不及上宫等矿田，但断裂构造十分发育，铜洞沟－大洞沟一带银铅矿化及

红庄－横岭山一带的金钼矿化都有较好找矿前景，是一个重要的金银钼矿田。 
3.5  前河金（银）矿田 

位于嵩县西南部及栾川县东北部，东西长 11 km，南北宽 8 km，面积 88 km2。矿田处于合峪岩体北东

侧，区内出露熊耳群火山岩系，马超营断裂带从区内通过，区内主要发育近EW向蚀变破碎带。区内金矿

化类型以构造蚀变岩型为主，局部出现爆破角砾岩型金矿化。前河含金矿化带沿近EW向延伸长达 3 800 m，

宽 20～40 m，已发现中型金矿床 2 个，金矿点 2 个，探明金储量 18.39 t。 
该矿田内燕山期岩浆活动十分发育，但出露地层主要为熊耳群火山岩。由于矿田紧邻马超营断裂带，

故次级控矿构造破碎带十分发育，仍具一定找金前景。 
3.6  三人场-瑶沟金矿田 

位于嵩县西北部及洛宁县东南部。沿EW向长 22 km，宽 7 km，面积 154 km2。矿田处于五丈山岩体西

南侧，北邻花山岩体，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熊耳群火山岩系，局部有太华群变质岩系出露。矿田内金矿化

分 2 个矿化集中区。北西端在三人场一带发育含金爆破角砾岩筒，但矿化不好。金主要富集在其周边的蚀

变破碎带内。南东端在红疙瘩岭出现一个地表强烈硅钾交代蚀变的隐伏花岗岩体，在其周围出现一系列蚀

变破碎带型金矿床（点），并有含金石英脉出现。该矿田已发现金矿床（点）11 个，其中中型金矿床 2 个，

小型金矿床 4 个，金矿点 5 个，银矿点 1 个，探获金资源储量 30.36 t，伴生银资源储量 4.37 t。 
区内以金为主的化探异常十分发育，沿五丈山岩体西侧分布的金异常面积达 300 km2，并在三人场、

宽坪沟和槐树坪一带形成三个浓集中心。沿潭头盆地北缘的瑶沟－老代庄－范疙瘩一带，近EW向含金蚀

变破碎带和石英脉发育，具有较好的金（银）找矿前景。 
3.7  上观-木柴关金银矿田 

位于宜阳县西南部，熊耳山蕴矿区东段北麓。南北长 16 km，东西宽 10 km，面积 160 km2。矿田拆离

断层带处于花山岩体东侧，区内出露太华群斜长角闪片麻岩及熊耳群火山岩系，含矿断裂破碎带以NE向较

为发育。区内矿化在北部大槐沟－上洞一带以铅银为主，南部核桃沟一铜洞沟则以金铜为主，最近在花山

岩体内也发现明显的金矿化。矿化类型主要为石英脉型，局部有蚀变破碎带型出现。已发现金矿点 4 个，

银矿点 3 个，均未进行深入的地质工作，具有一定的金银找矿前景。 

4  找矿预测 

通过以上分析，可初步总结出今后的找矿方向：金矿工作重点应放在变质核杂岩拆离带内及其上下盘，

寻找构造蚀变岩型、石英脉型、爆破角砾型金银矿床；银矿工作重点，应放在下峪和康山两个与隐伏岩体

有关和银金矿田之内；斑岩型钼矿工作重点，应放在狮子庙金银钼矿田红庄－横岭山一带，该区具有较好

的找钼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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