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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寨上金矿床位于岷县-礼县多金属成矿带上，是近年来在西秦岭中发现的特大型金矿之一。文章对寨

上金矿矿床的地质特征、流体包裹体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等进行了细致研

究，得出寨上金矿床为中-低温热液型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矿脉受控于构造交汇部位、顺层剪切破碎带中，炭质板

岩、泥质板岩、粉砂质板岩是金赋存的有利岩层，板岩层间、板岩与砂岩或灰岩接触带内是矿体赋存的有利空间。

依此规律在寨上矿区东西两侧有望扩大矿床规模，找到类似的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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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上金矿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五支队 2000 年对甘肃南部地区岷县-礼县成矿带进行战略地

质调查时发现的特大型金矿床（司国强等，2000；于岚，2004；郭红乐等，2003；陈勇敢等，2004）。2001
年以来采用了物探的激电中梯测量、联合剖面测量、电测深测量、化探的 1∶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1∶1
万土壤测量，1∶5 万遥感解译，地质勘查中动用了槽探、坑探、钻探、综合研究等手段。截止目前，共圈

定金矿体 20 个，根据（333）+（334）资源量的估算，矿床已具特大型远景规模。研究矿床地质特征、成

矿机制、成矿规律对在西秦岭晚古生代地层中寻找同类型的金矿床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  地质背景 

寨上金矿床大地构造位置位于秦-祁-昆褶皱系，西秦岭褶皱带中带，临潭-天水褶皱带，新寺-大草滩复

背斜西部，礼-岷成矿带西端（王登红，2000；应汉龙，2001）。区内断裂构造以纵贯全区的高桥-礼县大断

裂为主体，是区内主要的导矿断裂。研究表明，本区存在有近 SN 向的基底构造（杜子图等，1998）。平行

排列的次级断裂是区内主要赋矿断裂。区内褶皱构造发育，构造线以近 EW 向为主，次为 NW-NWW 向，

是主要的控矿构造方向。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中、上泥盆统各类砂岩、粉砂质板岩、泥灰岩（局部含碳质），下二叠统各类砾

岩、砂岩、泥质碳质板岩。其中北矿带主要分布在下二叠统b组地层中，南矿带主要分布在上泥盆统大草

滩群（D3dc）中。 
礼-岷成矿带东段岩浆活动强烈，分布有中川、柏家庄、闾井、教场坝及碌碡坝等 5 个印支期-燕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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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酸性岩体。该成矿带东段产出李坝、金山、马泉、竹园沟、马坞等金矿床，西段产出鹿儿坝、寨上等典

型金矿床。 

2  矿区地质特征 

2.1  赋矿地层 

寨上金矿床赋存于国营牛场背斜核部及其两翼。背斜核部主要为上泥盆统钙质板岩、泥质板岩、粉砂

质板岩、灰岩，两翼为下二叠统炭质板岩、泥质板岩、钙质板岩、粉砂岩、砂岩及少量灰岩。此外，区内

广泛覆盖有第三系、第四系地层，一般厚度 10～50 m，最厚达 100 m（图 1）。 
2.2  控矿构造  

矿区内主干断裂为NWW向的F1、F3、F5及NW向的F8、F9 、F10断裂，断裂规模较大，宽度一般 30～
200 m，由板岩、砂岩、断层角砾、断层泥等组成。这些断裂在矿区NW部呈交汇复合趋势。次级断裂为一

系列NWW向的层间韧脆性断裂，宽度一般小于 30 m，主要由碎裂的炭质板岩、泥质板岩、钙质板岩、粉

砂岩、断层角砾、断层泥及石英脉等组成，控制着矿脉的分布，为本区的容矿构造。 
本区断裂呈近平行的等间距的顺层断裂，主要分布在板岩中或砂岩与板岩接触带靠近板岩一侧；含矿

构造主要是一套斜列分布的断裂构造系统，扎麻树背斜是含矿断列构造的基础构造，断裂晚于褶皱的形成，

叠加在背斜构造之上。含矿断裂的分布样式、规模和产状既受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控制，也受围岩地层性质

的控制，岩性在本区构造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图 1  寨上矿区地质简图 

1－上泥盆统大草滩群 b 组；2－下二叠统 b 组；3－老第三系；4－逆断层；5－实测地质界线；6－矿体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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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物探异常  
本区金矿脉与断裂构造密切相关，均赋存于破碎带内，电性反映为低阻；金矿化与金属硫化物呈正相

关，在物性上表现为高值，故矿脉物性表现为低阻高极化特点。矿区分别进行了 1:1 万激电中梯测量、联 
合剖面测量及电法测深。中梯测量观测参数为视电阻率（ρs）和视极化率（ηs），视电阻率高值异常在本区

总体表现为 280～290°带状平行展布，反映出主构造带的延展趋势，视极化率随金属硫化物含量变化而变

化，矿脉极化率反映出异常明显、形态规则、层次清晰，异常强度和范围上的变化可说明金属矿物含量上

的变化，因而极化率异常较好反映了矿化体的分布，可作为间接找矿标志。在全区开展了物探中梯测量，

圈定了异常 33 个，极化体 27 条。物探异常表现为低值异常，ηs值一般为 1％～1.5%，异常呈带状分布，

与矿带位置相吻合。 
2.4  化探异常  

矿区开展了 1:1 万土壤测量工作，全区共圈定Au异常（以 5×10-9为异常下限）12 处，As异常 12 处，Sb
异常 12 处，Cu异常 9 处，Pb异常 9 处，Zn异常 8 处。从整体分布趋势来看，金元素含量从泥盆系至第三

系地层由老至新逐渐降低，由东向西异常的强度和面积变小，分带性逐渐减弱。 

3  矿床地质 

3.1  矿化带和矿体地质 
矿区共发现金矿脉 20 条，主要矿脉为 9、10、11、12、19-2、19-1、21、31、32、41 号脉。矿脉严格

受卓落-国营牛场背斜及 NWW 向断裂控制，按金矿（化）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分为南、北 2 个矿带。 
北矿带位于卓落-国营牛场背斜的北翼，长 7 200 m，宽 1 000 m，矿脉赋存于下二叠统下部地层b组

（P11-b）的砂质板岩、含炭板岩、泥质板岩、砂岩中，由北向南依次为 19-2、19-1、9、10、12、11、21
号矿脉，矿脉间距 30～300 m，近平行分布。产状北倾、倾角 20～60°。共圈定矿体 10 个，矿体长度 300～
1 100 m，厚度 1.07～19.74 m，金品位 1.04×10-6～16.4×10-6。 

南矿带位于卓落-国营牛场背斜核部一带，长 4 200 m，宽 1 000 m，矿脉赋存于中泥盆统 e组中段(D22-e2)
灰岩、钙质板岩夹泥质板中，由北向南主要为 41、32、31 号矿脉，矿脉间距 200～400 m，近平行分布。

41、42 脉北倾，倾角 45～70°； 32 号脉南倾，倾角 50～75°；31 号脉总体北倾，75 线以东地表南倾，倾

角 55～90°，物探联合剖面测量其深部为北倾，倾角 70～80°。圈定矿体 6 个，矿体长度 414～1 030 m，厚

度 0.43～8.23 m，金品位 1.03×10-6～31.70×10-6。 
脉体成分主要由碎裂岩、碎裂化炭质板岩、泥质板岩、钙质板岩、蚀变砂岩、灰岩组成。 

3.2  矿石类型 
按氧化程度，寨上金矿区矿石可分为氧化矿石和原生矿石。氧化矿石一般产于地表，范围大致在 0～

40 m，呈黄褐色、棕褐色、红褐色。原生矿石一般位于地表 40 m 以下，局部地段较浅，按蚀变矿化的原

岩类型划分为蚀变炭质板岩型，蚀变粉砂质、泥质千枚状板岩型，强硅化蚀变角砾岩型，蚀变灰岩型，其

中蚀变炭质板岩型为本区主要矿化类型。由于受原岩岩性和成分的影响，原生矿石的颜色变化较大，多呈

深灰色，次为灰白色、浅灰色，新鲜面呈灰黑色、灰色、黑色等。 
3.3  矿石结构与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结构、他形结构、草莓状结构、交代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环带结构、

胶状结构、环边结构、碎裂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脉状-网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斑点状构造、团块状构造、放射状构造、

块状构造、晶簇状构造，土状构造等。 
3.4  矿物组成 

在金矿石中，矿物种类较多，矿石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黝铜矿、毒砂、辉锑矿、方铅矿、闪锌矿、

辉钼矿、白钨矿、车轮矿、硫铜锑矿、辉锑铅矿、铜蓝、赤铁矿、磁铁矿、菱铁矿、菱锰矿、白铅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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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和纤铁矿，其中黄铁矿、黝铜矿、辉锑矿、方铅矿在矿区分布较广。在矿石中，首次发现了铜-锌-镍-
锡-铁金属互化物及其硫的合金矿物。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方解石、长石、绢云母、粘土矿物及石膏、重

晶石等。 
3.5  围岩蚀变 

矿区含矿围岩蚀变较弱，蚀变类型主要有硅化、含砷黄铁矿化，其次为碳酸盐化、绢云母化、毒砂化、

辉锑矿化、褐铁矿化、高岭土化等。其中与矿化及成矿关系密切的是硅化、黄铁矿化、毒砂矿化及辉锑矿

化等。 
硅化是区内最为普遍、在成矿过程的各个期次和阶段均有伴生的蚀变类型。在成矿过程早期表现为脉

状、薄层状充填于脆-韧性剪切变形带中，中期呈细脉状沿岩石或矿石微裂隙充填，晚期呈细脉、网脉状充

填于成矿晚期和后期活动的破碎带内。 
黄铁矿化是区内典型的蚀变作用。在沉积成岩阶段形成的黄铁矿颗粒小，多呈草莓状结构，经热液改

造作用常具有增生环带结构，呈自形-半自形浸染状充填于岩石微裂隙中，在脆性断裂破碎带中局部可见条

带状、团块状黄铁矿。具增生环带的细粒浸染状黄铁矿与金矿化关系密切，其含量多少与金品位成正相关，

蚀变强弱直接反映了金矿化的强弱。 

4  成矿机制 

寨上金矿床的形成总体上经历了沉积-成岩期、构造作用-热液叠加成矿期和表生氧化期 3 个期次。沉

积-成岩期为成矿物质的初步富集奠定了物质基础；构造作用-热液叠加成矿期是成矿作用最重要的时期（杨

恒书等，1996）；表生氧化期是在矿床形成后，由于构造作用抬升至地表，原生矿石普遍受到氧化作用，

形成以褐铁矿化为标志的氧化矿带的矿床改造期。 
4.1  稀土元素分析 

对寨上金矿区围岩（板岩）、方解石脉、铜金矿石、黄铁矿型金矿石作 REE 分析，并作出 REE 配分模

式（图 2）。稀土配分曲线分布呈现向右中低倾斜趋势，∑LREE/∑HREE 比值为 1.14～2.21，总体表现为轻

稀土的富集，重稀土平坦的特征。赋矿围岩与金矿石配分形式相似，为一组缓密集平行的右倾斜线，表明

金矿石对容矿岩石稀土来源的继承性（应汉龙，2001；于岚，2004）。La/Yb 比值、Sm/Nd 比值分别为 3.81
和 6.23，亦显示出壳源特征。说明寨上金矿床成矿与地层建造的成生联系。 
 

 

图 2  寨上金矿床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据刘新会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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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硫同位素 
寨上金矿硫化物的δ34S为 0.2 ‰～32.37 ‰，极差为 32.17 ‰，平均值 7.87 ‰。除样品 06ZS-75（角砾

状黄铁矿）和 06ZS-89（腕足化石边缘交代黄铁矿）的δ34S值比较高，分别为 27.75 ‰、32.37 ‰外，其余

样品的δ34S值变化范围相对较小（图 3），各硫化物的δ34S值比较接近，其中黄铁矿变化范围 3.1 ‰～32.37 ‰，

辉锑矿 3.0 ‰～7.41 ‰，方铅矿 3.2 ‰～10.24 ‰，说明该地区的硫来自地层。寨上的样品中明显能看出方

铅矿等矿物的δ34S值偏高，说明硫同位素在各个矿物中未达到平衡状态，可能反映金成矿时成矿流体曾发

生过沸腾作用。寨上金矿床δ34S的组成特点，一方面可能反映了硫源为岩浆硫和地层硫的混合，另一方面

也可能与这些矿物的形成温度有密切关系。 

 
          图 3  寨上金矿硫同位素分布直方图（部分资料据路彦明，2006a） 

  
4.3  氢、氧同位素 

寨上金矿床石英样品中氢、氧同位素值：δDH2O-SMOW值介于–82 ‰～–95 ‰之间，平均值为–89.83 ‰；

δ18ОH2O-SMOW 值为 7.43 ‰～13.64 ‰之间，平均值为 10.01 ‰。方解石中氢、氧同位素值：δDH2O-SMOW值介

于–73 ‰～–81 ‰之间，平均值为–75.75 ‰；δ18ОH2O-SMOW值为 7.16 ‰～12.81 ‰之间，平均值为 9.81 ‰。

将石英和方解石样品中的δ18ОH2O-SMOW和δDH2O-SMOW值投影于图 4 可见，氢、氧同位素数据点投影集中，部

分分布于原始岩浆水区域内，大部分样品向岩浆水区域的右下方漂移。由投影点可以看出成矿流体与岩浆

水关系密切，成矿流体具有多来源特征，为深部岩浆水和浅部大气降水发生混合、并且与围岩发生充分交

换的产物（刘家军等，1998）。 
4.4  碳、氧同位素 

本区热液方解石的碳、氧同位素组成特征显

示，δ13CPDB值介于–2.08 ‰～0.85 ‰之间，平均值

为–0.51‰，碳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窄，数据集中，

说明碳来源一致；δ18ОSMOW值介于11.40 ‰～

19.84 ‰之间，平均值为18.32 ‰。该区的δ13CPDB和

δ18ОSMOW值范围介于海相碳酸盐岩和深源碳酸岩

之间，反映矿区碳的来源可能不是唯一的。将热

液方解石样品的 δ13CPDB和 δ18ОSMOW值投影于

δ18О-δ13C图上，投影点大部分集中于海相碳酸盐

岩区域左侧，个别在花岗岩区域右侧，表明寨上金

矿的CO2来源主要是由海相沉积碳酸盐岩经溶解

图 4  寨上及外围金矿氢、氧同位素组成投影图（据

刘家军，1998） 

 
 

 

 
 

 
 

 



204                                          矿   床   地   质                                     2008 年 

作用产生的，并有花岗岩岩浆热液的混入。 
 

 

   图 5  寨上、鹿儿坝金矿碳和氧同位素组成投影图（据刘家军，2007） 

 
4.5  成矿物质来源 

断裂构造样、矿化样、矿石样微量元素 R 型聚类分析说明相关系数为 0.4 时，金和大部分元素相关，

成矿物质来源具有多样性。因子分析说明主成矿期为 Sr 和 V 的元素组合，成矿物质受深源和围岩的共同

影响（刘新会等，2005）。 

 
图 6  R 聚类分析图谱（据陈勇敢，2004） 

 
寨上金矿矿床地质特征、流体包裹体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等特

征表明，成矿可能正是深部流体和浅部流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印支期-燕山期花岗岩岩浆上升侵位，深部流

体沿深断裂上移，与近地表下渗的大气降水等流体混合，在地下较深部位形成成矿流体，并在构造运动下

上升到浅部，和围岩发生充分的物质交换。流体运移过程中，携带大量成矿物质的流体进入有利构造部位，

由于燕山晚期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和热化学硫酸盐还原作用，使 Au 沉淀富集成矿，形成寨上中-低温热液

型微细浸染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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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矿规律 

寨上金矿位于岷县-礼县成矿带西部，“五朵金花”西边，与李坝金矿、罗坝金矿、鹿儿坝金矿等位于

同一构造背景和成矿环境，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在全面收集分析矿区已有地质、物探、化探、遥感、勘查、

科研等资料的基础上（毛景文，2001；齐金忠等，2005；路彦明等，2006a；李文良等，2006），初步总结

寨上金矿成矿规律如下。 
5.1  地层控矿 

寨上金矿区受控于中泥盆统 e 组下段、下二叠统 b 组。中泥盆统 e 组下段主要为灰色板岩、薄-中层石

英砂岩与粉砂岩互层、紫红色粉砂质板岩。上段主要岩性为灰色板岩、黄灰色泥灰岩夹薄层灰岩。南矿带

主要分布于此地层中。与上泥盆统地层呈不整合接触。下二叠统 b 组底部为灰色砂岩、含砾石英砂岩、砂

岩、含炭板岩；中部为灰黑色含炭泥质板岩，粉砂岩、含铁质石英砂岩；上部为灰黑色含炭板岩夹棕色石

英砾岩、石英砂岩。北矿带主要分布在此层中。 
5.2  岩性控矿 

寨上金矿受控于各种板岩或板岩与砂岩接触带。北矿带在砂岩之间主要存在 3 层板岩地层，分别与 3
条大的构造带相对应。砂岩一般为正地形，可以做为控制北矿带各条含矿构造的标志层。板岩为负地形。

构造破碎主构造面为岩性界面，与矿脉相对应，但在构造活动强烈的部位，上下构造可以合为一体，形成

上百米厚的断层泥带。含矿构造带主要发育在砂岩之间的板岩地层中，矿脉受板岩与砂岩界面控制，主要

产于界面之下或之上的板岩之中，不排除主要矿脉旁侧存在次一级支脉的可能。界线附近的砂板岩互层可

能更有利于构造发育。 
金矿床赋存于下二叠统浅海相陆源碎屑-碳酸盐-泥质岩组合的浅变质岩中，从地层组合看，有渗透性

较好的砂砾岩，为含矿热液富集提供通道，又有渗透性较差的隔挡层，含碳质板岩，对金有一定的吸附作

用。经 ZK82 钻孔岩性与金品位统计（见表 1），可以看出金与碳质板关系密切。 
 

表 1  ZK82 钻孔岩性与金品位统计表 

岩   性 样长/m Au平均品位/10-6

   砂  岩 12.77 0.10 

碳质板岩 4.30 1.33 

砂  岩 2.5 0.70 

碳质板岩 2.62 5.40 

砂  岩 1.41 0.22 

碳质板岩 15.32 7.41 

 
5.3  构造控矿 

褶皱控矿   从目前控制情况看，寨上矿区的矿脉主要呈 NW 向集中分布于扎麻树背斜的西侧倾伏端。

北矿带主要分布在背斜的北翼，围岩为下二叠统砂板岩。南矿带的矿脉主要分布在背斜核部区，围岩主要

为中上泥盆统的板岩和灰岩。南北矿带含矿层位不相对应，不是两翼成矿。 
断裂控矿   含矿断裂总的分布特点是北部呈带，南部呈脉。北矿带矿脉密集，在宽约 600 m 范围内，

产有 6～7 条矿脉，平均间距 100 m。而南部矿脉则呈单脉产出，间距约为 200～400 m。含矿断裂为层间

断裂，继承了原岩的产状。北矿带相对比较缓，北倾，倾角 40～50°；南矿带比较陡，北倾 60～70°，局部

直立，甚至反倾。 
金矿床具有多阶段成矿的特点，构造活动的叠加与热液侵入的叠加，为金矿的富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 不同性质构造叠加形成厚大矿体 。早期主构造为压性，在矿体两侧形成不等距张性裂隙，一般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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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m，被热液充填，在后期剪切力的作用下，矿化体与主矿体形成一定交角，一般 30～40°，形成不对

称的“非”字形构造。 
5.4  蚀变标志 

矿区的主要蚀变类型有硅化、黄铁矿化，其次为碳酸盐化、绢云母化、毒砂化、辉锑矿化、褐铁矿化、

高岭土化等。其中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褐铁矿化与成矿关系最为密切，可作为直接的找矿标志。 
5.5  物探异常标志 
    一方面，除少量在地层中呈分散状分布的同沉积黄铁矿外，金矿化与热液成因呈带状沿破碎带集中分

布的多金属硫化物关系密切；另一方面，金矿化与蚀变的碎裂炭质板岩地层关系也较为密切。因此，物探

低阻高极化异常能较准确的反映矿化带、矿脉的延伸位置，物探联剖与电测深能较准确地推测矿脉产状与

埋深情况。矿区第三系、第四系覆盖层厚度大，物探异常作为间接找矿标志，对寻找隐伏矿脉（体）可起

到较好的指示作用。 
5.6 化探异常标志 
    矿区第三系、第四系覆盖层厚度大，Au 的水系沉积物异常、土壤异常均呈带状低值异常特征，与已

知矿带吻合较好，可作为间接找矿标志。 
    矿区垂向元素组合特征为：As、Hg、Sb 为前缘晕元素，Bi、Mo 为尾晕元素，Au、Pb、Zn 为近矿晕

元素，运用构造原生晕特征可以预测矿体深部情况或寻找隐伏矿体（王爱军，2002；路彦明，2006b）。 

6  找矿方向 

6.1  在原有矿体两侧和深部找矿 
北矿带位于矿区倒转背斜的北翼，矿体主要赋存在下二叠统破碎蚀变炭质板岩中。北矿带分布于 79～

224 线，已圈定 11 条矿体。东、西两段深部工作程度很低，尤其西端第三系覆盖厚度几十到百米，但该段

极化率异常发育，呈带状分布，如ηs-28 号极化率异常面积大，强度高，经工程验证在 148 线见 23 号矿体，

厚度 2.05 m，平均金品位 8.62×10-6；160 线有 2 个浅钻见矿，厚度 5.78～8.62 m，Au品位为 0.84×10-6～

1.06×10-6， 172 线见 23 号脉，厚度 1.00～1.20 m，金品位 1.11×10-6～1.29×10-6。说明该带比较连续，有一

定找矿潜力。 
南矿带位于矿区倒转背斜的核部，赋存于中泥盆统灰岩、钙质板岩夹泥质板中。分布于 56～139 线，

圈定矿体 6 条。南矿带中部工作程度相对较高，东、西两段深部无工程控制，工作程度较低，找矿过程中

要注意在原矿体没有封闭的矿化富集段进行深部找矿。 
6.2  在有利的地层岩性部位找矿 

含矿构造带主要发育在砂岩之间的板岩地层中。矿脉受板岩与砂岩界面控制，主要产于界面之下或之

上的板岩之中，不排除主要矿脉旁侧存在次一级支脉的可能，要注意在 19 号矿脉的北侧寻找平行的矿脉

（如图 7）。 
6.3  在有利的构造交汇部位找矿 

整个西秦岭地区发育有近 SN 向古基底构造（杜子图，1998），其中通渭-宕昌隆起带和定西-岷县两沉

降带的分界线（或边界构造带）穿越寨上金矿区。区内的 NNE 向断裂构造在遥感影像图上能比较明显的

反映，已解译出多条 NNE 向的断裂构造带。矿区矿体的产出部位和近 SN 向构造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吻合，

两者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即在近 SN 向构造发育的 SN 向线性带和 NWW 向控矿构造交汇的部位，多是已

知矿体产出的位置。据此推测，近 SN 向构造和金矿成矿可能存在有内在联系，至少 SN 向构造与 NWW
向构造的交汇处，应是构造变形强烈、容矿空间扩大的部位，当然也应是金矿富集成矿的有利部位。据此

规律在矿区外围选择了那扎、中滩河两处有利的找矿靶区。这两个靶区目前均有矿化显示。另外，从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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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的区域性规律，矿床（体）沿断裂呈近等间距产出的普遍规律看，这两个区段和寨上金矿区基本上近

等间距产出，故推测那扎、中滩河是寨上矿区外围的有利找矿区段。 
 

 

图 7  寨上金矿北矿带地层-构造控矿模式（据刘纲，2007） 
 

 

图 8  甘肃寨上金矿区遥感解译图 

7  结   论 

寨上金矿是近年来在西秦岭发现的特大型金矿之一。通过研究该矿床地质特征、成矿机制、成矿规律，

认为，寨上金矿是具有地层、岩性、构造、热液作用成矿的多成因的“沉积-改造型”金矿床。宏观上受控

于构造交汇有利部位，顺层剪切破碎带、有利的地层（D2e、P1b）、岩性(炭质板岩、泥质板岩、粉砂质板

岩)、层面(板岩与砂岩或灰岩接触带、层间滑动面)等是形成寨上特大型金矿的成矿条件。寨上金矿区仅是

国营牛场背斜控矿体系的一小部分，在寨上金矿原有矿体两侧及深部，岩性有利部位、构造交汇部位找矿

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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