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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兴仁-贞丰地区为我国著名滇黔桂卡林型金矿矿集区。研究区位于扬子地台西南缘与华南褶皱系

结合部位，为弥勒-师宗深断裂、紫云-垭都深断裂以及个旧-宾阳深断裂所围城的近三角区域内。构造变形

非常复杂，属复合叠加构造变形区，其中发育的逆冲推覆构造尤其引人注目（索书田，1993；朱志澄，1995）。 

1  黔西南重磁资料特征 

剩余重力异常显示黔西南存在很多重力高，是正向构造的反映。以-43 mGal为边界条件，可以圈出 5

个重力高，其中，以青山重力高面积最大，幅度最高。 

贞丰-兴仁地区金矿床、矿点多在重力高之上，例如戈塘金矿和泥堡金矿均位于青山重力高南缘，灰家

堡金矿田位于灰家堡重力高南坡，烂泥沟金矿、丫他金矿分别位于兴隆重力高的东缘和南缘。地震资料揭

示，很多重力高上发育以褶皱基底隆起为背景的逆冲推覆构造。如大山者相逆冲推覆构造、戈塘逆冲推覆

构造等。 

2  典型金矿区逆冲推覆构造地震资料解释 

泥堡金矿位于地震剖面线北西端，可识别马场断层及马场背斜。马场断层倾向北西，两条逆冲面向下

并于同一滑脱面。断层面地震反射显示杂乱。马场背斜为逆冲作用形成的断层传播褶皱。核部为峨眉山玄

武岩组“大厂层”和茅口组，反射波不清晰。翼部为龙潭组煤系地层，反射波连续、清晰。背斜北西翼倾角

较南东翼缓，产状与逆冲断层的断坪产状相似；背斜南东翼可见逆冲推覆构造的断坡部分。 

地震勘探资料显示该矿区主要发育戈塘穹窿背斜以及北西侧和南东侧的海马谷断层和上河嘎断层。背

斜北西翼倾角较南东翼陡；上河嘎断层沿着南东翼层间滑脱面向上逆冲。由于两条逆冲断层作用，在东吴

面以上产生层间滑动。戈塘金矿二龙口矿段西侧采场剖面显示滑脱层中发育小型高角度逆冲断层，倾向南

东，向北西逆冲，在后缘汇合于同一滑脱层——以茅口组灰岩古岩溶不整合面为主的多层次滑脱面。 

从地震剖面可以看出，大山-者相逆冲断层断层面向深部逐渐变缓，最终消失在茅口组顶部古岩溶不整

合面。灰家堡金矿矿田内发育大型逆冲推覆断层——大山-者相逆冲断层，倾向南，为灰家堡矿田内最主要

的控矿断层。大山-者相断层北侧，并排发育皂凡山逆冲断层，倾向北北东。断层带内发育大型膝折带，偶

见地层在断层控制下发生倒转。角砾岩、破碎岩、碎裂岩发育，其中见层状、似层状金矿体发育。 

3  具有找矿前景的逆冲推覆构造特征分析 

兴仁、大丫口、梨树头等地区同样具有逆冲推覆构造特征，金矿化发育，是潜在的成矿远景区。 

兴仁逆冲推覆构造带表现为南倾的兴仁逆冲断层、兴仁背斜和一条北倾的坉脚逆冲断层组成。兴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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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侧采石场可见小型逆冲断层和层间滑动断层，岩层变形强烈，碎裂严重。在兴仁逆冲推覆构造带西侧

出露的晚古生界地层具有普遍金矿化。大丫口逆冲推覆构造带发育新寨背斜和其西翼的大丫口逆冲断层，

以及一系列次级褶皱和断层。大丫口逆冲断层倾向北西，产状平缓，向南东方向逆冲。断层切断东吴不整

合面，新寨背斜轴部由于构造作用地层加厚明显。层间破碎带已发现层状、似层状的小型金矿点、矿化，

是成矿的有利构造。梨树头对冲构造带由一宽缓背斜及分别位于背斜两翼的对冲断层组成。背斜轴部地层

由于对冲作用明显增厚。经地震资料解释，梨树头对冲构造带为回龙背斜向北东方向的延伸部分。回龙背

斜已发现金矿，因此梨树头对冲构造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4  逆冲推覆构造在金矿成矿中的作用 

逆冲推覆构造作用的发生必然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大厂层”内凝灰岩、龙潭组煤系地层以及东吴

不整合面均为能干性软弱面，三者“三位一体”（胡煜昭，2010），构成多层次滑脱体系，是逆冲推覆构造形

成的内在因素。印支晚期印支板块和古太平洋板块对扬子板块联合挤压，是逆冲推覆构造运动的外在因素。

很多研究者认为黔西南金矿成矿作用发生于燕山期（胡瑞忠，1995；刘平，2006；苏文超等，1998），最

近陈懋弘（2007）根据 Re-Os法得到成矿年代（193±13）Ma，为印支期，这与金矿所处的挤压收缩背景

是一致的。印支晚期由于地壳挤压收缩在黔西南产生众多逆冲推覆构造。逆冲推覆作用一方面为含矿流体

的运移提供驱动力（孙家骢，1985），另一方面使东吴古岩溶不整合面以及二叠系、三叠系内的某些软弱

层发生层间活脱，形成热液横向运移的主要通道（王立全，1998）。此外高、低角度逆冲断层还是大气降

水和盆地流体混合、循环的重要途径（刘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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