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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水金矿床以其规模大、埋深浅、品位高、易选和成因的多元性在西秦岭南亚带的金矿床中占有极

其重要地位。人们对该金矿床的成因认识上有多重的分歧，许多学者对其金矿床的成因机制提出相似或相悖的结

论，但很少研究构造对金矿体的控制作用。事实上，矿床的空间分布、矿体定位及形态完全受控矿构造的发育特

征及组合型式控制。作者对该矿床的研究得出以下几种控矿构造型式：①低级别 NWW-EW 向断裂对金矿体控制；

②SN 向或近 SN 向断裂对金矿体控制；③NW 向断裂对金矿体控制；④低级别 NWW-EW 向断裂与 SN 向、NW

向、NE 向断裂复合部位对金矿体控制；⑤追踪断裂对金矿体控制。 

关键词  大水弧形构造  大水金矿  控矿构造型式  甘肃省南部 

 
从甘肃地质三队发现以来，大水金矿已成为西秦岭南亚带极其重要的黄金产地。由于成矿机理的复杂

性，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不管人们对该金矿成因认识上有很多分歧（李亚东，1994a；1994b；王平安

等，1998a；徐刚等，1999），但事实上矿床的空间分布、矿体定位规律则完全受制于控矿构造的发育特征

及组合型式。大水金矿控矿构造型式的分析是建立大水型金矿床成矿模型的基础，为大水金矿的外围和其

他地区金矿的找寻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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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大水金矿位于西秦岭南亚带西段，处于玛曲-略阳切壳断裂带

北侧向南突出的大水弧形构造的弧顶部位（图 1）。区内出露地层

有第四系、白垩系、侏罗系、中下三叠统、二叠系、石炭系、中泥

盆统及其志留系。本区岩浆岩比较发育，但规模比较小，主要为格

尔括合石英二长斑岩岩株及为数众多的中酸性岩脉。格尔括合岩体

黑云母Ar-Ar法坪年龄为 235.4±1.3 Ma，等时线年龄为 235.2±
2.2Ma；大水岩脉坪年龄为 222.5±2.6 Ma，等时线年龄为 223.0±
2.8 Ma 。甘肃第三地质队在格尔括合岩体中心和内缘获得 190.6 
Ma和 190.0 Ma两个全岩K-Ar法年代数据，另外有两个岩脉年龄在

182.6~196.0 Ma之间 ，由此可以确定其岩体、脉岩为印支-燕山早

期的产物。区内中酸性岩浆岩的发育在时空上与金矿化有着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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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水地区构造地质图 

1—第四系；2—白垩系；3—侏罗系；4—三叠系； 

5—石炭-二叠系；6—泥盆系；7—志留系；8—断裂；

9—角度不整合线；10—金矿床 

                                                        
* 本文得到国土资源部“九五”攻关项目（95-02-002-02）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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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矿   床   地   质                                     2002 年 

系，如有的金矿化发生在岩株外接触带的某些构造系统内，有的发育在脉岩内外接触带的某些构造系统内，

部分岩脉本身即为金矿脉(王平安等，1998b；徐刚等，1999)。 
大水弧形构造主要由一系列自西向东呈 NWW-EW-NE 向展布的褶皱和断裂组成的向南凸出的弧形构

造（图 1）。弧形构造波及的最新地层为下侏罗统，变形最强的地层为下古生界-三叠系，从区域资料分析，

大水弧形构造的形迹主要为印支-燕山早期构造运动成生发展起来，从所控制的岩浆岩形成时代也得到证

实。大水弧形构造以后展式逆冲推覆构造为主（徐刚等，1999）。在深度分类上以浅层逆冲推覆构造为主

（李通国，1994）。 

2  大水金矿控矿构造型式分析 

2.1  大水金矿概述 
2.1.1  矿区地质 

大水金矿处于弧形构造弧顶的外弧构造-岩浆岩成矿带部位。矿床范围内地层为下三叠统大水岩组。目

前发现 41 个矿体全部发育在F4、F5两条压性-压扭性断裂所持的以白云岩、灰质白云岩为主体的下三叠统

大水岩组第二岩性段中的不同次级断裂裂隙内（图 2）。 
大水金矿也是弧形构造外弧展布区的 SN 向和近 SN 向断裂及岩脉群高发育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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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水金矿床控矿构造地质图 

 
2.1.2  矿体特征 

矿体主要产于下三叠统白云质灰岩内以及中酸性岩脉与灰岩接触带附近，断裂控矿明显。矿体形态在

整体上多呈似层状、脉状、透镜状、囊状、不规则状等。 
2.1.3  矿石类型 

矿石结构主要为隐晶-显微晶结构及变斑状交代残余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斑点状、网脉状，

少量纹层状、松散堆积状等。矿石矿物几乎全部为氧化物，金属硫化物非常少见。金的产出以裂隙金为主、

粒间金次之、包裹金少许 。 

                                                        
甘肃省地矿局第三地质队. 1995. 甘肃省大水式金矿找矿方向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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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主要为似碧玉岩化、硅化、碳酸盐化及赤（褐）铁矿化，其中似碧玉岩化、硅化和赤（褐）

铁矿化与金矿化关系最为密切。 
2.1.5  稳定同位素、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硅质岩类的硅、氧同位素组成特征显示其具有深部岩浆或岩浆热水来源的特点；成矿流体富含稀土特

别是轻稀土元素，与围岩碳酸盐岩差别较大，成矿物质来源与岩浆活动有关 。 
2.1.6  矿床成因 

大水金矿主成矿期为岩浆期后低温热液矿床。 
2.2  控矿构造型式 

断裂控制了岩浆活动和热液活动的空间分布，并为这些活动提供了通道，同时断裂也为矿床（矿体）

的生成提供了容矿空间。因此，区内矿床、矿体、矿脉都与断裂作用有着密切关系。大水弧形构造外弧弧

顶对金矿床空间展布严格控制，并不意味着此构造应变区带处处有矿可找。因为矿床、矿体、矿脉空间分

布是断裂构造与岩浆岩发育程度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规模较大的断裂构造控制金矿床分布，

矿体、矿脉不赋存在其中，而低级别的断裂构造对金矿体、矿脉定位的控制意义远远大于前者。大水金矿

单个矿体的定位、形态、产状则取决于低级别 NWW-EW 向断裂、SN 向、近 SN 向及 NW 向、NE 向断裂

构造的单一或复合对矿体及某些岩脉的控制。通过对大水金矿床控矿构造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种控矿构造

型式： 
（1）低级别 NWW-EW 向断裂对金矿体的控制 
金矿体主要沿NWW-EW向压性-压扭性断裂带中分布，矿体呈似层状，矿体产状与受控断裂一致，矿

石构造呈块状、斑点状、网脉状等。1#、2#、3#、12#、13#、15#号矿体即是较好的例子（图 2）。 
（2）SN 向或近 SN 向断裂对金矿体的控制 
金矿体受控于SN向或近SN向断裂带，矿体呈长透镜状。最典型矿体为 20#号矿体，SN向断裂带控制

了一系列二长斑岩脉，矿化发育在脉岩内外接触带，矿体平面上呈长透镜状（图 2），剖面上与岩脉产状一

致。 
（3）NW 向断裂对金矿体的控制 
金矿体受控于NW向断裂带中，矿体呈长透镜状，矿石构造呈块状、网脉状等。典型矿体 18#、31#号

矿体（图 2）。 
（4）低级别 NWW-EW 向断裂与 SN 向、NW 向、NE 向断裂复合部位对金矿体的控制 
金矿体往往在两者断裂复合部位出现富集和矿体的膨大，矿体呈囊状、透镜状、哑铃状等，矿石构造

呈块状、斑点状、纹层状等。最典型矿体为 7#、8#、20-1#、12#号矿体。另外，金矿后期再生富集也受两

者断裂复合部位控制，形成古岩溶沉积及洞穴堆积等，矿石构造为纹层状、松散堆积状等，典型矿体为 23#

号矿体（图 2）。 
（5）追踪 NW-EW-SN 向断裂对金矿体的控制 
大水选矿厂北是SN向、EW及NW向断裂比较发育的地段，矿体呈透镜状、囊状等，矿石构造呈块状、

斑点状等。矿体受控于这些断裂构造之中，如 35#、32#、20-2#号矿体，依据品位圈定出几个断续分布的矿

体，总体沿NW-EW-SN向追踪断裂分布（图 2）。 
综上所述，大水金矿床由 SN 向、NW 向、NE 向断裂、NWW-EW 向低级别断裂构造与 NWW-EW 向

主体构造交织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应变图象，特别是 F4、F5 NWW-EW 向压扭性断裂之间形成

了一个高应变区带，控制大水矿体群的发育和众多中酸性脉体的定位。对大水金矿控矿构造型式的确定，

为建立大水型金矿的成矿模式提供了构造控矿的主题思路，也为大水金矿外围和其他地区金矿的找寻提供

了理论依据。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2001. 甘肃南部及邻区金铜成矿条件矿床勘查模型及找矿靶区优选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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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对大水金矿控矿构造型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大水金矿床受规模较大的断裂控制；矿体、矿脉是严格受低级别断裂构造控制，并具有不同的

控矿构造型式。 
（2）印支—燕山早期中酸性岩浆岩（岩体与岩脉）与金矿在时空分布上密切相伴，某些矿体处于岩

株外接触带，某些矿体在脉岩内外接触带，有些脉岩本身即为矿体。 
（3）断裂控岩控矿具有一致性，岩脉群集中发育区往往与矿体群相呼应。 
（4）控矿构造形变、相变强弱差别，影响着矿体的规模和矿化富集程度，控矿构造产状复合方式控

制着矿体的形态和产状。 
（5）大水金矿古岩溶沉积及洞穴堆积的矿体是属于再生富集现象，其矿体的分布也受不同构造型式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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