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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秦岭是中国著名的金矿成矿区，不完全统计金矿床(点)达 200 多个，其黄金储量达 1 100 余吨。

近几年来，随着阳山金矿、寨上金矿找矿的重大发现及八卦庙金矿、煎茶岭金矿深部及外围找矿的突破，西秦岭

再次成为金矿找矿热点地区。因该区第三系、第四系及森林等植被的覆盖，找矿难度越来越大。本文论述了金矿

分布的特点，总结了金矿控矿规律，圈定了 40 个金成矿远景区；对金资源总量进行了估算，评价了金成矿资源

潜力，认为西秦岭地区有很大的成矿潜力，找矿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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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秦岭地区成矿地质背景  

 
西秦岭处于华北地台与扬子地台的交界部位，经历了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构造成

矿带，有极其重要的地质研究意义和潜在的矿产资源开发价值（杜子图等，1998），具有良好的金成矿地

质条件；众多学者在秦岭的构造演化、成矿条件、成矿预测、成矿系列、成矿环境及找矿方向方面进行了

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张国伟，1998；2002；陈毓川，1997；刘家军，1997；马建伟，1997；
卢纪英，2001）。  

据资料统计，目前西秦岭地区中东段（E103°~107°；N33°00′~35°20′）共有金矿床 202 个，探明资源

总量达到 1 100 042.78 kg，其中有超大型金矿 1 个（阳山金矿）（见表 1），探明资源量为 308 000 kg，占矿

床（点）个数的 0.5 %，占资源总量的 27.3 %；特大型矿床 3 个，探明资源量为 243 668 kg，占矿床（点）

个数的 1.49 %，占资源总量的 22.15 %；大型金矿床 10 个，探明资源量为 290 015 kg，占矿床（点）个数

的 4.95 %，占总资源量的 26.37 %；中型金矿床（点）22 个，探明资源量为 209 187 kg，占矿床（点）个

数的 10.9 %，占总资源量的 19 %；小型金矿床 28 个，探明资源量为 57 137 kg，占矿床（点）个数的 13.9 %，

占总资源量的 5.2 %。 
特别是近几年来，阳山特大型金矿，寨上超大型金矿及小沟里中型金矿的发现，为本区金矿找矿提供

了新的找矿思路和新的找矿方向。但西秦岭地区地形高差大，第三系、第四系覆盖严重，找矿难度大，有

必要对区内控矿规律进行总结，进一步缩小找矿范围。  

                                                        
∗本文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工作项目“西秦岭成矿带铅锌金多金属矿产资源潜力评价”(1212010632504)资金的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肖  力，男，1971 年生，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金矿地质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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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秦岭地区大于 10 t 金矿表 

序号 金矿名称 类型 矿床类型 探明储量/kg 位置 

1 阳山 特大型 蚀变岩 308 000 松潘-摩天岭亚带 

2 煎茶岭 特大型 蚀变岩 97 770 松潘-摩天岭亚带 

3 八卦庙 特大型 蚀变岩 85 898 南秦岭北亚带 

4 寨上 特大型 蚀变岩 60 000 南秦岭北亚带 

5 马脑壳 大型 蚀变岩 40 686 南秦岭南亚带 

6 庞家河 大型 蚀变岩 37 695 南秦岭南亚带 

7 铧厂沟 大型 蚀变岩 35 495 松潘-摩天岭亚带 

8 金山 大型 蚀变岩 31 000 南秦岭北亚带 

9 田家河 大型 蚀变岩 32 189 南秦岭北亚带 

10 罗坝 大型 蚀变岩 33 000 南秦岭北亚带 

11 东沟坝 大型 蚀变岩 25 252 南秦岭南亚带 

12 坪定 大型 蚀变岩 20 807 南秦岭南亚带 

13 礼坝 大型 蚀变岩 20 987 南秦岭北亚带 

14 柴家庄 中型 蚀变岩＋石英脉 16 000 北秦岭亚带 

15 马泉 中型 蚀变岩 15 465 南秦岭北亚带 

16 巴西 中型 蚀变岩 15 300 南秦岭南亚带 

17 小沟里 中型 石英脉 15 000 南秦岭北亚带 

18 三洋坝 中型 石英脉 12 300 南秦岭北亚带 

19 甲勿寺 中型 蚀变岩 12 000 松潘-摩天岭亚带 

20 邛莫 中型 蚀变岩 12 000 松潘-摩天岭亚带 

21 石鸡坝 中型 石英脉＋蚀变岩 10 969 松潘-摩天岭亚带 

22 团结 中型 蚀变岩 10 672 松潘-摩天岭亚带 

1.1  区域地质背景 
    西秦岭造山带以商—丹、勉—略 2 条板块缝合带分为北秦岭加里东造山带，南秦岭华力西-印支造山带；

后者又以临潭—凤县断裂和玛曲断裂为界进一步划分为南秦岭北带和南带（杨书恒等，1996）（图 1）。 
1.1.1  地  层   

区内元古宇主要发育于东南部碧口地体和南秦岭北亚带的天水东南部一带，主要岩性为细碧角斑岩和

火山碎屑岩，为一套角闪岩相-高绿片岩相的海相火山-沉积变质建造；古生界地层是本区分布较广的地层，

为一套低绿片岩相浅变质的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和硅质沉积建造，不同地层间常以断层接触；中生界三

叠系分布广泛，主要分布于中带卓尼—宕昌一带和南带松潘—甘孜地区，岩性为碎屑岩、泥灰岩和碳酸盐

岩，是一套陆源碎屑复理石建造，侏罗系、白垩系零星分布于岷县—临潭北部和白龙江一带，主要为陆相

碎屑岩和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第三系为红色磨拉石沉积建造，分布于断陷盆地中。 
1.1.2  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先后经历了加里东-华力西期、印支期和燕山期 3 次构造岩浆活动事件（杜子图等，

1998）。其中印支、燕山期侵入岩浆活动对金矿成矿起重要作用。侵入岩体分布特征： 主要的岩浆作用发

生于南秦岭北带，南秦岭中带和南带岩浆活动较弱； 大岩体主要出露于北带中部、东部及南带东部；

岩脉、小岩体在整个区内均发育； 加里东-华力西期侵入岩分布于武都—天水断裂东部，主要沿断裂构造

活动，岩性有中酸性、中基性和基性；印支期岩浆侵入活动强烈，较著名的岩体有产于北带的天子山、八

桂山、中川、础碌坝、教厂坝、柏家庄、闾井、温泉岩体，主要活动时间为印支期，具多期多次侵位特征

（方春家，2005；陶炳昆，1982；李永军等，2003；卢哲等，2003）。同时，印支期岩浆岩在中带、南带有零星

产出，呈岩株、岩脉；燕山期岩浆活动不强烈，主要在南秦岭北带西部出露，其他地区表现为岩株、岩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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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秦岭地区构造分带、成矿带划分及金矿床分布图 
Ⅰ－北秦岭造山带；Ⅱ、Ⅲ－南秦岭造山带；Ⅳ－松潘-摩天岭造山带；1－松潘-摩天岭成矿亚带；2－南秦岭南成矿亚带；3－南秦岭北成矿亚带； 

4－北秦岭成矿亚带；5－印支-燕山期岩体；6－加里东-海西期岩体；7－断裂；8－成矿亚带分界线；9－隆起-沉降带分界线；10－金矿床；11－成

矿远景区及编号（ⅠAu 为一级，ⅡAu 为二级，ⅢAu 为三级） 

 

 
图 2  各成矿亚带中金资源量 

Ⅰ－北秦岭成矿亚带；Ⅱ－南秦岭北成矿亚带；Ⅲ－南秦岭南成矿亚带；

Ⅳ－松潘-摩天岭成矿亚带 

1.1.3  构  造   
秦岭造山带的断裂构造在区内表现为 NNW

向、近 EW 向和弧型构造，同时 NNE 向构造在

本区均有发育，在重磁图上（赵希刚，1997）和

1 : 25 万区域遥感图上 NNE 向断裂构造均有反

映；褶皱构造在本区发育，表现为复式向斜和复

式背斜，如洮河复式向斜和白龙江复式背斜以及

众多小型复式褶皱。 
 

2  西秦岭金矿分布特征 
 

2.1  平面上的分布特征 
西秦岭已发现的金矿床(点)及其金矿化异

常，均受北西西向构造带的控制，且分段集结成

群、成带、呈串珠状展布。自北而南可划分为 4
个成矿亚带（图 1），各成矿亚带中金成矿特征

不尽相同、金资源量不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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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秦岭成矿亚带：该带以产于前奥陶系变质岩中的蚀变岩型金矿床为主要特征，产出主要金矿

床有李子园金矿、柴家庄金矿等；产出 1 个大型金矿，3 个中型以上金矿床，资源总量约 76 797 kg，占全

区的 7 %。 
（2）南秦岭北成矿亚带：该亚带以其特有的泥盆系层控金矿床而著称。该成矿亚带产出李坝、二台

子、罗坝、双王、马泉、八卦庙、金山、安家岔、马鞍桥、田家河、安家岔、庞家河、小沟里、寨上等十

余个金矿床及众多金矿点，其中特大型金矿 1 个，大型金矿 4 个，中型金矿 9 个，小型金矿 12 个，资源

总量 355 735 kg，占全区的 32.34 %。 
（3）南秦岭南成矿亚带（包括洮河复向斜成矿亚带和白龙江复背斜成矿亚带）：白龙江成矿亚带该带

以寒武-志留系、泥盆系黑色岩系(碳质硅岩、碳质板岩、碳质灰岩及硅灰泥岩等)中的层控金-多金属矿床引

人注目，有拉尔玛、九源、坪定和黑多寺等矿床；洮河复向斜成矿亚带以产于三叠系碎屑岩中的微细浸染

型金矿为主，有鹿儿坝金矿。其中特大型金矿 1 个，中型金矿 7 个，小型金矿 4 个，资源总量 182 059 kg，
占全区的 16.55 %。 

（4）松潘—摩天岭成矿亚带（包括松潘—甘孜成矿带部分、摩天岭成矿带部分)：紧邻白龙江金矿亚

带南侧。该亚带以泥盆系、三叠系细碎屑岩、碳酸盐岩中的众多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为代表。主要有联合村

金矿、甲勿寺金矿、马脑壳、巴西、团结、阳山、石鸡坝金矿、铧厂沟金和众多的金矿床点，其中特大型

金矿 1 个，大型金矿 3 个，中型金矿 6 个，小型金矿 11 个，资源总量 485 451.78 kg，占全区的 44.13 %。 
2.2  时间上的产出特征 

图 3  西秦岭金矿成矿时代统计直方图 

西秦岭金矿主成矿期为印支期－燕

山期 ，根据同位素定年，西秦岭金矿化

发生在 125~130 Ma 之间和 170~210 Ma
的两个成矿时期（图 3），同时还有阳金

矿成矿时代 50 Ma、51.7 Ma，邛莫金矿

成矿时代 46 Ma、50.5 Ma，马脑壳金矿

成矿时代 46 Ma，寨上金矿成矿时代

30.62 Ma 等成矿年龄数据，这些成矿年

龄数据与喜马拉雅山期构造作用时代一

致，可能也表示喜马拉雅山期构造作用

对西秦岭成矿有一定的影响。 
 

3  西秦岭金矿控矿规律 
 
3.1  金矿类型 

以成因分类，西秦岭金矿主要类型为，卡林-类卡林型、矽卡岩型；以金的粒度为依据，可归类于“微

细浸染型”；以矿石类型分类可分为构造蚀变岩型、石英脉型、矽卡岩型，其中构造蚀变岩型在各成矿亚

带中均有分布，是西秦岭地区主要金矿类型；石英脉型主要分布于北秦岭成矿亚带，南秦岭成矿亚带的西

成盆地和南秦岭成矿亚带的东部；矽卡岩型金矿目前仅在弧顶南北向构造中发现小金厂金矿。 
3.2  矿床控矿规律 
3.2.1  区域性构造   

次级级序的隆起和坳陷的接合部，靠近隆起构造单元的一侧控矿，在两个同级序的接触部，存在着深

大断裂，成矿部位通常是位于深大断裂带的边缘或者上盘地体的边缘。这一认识符合于“界面”成矿理论，

符合成矿时进入地壳的浅层次即抬升部位成矿定位的实际，也是“隆起之中找坳陷，坳陷当中找隆起，隆

起和坳陷的接合部靠近隆起的一侧控矿”的规律性认识 （周乃武，2004）。 

 
 

 

 
 

 
 

 



 50                                         矿   床   地   质                                       2008 年 

3.2.2  赋矿地层及岩性   
西秦岭地区赋矿地层有 T、C、D、

S、Z-O、Pt，但以泥盆系中产出金矿

床个数及资源量 多，产出矿床（点）

个数占西秦岭地区矿床（点）个数的

35 %，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 85 %（图

4）；其次三叠系中产出金矿床（点）

个数占西秦岭地区矿床（点）个数的

17 %，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 9 %。赋

矿地层主要类型：斑点状千枚岩、砂

岩与板岩、浅-中变质岩、矽卡岩。赋

矿围岩为斑点状千枚岩、浅-中变质

岩、矽卡岩的金矿，离岩体较近，产

于岩体周围 1~7 km 范围内，包括李坝金矿、罗坝金矿、金山金矿、马坞金矿、岷化金矿等；矿脉体受构

造破碎带控制；赋矿围岩为砂岩与板岩界线的金矿有寨上金矿、元更地金矿和阳山金矿，此类型金矿离岩

体较远，矿脉主要产于板岩与中厚层砂岩接触界面，受构造控制。  

图 4  金矿与地层关系统计直方图 

3.2.3  岩浆活动   
印支-燕山期岩体及岩脉主要赋存于北秦岭成矿亚带和南秦岭北成矿亚带上，在岩体外 1~7 km 范围内

成矿；根据地球物理数据在阳山金矿深部解译出存在隐伏岩体。岩脉控矿，主要表现在许多金矿区发现不

同方向岩脉；岩浆活动至少在成矿期提供了热源。 
3.2.4  构造控制 

（1）区域性深大断裂是大地构造分区、区域性矿床分布的主要控制因素，同时也是导矿构造，更为

重要的是，因其长期多次活动，还可以是容矿构造，如光盖山—白水江断裂是区域性分界断裂，在构造顶

部发育铅锌、锑、银、金矿化，其上盘与断裂平行，控制着金矿、锑矿的产出。 
（2）次级断裂控矿，次级断裂成矿时必须是张开的活动状态，为此，线性构造常常是进入地壳的浅

层次才能够控矿。 
在脆性断裂控矿方面，绝大多数脆性断裂的力学性质以压扭性断裂带为主，少数矿床受控于张扭性断

裂或“共扼”断裂（即追踪张扭性断裂控矿），在通常情况下，矿床体呈脉状，成群、成带产出，这是由

于金矿床通常严格受到压扭性构造控制所致。 
（3）等间距分布规律，可以是同一成矿带上的金矿等距产出，也可以是同一矿床中的不同矿体等距

产出。同一成矿带中金矿成矿与近 SN 向断裂有关，其控制隆起与沉降区。同一矿床中成矿与压扭应力有

关。 
（4）褶皱控矿，一般情况下矿床体常常位于背形构造的核部。如果在有侵入岩体存在的条件下，侵

入体同样侵位于背形构造的核部，金矿床则让位于岩体，赋存在岩体的内外接触带，特别是外接触带，金

矿床形成的时间总是晚于岩体侵位的时间。 
叠加褶皱部位是应力集中部位，因此也是构造的扩容区带。金矿受复背斜构造的次级背斜褶皱控制。 
（5）弧形断裂控矿，西秦岭地区弧形构造由近SN向挤压作用形成，对矿床的控制作用表现为弧形断

裂对矿床的控制、弧顶近SN向张性断裂对矿床的控制、弧形断裂上盘次级弧形断裂和近NE、NW向断裂对

矿床的控制（图 5）。控矿有如下特征：①弧形断裂内矿脉呈雁行排列，弧顶东侧右行左列，弧顶西侧左行

左列，矿脉间有间断；②弧顶近SN向张性断裂对矿床的控制，实例是武都小金厂矽卡岩型金铜矿，岩体受

SN向断裂控制，呈SN向展布；③弧形断裂上盘次级平行断裂控矿，实例为白马山 7 号、11 号、3 号矿脉，

受F1断裂上盘次级弧形构造控制；④弧形断裂与其他方向断裂交汇部位，如马脑壳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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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矿成矿远景区圈定 

 
DPIS是由白万成等于2002年在ArcView GIS

平台上开发的“矿床定位预测系统（DPIS）”，

利用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矿产分布等矢量

化数据库资料，按照“信息量计算方法”的方法

步骤，完成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找矿预测、优选找

矿靶区任务。 
根据金矿控矿规律和化探、遥感异常特征、

矿化点信息，结合基于 DPIS 和 MORRAS 的金、

铅锌成矿预测，确定区内金成矿远景区圈定原则

如下： 
Ⅰ级成矿远景区：①区内有中型以上矿床产

出，矿(化)点较多；②控矿、容矿构造系统发育；

③有矿源层存在，成矿元素含量高、浓集系数高

于背景 3~10 倍；④区内有成矿元素的指示元素、

伴生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存在； DPIS⑤ 、MORRAS
综合信息预测线等值线数值高。 

 
图 5  弧形断裂控矿模式 

Ⅱ级成矿远景区：①区内产出矿化点；②控

矿、容矿构造系统发育；③有矿源层存在，成矿元素含量高，浓集系数高于背景 3~10 倍；④区内有成矿

元素的指示元素、伴生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存在； DPIS⑤ 、MORRAS 综合信息预测线等值线数值次高。 
Ⅲ级成矿远景区：①控矿、容矿构造系统发育；②有矿源层存在，成矿元素元素含量高、浓集系数高；

③区内有成矿元素的指示元素、伴生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存在； DPIS④ 、MORRAS 综合信息预测线等值线

数值相对高；⑤工作程度差，未发现或有少量共生、伴生金矿化。 
根据预测原则在本区圈定金成矿远景区共 40 个（图 1），其中Ⅰ级成矿远景区 14 个，主要成矿特征见

表 2；Ⅱ级成矿远景区 11 个，Ⅲ级成矿远景区 15 个。 
 

5  西秦岭金矿资源潜力 
 
5.1  成矿环境分析   

①西秦岭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结合部位，是一造山活动区，构造运动、岩浆活

动和成矿作用频繁继承强烈活动的区域，其特定的成矿地质背景为金矿成矿提供了有利条件。②西秦岭主

要断裂构造带规模大，多期次活动，切割上地幔。③元古代地层，古生代志留、泥盆系中金的丰度值较高，

可以为金的成矿提供物质来源。④目前新发现超大型、特大型金矿的勘查深度不大于 800 m，如寨上、阳

山等，深部找矿空间巨大。⑤西秦岭地区金异常多、规模大、分带性好，并且因本区高差大、切割深、覆

盖严重，因此在新区可能发现新矿床。 
5.2  分形法资源总量预测 

  西秦岭成矿带大于 1 t 的金矿床为 62 个，大于 2 t 的金矿床有 51 个，大于 5 t 的金矿床 36 个，大于 20 t
的金矿床 14 个，大于 50 t 的金矿床有 4 个，大于 100 t 的金矿床数目为 1 个（表 3）。投在双对数坐标图

上（图 6），可以看出资源量大于 1 t 的金矿床资源量-数量分布线中，资源量从 50 t 开始明显变化，数据点

下偏，小于 2 t 的金矿床数据点也下偏。这是矿床勘查过程中的“记不全”和“没查全”所造成（李长江

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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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秦岭地区金矿Ⅰ级成矿远景区主要成矿地质、地化特征及找矿方向 

序号 成矿远景区 地理位置 面积/km2 主要成矿地质、地化特征 找矿方向 

1 阳坡—板桥

( Au1) Ⅰ  
岷县西北阳

坡—板桥

一带 

450 出露地层主要有：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统等地层；断裂构造发育，总体构

造线以 NW 向为主，其次为 NE 向、近 EW 向或 NS 向；岷县复式背斜，

褶皱内部发育复杂的次级褶皱或小揉皱构造，少量的酸性花岗岩脉。寨上

特大型金矿 

产于岩性界面的

受褶皱控制的

金矿体 

2 独庄—白桦

滩 区

( Au2)Ⅰ  

岷县南秦许

乡 
360 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三叠系浊积岩建造的浅变质岩；区域断裂构造以 NW 向压

性断裂为主,次级构造为近 EW 向的压扭性断裂。次级构造是主要含矿构造；

区内岩浆活动微弱,仅见少量中酸性岩脉侵入。鹿儿坝金矿、多纳、二沟门

金矿点 

产于碳质板岩中

的微细浸染型

金矿 

3 卡马—城马 
（ Au3)Ⅰ  

迭 部 — 舟

曲 交 界

处 

600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断裂构造十分发育，主要为

NWW 向的压扭性断裂，在复背斜的轴部和翼部密集呈束；印支期伴随强

烈的构造活动，除中型和碱性岩体侵位之外，还有较多的脉岩和岩株侵位；

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岩浆活动较为强烈，既有脉岩侵位，也有火山喷发活

动；中坪定金矿为中型金矿，卡马金矿、九源金矿为小型金矿，区内雄黄、

雌黄蚀变发育 

与含碳质浅变质

岩有关的金矿

床 

4 阿卓乡—巴

西 ( Au4)Ⅰ  
若 尔 盖 东

阿西乡 
650 阿西—哲波山弧形断裂与 NW 向荷叶断裂交汇部位，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上

三叠统光盖山组、咀朗组和纳鲁组浊积岩沉积，燕山期中酸性侵入体发育，

沿 NW 向断裂侵入地层中，引起矽卡岩化和角岩化。地层中层间断裂发育，

是主要的容矿构造。已发现团结、阿西、咯嘎、朝别等金矿。 

产于碎屑板岩中

的金矿床 

5 巴热古马—达

舍寨 ( Au5)Ⅰ  
南坪县北 300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上三叠统咀朗组灰岩夹砂、板岩，上三叠统纳鲁组

砂岩、碳质板岩夹千枚状板岩和上三叠统卡车组砂板岩夹灰岩，主要赋矿

层位为卡车组浊积岩和钙质砂板岩。区内发育的主要断裂为层间 NWW 向

层间剪切破碎带及次级 NE 向断裂破碎带；断裂构造、褶皱转折端是金矿

容矿的有利空间。区内岩浆作用不明显，规模较小的石英闪长岩脉出露 

产于钙质碎屑岩

中受层间构造

控制的微细浸

染型金矿 

6 李家沟门—李

坝 ( Au6)Ⅰ  
礼县西北罗

坝—岷县

马坞一带 

550 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中统舒家坝河组和西汉水组浅变质沉积岩；区内岩浆

岩发育，中川岩体、闾井岩体、教厂坝岩体、碌础坝岩体是成矿带上与成

矿有关的岩体，同时岩体外围发育煌斑岩脉、闪长岩脉等与金矿化有关的

岩脉。礼县-罗坝-锁龙口断裂控制金矿的产出。主要成矿部位为岩体外围

地层中接触变质带中，即岩体外围 1~7 km 范围内成矿。已发现金矿床有李

坝大型金矿、三人沟、张家山、崖湾金矿 

产于岩体外围 1~7
km 范围内热变

质带中的金矿

床 

7 大庄里—马

泉 ( Au7)Ⅰ  
礼县西部 110 位于中川岩体南侧，出露主要地层为泥盆系中统舒家坝河组、西汉水组和石

炭系中川组等浅变质沉积碎屑岩。岩体外围热变质带发育，是金矿产出的

主要部位。礼县-洮平断裂控制了区内金矿的产出。发育有环形构造，可能

为隐伏岩浆热液引起。区内已发现马泉金矿、金山金矿、大草沟金矿 

矿区深部和外围

岩体热变质带

是重要找矿有

利区 

8 芦河—草关

村 ( Au8)Ⅰ  
西和—成县

两县交界

部位 

600 远景区内出露的地层有泥盆系赋金的中泥盆统西汉水组和安家岔组，区内主

体构造线方向呈东西向。区内岩浆岩分布比较广泛,仅在三洋坝和小沟金矿

床内出露有层状岩脉,包括花岗斑岩、花岗细晶岩及少量的斜长斑岩和流纹

斑岩,区内金矿主要产出特征是：①与铅锌矿呈上下层产出，上层千枚岩中

产出金矿、下层灰岩中产出铅锌矿；②与脉岩相伴产出；③主要赋矿围岩

为千枚岩。区内已发现小沟里、三洋坝、三华咀等金矿；同时野外工作中

在小沟里金矿南侧发现严家河金矿化点 

主要寻找与铅锌

矿空间相伴产

出的金矿床 

9 甲勿寺—阳

山 ( Au9)Ⅰ  

 

文县西部 600 区内出露的地层为泥盆系和三叠系；中下泥盆统是主要的赋矿岩系。主要岩

浆岩为石英斑岩、石英闪长玢岩等。区内主要构造为阳山弧形构造，弧形

构造是远景区内 主要的控矿构造，区内产出的金矿床均受其控制。远景

区内环形构造发育，并处于断裂构造交汇部位，可能是岩浆侵入作用的热

隆起引起的。区内产有阳山超大型金矿、石鸡坝大型金矿及甲勿寺、联合

村金矿 

受阳山弧形构造

控制的微细浸

染型金矿床 

10 李子园—吊坝

沟 （ Au10Ⅰ ） 
天水南部娘

娘坝—吊

坝沟一带 

860 区内出露地层为元古代秦岭群、古生界李子园群和泥盆纪舒家坝组；李子园群

是主要的赋矿地层。区内北西唐藏-李子园-关子镇区域性反 S 形韧性剪切带

是主要的控矿构造。李子园-党川背形控制了金矿的产出。出露有党川岩体、

柴家庄岩体、八卦山岩体、吊坝沟岩体。区内产出有柴家庄金矿、李子园金

矿、花石山金矿、甘沟金矿、桦林沟金矿和花庙子金矿 

主要寻找受韧性

剪切带控制产

于印支 -燕山

期岩体旁侧的

金矿床 

11 上地沟—太阳

寺（ Au11)Ⅰ  
上地沟—两

当县太阳

寺一带 

600 出露地层为中泥盆统舒家坝河组，岩浆岩主要为印支期二长花岗岩和石英闪

长岩岩体。礼县-凤县断裂通过远景区，远景区南部夏河-临潭-岷县-宕昌-

西和-凤镇深大断裂通过。 已发现土地沟、铜湾里、八条沟、潘家沟、黒

水沟、花漄沟、太阳寺等金矿床(点)；近几年在两当太阳乡发现寺合金矿，

矿脉往东、西延长方向均未封闭，金与铅、锌银矿化相伴产出 

寻找金、铅锌、银

多金属矿成矿

有利区，主要金

矿类型为石英

脉型、其次为蚀

变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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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序号 成矿远景区 地理位置 面积/km2 主要成矿地质、地化特征 找矿方向 

12 康县—坪沟 
（Au12) 

康县—略阳

交界处 
400 出露地层有中上元古碧口群细碧角斑岩系；震旦系结晶灰岩、千枚岩、变质

火山岩；寒武系干枚岩、硅质岩和粉砂岩；泥盆系三河口组石英角斑岩夹

灰岩、砂岩及千枚岩，在顶部有少量紫色细碧熔岩；石炭系灰岩。勉略超

深断裂带在远景区内通过；岩浆岩不发育，仅有少量华力西期岩脉和燕山

期小岩体。区内产出的原生金矿床有铧厂沟金矿，同时产出三官河、碾坝、

徐家河、王坝等众多砂金矿。表明区内有砂金矿的矿源层存在 

寻找的主要金矿

床是与近东西

向韧性剪切带

有关的金矿床

和北西向构造

控制的蚀变岩

型金矿床 

13 河口镇—孔棺 
( Au13Ⅰ ) 

凤县东部 出露地层为泥盆系细碎屑岩-碳酸盐岩-细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细碎屑岩，是该

区的主要含矿层位。区内构造线方向主体为 EW-NWW 向，褶皱强烈，断

裂发育，同时发育 NE 向隆起带和凹陷带，形成菱形格子状构造格局，控

制金等多金属矿产的分布。岩浆岩主要分布于东部,以中、酸性岩为主,具多

期次、多阶段特征。已发现八卦庙特大型金矿 

400 已知金矿区深部及

外围灰岩-千枚

岩接触带是寻找

与脆-韧性剪切

带有关金矿床的

有利部位 

14 略阳县—麻柳

铺（ Au14Ⅰ ） 
略阳县东 690 位于“勉略阳金三角”内，区内地层主要有晚太古代鱼洞子群（组）中深变质

火山沉积岩和中晚元古代碧口群巨厚的绿片岩相变质火山沉积岩系；盖层为

晚元古代震旦系（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沉积）。山间盆地有零星泥盆系、石

炭系、二叠系、侏罗系，区域基底构造线在北部呈 NW-NWW，南部呈 NE-NEE
向，中部东端为近 EW 向并且向西转为 NE 向或 NS 向，构成北部、中部和

南部 3 个构造岩浆岩成矿区带。分布 7 个金异常。产出特大型煎茶岭金矿 

寻找产于超基性

岩与白云岩的

接触断裂带与

超基性岩有关

的构造破碎带

蚀变白云岩型

金矿床 

 
表 3  金矿床规模大于 M 的矿床数目 

矿床规模（资源量）/t 大于 1 t 大于 2 t 大于 5 t 大于 20 t 大于 50 t 大于 100 t 

62 51 36 14 4 1 矿床个数 

 
取 2~50 t 的矿床利用 小二乘法进行拟合，则与分形数（分维值）D=1.22 的直线吻合较好，无标度区

间在 2 个数量级，表明西秦岭成矿带金矿床资源量-数量是分形分布。图 6 暗示在西秦岭还有相当数量的潜

在的大型、超大型金矿。 
目前西秦岭成矿带已知 20~50 t 的金矿床有 10 个，取平均资源量为 35 t 得相关线是： 

0 .5 91 0 ( )
3 5
MN −=              （1） 

 

图 6  西秦岭成矿带金矿资源量大于 M 

的矿床数Nc与M的关系 

式中 M 为资源量，N 为资源量 M 大于某一

确定资源量的矿床数目。 
由（1）式预测西秦岭成矿带还可以找一批

50~500 t 的大型、超大型和特大型金矿。 
利用（1）式进行西秦岭成矿带金资源规模

大于 50 t的资源总量估算，设可能出现的单个

矿床的 大资源量Mmax=1 000 t，由图 6 及（1）
式得单个矿床 小资源量Mmin=50 t，资源量-数
量分形关系式中的比例常数k=52.9，D=1.22，
求得矿床的总资源量ΣMcacl=1 756.8 t，减去已发

现的大于 50 t的金资源量 543.668 t，则西秦岭

地区潜在的大于 50 t的金矿床的资源量为 1 
213.132 t。 
5.3  丰度法资源总量预测   

西秦岭地区产出金矿床（点）202 个，金资源总量 1 100 042.78 kg，以平均每个矿区面积 20 km2来近

似估算区内总体资源量下限值，已知区的深度（D）按 1 000 m计算；各类岩石的平均比重（SG）以 2.7 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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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矿元素的区域地壳丰度（CA）以区内 1 : 20 万水系沉积物金平均值 1.84×10-9。则富集系数： 
rR＝TR/(CR×D×CA×SG×103+TR) 
 ＝（1 100×103)/(4 040×1×1.84×2.7×103+1 100×103) 
  ＝5.2×10-2

式中rR为成矿元素或成矿元素组合（R）的富集系数，TR为已探明的成矿元素或成矿元素组合（或R）
的各级别的资源总量（t），CR为控制区面积（km2），D为已知区资源估算的深度（km），数值由当前经济

技术条件确定，CA为成矿元素的地壳丰度值，SG为已知区内岩石的平均比重。 
在金矿资源潜力的计算中，预测区的面积是对计算结果影响较大的参数。对于本区，如果采用全区的

面积计算，那么估算结果要偏大，所以本次估算以 1:20 万化探异常的面积来代替预测区的面积，这样估

算的资源量应该比较接近区域成矿潜力的下限值，结果应该准确一些，根据本区的 1:20 万化探结果，异

常面积大约为 15 000 km2。按模型公式，本区的金矿成矿潜力估算结果为： 
ETR＝rR×RA×A×SG×D×103/(1-rR) 
  ＝5.2×10-2×1.5×104×1.84×2.7×1×103/(1-5.2×10-2) 

=8073（t） 
式中：ETR为待估计地区成矿元素的资源量，RA为待估计地区的面积，A为区域元素丰度值，SG为预测

区岩石的平均比重。 
从丰度估计法的原理及数学模型可以看出，西秦岭地区富集系数比较大，反映西秦岭地区成矿作用强

烈，以丰度法估算的资源量为地表以下 1 km，而以分形法估算大天 50 t 的金资源量为目前勘探深度，一般

而言，西秦岭地区勘探深度不超过 500 m，部分达 600~700 m；现目前区内资源量大于 50 t 和小于 50 t 的
金矿资源总量为 1:1；因此以目前勘探深度，小于 50 t 的金矿资源量与大于 50 t 的金矿资源量相当，因此

以丰度法估算区内金资源总量 8 073 t，是比较可信，即西秦岭地区还存在约 7 000 t 的金资源总量，找矿前

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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