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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龙山金矿区主要矿源层和容矿层是上泥盆统南羊山组地层，其上覆盖层下石炭统袁家沟组地层是

次要的含矿层位。矿区弧形构造发育，古楼山、丘岭、腰俭、金龙山等 4 个短轴背斜分别位于弧形构造的不同部

位中。金矿化体主要分布于南羊山组板岩和薄层灰岩层间、南羊山组板岩与袁家沟组灰岩接触带、斜切南羊山组

地层的断裂中，尤其是 NE 向断裂是主要的含矿断裂。控矿空间相互之间是相通的，各种类型的矿化体之间是有

成因联系的，所以形成“三位一体”成矿模式；盖层中可形成锑金矿化体，其特征是“上（盘、部）有锑矿下（盘、

部）有金矿”；金龙山矿区由盖层和矿源层共同含矿构成了“二层楼”成矿模式。笔者得出，在金龙山矿区深部

具有很大的找金潜力，在其东部锑矿下部有望找到金矿化体，在金鸡岭向斜南翼的公馆—马家沟汞锑矿带内有进

一步找金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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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山金矿床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南秦岭地区发现的特大型微细浸染型金矿床。武警黄金第五支队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的丁家山－马家沟汞锑矿床西部中进行金矿普查时，发现了工业金矿体。至目前，

金龙山金矿床累计提交（333+334）资源量 80 多吨。金龙山矿床随着近年深部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深部资

源量到底有多少，深部找金前景如何，成为大家极为关注的问题；金龙山矿田西有锡铜沟铅锌矿床，东有

丁家山－马家沟汞锑矿床，Au与Pb、Zn，Au与Hg、Sb关系如何？按照“理论先导、攻深找盲、瞄准大带、

重点突破”的找矿思路，以成矿系列理论为依据建立矿床成矿模式、成矿系列、圈定找矿远景区成为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开展金龙山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研究，指导本区深部找矿和锡铜沟-金龙

山－马家沟多金属成矿带内找金具有现实意义。 

1  区域地质概况 

金龙山金矿区位于秦岭褶皱系，南秦岭印支褶皱带镇安－板岩镇断裂南侧，旬阳盆地北缘，金鸡岭复

式向斜北翼的松树岭-枣树滩次级复式褶皱内（张复新，1997；王瑞廷等，2000；卢纪英等，2001），旬阳

盆地北缘 Pb(Zn)-Au-Sb(Hg)成矿带中（马光等，2004；马中元等，2005）。区域主要出露古生代地层（杨

志华，1991；钱壮志，2003；朱华平等，2003）（图 1）。前人研究（张复新，2004）已确认上泥盆统南羊

山组为矿源层，并且为重要的含矿层位（刘新会等，2003；2005），下伏冷水河组及上覆袁家沟组地层为

次要的含矿层位（刘新会，2006）。目前尚未找到岩浆岩与金矿有关系的证据。旬阳盆地北缘有长哨、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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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龙山金矿区域地质简图 

1—第四系；2—中三叠统岭沟组；3—下三叠统金鸡岭组；4—上二叠统熨斗滩组； 5—上二叠统龙洞川组； 6—上二叠统西口组；7—下二叠统水峡

口组；8—中石炭统铁厂铺组；9—中石炭统四峡口组； 10—下石炭统袁家沟组； 11—上泥盆统冷水河组； 12—上泥盆统南羊山组；13—中泥盆统

杨岭沟组；14—中泥盆统大枫沟组；15—断裂构造线；16—不整合接触界线；17—锑矿床；18—金矿床 

铜沟铅锌矿、金龙山金矿、丁家山－马家沟汞锑矿，中部有小河口金矿、牛家沟金矿、公馆汞锑矿、文岭

金矿，南缘有南沙沟、关子沟、泗人沟等铅锌矿等，旬阳盆地是名符其实的“聚宝盆”。 

2  矿床地质特征 

2.1  地  层 

矿区地层由老到新为： 
冷水河组（D3l）：下段岩性为石英杂砂岩夹板岩；中段岩性为灰-深灰色中-薄层状微-粉晶灰岩夹粉砂

岩、板岩；上段岩性为浅灰色厚层状微晶灰岩、藻屑灰岩、细晶灰岩夹粉砂岩。在丘岭矿段，321 号金矿

体赋存在此地层中。 
南羊山组（D3n）：区域上南羊山组地层以毛家峡为界，西侧为板岩段，东侧为碳酸盐岩段，矿区位于

毛家峡以西的板岩段。根据实测剖面，笔者将南羊山组地层划分为 5 个沉积旋回，每个沉积旋回为典型的

向上变细的垂直层序，层序下部为粉砂岩，向上过渡为粉砂质板岩、钙质板岩、泥质板岩、炭质板岩、薄

层灰岩。第一、二沉积旋回是主要的容矿层位。通过实测剖面对比，矿区西部以细粒碎屑岩-泥岩相为主，

东部以碳酸盐岩相为主，相变界线大致在毛家峡一带，这样笔者将过去的相变界线由七里峡推至毛家峡一

线，将找矿范围向东推移了约 10 km。南羊山组地层厚 700~1 200 m，地层中Au含量为（7.3~24.6）×10-9，

是上地壳丰度值 1.8×10-9（Taylor，1985）的 4~13.6 倍，比下伏、上覆地层都高，所以南羊山组是矿区主

要的金矿源层（张复新，1996）和金的容矿层（含矿率 92.5%）。 
袁家沟组（C1y）：灰色中薄层状含燧石条带、团块的细-微晶灰岩。覆盖在矿源层之上，对金矿床的

形成起到圈闭作用，是矿区的次要含金层位（含矿率 7.5%），但是重要的含汞锑矿层位。 
四峡口组（C2s）：深灰色含铁质结核绢云千枚状板岩（局部含炭）夹细砂岩、粉砂岩。 

2.2  构  造 

区域内发育一系列不同级别、不同规模但具成生联系的弧顶朝南的弧形构造，彼此之间互相制约、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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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复合，形成一个复杂的弧形构造系统，并且由此构成区域的主体构造，基本上控制了该区的区域构造

格架。矿区位于古楼山-石板沟弧形构造内。 
古楼山－石板沟弧形构造：展布于镇安板岩镇断裂南侧，为一小型弧形构造，弧顶位于腰俭－米粮一

带，西翼位于丘岭－古楼山一带，东翼位于金龙山－石板沟一带。 
弧顶位于腰俭－米粮一带，由一系列 EW 向压扭性断裂破碎带和轴面北倾的紧闭背斜组成，背斜枢纽

与断裂呈 EW 向展布。 
弧形构造西翼位于丘岭－古楼山一带，呈带状展布，自北而南有丘岭断裂、阳坡淌断裂、棋盘沟断裂

等，该断裂带产状走向舒缓波状，断面北倾，局部反倾，倾角 40~60°，其早期属 EW 向构造体系，后期卷

入弧形构造体系西翼。 
弧形构造东翼发育在金龙山－石板沟一带，主要由 NE 向断裂及褶皱组成。这些 NE 向断裂属早期 EW

向构造体系，后期卷入弧形构造体系，是矿区东部主要的控矿断裂。 
2.3  矿体特征 

按照矿体赋存层位的含矿率将矿体分为 2 大类，一是主要容矿层位（南羊山组，含矿率 92.5%）中的

矿体，二是次要容矿层位（袁家沟组，含矿率 7.5%）中的矿体，其特征分别如下。 
（1）主要容矿层位中矿体特征：主要容矿层位之中矿体是指赋存于南羊山组地层中的各个方向构造

带中的矿体。 EW① 向矿体。EW向矿体主要分布于弧顶部位，如 207 号矿体位于腰俭矿段赵家沟北坡，矿

化带长 600 m，走向近EW（270~300º），西段倾向北，东段反倾，倾角 50~80º，平均 70º。地表矿体长 490 
m，见矿真厚度 0.42~6.69 m，平均 1.45 m，厚度变化系数 85%；金品位（0.98~11.63）×10-6，平均 3.57×10-6，

品位变化系数 121%。 NE② 向矿体。NE向矿体主要分布于金龙山矿段和丘岭矿段，矿区内主要的富矿体是

NE向矿体，如 304-3 号矿体，位于弧形构造西翼的丘岭矿段，走向 35°，倾向NW，局部反倾（102 线），

倾角 80~85°，平均 83°。地表圈定矿体长度 597 m。见矿真厚度 0.82～35.8 m，平均 9.5 m，厚度变化系数

105%；金品位（0.94~15.20）×10-6，平均 3.56×10-6，品位变化系数 69%。矿体赋存于上泥盆统南羊山组（D3n）
地层内，赋矿围岩为粉砂岩、粉砂质板岩，钙质板岩、炭质板岩、薄层灰岩等，几乎包含了整个南羊山组

各个岩性段。矿体受NE向断裂构造带和地层控制，呈似板状，并且与近EW向的 304-1、304-2、304-4、304-5
号等矿体斜交。矿石以角砾岩型为主，金属矿物主要分布在角砾中，而胶结物中并不多见。蚀变以硅化、

方解石化为主，地表矿化以褐铁矿化为主，深部矿化以黄铁矿化、含砷黄铁矿化、毒砂矿化等为主。 NW③

向矿体。NW向矿体主要位于弧形构造西翼，如 302 号脉出露于丘岭矿段与古楼山矿段之间的红岩沟、扇

子凹一带。矿化带长 800 m，总体走向 330~340°，倾向NE，倾角 57~65°。地表圈出 302-1、302-2 两条矿

体。302-2 号矿体长 410 m，见矿真厚度 0.92～24.26 m， 平均 7.59 m，金品位（0.00~10.16）×10-6，平均

2.89×10-6。矿体赋存于上泥盆统南羊山组（D3n）地层内，赋矿围岩为粉砂岩、粉砂质板岩、薄层灰岩；

矿体受NW向断裂控制，分枝复合特征明显，次级断裂叠加复合部位矿体厚度增大、矿化好、品位高；矿

体形态呈透镜状、似层状。蚀变以硅化、方解石化为主，矿化以褐铁矿化、黄铁矿化、毒砂矿化为主。④NS
向矿体。NS向矿体在各个矿段中均发育，如 313 号矿体出露于丘岭地区小洞沟一带。矿化带长 300 m，走

向NS，倾向西，倾角 53~86º。地表矿体长度 290 m，见矿真厚度 1.00~5.4 m，平均 2.75 m，厚度变化系数

69%；金品位（1.20~5.00）×10-6，平均品位 3.07×10-6，品位变化系数 35%。矿体赋存于上泥盆统南羊山组

（D3n）地层内，赋矿围岩为粉砂质、钙质板岩夹薄层灰岩。矿体受NS向张扭性断裂控制，呈似层状。蚀

变以方解石、硅化为主，矿化为褐铁矿化、黄铁矿化、毒砂矿化为主。 
（2）次要含矿层位中矿体特征：次要含矿层位中矿体是指赋存于袁家沟组地层中的矿体。如 106 号

矿体位于金龙山矿段东侧。矿化带长 1 000 m，宽 3.00~12.70 m，走向 40~55º，总体走向 45º；倾向NW，

倾角 76~89º，平均 81º。地表圈定矿体长 290 m，矿体呈似层状，厚度 0.96~15.14 m，平均 6.45 m，厚度变

化系数 62%；品位（0.32~16.4）×10-6，平均 3.14×10-6，品位变化系数 132%。矿体赋存于下石炭统袁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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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C1y）中厚层微晶灰岩中，严格受NE向压扭性断裂带控制，沿走向、倾向上具分枝复合现象；矿化带

以灰岩角砾为主，胶结物为石英、方解石、黄铁矿、褐铁矿等。 
2.4  矿石特征 

矿石分氧化矿石和原生矿石，主要是原生矿石。原生矿石类型按照金属矿物的分布状态可以分为：稀

疏浸染状型、细脉浸染状型、条带状型、构造角砾岩型等。矿石中金属矿物有黄铁矿、含砷黄铁矿、毒砂、

辉锑矿、褐铁矿等；非金属矿物为石英、方解石等，其他还有粉尘状与纹层状炭质、铁白云石、重晶石等。 
2.5 金的赋存状态 

含金黄铁矿具有“二层式”结构(沉积期内核-包裹金的含砷黄铁矿增生环带)。研究认为（张复新，

1997），金龙山金矿床原生金矿石中，金矿物主要以 0.04~0.16 μm 粒径大小的独立矿物存在，其形态呈小

圆珠状或链球状。分布于含砷黄铁矿的增生体环带中，或分布于含砷黄铁矿和毒砂晶粒的边缘、晶面及微

裂隙中。氧化矿石中，金矿物呈球粒状，粒径 15~20 μm，分布于褐铁矿附近复杂矿物的晶粒间隙及显微裂

隙、岩石孔洞中。 
2.6 找矿标志 

（1）地层岩性标志：矿区已发现金脉 40 条，其中分布于南羊山组(D3n，矿源层)粉砂岩、粉砂质板

岩、钙质板岩、炭质板岩及薄层灰岩中的矿脉有 37 条，占 92.5%；分布于盖层袁家沟组中厚层灰岩中的矿

脉有 3 条，占 7.5%。所以南羊山组地层及其细碎屑岩、不纯碳酸盐岩是最重要的找矿标志之一。 
（2）构造复合部位标志：区内弧形构造控制着所有矿化体。在弧顶（腰俭矿区）主要由 EW 向断裂

控制矿化体；在东（金龙山及其东部）西（丘岭、古楼山矿区）两翼主要由 NE 向和 NW 向断裂构造控制

矿化体。不同方向的构造交汇部位是工业矿体赋存的主要场所，如丘岭矿段内 304-3 与 304-1、304-4、304-5
等交汇形成的Ⅳ号露天采场。所以构造叠加复合部位是找矿的标志之一。 

（3）蚀变矿化标志：热液期具有增生环带含砷黄铁矿及他形、细脉状黄铁矿与金关系密切的特征，

是直接找矿标志；在地表，褐铁矿是直接找矿标志；在矿区东部，锑矿化较弱部位则会有金矿化，垂向剖

面上（盘、部）有锑矿，下（盘、部）有金矿，所以锑矿化是找金的标志之一；石英-方解石细脉产出时，

则间接指示金矿化体。 
（4）金异常标志：金龙山矿区 4 个 1:5 万水系沉积物异常，其中 3 个找到了金矿体，所以化探异常

是重要的找矿标志之一。 
2.7  成矿规律 

（1）构造复合部位是成矿的重要场所 
由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更迭和变形过程中边界条件改变而派生出的局部构造应力场的转换，不同地质时

期所发生的构造形迹交织、叠置在一起，构成研究区繁杂的构造变形图像，表现出不同构造体系之间的多

重复合关系（杜子图，1998）。金龙山成矿带内矿化体的赋存不是单方向的矿化体的存在，而常常是两种

或多种方向、多期次形成的矿化体叠加在一起形成矿化体组合。金龙山矿区主要构造体系间复合关系与矿

化体赋存状态可分为 2 大类，一是赋存在矿源层（D3n）之内的矿化体组合；二是赋存在盖层（C1y）之中

的矿化体组合。 
赋存在矿源层（D3n）之内的矿化体组合：EW向构造体系与弧形构造体系的复合及其控矿特点，EW

向构造体系形成较早，在NS向应力持续作用下，弧形构造形成。在弧形构造形成过程中，弧顶的EW向断

裂，一部分为新生的，而多数为继承早期EW向断裂构造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因此在弧顶一带两者之间常

呈归并、重接复合关系。而弧形构造两翼，两者之间呈斜接复合为主。NS向构造体系是继承早期EW向构

造体系内NS向横张断裂的基础上形成的，两者之间是归并复合关系。EW向构造体系与其他方向断裂组合

控矿有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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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NS 向张扭断裂型  在 EW 向剪切褶皱带内矿化体之上又叠加了 NS 向张扭性断裂充填型矿化体,
形成了既有 EW 向矿脉又有 NS 向矿脉的组合，如丘岭矿段的 303 号矿脉，金龙山的 103 号矿体西部。 

EW+NE 向断裂型  在 EW 向剪切褶皱带内矿化体之上又叠加了 NE 向压扭性断裂控制的矿化体所形

成的组合，是本区最为主要的一个矿化体复合类型，如丘岭矿段的 304-3 号矿脉，在 102 线 NE 向 304-3
号矿体与 NWW 向 304-4、304-5 号矿体交汇形成厚大的富矿体。 

东西+北西向断裂型  在 EW 向剪切褶皱带内矿化体之上又叠加了 NW 向压扭性断裂控制的矿化体所

形成的组合，如丘岭矿段的 315 号矿脉。 
赋存在盖层（C1y）之中的矿化体组合：在金龙山及其东部存在着切穿矿源层及盖层的的深大断裂控

制的矿化体，其本质是由EW向剪切褶皱带和斜切断裂共同组合控制。如金龙山矿段的 103、106 号矿脉，

由EW＋NE向断裂组合控制。 
（2）南羊山组地层是主要容矿层位 
南羊山组地层是本区的重要矿源层之一（张复新，1997），又是重要的容矿层位（刘新会，2006）。金

龙山矿区内已发现的 40 条矿脉中的 37 条均赋存在南羊山组地层中，占 92.5%，它们主要分布于腰俭、丘

岭、古楼山矿段、金龙山矿段西部；其他 3 条分布在金龙山矿段东部袁家沟组地层中，其比例占到 7.5%。

充分说明南羊山组地层是本矿区的重要含矿层位。 
南羊山组地层在不同矿段出露位置又决定了其内矿化体的含矿性。古楼山矿段中含矿层南羊山组地层

（D3n）分布在古楼山背斜的北翼向斜中，成矿条件不是很好。仅NW向断裂斜切在矿源层之上，赋存有金

矿化体，如 401、402 号矿体；丘岭矿段中，南羊山组地层（D3n）位于背斜核部，叠加在其上的EW、NE、
NW、NS向断裂均赋存金矿；腰俭矿段，南羊山组地层（D3n）位于倒转背斜核部，且腰俭矿区位于弧形

构造弧顶，所以发育着EW向为主的矿化体；金龙山矿段，发育在矿源层南羊山组地层（D3n）之中的NE、
NW、EW向断裂中均赋存有金矿化体。发育在盖层袁家沟组地层（C1y）之中的NE向断裂上盘赋存有锑矿

化体，下盘赋存有金矿化体。正所谓“上（盘、部）有锑矿下（盘、部）有金矿”。 
（3）锑金伴生成矿 

图 2  金龙山矿区东部金锑矿体位置图 

1—锑矿体；2—金矿体；3—金异常；4—锑异常 

锑金矿主要出现在金龙山及

以东地区，据金龙山矿段 103、
106 矿脉锑金关系，笔者总结出，

“上（盘、部）有锑矿下（盘、

部）有金矿”的规律。既切穿矿

源层（D3n）又切穿其上部盖层

（C1y）的断裂上部赋存有锑矿化

体，下部赋存有金矿化体，如 103
脉；或断裂上盘赋存有锑矿化体，

下盘赋存有金矿化体，如 106 脉

（图 2）。金龙山以东的几个短轴

背斜中，主要出露的地层为盖层

（C1y、C2s），参照金龙山成矿模

式，在此区域内地表主要为锑矿

化体，在锑矿下盘及其下（深）

部矿源层南羊山组地层（D3n）中

极有可能出现金矿化体。 
（4）矿体垂向延伸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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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锡铜沟－金龙山－马家沟铅锌-金-汞锑矿床基本特征 

矿区 矿种 地层 矿床类型 构造背景 成矿时代 

丁-马矿带 Hg、Sb C1y 海底喷流沉积-构造热液改造型 造山带 印支中期-燕山晚期 85~240 Ma 

金龙山 Au D3n-C1y 沉积-构造热液改造型（微细浸染型） 造山带 印支中期-燕山晚期 224~411 Ma

锡铜沟 Pb、Zn D2y、D2d 同沉积成矿-后期热液改造型 裂谷-沉积凹陷带 印支期-燕山期 360~702 Ma 

 

金龙山背斜是一个上部紧闭下部宽缓背斜，南羊山组地层（D3n）在地表出露较少，矿化体在地表延

长不大，但在深部延伸很大，如 103 号矿脉，矿化带长 260 m，宽 4.00~15.00 m，平均 8.50 m，走向 260~80°；
倾向NNE，倾角 70~80°。矿体位于金龙山背斜南翼靠近轴部，赋存于南羊山组薄层灰岩与钙质板岩互层中，

形态呈板状，总体呈近EW向展布，东部转为NE向，主要受顺层断裂控制；目前圈出 3 个矿体（图 2）。

地表矿体长 120 m，厚度 3.84~12.26 m，平均 7.84 m，厚度变化系数 71 %；金品位为（1.03~33.53）×10-6，

平均 5.36×10-6，品位变化系数 137 %；矿石由浸染状黄铁矿、毒砂、辉锑矿、金等金属矿物组成。在 80
线，工程控制矿体最高标高 778 m，最低标高 200 m，目前控制深度达 600 m。走向与倾向延伸之比为 1:6，
此矿脉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指示意义。 

（5）成矿系列的建立 
笔者研究了赋矿岩层、岩性，控矿构造，成矿演化过程（表 1），认为锡铜沟—金龙山—马家沟铅锌-

金-汞锑是一个沉积-改造型成因为主的成矿系列；为Ⅴ级锡铜沟－金龙山－板岩镇多金属成矿带。 
总之，金龙山成矿带，自西向东，出露地层越来越新（D3l－C1y），控矿层位由老到新，矿化体赋存层

位由矿源层到盖层；构造控矿形式由多样组合（剪切褶皱带叠加次级断裂）到单一的断裂控矿；矿体形态

由复杂（囊状、板状、似板状、透镜体）到简单（板状）；矿石类型由多种组合到单一类型。 

3  成矿模式 

金龙山金矿床矿化体赋存在矿源层及其盖层之中，形成“二层楼”模式；矿源层中的层间矿体、接触

带中的矿体与断裂带中的矿体在空间上和成因上是相通的，形成“三位一体”模式；自西向东分布有 Pb、
Zn 矿床-Au 矿床-Hg、Sb(Au)矿床等组成的成矿系列；在成矿带东部有“上（盘、部）有锑矿下（盘、部）

有金矿”模式。 

 

图 3  金龙山金矿成矿模式图 

1—锑矿体；2—金矿体；3—下石炭统袁家沟组；4—上泥盆统南羊山组 

3.1  “二层楼”模式 

在金龙山地区，矿源层南羊山组板

岩和薄层灰岩中赋存有金矿化体，其上

部的盖层袁家沟组中厚层灰岩中也赋

存有金矿化体，形成所谓的“二层楼”

模式。丘岭、古楼山、腰俭矿段内金矿

化体主要赋存于“二层楼”的下部形

成楼下矿—丘岭式金矿；金龙山矿段内

金矿化体主要赋存于“二层楼”的上

部形成楼上矿—金龙山式金矿（图 3）。
按照矿化体赋存部位总结出丘岭式成

矿模式和金龙山式成矿模式。 
（1）矿源层之内矿体的成矿模式

（丘岭式成矿模式） 赋存于地层中的

Au2+等成矿元素在华力西晚期-印支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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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构造应力作用下，于上泥盆统南羊山组（D3n）地层中初次富集形成矿源层；印支中期-燕山中期，

在NS向挤压作用下形成EW向挤压剪切断褶带，首先在矿源层中，成矿流体沿层理或斜切地层的EW向断裂

中侧向运移，与围岩发生交代作用形成蚀变体，局部形成矿(化)体，如 304-1、304-2、207 等矿脉。随着递

进形变的发生，NE、NW向压扭性断裂及NS向横张节理发育，成矿流体的二次活化，侧向迁移形成矿化体，

如 315、318、304-3 等矿体，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丘岭式金矿床。 
（2）盖层之中矿体的成矿模式（金龙山式成矿模式） 部分递进式发育的NE、NW剪切断裂穿透盖

层（C1y），形成良好的通道，成矿流体上涌在断裂破碎带中形成矿化体，其上盘及上部是辉锑矿脉，下盘

及下部是金矿化体，如 103、106 号矿脉，形成金龙山式锑金矿床。 
3.2  “三位一体”模式 

在金龙山矿区，矿体的赋存形式有断裂矿体、层间矿体、接触带矿体等三种形式。各种形式矿体既有

独特个性，又有内存联系，均以断裂为通道相互连为一体，称为“三位一体”成矿模式（图 3）。“三位一

体”成矿模式，强调了矿体之间的空间联系和成因关系，更为直观地表达了矿体的产出规律。 
3.3  “上（盘、部）有锑矿下（盘、部）有金矿”模式 

在金龙山矿区及其东部，切穿矿源层及其上部盖层的断裂，具有上（盘、部）是锑矿化体，下（盘、

部）是金矿化体的特征。 

4  成矿预测 

金龙山金矿主要受构造与地层、岩性联合控矿。找矿标志及成矿规律为成矿预测提供更具体的构造信

息、矿化蚀变信息、地层岩性信息、元素地球化学信息，结合建立的成矿模式，对本区的成矿预测探讨如

下。 
（1）金鸡岭向斜北翼找矿远景区：①丘岭－腰俭深部找矿问题：丘岭－腰俭矿段，赋矿层位主要是

矿源层（D3n），主要控矿断裂为NE、EW、NW向韧脆性剪切带，按韧脆性剪切带的规模来看，笔者认为

EW向、NE向断裂带、背斜核部是下一步找矿的主要方向。尤其是腰俭矿段位于弧顶部位，目前工程仅仅

控制了背斜顶部，其深部具有很大的前景。丘岭矿段位于弧形构造西翼，今年施工的钻孔见矿率极高，在

其西部出露的南羊山组地层与NW向断裂发育，深部及NE、NW向断裂、背斜核部是下一步找矿的主要方

向。深部找矿是矿产勘查体系中的最高层次，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一些大型和特大型金属矿床的发现无不是

以矿床模型为先导，地、物、化、遥联合攻关的结果。自 20 世纪末在深部发现了卡林型米克尔金矿（398 
m，140 t）、高沙漠金矿（450 m，60 t）、绿松石岭金矿（450 m，155 t）、波斯特—贝茨金矿（500 m，311 
t），因此，笔者认为同为卡林型金矿的金龙山金矿深部找金具有很大的前景。②金龙山及其东部地区找矿

问题：目前在金龙山矿段内，主要的矿化体赋存在下石炭系统袁家沟组地层内，而其下伏的矿源层才是主

要的含矿层位，依据“上（盘、部）有锑矿下（盘、部）有金矿”的规律，金龙山矿段及其以东汞锑矿带

赋存地区NE向深大断裂带内寻找金龙山式锑金矿很乐观。③古楼山及西部找矿问题：矿源层（D3n）位于

锡铜沟—东长沟向斜中，成矿条件并不甚好，但NW向断裂斜切矿源层部位发育有Ⅱ号金异常，其浓集中

心明显，经类比丘岭矿段矿脉出露部位，推测阳坡淌地表控矿部位仅是背斜上部尖棱部位，其深部可能会

出现丘岭式金矿。④金鸡岭向斜北翼已确立了锡铜沟－金龙山－丁－马铅锌-金-汞锑矿成矿系列，那么笔

者将Hg、Sb与Au过渡带及Hg、Sb下部作为Ⅱ类找矿靶区；将Pb、Zn与Au过渡带作为Ⅲ类找矿靶区。 
（2）金鸡岭向斜南翼找矿远景区：金鸡岭向斜南翼，类比金龙山，用“上有锑下有金”的成矿模式，

在公馆—马家沟汞锑矿化体下部及下盘探寻金矿化体，按照成矿系列理论的“全位成矿”与“缺位找矿”

的思路，在月西 Pb-Zn 矿与公馆 Hg-Sb 矿之间的小河口、牛家沟一带寻找类似于金龙山式的超大型金矿。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在金鸡岭向斜周边有望形成“两带并蒂，多矿种并存”的找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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