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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期望通过对湖南大新金矿中发育的各种断裂与金矿成矿关系的深入研究来拓宽矿区找矿思路。在野

外调研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矿床中不同方向的构造特征及构造对矿体的产出特征、矿化蚀变、矿化期次的控制，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构造控矿模式。认为在 NS 向构造中地表可能有较富的 Au、Sb 矿体，但到深部逐渐变为以

Au 为主的蚀变岩型矿体，而在 NE 向和 NW 向构造中由于有新的矿质加入以及含砂质板岩强烈的渗滤作用，构

造带的深部矿化有增强趋势，这对下一步本区的找矿将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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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背景 

大新金矿位于白马山-龙山 EW 向隆起带中段大乘山穹隆北西端，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华南褶皱系

赣湘桂粤褶皱带北部，祁阳弧北翼。区内历经多期次构造运动，明显地控制了各时代地层的岩性、厚度、

沉积相以及金矿带的分布（图1），大乘山穹隆包括大乘山和园木山穹隆（中国人民解放军00535部队，1983）。 
本区已发现较多的金（锑）矿床（点），大乘山穹隆上自北向南有禾青、洪水坪、大乘山、长扶、新

田铺林场、三郎庙、白云铺等金锑矿（点）及高家坳（蒋朝松，1992）、洪庙、掉水洞等金锑矿床（点）

分布。园木山穹隆上有分水坳、坪上、雷公岭、斗山冲等金（锑）矿点。 

2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震旦系，次为寒武系、泥盆系及第四系，寒武系、泥盆系依次分布于震旦系周围。

区内构造发育，构造行迹以NE向为主。根据坑道、地面地质调查和前人地质资料分析，矿区褶皱、断层、

劈理、节理等构造均有发育（图2）。 
矿区目前共发现矿脉 14 条，均产于震旦系下统江口组含砾砂质板岩、砂质板岩和泥质板岩中，分别

由北东、北西、南北向 3 组断裂构造控制。目前受北东向断裂构造控制的矿脉有 2、5、8 号等 3 条矿脉，

受北西向断裂构造控制的有 1、7 号等 2 条矿脉，受南北向断裂构造控制的有 3、4、6、9、10、11、12、
13、14 号等 9 条矿脉。其中 1、5、6、8、10、11 号矿脉具有一定规模，目前共圈出矿体 6 个。 

                                                        
∗本文得到武警黄金指挥部项目（HJ05066）“湖南省新邵县大新金矿构造控矿规律与深部成矿预测”的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李己华，男，1969 年生，副教授，工程硕士，从事黄金地质勘查教学与科研工作。 

 
 

 

 
 

 
 

 



 第 27 卷  增刊                     李己华等：湖南省新邵县大新金矿构造控矿规律                         163 

 

图 1  大乘山地区构造纲要图 

1－燕山期构造层；2－海西期－印支期构造层；3－加里东期构造层；4－印支期二长花岗岩；5－二长花岗斑岩；6－细粒花岗岩；7－印支期背斜（复

背斜）；8－印支期向斜（复向斜）；9－加里东期背斜（复背斜）；10－加里东期向斜（复向斜）；11－加里东期倒转背斜；12－加里东期倒转向斜；

13－穹隆；14－盆地；15－实测正断层；16－实测逆断层；17－实测平推断层；18－实测平推正断层；19－实测平推逆断层；20－实测性质不明断

层；21－推断断层；22－区域性深大断层；23－实测构造层界线；24－褶皱编号；25－断层编号；26－隐伏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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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新金矿区地质简图 

1－震旦系江口组；2－震旦系南沱组；3－震旦系陡山沱组；4－震旦系灯影组；5－寒武系；6－泥盆系；7－矿脉及编号；8－断层及编号 

 
矿石中主要的矿物组合类型有： 石英+黄铁矿+毒砂+黄铜矿+闪锌矿+磁铁矿+辉锑矿+斑铜矿+方解

石+绿泥石； 石英+黄铁矿+毒砂+辉锑矿+银金矿。矿石中的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绢云母、方解石、

白云石、长石、绿泥石、粘土矿物等，另有少量有机炭。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他形粒状结构、包含结构、共结边结构、乳浊状结构、浸蚀-
骸晶结构、海绵陨铁状结构、碎裂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斑点状-斑杂状构造、浸

染条带状构造、脉状-网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胶状构造、蜂窝状、多孔状、土状构造。 
Au的赋存状态大约可分为3类。第一类主要是自然Au；第二类Au主要是以原子态进入毒砂、黄铁矿等

硫化矿物晶格中，或呈极细的粒状及亚显微态颗粒被硫化矿物包裹封闭；第三类Au主要被有机碳、褐铁矿

等吸附，为吸附Au。 
矿区内所有矿体均赋存在由断层形成的蚀变破碎带中，破碎带上、下盘岩性均为震旦系江口组含砾砂

质板岩。近矿围岩为蚀变破碎含砾砂质板岩，近矿围岩蚀变主要为黄铁矿化、毒砂矿化、辉锑矿化、硅化、

退色化，并见闪锌矿化、斑铜矿化。近矿围岩与矿体接触界线不清楚。 
矿床成矿时代为（175±27）Ma。 
矿床NE向与NW向矿脉属中低温热液成因的蚀变岩型金矿床，近NS向矿脉为中低温热液成因的蚀变岩

型与石英脉型复合型矿床。 

3  矿区控矿构造的基本特征 

矿区内的构造比较复杂，NE、NW、近 NS 向和近 EW 向构造于本区复合，其中 NE 向、NW 向和近

NS 向构造带构成矿区的主要构造格架（图 2），近 EW 向构造一般规模较小。 
3.1  NE 向断裂 

该组断裂多期次活动表现明显，既有含矿断裂，又有无矿断裂，规模大者走向延伸数公里，如含矿的

5 号断裂，规模小者走向延伸仅百余米。无矿断裂形态较简单，断层构造面清楚，平整光滑，产状稳定，

除黄色或黄绿色断层泥及以黑硬绿泥石为主的滑移镜面上的楔片状薄膜外，旁侧构造岩较发育。断裂明显

切割矿区劈理构造。因两者交角较小，常使断层面出现追踪分支及追踪分支后再复合现象。根据其断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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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育的擦痕、旁侧膝折、牵引褶皱轴面产状以及与矿脉的切错位移关系，初步判断其为以剪为主、兼具

压性的左旋压剪性逆平移断层。 
含矿断裂（5 号脉）形态复杂，构造岩组成复杂，断裂破碎带宽度较大。其内除发育明显形成于成矿

后的清晰的断层构造面外，在地表和民采坑道内，还可见大致沿断裂破碎带断续分布的石英角砾、石英脉、

明显硅化的劈理少见的板岩角砾与构造透镜体、深绿色断层泥角砾、矿石角砾。在探矿平硐中还见劈理发

育的黑色硅化炭质泥岩角砾。其可能为外来成分，而不是江口组成分。顺破碎带延伸的石英脉脉壁可见多

组擦痕。综合 5 号含矿断裂破碎带各处所见现象，初步判断其经历了四次活动。第一次以压为主，兼具有

剪性特征的左旋平移断层，其内断续充填了呈角砾状产出的石英脉。劈理少见的硅化板岩角砾与构造透镜

体可能为该期断层活动产物。第二次以剪为主、兼具压性的右旋逆平移断层，其内断续充填有矿化的石英

脉，已成角砾的深绿色断层泥以及部分劈理发育的板岩构造透镜体。此期构造裂隙有矿化现象。第三次以

剪为主，兼具压性的右旋逆平移断层。其活动强度较小，部分含矿石英脉，早期含金硫化物矿石角砾，毒

砂黄铁矿细脉，组成复脉的晚期辉锑矿脉，含矿板岩构造透镜体，含矿分支断层裂隙大多为此期断裂活动

的产物。第四次断层活动表现为切穿含矿地质体，断层面清晰，具有结构松散的断层泥的右旋正平移断层。

力学性质主要表现为剪性，兼具压性特点。 
区内黄牛凼地区从地貌特征判断可见 4 条 NE 向断裂，断裂间近于平行，组成该区内的 NE 向断裂带。

其分布具有等距性特点，且片理产状稳定。从地表和 ZK5301 中可以发现，NE 向构造带与 NW 向、近 NS
向构造的复合部位往往形成富矿体。 
3.2  NW 向断裂 

北西向断裂现象规模不大，分布也不广，有含矿者，也有不含矿者。如 1 号含矿破碎带。不含矿断裂

的断层泥较为粗糙，呈变化较急剧的波状或钝浊的锯齿状，破碎带宽度一般十余厘米至数十厘米。含矿断

裂带一般宽度为数米，破碎带有较明显的膨胀收缩现象。 
根据野外观察，该组断裂具多期活动的特点： 断层构造岩组成成分复杂，主要有断续分布于含矿断

裂破碎带的石英脉、无矿石英脉、含矿石英脉，无明显劈理的硅化板岩角砾与构造透镜体、劈理发育的板

岩构造透镜体与相对少见的深绿色硅化断层泥角砾、早期与中期硫化物矿石角砾、结构松散的深灰色（有

矿地段）断层泥或黄褐色（无矿地段）断层泥，含金辉锑矿复脉。 含矿与无矿分支断裂发育，断裂带边

缘多向羽状剪切裂隙密集，因此常出现复杂的片理化带。 无矿石英脉脉壁部分具有多组擦痕。 断裂破

碎带主体切割矿区优势组劈理，其内部具有劈理的板岩构造透镜体的劈理产状发生偏转，与优势组劈理产

状不协调。同时又常见沿矿区优势组劈理面追踪发育的含矿分支断层及无矿分支断层。 
综合含矿断裂破碎带各处所见现象，该组断裂至少经历了四次活动。最早一次活动发育产物可见者为

断续分布于断裂带的石英角砾以及无明显劈理的板岩角砾或构造透镜体，部分深绿色硅化断层泥角砾也是

此次断裂活动产物。根据石英角砾分布与发育程度恢复其脉体形态和硅化板岩构造透镜体的展布特征等，

初步判断此次活动以压为主，兼具剪性特征的右旋逆平移断层。第二次活动发育的产物可见为具有沿裂隙

矿化的、脉壁具有多组擦痕的石英脉、劈理发育的板岩构造透镜体，部分深绿色断层泥角砾可能也形成于

此期。根据其产物分布、产物形态等，初步判断此活动为以张为主，兼具剪性的右旋平移断层。第三次活

动为成矿期活动，活动产物主要有早、中期含金锑矿矿石角砾，辉锑矿复脉，含矿石英碳酸盐脉等。根据

其产物发育分布特点，可以判断其活动强度较小，主要表现为以剪为主，兼具张性特征的右旋正平移断层。

第四次活动为成矿后活动，活动产物为明显切割矿体的 1~2 条光滑平整的断层面，多夹极薄的结构松散的

深灰色或黄褐色断层泥，附着于断层面上的以黑硬绿泥石为主的薄膜等。根据被其切割的产物分布排列特

点以及断层面上擦痕等初步判断此次活动为以剪为主，略具压性的右旋（逆）平移断层。 
3.3  近 NS 向断裂 

近 NS 向断裂在本区非常发育，一般都有矿化现象。断裂一般为蚀变岩夹石英脉组成，总体走向 170 
~ 200°，倾角 60~70°，倾向西，实际上可以分为 NNE 和 NNW 两组断裂。 

该组断裂在矿区分布较广，除少数情况外，一般有矿化现象。3、4、6、9、10、11、12、14 号等含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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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破碎带都属于这组断裂。这几条断裂带实际上由多条断层呈左灭右现侧幕式排列而成。根据地表和坑

道详细考察，该组断裂带还可能至少有两次活动，最早一次活动虽然断裂面多被掩没或破坏，但仍留下了

部分产物： 劈理构造较发育的弱硅化板岩板条状、次棱角状角砾。 走向延伸极不稳定，脉幅变化很大

的部分呈角砾状沿裂隙有矿化现象的石英脉，有时可见其脉壁有两组总体较陡，但略向西侧伏的擦痕，且

较晚一组侧伏角略小。 在较强矿化地段，于膨胀部位可见与晚期辉锑矿脉组成的复脉的早、中期辉锑矿

脉。根据上述产物的形态与特征，初步判断此期活动为追踪式以张为主，略具剪性的左旋平移正断层。第

二次活动表现相对强度较低，主要产物包括： 与早、中期辉锑矿组成复脉的晚期辉锑矿脉以及主要限制

在断裂带内、局部伸向旁侧围岩分支裂隙的小规模晚期辉锑矿脉。 含矿石英脉、含矿石英碳酸盐脉。

少见的早、中期辉锑矿矿石角砾被晚期含金硫化物和脉石矿物集合体胶结。 没有成矿后断裂面发育的无

矿石英脉脉壁具有两组擦痕，含矿石英脉具有一组擦痕，根据以上产物形态、分布特点，初步判断这次活

动为以剪为主，兼具压性的左旋逆平移断层。  
3.4  近 EW 向断裂 

近 EW 向断裂在本区不甚发育，一般无矿化现象，实际上也可分为 NWW 和 NEE 两组。该组断裂规

模一般很小，延伸几十米，可能为 NE 向构造在燕山期再度活化时的次生产物。 

4  构造控矿规律 

4.1  控矿对矿体产出状态及空间分布的控制 
目前所探明或被揭露的矿体和矿化带全部发育在那些由 NE 到近 NS 向和 NW 向断裂组成的构造网络

系统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网络系统的构造型式就是矿体和矿化带的空间分布和产出状态形式。

但这决不是说断裂网络中的每一个交汇点内都有达到工业品位的矿体产出，只是从矿化的角度而言，组成

矿区内这一特征的构造网络的断裂内都有金锑元素的相对聚集，但在不同的构造部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金锑矿化带受 NE 向断裂带控制 
在矿区近年来相继发现的一系列不同方向的矿脉主要分布在东西宽近 1 km，呈 NE 到近 NS 走向的狭

长带状区域内，且矿脉除与地层岩性有相关性外，主要受断裂构造的控制。 
NE 向断裂带经历了矿区多次构造叠加，是

本区的导矿构造，除控制了金矿化带的展布外，

同时也是本区的主要容矿构造。 
（2）富矿地段受 NE 向与 NW 向或近 NS

向断裂复合控制 
区内矿脉产于 NE、NW 两组构造的交汇部

位或其附近，区内金矿的容矿构造为复合叠加构

造，即 NE、NW 及近 NS 向断裂交汇带或其中

的部分复合地带。这些部位有利于金矿的形成，

而离开这些特定的构造部位，无论断裂的方向和

规模如何，含金性和成矿性都会迅速减弱。在

MD8 坑道和魏家一带地表近 NS 向含金断裂带

内，矿化富集地段均见矿化较好的近 NS 向构造

与其交汇（图 3）。 
NE 向导矿断裂的成矿与 NW 向容矿断裂或

矿化带的复合有关，区内 NE 向主干断裂 F5 断

裂带，延伸达几公里，在廉厂里、黑古山、长扶、

黄牛凼等地断裂带内的挤压、退色、硅化最为强烈，有较强的金矿化，这些地段正是 NW 向构造与之复合

 
图 3  魏家后山 NE 向构造带与近 SN 向矿脉交错示意图

1—江口组地层；2—破碎带；3—断层运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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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离开了这些地带金矿化就迅速减弱。 
金矿体的大小及分布由 NW 向矿带及与其相复合的近 NS 向次级强变形带的规模及产出位置所决定。

金矿化在各方向延伸的矿化带中的分布极不均匀，金矿体多呈扁豆状断续出现且大致等距。这种分布格局

是 NW 向矿化带与 NE 向断裂带中呈等距分布的次级断裂或片理化强带复合控制的结果。 
4.2  构造对矿化蚀变类型的控制 

NE 向、NW 向和近 NS 向构造为矿区主要构造格架，NW 向断裂是 NE 向断裂的伴生或派生构造，两

者形成时间大体相当，可能为统一构造应力场作用下的产物，由于后期脆性变形的叠加和改造以及蚀变作

用，使断裂带中的岩石组构及矿物组成复杂化，因而金的矿化类型常具有过渡和叠加的特征，即矿化类型

空间分布与断裂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NE 向构造带由强、弱变形带相间组成，具有韧-脆性变形特点，是金元素活化、运移和集中成矿的重

要导矿构造，局部与 NW 向断裂，片理化带交汇处也可以成矿和容矿，形成蚀变岩型金矿床。 
近NS向断裂带的空间分布大致具等距性，多为陡倾斜张扭性破裂面，以发育各种碎裂岩类为特征，属

于浅部构造环境下的变形产物，为含矿流体充填交代提供了有利条件，成矿作用在较为开放的热力系统物

化环境中进行的，构造裂隙脉动频繁，成矿热液向两侧渗透能力较前者差，所以蚀变强度及蚀变带宽度远

不如前者，富含SiO2的含矿热液以充填方式沉淀固结，在局部形成石英脉型矿化类型。 
4.3  控矿构造的相变期与金锑矿化的关系 

相变受到构造的影响，是构造动力作用的差异所引起的岩石矿物的变化，因此多期次的构造活动表现

出多期次的相变叠加，本区浅变质岩区控矿构造相变可大致分为如下几期（孟宪刚，1999）： 
（1）成矿前的相变：主要表现为面状绢云母化，属于成矿期前的相变，由成矿前区域构造形变的影

响和热液活动所产生，与区内金锑矿成矿作用关系不甚密切。 
（2）成矿期的相变：主要表现为沿含金锑构造带及其两侧发育的带状相变，以绢云母化、硅化、黄

铁矿化、毒砂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绢英岩化为主，相变分带性好，相变矿物集合体具定向性，与成

矿期含金锑构造带的发展演化密切相关，是本区重要的成矿期相变，其强弱直接影响了区内金锑矿化的发

育状况。 
（3）成矿后的相变：主要表现为一些细脉状沿小裂隙发育的线状相变，有高岭石化、碳酸盐化、绿

帘石化和低温硅化，局部见有少量晶形完好的黄铁矿化，但它受成矿后构造的继续活动所控制，与区内金

锑矿化关系不大。 

5  结  论 

综合以上控矿构造分析，认为本区的构造控矿模式为：雪峰期矿区 NE 向断裂构造（可能还有 NW 向）

开始形成雏形；到加里东期时，由于区域构造应力的变化和带有大量矿质的岩浆上隆，NE 向构造规模进

一步扩大，同时发育一系列近 NS 向小规模的破裂构造，岩浆上升带来的矿质通过区域性大断裂中运移到

矿区内规模较大的 NE 向（可能还有 NW 向）构造，一部分矿质在 NE 向和 NW 向构造中沉淀成矿，同时

大量的矿质运移到 NS 向构造中沉淀，在 NS 构造中沉淀形成充填石英脉型的矿体，到印支期-燕山期时，

区域应力的改变，NE 向构造发生新的活化，空间增大，压力减低，NS 向构造中的矿质（主要是深部的）

重新迁移到 NE 向或 NW 向构造中，这样形成在 NS 向构造中地表可能有较富的 Au、Sb 矿体，但到深部

逐渐变为以 Au 为主的蚀变岩型矿体，而在 NE 向和 NW 向构造中由于有新的矿质加入以及含砂质板岩强

烈的渗滤作用，构造带的深部矿化反而有增强趋势。 
由此建立大新金矿构造模式图（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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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大新金矿构造控矿模式图（左为平面图，右为剖面图） 

1－奥陶-三叠系地层；2－寒武系地层；3－震旦系江口组地层；4－震旦系南沱组-灯影组地层；5－元古宇地层；6－隐伏岩体；7－地层界线； 

8－破碎带及矿体；9－矿液中心；10－矿液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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