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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徽县头滩子金矿是近年来在西秦岭东部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的新类型金矿床 ∀文章通过对区域成矿

地质背景的分析研究 结合头滩子金矿的地质特征 总结了该区金矿的控矿因素 初步认为 泥盆系和石炭系含碳细

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建造含金背景值较高 为金成矿矿源之一 印支期及燕山期花岗斑岩 !正长斑岩及脉岩为金成矿

提供热源和深部矿源 东西向 !北东向 !北西向三组断裂交汇显示出环形构造特征 构成聚矿场 ∀以金矿为中心 向

外扩散以后出现锑矿和汞矿 属低温成矿系列 ∀该矿床在西秦岭东部南缘具有代表性 据初步预测 该矿区有一处

大型金矿产地 在矿区外围有 个找矿靶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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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徽县头滩子金矿是近年来在西秦岭东部

南缘发现的规模较大的新类型金矿床 ∀该矿由通天

坪 !头滩子 !金滩子 个矿区组成 金矿远景资源量

大于 ∀

在 世纪 年代 该区主要以寻找汞 !锑矿为

主 先后发现了马家山中型汞矿床 Ο及诸多汞锑矿

点 于 年代 在汞锑矿的近旁陆续发现了金矿 ∀

年 甘肃省地质矿产局地质一队首先在金滩子

一带发现了具一定规模的金矿 Π 年 甘肃省核

工业地勘局 地质队在通天坪发现了金矿 Θ ∀由

于该区金矿品位高 !规模大 !易选冶 极具经济价值

因此 一经发现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群采开发活动 ∀

笔者认为 该矿的成矿特征在西秦岭东部南缘具有

代表性 本文就该金矿床地质特征作一讨论 并对矿

区外围进行预测 圈定了 处新的找矿靶区 以期对

该区金矿研究和找矿有所启迪 ∀

 区域地质背景

1 1  区域地质简介

该区位于西秦岭南带武都弧形构造东翼的南带

甘肃省地质矿产局 ∀区内出露地层有志留

系 !泥盆系 !石炭系 !二叠系 !三叠系等 ∀

志留系分布于南部广金坝 ) 大坪一带 见图

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夹碎屑岩建造 其中富含

≤∏!ƒ ! ! !≤ ! 等成矿元素 是寻找沉积型铁

锰等多金属矿的有利区段 ∀泥盆系至石炭系为一套

浅海相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建造 其中的含碳岩石普

遍含金较高 为形成金矿提供了丰富的矿源层 殷先

明等 ∀

区内岩浆活动以印支期为主 燕山期次之 ∀主

要有石英闪长岩 !花岗斑岩 !正长斑岩等 以岩脉及

小岩株形式产出为主 ∀这些岩脉或岩株均与金矿

化 体紧密伴生 ∀

该区断裂构造极为发育 以东西向断裂为主 活

动时间长 具多期次性 常形成规模较大的断裂带

为区内内生矿产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构造条件 ∀北

东向 !北西向断裂与东西向主断裂交汇部位显示出

环形构造特征 往往形成聚矿场 霍福臣等 ∀

1 2  区域矿产分布规律

该区成矿区划属西秦岭成矿带坪定 ) 包家山以

Ξ 本文得到/ 甘肃省两当 徽县锑金银矿普查0国家资源补偿费项目和中信国安黄金开发有限公司/ 甘肃省徽县头滩子金矿普查0商业地质

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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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甘肃省徽县赵家湾 两当广金坝一带金矿地质略图

) 第三系 ) 中三叠统滑石关组 ) 石炭系尕海 !岷河 !高家崖组 ) 泥盆系铁山 !下吾那 !蒲莱组 ) 上志留统白水江群 ) 中志留统舟曲

群 ) 印支期石英闪长岩体 ) 花岗斑岩脉 ) 闪长玢岩脉 ) 整合及不整合地质界限 ) 断裂 ) 环形断裂 ) 遥感解译环形构造

) 汞矿点 ) 金矿床 ) 锑矿点 ) 金锑矿点 ) 自然金辰砂自然重砂异常 ) 水系沉积物化探异常 ) 金矿找矿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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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锰 !金 !锑 !汞 !磷为主的多金属成矿亚带的东部

胡晓隆等 ∀笔者在西秦岭地区圈定了 个

今后重点工作区 即天水柴家庄 ) 两当太阳寺地区 !

成县包家山 ) 两当广金坝地区 !文县临江 ) 康县三

河坝地区 !岷县半沟 ) 锁龙地区 ∀头滩子金矿位于

成县包家山 两当广金坝地区 ∀

包家山 广金坝地区主要矿产有金 !汞 !锑 !铁 !

锰等 ∀金 !汞 !锑矿主要分布在石炭系和泥盆系中

矿床 点 的分布和产出受地层 !中酸性小岩株和环

形断裂构造的联合控制较明显 ∀一般规律是 金矿

位于环形构造的边部 向外依次为金锑矿 ) 锑矿 )

汞矿 见图 显示了低温成矿系列的特征 ∀这个特

征在头滩子矿区及外围有很好的显示 ∀矿体的空间

产出和分布主要受断裂构造蚀变带控制 ∀已发现有

通天坪中型金矿 !头滩子中型金矿 !赵家湾小型金

矿 !金滩子小型金矿 !香炉沟小型金矿 !何家坪小型

金矿等 ∀

铁 !锰矿主要分布于上志留统白水江群内 为海

相沉积型矿床 伴生钴 !镍等有益元素 质量优 潜力

大 具有良好的勘查开发价值 ∀

 矿区地质特征简述

研究区包括通天坪 !头滩子和金滩子矿区 呈东

西向展布 长 宽 ∀

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下石炭统岷河组 主要

岩性为浅灰色厚层灰岩 !鲕状灰岩 !泥质灰岩夹少量

薄层灰岩 !薄层砂砾岩 !凝灰岩 !碳质页岩 ∀赋矿岩

性为第三岩段的鲕状灰岩 !泥质灰岩夹薄层砂砾岩 !

凝灰岩 !碳质页岩等 ∀矿化主要赋存于该岩性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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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角砾岩 !碎裂岩中 ∀

该区总体构造形态表现为一近东西向的倒转复

式单斜构造 ∀断裂构造极为发育 矿区边部被一环

形断裂包围 遥感解译也发现了该区有一环形构造

图 ∀区内已发现大小断层 余条 按走向大致

可分为近东西向 !北西向 !北东向 组 ∀其中 东西

向断裂为主要的控矿断裂 长一般达 以上 宽

数米至数十米 在其与北西向或北东向断裂的交汇

处常形成厚大的富矿体 ∀

区内岩浆活动较发育 ∀在金滩子一带出露有面

积为 的石英闪长岩株 在通天坪 ) 头滩子

一带出露 余条长大于 !宽 ∗ 的印支

期闪长玢岩脉及煌斑岩脉 ∀岩体或岩脉内金的平均

含量一般为 ∗ ≅ 部分脉岩构成金矿

体 Ο ∀大部分金矿体附近数米范围内都能找到岩脉

可见区内岩浆活动与金矿化的关系非常密切 ∀

围岩蚀变较发育 常见的有方解石化 !赤铁矿

化 !硅化 !褐铁矿化 !高岭土化 !绢云母化 !黄钾铁矾

化等 多沿断裂呈带状分布 ∀其中 硅化 !赤铁矿化 !

褐铁矿化 !方解石化与金矿化呈正相关 高岭土化 !

绢云母化与金矿化关系不明显 ∀

 矿床地质特征

3 1  矿体地质特征

通天坪 ) 金滩子一带目前已圈定矿体数十条 ∀

矿体一般长 ∗ 厚 ∗ 金平均品位

∗ ≅ Π ∀矿体走向以近东西向为主 北东

向 !北西向次之 ∀矿体顶底板围岩为碳质板岩 !灰

岩 !闪长玢岩等 ∀主要矿体的特征见表 Ο Π ∀

3 2  矿石特征

 矿石类型

矿石的自然类型较为复杂 有褐铁矿化构造角

砾岩型 !褐铁矿化碎裂状灰岩型 !硅化灰岩型 !碳酸

盐化角砾状褐铁矿型 !褐铁矿化碎裂状方解石脉型 !

块状褐铁矿型 !深灰色硅化凝灰质灰岩型等多种类

型 ∀但以前 种为主 ∀

褐铁矿化构造角砾岩型矿石呈灰褐 红褐色 角

砾成分有石灰岩 !褐铁矿块 !燧石等 ∀角砾呈棱角

状 粒度为 ≅ ∗ ≅ ∀胶结物为钙质 !泥质 !

铁质等 ∀该类矿石严格分布于矿化断裂带内 与围

岩多呈断层接触 界线清晰 ∀矿石中金分布较为均

匀 金品位一般为 ∗ ≅ ∀

褐铁矿化碎裂状灰岩型矿石呈灰白 粉红色 裂

隙发育 褐铁矿多呈细脉状沿裂隙分布 金含量与褐

铁矿化程度呈正相关 ∀金品位一般为 ∗ ≅

∀

硅化灰岩型矿石 以肉眼看不到金属矿化现象

自然金多呈显微粒状分布于石英 !方解石粒间 ∀其

金含量较高 一般大于 ≅ 高可达 ≅

∀矿石分布零星 仅出现于多组构造交汇的增

容减压等有利于热液成矿的特殊部位 ∀

矿石的工艺类型可分为褐铁矿化角砾岩型微细

粒金矿石 !褐铁矿化石灰岩型微细粒金矿石 种类

型 以前者为主 后者次之 ∀

 矿石的矿物组成

矿石的矿物成分较为简单 金属矿物以褐铁矿

为主 ∗ 其次是黄铁矿 ∗ 含

少量方铅矿 !闪锌矿 !黄铜矿 !自然金 脉石矿物以石

英为主 ∗ 其次是方解石 ∗

还有少量长石 ∗ 和泥质 ∗ 等 ∀

 矿石的化学成分

矿石中主要有用组分为 ∏ 含量一般为 ∗

≅ 单样 高达 ≅ ∀在不同类

型的矿石中 金含量变化较大 从碎裂状灰岩型矿石

表 1  通天坪−头滩子金矿主要矿体的特征

Ταβλε 1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μ αιν ορεβοδιεσιν τηε Τονγτιανπινγ−Τουτανζι γολδ δεποσιτ

矿体编号 形  态
产  状

倾向 倾角
长度 平均厚 推深 ω ∏

变异系数

厚度 品位

∏ 似层状 ∗ β ∗ β

∏ 似层状 ∗ β ∗ β

∏ 脉状 ∗ β ∗ β

∏ 脉状 ∗ β ∗ β

                     矿   床   地   质                   年  

Ο

Π 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 甘肃省徽县头滩子金矿普查报告 内部资料

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 甘肃省徽县金滩子金矿普查报告 内部资料

 
 

 

 
 

 
 

 



ψ构造角砾岩型矿石 ψ硅化凝灰质灰岩型矿石 ψ硅

化灰岩型矿石 金含量逐渐升高 ∀在空间上 金品位

随矿石类型的交替变化而升降起伏 但无明显的变

化规律 ∀在同一类型矿石中 金的分布较为均匀 品

位变化系数一般小于 ∀伴生组分含量低 无综

合利用价值 见表 ∀ !≥ 等有害元素的含量很

低 对矿石选冶无影响 ∀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的结构主要有 自形 半自形粒状结构 !包

含结构 !胶状结构 ∀矿石的构造主要有 角砾状构

造 !星点状构造 !网脉状构造 !脉状构造 ∀

 金的赋存状态

与金共 !伴生矿物的特征 Ο

褐铁矿  主要分布于矿化蚀变带近地表部位的

岩 矿石中 通常是黄铁矿的氧化产物 ∀ 粒度为

≅ ∗ ≅ 呈半自形 他形粒状 ∀

在褐铁矿角砾岩中 褐铁矿主要呈角砾状集合体产

出 角砾粒度达 ∗ 在其他岩石中呈稀疏浸染

状 !星散状 !脉状产出 主要存在于胶结物中 ∀褐铁

矿与金的关系密切 在褐铁矿与脉石矿物的粒间及

褐铁矿颗粒中均有自然金出现 在所见金粒中 有

与褐铁矿有关 ∀褐铁矿是主要载金矿物之

一 ∀

石英  遍布于各类 岩 矿石中 粒度为 ≅

∗ ≅ 呈他形粒状 ∀在石英与褐

铁矿粒间及石英颗粒中均有自然金分布 ∀在所见金

粒中 有 与石英有关 仅次于褐铁矿 为第二

载金矿物 ∀

方解石  粒度约为 ≅ ∗ ≅

呈自形 半自形粒状 ∀在所见金粒中 有

与方解石有关 ∀方解石也是载金矿物之一 ∀

自然金的嵌布特征 Ο

表 2  通天坪−头滩子金矿矿石的多元素分析结果 Ο

Ταβλε 2  Μυλτι−ελεμεντ αναλψσισ οφ ορεσφρομ τηε

Τονγτιανπινγ−Τουτανζι γολδ δεποσιτ

分析项 ω 分析项 ω 分析项 ω

≥ 全碳 °

烧失量

≤ ≥ ω

∏

ƒ ≤∏

  矿石的有用矿物为自然金 ∀其形态以浑圆状为

主 其 次 为 棱 角 状 !线 状

!板状 !长棱角状 ∀粒度

细小 均为显微金 其中粒径为 ∗ 的

占 ∗ 的占 小于

的仅占 ∀金的嵌布类型可分为

粒间金和包裹金两类 以前者为主 约占 主

要分布于褐铁矿 !石英 !方解石的粒间 ∀包裹金较

少 仅占 主要包裹在褐铁矿中 有少量包裹

于石英中 ∀

 控矿因素

4 1  地层岩性的控矿作用

金矿化主要赋存于下石炭统岷河组第三岩性段

的不纯碳酸盐岩夹凝灰岩建造中 ∀在凝灰岩及凝灰

质岩石中 金的丰度为 ∗ ≅ 在远离含有火

山喷发物质的岩层中 金含量很低 一般为 ≅

左右 ∀因此 该区地层岩性及火山喷发是金矿化的

基本条件 ∀

4 2  断裂构造的控矿作用

区内金矿床的分布基本受环形构造的控制 一

般位于环形构造与东西向断裂的交汇处 ∀而金矿带

的空间分布基本上受近东西向断裂控制 ∀在不同方

向断裂的交汇部位及断裂构造转弯 !膨大地段 矿化

较为富集 而在断裂收缩变窄地段 金矿体往往变小

甚至尖灭而不连续 ∀

4 3  岩浆活动的控矿作用

在区域上 金矿床的分布明显受岩浆活动的控

制 中酸性侵入体的外接触带往往是金矿化的有利

空间 ∀在该矿区 金矿体与闪长玢岩脉 !煌斑岩脉等

紧密共生 其中 闪长玢岩具明显的金矿化现象 局

部构成金矿体 ∀值得注意的是 该区的环形构造和

航磁异常显示 矿区深部有隐伏岩体存在 ∀因此 岩

浆活动为金元素的活化转移提供了充沛的能源 !热

液和有利空间 对金成矿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

 矿床成因分析

该区金矿床的成因类型为中低温热液破碎蚀变

岩型 ∀基本上可将矿床的形成划分为 个阶段 即

沉积 成岩期 !热液成矿期和表生氧化期 奕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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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 成岩期  主要发生于石炭纪 ∀在这一时

期 该区处于扬子地台北缘东西向拉伸拗陷海槽内

沉积了一套厚数千米的含碳细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岩

系 ∀这套地层的岩性特征及赋存有含量较高且活动

性强的金 都有利于热液的流通和从中萃取金 !硫等

成矿物质 付绍洪等 为成矿提供了充足的物

源 ∀

热液成矿期  从成矿作用的时限来分析 热液

成矿期发生于印支晚期 即伴随着晚三叠世该区海

槽的关闭 开始了区域性的地壳隆升 大气降水和含

金建造中封存的水受深部岩浆作用热源的加热 形

成中低温热液 ∀这些被加热的水 温度一般不高 在

地壳不断抬升及构造和深部岩浆热源的影响下 形

成范围大 !时间长的对流循环 ∀这些热液含有较多

的酸根配位基 金较易以络合物的形式溶解于其中

使含金建造中的金渗滤出来 庞保成等 形成

含金热液 ∀含矿热液在运移过程中 遇到断裂及地

表水而减压 !降温并发生沉淀 从而完成活化 !迁移

和富集成矿过程 李景春等 ∀

表生氧化期  该区在印支运动之后 又相继经

历了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 地壳持续抬升 覆盖

于矿体之上的新地层被风化剥蚀 使矿体暴露于地

表 进而发生表生氧化作用 ∀目前已证实 氧化深度

大于 ∀在表生氧化作用过程中 原生载金矿物

被分解而形成新的矿物 同时 将金淋漓出来 与地

表水一道向下渗滤 形成金的次生富集带 局部形成

含金高达数百克 吨的金矿体 ∀在这一过程中 从原

生矿物中淋漓出来的超显微金 通过化学和生物化

学作用而聚集成显微自然金 ∀

 远景预测

6 1  矿区预测

该矿区位于隐伏大岩体的上部岩脉分布区 环

状及线状构造发育 矿源丰富 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已发现的矿体均位于环形构造的西部及北部 在还

没有深入工作的南 !东部 圈定有 个与已知矿致异

常特征相似的土壤异常 Ο ∀另外 已发现的矿体沿走

向和倾向均未圈闭 而在已知矿带的东部延伸带上

也有新的矿化线索 Ο Π ∀因此 通过进一步工作 通

天坪 ) 头滩子矿区的资源量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望成

倍扩大 终完全可以提交一处大型金矿产地 Ο Π Θ ∀

6 2  矿区外围预测

 区域化探异常特征

该区内大的综合异常有 个 Ρ 其一为分布于石

炭系的赵家湾 ∏! !≥ 组合异常 其二为分布于金

滩子 广金坝一带的 ∏! !≥ 综合异常 面积大 强

度高 其中 ∏异常面积达 ∏平均含量为

≅ 高为 ≅ 本文重点描述的

矿区就位于该异常内 其三为分布于龙王庙一带志

留系中的 ∏!≥ 组合异常 ∀

区内自然金和辰砂重砂异常发育 见图 主要

分布于泥盆系和石炭系内 面积为数平方公里至十

余平方公里 主要有何家坪 !马家山 !严家坪及头滩

子等异常 其成矿指示作用非常明显 ∀

 矿区外围预测区

预测原则是 首先 考虑化探异常是否在环形构

造与东西向区域性断裂的交汇部位 然后 看它们是

否处于石炭系或泥盆系内 其附近是否发育有岩脉

再看 异常显示的规模 !强度和已发现的矿化特征 ∀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 初步预测了 个找金靶区 见图

∀

严家坪区  该靶区出露石炭系地层 在遥

感环形构造与东西向断裂交汇处 已发现了金矿点

和汞矿点 有很好的自然金辰砂自然重砂异常 ∀初

步预测该区有很大的找矿潜力 ∀

管家河 化坪区  区内主要出露石炭系地

层 岩脉发育 出露有两条长大于 的闪长玢岩

脉 自然金辰砂自然重砂异常发育 在遥感环形构造

与东西向断裂交汇处 已发现了锑矿点和汞矿点 ∀

初步预测在该区深部有可能找到金矿床 ∀

黄圪瘩区  该靶区内出露的主要为下石炭

统岷河组第三岩段的地层 闪长玢岩等岩脉发育 在

遥感环形构造与东西向断裂交汇处 已发现了闪长

玢岩型金矿体 品位高 规模大 ∀初步认为 该区为

很好的找金靶区 ∀

                     矿   床   地   质                   年  

Ο

Π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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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该区金矿受地层岩性 !中酸性岩浆岩和断裂构

造的联合控制 属中低温热液蚀变岩型金矿 ∀矿源

丰富 岩脉广布 推测深部可能有隐伏大岩体存在

环形及线形构造发育 热流体作用强烈 成矿地质条

件优越 地球化学找矿标志显著 ∀通天坪 头滩子矿

区可提交一处大型金矿产地 ∀该矿区外围的严家坪

区 !管家河 化坪区 !黄圪瘩区三个预测靶区的资源

潜力较大 通过进一步系统的普查评价工作 该区有

望成为秦岭成矿带又一新的金矿勘查开发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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