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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豫西公峪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位于熊耳山东南缘祁雨沟金矿田内，矿体赋存于北东向断裂破碎带

内。矿石矿物的 δ34S 值变化于-1.7‰～2.2‰之间，与陨石硫接近，反映为深源。成矿Ⅰ阶段流体的 δD 值为-68‰～

-86‰，δ18OH2O为+3.5‰～+4.5‰，Ⅱ阶段流体的 δD 值为-67‰～-84‰，δ18OH2O为-3.7‰～+2.6‰，反映成矿流体

主要有两个来源，Ⅰ阶段以深源水为主，Ⅱ阶段有大量大气降水混入。He、Ar 同位素组成特征显示了公峪金矿

床成矿流体以大气降水为主，但同时有地幔流体成分，推断金矿床成矿作用与地幔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与

祁雨沟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床的对比研究，认为他们应属于同一成矿系统，均与燕山晚期岩浆热液活动有关，可能

为同源、同期、不同构造空间的演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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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矿地质背景 

公峪金矿区位于豫西嵩县祁雨沟金矿田，大地构造位置属熊耳山变质核杂岩的东南边缘（图 1）。熊耳

山地处华北克拉通与秦岭褶皱系衔接部位北侧的华北克拉通南缘活动带，经历了太古宙以来的地质演化及

多次构造运动，其形成与演化主要经历了 3 个不同构造演化阶段（张国伟等，2001）：①晚太古代—古元

古代，前寒武纪结晶基底的形成演化（3.0~1.6）Ga；②新元古代—中三叠世，以现代板块构造体制为基本

特征的板块构造演化（0.8~0.2）Ga；③中新生代陆内造山作用与构造演化。侏罗纪末—白垩纪初，本区构

造体制发生转换，主应力场由南北向转为近东西向，形成本区北东向构造系统。沿着秦岭造山带北缘发生

了大规模的拆离滑脱、伸展拉张、逆冲推覆以及块断、平移构造运动，并伴有强烈的以酸性岩浆为主的岩

浆活动，形成蒿坪、花山、合峪等花岗岩基，并有一系列来源深、侵位高的浅成-超浅成相小型花岗斑岩、

隐爆角砾岩体等侵位，在区内主要呈北西向的构造岩浆带产出，奠定了本区金矿化的基础（王志光等，

1997）。 

2  矿床地质特征 

公峪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华群片麻岩系基底和熊耳群安山岩系，两者以拆离断层接触（王志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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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岩浆活动具有长期性、多次性，以燕山期花岗岩浆活动最为强烈。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北西向断

裂早于北东向、北北东断裂，前者经复杂改造，成为本区导矿控岩构造，多被辉绿岩、安山玢岩及部分中

酸性岩脉充填。北东向、北北东向断裂为区内主要容矿断裂。 
公峪构造蚀变岩型金矿赋存于拆离断层附近的北东向断裂带密集发育区内，目前已发现具有一定规模

和矿化强度的北东向断裂破碎带 20 余条，空间展布上大体构成矿脉密集带，基本上呈等间距出现，间距

一般 100 m 左右（李永峰，1999）。断裂带走向一般 40～55°， 倾向北西，常平行排列，但向下部多有分

支复合、尖灭再现现象，单脉长度一般大于 1 000 ｍ，最长 3 600 ｍ，宽度一般大于 1 ｍ，最厚可达 5ｍ
以上（图 2）。 

金矿体形态、产状严格受构造破碎带控制，矿体产状大致与赋矿构造破碎带一致，走向一般 40~55°，
倾向北西，倾角一般 60～70°。矿体形态大多呈透镜状或脉状。单个矿体长度一般 200～300 m，水平厚 0.74～
1.60 m，局部最大厚度可达 3.54 m。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少量至微量黄铜矿、自然金、金银矿和自然银。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其次

为绿泥石、方解石、绢云母等。矿石结构主要有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碎裂结构、充填交代结构等。矿石

构造主要有致密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等（白风军，1999）。 
金主要以自然金的形式存在，金银矿少见，大多赋存于黄铁矿裂隙、孔隙中，少量赋存于黄铁矿与石

英或黄铁矿与黄铜矿颗粒之间，亦可见自然金包裹于黄铁矿中。自然金呈它形粒状、不规则状，个别呈长

条状和枝杈状，粒径多为 0.01～0.06 mm，少量 0.1～0.24 mm。 
蚀变一般沿断裂破碎带发育，向两侧蚀变急剧减弱。带内蚀变以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钾长石

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为主，局部发育高岭石化。断裂破碎带的围岩蚀变较弱，主要表现为

绿帘石化和绿泥石化。 

 

图 1  熊耳山东南部地质略图 
1—第三系砂、砾岩；2—中元古界熊耳群安山岩；3—太古界太华群片麻岩 

4—燕山期花岗岩；5—角砾岩体；6—不整合面；7—金矿床；8—钼矿床 

 
 

 

 
 

 
 

 



第 25 卷 增刊                         李永峰：豫西公峪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29 

 

热液成矿作用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第Ⅰ阶段(石英-黄铁矿阶段)：以硅化为主，形成乳白色致密状石

英，与石英一同沉淀的黄铁矿呈粗大团块状，含金量较低，是本区金矿化的先导阶段。第Ⅱ阶段(石英-硫
化物阶段)：蚀变组合为黄铁绢英岩化，黄铁矿多呈它形，以团块状或网脉状形式出现，共生矿物还有黄铜

矿、方铅矿等硫化物及灰色微晶石英、绢云母等，是金矿化的主要阶段。第Ⅲ阶段(石英-碳酸盐阶段)：蚀

变矿化普遍较弱，方解石大量出现，金属硫化物少见，与成矿关系不大。 

3  矿床成因探讨 

成矿期石英矿物的 δ18O 值介于 8.5‰～12.2‰之间，与石英平衡的热液水的 δ18O 为-3.7‰～+5.5‰，

δD 值集中分布于-70‰～-80‰，与本区中生代雨水（张理刚，1985）和现代雨水（罗铭玖等，1992）的组

成相近，反映成矿流体明显受大气降水 D 的影响。δ34S 值变化于-1.7‰～2.2‰之间，平均为 0.34‰；变化

范围不大，与陨石硫接近，反映主要以深源岩浆硫为特征。黄铁矿流体包裹体中幔源 He 所占比例平均为

18.75%，反映出公峪金矿床成矿流体主要来源于地壳，但同时有大量地幔流体的参与。成矿流体的 40Ar /4He
比值 0.08～0.35，平均为 0.20，与地壳 40Ar/4He 比值接近一致。显示地壳与地幔混合组成的特点。 

公峪蚀变破碎带型金矿床和祁雨沟隐爆角砾岩型金矿产于同一金矿田内，两者成矿物质和成矿过程有

较多相似性。二者的矿物成分大致相同，主要为黄铁矿，次有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斑铜矿等；蚀变

破碎带型金矿的 δ34S 值变化于-1.7‰～2.2‰之间，平均为 0.34‰；而隐爆角砾岩型金矿的 δ34S 组成变化于

-2.74‰～3.35‰(邵克忠等，1989；范宏瑞等，2000)，均显示出深源硫的特征；两类矿床都具有三个成矿

阶段，Ⅰ阶段成矿流体以深源主，Ⅱ阶段成矿为混合流体。在空间展布上，蚀变破碎带型金矿产于隐爆角

砾岩体附近 0.1~1 km 的北东向蚀变破碎带中，两者均出现在拆离断层带附近，都位于花山花岗岩基南东

5~7 km 范围内；在形成时间上，隐爆角砾岩型金矿的形成时间为(125.11±1.59) Ma（王义天等，2001），蚀

 
 

图 2  公峪矿区地质简图 
1－第四系；2－熊耳群安山岩； 3－太华群片麻岩； 4－花岗岩；  

5－正长斑岩；6－角砾岩体； 7－拆离断层带；8－构造蚀变破碎带（矿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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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破碎带型金矿的形成时间为(122.87±0.95) Ma（李莉等，2002），花山花岗岩体的形成时间为(130.7±1.4) Ma
（SHRIMP）（李永峰，2005），显示两种类型金矿与花山岩体大致同时形成。在形成机制上，角砾岩体的

隐爆、流体减压沸腾及古大气水的混入是祁雨沟爆破角砾岩型金矿床成矿的主要机制（范宏瑞等，2000），
大气水的混合、稀释产生的冷却效应和流体上升后压力的降低，导致了流体中成矿物质在断裂的有利部位

沉淀则是公峪蚀变破碎带型金矿的主要机制。因此，尽管公峪金矿与祁雨沟金矿产出形式不同，形成机制

略有差异，但它们均与燕山晚期花山花岗岩浆热液活动有关，可能为同源、同期、不同构造空间构成的同

一成矿系统的演化产物，它们均形成于中国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 130 Ma 鼎盛时期，其地球动力学

背景对应于毛景文等（2005）所总结的岩石圈大规模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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