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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南桃源县西安钨金矿床位于湘西矿化集中区西安金锑钨成矿带的中部，距沃溪钨锑金大型矿床约

=;?@，是湖南重要的钨金矿床。前人研究注意到该矿区内含矿地层及断裂构造叠加对矿床形成的控制作用。文章

通过矿区地质研究和地球物理测量，结合区域地质演化和对前人资料的分析，发现该矿区还存在重要的褶皱构造。

对该矿床的形成和分布提出了新的认识，该矿床的形成除受地层和断裂构造控制之外，还受到褶皱构造的明显控

制，提出了：有利地层和缓倾斜,A向层间滑动断裂带叠加控制了矿化带的形成和分布，高角度+,向断裂是重要的

导矿构造，褶皱构造的叠加控制了矿床的形成和分布，次级褶皱尤其是背斜构造的叠加则控制了矿体的形成和分

布，该矿床的成矿有利地段是地层和层间滑动断裂带之上叠加了褶皱构造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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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以南出露一长条状的晚前寒武系，黄

汲清称之为“江南古陆”，其西南段为“雪峰古陆”，位

于扬子地块西南缘与华南板块的交接部位（=*%$%’
0">，?@@A；B%$6%’0">，?@@@），在平面上呈C:向突

出的弧形，故又称雪峰弧形构造隆起带（顾雪祥等，

DEEF）。西安钨金矿区位于雪峰弧形构造隆起带中

段的湘西矿化集中区中部的西安金锑钨矿带内（图

?）。

西安钨金矿床位于湖南省桃源县西安镇境内，

距长沙市约DEEG2，在著名的沃溪钨锑金大型矿床

东南?HG2处。多年来，地质勘探及研究者皆注意

到西安钨金矿区内板溪群马底驿组地层及缓倾斜

I:向层间滑动断裂带和CI向断裂构造等对矿床

形成的控制作用，但有关褶皱构造对矿体定位的影

响则很少涉及。本次研究发现，在西安矿区内，除不

同方向的断裂构造外，还有明显的不同级别的褶皱

构造，这些褶皱构造直接控制了矿体和矿化的形成

及分布。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有利地层和缓

倾斜I:向层间滑动断裂带叠加控制了矿化带的形

成和分布，高角度CI向断裂是重要的导矿构造，褶

皱构造的叠加控制了矿床不同矿段的分布，褶皱构

造中发育的次级褶皱（尤其是背斜核部）的进一步叠

图? 湘西西安金锑钨矿带区域地质图（据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J；湖南省区域地质调查所，?@@H）

?—笫四系；D—白垩系7第三系；F—泥盆系7二叠系；K—震旦系7志留系；H—元古界；J—印支期7燕山期花岗岩；

L—背斜；A—不整合面；@—断裂；?E—矿带；??—研究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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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则控制了各个矿段中矿体（尤其是富矿体）的形成

与分布。据此，笔者进行了成矿规律研究，并开展了

成矿预测。西安矿区内褶皱构造的发现，对在目前

已闭坑的西安钨金矿床及其外围进行找矿勘探有着

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仅就西安钨金矿区内存在褶

皱构造的依据及其控矿作用进行讨论。

! 矿床地质

西安钨金矿床所处区域内出露的地层为下元古

界冷家溪群及上元古界板溪群（"#$%&’#()，!***）。

冷家溪群为细砂+粉砂+粘土含火山碎屑复理石浊流

沉积，中、下部有基性枕状熔岩、拉斑玄武岩；板溪群

主要为陆源碎屑岩和火山碎屑浊积岩，不整合覆盖

在冷家溪群之上。雪峰运动奠定了该区的主要构造

骨架，使其隆起为江南古陆的组成部分，历经了,-
向构造及晚期的..,向构造的叠加与改造，形成了

雪峰弧形构造隆起带（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

指挥部，!**/；01&$&’#()，!**2；3&$%&’#()，!***）。

关于岩浆活动，在湘、赣两省交界处，由雪峰运动期

的碰撞造山作用（"#$&’#()，4556）形成了长三背花

岗闪长岩体（2627#）及板背花岗闪长岩体，也发育

由中新生代陆内碰撞造山作用（"#$&’#()，4556）形

成的印支期+燕山期花岗岩，其总体侵位时代为455
7#（湖南省区域地质调查所，!**8）。

在西安钨金矿区内，下元古界冷家溪群分布于

北部（图4），厚度大于!4859，但出露不全，岩性单

一 ，为一套厚层青灰色、灰绿色砂质板岩，劈理和片

图4 湘西西安金钨矿区地质略图（据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北京地质调查所，4558!）

!—下元古界冷家溪群青灰色板岩；4—上元古界板溪群马底驿组紫色板岩；6—上元古界板溪群马底驿组灰色板岩；:—上元古界板溪群

马底驿组绿色板岩；8—钙质含矿层；/—蚀变板岩；;—构造蚀变岩；2—金矿体；*—断裂；!5—背斜轴；!!—钻孔；

!4—地球物理测线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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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北京地质调查所)4558)湖南省桃源县李家冲金钨矿普查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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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育；上元古界板溪群马底驿组是该矿区的主要

含矿地层，分布广泛，厚度为!"#$，与下伏冷家溪群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马底驿组自下而上可分为%个

岩性段：第&岩性段为泥质紫色板岩，局部含钙砂质

结核，底部为钙质、泥质紫色板岩，是该矿区的主要

含矿层，其底部与下伏冷家溪群为不整合接触，其间

有一层不稳定的砾岩，砾石为青灰色板岩，呈次棱角

状，胶结物为砂泥质；第’岩性段是一套厚大的浅海

相浅变质碎屑岩，以青灰色砂质板岩为主；第"岩性

段以泥质、砂质紫色板岩为特征，局部含钙质结核，

是该矿区的含矿层；第(岩性段为绿色砂质板岩，与

紫色板岩呈过渡关系；第%岩性段为厚层状砂质紫

色板岩及泥质紫色板岩。

该矿区位于西安金锑钨矿带的中部，该矿带构

造线走向近)*（图&）。在西安矿区内，由于后期叠

加了明显的+)向构造而使其构造线走向呈近+))
向（图’）。该矿区总体为一单斜构造，岩层走向近

)*，倾向南，倾角’%!"%,；矿区内的主要构造形迹

有)*向层间压性逆断层、+)向和近+-向的断层

以及不同方向的褶曲等。

西安钨金矿床呈近)*向分布，长&&.$，宽(
.$。矿脉产于马底驿组底部的浅变质板岩中，主要

为层间脉，也有细脉带，走向近)*，倾向-，倾角’/
!"/,，主要为盲矿脉，仅其北部出露地表。赋矿层

位厚&!&&$。剖面上，单条矿脉由多个含金钨石英

脉透镜体组成。该矿区从西向东可分为(个矿段，

即李家冲矿段、电厂矿段、周家冲矿段及郭家冲矿段

（图’）。郭家冲矿段是该矿床的主体，以白钨矿为

主，*0"含量平均为&1%%2，伴生有金；矿体长#!/
$，延深&’//$，控制标高为&/#!(3"$。周家冲

矿段发育有钨矿体和金矿体，前者为白钨矿4石英

脉，由’3条矿脉组成，出露标高为"(/$，富集于

"//$标高以上，矿脉长%/!&//$，厚/1&!&$，

在剖面上呈上大下小的形态，走向有+)(/!%/,和

+)"/,两组；后者为含金石英脉，呈脉状、透镜状产

在+)向韧脆性断裂带中，主要分布在(/!("/$
标高间，矿体长%5/$，水平厚/1!!51#$，延深大

于’5/$，金品位平均为"6／7。电厂矿段以白钨矿

为主，伴生有金，#个钻孔见金矿体，其厚度为&13!
51($，金品位平均为"6／7。李家冲矿段已发现"
个金矿体，产于退色化紫色板岩中，受层间硅化断裂

破碎带控制，矿体呈近)*向平行展布，倾向-，倾角

"%!%",，矿体长(/!"5/$，厚/1!!&1!$，金品位

为’1&!%1%6／7。

按有用矿物组合，该矿区的矿石类型可分为白

钨矿4石英型、白钨矿4自然金4石英型、黄铁矿4自然

金4石英型、白钨矿4自然金4石英细脉4蚀变板岩型。

其中，白钨矿4石英型矿石在钨矿体中普遍存在，黄

铁矿4自然金4石英型矿石在金矿体中最常见。各类

矿石中浸染状、角砾状、网脉状、条纹状构造发育。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白钨矿、银金矿、自然金，含

少量黄铜矿、黝铜矿、方铅矿等；脉石矿物为石英、方

解石、白云石、绿泥石及少量磷灰石、高岭石、碳质

等。围岩蚀变发育，有褪色化、硅化、黄铁矿化、碳酸

盐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及电气石化等，其中，硅

化、黄铁矿化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碳酸盐化与白钨矿

化关系密切。

’ 褶皱构造

前人研究认为，西安钨金矿区的矿化带呈)*
向展布，+)向构造叠加其上，复合并部分改造了

)*向构造，尤其是与)*向构造复合部位常被后

期含89、*的热液充填。本次研究表明，该矿区的

控矿构造除断裂构造外，还有褶皱构造，它们对矿床

的形成和分布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西安钨金矿区

存在褶皱构造的依据如下所述。

!1" 区域构造背景依据

元古代期间，湘西地区发生了多次构造运动，区

域构造应力场也发生了多次变化，形成了区域不整

合面、不同级别的褶皱及不同方向的断裂，并发生了

钨、锑、金等成矿作用，形成了沃溪、西安等一系列重

要矿床。

武陵运动期间，受到区域性近+-向挤压应力的

作用，冷家溪群地层发生了褶皱，形成了近)*向的

古佛山背斜。沃溪金锑钨矿带位于该背斜西段（又

称之为仙鹅抱蛋背斜）的北翼，西安金锑钨矿带位于

其南翼（图&）。板溪群角度不整合于冷家溪群之上。

伴随武陵运动的纵弯褶皱作用，在角度不整合面上

产生了层间滑动，形成了近)*向层间滑动断层的

雏形，其最后形成于雪峰运动。

雪峰运动晚期，区域构造应力场已由早元古代

的+-向挤压，逐渐转化成+-向的左行扭动力偶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3）。这种

扭动力偶派生出+*4-)向的挤压应力和+)4-*
向的剪切应力。+)4-*向的剪切应力形成了左行

/3" 矿 床 地 质 ’//5年

 
 

 

 
 

 
 

 



压扭性逆断层，表现为区域性的!"向断层；!#$%"
向的挤压应力使冷家溪群和板溪群发生褶皱，叠加

于古佛山背斜，形成了一系列褶皱，如沃溪矿区发育

有叠加于仙鹅抱蛋背斜北翼的一系列横跨褶皱。位

于古佛山背斜南翼的西安矿区，与沃溪矿区处于相

同的区域构造应力场，从理论上讲，也应当发育类似

的构造即褶皱构造。据此，笔者对前人资料及野外

地层产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 前人资料分析依据

对湖南冶金’()勘探队*+),年有关西安钨金

矿区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研究，尤其是对该矿区不同

矿段含矿层构造等高线图进行了分析。经分析和研

究发现，在不同矿段，矿化层沿走向在很短的距离内

其高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郭家冲矿段*号

含矿层的构造等高线图（图(）显示，该含矿层在走向

上，从富矿柱向东，在不足*---.的范围内，其高

程降低了’--.；周家冲矿段*号含矿层沿走向从西

向东，在不足,--.的范围内，其高程降低了*--.；

在电厂矿段也见到类似现象。

前人将此现象解释为断层所致。本次研究发

现，于前人资料中，在断裂通过处仅局部地段有钻孔

资料，绝大部分地段缺乏资料，故笔者认为，含矿层

高程明显降低可能有断裂构造的影响，但都用断层

来解释，可能不够全面。例如，郭家冲矿段*号含矿

层从富矿柱向东，其高程明显降低，除有’个钻孔控

制之外，其余绝大部分地段没有资料，含矿层高程明

显降低也可能是地层弯曲所致，因此，笔者初步判断

郭家冲矿段有可能存在背斜，该背斜的倾伏方向和

倾伏角与岩层产状基本一致。郭家冲矿段*号含矿

层构造等高线图（图(）显示，郭家冲背斜倾伏方向长

大于*---.，其东翼延伸大于*,--.，其西翼被郭

家冲断裂切割；在该背斜内部，含矿层高程仍有波

动，显示出地层仍有弯曲现象。周家冲矿段和电厂

矿段亦具类似情况。周家冲矿段*号含矿层从西向

东，高程明显降低的现象可能是地层处于背斜的东

翼所致，露天采场之处可能是背斜的核部，向%"倾

伏，其倾伏方向和倾伏角与岩层产状基本一致，其倾

伏方向长约,--.。电厂矿段从西向东，含矿层的高

图( 西安矿区郭家冲矿段含矿层构造等高线和背斜示意图（底图源于湖南冶金’()勘探队*+),年资料!）

/01&( 2345367809179.3:5;<.04<79=0><8=9?<7045;<@0’9437<80A570B5A;3C0419450B=04<（9:5<7D6494!34:<7736A
E<59=AF<A367B<!3&’()G<3=310B9=H975?，*+),）

! 湖南冶金’()勘探队&*+),&桃源西安白钨矿床地质特征与成矿规律&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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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升高而后降低，可能是由于地层处于背斜和向

斜构造所致。

!!" 地质依据

在湖南冶金"#$勘探队所获资料的基础上，本

次研究又对郭家冲、周家冲和电厂矿段内地层的产

状进行了补充测量。测量结果表明，不同矿段内地

表地层产状有明显的变化，地层呈弧形弯曲，有些地

段内，地层倾向相反。由此可见，地层可能受到了强

烈的挤压作用，发生了褶皱。

例如，在郭家冲矿段，沿地层总体的%&走向，

地层产状逐渐变化（图’(），其西部地层走向变化为

)*"+!,-+!.#+!##’+（图’/）；北部地层走向的变

图’ 西安矿区郭家冲矿段地质简图及地层产状变化图（据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北京地质调查所，"**-!）

012!’ 34565217869:4;7<=8>5?;<43@5A187<5B25C4D657:?C5=;<4E1’8B5C4F19;C17;9<5G1B29;C8;12C8><17577@CC4B749
（8?;4CH<1B8I5B?4CC5@9J4;869K495@C743456521786L@CM4N，"**-）

!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北京地质调查所!"**-!湖南省桃源县李家冲金钨矿普查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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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使地层呈

明显的弧形弯曲。沿地层总体南倾的方向上，有些

地段的地层倾向相反，如矿区中部，地层倾向为%*’#
和’!%#（图&+），矿区东部，地层倾向相反，这表明在

走向方向上，地层也发生了褶皱。地层沿走向和倾

向呈舒缓波状，形成了与其走向和倾向相交的褶曲，

表明郭家冲矿段处于一个发育复杂褶皱的地段，该

褶皱是由若干个背斜、向斜组成的复式褶皱（图&）。

周家冲矿段，地表地层产状也有明显变化，尤其

是在露天采场的东壁可见一向斜（图*，图$,）。该

向斜地表出露宽(-，其核部为灰绿色板岩夹钙质板

岩（钙质板岩厚&.!$./-），两翼为灰绿色板岩，其

西翼地层产状为""*#"*.#，东翼地层产状为’’.#
"&%#，向斜轴向倾伏于01’%*#。该向斜东部被21
向断裂错断。在周家冲矿段的层脉及近矿围岩中常

见有小褶曲，其波长一般为’.!*./-，形态复杂多

样，主要有肠状及扇形褶皱等，具柔流褶皱特征，围

岩亦与之同步褶皱（图$3）。

!4" 地球物理依据

基于地质研究中提出的地层（包括不整合面的

含矿层）发生了明显的褶皱弯曲，具有波状起伏的特

点 ，在西安矿区进行了双源大地电磁测深，即15&连

图* 西安矿区周家冲矿段露天采场剖面图

6784* 09/:7;<;=:>9;?9<@?7:A::>9B>;CD7A/>;<8;E9FG;/H7<:>9I7’A<;E9J7K:E7/:

图$ 周家冲矿段’*勘探线向斜构造（,）及石英@碳酸盐脉与围岩同步褶曲（3）

6784$ 0L</G7<9;=:>9;?9<@?7:（,）A<J=;GJ;=:>9MCAE:N@/AEF;<A:9J7H9K（3）AG;<82;4’*9O?G;EA:7;<G7<9
;=:>9B>;CD7A/>;<8;E9FG;/H7<:>9I7’A<;E9J7K: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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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导率剖面测量。由于该矿区的郭家冲矿段已采

空，而周家冲及电厂矿段部分地区尚未开采，因此，

在周家冲及电厂矿段进行了!条地球物理剖面测

量，现仅就电厂矿段有"个钻孔（!#$%／&’(、$)／

&’$、$)／&’"）控制的$)勘探线的测量结果进行讨

论。该剖面上出露的地层由两部分组成，北部为下

元古界冷家溪群灰绿色砂质板岩，南部为上元古界

板溪群马底驿组钙质泥质紫色板岩，两者呈角度不

整合接触，不整合面向南缓倾。矿体呈层状分布于

马底驿组底部钙质泥质紫色板岩中，矿体在北部出

露地表，在南部缓倾斜于地下。

对测量结果进行了二维反演，得到了视电阻率

（"*）#深度（*）剖面图（图%）。该图反映出该区地

下存在高电阻率（!(+++"*）、中低电阻率（%++#

,++"*）和低电阻率（"$++"*）"种不同的电性体。

高电阻率电性体广泛分布于地下深部，矿区北部有

少量出露；低电阻率电性体呈不规则条带状产出，分

布局限，在剖面+#(++*处宽约(++*，延深由地表

向下%++*，北部还有$条较小的低阻带；中低电阻

率电性体呈不规则面状产出于高电阻率电性体的顶

部和外围。

根据电阻率值和岩性变化规律，结合$)勘探线

地质及钻孔资料分析，深部广泛分布的高电阻率电

性体应为冷家溪群砂质板岩；呈高角度带状分布的

低电阻率异常区为该矿区-.向断裂产出部位，在

剖面+#(++*处，宽(++*、延深%++*的低电阻率

异常区为高角度周家冲断裂带，向北"$+*处的

低电阻率异常区为红岩湾断裂。更重要的是，呈面状

图% 西安矿区$)勘探线./0连续电导率剖面测量的视电阻率（"*）#深度（*）剖面图

$)勘探线位置见图$

(—解译地层不整合面；$—己有钻孔及编号；"—解译断裂；0—实测钨金矿体

1234% 56789#:6;2;82<28=7:>?2@6>A8B2C6DE289896$#52C<6:;2>C?>:*;8:B8B36*./0B@>C3->4$)6F7@>:B82>C@2C6，;9>E2C3
896GCD6:3:>GCD:6;2;82<28=2*B36（?:>*896;G:?BH6D>EC8>896D6789>?)++*）4I661234$?>:@>HB82>C
(—JC86:7:686DGCH>C?>:*28=；$—5:2@@9>@6BCD28;;6:2B@CG*D6:；"—JC86:7:686D?BG@8；0—K6B;G:6DL#MG>:6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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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高电阻率异常体顶部的中低电阻率电性体，

与该区出露的不整合面上的含矿层相对应。中低电

阻率电性体呈波状起伏的面状，预示出不整合面的

形态，也反映了含矿层在倾向上具有褶曲的现象。

这一结果从地球物理方面为西安钨金矿区内存在褶

皱构造提供了依据。

通过上述地质研究和地球物理测量，结合区域

地质演化和对前人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西安矿区

存在重要的褶皱构造，而且，这种褶皱构造对西安钨

金矿床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褶皱控矿作用

西安矿区位于古佛山背斜的南翼（图"）。本次

研究表明，在该矿区内，古佛山倒转背斜南翼的岩层

沿走向和倾向呈舒缓波状，形成了与地层走向和倾

向相交的褶皱，这些褶皱多为复式褶皱，由更次一级

的褶皱构成。在野外实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

资料，将该矿区内的褶皱构造分为#级。不同级别

的褶皱构造对矿床的形成和分布具有不同的控制作

用。

!级褶皱 武陵运动期间，区域性的近$%向挤

压应力，使冷家溪群遭受褶皱作用，形成了近&’向

的古佛山背斜。在区域上，武陵运动的标志是冷家

溪群与板溪群之间的角度不整合。西安矿区位于近

&’向的古佛山倒转背斜的南翼，表现为单斜构造，

倾向南，倾角!()左右。古佛山背斜是该矿区的!级

褶皱，控制了整个西安钨金矿化带的形成和分布。

"级褶皱 前已述及，在雪峰运动晚期，区域构

造应力场已变成$%向的左行扭动力偶，这种扭动力

偶派生出$’向的挤压应力和$&向的剪切应力。

剪切应力形成了$&向断层，包括郭家冲断层、周家

冲断层和红岩湾断层等，这些高角度$&向断裂为

含矿热液的运移提供了动力和通道。更重要的是

$’向挤压应力形成了一系列的褶皱，叠加在古佛

山*级背斜构造的南 翼，表 现 为 矿 区 内 的 岩 层 沿

$$&方向，斜交地层走向，形成了轴向$$&的褶皱

构造，初步研究认为，主要包括郭家冲背斜、周家冲

背斜和电厂背斜。目前已知，郭家冲矿段分布于郭

家冲背斜中（图#），周家冲矿段与周家冲背斜基本吻

合，电厂矿段与电厂背斜吻合，表明"级褶皱控制了

该矿区内各个矿段的形成和分布。

#级褶皱 西安矿区内发育的"级褶皱多为复

式褶皱，由更次一级的褶皱即#级褶皱所构成。这

些#级褶皱控制了不同矿段内矿体的分布。例如郭

家冲矿段，已探明矿体呈柱状产出，划分为+个矿

柱，其中有,个矿柱相互连接在一起，呈“多”字型分

布（图!、#），含矿层倾向%或%&，而矿柱则为%&&
向，向%&侧伏，倾伏角为!($-()，表明郭家冲背斜

中所发育的次一级褶皱控制了%&&向矿柱的形成

和分布，该次级褶皱是轴向近&’ 向的短轴褶皱。

此外，在周家冲矿段露天采场的东壁可见一个向斜

（图-.），该向斜是周家冲背斜中的次一级向斜。

%级褶皱———石英碳酸盐脉小褶曲 西安钨金

矿床不同矿段内广泛发育的石英碳酸盐脉小褶曲赋

存于#级褶皱中，为%级褶皱。例如，在周家冲矿段

的层脉及近矿围岩中发育的石英碳酸盐脉小褶曲，

其波长一般为"($,(/0，形态复杂多样，主要有肠

状及扇形褶皱等，具柔流褶皱特征，围岩亦与之同步

褶皱（图-1）。

综上可知，古佛山背斜（!级）控制了西安钨金

矿化带的形成和分布；"级褶皱控制了西安矿区内

不同矿段的形成和分布，郭家冲、周家冲和电厂矿段

分别与郭家冲背斜、周家冲背斜和电厂背斜基本吻

合；#级褶皱则控制了各个矿段内矿体（柱）的产出，

以郭家冲矿段最为明显；%级褶皱叠加在#级褶皱

之上，使矿体厚度增大。这与湘西沃溪金锑钨矿床

的褶皱控矿特点（刘亚军，"223）相类似。

# 讨 论

前人研究认为，西安金钨矿床的矿体总体上产

于板溪群底部的钙质层层滑断裂中，受层位和层滑

断裂的控制，但其产出位置又紧邻郭家冲断裂和周

家冲断裂，受$&向断裂带的控制，因此，矿体受层

位和断裂双重因素控制，层位和缓倾斜&’向层间

滑动断裂带提供了有利的容矿空间，而高角度$&
向断裂构造活动则为含矿热液的运移提供了动力和

通道。

本次研究中褶皱构造的发现，使人们对西安金

钨矿床的形成有了新的认识。笔者认为，该矿床的

形成除了受地层和不同方向断裂构造叠加的控制之

外，还受褶皱构造的明显控制，因此提出，有利地层

和缓倾斜&’向层间滑动断裂带叠加控制了矿化带

的形成和分布，高角度$&向断裂是重要的导矿构

造，褶皱构造的叠加控制了矿床不同矿段的分布，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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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构造中发育的次级褶皱则控制了各个矿段中矿体

尤其是富矿体的形成和分布。总之，西安矿区内发

育的控矿褶皱不是简单褶皱，而是一种轴向交叉的

复合褶皱，主要的褶皱轴向为!!"向，又叠加了近

"#向的短轴褶皱，由此形成了一些相连或不相连

的穹隆和凹陷，伴随着这种复杂褶皱的形成，在角度

不整合面上产生层间滑动，岩层之间发生滑脱，形成

有利的容矿部位，而这些容矿部位并非按照某一个

褶皱轴向分布，而是按照两组褶皱轴向相间分布的，

由此构成了复杂的矿体形态，加之，矿体又受断裂构

造的影响，故使其形态更加复杂。

西安金钨矿床以钨矿体为主，目前钨已采完。

据前人关于钻孔样品的分析数据，与钨矿相伴有金

矿，后者为盲矿体，分布在马底驿组底部的紫色板岩

层滑断裂带中，尚未开采，因此，有必要对该矿床的

控矿因素进行研究，以此指导尚未开采的金钨矿体

中金矿体的勘探。更重要的是，西安矿床的外围广

泛出露板溪群马底驿组底部的钙质泥质紫色板岩，

即控矿的有利层位广泛存在，这些地段是否有褶皱

构造的叠加，值得进一步研究。总之，西安矿区内褶

皱构造的发现，对在目前已闭坑的西安钨金矿床及

其外围进行成矿预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0-$1234*5&6752487’794%&3724%&*34&1’$%8’*：

!+*’+:183747;8<&68+&’<&［(］-=&<47’;%>38<3，?0@：.A.B.CC-

D2EE，F82(G，:<%25HI，J*64*1)*’+K%&’LGM-?AAC-D&7N

<%&O8<*5<7’341*8’437’4%&4&<47’8<3&448’L794%&P174&17H78<421N

Q8+84&38’4%&E2&9&’L2;58941&L87’794%&(8*’L’*’717L&’8<Q&54

［(］-D&7<%8O8<*，C?（R）：@ASB@?S（8’$%8’&3&T84%"’L583%*QN

341*<4）-

F82U(-.//?-)75+3412<421&794%&#7V8L75+B*’48O7’>B42’L34&’+&N

;73848’T&34M2’*’*’+84371&B<7’417558’L1&L25*184>*3T&55*3+>N

’*O8<71&B971O8’L;17<&33［(］-G8’&1*5W&;73843，..（?）：.C@B.@.
（8’$%8’&3&T84%"’L583%*Q341*<4）-

P&’L,，P8341H>’3X8Y*’+M2*’LZM-.///-#B:QBY2O8’&1*58H*487’

*4#7V8，T&34&1’M2’*’P1768’<&，$%8’*［(］-G8’&1-P757’8<*，

CA（.）：CCB@0-

D75+M&*+[2*14&1794%&$%8’&3&P&7;5&’3Y1O&+P758<&)71<&-.//S-

D&757L>794%& #7V8B4>;&341*4*Q72’+L75++&;738438’M2’*’

P1768’<&［G］-,&8\8’L：:&83O757L8<*5P1&33-.BC.C（8’$%8’&3&）-

M2’*’Z&L87’*5D&757L8<*5:216&>-.//R-W868387’794%&M2’*’’3L1*’N

84&2’84*’+32;&1B2’84*’+4%&8171&B971O8’L3;&<8*58H*487’［(］-M2N

’*’D&757L>，（0）（:2;;-）：.BR/（8’$%8’&3&）-

U*’WP，K%72G)，:7’LMF，#*’LE#*’+G*5;*3(-?AAC-I18N

L8’*’+4&<47’8<38L’898<*’<&79*G&37H78<O2548B5*>&176&1B4%1234

3>34&OT84%8’4%&U*’L4H&,57<X（:724%$%8’*）［(］-=&<47’7N

;%>38<3，CS.：?C/B?R@-

U*’L:E*’+,52O!-.///-Y973385%>+174%&1O*53>34&O71*3721<&B

Q&+8’4%&G*+8>8)71O*487’’&*14%&E8*’LV8Y2B:QB#+&;7384，

!#M2’*’，PZ$%8’*［(］？$%&O8<*5D&757L>，.RR：.R.B.S/-

附中文参考文献

顾雪祥，刘建明，:<%25HI，J*64*1)，郑明华-?AAC-江南造山带雪峰

隆起区元古宙浊积岩沉积构造背景的地球化学制约［(］-地球化

学，C?（R）：@ASB@?S-
湖南省区域地质调查所-.//R-湖南花岗岩单元B超单元划分及其成

矿专属性［(］-湖南地质，（0）（增刊）：.BR/-
刘亚军-.//?-湘西沃溪金锑钨矿床褶皱构造及其控矿规律与动力

成矿作用［(］-矿床地质，..（?）：.C@B.@.-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S-湖南省沃溪式层控金矿

地质［G］-北京：地震出版社-.BC.C-

SSC 矿 床 地 质 ?AA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