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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凤山县金牙金矿床地处滇黔桂“金三角”地区，是桂西北地区典型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之一。文章

综合分析了矿区地质概况、矿区构造样式、矿体产出位置等，认为矿体产出受近SN向褶皱控制。矿区断

裂、褶皱均较为发育，其中近SN向断裂为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通过对矿体产出形式、矿体分布特征及

构造作用阶段与成矿阶段的对应关系等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构造控矿是控制该矿区矿体产出的主要控矿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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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inya gold deposit in Fengshan County, Guangxi is located in the “Golden Triangle” area of 
Yunnan, Guizhou and Guangxi, and is one of the typical micro-disseminated gold deposits in 
northwest Guangxi.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geological situation, structural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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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ccurrence position of the orebody in the mining area, and considers that the occurrence of 
the orebody is controlled by the near-SN fold. The faults and folds in the mining area are relatively 
developed, and the near-SN fault is the main ore-controlling structure in the mining area.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orebody occurrence form, orebod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tonic stage and mineralization stage, it is considered 
that structural ore-controlling is the main ore-controlling form controlling the orebody occur-
rence in the min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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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桂西北地区位于我国著名的滇黔桂“金三角”，是广西最主要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分布区域，广西凤

山县金牙金矿床是桂西北地区典型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之一[1]。前人对金牙金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2] [3] 
[4]、成矿流体[5] [6]、构造特征、控矿特征[7] [8]、成矿作用[9]、金的赋存状态及有机质对成矿的影响[10] 
[11]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并通过地电提取法对矿床进行找矿预测[12]。但对金牙金矿床的研究多是在 90
年代及本世纪初，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地球化学方面，对构造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在总结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金牙金矿床的地质特征、矿体特征及控矿构造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受构造控制是

控制金牙金矿床矿体展布的主要形式，并以此为依据，为矿区进一步找矿提供建议。 

2. 矿区地质特征 

金牙金矿床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准地台西南，右江盆地凌云隆起东北缘[13]，区内出露地层为泥盆

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等。区域上可将其分为隆起区和坳陷区两个构造单元，其中凌云隆起区主

要出露泥盆系–下三叠统罗楼群灰岩，其东北缘坳陷区则一中三叠统陆源碎屑岩为主，在区域构造作用

下，两者的主构造线方向、构造形态特征差异较为明显[8]。 

2.1. 矿区地层 

矿区范围内出露的地层有中三叠统河口组下段、中三叠统百逢组、下三叠统罗楼组、上二叠统及中

二叠统茅口组(图 1) [8]，自上而下为： 
1) 中三叠统河口组下段(T2h1) 
该层以含钙泥岩、含钙粉砂质泥岩夹粉砂岩团块和中厚层–厚层状细砂岩夹粉砂岩、泥岩为主，顶

部可见灰色条带状泥灰岩夹泥质条带，下部含生物层。该层鲍马序列 A、B、C、E、F 层段发育，C 层段

的波状纹层显著发育，与下伏百逢组上段整合接触。 
2) 中三叠统百逢组上段(T2b3) 
以薄层状泥岩、钙质泥岩夹泥质粉砂岩和中厚层状细砂岩为主，水平层理较为发育，部分细砂岩、

粉砂岩底部见有槽模构造。该层鲍马序列 C-D-E 层段序列较为发育，并有小断层出现，夹有生物化石层，

与下伏百逢组中段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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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三叠统百逢组中段(T2b2) 
为矿区的主要地层，是矿化的有利层位。以泥岩、粉砂质泥岩为主，夹粉砂岩和细砂岩团块，局部

夹灰岩透镜体，岩性整体上较单一，但局部变化大，且变化无规律；局部地段含生物化石，化石常紊乱

地夹于泥岩中，说明沉积环境不平静。 
本段在矿化地段内由上至下可细分为三个分层： 
① T2b2(3)：以灰色、深灰色粉砂质泥岩、白云质泥岩及含砾泥岩夹泥质粉砂岩和泥质细砂岩团块为

主，局部夹浅灰色灰岩透镜体。上部层理不发育，仅局部呈薄–中厚层状构造，中部夹一层不稳定的生

物碎屑粉砂质、泥岩，底部为灰色泥质细砂岩至粉砂质泥岩，中厚层状，层理发育。那元–拉地一带具

不均匀黄铁矿化，构造破碎地带并具毒砂化和金矿化，是矿区的主要赋矿层位。 
② T2b2(2)：上部为灰色、绿黄色粉砂质泥岩、泥岩夹泥质粉砂岩，普遍含白云质，局部含菱铁矿，

厚层–块状构造，由粉砂岩条带构成的微层理较为发育，局部揉曲构造发育；下部为灰色、灰黄色白云

质泥岩、含粉砂白云质泥岩，夹少量粉砂岩条带。该层厚度 50~126 m。是金矿化的有利层位之一。 
③ T2b2(1)：上部为灰色、灰黄色含白云质泥岩、粉砂质泥岩夹少量泥质粉砂岩，层理不发育，厚层

至块状构造；中部为灰色含白云质泥岩，局部夹粉砂岩透镜体，微层理发育；下部为深灰色薄层状泥岩

夹泥质粉砂岩或泥质细砂岩透镜体，水平微层理发育，局部揉皱构造发育。该层厚度 25~99 m，与下伏

百逢组下段砂岩整合接触，因与下伏砂岩岩性强度差别大，容易形成层间破碎带，并具弱硅化、黄铁矿

化、弱毒砂化及金矿化。 
 

 
Q——第四系残积层；T2h1——河口组下段；T2b3——百逢组上段；T2b2(3)——百逢组中

段 1 分层；T2b2(2) ——百逢组中段 2 分层；T2b2(1)——百逢组中段 3 分层；T2b1——百逢

组下段；T1l——下三叠统罗楼组；P3——上二叠统；P2m——中二叠统茅口组；1——断

层；2——褶皱；3——破碎带；4——矿体 

Figure 1. Structural geological map of Jinya gold mining area (Revised from reference [8]) 
图 1. 金牙矿区构造地质简图(修改自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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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三叠统百逢组下段(T2b1) 
以 F1 为界，两侧变化较大： 
① F1 以北：厚度 43~107 m，层厚由南往北由薄变厚，以块状泥质细砂岩、中厚层–厚层状细砂岩

夹深灰色薄层泥岩、薄层–中厚层状泥岩夹粉砂岩和细砂岩为主，水平层理发育，下部生物化石较为丰

富。该层与下伏罗楼组整合接触； 
② F1 以南：厚度大于 164 m，以中厚层–块状细砂岩夹薄层泥岩–粉砂岩、薄层状–中厚层状泥岩夹

泥质粉砂岩及细砂岩为主，其间夹有一厚 10 m 左右的滑塌层，厚度约为 106 m。该层夹少量薄层生物化

石层，下部具典型浊积岩特征，具鲍马序列 B-C-E 层段序列，水平层理发育，与下伏地层呈断层接触[11]。 
5) 下三叠统罗楼组(T11) 
该层以薄层状硅质、钙质泥岩、生物碎屑灰岩及薄–中厚层状泥岩夹泥灰岩为主，其顶部见有一层

深灰色中厚层瘤状、疙瘩状泥灰岩，厚 20~30 cm，中下部生物化石丰富，主要为菊石化石。该层自南往

北由薄变厚，与下伏上二叠统整合接触。 
6) 上二叠统(P3) 
该层以中厚层–块状构造白云质灰岩为主，局部层理发育，中部及下部生物化石丰富。该层南厚北

薄，北部普遍夹燧石条带，杭东一带见铁铝岩层夹薄煤层。与下伏茅口阶平行不整合接触。 
7) 中二叠统茅口组(P2m)  
主要分布于矿区西侧，构成金牙鼻状背斜的核部，层厚大于 101 m，多为厚层–块状生物灰岩。 

2.2. 矿区构造 

金牙金矿区断裂、褶皱均较为发育，褶皱构造可分为近 SN 向和近 EW 向两组，断裂构造绝大部位

为近 SN 向。受 F1 断层影响，矿区形成了一条近南北向的构造带。 

2.2.1. 褶皱 
区内褶皱较为发育，从展布形式上大体可划分为两组，一组为近 SN 向，一组为近 EW 向，前者是

矿区的主要褶皱构造。 
1) 近 SN 向褶皱：由一系列 NNW 向至 NNE 向小型褶曲组成，呈带状分布，其中规摸较大的背斜有那

元背斜和连舍坡向斜。此外有大量走向 NNW 向或 NNE 向小褶皱，数量较多，规模相对较小，形态相似[11]。 
2) 近 EW 向褶皱：可能为早期残留构造，区内近 EW 向褶皱有金牙鼻状背斜，为一开阔型背斜，核

部为中二叠统茅口组块状生物灰岩及礁灰岩，矿区范围内仅可见背斜东部倾伏端[14]。 

2.2.2. 断裂 
矿区内断裂以近南北向为主，有 F1、F2、F3、F4、F5、F6、F9 号断层，其中 F1、F2、F3 这三条断

裂为矿区内主断裂。东西向断裂是矿区的次要断裂，已知的只有 F7 断层。 
1) F1 断裂 
F1 断裂为一同沉积断裂，是矿区内主断裂及主要导矿、控矿构造。F1 断裂具张扭性，其地表走向自

南向北由 NE 向近 SN 向变化，倾向 SE 至 E，倾角 50˚~75˚。破碎带宽 4~10 m，多被浮土掩盖，带内常见

有较弱的硅化、黄铁矿化等。F1 断裂在同沉积完成之后又经历早期的压扭性构造活动和晚期的张扭性构造

活动，多次构造活动以及伴随的地下热水活动和成矿作用，使成矿热液通过 F1 通道在扩容带及低压带(断
裂破碎带、节理裂隙发育带及背斜虚脱部位)等成矿有利部位富集成矿，起到了很好的导矿、控矿作用[14]。 

2) F2 断裂 
F2 断裂是矿区的主要容矿构造之一。F2 断裂长度大于 7.5 km，倾向总体向东，倾角 39˚~58˚，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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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窄变化较大，宽 1~62 m，是一具叠加改造性质的断裂破碎带。F2 总体为张扭性断层，与 F1 一起控

制了矿区的断裂构造。 
3) F3 断裂 
F3 断裂也是矿区内的主要控矿断裂之一。F3 断裂长 1.3 km，倾向向东，倾角 40˚~50˚，破碎带宽 1~13 

m，其与 F1、F2 一样经历了多期次活动，断裂及其旁侧围岩矿化现象强烈，主要表现为较弱的褐铁矿化、

硅化等，局部具有金矿化。 

2.2.3. 层间破碎构造 
层间破碎构造也是矿区的重要构造类型，是伴随 F1 上盘斜落诱导出来的深部构造，因挤压构造作用，

使强度不均的砂岩、泥岩互(夹)层发生层间破碎虚脱而形成，带内及其旁侧具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和

金矿化等矿化蚀变，为成矿的有利部位[14]。 

2.3. 岩浆岩 

矿区内未发现有岩浆岩出露，仅在下三叠统罗楼群中、上部夹有凝灰岩，呈层状产出。 

2.4. 变质作用和热液蚀变 

矿区内变质作用不明显，在褶皱和断裂作用下变质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力变质，形成角砾岩、挤压破

碎带、压碎泥岩及压碎粉砂岩等。热液蚀变表现为中低温热液蚀变，主要分布于构造破碎带及其旁侧的

百逢组中下段，主要有黄铁矿化、毒砂化、辉锑矿化、雄黄矿化和硅化[13]。 

3. 矿床特征 

3.1. 矿床基本特征 

金牙金矿床总体呈近南北向延伸，矿区内矿体均产出在 F1、F2 两条主要断裂之间，呈上窄下宽、北

窄南宽的特征，其规模明显受两条主要断裂控制。矿床中矿化强度不均，自北向南可分为内朗沟矿段、

那元矿段、林老矿段三个矿段，主要工业矿体集中在那元矿段，林老矿段与内朗沟矿段矿体较为分散，

矿化强度也相对较弱。 
金牙金矿床的矿体主要产出于中三叠统百逢组中段的一套浊积碎屑岩内。矿石矿物主要为毒砂、黄

铁矿、石英、碳酸盐类矿物及粘土矿物等，矿石结构主要为碎屑结构、压碎结构、粒状结构等，矿石构

造主要为层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等[15] [16]。 

3.2. 矿体产出形式 

金牙金矿区的矿体分布受断裂控制，多数矿体产于 F1、F2 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层间滑动断层和小

背斜虚脱部位；部分产于主断裂破碎带中。由于矿体产出的部位不同，表现出来的形态、产状也存在着

明显的差异。综合整个矿区矿体特征可以划分三种矿体产出形式。 
1) 产状与 F1 相反，位于 F1 与 F2 之间，受向西倾斜的断裂裂隙带控制，矿体呈脉状、透镜状产出。 
2) 主要产出于 F2 断裂破碎带之中和其下盘附近；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等。 
3) 产状平缓，受开阔背斜轴部层间破碎、裂隙所控制，尤其在岩性差异大的层间最有利形成该型式

矿体；矿体形态以似层状为多、少数为透镜状。 

3.3. 矿体分布特征 

为认识矿体的分布特征和矿体产出形式，选取那元矿区南部 200 线、203 线、204 线、207 线、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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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勘探线剖面编制联合勘探线剖面图(图 2)。由图 2 可知： 
1) 矿体多呈脉状、似层状、透镜状产出。 
2) 矿体呈 3 种形式产出：①：受 F3 断层控制，位于 F3 断裂破碎带之中及其下盘附近；②：位于

F3 西侧，受向西倾斜的断裂裂隙带控制；③：产状平缓，位于那元背斜轴部，背斜形成的裂隙和层间破

碎控制其产出。 
3) 矿体走向为近南北向，与 F2、F3 等断层走向一致，显示其产出受断裂控制。 
 

 
1——断层；2——矿体 

Figure 2. Profile of joint exploration line in Nayuan mining area 
图 2. 那元矿区联合勘探线剖面图 

 

 
1——断层；2——矿体 

Figure 3. Plan of joint middle section of Nayuan mining area 
图 3. 那元矿区联合中段地质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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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那元矿区 688、648、608 典型中段编制联合中段地质平面图(图 3)。由图 3 可知： 
1) 矿体多呈脉状、透镜状产出。 
2) 矿体可大致分为两种产出形式：①：受 F3 断层控制；②：受向西倾斜的断裂裂隙带控制。 
3) 矿体走向为近南北向，与 F2、F3 等断层走向一致，显示其产出受断裂控制。 

4. 控矿因素研究 

4.1. 控矿类型 

按照构造控矿类型进行区分和分类，可将金牙矿区构造控矿分为 2 个一级、4 个二级控矿构造类型：

一级控矿类型为褶皱构造控矿、断裂构造控矿；二级控矿类型为转折端构造控矿、主断裂构造控矿、次

级断裂构造控矿、层间构造控矿。 

4.2. 成矿构造演化 

金牙矿区的成矿构造演化可分为两期三阶段，成矿前包含一个阶段：早二叠世到中三叠世，EW 向

拉张形成区内裂陷盆地活动，表现为同生断层。成矿期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三叠世末至晚三叠

世，SN 向、EW 向挤压形成了区内的金牙背斜、那元背斜及 SN 向主断裂，SN 向主断裂进一步产生压扭

性活动，并见有 X 节理派生。该阶段为金矿化–黄铁矿化–毒砂化阶段；第二阶段：发生于白垩纪，在

该阶段，受张扭性构造活动叠加影响，派生的 X 节理形成 SN 向次级断裂，背斜转折端形成破碎带，构

造叠加部位见含金石英脉、含金方解石脉充填。该阶段为金矿化–石英化–方解石化阶段，为矿区的主

要成矿阶段。 

4.3. 构造对成矿的控制 

矿区内金矿体主要呈脉状、透镜状、似层状，产出于 F2、F3 等近 SN 向主断裂、近 SN 向次级断裂、

断裂裂隙及断裂破碎带、褶皱轴部的层间破碎、裂隙中，表明了构造对矿区内成矿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1) 矿区内金矿体主要分布在近 SN 向褶皱那元背斜轴部层间破碎、裂隙及东西两翼，背斜东翼矿体

倾向向 E，背斜西翼矿体倾向向 W，表明矿体总体产出特征受那元背斜控制。 
2) F2、F3 等近 SN 向主断裂和近 SN 向次级断裂是矿区内主要的导矿构造和容矿构造，其次为背斜

轴部层间破碎、裂隙和向西倾斜的断裂裂隙带。 
3) 成矿期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派生的 X 节理受张扭性活动作用形成近 SN 向次级断裂，在与第一阶

段压扭性活动的构造叠加部位发生矿化叠加，矿化强度明显增强，在早期 E 倾矿体和 W 倾矿体附近可发

现与其倾向相反的矿体。 

5. 结论 

根据对金牙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的研究分析，总结出以下认识： 
1) 金牙金矿床位于扬子准地台西南，右江盆地凌云隆起东北缘，矿区范围内出露的地层有中三叠统

河口组下段、中三叠统百逢组、下三叠统逻楼组、上二叠统及中二叠统茅口组，其中矿体主要分布于那

元矿段，内朗沟矿段、林老矿段也有分布，但矿化程度相对较弱。矿体形态多为脉状、透镜状、似层状，

可划分为三种产出形式。 
2) 按照构造控矿类型进行区分和分类，将金牙矿区构造控矿分为 2 个一级、4 个二级控矿构造类型。 
3) 金牙矿区成矿构造的演化可分为两期三阶段，其中成矿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金矿化–

黄铁矿化–毒砂化阶段；第二阶段为金矿化–石英化–方解石化阶段。成矿期内第二阶段为矿区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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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矿阶段。 
4) 构造控矿是金牙矿区内主要控矿作用。矿区内矿体总体产出特征受那元背斜控制，F1、F2、F3

等 SN 向主断裂和由 X 节理形成的近 SN 向次级断裂是矿区内主要的导矿构造和容矿构造，其在成矿期

经历的第一阶段压扭性作用与第二阶段张扭性作用分别控制两个阶段的矿化，张扭性作用叠加于压扭性

作用中，其构造叠加部位发生矿化叠加，矿化强度明显增强，且早期矿体附近可发现倾向相反的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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