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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tonic position of the working area was located in the Paleozoic Indosinian folded belt in 
Qinling. There are many points of the gold and its mineralization exists because of Qinling oro-
genic mineralization in the study area and its peripheral area. On the basis of the regional geolog-
ical background, the ore-controlling factors and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rehen-
sively researched and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geological feature of the surrounding mines 
points in Chongjiagou area. The major tectonic line presented NWW and the secondary ductile 
fracture wa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in the area. It was deemed that 
the intersections of the main structure and the secondary fault were the emphasis of the pros-
pecting area. The pyrite and the silicification were the main prospecting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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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秦岭古生代印支褶皱带。在秦岭造山带成矿作用下，该区及其外围金矿(化)点
众多。本文在区域成矿地质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周围矿(化)点的地质特征，综合研究、分析崇家沟地区

控矿因素、矿化特征等。根据成矿规律，揭示该区主要构造线呈NWW，并发育次级韧性断裂。认为主

构造与次级断裂交汇部位为重点找矿区域。黄铁矿化及硅化等是主要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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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秦岭造山带在中国大地构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秦岭造山带成矿系列研究由来已久[1]-[11]。刘淑文

等[12]认为南秦岭成矿带是中国重要的成矿带，尤其是上古生界泥盆系有 Pb、Zn、Au、Ag 等多种大型、

超大型金属矿床。对秦岭造山带地区的成矿作用以及控矿因素等，也多有研究[9] [13]。关于秦岭造山带

的成矿作用，杨志华等[13]认为矿床成因类型中最具本质的要素有两点：矿床所处岩片构造层次的属性和

产出矿体所在的岩石性质。基于此理论将秦岭矿床成因类型进行了划分。刘新会等[9]对南秦岭金龙山金

矿床的地质特征进行了研究以及对其成矿进行了预测。其认为该矿床矿体主要受断裂控制，分枝复合特

征明显。该矿区邻近研究区，同属秦岭构造带。江育璞[14]认为山、柞、旬泥盆系中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

源并与碳酸盐岩密切相关。侯满堂等[15]对陕西镇安太白庙金矿床成矿地质特征进行了研究，其认为该矿

床为岩浆变质低温热液石英脉型金矿床。沙亚洲等[11]对南秦岭旬阳烂木沟地区金矿床地质特征进行了研

究分析。经研究揭示南秦岭造山带为金及多金属成矿带。崇家沟地区位于南秦岭造山带，本次研究在以

上基础上结合现代造山带成矿理论，从矿物质运移，控矿构造，矿化特征等方面来探讨该区找矿地质方

向。由于秦岭造山带成矿物质来源的多源性[16]。多年来尚未形成统一，部分变质地层的时代尚未研究清

晰，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初步的，旨在为该区及其周围下一步金等多金属矿的勘查以及科研提供引导意义。 

2. 区域地质概况 

秦岭造山带是多次开合、拼接与拆离复杂演化的复合型造山带，晚古生代南秦岭向华北大陆的俯冲

作用，导致其北部前缘吴家山–佛坪–小磨岭–陡岭的近 EW 线状隆升，秦岭造山带斜向俯冲对成矿盆

地的控制作用是明显的，盆地内部同生断裂构造发育[17]。盆地的岩相呈 EW 分带，SN 展布[18]。工作

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秦岭古生代的褶皱带中段南缘部分(图 1)。南西部紧邻扬子准地台北缘之大巴山凹陷

带，故受扬子准地台的控制和影响，形成北西翘起向东南倾状的褶皱带。构造线呈北西–南东向。断裂

构造总体北西收敛，向南东发散[19]。地层普遍遭受不同程度的区域变质作用，石灰岩大理岩化为典型。

附近有镇安–板岩镇断裂带。李勇等[19]认为镇安–旬阳地区是秦岭成矿带重要的金矿产地。秦岭地区，

在泥盆纪时，铅锌矿床主要形成于华北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接合处的深水裂陷槽地南侧边缘斜坡上[20]。 

mailto:derek04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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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ocation map of the regional tectonic in the working area [11] 
图 1. 工区区域构造示意图[11] 

 

南秦岭成矿带上自东向西矿床分布主要由 Au、Pb-Zn、Hg-Sb 矿床组成，自东向西矿床规模有逐渐

增大趋势，东部以泥盆系为主，西部主要以泥盆系–三叠系为主，其中在柞山与镇旬盆地，金矿床主要

有金龙山、丘岭、二台子等金矿，含矿岩系主要为中–上泥盆统[17]。工区附近太白庙金矿也位于南秦岭

印支褶皱带上。受层位、岩性和 NWW 向次级断裂带的控制[15]。 

2.1. 地层 

该区区域上为泥盆系地层，岩性主要以白云质大理岩、炭质千枚岩为主。工作区内出露的岩性主要

以绢云母千枚岩、大理岩等为主。绢云母千枚岩主要为千枚状构造，鳞片粒状变晶结构，主要矿物成分

为绢云母、石英、斜长石等，片理面上具明显丝绢光泽。大理岩主要是由灰岩等碳酸盐岩经过区域变质

作用形成的。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有由方解石、白云石组成，也见硅灰石、斜长石等。工区

位于中部秦岭中上古生代褶皱带的泥盆纪坳陷带。岩相带变质较轻，石灰岩仅大理岩化。该区附近的镇

安太白庙金矿床，侯满堂等[15]认为工区附近的太白庙金矿床容矿地层为上泥盆统星红铺组第四岩性段。

本工区中见与该岩性段中近似的灰岩，绢云石英千枚岩等。 

2.2. 构造 

工区所在区域为秦岭褶皱系，南秦岭印支褶皱带镇安–板岩镇断裂北侧，旬阳盆地北缘北部。旬阳

盆地北缘有长哨、锡铜沟铅锌矿、金龙山金矿等，是重要的聚宝盆[9]。王东生等[16]对秦岭造山带金属

矿床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二元控矿”特征，认为金属矿床经历了早期初始富集成矿和晚期热液改造就

位的成矿过程，并最终就位于晚期断裂构造、褶皱虚脱部位和侵入体内外接触带。进入中新生代，在印

支–燕山构造运动作用下，秦岭受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挤压影响整体转化为陆地，进入陆内造山作用

期，陆内造山运动形成了目前秦岭地区所见到的一系列近 EW 向推覆断裂构造和 NE 向的剪切构造[16]。
而在太白庙金矿，发育于容矿地层内的 NWW 断裂，属于区内主要含矿构造，主要为东川–云镇北西西

向压扭性断裂的次级断裂[15]。受秦岭造山带的影响，以及多期构造运动，使工区内构造线主要以北西西

–南东东向为主。该断裂带走向 100˚~120˚，产状较缓，局部较陡。在露头上表现为破碎带，蚀变带等。

经分析推测该区成矿条件沿断裂带分布并严格受其控制，NWW 断裂是主要控矿构造。刘新会[9]认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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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空间相互之间是相通的，各种类型的矿化体之间是有成因联系的，其认为工区 SE 方向的金龙山金矿也

受控于控矿断裂。 

3. 地质特征 

3.1. 区域地质特征 

秦岭造山带斜向俯冲碰撞构造活动与古特提斯裂谷作用的叠加是造山带成矿作用的大陆动力学机制，

秦岭盆-山转换的造山带形成演化，造就了南秦岭成矿带有利的地质构造环境[17]。秦巴地区的贵金属和

有色金属矿床主要是在抽拉构造体制发展阶段形成的，其造山带的多体制，多阶段的发展以及成矿作用

有很强的不确定性[13]。进一步表明该区成矿系列主要受控于构造运动的影响。南秦岭陆内造山作用产生

的构造动热活动促使地下流体的迁移，必然导致古生代含矿建造成矿物质的活动[11]。构造作用的多期活

动和构造序列的逆进演化，促使含矿热液进入中浅部构造扩容带，在成矿物理化学条件下，使成矿物质

沉淀，造成矿体的就位[22]。从区域上来说，工作区的断裂走向以及矿化等特征响应了造山运动引起的构

造以及断裂对成矿的作用。 

3.2. 围岩蚀变与矿化特征 

工区受秦岭造山带构造活动区域性变质作用影响以及受扬子准地台的控制，该区内岩石在区域变质

作用基础上叠加了局部混合岩化作用等，为该区成矿热液运移提供重要热动力源，对区内成矿起到了积

极作用。区内围岩蚀变以及矿化等多由此造成。本区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碳酸岩化、绿泥石化、绿帘

石化等。在工作区大理岩、绢云母千枚岩中发现褐铁矿化、黄铁矿化、汞矿化等。主要分述如下： 
在工区中下部见汞矿化脉(图 2)，围岩为硅质大理岩，该脉宽 50 cm，长 2~3 m。走向 15˚，105˚∠85˚。

李勇[19]认为镇安–旬阳地区汞锑矿床成因为海底喷流沉积–构造热液改造型，其汞锑矿体主要呈脉状产

于陡倾断层破碎带中，形成严格依附于断裂构造的脉状蚀变带(体)，汞锑矿的富矿围岩为巨厚层的碳酸盐

岩，具有地层和断裂联合控矿的特点。在崇家沟地区，该脉围岩倾角近直立，较陡峭，推测与断裂及构

造活动有较大关系。在工区南部，见铅锌矿化。围岩为炭质千枚岩(图 3)。 
在工区西部大理岩见黄铁矿化(图 4)，产状：210˚∠54˚。大理岩碳酸盐化较强，见方解石脉呈团块、

条带状产出。该露头长约 30 m，高大于 1.5 m(图 5)。露头黄铁矿氧化较为明显，局部见萤石矿化(图 6)。 
在工区西部，近山顶，见褐铁矿化(图 7)，高 50 cm，长大于 10 m，产状平缓。围岩大理岩。在工区

西侧太平沟口与牛心沟交叉口的千枚岩，见绿帘石化，绿泥石化，星点状黄铁矿化等(图 8)。在工区中北

部，河沟内，紫红色千枚岩，局部见褐铁矿化，产状 200˚∠80˚。 
在工区东北部千枚岩中沿裂隙发育方解石脉。也见千枚岩与大理岩互层，见黄铁矿化(图 9)，长约 40 

m，高 1.5 m 左右。30˚∠25˚。局部见褶皱(图 10)，规模较小。另外在工区小关沟南部，见石英脉，厚 22 
cm，长度 > 10 m，见褐铁矿化。也见大理岩，局部碳酸盐岩化，沿裂隙发育方解石脉，呈网状产出。产

状：50˚∠30˚，见褐铁矿化。 
通过以上揭示工区黄铁矿化、绿泥石化、褐铁矿化等较发育。与金矿化有关的蚀变为低温热液蚀变，

主要有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它们常发于与断裂带及其附近，常呈叠加组合成蚀变带

[15]。李勇[19]认为镇安–旬阳地区金主要以黄铁矿、毒砂为主要载金矿物。在太白庙岩金矿床中，其成

矿也主要与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关系密切。该区黄铁矿化发育较好，黄铁矿中 Fe、S
含量低于理论值，属于亏硫富铁型，有利于金的富集[15]。在太白庙金矿中黄铁矿的微量元素 Co/Ni、Au/Ag、
S/Te、Pb/Zn 值见表(表 1)。该表进一步揭示了太白庙金矿床中黄铁矿微量元素的特点，尤其是 S/Te 值的

范围接近热液矿床的标型范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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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ercury mineralization 
图 2. 汞矿化 

 

 
Figure 3. Carbonaceousphyllite 
图 3. 炭质千枚岩 

 

 
Figure 4. Pyritized 
图 4. 黄铁矿化 

 
在南秦岭金龙山金矿床中，刘新会等[9]认为金龙山金矿矿体受张扭性断裂控制，呈似层状，蚀变主

要以方解石、硅化为主，矿化主要以黄铁矿化、褐铁矿化为主。 

4. 找矿方向探讨 

研究区与太白庙金矿同属南秦岭造山带，在研究区发现与太白庙金矿相似的容矿地层，大理岩、千

枚岩等。在工区大部灰岩发育大理岩化。在金龙山金矿区不纯的碳酸盐岩是重要的找矿标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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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Pyritized 
图 5. 黄铁矿化 

 

 
Figure 6. Fluorite mineralization 
图 6. 萤石矿化 

 

 
Figure 7. Limonitization 
图 7. 褐铁矿化 

 

在工区构造线主要呈与秦岭造山带成矿区控矿构造近似一致的 NWW 构造线。在金龙山金矿区，区

内弧形构造控制着所有矿化体，其中 NW 向断裂是其重要的控矿构造[9]。金龙山金矿区通过区域研究揭

示，该区也发育较多共轭断裂、次级断裂。不同方向的构造交汇部位是工业矿体赋存的主要场所[9]。在

研究区，沿着主要构造线 NWW 也发育较多不同方位的次级断裂，这些主、次级断裂在造山运动的影响

下以及在构造应力场的作用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矿物质的运移起到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崇家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黄铁矿化、褐铁矿化。黄铁矿在太白庙金矿中为主要的载金矿物。 

http://dict.cnki.net/dict_result.aspx?searchword=%e9%bb%84%e9%93%81%e7%9f%bf%e5%8c%96&tjType=sentence&style=&t=pyrit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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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Chloritization 
图 8. 绿泥石化 

 

 
Figure 9. Pyritized 
图 9. 黄铁矿化 

 

 
Figure 10. Crumple 
图 10. 褶皱 

 

热液期具有增生环带含砷黄铁矿及他形、细脉状黄铁矿与金关系密切的特征，是直接找矿标志；在地表，

褐铁矿也是直接找矿标志[9]。围岩蚀变标志主要为硅化以及碳酸盐化的蚀变带等。这些特点进一步揭示

了崇家沟地区找矿的标志以及方向。 

5. 结论 

根据以上区域成矿地质条件、控矿构造等成矿规律，初步认为该区找矿方向主要为： 
1) 该地区矿化主要分布在工区西部，东北部以及南部等。主要为褐铁矿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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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values of the Co/Ni, Au/Ag, S/Te, Pb/Zn in the Pyrite (Hou et al., 1995) [21] 
表 1. 黄铁矿中 Co/Ni、Au/Ag、S/Te、Pb/Zn 值(侯满堂，1995) [21] 

世代 Co/Ni Au/Ag S/Te Pb/Zn 

I 0.87  5158 1.23 

II 2.4 7.83 51080 20.8 

III  5.89 8420  

IV 3.58   31.14 

V  0.90 2232  

矿床 1.45 5.17 6418 18.3 
 

也见萤石矿化、汞矿化等，为该区找矿标志。尤以黄铁矿化为主。 
2) 在工区附近由近 EW 向断裂形成的太白庙、二台子金矿。与工作区同属于南秦岭陆内造山运动的

产物。区域金矿成矿地质背景具有很大潜力。区域上受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影响，主要构造呈 NWW。

并发育次级韧性断裂。认为主构造与次级断裂交汇部位为重点找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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