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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ojinchong gold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Hunan area of Jiangnan Orogenic Belt. The 
ore types are mainly quartz vein type and altered rock type, the metal sulfide is mainly pyrite, the 
secondary is arsenopyrite, gangue mineral is mainly quartz, and the alteration types of surround-
ing rock are mainly silicification, pyritization, chloritization and carbonation. The ore bodies are 
mainly occurred in the Wuqiangxi formation of Banxi group. The Taojinchong-Loujiao fault is the 
main ore controlling fault, the joint zone is the ore-bearing structure of the Taojinchong gold de-
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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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淘金冲金矿位于江南造山带的湘西地区，矿石类型主要为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金属硫化物以黄铁矿为

主，次为毒砂，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围岩蚀变类型主要有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绿泥石化和碳酸

盐化。矿体主要产于新元古界板溪群五强溪组地层中，淘金冲–楼脚北东向断裂是主要的控矿断裂，密

集节理带是淘金冲金矿的容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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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江南造山带是一条由华夏板块和扬子板块在新元古代开始聚合形成的碰撞造山带，又称江南古陆、

江南地块和江南褶皱带[1] [2]。北以大尹断裂(F1)、南以江山–绍兴断裂(F6)为界分别与扬子板块和华

夏板块相邻(图 1)，自北而南可划分为扬子地块、江南造山带和华夏地块。江南造山带是我国重要的

金成矿带，其中湖南段集聚了湖南省 90%以上的金矿床，被称为湖南的“金腰带”，成矿条件优越，

找矿潜力巨大。是落实国家“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和建设黄金大省的战略目标，推动湖南千亿黄

金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实现金矿找矿重大突破的理想矿产资源基地。金成矿带中的金矿床绝大部分产

于元古代的浅变质岩中，空间上位于 NE-NEE向区域性大断裂的旁侧，次一级以及更次一级断裂(NW、

WNW 和 NE 向)控制矿床的产出[3] [4] [5] [6] [7]。淘金冲金矿处于江南造山带的湘西地区，位于湖南

省怀化市会同县境内，一系列的地质勘查工作显示淘金冲金矿具有很大的找矿潜力。前人已对淘金冲

金矿床开展了控矿构造和矿床成因方面的分析，认为淘金冲成组成带出现的裂隙是控矿断裂的主要特

征[8]，有学者认为其矿床成因类型属受地下水改造成因的层控金矿床[9]，另有学者认为矿床成因类型

属岩浆热液型[10]，矿床成因认识具有争议。这是由于目前仍然缺少对淘金冲金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

规律方面的总结，进而造成对矿床成因的不同认识。本文以淘金冲金矿床为研究对象，详细总结其矿

床地质特征、金矿床的成矿规律和找矿标志，为矿床成因的正确认识提供依据，也可以指导今后的矿

产勘探。 

2.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元古界板溪群五强溪组，岩性以青灰色、暗灰色条纹条带、宽条带含粉砂质、

细砂质板岩或含粉砂质绢云母板岩为主。其余为第四系残坡积层，少数为冲积层，以粘土、砂质粘土、

砂砾为主。矿区出露的褶皱主要为淘金冲–楼脚背斜，矿区断裂构造十分发育，按走向分为四组断层：

北东向、东西向、北西向及南北向四组，其中北东向断层最为发育，规模大。区内岩浆岩不发育，见少

量钠长辉绿岩脉，呈岩墙、岩脉产出[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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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Generaliz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central Jiangnan Orogen Belt (modified from [11]) 
图 1. 江南造山带大地构造位置图(据文献[11]修改) 

3. 矿体地质特征 

3.1. 矿体特征 

淘金冲金矿床矿体赋存于板溪群五强溪组粉砂质板岩中(图 2)，矿化的连续性较好，矿体由硅化石英

细脉及蚀变岩石组成，边界不明显。矿化石英细脉沿羽状裂隙充填，大致呈平行分布。淘金冲金矿现有

矿体 26 个，矿内规模最大的矿体总体上形态较简单，为三轴近等长的厚大矿体，矿体在走向方向上延长

355 m，矿体厚度变化较均匀，中部厚大向两端逐渐变薄，矿体的最大宽度为 316 m，矿体北端宽度为 27 m，

矿体南端宽度为 11 m，平均宽度 114 m。该矿体整体上倾角较陡，局部地段近于直立，与硅化蚀变带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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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状十分接近。矿体向深部延深的变化较稳定，南北两端延深较小，至矿体中部偏南的地段延深较大，

矿体平均控制延深 201 m，矿体的平均品位为 0.75 g/t。 
 

 
1：第四系；2：板溪群五强溪组第三段；3：板溪群五强溪组第二段；4：板溪群五强溪组第一段；5：矿脉(体)；6：断层 

Figure 2. Geological map of Taojinchong gold deposit (modified from [10]) 
图 2. 淘金冲矿区地质简图(据文献[10]修改) 

3.2. 矿石特征 

3.2.1. 矿物组成 
矿石中金属硫化物以黄铁矿为主，次为毒砂(图 3(a))，少量的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图 3(b))、黝

铜矿，偶见镍铁辉砷钴矿、辉砷铁镍矿和磁黄铁矿。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次为绢云母、绿泥石、长石、

方解石和白云石。 
 

 
Figure 3. Metallic minerals of Taojinchong gold deposit 
图 3. 淘金冲金矿主要金属矿物成分 

3.2.2. 矿石结构、构造 
1) 矿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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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形–它形晶粒状结构：黄铁矿、毒砂、黄铜矿等硫化物主要呈此结构分布。 
自形晶结构：少量黄铁矿呈立方体自形晶结构产出，部分毒砂呈楔形体、菱面体、斜方柱状等自形

形态分布。 
碎裂结构：毒砂、黄铁矿受构造应力作用的影响，颗粒产生碎裂和碎粒化现象。 
包含结构：硫化物包裹微粒金、脉石包裹微细粒金等均呈包含结构产出。 
填隙结构：黄铜矿呈填隙结构嵌布于毒砂、黄铁矿粒间。 
胶状结构：为特有的胶状黄铁矿结构，是由微粒黄铁矿所组成的球型胶状体。 
溶蚀交代结构：黄铁矿、毒砂溶蚀交代早期成矿阶段形成的胶状黄铁矿呈此结构。 
2) 矿石构造 
浸染状构造：金属硫化物黄铁矿、毒砂等呈中粗–中细粒结构浸染于矿石中，为矿石中主要构造类型。 
脉状构造：垂直岩层层理面分布的石英细脉，黄铜矿沿毒砂裂隙呈脉状充填交代。 
条带状构造：矿石呈条纹条带状构造分布。 

3.3.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类型主要有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硅化：为区内一种最为普遍、分布最广泛的蚀变类型，是指富硅质热液沿断裂裂隙充填交代，呈石

英微细脉、细网脉、细脉和石英团块产出，或以细粒状在围岩中呈浸染状分布，使围岩中硅质成分增加，

岩石硬度增加。 
黄铁矿化：是区内与金成矿密切相关的蚀变类型之一，主要呈稀疏浸染状、团块状、细脉状和微细

脉状产出，分布于矿脉中和围岩裂隙中，一般而言，颗粒越小，其含金性越好，晚阶段的黄铁矿相对较

少，以交代早阶段黄铁矿的方式产出。 
毒砂化：毒砂同样为重要的载金矿物之一，主要呈浸染状分布于矿脉中及其两侧的蚀变围岩中，在

蚀变岩中呈自形、长柱状结构产出，在石英脉中呈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产出，常见交代黄铁矿。 
绿泥石化：主要由富含铁、镁的硅酸盐矿物经热液交代蚀变而成，是研究区较为常见的蚀变类型，

在围岩中普遍发育。 
碳酸盐化：是一种很普遍而重要的热液蚀变，碳酸盐化包括白云石化和方解石化，其中白云石化呈

粒状、团块状产于石英脉中，方解石化主要发育在成矿期的晚阶段，以石英–方解石或方解石细脉、网

脉状产出。 

4. 成矿规律 

4.1. 构造控矿规律 

1) 主导次容规律 
即主干断裂导矿，次级断裂容矿。淘金冲–楼脚北东向断裂带作为主干断裂，既是成矿热液生成的

场所之一，又是成矿热液运移的通道，而其两侧的次级北东向、东西向、南北向及北西向密集剪节理带

是淘金冲金矿的容矿构造，是成矿热液最终充填交代的场所。 
2) 主导主容规律 
淘金冲–楼脚北东向断裂带作为主干断裂既导矿又容矿，其在为金矿成矿提供动力、热液和热液运

移通道的同时，带内的断层构造岩又被热液交代形成独立金矿体或构成金矿体的一部分。 
3) 褶皱转折端成矿 
肖家田(金龙)背斜南西转折端发育次级褶皱，再叠加北东向断裂，并派生北东向、东西向、南北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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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向密集剪节理带有利于金矿成矿。 
4) 次级褶皱控矿 
肖家田(金龙)背斜南西转折端发育轴向南北的次级褶皱轴部容易派生南北向剪节理，并进而发育成南

北向断裂，为成矿热液的充填提供良好的构造空间，尤其是次级宽缓背斜的转折端最有利于金矿成矿。 

4.2. 地层控矿规律 

淘金冲金矿受新元古界板溪群五强溪组第一岩性段的控制，金矿化均产出于该岩性段的晶屑玻屑凝

灰岩中，该凝灰岩广泛发育纹层状构造，表明其为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这套岩石严格控制了淘金冲金

矿的产出和分布。 

4.3. 耦合成矿规律 

淘金冲金矿的成矿受到地层和多种构造因素的控制，是多种地质作用联合作用的产物，所以需要多

种成矿因素和多种地质作用耦合才能形成金矿。其中新元古界板溪群五强溪组第一岩性段纹层状晶屑玻

屑凝灰岩、产于凝灰岩中的淘金冲–楼脚北东向断裂带和次级北东向、东西向、南北向及北西向密集剪

节理带是金矿成矿的最重要条件，而由区域性构造热事件导致的热液活动、石英脉的充填及凝灰岩的轻

微硅化与黄铁矿化或毒砂化是导致金活化迁移并最终沉淀富集的标志性事件。所以，金矿的形成是上述

重要因素与标志性事件耦合的产物。 

5. 找矿标志 

5.1. 地层岩性标志 

淘金冲金矿含矿主岩为新元古界板溪群五强溪组的晶屑玻屑凝灰岩，结合于家湾–炮团金矿带及区

域西部莫滨金矿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地层岩石背景，可以将板溪群五强溪组晶屑玻屑凝灰岩作为寻找石英

细脉型金矿、石英大脉型金矿及蚀变凝灰岩型金矿的地层标志。 

5.2. 构造标志 

主要的构造标志有：1) 区域规模的北东向断层；2) 北东向褶皱的转折端、倾伏端及翼部的层间滑脱

断裂带；3) 北东向断层旁侧一定范围内的密集平行节理带。 

5.3. 蚀变标志 

主要的蚀变标志有：1) 粘土化和碳酸盐化是本区寻找金矿的面状标志；2) 硅化和绿泥石化是本区寻

找金矿的直接标志；3) 石英脉是本区寻找金矿的直接标志；4) 黄铁矿化和毒砂化是本区寻找金矿的直接

标志。 

5.4. 地球化学标志 

1) 金的正异常，异常值达到地壳克拉克值的 2~3 倍以上是本区寻找金矿的直接标志；2) 砷的正异

常，异常值达到地壳克拉克值的 200 倍以上是本区寻找金矿的直接标志；3) 锑的正异常，异常值达到本

区背景值的 3~4 倍以上是本区寻找金矿的直接标志；4) 钨的正异常，异常值达到本区背景值的 3 倍以上

是本区寻找金矿的直接标志。 

6. 结论 

1) 淘金冲金矿床矿体赋存于板溪群五强溪组粉砂质板岩中，矿体由硅化石英细脉及蚀变岩石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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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石英细脉沿羽状裂隙充填。矿石中金属硫化物以黄铁矿为主，次为毒砂，矿石结构主要为晶粒结构、

碎裂结构和交代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和条带状构造。围岩蚀变类型主要有硅化、

黄铁矿化、毒砂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2) 淘金冲–楼脚断裂带既是成矿热液生成的场所之一，又是成矿热液运移的通道，密集剪节理带是

淘金冲金矿的容矿构造，是成矿热液最终充填交代的场所。淘金冲金矿受新元古界板溪群五强溪组第一

岩性段的控制，金矿化均产出于该岩性段的晶屑玻屑凝灰岩中。 
3) 板溪群五强溪组晶屑玻屑凝灰岩是区域内金矿的地层标志；褶皱转折端、倾伏端、翼部的层间滑

脱断裂带以及密集节理带是金成矿的构造标志；硅化、黄铁矿化和毒砂化是最主要的找矿蚀变标志；金、

锑、钨地球化学异常是主要的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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