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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l ) 中国秦岭地区卡林型金矿床在区域上的分布严格受印支一燕山期构造一岩桨带控制
,

区域上与垅
、

S b
、

A s

矿密切共生 ; (2 ) 主要赋矿地层为泥盆系
,

成矿时代 21 4 X 1 .0 ~ 14 2 x 1 .0 。 ; ( 3) 主要容矿岩石为浅变质细碎屑

岩
,

钠长碳酸盐角砾岩及碳硅泥质岩 ; ( 4) 成矿物质 ( A u) 主体来自深部 , ( 5) 成矿流体为岩浆热液 (主体 ) + 建

造水十大气降水组成的混合热液
,

成矿环境为中低沮浅成环境 , ( 6) 依矿床形成深度和物理化学条件等差异
,

将其

划分为深部带型
、

中部带型和浅部带型三亚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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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概况

秦岭横亘于我国中部
,

为南
、

北方之间地理
、

地

貌与地质的天然分界
,

是世界著名的大陆造山带之

一
。

秦岭 自寒武纪之后
,

一直是大陆边缘的地槽
,

接

受了近万米的沉积
。

三叠纪末期褶皱回返上升形成了

今天的面貌
。

秦岭地槽北以天水一宝鸡一洛南深大断

裂和中朝板块及祁连褶皱带接壤
,

南沿勉县一洋县一

下高川深大断裂与扬子板块相邻
,

在西南方向的甘肃

迭部
、

武都
、

文县等地则与松潘一甘孜褶皱带毗邻
,

成为一东西向狭长分布的褶皱地带
,

从甘肃南部经陕

19 9 4
一 0 4

一 0 8 收稿
。

1 9 9 4
一 0 8

一

0 3 修回稿
。

西南部延人河南境内 (见图 1 )
。

秦岭地区广泛发育古生界
。

由于自早志留世后为

一更趋于稳静和闭塞的浅海区
,

且在漫长的时期内持

续下去
,

致使志留系
、

泥盆系
、

有的地方延至三叠系

形成一套巨厚的碎屑岩 (局部高含炭 )
、

碳酸盐岩
、

部

分硅质岩的沉积建造
,

这类岩性孔隙度好
,

为含金热

液的衍生提供了有利场所
。

据该区已发现的廿多处卡

林型金矿的资料分析
,

含金层位以中泥盆绕所占的比

例居多
,

少数在下志留统
、

上泥盆统
、

下石炭统
、

中

石炭统
、

下三叠统
。

秦岭地区卡林型金矿主要容矿岩石有三类
:

一类
为细碎屑岩 ( 即泥砂质板岩

、

粉砂质板岩及粉砂泥质

板岩 )
,

分属此类的矿床有李坝
、

三人沟
、

崖湾里
、

金

山
、

马泉
、

安场沟
、

七里峡
、

八卦庙等
,

庞家河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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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只 出现在汞
,

锑 为主 的矿化并伴有少量金的矿

(化 ) 床中
。

由于热液蚀变多 围绕构造破碎带及两侧产出
,

因

此在空间上展布的范围有限
,

分带也不明显
,

但与金

矿化关系十分密切
。

.2 L 3 矿化特征

矿石化学组分特征
:

含矿岩石原为砂板岩者

51 0
: 、

A 1
2
0

3

的含量均高
;
含矿岩石原岩为碳酸盐岩者

C a O
、

M g O 及 F e Z
O

3 、

F e O 含量相对高
;
双 王矿床

N a Z
O 明显高

;
与 A s

矿床伴生 的矿石中 A s 明显高
;

有机炭含量一般都偏低 .0 03 2 %一 。
.

3 90 %等
。

b
.

矿石矿物组分特征
:

该类矿床中 95 % 以上的

金均以 自然金形式产出
,

呈不规则粒状
、

片状
、

棒状
、

树枝状
、

钩状
、

乳滴状
、

及八面体
、

五角十二面体品

形
,

粒径一般均细小
,

大多在一 2 00 目以 下或 次显

微粒级
,

但少数 肉眼 可 见
,

矿体中金 的 平 均 品位

3 又 1 0 一 6

一 5 又 1 0一 6 。

与金密切伴生的金属矿物有十余种
,

如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雌黄
、

雄黄
、

辰砂
、

辉锑矿
、

毒砂等
,

有

时伴有少量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磁铁矿
、

斑铜

矿等
。

.2 L 4 矿床范 围内
,

矿体旁侧普遍发育中酸性岩脉
,

有的岩脉亦含矿
,

个别矿床产于花岗岩侵人体外接触

带 中
。

.2 2 矿床分类

秦岭地区卡林型金矿床依容矿岩石的特征大致

可分为三类
:

a
.

细碎屑岩类 原岩多为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钙质粉砂岩等
,

经区域变质后形成粉砂

质板岩
、

粉砂质绢云母板岩
、

钙质千枚岩及钙质页岩

等
,

新鲜岩石呈浅灰绿色
。

一些矿区板岩经热变质或

热液交代可形成斑点结构
,

此特征可作为找矿标志
。

属于此类的矿床有李坝
、

金山
、

八卦庙
、

坪定等
。

b
.

构造一热液角砾岩类 主要出露于东秦岭地

区中泥盆统内
,

沿凤镇一山阳深断裂带发育
,

该构造
一热液角砾岩带长达 3 00 多 km

,

欲成为矿化角砾岩

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
( 1) 角砾块原始岩层产状与围岩

相 差甚大
; (2 ) 胶结物中有较多黄铁矿

、

钠长石
、

含

铁白云石出现时
; (3 ) 尤其是有致密块状 (囊状 ) 或

细脉状黄铁矿密集出现部位
。

归人此类的矿床有双

王
、

二台子
、

半仓沟等
。

c
.

炭泥硅质板岩类 这类含矿岩石硅质高局部

有石英为主聚集的团块
,

或形成了次生石英岩
,

一般

石英呈微细晶粒集合体
,

因含少量炭质和沥青致使岩

石呈灰黑色
,

矿化部位有石英一毒砂细脉可作为找矿

2 6

标志
,

代表性矿床有拉尔玛
。

3 成矿模式

通过对秦岭地 区卡林型金矿系统的宏观与微观

分析研究及多种物理
、

化学方法测试综合出秦岭地区

卡林型金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如下
:

( l) 矿床在区域上的分布严格受印支一燕山期构

造一岩浆带控制
,

区域上与 H g
、

S b
、

A s 矿密切共生
;

( 2) 主要赋矿地层为泥盆系
,

次有下志留统
、

中

石炭统和三叠系
,

成矿时代 2 1 4 X l o 6

一 14 2又 l o 6 a ;

( 3) 主要容矿岩石为浅变质细碎屑岩
、

钠长碳酸

盐角砾岩及碳硅泥质岩
;

( 4) 成矿物质来源 由于赋矿地层金的地球化学

背景低
,

泥盆系平均含金 1
.

9 1 x l o一 ’ 一 o
.

83 x l o 一 , ,

故金主要不是直接来 自赋矿围岩而与深部成矿流体

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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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秦岭地区卡林型金矿床成矿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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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秦岭地区卡林型金矿床成矿模式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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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同位素资料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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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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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资

料认为成矿热流体为去浆热液 ( 主体 ) + 建造水 + 大

气降水组成的混合热液
。

( 6)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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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矿床形成的深度和物理化学条件等差异将其

划分为深
、

中
、

浅部带型三亚类
。

依上述几方面特征将秦岭地区卡林型金矿成矿

模式特征归纳于表 1 和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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