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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召- 方城成矿带位于华北板块与北秦岭造山带接合部位。从控矿地质条件、矿床(点)

空间分布特征、成矿物质来源及矿床成因等方面, 总结出“一体两带”的三维成矿模式,即燕山期花

岗 (斑)岩体 (“一体”)控制矿床的分布,岩体两侧的两条韧性剪切带则同时具有控岩控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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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河南南召- 方城一带地质工作开展较早, 从解

放前到现在, 所积累的基础地质、矿产地质、物化探

等方面的资料颇多。笔者通过近 2年的实地工作,对

该区成矿规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即“一体两带”成

矿模式。

该区主要内生矿产有金、铅锌、银、锑、铜、钨、

钼、萤石等,它们具有“一体两带”的成矿特点。所谓

“一体两带”中的“一体”是指燕山期花岗(斑)岩体,

“两带”是指黑沟—栾川—维摩寺韧性剪切带及马超

营韧性剪切带。

2　“一体两带”的特征

从图 1中可看出, 空间上“一体两带”中的两带

不但控制着地层的分布,而且还控制着花岗(斑)岩

体的分布及矿床(点)的分布。下面从“一体”和“两

带”分布、性质、形成时间等方面论述其特征。

2. 1　地层特征

河南南召- 方城成矿带位于华北板块南缘与北

秦岭造山带接合部位,跨及了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

元。研究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华北地层区的太古界

太华群, 中元古界熊耳群、官道口群, 上元古界栾川

群和下古生界陶湾群, 地层沿走向均呈 NW-SE 向

展布,以断层接触为主; 秦岭地层区的中元古界宽坪

群及下古生界二郎坪群, 地层走向亦为 NW-SE, 以

断层接触为主(图 1)。

2. 2　构造特征

由于研究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的特殊性, 地质

构造表现十分复杂。黑沟- 栾川- 维摩寺断裂、马超

营断裂在研究区内表现为韧性剪切带, 二者构成了

“一体两带”中的两带, 它们与次级 NW 向断裂、褶皱

一起构成了研究区以 NW 向为主导的构造格架。

2. 2. 1　黑沟- 栾川- 维摩寺韧性剪切带

剪切带从丹霞寺、薄地、云阳、维摩寺一带穿过,

构造线走向为 NWW 向, 长度大于 60 km ,宽度一般

50～1 500 m , 在皇后- 薄地一带有次级剪切带分

布, 由 NW 折向 NE 形成弧状;剪切带内部呈网状结

构, 弱应变岩由大红口组粗面岩、煤窑沟组大理岩、

太华群石英岩和斜长角闪岩组成,呈透镜状或长条

状夹于强应变带中,强应变带由花岗糜棱岩及内部

的初糜棱岩组成,应变较强处形成构造片岩或超糜

棱岩。糜棱岩面理总体倾向 193°,倾角 60°左右,其旋

转碎斑 S-C组构和不对称褶皱显示上盘向北逆冲的

运动特征。剪切带形成于绿片岩相变质条件, 空间分

布上, 陡垛序列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沿剪切带走向顺

层侵入,岩体片麻理与剪切带糜棱岩面理一致,表明

剪切带与早古生代花岗岩同期形成。

该带切割了太古界太华群、中元古界宽坪群和

官道口群、上元古界栾川群等地层。剪切带及其附近

岩浆活动频繁, 剪切带内分布着晋宁期辉长岩、碱性

岩及加里东期、燕山期花岗岩呈 NW 向带状分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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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区域地质图

Fig . 1　Reg ional g eolog ical m ap

1.第四系　2.上侏罗统- 上白垩统　3.上三叠统　4.下古生界二郎坪群　5.上元古界栾川群　6.中元古界官道口群　7. 中元古界熊耳群

　8.中元古界宽坪群　9.太古界太华群　10.斜长花岗岩　11.四棵树序列;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12.神林超单元;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13.

独立单元;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14.郭庄序列;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15.郭庄序列;黑云母石英二长闪长岩　16.似斑状花岗岩　17. 斜长花

岗岩　18.闪长岩　19.变辉长岩　20.陡垛序列;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21.独立单元;黑云母钾长花岗岩　22.钾长石英二长岩　23.正断层

　24.逆断层　25.性质不明断层　26.韧性剪切带　27.强应变带

成 NW 向延伸的构造侵入岩带,而在部分中酸性小

岩体及其附近围岩中形成 Au, Ag, Sb, Pb, Zn 多金

属矿带。

2. 2. 2　马超营韧性剪切带

从区内的黄土岭、郭沟一带通过, 呈 NW-SE 向

展布, 长度大于 30 km, 剪切带宽度一般 3 000～

5 000 m ,剪切带内部显示网状结构, 总体为片理和

拉伸线理陡倾的片理带。弱应变岩由弱片理化或块

状的安山岩、石英岩和大理岩组成。强应变剪切中心

带强烈发育流劈理和拉长杏仁体,应变最强处形成

石英片理和绢云母片岩。剪切带片理倾向 210°,倾角

84°, 拉伸线理倾伏方向 280°, 倾伏角 65°, 显示北部

岩石向 142°方向逆冲。剪切带切穿中元古界熊耳群、

官道口群、上元古界栾川群地层,同时又切过早古生

代花岗岩, 又被早白垩世花岗岩侵入,故其形成时代

应早于白垩纪。

该韧性剪切带内有 NW 向岩脉充填。在该断裂

的次级断裂内分布有许多金矿(化)点, 如槐树庄、桐

树沟、红椿沟等金矿点, 沿该带形成了研究区内又一

条以金为主的铅锌、银多金属矿带。

2. 3　岩浆特征

在“两带”之间分布着大面积的燕山期花岗(斑)

岩体, 根据它们之间的时空关系划分为 4个序列或

超单元。

( 1)中侏罗世郭庄序列( J 2GGC) :主体岩性为中

粒黑云母石英二长闪长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细粒

黑云二长花岗岩。岩石组合为闪长岩-花岗岩类, 根

据岩石变质变形及岩体构造研究,该序列为主动就

位的深成侵入岩,显示同碰撞-晚碰撞期花岗岩类的

地球化学特点。本序列被鸡冢序列侵入。

( 2)晚侏罗世鸡冢序列( J 3JGC) :主体岩性为斑状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岩体长轴延伸方向与区域构造

线方向一致,产状呈高角度外倾,侵入于早元古代片

麻岩, 岩体内发育伟晶岩脉、花岗岩脉等, 其中呈走

向 NE 的一组岩脉切割其他方向的脉岩,形成较晚。

该序列岩石类型为二长花岗岩类,显示主动就位的

底辟特征和同碰撞期的地球化学特点。

( 3)早白垩世神林超单元( K 1sGC) : 岩石组成为

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类,划分为 5个单元: ¹ 中

斑状中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单元; º 含小斑细粒黑

云母二长花岗岩单元; » 白云二长花岗岩单元;¼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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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二长花岗岩单元; ½ 细粒钾长花岗岩单元。岩石地

球化学显示 S型花岗岩类特点。岩体构造及就位机

制比较复杂,主体期单元主动就位, 末期单元被动就

位,为碰撞减弱期相对张性环境岩浆活动产物,与成

矿作用关系较密切。

( 4)晚白垩世四棵树序列( K 2sGC) : 主体岩性为

含小斑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和中斑中粒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岩体呈不规则弧形延伸,边界呈锯齿状,

侵入于早元古代片麻岩、早古生代片麻岩和侏罗纪

花岗岩中。倾角较陡外倾。岩体东侧发育 NNE向节

理,北、东两缘发育韧性变形构造。岩石成因类型相

当于 S 型,被动就位, 构造层次较浅,为同碰撞期花

岗岩类。

研究区燕山期花岗岩虽属于改造型花岗岩, 但

具有多期次、多阶段、多旋回的侵位特点, 分异现象

明显, 相继侵入形成郭庄序列→鸡冢序列→神林超

单元→四棵树序列,从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和地球

化学特征看出, 在燕山期复杂的构造岩浆活动中, 与

Au 元素有密切联系的是 K 2O 和 Na2O, 即 Au 与碱

质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与该区在华北板块南缘的陆

内俯冲期生成和侵入的大量富碱花岗岩有关。

综上所述, 从燕山期花岗(斑)岩体的空间分布、

岩性及其与构造、成矿的关系可知, 它与黑沟- 栾川

- 维摩寺韧性剪切带及马超营韧性剪切带一起构成

了该区“一体两带”的成矿背景。

3　“一体两带”的控矿特征

在空间上, Au, Ag , Sb, Pb, Zn, Mo 等多金属矿

产集中分布于“两带”内及其两侧附近, 矿床产出主

要受次级构造控制,总体上多为中小型矿床或矿点;

在时间上, 矿化活动集中在燕山晚期,与同期活动的

花岗(斑)岩体(“一体”)关系密切。

3. 1　构造控矿

燕山早期, 发生大规模推覆构造使地壳加厚, 引

发大面积花岗岩浆活动, 黑沟- 栾川- 维摩寺断裂

和马超营断裂形成韧性剪切带, 为区域金矿化奠定

了构造基础; 燕山晚期,陆内碰撞作用加剧, 除局部

拆离作用外,发育次级 NW 向、NE 向、SN 向脆性断

裂和花岗(斑)岩体的线性定位。

“两带”切穿元古界不同岩性,加之剪切带内存在

不同级别的断裂构造, 又位于花岗岩体外接触带, 其

深部与基底和部分熔融花岗岩体相连,是岩浆热液与

大气降水循环的通道,也是连接成矿源区与赋矿部位

的导矿构造, 为矿液上升、运移、沉淀提供了有利通道

和空间。燕山晚期形成的次级脆性断裂为主要的容矿

构造。因此,“两带”起着主要的控矿作用。

3. 2　岩浆控矿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提供热动力来源,二是

岩浆水与大气水混合。燕山期大规模花岗岩浆活动

形成了构造热蚀变的成矿背景; 在区域成矿类型中,

金等多金属矿均与燕山末期活动的花岗(斑)岩体有

直接的空间关系和衍生关系; 从整个区域成矿带来

看, 成矿受“两带”控制,而“两带”之间的花岗(斑)岩

体(即“一体”)是区域成矿活动的热动力来源。包体

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 成矿热液来源于岩浆水与大

气降水的混合,并且大气降水的循环是多金属矿迁

移富集的主要途径,说明了岩浆水与大气降水混合

的重要作用。

3. 3　成矿物质来源及矿床成因

区域化探资料表明, 研究区内熊耳群、宽坪群地

层具明显的 Au, Ag , Sb, Pb, Zn, M o 等元素富集的

地球化学特征。其中熊耳群是一套安山岩-流纹岩组

合, 化学成分富铁高钾、低硅贫钙,属弱碱-钙碱性系

列, 具同熔型岩浆成因特点, 地层中 Au, Pb 丰度值

较高, w ( Au) = 1. 42×10
- 9

,高于地区平均丰度 0. 99

×10
- 9
。而宽坪群地层中 Au丰度值普遍较高,其主

要岩性为斜长角闪片岩、绢云石英片岩、黑云石英片

岩及大理岩透镜体等,以斜长角闪片岩分布最广, 据

分析,斜长角闪片岩中 w ( SiO 2 ) = 50% , w ( Al 2O 3) =

14. 33%, w ( M gO ) = 5. 79% , w ( FeO ) = 4. 12%, w

( K 2O) = 0. 75% , w ( N a2O) = 2. 90% ,显示原岩为基

性岩; w ( Au) = 1. 38×10- 9 ,最高 4. 30×10- 9。由上

可知,熊耳群、宽坪群应为研究区以金为主的多金属

成矿的主要矿源层。

研究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多期活动特征明显, 早

期断裂的形成及成矿期的构造活动为含矿热液的运

移、富集、成矿提供了有利的通道和赋存空间。岩浆

活动为成矿提供了大量的热液, 使地层中的 Au,

Ag, Sb, Pb, Zn, M o 等元素活化迁移, 并随热液沿断

裂运移, 在构造有利部位富集成矿。根据多个矿床的

包体测温,其温度变化范围 158～388℃,平均温度为

193℃,因此区内矿床多为中低温条件下形成的。

研究区矿床成因类型属构造蚀变岩型中低温热

液交代-充填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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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矿床(点)空间分布

研究区内已发现的矿床(点)空间分布具一定规

律性,其中槐树庄、桐树沟、红椿沟、牡丹垛等以金为

主的矿床(点)多密布于马超营韧性剪切带内及其两

侧;而黑沟- 栾川- 维摩寺韧性剪切带内及两侧次

级构造内形成以金、锑、铅锌为主的多金属和非金属

矿产, 如位于韧性剪切带北侧的维摩寺中型铅锌矿

床、五楼龙凤垭一带小型萤石矿床, 南侧的火石岈小

型钨钼多金属矿床、响水河中型锑矿床、土门- 张庄

中型金矿床、银洞沟中型铅锌矿床、秦老庄中型金矿

床、铅厂小型铅锌矿床以及许多矿点。

4　成矿模式

综合研究区控矿的地质条件、矿床(点)空间分

布特征、成矿物质来源以及矿床成因等资料,初步拟

定一个“一体两带”三维成矿模式(图 2) ,以此来简要

地反映区域以金为主的多金属成矿特征。

从成矿模式上可看出, “两带”具控岩、控矿的特

图 2　成矿模式图

F ig . 2　Ore-fo rming model

1.二郎坪群　2.栾川群　3.宽坪群　4.官道口群　5.熊耳群　6.太华群　7.燕山期花岗岩　8.华力西期花岗岩

9.加里东期闪长岩　10.韧性剪切带　11.断层　12.金矿体

征,“一体”具控矿的特征。“一体两带”控制着研究区

内矿床(点)的分布, 矿床(点)集中分布于“两带”的

内部或其两侧,充分体现了“一体两带”的成矿特征。

研究区处于华北板块南缘与北秦岭造山带相毗

邻部位, 经历了拉伸-挤压作用和局部扩张作用过

程,产生韧性剪切带及次级断裂构造。燕山期大规模

酸性岩浆侵位, 并且具有多期次、多阶段、多旋回及

岩浆分异特点, 特别是在岩浆晚期, 岩浆热液萃取并

携带了大量的成矿物质, 在岩浆热液上升途中与大

气降水的地下热水形成混合含矿热液,它们沿着导

矿构造(“两带”)上升, 脉动沉淀于容矿断裂(裂隙)

中形成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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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Y DISCUSSION ON THE ORE-FORMINGMODEL

IN NANZHAO-FANGCHENGORE BELT, HENAN
WENG Ji-chang, LI Wen-zhi, LI Zhan-ming

(N O. 2 Geoexp loration P ar ty of H enan Bureau of Geoexp loration and M ineral D evelopment, X 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 　Nanzhao-Fangcheng m ineralizat ion belt lies at the junction of Nor th China plate and North

Qinl ing o rogenic belt . According to the geolog ically o re-contr oling condit ions. Spatial dist ribut ion of ore

deposit s ( occurrences) , ore material source and genesis of the ore depo sit s the o re-for ming m odel of "one

body-two zones " is put forth, ie Yanshanian gr anite bodies that cont rol ore deposit dist ribut ion, tw o

ducl ile shear zones on the either sides of the g ranite body that cont rol dist ribut ion o f the bodies and ore

occurrences.

Key words :　Nanzhao-Fangcheng; Or e-form ing model; 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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