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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秦岭金矿床产于浅变质沉积岩区,韧-脆性剪切带和大型断裂带控制金矿和成矿带的分

布,矿床地质特征与美国卡林金矿类似,故称类卡林型金矿。秦岭地区金矿分为南带和北带, 在阐

述各带大中型矿床成矿特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进一步的找矿方向和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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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林型金矿床

/卡林型0金矿最早由美国人 S #拉德克 1974年

提出。当时是指产于渗透性良好的角砾薄层碳质粉

砂质碳酸盐岩中的微细浸染状金矿床。自 20世纪

60年代起,在美国内达华州发现一条近 SN 走向、长

达 960 km 的含砷金矿带, 包含卡林、格彻尔、科特兹

在内的共 20多个金矿床, 矿床规模 10 ~ 150 t, w

( Au) = 9 @ 10
- 6

~ 10 @ 10
- 6
。早期因勘察深度浅(一

般在 180~ 300 m) , 均属低品位、大吨位的金矿床。

1987 年找矿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 4, 5]

, 在波斯特矿床

打了深钻,发现了高品位、大吨位的金矿体, 浅部矿

体约 40 t ,品位 2 @ 10- 6 ;而深部矿体储量 68. 5 t ,品

位 13. 7 @ 10- 6。1974~ 1986年开采的是硅质围岩

中的氧化矿石。1987年, 巴利特克矿业公司和纽芒

特矿业公司开始开采深部的贝茨矿体和波斯特矿

体,截止 1998年,共生产了大约 325 t, 贝茨金矿深

部矿体金储量超过 1 000 t , 平均品位 6. 4 @ 10
- 6
。

内达华州卡林金矿带共有 50多个金矿床, 贝茨金矿

是其中之一,估算储量 3 200 t , ( Chisten, 1996; Jack-

son, 1997)。

在我国秦岭地区已发现卡林型金矿 20 多

处
[ 1-3]

,如甘肃拉尔玛、李坝、罗坝、马泉金矿(多产于

铀成矿区) ,陕西庞家河、八卦庙、双王、二台子金矿,

近年又发现大水、阳山和丁家林 ) 太阳坪等大型、特
大型金矿。但相对美国卡林地区而言, 秦岭地区金

矿床的规模较小,金矿品位较低,勘查深度较浅。发

现较早的是太白双王金矿。为 1965 年陕西地质三

队在检查 1 B 20万重砂异常时发现, 但当时认为属

小矿, 不宜开采; 1986~ 1987年用化探方法发现甘肃

拉尔玛、邛莫和坪定金矿。1988年双王金矿万吨级

堆浸试验获得成功, 使金矿一跃成为特大型金矿; 80

年代发现礼县马泉等金矿、陕西庞家河、马鞍桥等大

型金矿。90年代在甘南地区又发现多处大型-超大

型金矿, 如阳山(超大型)、格尔柯(超大型) 和丁家

林 ) 太阳坪(大型、中型)。

涂光炽指出,硅灰泥岩是铀矿地质界 30 年来惯

用语, 同样岩石组合所反映的地质背景、沉积环境、

成矿持征、元素组合、围岩蚀变等, 对金矿来说便十

分类似所谓卡林型金矿了,通称类卡林型金矿,广义

地说也叫卡林型金矿。作者根据卡林型金矿的特征

与秦岭类卡林型金矿对比, 总结以下 4 条特征见表

1。秦岭地区的类卡林型金矿分为南、北两带, 兹分

述如下。

2  秦岭北带类卡林型金矿地质特征

2. 1  北带西段(李坝 ) 庞家河)金矿地质特征

该区自 80年代于李坝、罗坝、马泉发现中川岩

体外接触带铀矿床之后找到一系列金矿,经堆浸试

验之后获得较好的成果,经对比研究认为成矿特征

与美国卡林型金矿十分类似, 而核工业 214队在白

水江虞关地区发现的一系列小型蚀变岩型与煌斑岩

金矿与该区金矿亦十分相似。西段的类卡林型金矿

地质特征对比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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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卡林型金矿与秦岭类卡林型金矿对比

Table 1 Compar ison of Car lintype Au deposits and Carlin like Au deposit s in Q inling ar ea

特征对比 卡林型金矿(美国内达华) 类卡林型金矿(中国秦岭)

产出与地层时代
产于沉积岩区(含火山岩)

下古生代志留系、泥盆系

产于轻微变质沉积岩区

下古生代泥盆-志留系、三叠系

岩系与构造特征 细碎屑岩、碳酸盐岩、泥岩、含硫白云岩等
泥质岩、变质砂岩、千枚岩、绢云母石英片岩、硅灰岩、白

云岩

元素与矿物组合

Au, As, Ag, Sb ,H g, Ba, Tl中低温元素为主,自然金、自

然砷、辉锑矿、辰砂、雄黄、雌黄、辉锑矿、毒砂、方铅矿、

闪锑矿

Au, As, Ag, Sb, H g, Ba, Tl中低温元素为主,自然金、毒

砂、黄铁矿、含砷黄铁矿、雄黄矿、雌黄、辉锑矿、方铅矿、

闪锑矿

赋存状态与蚀变
金粒度很微细,浸染状含碳少量,载金矿物多为黄铁矿。

具硅化、粘土化、碳酸盐化

金粒度微细为主,少量细粒含少量碳;载金矿物有黄铁

矿、毒砂。具硅化、粘土化、绢云母化

表 2  秦岭北带西段类卡林型金矿地质特征

Table 2  Geolog ical character istics of Carlin like Au deposits in w est par t of nor th Qinling belt

矿床名称 赋存层位与岩性 金属矿物 特征元素 规模 矿床组合 侵入岩

李坝金矿
中泥盆统粉砂岩、泥板岩( 含

斑)、灰岩

黄铁矿、毒砂、方铅矿、闪

锌矿、黄铜矿

Ag, As, Cu, Pb,

Zn
大型 金-铀组合 中川花岗岩

罗坝金矿
中泥盆统泥质粉砂质板岩, 含

斑点

黄铁矿、毒砂、辉锑矿、方

铅矿

Ag, As , S b, Pb,

Hg
中型 金-铀组合 中川岩体

马泉金矿
中石炭统 (中泥盆统) 斑点状

泥板岩,含泥粉砂板岩、灰岩

毒砂、黄铁矿、闪锌矿、雄

黄、雌黄
As, Zn 中型

含煌斑岩金

矿
中川岩体

安家岔金矿
中泥盆统粉砂质板岩 ( 含斑

点)、白云质灰岩
黄铁矿、毒砂、自然金 As, Au 中型

金-铅 锌 矿、

含金煌斑岩

草关、黄渚关岩

体

庞家河金矿
千枚岩、粉砂质板岩、泥岩 (含

碳)灰岩,泥盆系为主

黄铁矿、毒砂、自然金、银

金矿
As, Au, Ag 大型 含 As突出 凤县岩体

美国格彻尔

金矿
志留系含碳泥岩和灰岩

黄铁矿、雄黄、辰砂、辉锑

矿、自然金、自然银

As, Hg, Sb , Ba,

Ag, Au
150t

金-汞重晶石

矿带

花 岗 闪 长 岩

( 105~ 87 Ma)

  资料来源:卡林金矿资料来自核工业西北 209所:金矿床及找矿, 1987。

  北带西段微细浸染型金矿与美国卡林格彻尔金

矿十分类似。

( 1)赋矿地层均以沉积泥质岩和灰岩为主。本

区的岩石中多具有斑点状构造, 后经热液蚀变作用,

原来的斑点消失, 称之退斑作用。如果出现退色蚀

变带,指示本区的金矿化范围,而出现退斑带则指示

较强金矿化的范围。地表斑点常被氧化淋滤掉, 石

英斑点孔洞多, 斑点状构造出现在距中川花岗岩体 1

~ 5 km范围。温度 300~ 400 e ,从李坝 y罗坝 y马
泉y安家岔因围岩性质不同,出现不同的斑点构造,

受多种因素控制,是本区主要的找金标志。

( 2)特征元素与金属矿物关系密切,是金矿的指

示元素, Au 与 As关系密切。但各矿床是有差别的,

从空间上看出现了伴生元素分带,从南到北: 在中川

岩体接触带出现李坝、罗坝、马泉 3个矿床, 它们的

元素组合是: Ag , A s与 Cu, Pb, Zn y Ag, As, Sb, Pb

yAs, Zn。初步分析, 罗坝伴生元素以 A g, As, Sb,

H g 等前缘元素居多,而安家岔元素单一,显示罗坝

金矿剥蚀程度较小、金矿体偏上部, 而安家岔金矿剥

蚀程度较大。

( 3)金矿与毒砂的关系。马泉、庞家河、安家岔、

崖湾 4个矿床都显示出 Au与 As的密切关系,表现

在不同阶段 As, Au 相互叠加, 具有共同点: 成矿早

期以毒砂为主, 出现大量结晶完好的粗粒毒砂,金矿

化较弱,不出现多硫化物; 主成矿期出现大量毒砂,

其找矿标志是: 出现大量细粒、脉状毒砂、黄铁矿、方

铅矿等。一部分叠加在早期毒砂之上, 一部分出现

于退色蚀变岩石之中。黄铁矿与毒砂为主要的载金

矿物, 据统计,黄铁矿中 w ( A u) = 20 @ 10- 6 ~ 60 @

10- 6 ,而毒砂中平均 w ( Au) = 118 @ 10- 6。晚期的细

粒毒砂及细粒胶状黄铁矿金含量明显高于早期粗粒

毒砂与黄铁矿, 且黄铁矿均以富 As为特点。黄铁矿

w ( Co) = 90 @ 10
- 8

~ 378 @ 10
- 8

, w ( Ni) = 115 @ 10
- 8

~ 1000 @ 10- 8 , Co / Ni值< 1, 表明成矿物质金主要

来自沉积地层。

( 4)花岗(闪长)岩与金(铀)的关系 [ 7, 8]。中川复

259第 20卷  第 4期           涂怀奎:秦岭地区类卡林型金矿成矿特征和找矿方向



式花岗岩东边斑点状蚀变带控制了李坝、罗坝和马

泉金矿床,它们之间分布两个花岗岩型铀矿( 7901,

7902)。马泉金矿位于马泉 ) 洮坪 ) 凤县近 EW 大

断裂附近,北侧有庞家河金矿,受凤县佐家庄花岗岩

控制。EW 向大断裂早期剪切作用发育, 控制斑点

状板岩,后期的构造薄弱带、蚀变碎裂岩、角砾岩多

为脆性断裂产物,叠加于韧性断裂之上,伴随热液活

动,使金源多次分配、运移、富集成矿。中川复式岩

体
[ 7]
以印支期为主( K-Ar 法, 198~ 227 M a)而岩体

中心为燕山期产物( K-Ar 法, 174~ 204 M a) ,含铀高

( 29 @ 10- 6 ) ,是形成本区铀矿主要的物源, 加之后期

含铀热液再造富集, 形成粘土与硅质脉叠加型矿化

和晚期淋积富集型矿化; 前者占 53. 1% , 后者占

46. 7%。庞家河金矿受印支期花岗岩控制 [ 8] , 位于

岩体外接触带, 与中低温热液蚀变关系密切, 富含

A u, A s,主要赋金矿物为毒砂和黄铁矿。

( 5)煌斑岩与金矿关系。马泉与安家岔金矿都

有煌斑岩型金矿石, 主要表现蚀变煌斑岩与蚀变粉

砂质板岩同时出现, 与金矿关系密切;白水江虞关地

区与之相似 [ 9, 10]。中细粒五角十二面体与浸染状毒

砂增多,金矿化增强,表明本区类卡林型金矿具有独

特性, 深源煌斑岩促使金的质量分数增加, 同时也是

重要的找矿标志。

2. 2  北带东段(凤县 ) 镇安)金矿地质特征

北带东段类卡林型金矿地质特征见表 3,该区金

矿具有以下特点:

表 3  秦岭北带东段类卡林型金矿地质特征
Table 3  Geo log ical char acter istics of Car lin like Au deposits in east part o f no rth Q inling belt

矿区 地层岩性 控矿构造 含矿岩体 围岩蚀变 金属矿物 金的粒度 特征元素 规模 矿床组合

双王

金矿

中泥盆统泥

质板岩, 夹钠

长板岩

含金钠长角

砾岩, 花岗闪

长岩 ( 148 ~

213 Ma)

钠长石铁白

云石角砾岩、

黄铁矿碳酸

盐角砾岩

钠长石化为

主,岩体接触

带有黄铁矿

化

铁白云石为

主,次为钠长

石、碲金矿、

黄铜矿、方铅

矿、毒砂

浸染状金矿

为主, 赋存于

黄铁矿中

Au, Tl,

Bi, Cu
特大型

凤太铅锌矿

田内部

马鞍桥

金矿[ 12, 3]

上泥盆统变

质细碎屑岩、

泥质岩,含碳

受 EW 向韧-

脆性剪切带、

断裂带控制,

旁侧有花岗

岩( 200 Ma)

绢云母石英

千枚岩、黑云

母绢云母千

枚岩与碳质

绢云母片岩

硅化、绢云母

化、黄 铁 矿

化、碳 酸 盐

化、绿泥石化

黄铁矿、磁黄

铁矿为主, 毒

砂、方铅矿、

闪锌矿、黄铜

矿、辉锑矿

自然金呈显

微状、超显微

状被碳质、泥

质吸附

Au, Ag,

Cu, Zn,

Co, Ni,

As, Se,

Ba

大型

西北 6 km

有 铅 锌银

硫矿田

二台子

金矿[ 11]

中泥盆统白

云质灰岩、大

理岩

断层角砾岩、

二台子断裂

带北侧

角砾岩、蚀变

含碳大理岩

黄 铁 矿、硅

化、铁碳酸盐

化、重晶石化

自然金、黄铁

矿、砷 黝 铜

矿、辰砂、黄

铜矿

浸染状金矿

产于黄铁矿

中

Au, As,

H g, Ba,

Ag

中型

产于 H g -

S b 矿及重

晶石矿边缘

丘岭

金矿[ 11]

中泥盆统凝

灰质细碎屑

岩、碳酸盐岩

二台子断裂

南侧断陷盆

地

粉砂质岩、粉

砂质页岩、钙

质页岩含粉

砂粒屑灰岩

含砷黄铁矿

化、毒砂化为

主,辉锑矿化

黄铁 矿、毒

砂、砷 黄 铁

矿、辉锑矿

次显微金分

布在含砷黄

铁矿与毒砂

中

Au, As,

Sb , Hg、
中型

南有公馆 )

回龙 Hg-Sb

矿床

金龙山

金矿

中泥盆统、石

炭系含燧石

条带灰岩

EW 向断裂

控矿, 矿 区

为 NW, NE

薄层灰岩夹

碳质钙质页

岩

硅化、方解石

化、碳酸盐化

黄铁矿、辉锑

矿

微细浸染状

金矿

Au, Hg,

Sb , As
大型 锑矿区

旬阳小河

惠家沟

金矿[ 11]

中泥盆统碎

屑生物灰岩、

砂质千枚岩

层间断层、压

扭性劈理构

造

粉砂质千枚

岩为主,钙质

千枚岩、白云

质千枚岩

硅化、黄铁矿

毒砂化、绿泥

石化、绢云母

化

黄铁 矿、毒

砂、自然金、

黄铜矿、辉锑

矿、白钨矿、

方铅矿

超显微金矿

为主, 稀疏浸

染状

Au, As,

H g, Sb,

Ba

大型

位 于 公馆

Ba- Hg-Sb

矿田

美国

科兹特

金矿

泥 盆-志 留

系,含碳

断层与构造

窗

碳酸盐岩, 含

碳白云质粉

砂岩, 钙质白

云质灰岩

硅化、黄铁矿

化、粘土化、

脱钙退色

黄铁矿、赤铁

矿、针铁矿、

自然 金、毒

砂、黄铜矿、

闪锌矿

呈浸染状产

于石英-赤铁

矿-针 铁 矿

中,含黄铁矿

Au, As,

H g, W、

Ba

30 t
产于汞矿和

重晶石矿带

  资料来源:卡林金矿资料来自核工业西北 209所:金矿床及找矿,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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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双王金矿不仅是一个特大型的金矿, 而且是

一个特大型钠长石矿。钠长角砾岩呈带状, 规模大,

是重要的找矿标志。角砾成分简单, 胶结物为一套

典型的热液矿物。金矿物有自然金、碲金矿、铋碲金

矿,大部分呈裂隙金和晶隙金产于黄铁矿中, 网脉状

黄铁矿 w ( Au) = 41. 3 @ 10
- 6

~ 190. 99 @ 10
- 6

;脉状

黄铁矿 w ( Au) = 1. 93 @ 10- 6~ 11. 94 @ 10- 6 , 钠长石

脉中浸染状黄铁矿 w ( Au) = 8. 8 @ 10- 6 ~ 22. 42 @

10
- 6
。钠长角砾岩的原岩主为钠长板岩类, 常与粉

砂质绢云母板岩互层,层纹、层理发育, 显示沉积成

因。与西坝花岗闪长岩接触, K-Ar 年龄 148. 1~

213. 5 M a,提供了金矿成矿的热源。

( 2)马鞍桥金矿位于商丹断裂西延部分和板房

子 ) 小王涧断裂之间,产于泥盆系中[ 13, 14] ,南侧与石

炭系接触, 边缘香山花岗岩小岩体为金矿提供了热

源。金矿床矿石类型以蚀变千枚岩型为主, 有 20多

条金矿体均产于近 EW 向展布的脆-韧性剪切带内,

是区内主要的控矿构造。矿区内碳质岩层稳定, 是

重要的找矿标志层。由于碳质层的低渗透性, 故成

为成矿热液沉淀的最主要屏蔽层。矿区内由东向

西,碳质层有增厚的趋势, 西部厚超过 6 m, 颜色深,

片理化非常发育,岩层表面含较高石墨,反映变形时

温度较高。矿区有较强的围岩蚀变, 与金矿化关系

密切的有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常见有热水喷

出产物铁白云石、钠长石, 它们呈斑点状, 与北带相

似。微细浸染型成因属地下热水渗滤型。

( 3)镇安 ) 旬阳金矿集中区,地处公馆 ) 回龙汞

锑矿及重晶石矿区
[ 14]
。镇安二台子、丘岭金矿发现

之后, 1990年武警 14支队通过化探工作, 结合锑矿

点检查发现金龙山金矿床,已圈定 6个金矿体, 控制

远景储量达大型。在公馆矿区发现旬阳小河、惠家

沟微细浸染金矿, 在公馆 ) 回龙汞锑矿带具有巨大

的找金潜力, 并见热水改造型重晶石矿带。公馆 )

白河大断裂以北具有同生断裂特征。控制以碳酸盐

岩为主的泥盆-石炭系, 多为白云岩、灰岩、页岩, 可

称公馆式 Au-Ba-Sb-H g 层控型渗流热卤水成矿带。

( 4)北带东段与西段类卡林型金矿类似, 都属微

细浸染型金矿。中低温蚀变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

化;含砷黄铁矿和毒砂为主要载金体;含矿岩性以粉

砂质白云岩、白云质千枚岩为主。东段地处中川岩

体铀、金矿田区, 以斑点状含金岩石为主要特征; 而

西段可与卡林地区对比, 均为与汞、锑、重晶石共生。

3  秦岭南带类卡林型金矿地质特征

近年中国秦岭南带的金矿找矿有了较快发展,

其西段地区出现大型、超大型金矿。其成矿特征与

卡林金矿相似, 但又有独特之处。

3. 1  南带西段(含陕川甘相邻区)

( 1)迭部拉尔玛金矿区:包括甘川接壤地区的甘

肃迭部金矿和四川若尔盖铀矿。刘家军研究发现,

拉尔玛金矿具有多组富集元素[ 15] ,除 A u外, Cu, U,

M o, Sb, V, Zn等局部地段亦可圈出独立矿体。尤其

重要的是, 矿床中铂族元素( PGE)、分散元素( Se,

In)富集,达到了综合利用程度,从而构成特殊的A u-

Cu-U-M o-Se-PGE建造矿床。矿床中 Se 的富集为

世界罕见。矿床中铂族元素异常高, 部分金矿石中

w ( Pt , Pd) = 0. 49 @ 10
- 6

, 达到综合利用程度, 当前

世界上已发现的沉积岩中有铂族元素矿化或局部富

集的多为与泥质、砂质岩石有关, 而类似本区富集于

喷流岩(硅岩)者是它的独特性。

拉尔玛、邛莫金矿与若尔盖铀矿分布是同区异

位, 金矿在白依背斜西部倾没端产于寒武系太阳顶

群碳质硅质岩和碳质板岩组成的硅岩建造中, 受地

层、岩性、构造控制。若尔盖铀矿床与金矿床皆为层

控型, 铀矿床与金矿床不共生同一矿床。金矿与铀

矿都产于细碎屑岩、硅质岩、泥岩、碳酸盐岩中,与卡

林型金矿类似, 但本区金矿多见于细碎岩中, 而铀矿

多产于不纯的碳酸盐岩中。

本区铀矿床中微量元素 H g, Sb, As 少于金矿,

与卡林型金矿相似, 与本区北侧小型汞锑矿床有关,

故将拉尔玛列为特殊的矿床组合(即 Au-U-H g-Sb-

Se) ,其显著特征是微细浸染型。金矿床与铀矿床硫

同位素组成表明硫来源于地层, 而氧氢同位素显示

成矿流体为大气降水, 这亦与卡林型金矿相同。气

液包体均一法测温结果, 铀主要成矿期 120~ 160 e ,

而金矿为 180~ 230 e 。据 Radfkl ( 1980) , 卡林金矿

形成温度 175~ 200 e (表 4)。

( 2)南带西段 3 处大型-特大型金矿
[ 16-19]

: 20世

纪 90年代,在陕甘川金三角的西缘发现格尔柯特大

型金矿(大水金矿) ; 1997年,武警黄金部队又发现甘

肃阳山特大型金矿; 20 世纪末又发现了陕川丁家

林 ) 太阳坪大(中)型金矿(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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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拉尔玛金矿与卡林型金矿矿物组合对比

T able 4  Comparison o f mineral assemblage in Laerma Au depo sit and Carlin type Au depo sit

矿床名称 矿物组合
微量元素( w B/ 10- 6)

H g Sb As Cu Pb Zn

成矿温度

( e )

拉尔玛金矿
自然金、黄铁矿、辉锑矿、雄黄、雌黄、辰砂、黄铜矿、闪锌矿、黝

铜矿
160 320 100 20 180~ 230

若尔盖铀矿
沥青铀矿、黄铁矿、闪锌矿、硫铜矿、辰砂、针镍矿、磁铁镍矿、辉

镍矿
120~ 160

卡林型金矿
自然金、自然砷、黄铁矿、辰砂、雄黄、雌黄、辉锑矿、方铅矿、闪

锌矿、黝铜矿
23 126 507 33 30 165 175~ 200

  资料来源:涂光炽(铀矿地质, 1990,第 6期)。

卡林金矿资料来自核工业西北 209所:金矿床及找矿, 1987。

表 5 秦岭南带类卡林型金矿床地质特征

Table 5  Geolog ical character istics of Car lin like Au deposit in south Q inling belt

矿区 时代 控矿构造 含矿岩性 围岩蚀变 金属矿物 金矿粒度 指示元素 规模 矿床组合 侵入岩时代

格 尔

柯

金矿

下三

叠统

玛沁 ) 略阳

断裂 EW 向

逆冲性质

白云岩、白

云质灰岩、

巨厚碳酸盐

建造

硅化、赤铁

矿化、方解

石化、褐铁

矿化

自然金、黄

铁 矿、 富

Cu, As, Fe

微细浸染

状

Au, H g, S b,

As
特大型

多 处

金矿

花岗闪长岩

( 190 Ma)

阳 山

金矿

中泥

盆统

略阳断裂与

文县断裂剪

切带、断裂

带

蚀变砂岩、

千枚岩和灰

岩, 含有机

碳

硅化、绢云

母化、粘土

化、碳酸盐

化、黄铁矿

化、毒砂化、

褐铁矿化

自然金、银

金矿、毒砂、

褐铁矿、辉

锑矿

微细粒, 大

部 2 ~ 3

Lm

Au, As, Sb 为

主, Ag, H g,

Cu, Pb

特大型

以 金

为 主

长 达

12 km

斜长花岗斑岩

( 105 Ma)

丁 家

林-

太 阳

坪

金矿

中下

志 留

统

阳平关- 青

川断裂南缘

韧- 脆性剪

切带

含铁镁斑点

绢云母千枚

岩、青砂岩,

含 泥, 富

Fe, Ca, M g

黄铁矿化、

硅化、铁白

云石化、绢

云母化、方

解石化

自然金、含

银自然金、

银金矿、黄

铁矿、闪锌

矿、黄铜矿

太阳坪微

细金矿, 微

粒 0. 01 ~

0. 002 mm

Au, Cu, Pb,

Zn, Bi, Tl

大(中)

型

伴 中

强 硫

化 铜

矿床

美 国

西部

卡 林

金矿

志 留

系

金矿受断层

和构造窗控

制

含碳粉砂质

白 云 质 灰

岩、钙质页

岩、泥质砂

岩、白云岩

黄铁矿化、

硅化、泥化、

脱钙白云岩

化、重晶石

化

黄铁矿、雄

黄、辰砂、辉

锑矿、方铅

矿、闪锌矿、

自然金

呈浸染状

产在粘土、

碳质、黄铁

矿石英中,

< 0. 2 Lm

Au, As, H g,

Sb , Ba, T l
110 t

产 于

汞矿、

重 晶

石 矿

带上

石英斑岩、

石英闪长岩

( 121 Ma)

  资料来源:卡林金矿资料来自核工业西北 209所:金矿床及找矿, 1987。

  秦岭北带类卡林型金矿以泥盆系为主,受商丹

深大断裂旁侧的次级剪切带控制; 南带则为三叠

系 ) 志留系、大型-超大型剪切带控矿为主。

3. 2  南带东段

南带东段有黄龙 ) 鹿鸣金矿与茨沟铀矿床 (表

6)。

金矿床南有石泉 ) 安康大断裂, 产于月河大型

砂金矿带北侧, 有为数较多的金矿点, 其指示元素

( As, Sb, Ag )及重砂晕分布在下志留统与中泥盆统

交界处,经普查在志留系川主庙 ) 火石街断裂两侧

的剪切构造带中发现卡林型黄龙 ) 鹿鸣金矿, 经作

者整理与调研, 东部与茨沟铀矿处于同一条构造带

表 6  秦岭南带东段金矿与铀矿主要特征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between geo lo gical char act eristics

of Au depo sits and majo r U depo sits in south Qinling belt

矿床 黄龙 ) 鹿鸣金矿 茨沟 803铀矿

类型 微细浸染型 次生淋积型

元素 Au-As-Hg-Ag U-V 2O 3-M o-Cu

主岩
含碳或碳质绢云母片岩,

碳质粉砂岩
碳质或含碳硅质岩为主

规模 小型矿床 小型矿床

中,铀矿明显受层间破碎带淋滤作用所致。在黄龙

金矿西北宁陕地区有陕西惟一的中型含金雄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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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经勘探具有 Au-A s-T l组合特征,具有进一步以

砷找金、铊的意义。北缘宁陕花岗岩本身有雄黄矿

化,表明岩体之热液活动与成矿有密切关系。

4  找矿方向与找矿标志

4. 1  深大断裂旁侧次级构造金矿预测区找金

( 1)略阳 ) 玛曲深大断裂:有格尔柯(大水)超大

型金矿、拉尔玛与邛莫大型金矿等金矿床、金矿点分

布。迭部金矿远景预测区是最有找矿价值的, 特别

是与其平行的次级韧-脆性剪切带, 叠加热液改造;

在略阳与文县弧形 NE 向构造带中发现阳山特大型

金矿与较多的金矿点; 在勉县与阳平关 NE 向构造

带南侧发现有丁家林 ) 太阳坪大(中)型金矿, 在断

裂带北侧有 20多 km 长的金-铜矿带,有李家沟中型

金矿。该带为一级找矿远景区。

( 2)丹凤 ) 天水深大断裂: 在商县 ) 丹凤段南侧

发现有与其平行的核桃园次级韧性剪切带,控制了

一批微细浸染蚀变型金矿点, 石英脉型金矿有待突

破;八卦庙、双王、马鞍桥、二台子等一系列大(特)-

中型金矿的共同点都是受商丹深大断裂二级平行断

裂的控制,而金矿体受剪切构造控制,为浅变质岩系

的中-低温热液成矿,属于就矿找矿和扩大前景的区

带。

( 3)天水 ) 武都深大断裂: 据区域地质、地球物

理证实是一条 SN 向巨大的隐伏断裂带, 目前发现

有李坝、罗坝、马泉、安家岔等一系列金矿床。目前

揭露较浅,需要攻深找盲,预测该远景区会有较大的

发展。

4. 2  沉积岩相特殊部位的找矿标志
( 1)钠长角砾岩: 以/ 双王式0为特征, 分布于泥

盆系地层中的钠质交代岩,既是找矿方向又是找矿

标志,从凤县青崖沟起, 向东有太白双王、宁陕菜子

坪、镇安二台子、东房沟、凤镇南包河铺、山阳桐木

沟,直到商南都有钠质交代岩产出。

( 2)斑点状板岩: 沿礼县中川岩体边缘有李坝、

罗坝、石泉、安家岔等金矿。接触变质作用形成了斑

点状构造,退色蚀变带指示金矿范围,退斑带可指示

金矿体的产出部位。东秦岭双王到周至碾子沟和陕

川交界处的丁家林 ) 太阳坪都有斑点状构造, 所以

斑点状构造可作为找矿标志。

( 3)含碳岩系: 区域浅变质岩系中普遍含碳, 而

且分布稳定。据研究, 马鞍桥金矿的原岩为含碳泥

质岩, 碳的质量分数最高达 2. 2%。地层的碳质层与

泥质层是热液沉淀的屏蔽层,对成矿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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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 IN SOUTHEAST PART OF DA HINGGAN L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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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is paper studied the geo logical features of Long toushan deposit for the first t im e, and deter-

m ined the principal m etallog enic events and ore- form ing series, alterat ion zoning, the ore-contro l str uc-

tures system and its space change. With the elaborate techno logy of geophy sical explo rat ion and pr ospect

engineering w e examined the mineralizing belts and prom ising sect ion and conf irmed o re body dist ribut ion,

size and conf igur at ion in space. We recognized the o re types, their st ructures and tex ture, made sure the

ore bodies` boundary , and est imated perspect ive r esources depending on the integrated chemical analy sis.

Key words:  Deposit g eo logical features; ore-body occurr ance pat tern; pro spect iv e resource evaluat ion;

Long toushan hill; Da H inggan L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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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LOGENIC CHARCTERISTICS OF CARLIN TYPE GOLD DEPOSITS

AND PROSPECTING GUIDE IN QINLING REGION
TU Hua-i kui

( No. 214 Giolog ical p ar ty of CNN C, Chenggu 723200, China)

Abstract:  Au deposits o ccur in the low-g rade metam orphic areas in Qinling region. Duct ile-britt le shear

zones and larg e f ratural zones contro l dist ribtuion o f the Au deposits. Their geolog ical character ist ic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Carlin Au deposits in U SA and they ar e named Carlin like Au deposits. Tw o Au ore

belts ar e recognized in Qinling region, i. e. the south belt and north belt . Or e marks and o re-searching d-i

r ect ions are pointed out on the basis of summ ing up the metallogenic charateristics of medium-large size Au

depo sits in the tw o belts.

Key words:  Carling type gold depo sit s; metallogenic feature; o re-searching direct ion; Qinling reg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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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Br igade of H unan B ur eau of N onf er r ous Metal Geology and Ex p loration, J ishou 416007, China)

Abstract:  Nitanchong gold deposit w as m ainly controlled by near ly EW trending brit t le-ductile shear

zone. It is not only the typical r epresent ive, but also the economic go ld deposit in Longw ang jiang Sb、As、

Au metallogenic belt. This paper briefy explained the m etallog enic g eo logical characteristic and Au occur-

r ence. The gold-bearing mineral are discuss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inv isible g old mainly o ccurred in arse-

nopyrite as nanometer micro-size nat iv e gold.

Key words:  N itanchong gold deposit ; geolog ical character; ar senopy rite; ty pom orphic characteriest ics;

nanometer Au; H 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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