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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矿查勘及找矿

彭 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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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 文对陕西 省金矿资源 作 了简要介 绍和评 论
,

就控金 因 素进 行 了分析 研究
,

指 明 了开发

北
、

中
、

南 三大金成矿带的查勘方向
。

关键 词 陕西 小秦玲 凤一太金成矿带 勉 略宁金 矿区 查勘方 向

1 陕西金矿资源简介及评论

1
.

1 陕西金矿地质概论

1
.

1
.

1 大地构造

陕西省大地构造分属三大单元
:

北部区 为华北地台之南部
,

其南界为陇县一宝鸡一户县一

蓝 田一洛南深大断裂带
,

含榆林
、

延安
、

渭南地区
,

铜川
、

咸 阳市 及宝鸡
、

西 安市之南部 ; 中部区

是秦岭地槽褶皱系
,

包括商洛地 区
,

汉中及安康地区 的北部
,

宝 鸡及西安地 区的南部 ; 南部 区乃

杨子 准地台之北缘
,

其北界为阳平关一洋县一万 源 (四川 )深大弧 形 断裂带
,

包含 汉中及 安康地

区的南部 (图 1 )
。

1
.

1
.

2 金源层

陕西省的金源层
—

有太古界太华群
,

岩性是角 闪斜长 片 麻岩
、

黑 云母斜长 片麻岩
、

元古

界的秦岭群
,

岩性有角闪斜长片麻岩
、

黑 云母斜长片麻岩
,

碧 口 群的 火 山岩
、

白云岩
、

石英砂岩
,

陶湾群的 石英绢云母板岩 ; 泥盆系古道岭组的钠化角砾岩
、

千枚状粉砂岩
,

下 东沟组的钙质板

岩
、

灰岩
。

上列 四群二组
,

其可 萃取金量 (g / t )分另11为 0
.

0 3 5
、

0
.

0 1 5
、

O
·

0 3 5
、

O
·

0 1 5
.

0
·

7 5 8
,

O
·

10
,

0
.

0 3 9
,

0
.

0 0 6
。

由数据表明
:

本省金源层分高丰度及低丰度两大系列
。

1
.

1
.

3 三大金成矿带

陕西 省境内金的成矿可 划分 为三大成矿带
: 一

是秦北 台缘带 (简称北矿带 )
,

呈东西向展

布
,

其东段现 已开发出
“

小秦岭
”

金矿 区
,

这 里是我国著名的第二金库
,

西段有小 马夫沟金矿 ; 二

为凤 (县 )一镇 (安 )地槽控金带 (简称中矿带 )
,

呈北西 向延伸
.

由西 而 东有庞家河大 型 金 矿
、

八

卦庙及双王特大型 金矿
、

马鞍桥和磨子沟大型金矿
、

镇安二 台子 中型 金矿
、

东流水与金 洞 沟小

型 金矿
、

金龙山大型 金 矿
、

沙 洞沟 小 型金矿 ; 三有槽 台活化带 (简称南矿带 )
,

具 弧形展布特 征
,

其 西段为
“

勉 (县 )略 (阳 )宁 (强 ) ”三角区
,

煎茶岭金矿 大型 在握
,

成为特大 型指 日可 待
,

还有李

家沟 及东沟坝中型金 矿
,

东段有系 列 尚未成型 的含金石 英脉型金矿
,

恒 口大型砂金矿名列全国



7 2 第十卷 第四 期 地质找矿论丛

第二位
。

前述三大金成矿带
,

还可 再略称为北
、

中
、

南带
。

I 一华北地 台
: 1 1 陕甘 宁台坳

, 1 1 陕

北 台凹
,

叮 陕 甘宁坳 缘摺断 束
, I犷

’

景 福山一永 寿断摺段
, I f

一 2 铜 川一 韩城

断摺段 ; I : 汾渭 断陷
, I委 渭河 断凹

I ; 骊 山台拱 ; I : 豫西 断隆
, I 查 太

华 台拱
, I三 金堆城台凹

。

I 一秦岭地槽

摺 皱系
: 1 1 六盘 山 断陷 ; 1 2 北秦 岭加

里 东摺 皱带
, 1 1 陇山 摺皱 束

, . 1 纸坊

一永 丰褶 皱束
, I ; 太 白商 县摺皱 束 ; 1 3

礼县一柞水华 力西摺皱带
; I ; 南秦岭

印支摺皱带
, 1 二 凤县一镇 安摺 皱束

, 1 军

留凤 关一金 鸡岭摺皱 束
, I 要 白水 江一

白河摺 皱束 ; 1 5 商 县一略阳华力 西褶皱

带 1 6

摩天岭加里东褶皱带
, I } 文县

一勉县 摺皱束
,

嵘 阳平 关摺 皱束 ; l :

大 巴 山加里东褶皱带
,

l 犷
‘

牛山 复背斜
,

皿 11
一 2 7 篙 坪一老县复 向斜

, l 手
一“ 平 利

复背斜 ; l 攀 高滩一兵房街褶 皱束
。

l 一扬

子准地 台 亘 l

龙门一大巴 山 台缘摺皱带

盈 } 宁强褶皱 束 I 圣 汉南一米 仓 台

拱 班犷
’

汉南 凸起 , }
一 “ 大 竹坝一

镇巴 凹 褶 段
,

班犷
3 米仓凸 起 ; . 登 司上

一

鸡心岭褶皱束 I { 高川褶断束 ; , :

四 川台坳 . 1 长岭台凹
。

图 l 陕西地质单元控金图

(据《陕西地质构造图 》
,

陕西地质局 区 调队编
,

1 98 9 年 版整编而成
。

)

F ig
.

1 M
a p s

h o w in g g e o lo g ie a l u n it s w hie h e o n r r o l g o ld o r e de p o s it s

陕西金的成矿评论

金 的成矿类型

陕西省 不但砂金矿为全 国之亚
,

而 且岩金矿类型多
、

规模可观 (图 2 )
。



第十卷 第 四期 彭大明
:

陕 西 金 矿 查勘及 找矿

--- 一司司

隆隆
梦“认心心

淳化化
·

攫县县

参参慕慕慕慕慕慕慕慕
“

. . 口

; 一 一一州份份
, 渭

户
鑫鑫鑫厂厂厂厂厂

~ 水寿 、、、

;
-

拜给给给参参参参参
l 西

····

)))价价价价
二 , 趁趁趁趁
jjjjjjjjj可 三E 内 闷闷闷闷

。。。。。 。

几廿 _ ~~~~~~~

卜卜卜卜卜、一昌‘ 一-=
一一一一

或或或或淤足兰乡乡l布艺歹责共惠惠

纂寥鹭鹭
‘‘‘‘‘ . .

⋯
, I , , I 了 月月月

睿睿睿睿
解答簇孰孰

限卜鬓g 魁坦二二二

兰兰兰兰飞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

}}}}}}}}}长琴进下下下
二二二二二 闷 . ~ 一‘二几习习习

拭拭拭拭拭蒸蒸
卿, ‘, 二三, 卜弋= 三三

~~~
肇肇肇肇肇肇拜藉藉藉藉藉藉藉鬓鬓鬓鬓鬓鬓莽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二二‘二 . 卜. 、、
一一。。。。

汉 中 Z 、、

丫乌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
人

一
广

曰

飞

一一沪沪沪沪沪沪城勺, 卜
-

刀刀
、闷, ”尹尹

’

一
·

‘‘

洲洲洲责粼粼分代代
尸

,,

准操操靡戴
---

从从
吓吓吓吓吓
、、、、 下洲洲

昌
1

圈
2

圈
3

跳
4

口
5

口
6

目
7

口
8

口
9

回
1《。

国
1 1

口
1 2

口
, 3

国
1 ;

1
.

泥盆系 2
.

下古生界 3
.

元古 界秦岭群
,

碧 口 群 4
.

下 太古界 太华群 5
.

中基性喷发岩 6
.

燕山 期花 岗岩 7
.

断

裂构造 系统 8
.

地质界线 9
.

城市 10
.

砂金矿床 (大
、

中
、

小 型 ) 1 1
.

岩金 矿床 (特大 型
、

大 型
、

中型
、

小型 )
,

(矿床编

号及名称一 1
.

东桐峪
,

2
.

撞关
,

3
.

陈耳
,

4
.

小 口
,

5
.

双 王
,

6
.

庞家河
,

7
.

二 台子
.

8
.

八 卦庙
,

9
.

马鞍桥
.

10
.

葫芦沟
.

1 1
.

驾鹿
.

12
.

李家沟
,

1 3
.

佐家庄
, 14

.

小马夫沟
,

1 5
.

湘子岔
, 1 6

.

铁炉子
,

1 7
.

煎茶岭
, 18

.

东沟坝
,

19
.

磨子 沟
.

2 0
.

铁源
.

2 1
.

东流 水
.

22
.

铜峪
,

23
.

金洞沟
,

24
.

五里浸
,

25
.

金 龙山
,

26
.

沙洞 沟
。

) 12
.

华北 地台 1 3
.

秦岭地槽摺皱系 14
.

扬子准地 台

图 2 陕西南半部金矿地质图

Fig
.

2 A u g e o g ie a l m a p in s o u t hw e st S h a n X i

1
.

2
.

1
.

1 砂 金矿

本省砂金矿分布很广
,

从东到西
,

由南而北均有产地
,

其金储量占全 国金 储量 的 1
.

8 %
,

列

居我国第二位
。

成矿类型都为河床冲积型
,

金矿成于现代河床汇水区 内
。

主要产 区有
:

嘉陵江

水系
、

南洛河水系
、

汉江水系
。

成矿规模
:

大型 的有安康的恒 口 金矿
、

洛南的栗峪 金矿
、

留坝的下

西河金矿 ; 中型 的有汉阴
、

梅子娅
、

大同
、

略 阳县城关
、

马 营
、

阳平关 ; 小 型 的有傅家河
、

江家店
、

旬 阳
、

白龙塘
、

左所
、

大安
、

燕子贬
、

杨斜
、

郭镇
、

金家河
。

此外
,

还有砂金 矿点 50 余处 (表 1 ) 该

省的砂金矿床
,

以恒 口金矿的规模最大
,

是我 国 目前的第二 大砂金 矿 床
,

从 1 9丁5 一 1 9 7 9 年
,

由

陕七队勘探
,

于 1 9 8 3 年投产
,

先用 10 0 升
、

后 用 1 50 升采 金船生 产
.

1 9 9 0 年 严金逾 万两
,

现 已

成为我国最大的砂金生产基地
。

1
.

2
.

1
.

2 岩金矿

陕西省的 岩金矿
,

其储量列居 全 国第六 位
,

展布于省 内的南半部地域内
。

主要 工业类 型可

分 为五类 (表 2 )
:

第一 类
,

含金石 英脉型
,

省内有两大成 矿带
,

其北成矿 带 为秦 岭北坡地 区
,

在



7 4 第十卷 第四 期 地质找矿论丛

小秦岭 4 0 0 K m
Z

范围 内已 发现含金石英脉 7 0 0 余条
,

大 脉长达 1 0 0 0 m 以上
,

脉群厚 3
.

1 ~

1 0
.

3 8 m
,

成矿深度 3
.

9 ~ 5
.

gK m
,

主要矿床有东桐峪
、

渔关
、

小 口等金矿
,

已探明储量 占全省总

一 ~ , L l
. 、 . .

一一 ~ ~ 一
‘

一 _ ~
、 . 二

~
, L 。 一

、

~ 一一 ~ ~
, ,

“
一 _

‘

一⋯
, ,

_
. 、

一一 ~
储量的专以上

,

向东与豫西金矿区连为一个整体
,

是我国享有盛名的
“

第二金库
” ,

此外
,

还有户.

~ 一 ~ 3 ⋯一 ” “
’ ‘

~
、

一 一
”
一一 ~

’

一 ”
’

一 ~ 一
‘ ’‘

~ ~ ~ “ -

一~ ”
’

~ ” 一
’ ‘ ’

县的东流水
、

凤县的草凉骤及八卦庙金矿 ; 南成矿带是北大巴 山区
,

西起石泉
、

经汉阴
、

安康
、

东

至旬阳
,

已发现石英脉型金矿点 50 余处
,

其中金斗坡
、

硝磺洞
、

茅娅子金矿较有成矿远景
。

第二

类
,

微细浸染型
,

主要的展布于秦岭南坡
,

有八卦庙和双 王特大型 金矿床
,

庞家河大型 金矿
,

镇

安二 台子中型金矿
,

还有园子街
、

古赫街
、

崔河
、

老军滩
、

金洞湾
、

老铁厂
、

青崖东沟
、

黄柏源等

金矿点
,

其次
,

秦岭北坡有马鞍桥大型金矿床
,

还有香沟
、

梁子沟
、

洞子沟
、

安家集
、

摩子沟
、

碾子

沟
、

大店子等金矿点
。

第三 类
,

构造蚀变岩型
,

现已探明葫芦沟大型金矿床
,

湘子岔和李家沟中

型金矿床
,

驾鹿
、

佐家庄 及小马夫沟小型 金矿
,

还有洛源及黄田沟等矿点
。

第四类
,

伴生金型
,

有

磨子沟 和煎茶岭大型金矿床
,

东沟坝中型 金矿
,

还有铁炉子
、

铁源
、

铜峪
、

金洞沟等小型矿床
。

第

五类
,

金锑汞型
,

有金龙山大型金矿床
,

沙 洞沟小型金矿
。

表 l 陕西砂金矿一览表

T a b le 1 A llu v ia l g o ld o r e 一se h ed
u le o f s ha n x i

水水系系

迄迄
矿 床 名称称 具 体 位置置 规模模 水系系 序序 矿床名称称 具体位置置 规模模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黄黄黄 南南 lll 栗 峪峪 洛南 县 石门 镇栗峪 乡乡 大型型 长长 汉汉 l888 马营 (左所 ))) 珍珍 新铺 区 铜钱坝坝 中型型

河河河 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 江江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河河河河 999 金堆 城城 华县 金 堆镇金 堆城城 矿矿矿矿 l999 沮 水水水 阜川 区阜川乡乡 小小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型型

333333333 麻坪 街街 洛南 县石 门镇 麻坪乡乡乡乡乡 2 000 大 安安 宁强县大安镇桑树湾乡乡乡

444444444 石 门门 洛南县石 门镇 石 门乡乡乡乡乡 2 lll 杨 斜斜 商县杨斜镇麻池河 乡乡乡

渭渭渭 河河
乃乃

普 集街街 武功县 普集镇普集街 乡乡乡乡乡 2 222 下 西河河 留坝县 江 口 区 下 西河河 大型型

长长长 嘉嘉 666 郭 镇镇 略略 郸镇乐素河干河坝坝

夏夏夏夏
2 333 茶 镇镇 西 乡县茶镇 区七 星坝 乡乡 矿矿

江江江 陵陵陵陵陵陵陵陵陵 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 点点江江江江 777 金 家河河 县县 金家河镇金家湾湾湾湾湾 2 444 饶峰街街 石石 饶峰 区菩 窑乡乡乡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

888888888 略阳 城关关关 昊家营 乡八渡河 口口 中中中中 2 555 毛家河坝坝 县县 柳城 区石磨乡乡乡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999999999 阳平关关
.

J ,,

阳平关镇太长沟乡乡乡乡乡 2 666 白庙子子 汉汉 涧池镇 月河乡乡乡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
1111111 000 燕 子眨眨 强强 燕子眨乡干折镇镇 小型型型型 2 777 双 乳乳 县县 浦澳钱双 乳乡乡乡

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

汉汉汉汉 1 111 汉 阴阴 汉 阴县太平乡
、

天星 乡乡 中型型型型 2 888 蜀河 镇镇 旬旬 蜀河 镇仙河乡乡乡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

1111111 222 恒 口口 安康县恒 口 镇月河
、

恒河 口口 大型型型型 2 999 老乡沟沟 县县 甘溪 区大岭乡乡乡

lllllll 333 梅子铺铺 安安 叶坪 区朝阳 乡乡 中中中中 3 000 张家坪坪 镇安县风凰镇肖台乡乡乡

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lllllll444 大 同同 县县 叶 坪区 马 坪 乡乡乡乡乡 3 lll 搜川关关 山 阳 县漫川镇 法官乡乡乡

lllllll555 江家店店店 叶 坪区 双 河乡乡

墓墓墓墓
3 222 龙驹寨寨 丹凤县龙驹寨镇西 河乡乡乡

lllllll 666 询河下 游游 旬阳 县莱湾 区构元 乡乡乡乡乡 3 333 过风楼楼 商南县 白玉 区柳树清乡乡乡

lllllll 777 白龙塘塘 西 乡县 白龙 区二 郎乡乡乡乡乡 3 444 商县城郊郊 商县城关 区刘清乡乡乡

注
:
据《中国水系砂金矿 产图说明书 》附表整理而成

.

沈阳地矿所
,

1 9 8 9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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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陕西省岩金矿床简明表

T a ble 2 G o ld o r e d ePo sit tyPe s ,

h os ts a n d m in er a liza tio n in sh a n n x i Pr o v in e e

类类类 序序 金矿床名称称 县县 所处大大 矿床围岩岩 金矿化岩石石 矿矿 含金量量 矿矿 交矿时间间
型型型 号号号 别别 地构造造造造 体体 (g / t))) 床床床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规规规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模模模

含含含 lll 东桐峪金矿矿 渔渔 太太 斜长角闪岩
、

片麻岩岩 含金石英脉岩岩 l lll 2000 中型型 1 9 8 5 年年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关关 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
石石石 222 渔关金矿矿矿 台台 片麻岩

、

绢英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英英英英英英 拱拱拱拱拱拱 大型型 1 9 6 8 年年

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脉
型型型 333 陈耳金矿矿 洛南南南 黑云母片岩, 长角闪

荆荆
石英 脉岩

、

蚀变岩岩岩岩 中型型 1 9 9 2 年年

4444444 小 口 金矿矿 渡关关关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岩 含金石英脉岩岩岩岩 小型型 1 98 9 年年

徽徽徽 555 双王金矿矿 太 白白 风风 灰岩
、

角砾岩岩 爆破角砾岩岩 爸777 1
.

9 222

卜
大型型 19 9 0 年年

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 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县浸浸浸 666 庞家河金矿矿 风县县 !!! 千枚状粉砂岩度 质砂省省 千枚状粉砂岩岩岩 6
.

555 大型型 正在勘探探

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染 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镇
型型型 777 二台子金矿矿 镇安安 安安 灰岩夹钙质板岩岩 构造角砾岩岩 l ]]] 6 ~ 1 111 中型型 1 9 8 8 年年

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
8888888 八卦 庙金矿矿 凤县县 皱皱 绢云 母千枚岩岩 含金石英脉岩岩岩 5 ~ 3000 特大型型 1 9 9 3 年年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9999999 马鞍桥金矿矿 周至至至 石英片岩岩 构造蚀变岩岩岩 555 大型型 1 9 9 4 年年

构构构 1〔〔 葫芦 沟金矿矿 洛洛 金堆城台凹凹 角闪斜长片麻岩岩 硅化多金属蚀变岩岩 l 444 3 ~ 555 大型型 1 98 9 年年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蚀蚀蚀 l lll 驾鹿金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小型型 1 98 7 年年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岩岩岩 1222 李家沟金矿矿 勉县县 宁强摺断束束 含藻白云 岩
、

灰质板岩岩 碳酸盐岩
、

石英脉岩岩 1888 5 ~ 1 000 中型型 19 8 3 年年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11111芝芝 佐家庄金矿矿 凤县县 风县一镇安摺皱束束 角闪黑云二长花岗岩岩 蚀变糜棱岩岩岩 2 ~ 666 小型型 正 在勘探探

lllll 444小马夫沟金矿矿 陇县县 六盘山 断陷陷 片麻岩岩 硅化构造岩岩岩 444 小中型型型

11111三三 湘子岔金矿矿 蓝 田田 纸坊一永丰摺皱束束 斜长花岗岩岩 黄铁绢英岩岩 l444 777 中型型 1 98 7 年年

热热热 l〔〔 铁炉子金矿矿 商县县县 大理 岩岩 多金属蚀变岩岩 99999 小型型 1 98 8 年年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伴伴伴 l 777 煎茶岭金矿矿 略略 文县一勉县摺皱束束 蛇蚊岩岩 铁镍金矿化蛇纹岩岩岩 7 ~ 1222 大型型 1 9 9 4 年年

生生
’’’’’’’’’’’’

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金金金 l赶赶 东沟坝金矿矿矿矿 细碧角斑岩岩 多金属绢云 岩岩 l444 1
.

5 ~ 3
.

666 中型型 1 9 90 年年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lllll SSS 磨子沟金矿矿 周至至 凤县一镇安摺皱束束 石英片岩岩 爆破角砾岩岩 666 1
.

3 ~ 999 大型型 1 99 2 年年

22222 CCC 铁源金 矿矿 洛南南 金堆城台凹凹 碳酸盐岩岩 多 造造造 4
.

7 222 刁
、、 19 8 9 年年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蚀 型型型型型型型22222 111 东流水金矿矿 户县县 纸坊一永 丰丰 绿泥石英 片岩岩 属 变变变变变 19 9 1 年年

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皱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 构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22222 222 铜峪金矿矿 眉县县县 石英片岩岩岩岩岩岩 19 9 0 年年

22222 222 金洞沟金矿矿 周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19 8 7 年年

22222 444 五里浸金矿矿 南郑郑 宁强摺断束束 片岩及闪长岩岩 蚀变闪长岩岩岩 3
.

5 ~ 66666 19 8 3 年年

22222 三三金 龙山金矿矿 镇安安 凤县一镇安摺皱束束 健石条带灰岩
、

页岩岩 汞锑金蚀变岩岩岩 3 ~ 555 大型型 19 9 3 年年
五五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锑锑型型目目 沙洞沟金矿矿 旬阳阳阳 千枚 岩

、

灰岩岩岩 44444 小型型 正在勘探探

尸尸尸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注
:

本 资料截止 1 9 9 4 年底

1
.

2
.

2 四大金矿密集区

陕西省境内的岩金矿有 四个密集区
:

一是小秦岭
,

二为凤 (县 )一太 (白县 )金矿 区
,

三乃
二

勉

略宁
”

金矿区
,

四有镇 (安 )一安 (康)一旬 (阳 )金矿 区
。

L 2. 3 两大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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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省地跨我国 闻名的金 成矿地域
:

一

是
“

豫陕晋金 三角
”

成矿 区
,

二为
“

川陕甘金三角
”

成

矿域
。

综合上述
,

陕 西 省地层 齐全
,

金源 层分布范围大
,

岩浆活动频繁
,

具多期多阶段的复式岩体

众多
.

断裂发育
.

处于古亚 洲 断裂体系和 滨太平洋断裂体系及特提斯
一

喜马拉雅断裂体系的联

合及复合地域
,

所 以
,

金成矿 具备得天 独厚的优越条件
,

金矿 不但工业类型 多
,

而 且规模大
,

现

已探明和发现金 矿床 4 0 多个
,

矿点近 3 0 0 处
,

年产金量居全国第四位
,

成为我国八大产金省之

一
,

今后相当长时间内
,

仍然是 发展黄金 工业的重要产地
。

2 陕西金 的成矿 因素剖析

2
·

1 层控金矿

陕西省的层控金矿有 两种成生 条件
:

一是受控 于海底喷溢 的中基性火 山岩
,

即现在的角闪

斜长片麻岩及黑 云母斜长片麻岩
,

如太古界 的太华群
,

控制了小秦岭金矿 区诸金矿之形成 ; 还

有元古界的碧 口群
,

岩性为火 山岩
、

石英砂岩
,

制约着
“

勉略宁
”

地 区各金矿床的形成
。

尚未找到

矿的 有西乡群
、

郧西群
、

耀岭河群和秦岭群
。

二为海相沉积控金层
,

如泥盆系的古道岭组及下东

沟组
,

现 已在凤一太地 区探明数个金矿床
。

这两种层控金矿
,

扼制着含金石英脉型
、

微细浸染型

及金锑汞型 金矿的形成
。

2. 2 岩浆成矿条件

陕西省的岩浆岩
,

具有多旋回
、

多期次特征
。

与金成矿关系密切者有
:

印支期花岗岩
,

如凤

州 岩体中
,

金矿成生 于 中细 粒角 闪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里
,

金矿化严格受断裂破碎蚀变带控制
,

佐家庄金矿就是典型 的代表 ; 断裂控矿者
,

还有陇山岩体外带的小马夫沟金矿床 ; 宝鸡岩体之

南侧
,

已查明一批金矿床
。

娘娘山岩体
、

文峪岩体
、

华山岩体均为燕山期成岩
,

在其外带已探明

数十个金矿床 (点 )
。

2. 3 构造成矿因素

陕西省是古亚洲断裂体系发育要地
,

为我 国中部金成矿带之中段
,

滨太平洋断裂体系与之

叠加
,

在小秦岭及宁 (陕 )一镇 (安 )一旬 (阳 )地域内构成复合构造控金模式
。

此外
,

还有特提斯

喜 马拉雅断裂体系参与联合
,

构成
“

川陕甘 金三角
”

金的成矿 区
。

由于多断裂体系的复合及联

合结果
,

造就 了本省三 大构造单元
,

继尔在省 内出现三条跨省的金成矿带
:

北矿带呈东西向展

布
,

东接豫西金 矿区
,

西邻甘
、

川 金矿 区 ; 中矿带呈北西 向延 伸
,

西部接甘南川北金矿区
,

东与鄂

西金矿 区毗邻 ; 南矿带呈弧 形
,

西段人 四 川
,

东段向南偏转
,

延人四川
。

该省共有 8 条深大断裂

带
,

大断裂有 13 条
,

隐伏断裂有 4 条
,

这些断裂不 仅是岩浆活动之通道
,

促成区域变质的地质

内营力
,

还是各种金属元素活化
、

运移和 富集的最佳地域
。

秦岭地槽褶皱系
,

边老中新
,

北秦岭

和摩天 岭均为加里东褶皱带
,

而 中部的太白一镇安 一带为印支褶皱带
,

前者属优地槽
,

后 者为

冒地槽
,

该系现 已构成两个金矿 区
,

成为本省重要的中部成矿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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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陕西省的找金方向

3
.

1 沿金源层查找层控金矿

小秦岭地区
,

东抵豫西
、

西至临渔
,

为太古界太华群分布区
,

含金围岩为角闪斜长片麻岩及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

面积> 55 oK m
, ,

可萃取金量 0
.

0 15 一 0
.

03 5 9 /t
,

金的总量为 4 4 0 0t
,

按 2 0 厂

富集计算为 8 8 0t
,

可形成巨型金矿床 (表 3 )
。

表 3 陕西金源层金 总t 预测表

T a ble 3 D iffe re n t A u v a lu es o f the so
u r e e be d s

序序序 地地 岩层名称称 体体 深深 面积积 岩 石 组 合合 可萃取金 量量金 的总量量 2 0 % 富集金量量
号号号 质质质 重重 度度 (K m Z ))))) (g / t ))) (t ))) (r )))

时时时时时 \\\
产 . 、、、、、、、

代代代代代 日日 冈冈冈冈冈冈冈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lllll 泥泥 古道岭组组 2
.

666 111 1 0 0 000 钠化角砾 岩
、

千枚状 粉砂 岩岩 0
.

0 3 999 1 0 1 4 000 2 0 2 888

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
系系系系 下东沟组组组组 2 0 0 000 钙质板岩

、

灰岩岩 0
.

0 0 666 3 1 2 000 6 2 444

22222 兀兀 陶湾群群 2
.

888 111 1 0 0 000 石英绢云母 板岩岩 0
.

0 1 000 2 8 0 0 000 5 6 0 000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界界界界 碧 口群群群群 4 0 000 火 山岩

、

白云岩
、

石英砂岩岩 0
.

7 5 888 8 4 9 000 1 6 9 888

3333333 秦岭群群 3
.

000 lll 1 1 0 000 角闪斜长片麻岩岩 0
.

0 3 555 5 7 7 000 1 1 5 444

黑黑黑黑黑黑黑黑 云母斜长片麻岩岩 0
.

0 1 555 2 4 7 000 4 9 444

44444 太太 太华群群 3
.

222 lll 5 5 000 角闪斜长片麻岩岩 0
.

0 3 555 3 0 8 000 6 1 666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黑 云母斜长 片麻岩岩 0

.

0 1 555 1 3 2 000 2 6 444

凤一镇地区
,

为泥盆系金源层展布区
,

其中古道岭组 面积达 IO00 K m
2 ,

钠化角砾岩及千枚

状粉砂岩可萃取金 0. 0 39 9 八
,

金的总量为 1 01 4 0t
,

按 2 0 %富集计算 为 20 2 8t
,

可 形成超巨型 金

矿床 ; 下东沟组的金源层为钙质板岩及灰岩
,

可萃取金 0
.

0 0 6 9八
,

金的总量 31 2 0t
,

2 0 %富集金

量 6 2 4t
,

可形成巨型金矿
。

“

勉略宁
”

地域是元 古界碧 口 群展布 区
,

面 积 > 4 00 K m
2 ,

可 萃取金 0
.

7 58 9 八
,

金 的总量

8 4 9 0t
,

按 2 0 %富集计算为 1 69 8t
,

可形成超巨型金矿床
。

还有丹 (凤 )一商 (南 )地域
,

分布着秦岭群
,

商县一蓝 田地域展布有陶湾群
,

西 乡一石泉地

区有西乡群⋯⋯它们均为金的成矿远景区
。

3
.

2 追寻断裂系统查找蚀变岩型金矿

陕西省的断裂极为发育
,

不少地域均具网络交织特点 ; 它们不但是形成热场的途径
,

而且

是金元素活化
、

迁移及富集的理想空间
,

可形成金矿 区的地域有
:

小秦岭山地
,

以太要断裂为内

旋 面
、

小河断裂 为外旋面
,

其间 有数百条断裂 或裂 隙带控制着金矿化的形成
,

总体为一个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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帚状构造
,

向北东方 向的桐峪收敛
,

向南西方 向的罗敷河撒开 ; “勉略宁
”

地区
,

金矿受共扼型 构

造控制
,

以 阳平关 一洋县断层为主干
,

北盘以康县一略 阳一马道断裂为分支
,

其夹持区 内发育

了系列断裂并直接扼制着金矿 的形成
,

南盘以大竹坝一新集断层为分支
,

其共扼区内形成若干

条断裂并控制着 金矿 ; 宁 (陕 )一 镇 (安 )一旬 (阳 )地区
,

为一大型帚状构造
,

其内旋面为凤镇一

山 阳断层
,

外旋面是佛坪一旬 阳 断层
,

其间 以酒奠梁一板岩断裂 和公馆一白河断裂规模较大
,

还有若干条次级断裂组成
,

总体向北西 西方向的佛坪收敛
,

向南东东方向的郧西
、

旬阳撒开
,

该

区是金汞锑矿成矿 区 ; 商县一丹凤地 区
,

为帚状构造
,

内旋面为油房沟一皇台断裂
,

外旋面是商

县一丹凤断裂
.

其间发育若干条北西向断裂
,

总体向商县收敛
,

向栗川撒开
,

本 区为锑
、

铅锌
、

铀

矿的重要成矿区
,

区 内不但构造蚀变岩发育
,

而且是海西期花岗岩分布地区
,

所 以具备大型
、

特

大型 金矿 的成矿条件
,

今后宜于寻找蚀变岩 型及伴生 型 金矿 (表 4 )
。

表 4 陕西金成矿远景 区预 测表

T a b le 4 Po te n tia l Pr e d ic tio n o f A u d e p o sit siz e s in Sh a n n x i Pr o v in c e

远远 景区区 序序 成 矿远景 区 名称称 成 矿 依 据据 已 知 金 矿 区区 成矿远景预 测测

级级 别别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金金金金金金金矿 化类型型 规模模

11111 lll 凤一 镇地 域域 处 十 中部金 矿带 的西 段
.

有古道岭组组 双 F
、

八卦 庙
、

庞家河河 浸染型
、

剪切 带型型 超 巨 型型

2222222 “

勉略宁
”

地域域 位 于 槽台活 化 区
.

火 山 岩 提 供金源源 煎 茶岭
、

李家沟
、

东沟坝坝 伴生 金 型
、

蚀变岩型型 巨 型型

3333333 小 秦岭 地域域 为我 国 中带 之 中段
.

含金 石 英 脉 从剪切 带带 渡关
、

葫 芦 沟
、

陈 耳
、

栗峪峪 石英 脉 型
、

蚀变 岩 型型 超 巨 型型

EEEEE 444 lll 处于 优地槽 内
.

石英脉 及剪 切带发 育育 二台子
、

金 龙 山
、

沙洞 沟
、

恒 r]]] 石 英脉 型
、

金 汞 锑 型型 世 界 级级
宁宁宁宁镇旬

”
地域域域域域域

OOOOOOO
周户 金矿 区区 为我 国 中部金 矿 带 中段

.

蚀变岩发 育育 马 鞍 桥
、

磨 子沟
、

京流 水水 伴生 金 型
、

石英脉型型 特大 型型

mmmmm 666 “

丹 商
”

地域域 处 于 秦岭群地 域 内
.

构造岩 发 育育 ‘蔡凹 锑铅锌矿
、

铀 成 矿 区 ))) 构 造岩 型
、

剪切带 型型 大 型型

7777777 ..

陇宝
”

地 区区 为陇 山三 角 区
.

断裂 发育
.

是 铀成矿 区区 小 马夫沟 ( } 河 铀 矿 ))) 蚀变岩型型 大型型

3
.

3 追 溯砂金矿的源头

本省的砂金矿分布很广
,

据表 1 今后应在南洛河源
、

嘉陵江两岸
、

汉江上游山地详查细找

岩金矿
。

以砂金 的 规模而言
,

月河地区的恒 口金矿最大
,

今后 应在汉 阴一安康间的火 山岩区 内

查勘金矿
。

综上所述
,

陕西省金矿的查勘方向
,

应立足 于北
、

中
、

南三大金成矿带的深化
。

金的成矿远

景区 可分三个级别
,

共计 七个地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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