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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耳山 Au—Ag—Pb—Mo矿集区成矿模式与找矿方向 

郭保健 ，李永峰 ，王志光 ，叶会寿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0083；2．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郑州 450052； 

3．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037) 

[摘 要]熊耳山地区是华北地块南缘继小秦岭金矿田之后发现的又一金银铅钼矿集中区。该区 

经历了发生于中国东部燕山期的构造体制大转换和岩石圈减薄事件，产出了大量燕山期热液金矿床及 

银、铅、钼矿床。发育了不同的矿床类型：隐爆角砾岩型金矿，构造蚀变岩型金矿、构造蚀变岩型银铅矿和 

斑岩型钼矿。文章讨论了该区燕山期大规模成矿作用的构造背景，各种矿床类型的特征、成岩成矿时间 

及其相互关系、成矿规律 、成矿模式并提出了找矿方向。 

[关键词]矿床类型 成矿规律 成矿模式 找矿方向 熊耳山 

[中图分类号]P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95—5331(2005)05—0043—05 

熊耳山地区东西长约 80kin，南北宽 15—40kin， 

面积约2000kin ，南以马超营断裂为界，北以洛宁断 

裂为界(见图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该区 

发现了大量金银铅钼矿床，并建立了多座国营金矿 

山。目前，仍有一些地勘队伍、国营矿山、私有企业 

及合资公司在该区开展对金银铅钼等资源的勘查工 

作，并不断有新的发现。 

1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华北古板块与华南古板块于中三叠世实现碰 

撞，使中国大陆的主体成为一体。此后，该区就成为 

了秦岭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早期的推覆 

造山⋯、中国东部发生于 163—136Ma的构造体制 

大转换和120Ma左右的岩石圈大规模快速减薄地 

球动力学事件 “』，并由后两个事件导致了包括本 

区在内的华北地台南缘的燕山中晚期岩浆活动和大 

规模成矿作用，引起地质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区内地层可分为上、中、下3个构造层：晚太古 

代太华群中深变质岩基底岩系(绿岩建造)；中元古 

代盖层熊耳群浅变质火山岩系及官道口群滨一浅海 

相沉积建造；在中新生代伸展断陷盆地内，发育有红 

层碎屑沉积岩。其中太华群构成了克拉通的基底， 

熊耳群火山岩覆于其上并广泛分布于豫西地区，二 

者是区内金银铅钼矿床的主要含矿层位。 

本区发育变质核杂岩构造及拆离断层，是区域 

伸展构造的记录，也是燕山中晚期中国东部岩石圈 

减薄事件的浅部响应 _2j。拆离断层沿新太古界太 

华群结晶基底与上覆中元古界熊耳群盖层的不整合 

面展布；其中熊耳山北坡的熊耳群沿不整合面发生 

了显著的拆离，而南坡拆离效应不明显 ’。J。主要 

区域性断裂有洛宁山前断裂和马超营断裂。其中前 

者为熊耳山区北界，属上拆离盘犁式断裂；后者为熊 

耳山区南界犁式逆冲断层系，具有长期活动的历史， 

是豫西地区重要的断裂带。 

控矿断裂主要有 NE向、NNE向、NNW 向和近 

EW向4组，夹持于洛宁山前断裂与马超营断裂之 

间，组成了本区基本的构造格架。其中 NE向断裂 

发育程度最高，分布最广，是矿集区控矿构造的主体 

方向，控制了区内最为重要的矿床类型一构造蚀变 

岩型床。 

区内岩浆活动主要有3期。晚太古代为构成本 

区结晶基底的太华群中基性火山岩，经后期变质作 

用已变质为各类片麻岩；中元古代岩浆活动主要为 

发生在 1800—1350Ma之间的裂谷型中基一酸性火 

山岩；中生代岩浆活动广泛而剧烈，但主要集中于燕 

山中晚期的140Ma左右的I型或壳幔混合源花岗岩 

和130—120Ma的大规模花岗岩类 。140Ma左右 

的燕山期斑岩体与区内及邻区的钼一钨矿床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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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而后者则与金银多金属矿化关系密切。花山花 

岗岩是区内主要的花岗岩基，为一复式岩体，另有中 

酸性岩株或岩脉出露。空间上，本区燕山期花岗岩 

类与矿床的关系十分明显，区内大多数矿床分布在 

其周围或其中 ’ 。 

图l 熊耳山地区燕山期主要热液矿床分布图 

I 一第四纪沉积物及 K—N红层；Pl2g一中元古代官道口群石英砂岩和白云岩；Pt2 一中元古代熊耳群火山岩；Ar一晚太古代 

太华群变质岩；l一中生代花岗岩类；2一拆离断层；3一断层；4一不整合地质界线；5一金矿床；6一银铅矿床；7一钼矿床 

2 区内主要Au—Ag—Pb—Mo矿床类型 

区内主要热液矿床类型包括：构造蚀变型(包 

括陡倾型如上宫金矿、公峪金矿、康山金矿、铁炉坪 

银铅矿和缓倾层间破碎带型(如青岗坪金矿、陆院 

沟金矿)、隐爆角砾岩型(祁雨沟金矿)、斑岩型(雷 

门沟钼矿)。各主要矿床的位置见图1，矿床特征见 

表 1。 

各类型矿床的围岩蚀变具有相似性，以硅化、钾 

化 、黄铁矿化为主。 

表1 熊耳山燕山期热液矿床主要类型及简要特征 

3 矿床成矿规律及成矿模式 

3．1 成矿规律 

3．1．1 成矿与成岩时间及其相互关系 

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会聚后，中国东部发生了 

以200～160Ma、140Ma和 120Ma为峰期的3次大的 

成矿事件，分别对应的地球动力学背景为后碰撞造 

山过程、构造体制大转折晚期的伸展环境和岩石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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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快速减薄过程 J。在本区及邻区小秦岭金 

矿田、栾川钼(钨)矿田，燕山期岩浆活动和成矿作 

用集中于158～1 14Ma，近年来较为可靠的测年数据 

见表 2。 

可以看出，成矿时间分为两期：145～131Ma的 

斑岩、夕卡岩型钼矿成矿期和 128～114Ma的金矿 

成矿期。前者代表了中国东部 140Ma左右为峰值 

的成矿事件，而后者则代表了120Ma左右为峰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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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事件。 

相关花岗岩的侵位时间为 158—127Ma，也可分 

为两类，即 158—136Ma的与钼矿有关的小斑岩体 

成岩年龄和 156—127Ma的与金矿有关的花岗岩基 

的成岩年龄。可以看出，小斑岩体的形成年龄集中 

于地球动力学调整期，而与金矿相关的岩基则形成 

于不同的时代：五丈山花岗岩基形成于构造动力体 

制转换期；和雷门沟斑岩体处于同一地球动力学阶 

段但明显早于后者；而花山花岗岩基与合峪花岗岩 

基则是在中国东部燕山晚期岩石圈快速减薄和地壳 

伸展的背景下侵位的。 

表 2 熊耳山及邻区燕山期热液矿床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数据 Ma 

矿床名称 Re一0s模式年龄 Ar一蛐Ar坪年龄 Ar一 Ar等时线年龄 测试矿物 资料来源 

祁雨沟金矿 

雷门沟钼矿 

公峪金矿 

小秦岭金矿 

三道庄钼矿 

南泥湖钼矿 

上房沟钼矿 

l31．6±2．0 

l33．1±1．9 

122±0．4 125±3 

ll5±2 l14±4 

122．87±O．5 

l28．5±0．2 

l26．7±O．2 

128．3±0．3 

126．9±0．3 

钾长石 

钾长石 

辉钼矿 

辉钼矿 

石英 

黑云母 

辉钼矿 

辉钼矿 

辉钼矿 

文献[7] 

文献[2] 

文献[8] 

文献[9] 

文献[1O] 

文献[1O] 

文献[1O] 

表3 熊耳山及邻区与燕山期矿床有关的 

岩体的成岩时代 Ma 

资料来源：文献[2]。 

从成床时间与相关岩体的形成时间可以看出， 

岩体与矿化的成因联系以间接为主。熊耳山及邻区 

钼矿的成矿年龄集中于145—131Ma，而相关斑岩体 

年龄则为 158—136Ma，两者相差 5—17Ma，反映了 

成矿及流体活动不同程度地滞后于I型小斑岩体的 

侵位。而金矿等成矿时间集中于 128一l14Ma，相关 

岩体年龄为 141—127Ma，两者相差约30—15Ma，更 

反映了它们并不具有直接的成生联系：五丈山花岗 

岩早于金矿达 30Ma，与金矿并非同一动力学背景的 

产物，二者只具空间关系，不具成因联系；花山岩体 

早于隐爆角砾岩型的祁雨沟金矿 8—15Ma，因此二 

者也不具直接的成因关系；而熊耳山构造蚀变岩型 

的公峪金矿成矿年龄与花山花岗岩相差约8Ma，且 

可见到其北面有构造蚀变岩型矿脉切穿花山花岗岩 

基，可能反映了二者虽然同属同一构造一岩浆一成 

矿事件的产物，但其成因联系应是间接的；小秦岭地 

区的金矿与花岗岩体的关系更是如此，文峪岩体与 

娘娘山岩体早于小秦岭金矿均达10Ma以上。而只 

有位于熊耳山南坡的合峪花岗岩基侵位年龄与华北 

地台南缘的金矿成矿年龄相近。因此，就熊耳山及 

相邻地区来说，成矿作用更直接地受构造作用的 

制约。 

3．1．2 矿床空间分布规律 

空间上，区内各种矿床集中分布于同一地质构 

造单元内，反映矿床系列空间展布上“同位成矿”⋯ 

或“多型一体”的整体性特征；矿床主要产出于晚太 

古代太华群绿岩建造和中元古代熊耳群钙碱性火山 

岩建造。 

产出型式上，不同的矿床类型主要取决于构 

造一岩浆条件、成矿空间条件和容矿建造的性质。 

蚀变破碎带岩型(包括陡倾型和缓倾型)受断裂构 

造的直接控制，矿脉均产于断裂带中，尤其是 NE向 

断裂带中。斑岩型、隐爆角砾岩型则主要受断裂交 

汇部位的控制，斑岩型产于酸性岩株的内接触带，而 

隐爆角砾岩型则主要产于酸性岩株顶部的上覆围 

岩内。 

变质核杂岩构造在空间上与内生矿产也有着十 

分密切的关系。上宫、祁雨沟、公峪、铁炉坪、沙沟等 

矿床就产于拆离断层附近太华群或熊耳群中，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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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坪金矿则 直接 产于拆离 断层及其 次级 构造 

中 。 

在区域上，金矿化主要发育于熊耳山东部地区 

而银铅矿发育于西部地区，在西部铁炉坪银铅矿体 

下部发现了较好的金矿化异常 J，反映了东部地区 

较西部地区成矿后的剥蚀深度要高。因此，在该区 

的西部的中深部仍有找金的潜力。 

3．1．3 成矿流体特征 

成矿期矿物流体包裹体氢氧同位素测试数据， 

显示出流体的多来源特征_l 。流体中的气相组分 

主要为 H2O、CO2和少量的 H2S、CH 、N2、H2、CO和 

He等。液相组分中的阴离子主要为 Cl一、F一、HS一、 

s0：一、s 一和 HcO 等，阳离子主要有 Na 、K 和 

ca 等[1 ，成矿流体的组分特征显示出与幔源流体 

成分组成的相似性 。早期以深源流体为主，其中 

含有大量地幔流体；晚期均有大气降水的加入。不 

同矿床类型的成矿流体中，大气降水的比例有明显 

差异 。 

3．1．4 硫同位素特征与成矿物源 

硫同位素组成显示，产于熊耳群中的上宫等金 

矿呈现出早期 s低正值，晚期以出现较大负值为 

特征；而其他类型的矿床则以稍富重硫或接近陨石 

硫的组成为特征。而根据任富根等  ̈研究，根据硫 

化物的平衡共生矿物对平衡外推的祁雨沟金矿 、上 

宫金矿的 S 均显示出陨石硫特征；显示 了成矿 

物质的深源特点。而公峪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的 

S组成变化于 一3．5—3．35％c，平均为0．34％o，也 

显示了深源硫特征  ̈。 

3．2 成矿模式 

印支期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实现了焊接，东 

秦岭地区进入了以强烈的南北向挤压缩短为特 

点 的 陆 内推 覆 与 造 山 阶 段 j̈。在 163Ma与 

136Ma之间，是地球动力学 发生调整的时期 ，中 

国东部的构造体制发生了大转换 j。在构造体 

制转换晚期 ，也 即地球动力学调 整基 本完成之 

时，大量I型或壳幔混合型花岗斑岩类上侵，在其 

深部岩浆房的热力作用 、岩浆期后热液及断裂构 

造的作用下，导致雷门沟及邻区南泥湖、三道庄 

和上房沟等斑岩(夕卡岩)型钼矿的形成。其后， 

大约在 130—120Ma的早白垩世早期，中国东部 

岩石圈快速减薄，软流圈上涌，陆壳重熔形成大 

量岩浆上侵及少量喷发，形成了本区的花山岩基 
一 类的大量花岗岩类 ；区域伸展环境使本区上覆 

熊耳群和太华群沿二者界面发生拆离，结晶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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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拱形成变质杂岩构造。在构造 一热事件和含 

矿的深部流体、后期浅部流体的共同作用下，导 

致大规模以金矿为主的热液成矿作用的发生 。 

本区斑岩型 Mo矿化相对较早，构造蚀变岩型 

金银多金属矿化和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化相对较晚。 

对于构造蚀变岩型矿化，控矿断裂具多期活动的特 

点，早期往往表现为压性和较深的形成环境，发育糜 

棱岩化。成矿期主压应力方向为 NE—Sw 向，与其 

夹角较小的断裂沿 Nw—SE方向张开，导致矿液的 

上升与充填，形成大量陡倾的 NE和 NNE向矿脉。 

矿脉产状大致平行，成群成带产出。 

同时本区还发育有产于拆离断层带中的缓倾斜 

破碎带型金矿(青岗坪金矿等) 。 ，在早期形成的韧 

性剪切带的基础上，成矿期叠加了脆性断裂和含矿 

热液活动的产物。 

晚白垩纪在熊耳 山地 区及外 围开始形成小 

型拉伸型盆地 ，导致 了区域上盆岭构造格局开始 

形成 J。在熊耳山南坡的潭头盆地发育晚白垩 

世秋扒组(K；q)山麓一河湖相的砂砾岩夹泥岩。 

砂 、砾石颗粒粗大 ，分选性差 ，成分 以熊耳群为 

主，未见太华群变质岩及燕山期花岗岩 ，表明当 

时山体抬升剧烈，而太华群及花山岩体尚未露出 

地表。古近纪潭头盆地从下至上分别发育高峪 

沟组(E)湖相一洪积相 、大章组 (E)河 流相一浅 

湖相、潭头组(E)湖泊一沼泽相碎屑岩，与晚白垩 

秋扒组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沉积旋 回。而在大章 

组和潭头组的砾石 中除可 见到来 自熊耳群的火 

山岩之外，还可见到来 自太华群 的变质岩 ，表 明 

太华群地层已露出地表。 

熊耳山地区东部富金、钼，西部富银、铅。反映 

了该地区成矿期后的差异抬升：东部剥蚀程度较高， 

而西部剥蚀程度较低，因此熊耳山西段具有很好的 

找金潜力 

4 进一步找矿方向 

1)加强对区内北东向断裂构造的研究，在全区 

寻找陡倾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在西部寨凹至铁炉 

坪一带寻找银多金属矿。目前在祁雨沟金矿与公峪 

金矿外围和在寨凹一铁炉坪一带均已有新的发现， 

展现了良好前景  ̈。 

2)在主拆离带附近寻找缓倾斜层间破碎带型 

金矿。该类矿床虽然较薄，但品位富。目前在青岗 

坪金矿的周边已发现了陆院沟等同类矿床，引人 

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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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对区内燕山晚期斑岩和含金爆破角砾 

岩筒的研究，寻找雷门沟式钼金矿和祁雨沟式金矿。 

4)加强对区域剥蚀程度的研究，注意现有矿床 

深部找工作，特别注意加强在剥蚀程度较浅的西部 

银多金属矿区的深部找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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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ⅣIETALLoGENETIC REGULARITm S．MINERALIZATIoN M oDEL AND PRoSPECTING 

PRoPOSAL IN THE XIoNGERSHAN DISTRICT 

GUO Bao—jian‘ ，LI Yong—feng‘一，WANG Zhi—guang ，YE Hui—shou 

(1．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lling 100083；2．Henan Bureau ofNonferrous Metals Exploration，Zhengzhou 450052； 

3．Institute of Mineral Deposits，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Beijing 100037) 

Abstract：The Xiongi~rshan district，situated i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is a another large gold—polymetallic ore field after 

the Xiaoqinling gold 0re field in Henan Province．The area experienced the transition of tectonic regime and lithosphere thinning occurred in the late Meso- 

zoic in the eastern China，and developed a great deal of Mesozoic magmatic activities and lots of Mesozoic hydrothermal gold，silver，lead，molybdenum 

deposits．Th e deposits exhibit different types with crypto—explosive brecciate type gold deposits，altered tectonite type gold deposits，altered tectonite type 

silver—lead deposits and porphyrytypeMo deposits．Inthis paper，the geological setting oflarge—scalemineralization，mineralizing characteristics，tim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usions and mineralization，metallogenetic regularities，proposed mineralization model and prospecting proposals are presen。 

ted． 

Key words：deposit type，metallogenetic regu larities，mineralization model，prospecting proposal，Xiong~m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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