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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丝毛岭金矿床产于凤太矿集区的银母寺 ) 八方山 ) 八卦庙热水沉积盆地中,含矿围岩

为泥盆系星红铺组斑点状铁白云质粉砂质千枚岩夹条带状大理岩化灰岩组成的细碎屑岩,矿床明

显受区域 NWW 向脆- 韧性剪切带控制, 矿体定位于 NWW 向剪切带与 NE 向断裂带的交会部

位; 围岩蚀变主为黄铁绢英岩化蚀变组合, 毒砂为重要的载金矿物。金矿床属热水沉积- 再造型

金矿床 ,为八卦庙与庞家河金矿的过渡类型。丝毛岭地区虽然成矿地质条件较为有利, 但是由于

热液期的叠加富集成矿的强度和广度相对较弱, 致使丝毛岭金矿的规模偏小, 只形成中- 小型金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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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矿产勘查工作难度的加大、矿山资源

的日趋枯竭以及后备勘查基地的匮乏,找矿前景模糊

的/鸡肋型0矿化勘查区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对

该类矿化勘查区进行诊断性评价的研究将成为矿产勘

查领域里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 1]
。

凤太矿集区近 20年经过多轮金矿找矿工作,发现

金矿点 16处, 1︰2. 5万沟系土壤 Au异常98处
[ 2]

,但

外围金矿找矿工作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笔者通过

对丝毛岭这一典型/鸡肋型0金矿的系统研究, 对其找

矿前景提出新的认识,以期能对本区 /鸡肋型0金矿的

勘查工作提供参考。

1  成矿地质背景

丝毛岭金矿床位于秦岭泥盆系金- 多金属成矿

带凤太矿集区的中北部, 毗邻八卦庙特大型金矿,区

内出露地层以泥盆系为主,其次为石炭系、二叠系、

三叠系和白垩系(图 1)。区内断裂发育, 目前发现

的金矿床(点)均产于 NWW 向脆- 韧性剪切带控

制的含金蚀变带中[ 2] , 而丝毛岭金矿床就产于丝毛

岭 ) 荒草沟金矿化异常带中, 在该异常带中还发现

了小梨园、松树湾等多处金矿点。

2  矿床地质特征

2. 1  矿(化)体形态和产状
矿体均产于丝毛岭 ) 松树湾向斜北翼上泥盆统

星红铺组第三岩性段斑点状铁白云质粉砂质千枚岩

中(图 2) ,近 EW 向展布,受 NWW向脆- 韧性剪切

带含金蚀变带的控制, 呈似层状、透镜状, 沿走向或

倾向具膨大狭缩、分支复合、尖灭再现的特征。在矿

区的东、中、西部已圈定 3条金矿体, 以中部的 K Ò-
1矿体规模最大。

2. 2  矿石特征

本矿区的矿石类型主要为蚀变岩型金矿石和石

英脉型金矿石, 以蚀变岩型金矿石为主, 常见二者呈

过渡关系。

矿石成分较简单。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毒

砂、磁黄铁矿、褐铁矿、黄铜矿、闪锌矿等。矿石结构



为自形- 半自形- 他形粒状结构、碎裂结构、叶片状

固溶体分离结构、共生边结构、交代结构等;矿石构

造为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斑点状构造、揉皱状构

造等(图 3)。

2. 3  围岩蚀变

丝毛岭金矿的围岩蚀变较强,与矿化有关的蚀

变主要有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以及毒砂化, 表

现为典型的黄铁绢英岩化蚀变组合。与邻区超大型

八卦庙金矿床不同的是本区毒砂化尤为强烈, 呈自

形板状、针状、矛状等形态, 常与黄铁矿共生呈叶片

状固溶体分离结构、共生边结构等(图 3F, 图 3G)。

一般黄铁绢英岩化和毒砂化蚀变越强, 矿体品位越

高,二者呈正相关。

图 1  陕西凤太地区区域地质金矿产分布略图(据文献[ 3]修编)

F ig. 1 Simplified map show ing t he r egional g eo lo gy and majo r g old depo sits in Fengtai area

1.地质界线 2.不整合面 3.断层 4.金矿床(点)及编号

K.白垩系 T.三叠系 P.二叠系 C.石炭系 D.泥盆系 Pz 1.下古生界 C.岩浆岩

断裂: F1 .湘子河 ) 黄柏塬断裂 F2.修石岩 ) 观音峡断裂 F3 .王家楞 ) 二郎坝断裂

F4.倒回沟 ) 拓梨园断裂 F5 .酒奠梁 ) 江口断裂

金矿床(点) : 1.庞家河 2.谭家沟 3.青崖沟 4.丝毛岭 5.八卦庙 6.松树湾 7.小梨园

8.大沟 9.古迹 10.马槽沟 11.双王 12.红水河 13.老铁厂

图 2  凤太地区丝毛岭金矿地质略图

F ig. 2 Geolog ical sket ch of Simaoling gold depo sit in Fengta i area

D3 x1
1 .星红铺组一段第 1层 D 3x 2

1.星红铺组一段第 2层 D 3x 1
2星红铺组二段第 1层 D 3 x2

2 .星红铺组二段第 2层

D3 x3 .星红铺组三段 D 3x 4.星红铺组四段 D3 j 11 .九里坪组一段第 1层 D3 j 21.九里坪组一段第 2层

1.闪长玢岩脉 2.含金蚀变带 3.金矿化体 4.金矿体及编号 5.断层 6.地质界线 7.结晶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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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矿石结构、构造显微照片

F ig . 3  Representative micro structure and tex ture of o res

A.自形五角十二面体黄铁矿 B.自形毒砂 C.毒砂交代黄铁矿 D.毒砂结晶程度高,呈矛状

E.毒砂包裹连生金 F.叶片状固溶体分离结构 G.黄铁矿与毒砂共生边结构 H .黄铁矿脉揉皱带

Py.黄铁矿 Apy.毒砂 Au .自然金 Po.磁黄铁矿

2. 4  成矿期及成矿阶段

凤太地区的金成矿具有多期次、时间跨度大、演

化历史复杂的特征, 这与秦岭造山带构造事件的多

期次、多旋回性有着密切的内在成生联系。因此笔

者以区域地质构造演化的事件为主线, 在深入研究

矿区矿物共生组合、矿石结构构造以及成矿作用的

基础上,认为丝毛岭金矿具有多期多阶段的成矿特

点,大致经历了热水沉积期、剪切成矿期、热液活动

期、表生期 4个成矿期(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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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丝毛岭金矿床成矿期次及主要矿物生成顺序图

F ig . 1  Minero genetic stages and fo rmation sequence o f minerals in Simao ling deposit

3  找矿远景评价

3. 1  控矿因素分析

凤太矿集区 95%的矿产都产于凤太次级热水

沉积盆地[ 7] ,其中丝毛岭以及小梨园、松树湾等金矿

点和八卦庙超大型金矿床均赋存于银母寺 ) 八方

山 ) 八卦庙热水沉积盆地中, 含矿层位为上泥盆统

星红铺组( D3x
1
)斑点状铁白云质粉砂质千枚岩, 这

套热水沉积岩具有较高的含金丰度值, 表现出热水

沉积盆地控矿特征。

矿区主要发育 NWW 向构造和 N E向构造, 其

中 NWW 向韧性剪切带位于 F 1
1 断裂下盘, 属于二

里河 ) 长沟 ) 八卦庙韧性剪切带的西延部分, 完全

控制了矿区内金矿化异常带和含金蚀变带,与矿体

展布方向完全吻合; 金矿体定位于 NWW 向脆- 韧

性剪切带与 N E 向断裂密集带的交会部位, NE 向

断裂带主要表现为密集充填的石英脉、石英细(微)

脉,对金矿体起着叠加富集改造作用,使矿区表现出

明显的断裂控矿特征。

3. 2  与区内典型矿床的对比

通过与邻区八卦庙、庞家河金矿床成矿地质特

征的类比(表 1)可以得出: 丝毛岭金矿床与八卦庙

金矿床处于同一次级热水沉积盆地, 含矿岩性为星

红铺组斑点状铁白云质粉砂质千枚岩夹条带状大理

岩化灰岩组成的一套热水沉积细碎屑岩;矿床明显

受区域 NWW 向脆- 韧性剪切带控制,矿体定位于

NWW向脆- 韧性剪切带与 NE 向断裂密集带的交

会部位;在矿石组构特征方面, 丝毛岭金矿与庞家河

金矿具有更好的相似性,其围岩蚀变主要为黄铁绢

英岩化蚀变组合以及毒砂化,一般蚀变组合越强、毒

砂含量越高,矿石品位就越高, 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且毒砂为重要的载金矿物之一。

丝毛岭金矿床具有较好的成矿地质条件, 与八

卦庙金矿床、庞家河金矿床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背

景,结合各矿床在区域上的空间分布,笔者认为丝毛

岭金矿床有可能为八卦庙金矿床与庞家河金矿床的

过渡类型, 为热水沉积- 构造、岩浆再造型金矿床。

3. 3  多期成矿作用叠加成矿
丝毛岭金矿床具有多期多阶段成矿的特点, 在

时间演化上的多期累积和在空间分布上的叠加富

集,有可能形成品位较富、规模较大的矿体。但本区

各期(各种)成矿作用的强度都明显弱于八卦庙金矿

床,且发育的广度也不够平衡, 只是在局部出现了叠

加富集成矿。早期的热水沉积和 NWW 向脆- 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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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剪切作用虽然发育较为广泛, 只能构成全区矿化

的基础条件,由于后期热液的叠加富集并不像八卦

庙金矿床那么强烈和广泛,使得矿区东段和西段的

矿体规模较小, 矿石品位也不高; 只有矿区中部的

K Ò-1矿体在早期矿化的基础上叠加了后期的热液

期矿化,使得矿体规模较大、品位较高。

综上所述, 本区成矿地质条件较为有利, 具有一

定的找矿远景, 最佳找矿部位应为矿区的中部,但是

由于热液期的局部叠加富集和矿化强度相对较弱,

致使丝毛岭金矿难以形成像八卦庙、庞家河那样的

大型、特大型金矿床,其规模可能只是中- 小型金矿

床。

致谢: 在野外调研及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了西

北有色 717队的领导、同仁们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在

此表示感谢!

表 1  八卦庙、丝毛岭、庞家河金矿床成矿地质特征对比

T able 1 T he compar ison of g eo lo gical char acteristics o f Simaoling depo sit and Baguamiao、Panjiahe depo sits

矿床 八卦庙 丝毛岭 庞家河

成矿环境
银母寺 ) 八方山 ) 八卦庙
次级热水沉积盆地

银母寺 ) 八方山 ) 八卦庙
次级热水沉积盆地

凤太热水沉积盆地

赋矿地层 上泥盆统星红铺组 上泥盆统星红铺组 上泥盆统下东沟组

含矿岩性

斑点状粉砂质千枚岩、铁白云质千枚

岩、钠长石化铁白云质千枚岩夹条
带状大理岩

铁白云质粉砂质千枚岩、斑点状铁

白云质粉砂质千枚岩夹条带状
大理岩化灰岩

绿泥绢云千枚岩夹变质细砂岩,
局部地段夹薄层变质石英砂岩

控矿构造 NWW向脆- 韧性剪切带 NWW向脆- 韧性剪切带 NWW 向脆- 韧性剪切带

赋矿构造
NWW 向脆- 韧性剪切带+ NE向
断裂密集带+ 次级小型褶皱

NWW 向脆- 韧性剪切带+ NE向
断裂密集带

NWW向脆- 韧性剪切带+ NE向
断裂密集带

岩浆岩 闪长玢岩脉 闪长玢岩脉 二长花岗岩体

主要矿石矿物 黄铁矿、磁黄铁矿 黄铁矿、毒砂 黄铁矿、毒砂

矿石结构
粒状结构、交代结构、包含结构、

胶状结构、重结晶结构

自形- 半自形结构、交代结构、
共生边结构、嵌晶结构、碎裂结构、

板状固溶体分离结构

自形- 半自形结构、

碎裂结构、交代结构

矿石构造
斑点状构造,脉状、

网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
脉状构造、斑点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
脉状、网脉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

主要围岩蚀变
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

绿泥石化、磁黄铁矿- 黄铁矿化
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
毒砂化黄铁绢英岩化蚀变组合

绿泥石化、黄铁矿化、毒砂化、硅化、
绢云母化黄铁绢英岩化蚀变组合

主要载金矿物 磁黄铁矿、黄铁矿、石英 黄铁矿、毒砂、石英 黄铁矿、毒砂、石英

金矿石类型 石英脉型、蚀变岩型 石英脉型、蚀变岩型(主) 蚀变岩型

矿体形态 似层状、透镜状 似层状、透镜状 矿体高度集中,似层状、透镜状

矿体规模 特大型 中- 小型( ?) 大型

资料来源 李宏平, 2002;韦龙明, 2004 本文 王建平, 1993;权志高,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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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oling gold deposit in Fengtai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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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maoling go ld deposit is located in Yinmus-i Bafangshan-Baguam iao ho t water sedimentar y ba-

sin of the Fentai m ineral o ccurrence clusted area. T he go ld deposit is hosted by fine clast ic rock of Xing-

hongpu format ion o f Devonian Series. T he clastic rock consists o f spot ted ferrug inous dolom it ic silty phy-l

l ite intercalated w ith marblized limestone. T he gold deposit is cont rolled by brit t le-duct ile shear zone t ren-

ding NWW and or e body occurs at intersection of shear zone t rending NWW and fractural zone t rending

NE. Wall rock alteration is dominated by phyllic alterat ion. Arsenopyrite is the main gold carr ier. The

depo sit is a r ew orked hot w ater sedimentary g old deposit, a t ransit ional type fr om Baguam iao type to Pan-

g jiahe type. Although Simao ling area is fav orable in met llogenically g eo logical condit ion scope and intens-i

ty of hydrothermal activity and or e element erichment is w eak and only medium-small size Simaoling gold

depo sit is fo rmed.

Key Words:  Simaoling gold deposit ; g eo logical characterist ics; pr ospect ive evaluat ion; Shaanx i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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