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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贵州省西南部泥堡金矿床深部勘探成果，开展其矿床的矿体类型及其形成机理
的综合研究，取得新认识如下：（１）矿区的主矿体不是层控型，而是断控型。断控型矿体的单个
矿体规模大，厚度、品位较稳定，而层控型金矿的单个矿体规模小，厚度及矿石品位变化大；（２）
虽然矿床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控制，但构造、地层及其有利岩性是关键的控制因素，尤其是断裂

构造因素。Ｆ１逆冲断层既是导矿构造又是容矿构造，本矿床最大的金矿体就赋存于Ｆ１断裂破
碎带中的减压扩容带，即断层破碎带变宽及断层面变缓部位。这两点新认识对区域找矿具有一

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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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保金矿床从 １９８９年发现至今已历时 ２５
年。通过近几年勘探，已查明为大型矿床规模，并

在矿体类型、特征及形成机理等方面取得了新的

认识。前人一直认为本矿床是以层控型的顺层整

合矿体为主的矿床［１，２］，但通过本次勘探显示这

类矿体仅是“冰山一角”（资源量占仅占１１％），其
单个矿体规模小，厚度及矿石品位变化大；而 Ｆ１
断层破碎带控制的切层脉状、板状矿体才是规模

最大的金矿体（资源量占 ８３％），该类矿体规模
大，厚度、品位较稳定，是区内主要矿体。此外，尚

有少量残坡积矿体。表明本矿床属以断控型矿体

为主，层控型矿体为次，兼有少量残坡积型矿体的

复合型金矿床。

笔者在以大量深部钻探资料［３，４］为主要依

据，对泥堡金矿床的上述矿体类型及其形成机理

进行了探讨。

１　矿区地质概述

矿区处于区域性北东向弥勒—师宗深断裂、

北西向紫云－垭都深断裂及近东西向开远—平塘
深断裂为界所构成的“三角形”夹块内。这三条

深大断裂具有多期活动，构造性质有多次变化的

特点，对周围的沉积过积，岩桨活动，构造演化起

着重要控制作用。

矿区位于泥堡背斜之南东翼，区内褶皱、断裂

构造发育，主要有北东向、北西向两组。主要褶皱

构造为北东东轴向的泥堡背斜以及受 Ｆ１逆冲推
覆的次一级褶皱（二龙抢宝背斜），断裂构造有两

组，即北东向与北西向。本次勘探表明，北东向断

裂主要发育有Ｆ１、Ｆ２、Ｆ３、Ｆ４等，该组断裂大至平
行展布，基本与地层、金矿化带走向及背斜轴向一

致。其中Ｆ１、Ｆ４为逆断层，为成矿期断裂，Ｆ２、Ｆ３
为正断层，这组断裂错断了早期的控矿断层，为成

矿后期断裂。北西向断裂主要有Ｆ６、Ｆ１１、Ｆ８、Ｆ１４
等，晚于北东向组，它们切断了北东东向组断裂，

并受北东东向断裂限制。

泥堡矿区从老至新有二叠系茅口组（Ｐ２ｍ）、
龙潭组（Ｐ３ｌ），三叠系永宁镇组（Ｔ１ｙｎ）、关岭组
（Ｔ２ｇ）和第四系（Ｑ）。其中，茅口组与龙潭组之
间在区域上夹有峨眉山玄武岩（Ｐ２－３β），但在本矿
区未见玄武熔岩，仅见为玄武质凝灰岩、沉凝灰岩

等，故在本次勘探工作中将其归于龙潭组（Ｐ３ｌ）底
部。该（沉）火山碎屑岩与下伏茅口组之间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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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的假整合面、层间滑脱面，并形成区域性的构

造蚀变体（Ｓｂｔ）。三叠系地层分布于矿区南部边
界及其以外。第四系（Ｑ）堆积物主要见于山麓及
低洼处，见表１。

表１　矿区地层及其金矿产出概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ｌａｙｅｒｓａｎｄｇｏｌｄ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地层名称 岩性特征 金矿体

第四系（Ｑ） 以残积物、坡积物为主，次为冲积物。厚０ ２０ｍ。 少量残坡积型

关岭组（Ｔ２ｇ） 灰色中厚层状灰岩、白云质灰岩、白云岩等。厚度＞５００ｍ。 无

永宁镇组（Ｔ１ｙｎ） 浅灰－灰色中—厚层状白云岩、灰岩、泥质灰岩互层。厚度大于１３５ｍ 无

飞仙关组（Ｔ１ｆ） 紫红、灰绿色薄层泥质粉砂岩夹紫红色泥岩。厚度大于１００ １３５ｍ 无

龙潭组（Ｐ３ｌ） Ｐ３ｌ
３：灰—灰黑色薄至中厚层状粘土岩、炭质粘土岩、粉砂岩、砂岩、硅

质岩等互层组成，夹多层灰岩、泥灰岩及煤层，厚６０ １２０ｍ
次要，热液型

Ｐ３ｌ
２：灰—灰黑色薄层粘土岩、粉砂岩、含炭质页岩等。厚２０ ４０ｍ 次要，热液型

Ｐ３ｌ
１上部：灰－深灰色（沉）凝灰岩、黄铁矿化凝灰岩与粘土岩、粉砂岩

互层，厚９ ４５ｍ；下部：灰－深灰色凝灰岩，向北至矿区外渐变为峨眉
山玄武岩（Ｐ２－３β），厚０ ３０ｍ

主要，热液

型构造蚀变体（Ｓｂｔ） 上部为灰—灰黑色角砾状（沉）凝灰岩，下部为浅灰、浅紫红色角砾状

强硅化灰岩、硅质岩，为一跨层的构造蚀变体，厚１９００ ５３４０ｍ
主要，热液型

茅口组（Ｐ２ｍ） 灰白色厚层－块状灰岩。厚度＞１００ｍ，未见底。 无

２　主要金矿体类型及产出特征

本次勘探工作发现，泥堡金矿体按其控矿因

素、产状和空间位置分为断控型、层控型及残坡积

型三类。目前经探矿工程控制了六个含矿地质

体，编号分别为Ⅰ、Ⅱ、Ⅲ、Ⅳ、Ⅵ及Ⅶ号，其中每个
含矿地质体包含多个金矿体。在控制的金矿体中

以Ⅲ－１、Ⅳ－１５、Ⅳ－１７为规模最大的矿体，单个
矿体分别达中型矿床规模；氧化矿体规模小，仅达

到小型矿床规模（表２）。

表２　矿区金矿体类型及特征简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ｏｒｅｂｏｄｙ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矿体类型 产出部位 矿体特征

断控型

主要产于Ｆ１断层破碎带中，容矿岩石为角砾岩，东西两端
分别交于 Ｆ６与 Ｆ３断层，深部向南东延伸，总体走向近北
东，倾向南东，倾角一般２５° ４５°，平均倾角３５°

以Ⅲ－１号矿体为代表、呈似板状、透镜状
产出，产状与断层产状其本一致，长约

２７２０ｍ，宽约２００ ５４０ｍ。矿体具有膨
大收缩、分支复合现象

层控型

主要产于Ｆ１断层下盘龙潭组第一段、第二段，上盘的构造
蚀变体及龙潭组第二段中，其中赋存于 Ｆ１断层上盘的构
造蚀变体中的矿体为区内次主要矿体，其容矿岩石为薄至

中层凝灰岩、凝灰质次生石英岩

以Ⅳ－１５、１７号矿体为代表，矿体产状与岩
层产状基本一致，呈似层状产出、透镜状

顺层产出，长约 ９００ １２８５ｍ，宽约 ４８０
ｍ。矿体形态与Ｓｂｔ形态一致

残坡积型

分布在蚕场至玉家坪一带的第四系中，共圈出氧化矿体

３１个
以Ⅶ－３、１０号矿体为代表、矿体呈透镜状，
漏斗状、席状等产出，长约 ５００ ７００ｍ，
宽约２３０ｍ。

２１　断控型金矿体
断控型金矿产于 Ｆ１断层破碎带（Ⅲ号含矿

体）中。为区内主要矿体，均为原生矿。矿体产

状与断层产状其本一致，倾角一般 ２０° ３５°，具
舒缓波状起伏，呈似板状、透镜状产出，矿体具有

膨大收缩、分支复合现象；为泥堡金矿区的主要勘

探对象，探求资源量占总资源／储量的 ８０％（图
１），矿体规模位居全区之冠。矿体严格 Ｆ１断裂

破碎带控制，离开断层破碎带则无矿。同时，矿体

厚度、品位都与断裂破碎带宽度呈正相关关系。

Ｆ１断层总体走向为７０° ８０°，横跨整个矿区，东
端于红岩交于 Ｆ３断层上，西端分别在石门坎、竹
桷附近被Ｆ６、Ｆ１２断层切割后延出矿区，区内长度
约５５ｋｍ。断层在中部被第四系掩盖，仅在东部
和西部有零星出露，但钻孔中均见到该断层的破

碎蚀变带，断层破碎带宽５ ７５ｍ，由碎裂岩、碎
斑岩、断层泥充填。能干性强的岩石以大小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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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透镜体、角砾出现，能干性弱的粘土岩类则形成

“构造片岩”和断层泥，充填于透镜体、角砾之间，

并将透镜体和角砾包裹。透镜体大小悬殊，短轴

数厘米至数十厘米，长轴从数厘米至数米。断层

带总体向南东倾，倾角 ２０° ４２°，断裂带中普遍
具黄铁矿化、硅化蚀变，蚀变体连续性差，含矿部

位断面倾角较缓（２０° ３０°）。断层将茅口组
（Ｐ２ｍ）推覆到龙潭组（Ｐ３ｌ）的各段之上，二龙抢宝
附近地层断距大于 ５００ｍ，往西至马鞍山一带断
距减小，趋于消失，表明断层从南东向北西逆冲的

过程中伴随有逆时针方向的旋转作用。

该类型矿体分布在矿区 ７９８０ １２３４０线
间，目前控制的整个断控型含矿地质体走向长约

４３４０ｍ，宽约２００ ５４０ｍ。以９０２０ １１７４０勘
探线间控制的Ⅲ－１矿体规模最大（也是本次控制
的最大矿体），其走向长 １６８０ｍ，倾向延伸 ５００
ｍ，矿体形态、产状相对较稳定；钻厚 ０８０
２９４３ｍ，平均钻厚 ５８４ｍ，厚度变化系数
９２８５％，矿体厚度与含矿体的宽度成正比；品位
１００×１０－６ ３９６５×１０－６，平均品位３４４×１０－６，品
位变化系数４３７８％［４］。

图１　断控型矿体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ｒｅｂｏｄｙ

１—断层破碎带；２—矿体及编号；３—夹石

２２　层控型金矿体
区内层控型金矿主要见于以下三个层位：

第一层位赋存于中二叠统茅口组灰岩与上覆

龙潭组底部火山凝灰岩或含火山凝灰质岩石的地

层接触带附近的构造蚀变体（Ｓｂｔ）中，既是岩性组

合界面（Ｓｉ／Ｃａ界面），又是不整合界面、火山－沉
积界面，区域性构造滑脱面，含矿岩石为灰岩角砾

岩、玄武岩角砾岩、粉砂岩角砾岩以及粘土岩、页

岩、凝灰岩等低能干性岩石的断层泥组成，该界面

从岩性分析属于 Ｓｉ／Ｃａ界面，岩石普遍发生硅质
蚀变，所见的角砾岩几乎都有是硅化的角砾岩，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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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呈致密到浸染状对角砾进行交代，见大量细脉

和网脉状的石英脉穿插于角砾或胶结物中。普遍

存在强硅化和角砾岩化现象。金矿体受 Ｓｂｔ控
制，产状与Ｓｂｔ一致，呈似层状产出。为区内次一
级主要矿体，探求资源量占总资源／储量的 １４％
（图２）。

第二、第三层位分别赋存于龙潭组第一段、第

二段地层中，即凝灰岩与含凝灰质砂岩之间的构

造界面；凝灰质泥岩、凝灰质砂岩与硅质灰岩之

间的滑脱面，层间滑脱面属于次要的岩性组合界

面。含矿岩石为凝灰岩，凝灰质砂岩，矿体呈似层

状、透镜状产于该地层中，这部份矿体多为单工程

控制，矿体连续性较差，矿体规模较小。

该类型矿体分布在 ７９８０ １３７００线之间，
目前控制的含矿地质体走向长６２００ｍ，倾向延伸
１００ ４８０ｍ。以１００６０－１１３４０勘探线间控制的
Ⅳ－１５矿体为规模最大，矿体走向长１２００ｍ，倾
向延伸１００ ４８０ｍ，平均钻厚 １０３０ｍ，厚度变
化系数 ８５７７％；平均品位 ３６４×１０－６，品位变化
系数８４４２％，矿体形态、产状相对较稳定，在矿
体中部１０５００－１０７８０、１０８６０－１１１８０勘探线的
北部一带已采空［３］。

图２　层控型矿体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ｒａｔａｂｏｕｎｄｏｒｅｂｏｄｙ

１—龙潭组第三段；２—龙潭组第二段；３—龙潭组第一段；４—构造蚀变体；５—茅口组；６—砾屑砂岩；７—凝灰岩；８—粉砂岩；９—粘土

质粉砂岩；１０—硅质岩；１１—地层界线；１２—逆断层；１３—矿体及编号；１４—夹石

２３　残坡积型金矿体
分布在蚕场至玉家坪一带的第四系中，综合

分析认为其形成是原生金矿（化）体垮塌后，在地

表经风氧化淋滤后富集而成，均为氧化矿。

该类矿体分布在７９８０－１２３４０线之间，目前
控制的含矿地质体走向长约 ３８３０ｍ，宽约 ２３０
ｍ。矿体呈透镜状，漏斗状、席状产出，形态、产状
复杂，分枝复合现象普遍，矿体连续性差。以

１０６２０－１１２６０勘探线间控制的Ⅶ－１０矿体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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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最大，走向长６６０ｍ，倾向延伸２０６ｍ［１５］，平均
钻厚 ５９３ｍ，厚度变化系数 １４２０９％，平均品位

１７０×１０－６，品位变化系数 ４９８３％。氧化矿总体
规模较小，占总资源／储量的６％。（图３）。

图３　残坡积型矿体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ｌｕｖｉａｌｏｒｅｂｏｄｙ

１—第四系；２—龙潭组第三段；３—龙潭组第一段；４—构造蚀变体；５—强风化粘土；６—粘土质粉砂岩；７—矿体及编号；８—夹石；９—钻孔

３　各类矿体形成机理及其关系

经综合分析，上述各类型矿体的形成机理、成矿

作用及空间分布是相互联系的，现论述于下（图４）：
通过本次勘探工作，结合区域及矿区地质进

行综合分析，认为区内泥堡背斜、Ｆ１断层均形成
于燕山期造山挤压背景之下，同时含金热液亦于

同期形成。含金热液通过 Ｆ１断裂运移于有利空
间富成矿，矿体主要赋存于Ｆ１断层破坏带及旁测
的次级小断裂或褶皱虚脱空间，因此本矿床属于

构造控矿。

图４　各类型矿体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ｔｙｐｅｏｆｏｒｅｂｏｄｙ

１—第四系；２—关岭组；３—龙潭组第三段；４—龙潭组第二段；５—龙潭组第一段；６—构造蚀变体；７—茅口组；８—实测及推测地层

界线；９—正断层及编号；１０—逆断层及编号；１１—断层破碎带；１２—钻孔位置；１３—矿体及编号；１４—夹石及编号

３１　断控型金矿体形成机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二龙抢宝背斜看成是

泥堡金矿的主要控矿构造，误认为二龙抢宝背斜

是一个完整的背斜构造，因此，将矿区勘查工作重

点放在“背斜”周围的茅口组与龙潭组的接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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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沿此接触带寻找受构造蚀变体（Ｓｂｔ）控制的层
状金矿体，致使多年来找矿工作始终没有重大突

破。通过本次工作后，地表和大量钻孔资料证实，

所谓的“二龙抢宝背斜”不是一个完整的褶皱，而

是一个“无根”的冲褶隆，它是由于 Ｆ１逆冲断层
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猪背式岩片，Ｆ１将该岩片推
覆于龙潭组地层之上，Ｆ１断层破碎带宽 ５ ７５
ｍ，由硅化的角砾岩和断层泥组成，是矿区目前最
主要的容矿构造，受Ｆ１断层带控制的厚大矿体是
今后的找矿目标。

切层断裂Ｆ１是本区矿床最重要的容矿与导
矿断裂。前人对其控矿意义较为忽视。而本次勘

探中，在７９８０勘探线与１３３８０勘探线之间所施
工钻孔均揭穿了 Ｆ１断层，其中 ９０２０－１１７４０勘
探线间的Ｆ１断裂带中赋存了属于全区矿体规模
最大的Ⅲ－１号矿体，沿 Ｆ１断裂破碎带，Ⅲ－１号
金矿体呈脉状—板状分布，同时，Ｆ１旁侧的层间
断裂及次级切层断裂中往往也产出矿体，这些矿

体随着远离Ｆ１断裂，其厚度逐渐变薄和尖灭，矿
石品位逐渐变低。再结合（图４）反映出来的矿区
构造与矿体分布格局，可推断深部含矿热液是以

Ｆ１断裂为主要运移通道，深部的含金流体沿 Ｆ１
断层上升到该断裂带中的扩容空间及旁测次级构

造裂陷中，与围岩进行化学成分交代，使围岩发生

各种蚀变。当沿Ｆ１破碎带运移的流体到达产状
变缓的部位时，流体压力下降，流体在 Ｆ１破碎带
中和适当位置沉淀形成矿体。矿体位于断层面产

状变缓的部位，矿体倾角较缓，一般为２０° ３０°，
矿体产状与断层产状近于平行，断层面产状变化

的部位成为主矿体产出的有利部位（切层矿体）。

３２　层控型金矿体形成机理
在龙潭组底与茅口组之间存在区域性的沉积

不整合面或古喀斯特面，沉积时期的古喀斯特面

本身是一个构造薄弱带，因为它既为区域性不整

合接触界面，又为区域性构造滑脱面，更确切地说

它是一个滑脱带，具有“三位一体”的时空组成结

构。深部的含金流体沿 Ｆ１断层上升过程中由于
遇到不渗透障（龙潭组中下部的粘土岩和粘土质

粉砂岩层），迫使大部分流体侧向运移到断层两

盘渗性好岩石或空间内（冲褶隆的虚脱空间，如

茅口组与龙潭组之间的不整合面，龙潭组内部的

层间剥离面、下盘龙潭组中的剥离面等），并与围

岩发生交代作用，形成近水平的矿体（顺层矿

体），矿体的形态受剥离空间和蚀变带形态的控

制。所谓“不渗透”也是相对的，一部分流体可能

直接穿过不渗透障，在龙潭组中下部形成似层状

或透镜状的小矿体。

总体来说，滑脱带属于穿层的构造蚀变

体［１０］，控制了矿区内茅口组顶部到龙潭组中部多

层的层状或透镜状金矿体之产出（顺层矿体）。

３３　残坡积型矿体形成机理
产于第四系坡积物中的氧化矿体（Ⅶ号矿

体）主要分布在二龙抢宝背斜北西翼蚕场至玉家

坪一带，矿体呈透镜状，漏斗状、席状产于卡林型

金矿体的顶部或矿体下方的地形低洼处，个别产

于断层破碎带的浮土中。显然，它们为各原生矿

体的风化残积－坡积产物。

３４　各类型矿体相关关系探讨
从（图５）反映出区内的断控型、层控型及残

坡积型矿体均属于同一成矿系统，构造作用分别

对成矿物质起着初步富集和活化－运移－富集作
用，最终形成原生金矿石；而原生金矿石经过后期

构造作用的改造，一般与剥蚀－风化－再沉积作用
相叠加，最终形成残坡积型的氧化矿石。

４　结论

本文以黔西南普安县泥堡金矿床深部勘探成

果为依据，在深入分析矿床成矿地质背景及矿床

特征基础上，开展了矿体类型及其形成机理的综

合研究，取得以下两点新认识：

（１）对区内主矿体的认识，由前人的层控型
观点改变为断控型。从目前工程揭露情况来看，

断控型金矿的单个矿体规模大，厚度、品位较稳

定，是区内主要矿体；而层控型金矿的单个矿体规

模小，厚度及矿石品位变化大。因此，本区属以断

控型为主，层控型为次。

（２）虽然矿床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控制，但构
造、地层及其有利岩性是关键的控制因素，尤其是

断裂构造因素。本矿床最大的一个矿体就明显受

Ｆ１断裂构造的控制，Ｆ１逆冲断层既是导矿构造又
是容矿构造，金矿体赋存于Ｆ１断裂破碎带中的减
压扩容带，即断层破碎带变宽及断层面变缓部位。

这两点新认识对区域找矿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例如，可推论在本矿床外围潘家庄构造带的逆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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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中可能找到具有一定规模的隐伏金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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