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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箐脚金矿床位于雄武背斜近轴部南东翼南西段ꎬ金矿赋存于中、上二叠统之间的构造

蚀变岩石中ꎮ 矿体为层状、似层状、透镜状ꎬ矿石多为莓状、球状、胶状、环边状结构ꎬ星散浸染

状、角砾状、晶洞状、薄膜状构造ꎮ 本文对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矿石结构构造、物质组成、蚀变

特征等进行分析总结并对矿床成因进行探讨ꎬ分析了找矿前景ꎮ 认为沿已知矿体走向和倾向上

加强研究和深部钻探揭露可进一步扩大矿床规模ꎬ矿区仍有较大的找矿远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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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箐脚金矿位于兴义市雄武乡西南侧ꎬ系上世

纪 ８０ 年代末期ꎬ核工业西南地勘局 ２０６ 大队在该

区开展铀金综合普查时所发现ꎬ经过多年来的地

质工作ꎬ已发展成为一个中型金矿床ꎮ 总结箐脚

金矿床的地质特征ꎬ对其成因和找矿前景进行分

析ꎬ对指导今后在雄武地区开展该类型金矿床的

找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箐脚金矿位于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结合部的

华南板块一侧ꎬ区域构造属于南盘江－右江裂谷区

(Ⅱ级)罗平－兴仁断台(Ⅲ级)ꎻ矿区先后经历过

晋宁运动、东吴运动、燕山运动、喜山运动ꎮ 晋宁

运动后期进入弧后盆地发展阶段ꎬ并在志留纪末

与扬子板块拼接ꎬ形成统一的大陆性地块ꎮ 从晚

古生代至中生代中三叠世ꎬ经历了陆内－陆缘裂谷

系－陆间裂谷－大洋裂谷－活动大陆边缘裂谷的演

变ꎮ 区域出露地层以二叠系、三叠系为主ꎮ 石炭

系中上统主要分布在雄武背斜轴部ꎮ
区内构造主体为雄武背斜ꎬ呈北东向纺锤形展

布ꎮ 断裂构造以北东向构造为主ꎬ次为北西及近东

西向构造ꎮ 主要断裂构造为雄武断裂ꎬ靠近雄武背

斜轴部ꎬ长 ３０ ｋｍꎬ走向 ＮＥ ４５° ５０°ꎬ倾向南东ꎬ倾
角 ７０° ８０°ꎬ断裂破碎带宽 ３０ ５０ ｍꎬ为张扭性断

层ꎬ其控制了轴部金矿、铀矿、砷矿化带展布ꎮ

２　 矿床地质特征

２ １　 地层

矿区地层总体呈北东向展布ꎬ主要出露三叠

系下统飞仙关组(Ｔ１ ｆ)、二叠系上统龙潭组(Ｐ ３ ｌ)、
二叠统中统茅口组(Ｐ ２ｍ)和栖霞组(Ｐ ２ｑ)地层ꎬ从
上至下ꎬ区内出露地层简述如下(图 １):

图 １　 箐脚金矿地质略图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Ｑｉｎｇｊｉａｏ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三叠系下统永宁镇组ꎻ２—三叠系下统飞仙关组ꎻ３—二叠系上

统龙潭组ꎻ４—二叠系中统茅口组ꎻ５—二叠系中统栖霞组与茅口

组并层ꎻ６—石炭系上统马平组ꎻ７—石炭系中统黄龙组组ꎻ８—构

造蚀变岩ꎻ９—地质界线ꎻ１０—断层ꎻ１１—背斜轴ꎻ１２—金矿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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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系下统飞仙关组(Ｔ１ ｆ):分布在矿区南东

部ꎬ为紫红、褐黄色薄层粉砂岩、粘土岩、灰岩、白
云岩ꎬ厚约 ３００ ６００ ｍꎮ

二叠系上统龙潭组(Ｐ ３ ｌ):分布在矿区中部ꎬ
为深灰、灰色、灰绿、黄绿色粉砂岩、页岩、砂岩互

层夹生物碎屑灰岩ꎬ 含 ４ － ６ 层煤ꎬ 厚 ０ ０３
５ ０ ｍꎬ比较稳定有二层煤ꎮ 厚 １５０ ２００ ｍꎮ

构造蚀变岩(Ｓｂｔ):位于龙潭组底部与茅口组

顶部之间沉积间断面(不整合界面)附近的一套

由区域性构造作用形成的并经热液蚀变的构造蚀

变岩石ꎬ主要为灰黄、深灰色块状硅质岩、硅化角

砾岩、凝灰岩、硅化粘土岩或粉砂岩、硅化灰岩组

合ꎮ 是沉积作用、构造作用和热液蚀变的综合产

物ꎮ 在蚀变岩石中形成金、铀、钼等多金属矿化ꎬ
该层厚 ４ １ ２０ ５ ｍꎬ是区内赋矿层位ꎮ

二叠系中统茅口组(Ｐ ２ｍ)和栖霞组(Ｐ ２ｑ):由
于断层破坏ꎬ仅出露中上部ꎮ 为浅灰白色块状、厚
层状微晶灰岩夹少量白云岩ꎬ灰岩局部具假鲕状

结构ꎮ 厚 ５０ １５０ ｍꎮ

２ ２　 构造

２ ２ １　 褶皱

矿区位于雄武背斜南东翼中段ꎬ雄武背斜轴

向长度约 ３５ ｋｍꎬ轴向 ＮＥ４５° ５５°ꎬ北西翼倾角

１０° ３０°ꎬ南东翼倾角 ５° １３°ꎬ为一长轴背斜ꎮ
轴部出露石炭系中、下统地层ꎬ两翼依次分布二叠

系ꎬ三叠系地层ꎮ 矿区为倾向南东 (倾角 ５°
１３°)的单斜构造ꎬ仅局部受断裂影响ꎬ地层产状变

陡ꎬ发育小的牵引褶曲ꎮ
２ ２ ２　 断裂

区内发育两组断裂构造ꎬ走向 ＮＥ３０° ５０°ꎬ倾
向 ＮＷ 或 ＳＥ 的高角度(７０° ８０°)走向断裂为区域

性断层ꎬ其纵贯全区ꎬ控制了矿区地层分布ꎬ与该组

断裂平行的密集裂隙群发育地段金矿体品位、厚度

明显增高、变厚ꎮ 走向 ＮＷ３０° ５０°ꎬ倾向 ＮＥ 或

ＳＷ 的横断层ꎬ一般规模较小ꎬ其错动纵向断层ꎮ

图 ２　 代表矿体示意剖面图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ｒｅｂｏｄｙ
１—第四系ꎻ２—龙潭组ꎻ３—茅口组ꎻ４—硅质层ꎻ５—断层ꎻ６—金矿体

２ ３　 围岩蚀变特征

矿区热液蚀变类型有硅化、赤铁矿化、褐铁矿

化、黄铁矿化、雄黄矿化、粘土化、碳酸盐化等ꎮ 与

金矿化关系密切的有黄铁矿化、赤铁矿化、雄黄矿

化、硅化ꎮ
硅化与金矿化相伴出现ꎬ硅化沿断层、层间破

碎带、裂隙带成线状分布ꎬ石英成它形粒状ꎬ显晶

细粒状、脉状、网脉状、弯曲状或充填在角砾胶结

物中ꎬ常形成含黄铁矿、赤铁矿、雄黄等石英脉体ꎮ
赤铁矿化在浅部成薄膜状、团块状分布于裂

隙中及角砾胶结物中ꎻ在深部成脉状、网脉状、团
块状ꎻ赤铁矿化强ꎬ一般金矿化较好ꎮ 黄铁矿化成

细脉状、星点状分布于石英脉和裂隙中ꎬ浅部大部

氧化为褐铁矿ꎮ

２ ４　 金矿化特征

金矿(化)体赋存于二叠系中、上统之间(即
Ｐ ２ｍ 与 Ｐ ３ ｌ 不整合界面)的构造蚀变岩石( Ｓｂｔ)
中ꎬ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ꎬ矿体形态与不整合

面一致ꎬ赋矿岩性为硅质岩、硅化角砾岩、凝灰岩、
次生石英岩、硅化灰岩、硅化粘土岩ꎮ

３　 矿体特征

３ １　 矿体形态产状及规模

金矿体赋存于上二叠统龙潭组底部与中二叠

系茅口组顶部之间的灰黄、深灰色块状硅质岩、硅
化角砾岩、凝灰岩、硅化粉砂岩、硅化灰岩组成的

构造蚀变岩石中ꎬ矿体一般呈层状、似层状、透镜

状、囊状产出ꎬ矿区中心有两个主要矿体ꎮ 矿体往

深部有矿化连续性变好、Ａｕ 品位变富趋势ꎮ
Ⅰ号矿体长 ６４０ ｍꎬ走向 ＮＥ４０° ５０°ꎬ倾向南

东ꎬ倾角 １１° １３°ꎬ沿倾向控制延深 ３００ ５５０ ｍꎮ
矿体地表厚 ６ ００ １２ ００ ｍꎬ坑道采场中厚 ４ ５０

９ ５０ ｍꎬ钻孔揭露厚 １６ ０７ ｍꎮ Ａｕ 品位一般为

１ ２７×１０－６ ２ ９９ × １０－６ꎬ局部高达 ５ １４ × １０－６

７ ５７×１０－６ꎮ 矿体平均 Ａｕ 品位 ２ ２５×１０－６ꎮ
Ⅱ号矿体长 ８６０ ｍꎬ走向 Ｎ４０° ５０°ꎬ倾向南东ꎬ

倾角 １２°ꎮ 沿倾向已控制延深 ３００ ５００ ｍꎬ钻孔中

矿厚 ２ ８９ １９ １６ ｍꎬ坑内厚 ５ ２４ ９ ３６ ｍꎮＡｕ 品

位一般为 １ ０１×１０－６ ２ ５６×１０－６ꎬ局部高达 ３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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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４ ７１×１０－６ꎮ 矿体平均 Ａｕ 品位 １ ９６×１０－６ꎮ

３ ２　 矿石特征

按矿石的氧化程度分为原生矿、氧化矿ꎬ以氧

化矿为主ꎮ 原生矿为深灰、灰黑色块状硅质岩、硅
质角砾岩、硅化灰岩ꎬ富含雄黄、黄铁矿ꎬ金含量

１ ２１× １０－６ ５ １６ × １０－６ꎮ 氧化矿为褐黄色硅质

岩、角砾岩、硅化灰岩、硅化砂岩、凝灰质角砾岩、
硅化粘土ꎬ矿石中溶孔发育ꎬ浅部矿石金含量 ２ ７８
×１０－６ ９ ５６×１０－６ꎬ深部 １ ５７×１０－６ ２ ６１×１０－６ꎮ

矿物成分主要有:赤铁矿、黄铁矿、褐铁矿、雄
黄、白铁矿、毒砂等ꎮ 脉石成分有:石英、方解石、
玉髓、沸石、高岭石、有机质等ꎮ

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的蚀变主要是硅化、赤铁矿

化、褐铁矿化、粘土化ꎮ 蚀变多沿断裂、层间破碎带

分布ꎮ 硅化普遍发育ꎬ主要有三期:早期为成矿前

形成ꎬ沿矿体顶底板呈面型分布ꎻ中期硅化为成矿

期形成ꎬ多呈浅表分布ꎻ晚期硅化为成矿后形成ꎬ石
英细脉切穿前期硅化脉ꎮ 粘土化、伊利石化普遍发

育ꎬ粘土矿物主要是多水高岭石、三水铝石ꎮ 它是

金矿主要载金矿物ꎮ 黄铁矿主要呈脉状、网脉状ꎬ
分布于金矿体及层间破碎带ꎬ与金关系密切ꎮ 赤铁

矿化、褐铁矿化分布于金矿体及围岩中ꎮ
矿石化学成分见表 １ꎬ矿石化学成分以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Ｆｅ２Ｏ３ 为主ꎬ占矿石 ９１ ０３％ꎮ ＦｅＯ 含量低ꎬ
Ｆｅ２Ｏ３ 含量高ꎬ说明矿床内氧化程度高ꎮ

表 １　 箐脚金矿床矿石化学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ｅ ｉｎ Ｑｉｎｇｊｉａｏ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样品编号 Ａｕ(×１０－６)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 ＦｅＯ ＴｉＯ２ Ｐ２Ｏ５ ＭｎＯ２ ＣａＯ ＭｇＯ
ＱＪ－０１ ５ ８７ ８１ ８４ ６ ４５ ４ ６３ ０ ５１ １ ０２ ０ ２５ ０ ０４ ０ ２４ ０ ３５
ＱＪ－０２ ４ ６３ ７８ ５１ ６ ５３ ８ ３２ ０ ４４ １ ０６ ０ ３１ ０ ０４ ０ ４５ ０ １７
ＱＪ－０３ １ ９１ ７１ ６２ ９ ８５ ８ ６９ ０ ３９ ０ ９７ ０ ２６ ０ ０５ ０ ２９ ０ ２６
ＱＪ－０４ １ ４１ ７０ ７６ ８ ６１ １０ ７８ ０ ２８ ０ ９８ ０ ２８ ０ ０４ ０ ６９ ０ ５４
ＱＪ－０５ ２ ８１ ６８ ９５ １２ ２４ ７ ３４ ０ ３１ ０ ９３ ０ ４８ ０ ０６ ０ ６３ ０ ４８
平均 ３ ３３ ７４ ３４ ８ ７４ ７ ９５ ０ ３９ ０ ９９ ０ ３２ ０ ０５ ０ ４６ ０ ３６

　 　 注:分析结果引自“贵州省兴义市雄武背斜区铀金综合普查地质报告”

　 　 矿石的结构主要有莓状、球状、胶状、环边状、
交代结构等ꎻ构造有星散浸染状、角砾状、块状、蜂
窝状、晶洞状、脉(网脉)状、薄膜状构造等ꎮ

反光镜下矿石中未见自然金颗粒ꎬ金主要呈

超显微状态存在ꎮ 主要载金矿物为褐铁矿、水云

母、黄铁矿、赤铁矿等ꎮ

４　 矿床成因探讨

４ １　 矿床成因

金矿(化)体受二叠系中、上统之间的构造蚀

变岩石控制ꎬ根据矿体形态、赋存位置、矿石矿物

组合及围岩蚀变等特征ꎬ认为箐脚金矿床的主要

成因为:在燕山期区域构造作用下ꎬ深部富含

ＣＨ４－Ｎ２－ＣＯ２ 和 Ａｕ２＋、Ｓｂ２＋、Ｈｇ２＋、Ａｓ２＋、Ｈ２Ｏ 的含矿

热液沿深大断裂向上迁移ꎬ至 Ｐ ２ｍ 与 Ｐ ３ ｌ 间的不

整合界面(区域构造滑脱面)时ꎬ侧向运移与不整

合面附近岩石产生热液交代蚀变形成构造蚀变岩

石ꎬ金在蚀变岩石中富集而形成独特的层控低温

热液型金矿床或矿体ꎮ

４ ２　 找矿标志

根据箐脚金矿的成矿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ꎬ
总结找矿标志如下:

(１)地层岩性标志:二叠系中、上统之间的构

造蚀变岩石ꎬ硅质角砾岩、硅质岩、凝灰质角砾岩ꎬ
硅化粘土岩、硅化灰岩等ꎮ

(２)构造标志:背斜轴部及两翼断裂带、层间

破碎带、次级褶皱及小断层交汇处ꎮ
(３)围岩蚀变标志:硅化、黄铁矿化、赤铁矿

化、褐铁矿化、雄黄矿化ꎬ特别是中等硅化、赤铁矿

化、褐铁矿化发育地段ꎬ一般金矿化较好ꎮ
(４)伴生元素标志:金常与铀、砷、锑、钼矿化

相伴出现ꎬ特别砷、铀、钼矿异常复合部位ꎮ

５　 找矿远景分析

５ １　 独特的大地构造背景

矿区位于滇、黔、桂“金三角”北部边缘ꎬ扬子

陆块与右江造山带过渡地段靠扬子陆块一侧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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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背斜北部为北东向弥勒－师宗深断裂ꎬ南部是东

西向南盘江深断裂ꎮ 构造活动强烈ꎬ热液活动明

显ꎬ是深部富含 Ａｕ、Ｓｂ、Ｈｇ 等含矿流体赋存和集

中释放的有利空间ꎮ

５ ２　 构造条件

构造是区内金矿形成的主要条件ꎮ 金矿化带

受北东向雄武背斜主干断层控制ꎬ在次级断层与

２ 主干断层交汇地段、层间滑脱地段、层间破碎带

及密集节理裂隙带地段为区内的成矿构造ꎮ 成矿

构造也是深部含 Ａｕ、Ｈｇ、Ａｓ、Ｓｂ、Ｖ 含矿流体运移

的良好通道ꎬ也是矿液沉淀的良好场所ꎮ

５ ３　 地层岩性条件

矿区内金矿化主要赋存于上二叠系龙潭组底

部硅化粘土岩、粘土质角砾岩、硅质岩、硅质角砾

岩、硅化粉砂岩及凝灰质角砾岩中ꎮ 并且构造作

用形成层间破碎带ꎬ沿破碎带硅化强ꎬ为深部含矿

流体沉淀的良好场所ꎮ

５ ４　 围岩蚀变条件

矿区内近矿围岩热液蚀变强ꎬ主要有硅化ꎬ其

次为黄铁矿化、雄(雌)黄矿化、高岭石化、毒砂化

等ꎬ其中与金矿关系密切的是硅化和黄铁矿化ꎬ特
别是两者叠加地段金矿体比较富集ꎮ

综上ꎬ箐脚金矿矿体产于中、上二叠统之间的

构造蚀变岩石(区域性层间滑脱层)中ꎬ受背斜及

区域性的纵向(走向)断层、地层岩性及平行不整

合面或沿该面发育的滑脱面控制ꎬ矿层比较稳定ꎮ
据已知矿化信息、矿体分布规律、矿体地质特征ꎬ
结合区域地质背景及成矿条件等综合分析ꎬ矿区

深部及外围有较好成矿远景ꎬ对已知矿体沿走向

和倾向上进行控制ꎬ扩大矿区规模ꎬ有望发展为一

大型金矿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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