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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秦岭地区自晚三叠世以来正式开始的陆内

造山阶段，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晚三叠世

—早—中侏罗世（T3—J1+2）陆内造山期的垮塌阶段，

第二阶段为晚侏罗世—中白垩世（J3—K2）陆内造

山挤压推覆阶段（杨兴科等，2016；朱宏伟等，

2021），前人通过对淋湘金矿床中黄铁矿和方铅矿

的铅同位素结果应用 R.F.C 法（Russel- Faruuha-
Camming）计算推测出成矿模式年龄在 107~173 Ma
之间，属燕山期（邹海洋等，2000），正处于南秦

岭伸展向挤压过渡阶段，成矿条件比较有利。旬阳

盆地南缘金矿的研究程度比较低，矿点多但成规模

的少之又少，通过对淋湘金矿的金赋存状态、成矿

物质来源和矿床成因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旬阳盆

地南缘微细浸染型金矿的成矿机制，对于打开南秦

岭旬阳盆地南缘微细浸染型金矿找矿工作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地质概况

1.1 区域地质

淋湘金矿床位于南秦岭褶皱系之大羊山复向

斜的南翼，地层分区属南秦岭—大别山地层区之迭

部—旬阳地层分区。该区出露地层主要有下古生界

志留系、上古生界泥盆系和石炭系以及第四系，其

中志留系与泥盆系地层间发育韧性剥离断层，在伸

展的同时伴随韧性剪切作用，为成矿提供必要的物

源、热源、赋矿空间和流体，淋湘金矿、大沟槽金

矿、关子沟铅锌矿、赵家庄铅锌矿等矿床均位于该

成矿有利位置。志留系梅子垭组和泥盆系杨岭沟组

为区内金矿主要赋矿层位，大羊山复式向斜横贯全

区,并发育以 EW—EWW 向为主,次为 NW、NE向 3
组断裂构造,形态近椭圆状，向两端翘起，呈近 EW
向展布，长约 50 km，宽约 25 km，核部为下石炭

统地层，两翼为泥盆系和志留系地层，淋湘金矿位

于其南翼（图 1）。

1.2 矿床地质

淋湘金矿位于羊山复向斜南翼，主要出露地层

为志留系和泥盆系，由滨海海滩—浅海盆地相的碎

屑岩—碳酸盐岩组成。其中泥盆系为含矿层位。主

要蚀变种类有铁锰碳酸盐化、黄铁矿化、硅化、褐

铁矿化及褪色化。其中以黄铁矿化与成矿关系最密

切，黄铁矿化越强，金矿化就越强，而褪色化与褐

铁矿化直接发育于金矿脉两侧一定范围内，可作直

接找矿标志。淋湘金矿床已划出 3个金矿体，矿体

均受断裂构造控制，其中受近东西向断裂控制的矿

体规模较大,矿体形态较规则，多为脉状、透镜状。

淋湘金矿床存在 2个成矿期：热液成矿期和表生成

矿期。热液成矿期可分为：Ⅰ黄铁矿—石英脉阶段；

Ⅱ磁黄铁矿—黄铁矿—银金系列—石英阶段；Ⅲ多

金属矿物—银金系列—石英碳酸盐阶段；Ⅳ黄铁矿

—石英碳酸盐阶段。其中第Ⅱ-Ⅲ阶段为金的最主要

成矿阶段。

2 金赋存状态

从电子探针数据可知 As与 Au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二者摩尔质量百分比制作含砷黄铁矿金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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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曲线图可知，主成

矿期的黄铁矿均位于

曲线以上，指示主成

矿期Ⅱ、Ⅲ阶段金主要

以 Au0的状态赋存在

黄铁矿中，Ⅱ阶段金以

超显微形式存在，Ⅲ阶

段金以显微金和超显

微金形式存在。

3 黄铁矿成因

Co 和 Ni 是黄铁

矿中常见的微量元

素，其相对质量分数

在判断黄铁矿的形成

环境有重要意义。根

据不同成因黄铁矿的

w(Co)/w(Ni) 统 计 分

析提出的不同成因黄

铁矿图解，用以判断

黄铁矿成因：w(Co)/w(Ni)小于 1.00的一般为沉积成

因黄铁矿；w(Co)/w(Ni)为 1.17～5.00的为热液成因；

火山成因黄铁矿 w(Co)/w(Ni)在 5.00～50.00之间。

Ⅱ~Ⅲ阶段黄铁矿 Co-Ni 二元判别图投点位于 1.00
附近，其中Ⅱ阶段主要位于 1.00以下，为沉积成因

黄铁矿，Ⅲ阶段黄铁矿≥1.00，靠近热液成因，说明

成矿后期可能有热液加入。

4 矿床成因

前人根据不同成因类型矿床中黄铁矿的 Co，
Ni和 As质量分数确立 Co−Ni−As三角图解，其中，

Ⅰ区域代表浅成低温热液型和岩浆热液型，Ⅱ区域代

表卡林型，Ⅲ区域代表变质热液型(林祖苇等，

2019)。淋湘金矿成矿期黄铁矿投点落入 I区域与Ⅱ
区域，表明成矿热液为浅成热液型、岩浆热液型和

卡林型的混合来源，表明其具有富 As，贫 Co、Ni
的特点，结合前人氢氧同位素数据及本次硫同位素

结果显示，成矿物质及成矿流体均有深部岩浆来

源，本文认为淋湘金矿主成矿期成矿物质主要来源

于地层，成矿流体在运移中沿构造萃取地层成矿物

质，成矿后期有深部岩浆加入成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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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秦岭旬阳盆地金、汞锑、铅锌矿产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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