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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肖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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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男#工程师#主要从事基础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工作-

!!

摘要!安徽宁国石口金矿位于钦杭成矿带北东段#是最近新发现的金矿床-在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综合研究

的基础上#对石口金矿的地质特征及控矿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石口金矿矿体主要产于断裂破碎带中#呈透镜

状.似层状#矿石以断裂角砾岩型为主-晚寒武世$早奥陶世西阳山组泥质灰岩.早奥陶世印渚埠组泥岩是控矿地

层#

._

向张性断裂是最主要的容矿构造-石口金矿
._

向断裂具有较好的找矿潜力#该金矿的发现为钦杭成矿

带金矿找矿勘查提供了新思路#可进一步扩大该区找矿空间-

关键词!钦杭成矿带/金矿/断裂角砾岩/安徽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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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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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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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杭成矿带属于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拼接带#

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内生金属成矿带#具有矿床规

模大.分布密集.类型齐全.伴生组分多样等特点%

"

&

-

石口金矿位于钦杭成矿带北东段宁国市中溪镇-

在
"g$%

万区域化探扫面%

$

&及
"gC

万水系沉积物

测量%

#

&时#在该矿床发现规模大.梯度变化缓的
(N

异常-

$%""

年始#该区先后开展了中国地质调查局

)安徽宁国$休宁地区金多金属矿远景调查,和安

徽省地质勘查基金)安徽省宁国市梅林镇$金子山

地区金多金属矿普查,项目并进行了地质.物化探.

探槽及钻探等工作#发现了
#

条含金矿化带和
<

个

金矿体#在太子湾地区控制了深部矿体-本文通过

野外地质调查和室内综合研究#总结石口金矿地质

特征#从地层.构造及岩浆岩等方面分析成矿控制

作用#为该区进一步找矿勘查工作提供参考-

!

!

区域地质背景

石口金矿位于扬子板块东南缘#江南造山带北

东端'图
"

'

G

((#地层区划属扬子地层区江南地层分

区广德$休宁地层小区#主要出露南华纪$中志留

世地层%

!

&

'图
"

'

H

((-南华纪早期#研究区为滨岸相

粗碎屑砂岩建造#晚期为陆棚相冰川沉积/震旦纪

早期#研究区以陆棚相碳酸盐岩建造为主#伴有浊

流沉积#晚期为陆棚相硅质岩建造/早寒武世#研究

区为浅海盆地相含碳泥质建造#中$晚寒武世为陆

棚相碳酸盐岩建造/早奥陶世#研究区为陆棚相钙

质泥岩建造#早期为盆地相硅质页岩建造#晚期为

陆棚相泥灰岩建造/晚奥陶世#研究区为陆棚相砂

质页岩建造#并有浊流沉积/早中志留世#研究区为

深水陆棚相
B

盆地相砂泥质建造%

!BC

&

-

受印支期$燕山期构造运动影响#该区地质构

造复杂#褶皱和断裂发育'图
"

'

H

((-

.'

向宁国墩

断裂被
._

向刘村断裂切错#构成研究区主要断裂

格架-褶皱分为
#

期!第
"

期为
.''

向褶皱'

(

(#

零星分布/第
$

期褶皱'

]

(轴向北东#包括河沥溪复

向斜和宁国墩复背斜/第
#

期为叠加的
._

向小型

褶皱'

+

(#主要分布在宁国墩断裂南东侧%

CB;

&

-

岩浆岩有印支期和燕山期中酸性岩#主要有刘

村岩体.夏林岩体和竹溪岭岩体#为区域成矿作用

提供了热源和部分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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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系/

<:

似斑状二长花岗岩/

=:

二长花岗岩/

&:

铅锌矿/

"%:

多金属矿/

"":

钨矿/

"$:

锑矿/

"#:

地质界线/

"!:

正断层/

"C:

逆断层/

";:

平移断层/

"<:

性质不明断层/

"=:

推测断层/

"&:

背斜/

$%:

向斜/

$":

第

"

期褶皱/

$$:

第
$

期褶皱/

$#:

第
#

期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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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范围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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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宁国石口地区区域地质矿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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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地质特征

#%!

!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上震旦统$奥陶系及第四系

'图
$

(#由老到新依次为晚震旦世$早寒武世皮园

村组硅质岩.早寒武世荷塘组碳质泥岩.中寒武世

杨柳岗组硅质岩.晚寒武世华严寺组微晶灰岩.晚

寒武世$早奥陶世西阳山组泥质灰岩.早奥陶世印

渚埠组泥岩.早$中奥陶世宁国组页岩.中$晚奥

陶世胡乐组硅质页岩.晚奥陶世砚瓦山组瘤状灰

岩.晚奥陶世黄泥岗组钙质泥岩.晚奥陶世长坞组

粉砂质泥'页(岩%

C

&

#控矿地层主要为印渚埠组和西

阳山组-

#%#

!

构造

矿区位于宁国墩复背斜北东倾伏端宁国墩断

裂与刘村断裂交汇处-矿区断裂.褶皱发育#主构

造线为
.'

向-早期褶皱为石口背斜'

("

(#晚期褶

皱为大石岩背斜'

]"

(-较大的断裂有
I"

.

I$

.

I#

.

I<

和
I&

#其中
I&

断裂是宁国墩断裂-

I"

断裂称

刘村断裂#斜贯矿区#总体倾向南西#局部倾向北

东#倾角
#<c

!

;$c

#

I"

断裂错断
I&

断裂#说明其形

成较晚-

I"

断裂下盘为荷塘组$西阳山组#上盘为

西阳山组$长坞组#在太子湾一带发育宽约
"%%Q

的破碎带#断裂面粗糙不平#零星可见粗短擦痕/带

内岩石强烈破碎#见硅化断裂角砾岩#角砾多呈不

规则棱角状#多数被石英脉和方解石脉胶结#具有

张性角砾岩特征-断裂带旁侧可见牵引褶皱#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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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系/

$:

晚奥陶世长坞组/

#:

晚奥陶世黄泥岗组/

!:

晚奥陶世砚瓦山组/

C:

中$晚奥陶世胡乐组/

;:

早$中奥陶世宁国组/

<:

早奥陶世印渚埠组/

=:

晚寒武世$早奥陶世西阳山组/

&:

晚寒武世华严寺组/

"%:

中寒武世杨柳岗组/

"":

早寒武世荷塘组/

"$:

晚震旦世$早寒武世皮园村组/

"#:

闪长玢岩脉/

"!:

断裂破碎带/

"C:

地质界线/

";:

逆断层及编号/

"<:

正断层及编号/

"=:

性

质不明断层/

"&:

推测断层/

$%:

背斜/

$":

褶皱期次及编号/

$$:

金矿体及编号

图
$

!

安徽宁国石口金矿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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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断裂带为正断层#表明
I"

断裂为缓$中等倾角

的张性断层-

I$

.

I#

和
I<

断裂为与石口背斜配套

的断裂#均为逆断层#走向北东#断裂面呈舒缓波

状#连续延伸约
$

!

!WQ

#局部断裂面可见密集的细

长擦痕与镜面构造#沿各断裂均发育硅化断裂角砾

岩#角砾多呈次棱角状#胶结物主要为破碎岩粉#表

明
I$

.

I#

和
I<

断裂为压性断层-

#%$

!

岩浆岩

矿区地表无大规模岩体出露#仅见闪长玢岩岩

脉沿
.'

向
I$

断裂充填'图
$

(#脉岩产状较陡#具

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主要为斜长石及角闪

石#部分斜长石发生绿泥石化/基质为隐晶质#局部

见星点状黄铁矿-

#%<

!

土壤地球化学

"g"

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结果%

&

&显示#矿区

(N

异常呈
.'

向或
._

向展布#与
I"

.

I$

和
I#

断裂

展布方向一致#

(N

.

(P

.

)H

套合较好#各异常浓集中心

明显.异常强度大#表明矿区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

!

矿床特征

$%!

!

矿体

石口金矿可分为
#

个矿段#共发现规模不等的

金矿体
<

个#各矿体特征见表
"

-各矿体主要产于

._

向或
.'

向断层破碎带中或旁侧#产状稳定#呈

透镜状.似层状#局部有分支.复合.膨大现象-本

文重点介绍
$

B

%

号.

$

B

&

号和
#

B

/

号矿体特征-

$

B

%

号矿体受
._

向
I"

断裂控制#由工程

F*+$;

和
[e&%"

控制#产状为
$"$c

*

;%c

!

;$c

#似

层状#走向延伸
'

"%%Q

#控制深部延伸约
""%Q

-

矿体单工程厚
"6##

!

"6=%Q

#平均厚
"6C<Q

#厚度

变化系数为
$"6$f

#属厚度稳定型/矿石品位为

'

%6&<

!

#6C<

(

j"%

b&

#矿体平均品位为
"6=j"%

b&

#品位

变化系数为
C#6#f

#属矿化较均匀型-矿体由含金断

裂角砾岩组成#顶.底板为断裂角砾岩或硅化泥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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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石口金矿矿体特征

&'()*!

!

U*',9-*8353-*(3B.*8.4,1*+1.Z39

/

3)B B*

0

38.,

#

6.4

//

93:.,

D

编号
规模"

Q

长度 平均厚
形态

产状"'

c

(

倾向 倾角

平均品位"

"%

b&

"

B

% '

C% "%6";

透镜状
#"C #! $6%#

"

B

& '

C% !6C!

透镜状
#"C ;C "6"#

#

B

' '

C% $6<$

透镜状
$$" !" !6$;

#

B

/ '

C% "6C#

透镜状
##$ != "6=$

#

B

0 '

C% "6$&

透镜状
$#$ $= "6C!

$

B

% '

"%% "6C<

似层状
$"$ ;%

!

;$ "6=%

$

B

& '

$%% #6%%

似层状
$%;

!

$$! C<

!

<& "6#=

!!$

B

&

号矿体受
._

向
I"

断裂控制#由工程

F*+""

.

F*+$C

.

[e=%"

和
[e=%$

控制#产状为

$%;c

!

$$!c

*

C<c

!

<&c

#沿断裂带波状起伏#走向延伸

'

$%%Q

#控制深部延伸约
"#%Q

#局部分支.复合

'图
#

(-矿体单工程厚
"6$

!

;6<Q

#平均厚
#6%Q

#

厚度变化系数为
<#6<f

#属厚度稳定型/矿石品位为

'

"6%<

!

"6&C

(

j"%

b&

#矿体平均品位为
"6#=j"%

b&

#

品位变化系数为
$$6!f

#属矿化均匀型-矿体由含金

断裂角砾岩组成#顶.底板为断裂角砾岩或硅化泥岩-

":

早奥陶世印渚埠组/

$:

晚寒武世华严寺组/

#:

残坡积/

!:

泥岩/

C:

硅质泥岩/

;:

灰岩/

<:

构造角砾岩/

=:

硅化/

&:

实

测断层"推测断层/

"%:

推测地质界线/

"":

钻孔及编号/

"$:

产状/

"#:

矿体及编号

图
#

!

石口金矿
=

号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IJ

K

:#

!

/7454

K

JOG5P7OLJ4R4UL?7.4:=7X

8

54MGLJ4R5JR7JR

L?7)?JW4N

K

45@@7

8

4PJL

#

B

/

号矿体受
.'

向断裂
I#

控制#由工程

F*+$"

控制#产状为
##$c

*

!=c

#呈透镜状#走向延

伸
'

C%Q

-矿体单工程平均厚
"6=$Q

/矿石品位为

'

"6<#

!

"6=&

(

j"%

b&

#矿体平均品位为
"6=$j

"%

b&

-矿体由含金断裂角砾岩及硅化泥岩组成#顶.

底板为硅化泥岩-

$%#

!

蚀变

石口金矿体主要产于断裂带中#围岩主要为断

裂角砾岩#少数矿体与西阳山组泥质灰岩.印渚埠

组泥岩呈断层接触-围岩普遍发育碳酸盐化和硅

化#金属矿化主要为黄铁矿化.毒砂化和褐铁矿化-

$%$

!

矿石组构

石口金矿矿石类型分为断裂角砾岩型'图
!

'

G

((

和硅化泥岩型#断裂角砾岩型是主要的矿石类型-

断裂角砾岩型矿石的金属矿物为黄铁矿.毒砂

和金'金的赋存状态需进一步研究(#含量
Cf

!

"%f

/脉石矿物为石英.方解石.绢云母和黏土-矿

石结构主要为它形粒状结构#构造为脉状构造.角

砾状构造和浸染状构造'图
!

'

G

((-本次共采集
""

块光片#显微镜下均未见独立金矿物-矿石一般呈

灰黑色'图
!

'

G

((#角砾状构造#局部碎裂构造#硬度

低-角砾呈棱角状#主要为泥岩#由黏土矿物.绢云

母.石英和黄铁矿组成#以黏土矿物为主#绢云母呈

定向分布#部分角砾中绢云母.黏土矿物被交代呈

残余'图
!

'

H

((-胶结物多呈脉状和网脉状#主要由

石英和方解石组成#均呈它形粒状#局部大颗粒方

解石内包裹石英-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和毒砂

'图
!

'

O

(.'

@

((#黄铁矿呈不等粒它形
B

自形粒状#多

数不均匀分布于角砾中#少数分布于胶结物石英

间/毒砂呈细小粒状.锥柱状#多数分布在胶结物石

英间或角砾硅化石英之间-

<

!

控矿因素

<%!

!

地层

石口地区已发现的金矿'化(体均产于以印渚

埠组泥岩.西阳山组泥质灰岩为围岩的断裂带中-

对该区
"%!=

件岩石剖面光谱分析样品进行统计#

发现印渚埠组泥岩
(N

平均含量为
"!j"%

b&

#西阳

山组泥质灰岩
(N

平均含量为
C6Cj"%

b&

#明显高于

其他地层及中国东部地壳
(N

的平均含量
%6=j

"%

b&

%

"%

&

-因此#初步认为该区印渚埠组泥岩.西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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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角砾/

0Q

8

:

不透明矿物/

+G5:

方解石/

VA:

石英/

(MP:

毒砂/

D

S

:

黄铁矿

图
!

!

石口金矿含金手标本及显微镜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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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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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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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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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4UL?7)?JW4N

K

45@@7

8

4PJL

山组泥质灰岩是重要的含金建造#可能是金成矿作

用中
(N

的重要来源-其次#西阳山组泥质灰岩化

学性质活泼#性脆#受构造影响易破裂.溶解#渗透

性强#有利于含矿热液的渗透与运移-

<%#

!

断裂

断裂是石口金矿最直接的控矿因素#不仅为含

矿热液贯入提供良好的通道和赋存场所#也为含矿

热液的形成提供热源和动力-

"%!=

件岩石剖面光

谱分析样统计结果显示#断裂角砾岩
(N

平均含量

为
<=6Cj"%

b&

#是重要的含矿地质体-目前已发现

的矿体均受
I"

.

I$

.

I#

.

I"=

和
I"&

断裂控制-具张

性断层性质的
I"

断裂是矿区主要矿体的控制断

裂#在太子湾一带宽约
"%%Q

的断裂破碎带中#除

$

B

&

号矿体外#至少还有
#

层矿体#且断裂带上盘

印渚埠组泥岩普遍具硅化及金矿化-

I"=

和
I"&

断

裂为
I"

断裂同期的次级断裂#规模较小#延伸不超

过
$%%Q

#矿体规模相对较小-

I$

和
I#

断裂为压

性断层#虽延伸规模较大#但其赋存的矿体规模小

于
._

向
I"

断裂赋存的矿体规模-因此#笔者认

为#

._

向
I"

断裂破碎带是石口金矿区主要容矿

构造#其余断层为次要容矿构造-

<%$

!

岩浆岩

矿区在
.'

向
I$

断裂带.

[e#%%"

和
[e!%%"

深部见闪长玢岩脉充填#说明断裂中有岩浆热液活

动-对钻孔岩心光谱样统计#发现闪长玢岩
(N

平

均含量为
&%6&j"%

b&

-根据矿区勘查资料#

"

B

%

号和
"

B

&

号金矿体靠近闪长玢岩脉体部位的金品

位增加-笔者认为#闪长玢岩脉从深部带来含矿元

素#可能叠加在早期断裂角砾岩之上成矿-

矿区南东方向
$%WQ

范围为竹溪岭高温热液

型钨矿床%

""

&

#中间为张村低温热液型锑金矿床%

"$

&

#

均为受
._

向断裂控制的热液型矿床-笔者推测#

竹溪岭岩体成矿流体可能影响到张村甚至整个矿

区-从竹溪岭地区到矿区#成矿温度由高到低#从

发现矿种的分布特征看#沿
._

向断裂带可能形成

较完整的热液型矿床成矿系列-

=

!

结
!

论

'

"

(石口金矿主要产于断裂破碎带中#矿石以

断裂角砾岩型为主#

._

向断裂是最主要的容矿构

造#钻孔已控制了深部矿体#具有较好的找矿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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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口金矿西阳山组泥质灰岩.印渚埠组泥

岩是重要的含金建造#可能是成矿作用中金的重要

来源-

'

#

(安徽省金矿产地以铜陵地区为主#主要为

伴生或共生金矿#独立金矿较少-宁国石口金矿和

东山坞金矿等独立金矿的发现#为下一步金矿找矿

勘查提供了新思路#扩大了找矿空间-

致谢!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得到了安徽省地质调

查院王克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感谢审稿专家及编辑人员提出的

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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