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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琵琶沟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床地质、物化探特征、矿床成因及成矿特点的分析，并借鉴国内同类矿床成

功找矿经验，认为琵琶沟金矿KⅠ矿体向深部仍有较大延伸、KⅡ矿体为一盲矿体前缘部位，在琵琶沟隐爆角砾岩筒

深部仍有较好找矿前景。在矿区外围及边部特定部位也是寻找以Au为主的Cu、Mo等多金属矿床的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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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西峡琵琶沟金矿为一隐爆角砾岩型金矿

床，国内同类矿床较多，比较典型的有河南省嵩县祁

雨沟金矿[1]、黑龙江团结沟金矿[2]、淅川毛堂金矿[3]。

该类型矿床成因机制研究程度相对较高，矿床成因

各有所不同，但相似之处甚多。隐爆角砾岩型金矿

是一种比较重要的金矿床类型，燕山期的岩浆活动

与爆破角砾岩及金矿床的形成关系密切，金矿矿化

强度和范围严格受岩浆隐爆作用范围和强度控

制 [1-5], 金矿化主要赋存于角砾边部的胶结物中，角

砾一般无矿化[6]。在隐爆角砾岩分布区，不仅可以寻

找金矿，也有寻找铜、钼、铅、锌、银等多金属矿产的潜

力[3]。琵琶沟金矿原探明储量约2600 kg，属小型规

模金矿床。该矿床经二十多年开采，矿山保有储量

迅速下降，为一资源严重危机矿山，为缓解矿山资源

危机状况，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对该矿床的深部及外

围进行探矿并寻找新的资源已是当务之急。河南省

第一地质勘查院通过工作在该矿床深部发现了新的

隐伏矿体，并在矿区外围找矿也取得了初步突破。

1成矿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秦岭地槽褶皱系（Ⅱ）南秦岭褶皱带

（Ⅱ2）陡岭晋宁地背斜褶皱束（Ⅱ2
2）东段，内乡－木家

垭大断裂之南，毛堂大断裂之北[7]的隆坳交接地带。

区域构造总体呈北西－南东向展布（图1），断裂构造

发育，变质作用较强，岩浆活动频繁，成矿地质条件

有利[8-11]。

本区地层属秦岭地层区南秦岭分区内乡－西峡

小区，古老的深变质杂岩体构成了本区主体地质单

元[12]。区域分布地层主要为古元古界大沟岩组变质

岩系，中元古界武当岩群，新元古界耀岭河岩组火山

岩系，下古生界周进沟岩组变质碎屑岩系等。其中

古元古界大沟岩组变质岩系中富含Au、Ag、Cu、As、Sb

等多种元素。

区内以断裂构造为主，按展布方向可分为北西

西向、北东向和北西向三组，以北西西向最为发育，

次为北东向和北西向。区域断裂表现出多期、多阶

段活动的特征，不同方向、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断

裂相交切，形成了本区网格状构造格局。不同方向

的断裂交汇部位，控制着燕山期花岗斑岩、爆破角砾

岩体和金矿床的分布，而断裂及岩体特定的构造部

位、爆破角砾岩筒控制着矿体的赋存部位、形态、

产状和规模。区内分布的蒲塘、毛堂金矿均位于

不同方向断裂交汇部位形成的爆破角砾岩筒内，

毛堂－蒲塘花岗斑岩带具有斑岩型金、铜、铅、锌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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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矿化。本区金矿的形成与燕山期构造、岩浆活动关

系密切[13]。

2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内出露的古元古界大沟组变质岩系为琵琶

沟岩体的直接围岩，主要为角闪斜长片麻岩、斜长角

闪片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局部夹石墨片岩等。

2.1 岩体分布特征

在矿区大约10 km2范围内地表出露大大小小的

花岗斑岩体十余个，大体可分为大林沟－枣树垭岩

体群和黑沟－琵琶沟岩体群（图2）。岩体受北西和

北东东向两组断裂构造控制。各岩体规模、形态、产

状见表1。

2.2 琵琶沟岩体（P）特征

2.2.1岩体分布形态及产状

琵琶沟岩体（P）为矿区内的主要含矿岩体，琵琶

沟金矿即赋存在该岩体北段的爆破角砾岩筒南侧。

该岩体在地表呈北北西－南南东向展布，长940 m、宽

540 m左右，形态呈椭圆状（图2），该岩体在空间上总

体为一向北东倾斜的筒状，倾角60 ～ 80°。岩体直

接围岩主要为角闪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片岩、黑云

斜长片麻岩，局部夹石墨片岩；北部直接围岩为加里

东期石英闪长岩。岩体北西段分布 430 m×320 m

（长×宽）的爆破角砾岩筒，岩筒形态呈不规则的椭

圆状，其长轴方向与岩体展布形态基本一致，爆破角

砾岩筒总体倾向北东，倾角65 ～ 85°，与岩体产状

一致。在靠近角砾岩筒外侧的花岗斑岩内，发育有

较明显的环形分布的板状节理，爆破角砾岩脉沿岩

筒边部呈环状分布，明显受环状裂隙控制。角砾岩

筒内主要由爆破斑岩角砾岩及角砾花岗斑岩组成，

岩筒中心为含粗斑的花岗斑岩残留体，到岩筒边部

逐渐过渡到爆破围岩角砾岩。

2.2.2岩体的岩石类型

构成琵琶沟岩体的岩石类型，有早期浅成－超

浅成侵入的花岗斑岩，又有后期隐爆作用形成的角

砾岩。花岗斑岩为岩体的主体岩石，主要为含粗斑

花岗斑岩和花岗斑岩。角砾岩分布在爆破角砾岩筒

和岩体的边部，主要有花岗斑岩角砾岩、围岩角砾

岩、角砾花岗斑岩及震碎角砾岩。

2.2.3岩石的化学成分特征

琵琶沟岩体各类岩石化学成分见表2，其岩石化

学成分特征与国内典型斑岩型矿区岩石对比结果见

表3。这反映出琵琶沟岩体以下特征：①含粗斑花岗

斑岩、花岗斑岩、角砾斑岩、斑岩角砾岩，均属于铝过

饱和岩石类型；②爆破成因的角砾花岗斑岩、斑岩角

砾岩与花岗斑岩为同源产物；③岩石属硅酸过饱和

图1 琵琶沟金矿区域构造略图

Fig.1 The sketch of the regional structure

1.中条构造层（Pt1）；2.王屋山构造层（Pt2）；3.晋宁构造层（Pt2－Z）；4.加里东构造层（∈－S）；5.华

力西构造层（D－C）；6.燕山构造层（J－K）；7.喜马拉雅构造层（E－Q）；8.晋宁期中性侵入岩；9.燕

山期酸性侵入岩；10.背、向斜；11.性质不明断层及正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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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琵琶沟矿区花岗斑岩体分布略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porphyry granites in the Pipagou

1.第四系坡积、冲积物；2.古元古界大沟组第四岩性段；3.古元古界瓦屋场组第三岩性段；4.花岗斑岩；5.角砾

花岗斑岩；6.爆破花岗斑岩角砾岩；7.爆破围岩角砾岩；8.片理化石英闪长岩；9.花岗闪长岩；10.片理化花岗

闪长岩；11.闪长玢岩；12.蛇纹石化超基性岩；13.辉绿玢岩脉；14.硅化破碎带；15.矿体位置及编号；16.扭性

断裂；17.推断断层；18.实、推测地质界线；19-28.岩体代号（与表1中的代号对应）

岩体名称（代号）

黑石包岩体（HS）

桃园沟岩体（T）

小南沟岩体（X）

琵琶沟岩体（P）

黑沟岩体（H）

鹰爪沟岩体（Y）

下蒲塘岩体（XP）

大苇园岩体（DW）

大林沟岩体（D）

枣树垭岩体（Z）

岩体类型

含粗斑花岗斑岩

含粗斑花岗斑岩

含粗斑花岗斑岩

含粗斑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爆破角砾岩

含粗斑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爆破角砾岩

爆破角砾岩

爆破角砾岩

爆破角砾岩

花岗斑岩、爆破角砾岩

花岗斑岩、爆破角砾岩

面积（km2）

0.015

0.112

0.025

0.42

1.00

0.11

0.001

0.005

0.15

0.16

长×宽（m）

200×80

880×280

290×140

940×500

1240×960

形态、产状

蝌蚪状，倾向北西，倾角70 ～ 80°

脉状，倾向北西、北东，倾角60 ～ 80°

椭圆状

椭圆状，倾向北东，倾角大于60°

椭圆状，倾向北东，倾角大于60°

不规则脉状，倾向北东，倾角50 ～ 70°

脉状

脉状、团块状

不规则脉状、椭圆状

犄角状

表1 矿区花岗斑岩体规模、形态、产状一览表

Table 1 Scale、morphology、occurrence of the granite-porphyry bodies in the Putang 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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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类型，SiO2重量百分比为65.26%，与典型斑岩型

矿区斑岩数值接近；④岩石中 K2O + Na2O 含量

4.47% ～ 7.72%，平均6.51%，一般K2O＞Na2O，钙碱指

数59，介于典型斑岩铜矿区钙碱指数之间；⑤Fe2O3/

FeO值为 1.58 ～ 5.49，平均 3.06，其中斑岩的一般

＜2，爆破角砾岩的＞2，最高达5.49，反映了超浅成

的成岩环境。

3 地球物理特征
3.1自电、激电异常特征

区内斑岩体显示为自电正异常或弱负异常（＜

100 MV），在岩体外侧的围岩分布区（角闪斜长片麻

岩、斜长角闪片岩）有-200～350 MV的异常，激电异常

与自电异常分布的位置、形态、大小相似[14]。斑岩体

上一般无激电异常，在小岩体上即使有激电异常出

现也是分布在围岩的残留体上。区内围岩中黄铁矿

化分布广泛，矿区大范围内自电、激电异常分布情况

反映与区域上的岩层关系密切，总体上自电、激电异

常分布于斑岩体的外接触带围岩地段，自电、激电异

常反映了围岩中的局部矿化。

3.2 磁异常特征

琵琶沟金矿及周边范围内1/1万磁法测量结果

反映出矿区磁异常的分布总体上和花岗斑岩的侵入

体关系密切，磁场主要可分为北部低磁场区和南部

高磁场区（图3）。

（1）北部低磁场区（图3左）：该区域磁场平稳，△

T一般在0～-100 △T之间，在该区磁场中分部多个

点状异常，点状异常的分布和地层的走向基本一致，

多数点状异常正负伴生。点状异常的范围较小，幅

值较低，向上延拓500 m后,异常消失，该区域出露古

元古界大沟组、瓦屋场组地层以及片理化石英闪长

岩，磁性普遍较弱，点状异常可能为局部磁铁角闪岩

或斜长角闪岩引起。

（2）南部高磁场区（图3右）：该区域磁场为跳跃

的正磁场，和北部磁场相比，△T相对较高，梯度变化

较大，并明显分布着两个和地层走向一致的异常带，

向上延拓500 m后，两个异常带合为一个异常带，该

区域出露岩性主要为弱磁性的黑云斜长片麻岩、斜

长角闪片岩等，结合区内所测精磁剖面综合解释推

测两个异常带下部可能为同一隐伏岩体[15]。

4 地球化学特征
4.1区域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据区内1/5万土壤化探测量结果，在蒲塘岩体群

岩石名称
含粗斑花岗斑岩

含粗斑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

角砾花岗斑岩

斑岩角砾岩

SiO2

68.25

68.93

59.70

64.14

TiO2

0.35

0.32

0.60

0.37

Al2O3

15.05

15.17

15.76

14.85

Fe2O3

4.60

1.15

4.28

3.55

FeO

0.80

0.73

0.78

1.12

MnO

0.07

0.10

0.17

0.09

MgO

0.84

0.49

0.54

0.97

CaO

1.96

2.39

5.09

2.64

Na2O

3.61

4.35

0.18

1.93

K2O

4.11

3.19

4.29

4.34

P2O5

0.25

0.18

0.22

0.15

CO2

0.64

1.59

0.38

2.28

H2O

0.91

1.21

2.16

表2 琵琶沟岩体各类岩石化学成分[13]

Table 2 Chemical composion of the Pipagou rock mass

注：分析单位为原河南省地质矿产局第四地质调查队化验室

矿区或
岩体
名称

琵琶沟
岩体

团结沟
金矿区

典型斑岩型矿区斑岩

岩石名称

粗斑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

角砾花岗斑岩

斑岩角砾岩

斜长花岗斑岩

花岗闪长岩

花岗斑岩

化 学 成 分 特 征

SiO2(%)

68.25

68.93

59.70

64.14

69.04

65.19

69.65

62～68

平均
65.26

平均
67.96

K2O+Na2O(%)

7.72

7.57

4.47

6.27

5.52

3.02

4.02

5.31～8.57

平均
6.51

平均
4.19

K2O/Na2O

1.1

0.7

23.8

2.2

1.03

1.05

1.90

0.33～2.59

平均
6.95

平均
1.33

Fe2O3/FeO

2.00

1.58

5.49

3.17

0.22

0.63

1.00

平均
3.06

平均
0.62

扎氏
分类

2类4科

2类4科

2类6科

2类5科

2类4科

2类5科

2类3科

里特曼指数

2.36

2.21

1.57

1.86

1.17

0.41

0.61

平均
2.0

平均
0.73

钙碱
指数

59

55～63

表3 琵琶沟岩体与典型斑岩型矿区岩石化学成分特征对比表[13]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rock chemical constituent from the Pipa trench rock mass

and typical porphyry type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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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以 4×10-9为异常下限，圈出了两处 Au异

常。异常区分别与大林沟-枣树垭岩体群和黑沟-琵

琶沟岩体群对应，反映为矿致异常[16]。

4.2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据矿区 1/1万土壤化探资料，矿区内 Au、Cu、Mo

单元素异常的强度和规模远远高于其他元素，其中

Au的三级浓度异常面积最大，主要分布在矿区东南

部的琵琶沟岩体和黑沟岩体范围，其余呈星点状分

布于矿区外围；Cu、Mo、W、Bi异常主要分布在矿区中

南部的黑沟－琵琶沟－桃园沟三个岩体之间的三角

地带，而且Cu、Mo异常及三级浓集中心套合很好，大

部分为面状异常，几乎无单点异常。在琵琶沟－黑

沟岩体群范围内，As、Sb显示大面积的低背景区，在

距岩体群西1500 m～2000 m 范围内形成围绕岩体群

的似环状As、Sb低缓异常带，反映从岩体群中心向外

具有从高温－低温的元素水平分带特征。

通过对各元素相关性分析结果（表4）表明，Au与

其他10种元素的相关性都不强，但金异常面积大，异

常强度高，异常分布主要与花岗斑岩体及与斑岩相

关的 Au矿化有关，受其它因素影响不大；As－Sb，

Cu－Mo，Pb－Zn，Cu－W相关性系数分别为 0.747、

0.609、0.427和0.433，相关性较高，关系较为密切；

Cu元素与Sb、Pb为负相关，Mo与Pb亦为负相关，反映

区内的Cu、Mo矿化成矿温度较高。

5 矿床地质特征
5.1 矿体特征

琵琶沟矿区金矿化主要沿爆破角砾岩筒的环带

图3 磁测△T等值线平面图

Fig.3 The planar graph of the △T isoline from the magnetic survey

Au
Ag
As
Sb
Bi
Cu
Pb
Zn
W
Mo
Ba

Au
1

0.186
0.257
0.149
0.228
0.104
0.117
0.076
0.103
0.165
-0.056

Ag

1
0.279
0.234
0.284
0.24
0.282
0.295
0.216
0.249
-0.017

As

1
0.747
0.317
0.039
0.37
0.301
0.233
0.237
0.037

Sb

1
0.315
-0.03
0.396
0.23
0.217
0.163
0.065

Bi

1
0.195
0.23
0.036
0.403
0.279
0.036

Cu

1
-0.235
0.197
0.433
0.609
-0.01

Pb

1
0.427
0.032
-0.016
0.167

Zn

1
0.136
0.13
0.033

W

1
0.446
0.078

Mo

1
0.051

Ba

1

表4 元素相关性特征值一览表[15]

Table 4 correlation element eigen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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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构造分布，矿化富集部位为爆破角砾岩筒南部内

接触带，即爆破角砾岩筒下盘接触带，圈定的工业矿

体为KⅠ矿体，北部接触带及岩筒中心部位多为零星

矿化，目前在KⅠ矿体北侧相距40 m处又新发现了K

Ⅱ隐伏矿体。

（1）KⅠ矿体特征：该矿体是矿山一直开采的矿

体，地表出露标高最高552 m，目前矿山边采边探已经

开采到 102 m标高。矿体在 102 m标高以下仍有延

伸。矿体呈脉状产出，地表有东、西两段露头，总长

度187 m。西段出露长度96 m，东段出露长度45 m，中

间呈隐伏状，向下不到10 m，东西两段连成一体。西

段倾向56°，倾角80°；东段倾向10°，倾角56°～

80°。该矿体沿走向虽然延伸较短，但沿倾向延伸

较为稳定，倾向延伸超过400 m，空间上呈楔形。矿体

总体产状北倾，从浅部到深部沿倾向和走向总体呈S

型分布，倾角 65 ～ 80°（图 4）。金品位一般 3×

10-6 ～ 6×10-6，最高 74.16×10-6，品位变化系数

154%，在矿体厚大处，品位高，反之品位降低，地表浅

部金品位较高，向下逐渐变低，至237 m标高，金品位

又逐渐升高。矿体延深至282 m标高时出现分枝状

富集段，同时矿体产状也在逐渐变化，由走向北西渐

变为走向近东西向，倾向由10°～ 56 °、倾角80°，

逐渐变为倾向10°～ 350°、倾角75°～ 82°。从

地表至282 m标高，蚀变以高岭土化为主，282 m标高

以下高岭土化减弱，硅化作用逐渐增强，呈现较明显

的垂向蚀变分带。至147 m标高爆破角砾大小基本

没有改变，矿石仍为小角砾与岩粉胶结，说明该深度

仍处于强烈爆破地段，深部应有一个粗大角砾构成

的震碎带。从102 m中段岩石化探分析结果反映，前

缘晕元素Hg、As、Sb、Ag的含量与金的变化成正比，从

147 m标高及102 m标高As、Sb含量明显较高，而尾缘

晕元素W、Co、Ni等含量较低，反映该矿体向深部仍有

较大延伸[17]。

（2）KⅡ矿体特征：该矿体为 2009年新发现的

Au、Cu共生盲矿体，在 102 m标高分布形态比较清

楚，位于KⅠ矿体北侧，相距大约40 m。矿体走向与

KⅠ矿体近于平行，主要产于港湾状爆破角砾岩筒

的内接触带，矿体呈不规则扁柱状（图 4），走向长

约 60 m，最厚处约 40 m。矿体具有明显的分支复合

特征，在分支复合部位Au、Cu品位均较高，Au品位：

0.18×10-6 ～ 5.59×10-6，Cu品位：0.23×10-6 ～

6.62×10-2。矿体的分布受隐爆角砾岩控制，赋矿

岩石主要为围岩角砾岩及部分斑岩角砾岩，硅化蚀

变较强。矿石呈角砾状、稠密浸染状、细脉状构

造。黄铜矿、黄铁矿主要呈细脉状、稠密浸染状及

图4 琵琶沟金矿KⅠ、KⅡ矿体垂向分布叠合图

Fig.4 Vertical distribution composite diagram of the K

Ⅰand KⅡ ore body’s in the Pipagou gold deposit

1.斜长角闪片岩；2.花岗斑岩角砾岩；3.花岗斑岩；

4.KⅠ矿体；5.KⅡ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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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块状分布在胶结物中或者沿围岩角砾边部、片

理、片麻理分布。角砾成分主要为斜长角闪片岩，

见少量斑岩角砾。

5.2 矿床成因

5.2.1成矿物质来源

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上地幔，花岗斑岩为成矿

母岩，主要依据是：①花岗斑岩体处在长期活动的构

造岩浆岩带上，空间上岩体受北西和北东向两组构

造的复合控制，岩体内角砾岩筒是花岗质岩浆上侵

过程中引起的隐爆作用形成，金矿化局限在爆破角

砾岩筒内。空间关系清楚的表明花岗斑岩侵入－爆

破－金矿化三者之间的成因联系。②据黄铁矿硫同

位素组成资料[13]，δ34S平均值为1.7‰，其变化范围

为+0.9～+3.2‰,离差为2.3‰，为正向偏离，接近陨

石值。表明成矿物质来自地壳深处，即来自花岗斑

岩自身。③花岗斑岩中Au丰度为（十几－几十）n，

高出同类岩石平均值的数倍－数十倍，表明成矿物

质来源于花岗岩岩浆。

5.2.2 成岩成矿机理分析

琵琶沟岩体在区内燕山期岩浆活动序列中，属

中－晚期阶段侵入爆破形成。从岩石特征及花岗斑

岩、角砾岩、金矿化三者之间的空间联系，反映了成

岩、成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形成大致可分以下

三个阶段：①浅成初始侵入－爆破阶段：花岗斑岩含

岩屑、晶屑及角砾等，局部见塑性角砾，表明岩浆在

上侵过程中经历了初期爆破作用。浅成侵入的岩

浆，由于温度骤然下降，其表层形成冷凝壳，阻碍了

深部岩浆上升的通道，岩浆内压不断增加和聚积，最

终导致岩浆爆炸，使岩浆冷凝壳崩溃，破碎的岩块、

岩屑、晶屑等落入岩浆。由于爆炸时处于炽热状态，

甚至部分为半凝结状态，因此角砾边部无烘烤现象，

部分与胶结物之间界限不清。局部角砾具定向排

列，显示定向流动构造。②超浅成强烈爆破阶段：岩

浆在初始侵入－爆破之后继续上侵，上升至近地表

高度，即超浅成环境，该部位富含大量的水，在炽热

岩浆作用下，发生气化，加速和补充气体的聚集，和

岩浆共同形成高温的流体。此外，在超浅成部位，其

顶部压力骤减，当外部压力小于岩浆内压力时，导致

岩浆再次爆炸。根据爆破角砾岩筒发育程度，超浅

成爆炸远远大于初始岩浆爆炸的能量。岩筒中可见

大角砾包含小角砾，为两次爆炸的佐证。超浅成爆

破形成一系列裂隙及小断层，平面上围绕岩筒呈环

形分布，剖面上倾角陡缓不一，但总的倾向岩筒中

心，与岩筒的几何形态一致，这与火山机制中的环状

裂隙相似。本区未发现火山碎屑岩及火山熔岩，可

以认为角砾岩筒应属于隐爆成因。③热液成矿阶

段：岩浆浅成侵入－爆破和超浅成强烈爆破之后，由

于能量大量释放和温度下降，相继而来的是热液活

动，并伴随成矿作用，此阶段为岩浆隐蔽爆破的第三

阶段。初期高温热液中，富碱性的（广泛的绢云母

化、钾化）溶液中金处在溶解状态，不发生沉淀。由

于岩筒中心和边部的温度、压力差，驱使热液向岩筒

边部运移。随着温度、压力的降低，介质的化学性质

发生了变化，热液中的Au、Cu等矿物质在孔隙度较大

的斑岩角砾岩或围岩裂隙中沉淀。在热液成矿阶段

中，脉动式的构造活动仍不断发生，形成复杂的矿脉

穿插和不同世代的含金黄铁矿。

5.2.3 成矿温度

据矿物包体测温资料[13]，各种矿物的生成温度

在120 ～ 340 ℃。矿体内黄铁矿爆裂温度为311 ～

318 ℃；近矿围岩（蚀变粗斑花岗斑岩）石英均一温度

为260～ 340 ℃；外侧青盘岩化斜长角闪片岩中石英

均一温度为120～ 220 ℃。这表明，自矿体中心向围

岩温度由高变低，成矿主要在中－高温阶段，与赋矿

岩石中热液蚀变矿物组合（绢云母、高岭土）相一致。

5.2.4 矿床成因

综上所述，琵琶沟金矿属于与斑岩有关的爆破

角砾岩型金矿床。成矿主要与燕山期岩浆的浅成－

超浅成侵入爆破作用形成的“杂”岩体关系密切，侵

入爆破作用与成矿作用为一连续过程，成矿作用依

随于成岩作用。岩体蚀变分布广泛，与成矿关系密

切的是强烈爆破作用后的热液叠加蚀变。金矿化主

要赋存在爆破角砾岩胶结物内，沿岩筒边部环状裂

隙充填交代。

5.3 找矿标志

本区的找矿标志如下：

（1）斑岩标志：斑岩体是寻找该类矿床的先决条

件。其特点是浅成侵入－爆破形成的“杂”岩体，在

岩浆活动序列中晚期阶段侵入－爆破形成的“杂”岩

体含矿性好，岩石金丰度高。

（2）围岩蚀变标志：与成矿有关的围岩蚀变种类

很多，对找矿有指示意义的有绢云母化、高岭土化、

硅化、碳酸岩化。矿化与蚀变强弱有关，矿化赋存在

强蚀变岩石中，矿体由中心向两侧蚀变减弱。



第1期 吴清杰等：河南西峡琵琶沟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床成因及找矿前景浅析 61

（3）构造标志：主要控矿构造为爆破角砾岩筒及

边部环状裂隙。含矿角砾岩筒一般在岩浆活动晚期

中心爆破形成，呈椭园形，其边部具环状裂隙或小断

层，反倾斜一侧蚀变矿化强烈。

（4）黄铁矿化、黄铜矿化标志：矿床主要金属矿

物为黄铁矿，黄铜矿。黄铁矿的含金标志是：细粒它

形、光泽暗淡，一般含金性好。黄铁矿化强烈，金品

位高。黄铜矿化较强部位，Au、Cu品位明显较高。

（5）次生氧化物标志：矿床在地表风化后出现一

系列的氧化特征，可作为直接的找矿标志。矿化岩

石一般具铁染现象，矿体露头一般具强烈褐铁矿化，

局部出现铁帽、孔雀石化。

（6）地球物理标志：高磁场分布区是推断隐伏岩

体的依据；花岗斑岩体内、外接触带及围岩地段，自

电、激电异常一般与矿化有关。

（7）地球化学标志：区域上Au元素异常是寻找金

矿化的直接异常标志，矿床范围内直接指示元素为

Au、Cu，间接指示元素为Pb、Zn、As、Sb等。

6 深部及外围找矿前景浅析
通过对矿区及矿区外围地质、物化探资料的综

合分析，借鉴国内同类型矿床的找矿模式，认为在该

矿床的深边部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1）KⅠ矿体在102 m标高化探结果显示前缘元

素As、Sb的含量较高，尾缘晕元素W、Co、Ni等元素含

量仍然较低。虽然KⅠ矿体在102 m标高规模变小，

但是隐爆角砾岩筒的隐爆特征仍然较明显，说明在

该地段隐爆作用仍然较强，而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床

的矿体具有伴随隐爆角砾岩筒沿倾向延伸非常大的

特点。据此认为，KⅠ矿体在102 m标高以下仍然会

有较大延伸，在局部隐爆角砾岩筒S型膨大部位有可

能形成厚大矿体。

（2）KⅡ矿体与KⅠ矿体比较，黄铜矿化较强，Cu

品位明显较高，矿体位于隐爆角砾岩筒上部内接触

带的隐爆角砾岩带中，与KⅠ矿体分别处于隐爆角砾

岩筒侧伏部位的上部和下部，KⅠ矿体在地表浅部

（552～ 356 m标高）局部工程中Cu矿化较强，向下Cu

矿化逐渐减弱，而新发现的KⅡ盲矿体Cu品位较高，

从147 m及102 m中段岩石化探结果反映，在KⅡ矿体

对应部位AS、Sb等元素异常强度较高，具有矿体前缘

元素特征，推断KⅡ矿体反映的可能是一新矿体的前

缘特征，这与该矿区成矿多期多阶段的成因相吻

合。KⅠ、KⅡ矿体相距较近、走向近于平行、同处于

隐爆角砾岩筒内接触带，因此预测在深部隐爆角砾

岩筒膨大部位或者转折部位两矿体有可能会出现叠

加从而形成厚大矿体，KⅡ矿体向深部具有较好的找

矿前景。

（3）据物探资料综合分析解释，在黑沟岩体（H）－

琵琶沟岩体（P）－桃园沟岩体（T）三个岩体之间的三

角地带可能为一隐伏岩体，而该处又具有较好的Cu、

Mo、W、Bi异常，而且Cu、Mo异常及三级浓集中心套合

很好，经初步验证，在钻孔中有数十米厚Cu、Mo矿化

带，推测在该隐伏岩体鞍部应该是寻找Cu、Mo矿体有

利部位。

（4）在 F4、F2断裂交汇部位，构造角砾岩、隐爆

角砾岩均有发育，黄铁矿化、硅化蚀变较强，参照相

邻的毛堂金矿隐爆角砾岩多次隐爆有利于远程成

矿特点，该处与毛堂金矿外围多金属成矿具有相同

之处，推测该部位是寻找以 Au为主的多金属矿有

利部位。

（5）枣树垭（Z）岩体群主要以围岩角砾岩为主，显

示低缓磁异常，该处与斑岩体及近斑岩体部位相比

较，As、Sb元素处于相对的低缓高背景区。综合地

质、物、化探资料分析，枣树垭岩体群与岩体隐爆中

心相距较远，或者说该处位于成矿的浅剥蚀部位，因

此在深部具有较好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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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rigin of the Explosion Breccia Type Gold Deposit
and Prospecting in Pipagou, Xixia, Henan

WU Qing-jie1，LI Sheng-li1、2，LIU Xiao-zhao1 ，YAO Juan1，WANG Jian-ming1、2，DOU Lu-yuan3 ，

LI Chang-mei1 ，ZHANG Tie-li1 ，ZHANG Huai-qiang3

(1.No.1 Geological Prospecting Institute , Henan provincial Bureau of Geo-exploration and mineral Development,

Nanyang 473056，China；2.Henan Geological Survey Institute, Zhengzhou 450007, China；

3.Xixia Jintai Mining Co.Ltd.，Xixia 47450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geophysical, geochemical pros-

pecting, origin and metallogenic features of the known gold ore in the Pipagou, and the reference of the domestic

prospecting experie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good prospecting in the inner part of the concealed eruption

breccia pipe, especially in the deep part of the KⅠ deposit. The KⅡ deposit is the front part of a blind ore body

in the Pipagou. And the periphery of the mining area and the specific position are favorable places for polymetal-

lic deposit, which contains Cu, Mo and mainly Au.

Key Word: concealed eruption breccia; concealed rock body; exploration ; Pipagou；Xixia；Hen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