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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矿田位于上扬子地块与华南裂陷槽的结合部，多次构造运动造就了武陵、雪峰、加里东、

印支和燕山五个构造层。区内广布的元古界地层中 7/，28，9，5/，:8 和 ;( 的平均含量明显

高于上部大陆地壳的平均值，形成一个巨大的微量元素资源库，为区内矿源层。唐浒坪复背

斜、沃溪 ’ 冷家溪断层、滴水坪 ’ 明溪口断层等为区内控矿构造。矿田处于兴安 ’ 太行 ’ 武陵

巨型重力梯度带上，在通道 ’ 溆浦 ’ 安化航磁负异常带北东段和常德幔隆与麻阳幔隆的鞍部。

区内发现分散流金异常 "+ 处，面积 " , *" <=" ，金峰值（$## , &*$#）- %# ’.，沃溪金矿最高达

&.## - %# ’. ；铜异常 $ 处，面积 " , ""6 $ <=" ，铜峰值（&# , "##）- %# ’+，最高达 *%+ - %# ’+。研

究认为该矿田具良好的找矿前景，可划分为!、"、#级成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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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雪峰山地区的地层分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构造运动的时期和属性、造山运动过程动力学等问

题，历来是地学界关注的热点。唐浒坪矿田位于雪

峰山地区的北区，区内沃溪金矿为钨锑金共生大型

矿床，自发现之后，多家科研院所先后针对沃溪金

矿本身进行过认真研究和探讨。本文从区域地质

背景、区域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对该矿

田成矿地质条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划分成矿远

景区，旨在提高找矿成效。

%! 区域地质背景

!6 !" 地层

主要出露有中元古界冷家溪群，新元古界板溪

群、震旦系，下古生界寒武系，上古生界泥盆系、石

炭系和二叠系，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新生界第四

系等。其中新元古界板溪群是本区发育最完全的

地层，共分横路冲、马底驿、通塔湾、五强溪、多益塘

$ 个组。以马底驿组分布最广，是板溪群的重要标

志层，也是区内主要含矿岩系，区内主要金、铜、锑

矿均产于该组中。属滨外陆棚沉积富钙 ’ 粉砂泥

质的类复理石建造。

!6 #" 构造

本区处于冷家溪隆起西部，多次构造运动造就

了武陵、雪峰 ’ 加里东、印支和燕山 & 个构造层。

构造线总体表现为由北东转向北东东往北西凸的

弧形，显示出本区经历了由南东 ’ 向北西的挤压，

形成了由南东往北西推覆的喜眉山 ’ 两河口逆冲

推覆构造和其前缘的一系列叠瓦式构造（图 %）。

褶皱主要发育于武陵、雪峰 ’ 加里东构造层

内。武陵构造层褶皱形态以紧闭、倒转、斜歪、斜

卧、平卧为主，发育尖棱次级褶皱，如$驮子口 ’ 天

湖池直立型线状向斜、%方子垭倒转背斜等。雪峰

’ 加里东构造层内褶皱较为宽缓，如&唐浒坪复背

斜，为一轴面近直立的开阔复背斜，已发现的金矿

（床）点集中分布于该复背斜两翼之板溪群马底驿

组中，对金矿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断裂十分发育。构造线以 >? 向为主，>?? 或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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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唐浒坪矿田构造纲要图

!"#$ %! %&’()&(’*+ ,-.&)/ 0*1 23 4*5#/(1"5# 2’.3".+6
%$ 燕山构造层；"$ 印支构造层；&$ 雪峰 ’ 加里东构造层；($ 武陵构造层；$$ 辉绿岩脉；)$ 不整合界线；*$ 逆断层；+$ 正断层；,$ 推覆断

层；%#$ 韧脆性变形带；%%$ 平移断层；%"$ 背斜；%&$ 向斜；%($ 倒转向斜；%$$ 倒转背斜；%)$ 褶皱编号；%*$ 断层编号；%+$ 钨锑金矿床；

%,$ 金矿床（点）；"#$ 铜矿床（点）

近 78 向次之，98 向不太发育，总体呈弧形展布。

97 向断裂规模较大，多具有继承性活动；98 向断

裂既有压性和压扭性的逆断层，又有张性的正断层

或平移断层；%9 向断裂和近 78 向断裂多数表现

为正断层。

!%（金厂溪 ’ 于洞口）断裂，为走向北东，倾向

南东的正断层，对沅麻盆地的形成及改造起重要作

用，对万善桥一带金矿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控制作

用；主埠溪 ’ 通溪逆冲断裂，走向为 &#: - )#:，呈反

“%”型延伸，沿断裂带有三条辉绿岩脉（!(）分布。

!"（潘香桥 ’ 小桃源）逆冲断裂，呈 977 ’ 97
向波状弯曲，两盘岩层破劈理及牵引小褶皱发育，

总体显示为北西盘（上盘）下滑的正断层。

!&（沃溪 ’ 冷家溪）断层，总体上呈反“%”型延

伸，破碎带内石英脉成组出现，见挠曲、拉伸、拉断、

细颈化等现象，两盘岩石中发育劈理化、片理化或

透镜体化，常见次级牵引褶皱、叠瓦状组合等示向

性构造，为一条主构造期逆掩的多期次活动控矿断

层，已发现沃溪金矿、沈家垭金矿、冷家溪金矿等沿

该断裂呈串珠状分布。

!(（滴水坪 ’ 明溪口）逆掩断层，走向 $$:，断

裂带由多个断裂面组成，两盘岩石发育韧性牵引构

造，指示南东盘往北西方向逆冲。杜家坪金矿、西

安金矿（点）及方子垭周围的铜矿（化）点均分布于

断层旁侧，具明显导矿作用。

!$（油房边 ’ 大池塘）逆冲断层，走向北东，横

剖面从中心向两侧可分为角砾岩带、膝折带、揉皱

破碎带及硅化泥片岩四个带，为主构造期逆冲的多

次活动断层。

逆冲 ’ 推覆构造分布于矿田中西部喜眉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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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及东部小水田两地，以前者为主。喜眉山 #
两河口逆冲推覆构造，具有三元结构型式：元古界

推覆体 # 逆冲断裂带 # 原地岩系。

韧脆性变形带仅发育于干溪坪 # 香草湾隆断

带的武陵构造层中。由 $ 条破碎带组成，破碎带与

两侧围岩均为逐渐过渡，既无明显断层界面，又无

典型糜棱岩，既不同于断层又异于韧性剪切带。带

内揉皱、膝折发育；压碎角砾或透镜体具明显的旋

扭拖尾现象；石英脉被挤压、拉伸、拉断，褶曲形成

细颈状、布丁状和无根状褶皱；褶纹线理、交面线

理、拉伸线理、黄铁矿压力影、旋转残变斑晶等常

见。

!! "# 岩浆岩与变质作用

主要发育辉绿岩脉，规模小，最大出露面积 %! &
"#’，总计约 ’! " "#’。根据里特曼指数，可确定为

钙碱性系列的铁质基性岩，大部分微量元素的富集

系数 小 于 "，唯 钨 元 素 的 富 集 系 数 高 达 "(! ) *
’%! +，含量远高于湖南岩浆岩中钨的平均值，可能

与矿田内的钨矿有成因联系；方子垭岩脉具有高

$%、高 &’ 的特征，主要为钠质碱性系列岩石。

与岩脉接触的围岩发生强烈绢云母化、绿泥石

化、硅化和黄铁矿化。方子垭一带岩脉的围岩有明

显的铜矿化。

区内地层普遍遭受区域变质作用，岩石中碎屑

状黑云母变为绿泥石，基质中变质矿物绢云母、绿

泥石，沿层理及板劈理呈定向排列；板溪群及震旦

系、寒武系发育区域透入性板劈理。

!! $# 地球物理特征

矿田位于兴安 # 太行 # 武陵巨型重力梯度带

上，在湖南省莫霍面布格重力异常等值线图上处于

湘西地幔缓坡带南东缘、常德幔隆与麻阳幔隆的鞍

部，在通道 # 溆浦 # 安化航磁负异常带的北东段［"］，

其东侧为正异常区，是一极为有利的成矿地带。

’!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 !# 地球化学背景

元古界中的 ()，*+，,，-)，.+，/0 平均含量明

显高于上部大陆地壳的平均值［’］（ 表 "），形成一个

巨大的微量元素资源库，构成一个典型的() # *+

表 !# 湘西元古界微量元素平均含量

&’()* !# +,*-’.* /012*12 03 45/-06*)*4*12 51 7-02*-0805/，

# # # # 9*:2*-1 ;<1’1

岩石

类型

样品数

1 个 () 1 "% #(
*+ , -) .+ /0

!2 1 "%
#$

五强溪

组砂岩
’% ’! ) "! , &! ’ ’% ’)! ( "%’! ,

马底驿

组板岩
"% &! ) ’! " +! ’ && ’+! $ "&,! "

冷家溪

群板岩
, &! $ ’! ) )! + +,! + &$! ( "+$! +

上部大

陆地壳
"! - %! ’ ’! % ’+ ’% ,"

! ! 注：样品由华东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局 -") 队分析!

#,、-) # .+ # /0 含矿建造，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了

充足的成矿物质。在西冲 # 沃溪金矿密集区，赋矿

地层马底驿组板岩中金含量为 %! ( . "% #(，远远低

于本区区域相关地层中金的背景值，说明在矿床附

近存在着金元素含量的低值带，与矿体及围岩构成

了金的贫化 # 富集的地球化学共扼体系，地层中金

的活化、迁移明显。

%! %# 地球化学及重砂异常

区内具一定规模的分散流金异常 ’$ 处，面积 ’
* &’ "#’；铜异常 + 处，面积 ’ * ’’! + "#’。异常分

布与地层、构造关系密切，在元古界地层中金异常

常与 ,，*+，(3，45 等元素异常叠合成同心圆状综

合异常，且与黄金等重砂异常重叠，沃溪金矿就产

于 () ) # "% 号 ()，*+，,，(3，45 综合异常与! #
"& 号 ,，*+，() 重砂异常的叠合部位。铜异常与

()，,，*+ 有一定的 叠 合 性，寺 田 坪 铜 矿 就 产 于

-)" # ’ 号铜异常中。

金的 分 散 流 异 常 主 要 分 布 于 矿 田 北 部（ 图

’’），峰值（+%% * ) &+%）. "% #(，沃溪金矿最高达

) (%% . "% #(，四周为明显的低值区，异常浓集中心

明显。

铜的分散流异常主要分布于矿田南西部（ 图

’+），异常浓集中心较明显，峰值（)% * ’%%）. "% #$，

最高达 &"$ . "% #$，沿喜眉山 # 两河口推覆构造的

前缘展布。

重砂异常以黄金重砂异常为主，金钨、金锑钨

次之，常与分散流异常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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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唐浒坪矿田金（!）及铜（"）分散流异常图（据湖南地勘局物探队，修改）

#$%& "! ’() *!+ ,(-.$/% 01（!）!/2 31（"）!/-*!45 $/ ’!/%(1+$/% -6)7$)42

%!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与成矿远景区

划分

!& "# 区域成矿条件分析

矿田位于上扬子地块与华南裂陷槽之间江南

地块北部的冷家溪隆起西部，深部构造位置处于湘

西地幔缓坡带的南东缘。成矿是在冷家溪隆起形

成与发展过程中即武陵、雪峰至加里东三次大的板

块运动造成的沟弧盆系统大地构造环境中进行的。

武陵期，矿田处于弧间盆地环境，同沉积断裂伴随

的火山活动，将地壳深部的成矿物质大量带出并初

步富集，形成了最早的矿源层———冷家溪群；雪峰

期，矿田处于弧后盆地，靠岛弧一侧滨外陆棚沉积

环境，冷家溪群隆起、剥蚀，为盆地提供丰富的陆源

成矿物质，同时强烈的火山活动，同样提供了大量

的成矿物质，加之沉积物以泥质为主，其对微量元

素 01，31 具有更强的吸附能力，有利于成矿物质

的富集，于是形成第二矿源层———板溪群；加里东

运动，使地层发生区域变质和构造的产生、复活。

三次大的地壳运动使本区形成复杂的构造形迹，既

有利于深部热能的释放，又能产生大量的动力能，

同时造成广泛的区域变质作用，产生大量的变质水

和变质热能。

矿田内广布的元古界地层为一套富含 01，8"，

31 等微量元素，具高离差、高活化能的富钙质 & 粉

砂质泥质和富水的含矿建造，其既提供了成矿所需

有用组分 01，8"，又提供了成矿所需的辅助组分

3!，#)，9%。高含量的泥质在沉积分异过程中可以

吸附更多的 01，8" 等微量元素，牛贺才（’((’）对

板溪群马底绎组的实验表明，)#: 的金以吸附形式

存在于粘土矿物中，并且 01，8" 很容易活化出来；

多次地质作用使岩层中的 01，8"，31 等被大量激

活，同时释放出大量的建造水将 01，8"，31 等淋滤

出来，以络合物的形式迁移并与含矿建造中某些层

位或岩性段提供的成矿所需的辅助组分反应，而使

矿物质沉淀定位。

矿田内深大断裂为成矿热液的运移、汇集提供

了良好的通道。岩层褶皱时产生的层间滑动、剥离

和在强大应力场作用下，在褶皱的翼部及轴部形成

大量的层间滑动剪切带，与板岩的屏蔽作用形成的

封闭空间为矿液的沉淀富集提供了有利场所。区

域断裂与层间滑动剪切带构成了配套良好的导容

构造体系，造就了矿田内金矿类型以层间破碎蚀变

带型为主且明显具层位控矿和构造控矿相结合的

特征。板溪群中含铜矿源层，在后期构造运动与变

质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含矿热液作用下，促使铜元素

充分活化、转移和重新富集，形成了受地层与构造

双重控制的沉积 & 改造型铜矿。

综上所述，矿田内矿源层广布，成矿物质丰富，

热动力充足，导容矿构造配套完备，是一个极为有

利的金、铜成矿区域。

!& $# 成矿远景区划分

根据矿田成矿条件的分析，结合已有矿床（点）

的矿化信息，将矿田划分为 % 级成矿远景区（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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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唐浒坪矿田成矿区划分

!"#$ #! %&’ ()*+",# -). /"0"("*, *1 2.-&33*#.,.-"4 ’.5(’.4-"0. ", 6&,#17’",# *5.1".3/
"$ 第四系；$$ 白垩系；#$ 侏罗系；%$ 泥盆系 & 二叠系；’$ 震旦系 & 寒武系；($ 板溪群；)$ 冷家溪群；*$ 石英脉；+$ 辉绿岩；",$ 实测、推

测地质界线；""$ 角度不整合地质界线；"$$ 正断层；"#$ 逆断层；"%$ 平移断层；"’$ 实、推测性质不明断层；"($ 构造角砾岩带；")$ 韧、

脆性变形带；"*$ 地层产状；"+$ 大型钨锑金矿床；$,$ 金矿（化）点；$"$ 铜矿（化）点；$$ - $’$ ". $,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剩余异常浓度

级别及编号（$$$ 铜；$#$ 金；$%$ 锑；$’$ 钨）；$($ 黄金重砂异常级别及编号；$)$!级成矿区；$*$"级成矿区；$+$#级成矿区

! ! !级成矿远景区：成矿地质条件极为有利，

地层以矿源层———板溪群为主，导、容矿构造配

套完备，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叠合性好，且发现了

工业矿体，找矿潜力较大。如沈家垭、杜家坪和

寺田坪。

"级成矿远景区：成矿地质条件较为有利，地

层以矿源层———板溪群为主，有匹配较好的构造体

系，地球化学综合异常叠合性很好，已知矿点较少，

但有找矿潜力。如山金坳、杨家溪等地。

#级成矿远景区：成矿地质条件较好，地层以

矿源层———板溪群为主，构造和地球化学异常较发

育，已知少量矿化点和民采信息，工作程度低的地

区。如小桃源、白果园、正必洞等金矿和新屋场、晒

谷塔、张家坪等铜矿化点分布区。

参考文献：

［"］饶家荣$ 湖南深部构造［8］$ 湖南地质，"++#，（增刊 )）$

［$］牛贺才，马东升$ 湘西怪控金矿床成因机制研究［ 8］$ 矿

床地质，"++$，""（"）：(’—)’$

［#］孟宪刚，朱大刚，骆学全，等$ 雪峰山中段金锑矿构造控

矿分析与资源评价［%］$ 北京：地质出版社，"+++$

’%

万方数据



!
华 南 地 质 与 矿 产!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0’*’("& () 1#".)23’". .($0 )’,$0
’" 42#".$’". 5(2"*%，62"#" 78(9’"/,

!"#$ %&’()*+’()，,"- .&()*+/(，01 23&*3/’，

（%#& !"#$%&’ () *+,%, !+"’%+ () -’(.($/ %,& 0#,’"%. 1’2(+"3’2，*+%#4+% %’(###，54#,%）

! ! !:&*#/*：435 6758&59: 9&5; ’< <35 =6((5=<&6( 68 />>57 ?’()@& >9’<867A ’(: ;6/<357( B3&(’ )5(=+=9&(5C
!&D5 <5=<6(&= 9’+57; 867A5: :/7&() :&88575(< <5=<6(&= A6D5A5(<;，&(=9/:&() 0/9&()，%/585()，B’(&:6(&’(，

-(:6;&(&’( ’(: ?’(;3’(&’( <5=<6(&= 9’+57;C 435 =6(<5(<; 68 "/，2E，0，B/，.E ’(: F( &( .76<576@6&= ;<7’<’
’75 6ED&6/;9+ 3&)357 <3’( <36;5 &( />>57 =6(<&(5(<’9 =7/;<，=6(;<&</<&() 5G=5995(< ;6/7=5 E5:; 68 <3&; ’75’C 435
4’()8/>&() ’(<&=9&(67&/A，06G&*H&()I&’G& ’(: ,&;3/&>&()*J&()G&K6/ 8’/9< ’75 A’&( 675*=6(<7699&() ;<7/=</75;C
435 6758&59: ’9;6 9&5; ’< <35 )7’(< %&()’’(*4’&35();3’(*0/9&() )7’D&<+ )7’:5 E59< ’(: ’< <35 (67<35’;<57( >’7<
68 46():’6*%/>/*"(3/’ (5)’<&D5 ’576A’)(5<&= ’(6A’9&5; ’(: ’< <35 ;’::95 68 B3’():5 A’(<95 ;L599 ’(:
J’+’() A’(<95 ;L599C 43575 ’75 ") :&;>57;&6( <7’&( )69: ’(6A’9&5; L3&=3 =6D57 " * +" KA" L&<3 <35 >5’K D’9*
/5 7’()&() 876A $## , ’# -. <6 %.## , ’# -.（ &( 06G& )69: A&(5），8&D5 =6>>57 ’(6A’9&5; =6D57&() ’ ’75’ 68 " *
""C $ KA" L&<3 <35 >5’K D’9/5 7’()&() 876A %# , ’# -) <6 +’) , ’# -) C 2</:+ ;36L; <3’< <3575 ’75 )66: >76;>5=*
<&() 8675)76/(:; ’(: <3755 =9’;; A5<’996)5(5<&= >57;>5=<&D5; 3’D5 E5 &:5(<&8&5:C
! ! ;,% <(80&：4’()8/>&() )69: 6758&59:；A5<’996)5(5<&= =6(:&<&6(；:&D&;&6( 68 A5<’996)5(5<&= >57;>5=<&D5；

?/’()9&() B6/(<+，

’’’’’’’’’’’’’’’’’’’’’’’’’’’’’’’’’’’’’’’’’’’’’

M/(’(

（上接第 +) 页）

=8,>/("*8($$’". ),#*28,& () ?’#"$’&+#">@#%’&+#">A’2%’&+#" *8’#".$,
-’",8#$’B#*’(" 8,.’("，62"#" 78(9’"/,

BMN# O&(’，"，%1 M/&*=3’()+，BMN F36/*3/+，M1"#$ $5*85&’，+

（’6 54#,% 7,#8’"2#9/ () -’(23#’,3’2，:+4%, %+##&%，54#,%；"6 *+,%, -’(.($#3%. ;+"8’/，54%,$24% %’##’’，54#,%；+6 ;(+94’",

*+,%, <,29#9+9’ () -’(.($#3%. ;+"8’/，54’,=4(+ %"+###，54#,%）

! ! !:&*8#/*：P( <35 E’;&; 68 ;+(<35;&@&() )5696)&=’9 :’<’ ’D’&9’E95 ’(: 8&59: &(D5;<&)’<&6( 68 <+>&=’9 678&59:;
&( O&’(9&;3’(*,’+&;3’(*Q&/+&;3’( <7&’()95 A&(57’9&@’<&6( 75)&6(，<35 ’/<367; :&;=/;; <35 759’<&6(; E5<L55( :&8*
8575(<&’<&6( ’(: 5D69/<&6( 68 )7’(&<5; 68 :&88575(< K&(:;，;6/7=5 E5:; ’(: A&(57’9&@’<&6(，;</:+ ’;;5AE9’)5; 68
675 A’<57&’9; ’(: :&;>57;&6(*5(7&=3A5(< 75)/9’7&<&5; 68 A5<’996)5(5<&= 595A5(<; ’; L599 ’; >/< 867L’7: ;&G &A*
>67<’(< >76;>5=<&() ’75’;C
! ! ;,%<(80&：<7&’()95 A&(57’9&@’<&6( 75)&6(；675 * =6(<7699&() ;&)(&8&=’(=5；O&’(9&;3’( *,’+&;3’( * Q&/+&;3’(
75)&6(；M/(’( .76D&(=5

)%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