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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宁国石口金矿地质特征及控矿因素

肖万峰1，洪大军1，雷丁尔2，张 旭1，陈科夫1，刘 宏1

(1．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合肥230041；2．安徽省地质调查院，合肥2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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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寒武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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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向张性断裂是最主要的容矿构造。石口金矿N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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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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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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石口金矿位于钦杭成矿带北东段宁国市中溪镇。

在1：20万区域化探扫面[2]及1：5万水系沉积物

测量[s]时，在该矿床发现规模大、梯度变化缓的Au

异常。2011年始，该区先后开展了中国地质调查局

“安徽宁国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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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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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含金矿化带和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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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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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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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图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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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晚寒武世为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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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陆棚相一盆地相砂泥质建造[4-s]。

受印支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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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NE向宁国墩

断裂被NW向刘村断裂切错，构成研究区主要断裂

格架。褶皱分为3期：第1期为NEE向褶皱(A)，

零星分布；第2期褶皱(B)轴向北东，包括河沥溪复

向斜和宁国墩复背斜；第3期为叠加的NW向小型

褶皱(C)，主要分布在宁国墩断裂南东侧[s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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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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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系；2．志留系；3．奥陶系；4．寒武系；5．震旦系；6．南华系；7．似斑状二长花岗岩；8．二长花岗岩；9．铅锌矿；10．多金属矿；

11．钨矿；12．锑矿；13．地质界线；14．正断层；15．逆断层；16．平移断层；17．性质不明断层；18．推测断层；19．背斜；20．向斜；21．第

1期褶皱；22．第2期褶皱；23．第3期褶皱；24．矿区范围

图1安徽宁国石口地区区域地质矿产图[5]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mineral map of the Shikou area，Ningguo City，Anhui Province[53

2矿区地质特征

2．1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为上震旦统一奥陶系及第四系

(图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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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武世一早奥陶世西阳山组泥质灰岩、早奥陶世印

渚埠组泥岩、早一中奥陶世宁国组页岩、中一晚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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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控矿地层主要为印渚埠组和西

阳山组。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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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向。早期褶皱为石口背斜(A1)，晚期褶

皱为大石岩背斜(B1)。较大的断裂有F1、F2、F3、

F7和F9，其中F9断裂是宁国墩断裂。F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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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2。，F1断裂错断F9断裂，说明其形

成较晚。F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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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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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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系；2．晚奥陶世长坞组；3．晚奥陶世黄泥岗组；4．晚奥陶世砚瓦山组；5．中晚奥陶世胡乐组；6．早中奥陶世宁国组；

7．早奥陶世印渚埠组；8．晚寒武世一早奥陶世西阳山组；9．晚寒武世华严寺组；10．中寒武世杨柳岗组；11．早寒武世荷塘组；

12．晚震旦世早寒武世皮园村组；13．闪长玢岩脉；14．断裂破碎带；15．地质界线；16．逆断层及编号；17．正断层及编号；18．性

质不明断层；19．推测断层；20．背斜；21．褶皱期次及编号；22．金矿体及编号

图2安徽宁国石口金矿地质图[。]

Fig．2 Ge0109ical map of the Shikou 901d deposit in Ningguo City，Anhui ProvinceL9J

该断裂带为正断层，表明F1断裂为缓中等倾角

的张性断层。F2、F3和F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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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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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F3和F7断裂为压性断层。

2．3岩浆岩

矿区地表无大规模岩体出露，仅见闪长玢岩岩

脉沿NE向F2断裂充填(图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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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土壤地球化学

1：1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结果[9]显示，矿区

Au异常呈NE向或NW向展布，与F1、F2和F3断裂

展布方向一致，Au、As、S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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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矿床特征

3．1矿体

石口金矿可分为3个矿段，共发现规模不等的

金矿体7个，各矿体特征见表1。各矿体主要产于

NW向或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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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一①号、Ⅲ一②号和Ⅱ一④号矿体特征。

Ⅲ一①号矿体受NW向F1断裂控制，由工程

MTC26和ZK901控制，产状为212。么60。～62。，似

层状，走向延伸>100 m，控制深部延伸约110 m。

矿体单工程厚1．33～1．80 m，平均厚1．57 m，厚度

变化系数为21．2％，属厚度稳定型；矿石品位为

(o．97～3．57)×10～，矿体平均品位为1．8×10～，品位

变化系数为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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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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宁国石口金矿矿体特征

Features of ore bodies in the Shikou 90ld deposit，

Ninggllo City

Ⅲ一②号矿体受NW向F1断裂控制，由工程

MT℃11、MT砚5、巫801和巫802控制，产状为
206。～224。么57。～79。，沿断裂带波状起伏，走向延伸

>200 m，控制深部延伸约130 m，局部分支、复合

(图3)。矿体单工程厚1．2～6．7 m，平均厚3．o m，

厚度变化系数为73．7％，属厚度稳定型；矿石品位为

(1．07～1．95)×10 ，矿体平均品位为1．38×10 ，

品位变化系数为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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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骥
1喧

1．早奥陶世印渚埠组；2．晚寒武世华严寺组；3．残坡积；

4．泥岩；5．硅质泥岩；6．灰岩；7．构造角砾岩；8．硅化；9．实

测断层／推测断层；10．推测地质界线；11．钻孔及编号；

12．产状；13．矿体及编号

图3石口金矿8号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F酶3 Ge0109ical section of the No．8 eXploration 1ine in

the Shikou 901d deposit

Ⅱ一④号矿体受NE向断裂F3控制，由工程

MTC21控制，产状为332。么48。，呈透镜状，走向延

伸>50 m。矿体单工程平均厚1．82 m；矿石品位为

(1．73～1．89)×10 ，矿体平均品位为1．82×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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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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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矿石组构

石口金矿矿石类型分为断裂角砾岩型(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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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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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本次共采集11

块光片，显微镜下均未见独立金矿物。矿石一般呈

灰黑色(图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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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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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d))，黄铁矿呈不等粒它形一自形粒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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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矿因素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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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8件岩石剖面光谱分析样品进行统计，

发现印渚埠组泥岩Au平均含量为14×10～，西阳

山组泥质灰岩Au平均含量为5．5×10～，明显高于

其他地层及中国东部地壳Au的平均含量o．8×

10叫[10]。因此，初步认为该区印渚埠组泥岩、西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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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角砾；Omp．不透明矿物；Cal．方解石；Qz．石英；Ars．毒砂；Py．黄铁矿

图4石口金矿含金手标本及显微镜下照片

Fig．4 Au—bearing ore specimen and micrographs of the Shikou gold deposit

山组泥质灰岩是重要的含金建造，可能是金成矿作

用中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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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断裂

断裂是石口金矿最直接的控矿因素，不仅为含

矿热液贯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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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8件岩石剖面光

谱分析样统计结果显示，断裂角砾岩Au平均含量

为78．5×10，是重要的含矿地质体。目前已发现

的矿体均受F1、F2、F3、F18和F19断裂控制。具张

性断层性质的F1断裂是矿区主要矿体的控制断

裂，在太子湾一带宽约100 m的断裂破碎带中，除

Ⅲ一②号矿体外，至少还有3层矿体，且断裂带上盘

印渚埠组泥岩普遍具硅化及金矿化。F18和F19断

裂为F1断裂同期的次级断裂，规模较小，延伸不超

过200 m，矿体规模相对较小。F2和F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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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向F1断裂赋存的矿体规模。因此，笔者认

为，NW向F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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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岩浆岩

矿区在NE向F2断裂带、ZK3001和ZK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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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平

均含量为90．9×10～。根据矿区勘查资料，工一①

号和I一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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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m范围为竹溪岭高温热液

型钨矿床[11]，中间为张村低温热液型锑金矿床[12]，

均为受N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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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向断裂带可能形成

较完整的热液型矿床成矿系列。

5结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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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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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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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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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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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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e—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Shikou gold deposit in Ningguo City，Anhui ProVince

XIAO Wan_fen91，HONG Da_junl，LEI Ding—er2，ZHANG Xul，CHEN Ke-ful，LIU Hon91

(1．＆ofDg泐f＆乡Zomfio咒孔f矗咒oZo删砌眈“抬。厂A咒五“i Pr0口施P，觑知i 230041，吼i咒以；

2．＆ofog泐f S甜彻拶。厂A咒砌i P加础栅P，地∥230001，吼i咒以)

Abstract：The Shikou gold deposit in Ningguo City，Anhui Province，a newly discovered 901d deposit

is tectonically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ern section of the Qinzhou_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On the basis

of field ge0109ical investigation and indoor research，this study analyzed ge0109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Shikou 901d deposit．The study shows that ore bodies occur mainly in faulting

zones as 1en and stratoid forms and ore type is dominantly faulting breccias．The argillaceous limestone of

the Xiyangshan Formation and the mudstone of the Yinzhubu Formation are the main Au_bearing ore se—

quences and N、Ⅳ二trending tensional fault is the maj or ore—hosting structure． And the N、Ⅳ二trending

tensional fault in the Shikou gold deposit is of better potential for gold deposits．Therefore，discovery of

the Shikou gold deposits provides a nElw direction for gold exploration and target area for 901d exploration can be

further eXpanded．

Key words：Qinzhou-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901d deposit；faulting breccias；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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