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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综合前人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千里山 ’ 大义山 ’ 九嶷山地区典型矿区的实际调查，以

矿床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根据壳源改造型和壳幔混熔型两类不同性质花岗岩（ 包括过渡产

物）分异演化活动的成岩成矿规律以及矿源层与成矿的关系，揭示了本区成矿物质在区域地质

构造不断演化过程中的行为，即成矿物质组合的变化、分散或富集规律，指出该地区今后地质

找矿的六个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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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所指“千里山 ’ 大义山 ’ 九嶷山成矿金三

角”，其范围包括湖南境内由 9: 向郴州 ’ 邵阳断

裂带、;: 向九嶷山 ’ 大东山基底褶皱带、9; 向宁

远 ’ 常宁深大断裂带所圈定的地区（图 %），区内矿

产资源十分丰富，已探明大中型、特大型金属矿产

数 %# 处，如柿竹园特大型 :，2(，*#，<+ 多金属矿

床、白腊水超大型 2(，7=，>( 矿床、金船塘特大型

2(，<+ 矿床、大义山大型 2( 矿床、铜山岭大型 5/，

7=，>(，8% 矿床、祥林铺大型 :，2( 矿床、湘源大型

2( 矿床、正冲大型 ?+，-= 矿床等。区内矿床受一定

的沉积建造、地质构造和岩浆岩控制，呈有规律分

布，具有极大的找矿潜力。

%! 成矿地质背景

!6 !! 地层

区内除志留系、第三系缺失外，从震旦系至第

四系均有分布，震旦系 ’ 奥陶系以一套由边缘海槽

’ 海槽复理石、类复理石建造及硅质、泥质、碳质建

造，为区内基底构造层；泥盆系 ’ 三叠系以浅海相

碳酸盐岩为主，次为滨海或海陆交互相碎屑岩，为

区内盖层；侏罗系 ’ 白垩系为陆相碎屑岩建造、河

湖相建造，仅零星分布，其中泥盆系、石炭系为本区

重要的赋矿层位。

!6 "# 地质构造

本区处于华南褶皱系湘中南坳陷区及湘东南

隆起区。区内构造发育，基底层断褶带以紧闭褶皱

和断裂紧密相间出现，构造总体呈 99;、9: 向展

布，盖层断褶带以开阔褶皱和断裂相间出现，构造

线总体以 29 向的为主，其次为 9; 向或 99; 向，

其中 99;、9;、9: 向断裂为本区重要的导矿构

造，控制矿田的展布，其旁侧的次级裂隙、层间破碎

带为重要的容矿构造，控制着矿体的形态和规模。

!6 $#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以中酸性为主，并有少量基性岩

脉、碱性岩脉，一般呈岩基、岩株、岩脉产出，另有多

处高侵位隐伏岩体，侵位时代从加里东期到燕山

期，其中燕山期岩体与成矿关系最为密切，按成因

归属分为 2 型和!型两大花岗岩类［%］，深源成的!
型花岗岩类常出现在深大断裂附近，与 @"，5/，*#，

7=，>(，8/，8% 等矿产关系密切，而来源于地壳硅

铝层形成的 2 型花岗岩类则主要与 :，2(，<+，<"，

9=，A’ 等矿产有关。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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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物探异常特征

区内重力异常分布变化明显，阳明山 % 大义

山、千里山 % 骑田岭、九嶷山等地为低值重力负异

常，呈圈闭状，异常值为（ % $# & % ’##）( ’# %$" #
$"，而桂阳 % 宁远一带，重力异常变化平缓，异常值

相对较高，多为（ % )$ & % *#）( ’# %$" # $"；航磁异

常与重力异常基本吻合，在重力低值区，(! 反映明

显，异常成片出露，且强度较高，而在重力相对较高

区，(! 反映平缓，只有局部异常或低缓异常。

!! $# 水系沉积物

从水系沉积物测量中看出，在千里山、骑田岭、

大义山、阳明山、塔山、九嶷山和姑婆山等岩体分布

区，%，&’，()，*+，, 和 -$ 等元素异常峰值高，浓集

中心明显，而黄沙坪、宁远、铜山岭、祥林铺、后江

桥、码市等地，./，0’，12，-3，&/ 和 -$ 等元素异常

峰值高，浓度集中明显，分布面积大。

"! 成矿系列

%! !# 矿床类型

区内金属矿产丰富，主要有 %，&’，()，*+，12，

./，0’，-3，-2，,4，(’，&/ 等，按成矿地质条件和矿

床成因可划分为：

（’）云英岩型矿床：分布于千里山、骑田岭、大

义山、九嶷山等岩体内部、顶部及高侵位岩枝、岩脉

前锋部位和边缘，按其产出形态和成矿方式可分为

云英岩脉型钨锡矿床、云英岩面型锡铷多金属矿床

及构造破碎带中云英岩脉、石英脉复合型 %，&’，

./，0’ 矿床（如柿竹园、大吉岭）。

（"）矽卡岩型矿床：产于岩体与碳酸盐岩接触

带或以顶盖残余矽卡岩方式出现，分布于柿竹园、

金船塘、野鸡尾、大顺窿、铜山岭、祥林铺等地，矿体

形态、产状和规模受岩体接触带控制，也有部分产

于岩体外接触带的层间矽卡岩、顶盖残余矽卡岩底

部或内湾部位，多呈似层状、透镜状和不规则状，成

矿元素组合受成矿岩体类型控制，与!型花岗岩类

有关的矿床，以水口山矿田、铜山岭矿田为代表，主

要为矽卡型 ./，0’，12，-3 矿床，与 & 型花岗岩类

有关的矿床则以柿竹园、金船塘（ 黄沙坪）、祥林铺

矿田为代表，主要为矽卡岩型 %，&’ 多金属矿床。

（)）充填交代型矿床：分布于岩体内部及其与

碎屑岩接触部位，主要形成石英脉型、硫化物型、构

造蚀变岩型钨锡铅锌银矿、锑金矿床等，典型的矿

床有正冲、红旗岭、铁屎垅、白沙子岭、癞子山、瑶岗

仙等，这些矿床主要受 56、5% 向断裂控制，呈脉

状产出，成矿作用以充填作用为主，交代作用为辅。

（*）沉积改造型矿床：分布于道县 % 宁远 % 蓝

山一带的坳陷带及其两侧的“阳明山隆起”和“九嶷

山隆起”之间的过渡地带，耒郴坳陷的中部及东部，

泥盆系中上统和石炭系下统是主要矿源层及赋矿

层位，其形成机理为加里东基底隆起区，经过风化、

剥蚀、搬运后，含矿质碎屑物质在局限台地中沉积

成岩，并初步富集成胚胎矿，后期又叠加构造岩浆

活动，胚胎矿再活化、转移、富集成矿。矿体呈似层

状、透镜状，严格受层位和层间破碎带控制，矿床类

型主要有沉积改造型 ,4，(’，./，0’ 矿、./，0’ 矿，

其产地有道县后江桥、宁远县银山、苏仙区金狮岭、

东坡山、黄家坝等。

%! %# 成矿区带划分

"徐惠长，湖南省矿床成矿系列及成矿预测，"##"!

根据《 中 国 矿 床 成 矿 区 带 划 分 及 有 关 问

题”》［"］、“湖南省矿床成矿系列及成矿预测”"，结

合本区成矿地质环境、矿床成因类型和矿田的空间

分布特征分析，该区地处滨西太平洋成矿域（!
级），属华南褶皱系燕山、喜山期锡、钨、银、铅、锌、

锰、钼、铝土矿、稀有、稀土、萤石、滑石、重晶石、硫

铁矿成矿区（#级）（ 华南成矿区），境内可进一步

划分出两个$级成矿区，两个%级成矿区，六个&
级成矿区（矿田）（图 ’、表 ’）。

%! &# 矿床时空分布

本区内生金属矿床的形成和时空展布均与燕

山期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息息相关，随岩浆演化从

早到晚，其成矿温度沿气化 % 高温 % 中温 % 低温方

向变化，依次出现气液高温!中温!低温内生金属

矿床组合，在空间分布上，自岩浆活动中心向外，矿

床类型依次为云英岩型!矽卡岩型、云英岩型!充

填交代型!沉积改造型。

在矿田中，矿床因成矿条件差异而出现不同的

分带现象，如东坡矿田的形成主要与 & 型花岗岩类

有关，在水平方向（ 即自岩体向外）和垂直方向（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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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千里山 # 大义山 # 九嶷山区地质矿产略图

!"#$ "! %&’(’#) *+, -"+&.*( /0&123 -*4 "+ 5"*+("/3*+67*)"/3*+68"9+"+#/3*+ *.&*
"$ 侏罗系 # 白垩系构造层；$$ 泥盆系 # 三叠系构造层；%$ 震旦系 # 奥淘系构造层；&$ 花岗岩体；’$ 基底大断裂；($ !级构造单元分

界线；)$ 主要内生金属矿床；*$ 找矿靶区

表 !" 成 矿 区（带）划 分

#$%&’ !" #(’ )*+*,*-. -/ 0’1$&&-2’.’1*3 45-+*.3’（%’&1）

成! 矿! 区（带）

" ! # $ %

滨 西
太 平
洋 成
矿域

!
!
华
南
成
矿
区

湘中南坳陷:
;+ <= >+（?9
?#）成矿区

耒阳 #江永 <=
>+ @9 ?9 成矿
带

黄沙坪、水口
山、大义山矿
田

湘东南台隆:
;+ <= >+ ?9
?# 成矿区

资兴 #临武:
;+ A’（ B"）
成矿带

香花岭、东坡、
芙蓉矿田

自岩体顶部往上）依次出现云英岩型、构造蚀变岩

型 ;+，<=，>+ 矿床!矽卡岩型 :，;+，A’，B" 矿床

!充填交代型 <=，>+，?# 矿床!沉积改造型 <=，>+

矿床的分带现象，而铜山岭矿田的形成主要与"型

花岗岩类有关，在水平方向（即自岩体向外）和垂直

方向上（即自下往上）也依次出现矽卡岩型 @9 矿床

!矽卡岩型、充填交代型 @9，<=，>+ 矿床!充填交

代型 <=，>+，?# 矿床!裂隙充填型 ;=，C# 矿床的

分带现象。

6$ 7" 控矿条件分析

区内矿床的形成明显受含矿岩浆岩种类和规

模的制约，不同时代的地层岩石是金属矿床的成矿

物质来源之一，成矿受各种断裂构造复合部位及

D:、DE 向大断裂带的控制，即受（地）层 # 断（裂）

# 岩（体）三因素的联合控制。

（"）地层岩性：震旦系 # 奥陶系地层中 ;+，A’，

B"，?/，?# 等微量元素值一般高出维氏值十几至数

百倍，其中 B" 在寒武系局部地段为 ’""" 倍，泥盆系

碎屑岩是形成 ;+，:，A’，B" 矿床的物质来源之一，

微量元素最高 值 ;+ 达 ""$ + ", #(，: 为 "’$ +

", #(，B" 为 %, + ", #(，A’ 为 -$ ) + ", #(，分别为维

氏值的 &- 倍、"") 倍、%%%% 倍和 *$ * 倍，而 <=，>+

主要赋存于碳酸盐岩中，<= 最高为 &&% + ", #(，>+

为 &$( + ", #(，锡矿山组、佘田桥组、棋梓桥组则为

:，<=，>+ 矿床的形成提供了部分物质来源。区内

石炭系地层中 :，;+，;= 诸元素含量普遍较高，最

高含量分别高出维氏值 "% 倍、- 倍和 $% 倍&。

&曹仲儒等，湘南地区地质矿产基本特征，"-*-$

上述资料表明，成矿受地层层位控制是明显

的，地层具有矿源层特征。泥盆系是重要的控矿

层位，浅海台地相是主要控矿岩相，碳酸盐岩是

%%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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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赋矿围岩。同时也反映了含矿层受构造 % 岩

浆热力作用，含矿层内的金属元素向成矿（ 体）

方向迁移，表明构造 % 岩浆热力是富集成矿的重

要因素。

（"）断裂构造控制：区内一级构造由 !" 向炎

陵 % 郴州 % 蓝山重力梯度带、!# 向郴州 % 邵阳构

造岩浆带、"# 向九嶷山 % 大东山基底褶皱带、!"
向宁远 % 常宁深（大）断裂带构成，是区内成岩成矿

的主要通道，内生金属矿床多产于坳陷区的局部隆

起部位，而区域性构造对区内多金属矿床具明显的

控制作用，如炎陵 % 郴州 % 蓝山大断裂带，常宁 %
宁远大断裂带等在中生代表现为一系列酸性侵入

岩；矿田多分布于区域性断裂的交汇部位，中酸性

隐伏、半隐伏岩体是内生多金属矿的成矿母岩，也

是沉积改造型矿床的岩浆热源，如千里山岩体、大

义山岩体、九嶷山岩体港湾状凹部、舌状伸出部位、

分异岩株部位，都是成矿的有利部位。

（&）岩浆岩控制：本区有色金属矿产的形成，绝

大部分与岩浆活动关系密切，不同时期岩浆活动及

不同成因类型的岩体，其矿化强度和矿种都不尽一

致。$%，&’，()，*%（*+）成矿与!类花岗岩（ 壳幔

混熔型）关系密切，而"类花岗岩（ 壳源改造型）则

与 #，,)，&’，()，稀有和稀土成矿关系密切。从时

间上看，燕山期是形成内生金属矿床的重要阶段，

与 #，,) 多金属及稀有金属成矿有关的岩体多属

于燕山早期，与 &’，() 成矿有关的岩体则为燕山期

岩体，而加里东及印支期岩体多数不具矿化。

!- "# 成矿系列

矿床成矿系列是三维空间中具有内在联系的

矿床自然组合。根据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床组合特

征，本区内生金属矿床可划分为 & 个成矿系列，即

与!型花岗岩类有关的 #，,)，$%，&’，()，*%，*+
成矿系列，与 , 型花岗岩类有关的有色、稀土、稀有

和贵金属成矿系列（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亚系列）

以及沉积改造型 ./，0)，&’，() 成矿系列（表 "）。

不同的成矿系列，其控矿因素不同。与岩浆岩

有关的成矿系列，对成矿起主导作用的是燕山期构

造 % 岩浆活动，而沉积改造型成矿系列则是沉积成

岩作用的初步富集，即矿源层和后期构造岩浆活动

迭加、活化、富集作用的结果。

!- $# 成矿模式

（’）矿床地质模式：加里东运动后，区内泥盆系

% 石炭系为第一个海侵过程的矿源层，印支运动

后，尤其是燕山期，大量酸性岩浆沿 !"、!!" 向区

域大断裂侵入，形成酸性岩带，并有大量酸性岩体，

岩株高侵位于含矿岩层的坳陷区，形成内生矿床和

沉积改造矿床，矿床具明显的垂直、水平分带，即岩

体内部有强烈的云英岩化，形成 #，,) 矿床，向外

为 &’，() 矿床。

（"）矿床地球物理模式：重力异常，反映了大片

隐伏岩体负值异常中的局部异常，一般为小岩株所

引起，是金属矿床形成的主要热源和矿源，航磁异

常为区域高磁区中局部异常，反映了岩体接触带中

断裂交汇处的含矿蚀变体，矿体赋存于蚀变体中。

（&）矿床地球化学模式：以岩体为中心向外由

气化热液高温 #，,)，1/!高中温 ,)，&’，()!中温

&’，()，$%，*+!低温 2+、,’、*% 等成矿元素依次

出现异常，化探异常明显反映了矿床的水平、垂直

分带现象（图 "）。

&! 找矿靶区

以区内成矿地质规律，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异

常及已知矿床分布为依据，本区内生金属矿产调查

评价中的主攻矿种以 ,)，#，&’，()，*+ 为主，兼顾

$%，*%，主攻矿床类型以云英岩型、矽卡岩型、构造

蚀变带型、沉积改造型为主，裂隙充填型为辅。

%- &# 圈定成矿靶区的标志

圈定成矿靶区的标志有：（’）泥盆系、石炭系是

主要矿源层和赋矿层位，成矿有利部位为不同沉积

岩相过渡带和具有遮挡条件岩性组合的复合地带。

（"）碳酸盐岩、碎屑岩与燕山期花岗岩体、高侵位隐

伏岩体、断裂构造的接触部位。（&）不同方向壳断

裂、基底断裂、构造岩浆活动带的交汇部位。（(）规

模大、套合性好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异常分布区。

（$）遥感环形影像和线性影像迭加区。（)）已知矿

产密集分布的成矿区位。

%- !# 找矿靶区

根据综合资料分析，本区可圈出六个主要找矿

靶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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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成矿系列特征

#$%&’ !" #(’ )($*$)+’*,-+,)- ./ .*’0/.*1,23 -’*,’-

矿床系列 与 ! 型花岗岩类有关的成矿系列
与!型花岗岩类有关

的成矿系列
沉积改造型成矿系列

亚系列 印支期坳陷区 加里东期隆起区

矿床式
柿竹园式

香花岭式

白云仙式

枞树板式
水口山式 后江桥式

容矿地层 " # # $ # % " # # " # #

岩浆岩 燕山期花岗岩 燕山期花岗岩 燕山期中酸性岩 燕山期酸性 # 中酸性岩

成矿物

质来源
岩浆源 岩浆源

以岩浆源为主，

沉积源为次

以沉积源为主，

次为岩浆源

含矿

溶液
岩浆热液 岩浆热液

渗流热卤水与

岩浆热液混合

主要成

矿元素

&，!’，()，*+，
#,，$’，-.，-/

&（!’），()，#,，

$’，-/，-.
0/，#,，$’，

-/，-. 12，(’，#,，$’

矿化

系列

&!’()*+ # !’#,$’ #
#,$’-. # !,-/3.

&（!’）() #（!’）#,$’
# #,$’-. # !,-/3.

0/ # 0/#,$’ #
#,$’-. # !,-/3.

#,$’ # 12(’#,$’
# 12(’

主要矿

床类型
矽卡岩型

云英岩型、

充填交代型

矽卡岩型、

充填交代型
沉积改造型

典型

矿床

柿竹园 &，!’，()，*+ 多

金属矿床、黄沙坪 #,，$’
多金属矿床

白云仙 & 多金属矿床、

枞树板 #,，$’ 多金属矿

床

水口山 !, 矿床、铜山岭

0/，#,，$’，-. 矿床 ! !
! ! !

后江桥 12，(’，#,，$’ 矿

床! ! ! ! ! ! ! ! !
!

图 $! 千里山 # 大义山 # 九嶷山地区成矿模式示意图

1+.4 $! !52678 98):+’. 682 ;26<==).2’26+7 ;)>2= )? @+<’=+98<’A"<B+98<’AC+/’+’.98<’ <D2<
"4 泥盆系 # 石炭系盖层；$4 震旦系 # 奥陶系基底；%4 碎屑岩；&4 碳酸盐岩；’4 壳熔改造型花岗岩；(4 壳幔同熔型中酸性岩；)4 不整合

面；*4 断层；+4 成矿物质来源；",4 云英岩型矿床；""4 矽卡岩型 &，!’，()，*+，*2 矿床；"$4 热液矿床；"%4 矽卡岩型 0/，#,，$’，-.，

-/ 矿床；"&4 裂隙充填型 &，!’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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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骑田岭岩体周围锡多金属成矿靶区：位于

炎陵 & 郴州 & 蓝山 !" 向断裂带与邵阳 & 郴州 !#
向断裂的交汇部位，骑田岭岩体为印支期 & 燕山

期，以燕山期为主的酸性花岗岩，出露地层为石炭

系和二迭系，在茶陵 & 郴州 & 蓝山重力梯度带中

部，局部重力、航（地）磁异常发育并叠加有大面积

分布的水系沉积物综合异常和锡石重砂异常，已知

#，$%，&’，(% 矿点（床）数十处，主要产于岩体内部

及其内外接触带，以云英岩型、矽卡岩型、热液充填

型为主。

（"）柳塘 &’，(%，)*，+, 成矿靶区：位于桂阳复

式背斜中部，!!" 向推覆大断裂带与 !# 向断裂

带的交汇部位，有燕山期壳幔混熔小岩体及高侵位

的隐伏岩体出露，地层为石炭系碳酸盐岩，区内水

系沉积物异常为 )*，&’，(%，+*，+,，+- 多元素组

合异常，面积大、强度高，已知热液交代 & 充填型

&’，(%，+, 矿床一处。

（’）香花岭背斜 $%，# 多金属成矿靶区：位于

彭公庙 & 香花岭构造岩浆岩带西南端，金子岭 & 香

花岭复式背斜南部，出露地层为寒式系、泥盆系、石

炭系，有多处花岗岩小岩体及岩脉出露。据重、磁

异常资料，区内有 !!# 向展布的隐伏岩基和高侵

位的小岩体，有大面积的重力异常和成片分布的航

磁局部异常，水系沉积物异常为 !’，./，01，#，$%，

)*，&’，(%，+-，2，0 等多元素组合异常，已知 $%，

&’，(%，!’，./，01 等矿床（点）多处。

（(）辉山 & 万金窝 $%，)* 多金属成矿靶区：处

于阳明山 & 塔山 "# 向构造岩浆岩带与郴州 & 邵

阳 !# 向基底断裂交汇处，大义山岩体南东部，区

内 $! 向构造为本区的主要构造骨架，大义山岩体

主体为燕山早期的产物，是以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为

主的酸性岩体，周边广泛分布有酸性岩脉、基性岩

脉和伟晶岩脉，近矿围岩为石炭系碳酸盐岩，区内

水系沉积物 #，$%，03，)*，&’，(%，+- 等元素异常

及锡石、白钨矿、黑钨矿等重砂异常分布范围大，相

互重叠，已知 $%，)* 矿床（点）多处。

（$）铜山岭 & 祥林铺 )*，&’，+,，#，$% 成矿靶

区：处于都庞岭 & 铜山岭 & 九嶷山 "# 向构造岩浆

岩带与道县 & 河路口 $! 向印支褶皱带的交汇部

位。地层以泥盆系 & 石炭系为主；!!" 向断层及

$! 向褶皱发育，在遥感影像图上几组线性构造相

交形成“构造结”，并可见串珠状、子母式环形构造；

岩浆活动强烈，地表可见铜山岭花岗正长岩、祥林

铺花岗斑岩群，重力、航磁异常显示，在铜山岭 & 祥

林铺之间存在多个高侵位隐伏岩体，表现为椭圆形

重力低异常圈闭、航磁正负异常伴生成群分布，另

外，铜山岭北部，自都宠岭往 $" 方向有呈鹰嘴状伸

入的隐伏岩体；水系沉积物中，#，$%，)*，&’，(%，

+,，+-，4, 等元素异常分带清楚，浓集中心明显。

同时还圈出多处 )*，&’，(% 次生晕，因此，在铜山岭

北部、东北部和祥林铺西南部是寻找矽卡岩型、岩

浆热液充填交代型 #，$%，)*，&’ 矿的有利区位。

（)）九嶷山北侧 21，5%，&’ 成矿靶区：处于九

嶷山 "# 向构造岩浆岩带的北侧与道县 & 宁远印

支期坳陷区的复合部位，泥盆系广泛分布，生物礁

滩相发育，出露大片加里东基底隆起，!" 向断层及

近 $! 向褶皱发育，重力异常显示，九嶷山岩体北侧

有舌状伸出的隐伏酸性岩体，水系沉积物测量中，

在后江桥、滴水营、银山咀、尖风岭等地，&’，(%，)*
等元素异常清楚，浓集中心明显。目前，发现癞子

山 & 沙子冲一带有一条长约 ) 67 的 !!" 向 &’，

(%，+, 矿化带，大坳 & 尚家坪 & 桂钩冲一带有一条

长 $ 67 的云英岩脉 & 云英岩体 #，$% 多金属矿化

带，因此，沿金鸡岭岩体内外接触带和燕山早晚期

岩浆岩接触带是寻找裂隙充填型、云英岩型及构造

蚀变岩型 &’，(%，+,，#，$% 矿床的有利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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