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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秦岭地区矿田构造深部探测初步认识

郑向光1，卢琳1，刘会毅1，刘晓龙2，徐坤1，张治林1
(1．陕西地矿第二综合物探大队有限公司，陕西西安 710016；2．陕西地矿第六地质队有限公司，

陕西临潼710311)

摘要：通过地震剖面、钻孔资料对比，利用1：5万重力资料和广域电磁测深资料对小秦岭地区矿田构造深部特征进

行了探讨。初步认为：小秦岭地区太华群埋深1 500、2 500、3500nl处是重要的构造界面，特别是1 500m处可能限

制了大多数的石英脉矿体就位，1 500。2500m网格状电磁剖面南倾、北倾视电阻率交汇部位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

金矿体；巡马道断裂结构复杂，其上盘可能以构造片岩、碎裂岩为主，3500m深部可能存在燕山期侵人岩体，具有寻

找石英脉型金矿的前景，又具备形成构造蚀变岩型金矿的条件；太要断裂呈“阶梯状”北倾，其北1．5～3 km范围内，

第四系下伏太华群埋深在800～1 500in．该断裂西宽东窄，东西两段断距存在差异；提出了该地区深部找矿应重点

关注巡马道断裂中西段两侧电性结构特征复杂地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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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小秦岭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黄金产地之一，一直

是国内矿产勘查与地质研究工作的热点，随着浅表

资源的减少和环境保护压力的增加，开展深部找矿

成为必然趋势。陕西地矿第二综合物探大队有限公

司作为协作单位，有幸参加了“小秦岭整装勘查区

深部地质结构及隐伏矿体综合物探普查”项目，目

的是通过地物化协同勘查，揭示小秦岭地区深部地

质结构特征。为寻找隐伏矿体提供依据。地质学者

普遍认为小秦岭金矿田受南、北区域性断裂所控制，

成矿与燕山期岩浆活动关系密切，本次1：5万重力

测量和广域电磁测深工作旨在通过重力场特征及电

性结构特征研究，揭示小秦岭地区金矿田3000m以

浅的地层、岩浆岩、构造等特征，特别是要查明北部

太要断裂和南部巡马道断裂深部结构特征，圈定隐

伏岩体，为深部找矿优选钻探验证地段提供依据。

隧
笔者主要介绍1：5万重力和广域电磁法测量现阶段

主要成果和一些认识。

小秦岭地区地质工作总体可分为20世纪60—

80年代发现与初步勘探和80年代至今的专项课题

研究与开采两个阶段。该地区作为陕西省内重要的

金矿基地，地质工作程度较高，针对矿集区的区域地

质特征、矿床地质特征、地物化遥特征、矿床成因与

成矿模式等做了大量研究，并对成矿远景区和找矿

靶区做了区域划分和预测，基础地质资料丰富、详

实，为该区矿产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有专

家预测“小秦岭之下还有小秦岭”，目前人们的采矿

活动主要处于地表以下500。800 m。探矿活动最深

达0标高以下500 m左右．核心资料分属不同矿业

公司，对小秦岭构造深部结构、岩浆岩分布特征等虽

有一定的认识，但缺乏有力的地球物理依据。前人

依据地质、化探及中小比例尺物探资料圈定的找矿

靶区范围过大，已不能满足整装勘查及深部找矿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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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特征及成矿背景

1．1地质特征

小秦岭位于华北陆块南缘．秦岭造山带北缘，中

生代以前为华北克拉通的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克

拉通边缘特征‘1j。太华群为小秦岭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秦岭北缘太要断裂与南部巡马道断裂同限，受

南、北两条岩浆岩带控制，小秦岭金矿田主要赋存于

华山一文峪岩体之间的太华群中7 2-31。

1．1．1 地层

据“陕西小秦岭金矿床矿田构造研究与靶区优

选”项目对太华群原岩恢复认为：太华群正变质原

岩为酸性岩类、基性岩类，即混合岩化花岗岩、角闪

岩、辉石角闪岩，副变质岩原岩为砂(泥)岩类、灰岩

类、泥板岩类，并提出太华群上、中、下三分法4。

图1显示该区地层从新到老依次为：

第四系(Q。)黄土、黄红色黏土；新近系(N)钙

质、黏土胶结砾岩砂岩层；蓟县系巡检司组(Jx)硅质

条纹、条带白云岩，板状白云岩；长城系高山河组

(Chg)安山玢岩夹凝灰质板岩、紫红色石英岩夹板

岩；太华群上亚群二段(Arth：)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夹含铁石英岩透镜体：太华群

上亚群一段(Arth；)黑云母斜长片麻岩、黑云角闪斜

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夹磁铁石英岩：太华群中亚群

(Arth，)石英岩、大理岩、斜长角闪片麻岩夹石墨斜

长大理岩；太华群下亚群(Arth．)混合岩、条带状混

合岩、混合岩化黑云斜长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

1一第四系；2一新近系；3一蓟县系巡检司组；4一长城系高山河组；5一太华群上亚群二段；6一太华群上亚群一段：7一太华群中亚群：8太

华群下亚群；9一黑云二长花岗岩；lO一石英正长斑岩；ll一巾粒黑云二长花岗岩；12一细粒黑云二长仡岗岩；13一冗r1宵基性岩脉：14一花

岗伟品岩；15一太古宙基性岩脉：16一太古宙花岗岩

l--Quaternary；2—7Fertiaz．'y；3一xLInjiansi formation of Jixian system；4--Gaoshanhe for‘mation of Changeheng system；5一m seeond upper sul)group of

the Taihua group；6一Ihe first upper subgroup of the Taihua group：7一fhe middle subgroup of the Taihua group：8一t¨undm subgroup of the Taihua

group；9 hiolife monzonitie granite；10—quartz syenite porphyry；ll—mi(1(1kgrain biotite monzonitie granite；12一‰e．glain monzonitic granite：13

Proterozoie basie veins；14一gra响。pegmatite；15 A尚aic basic veins；16一AI(：haean granite

图1小秦岭地区地质略图[5]

Fig．1 Geological sketch in Xiaoqinling area【5』

1．1．2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主要有燕山期黑云二长花岗岩

(K．77粥)、石英正长斑岩(JsCoTr)；晋宁期中粒黑云

二长花岗岩(Pt：77佃)、基性岩(Pt．Ⅳ)、花岗伟晶岩

(Pt．卯)；熊耳期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Pt，77佃)；

阜平期基性岩(ArN)、花岗岩(ArT)。

1．1．3构造

该区以近EW向构造线为主体．南太华群组成

的复式背斜构造向西倾伏，NE、NW及sN向断层

(石英脉)切割早期褶皱轴线，构成了以EW向构造

线为主导，NE、NW、SN向断层(石英脉)为特征，受

北部燕山期岩体、南部小河岩带夹持的复杂构造格

架㈧o。

1．2成矿背景

潼关小秦岭地区太华群是最主要的老地层．北

部太要断裂带与汾渭盆地相隔．南为巡马道断裂带

与小河岩体带相邻，其西部与东部分别为断层与华

山岩体和文峪岩体相隔。太华群被区域性断裂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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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限，断裂带限制了潼关小秦岭金矿集区的范围。

在断裂的围限区内发育金罗班一大月坪复式背斜

区，该大背斜南边为八套脑一梁家坪背向斜区，西部

为三关庙一侯家铺背向斜区。区内金矿床的空间展

布与这些背斜展布空问形态一致，背斜控制了金矿

床(矿点)的空间分布，含金石英脉(金矿体)大多沿

褶皱背斜所派生的断层系充填，这些小断层为容矿

构造，控制了单个矿体的空间形态。因此，区域大断

裂一褶皱一褶皱派生的断层系在相对应的层次上对

矿集区一矿床(矿点)一矿体(含金石英脉)具有明

显的对应和控制作用11—41(图2)。

1一太华群卜亚群；2一太华群下亚群；3燕山期花岗岩；4晋宁期花岗崭；5顶部混染相；6一无一弱矿化带；7一强矿化带；8一弱矿化带；

9一区域性断裂；lO一小断裂；1 l一背斜构造：12一向斜构造：13一金矿床

l—the upper subgroup of the Taihua group；2一【he under subgroup of the‘Faihua group；3一graniIes in Yanshanian per’iod；4一granites in Jimfingiau

period；5 contamination phase Oil the top；6 barren Ol weak mineralized zon(!；7一strong mineralized zone；8一weak mineralized zone；9一。egio『1a1

fault；10一minor fault；1 1一anti(-Iine；】2一syncline；1 3一gold deposits

图2小秦岭地区地质构造略图

Fig．2 Geological structure sketch in Xiaoqinling area

2地球物理特征

2．1物性特征

2．1．1 密度特征

从表1、图3、图4可看出：除基性岩脉外，太华

群和不同时期侵入岩体普遍存在明显密度差异，重

力场能有效地识别太华群和岩体．但对太华群进一

步精细刻画较难实现，仅仅依据重力资料也无法对

岩体侵入时代进行定性。

2．1．2电阻率特征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与全区相比．以石英岩、大

理岩、斜长角闪片麻岩为主的太华群中亚群为高电

阻特征，高山河组石英岩、太华群上亚群一段及基性

岩脉与全区电阻率背景值相近．华山岩体、太华群下

亚群电阻率略低，巡检司组、文峪岩体、元古宙二长

花岗岩表现为低电阻，花岗伟品岩电阻率最低。

表1地质单元密度统计

Table 1 Density stastics of geological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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囫·t圈18圈19团20固 21

l一第四系；2一新近系；3蓟县系巡检司组；4一长城系高LIj河组；5一太华群七亚群二段；6一太华群上亚群一段；7太华群中亚群；8一太华群下亚

群；9一黑云二长花岗岩；IO一石英正长斑岩；11一中粒黑云二长仡岗岩；12一细粒黑云二长仡岗崧；13一元寸i宙基性岩脉：14花岗伟品岩；15一太古

宙基陀岩脉；16一太fI宙花岗岩；17一物探剖面及编号；18一采集标本数；19一平均密度及范同(g·e11]。3)；20一地震剖面：2l一钻孔及编号

lIQuaternary；2一Tertiary；3--Xunjiansi formalion of Jixian system；4一Gaoshanhe rolmarion ofChangeheng systern；5一thc seeond upller subgroup of

lhe Taihua group；6 the firsl upper subgronp of the‘Faihua group：7一111e middle subgroup('f the Taihua group：8一thP under subgroup of the Taihua

group；9--monzonitic granite；IO—qLlanz syenite porphyry；l 1一mifJ(Jhgrain biotite monzonilie granite；J2 ‰e—gtain monznnitic granite；13一PnlIer．

ozoie basic veins；14一gra|1it。pegmatile；15 Arehaic basic veins：16 Archaea“granite；17--magnetotellurit。sounding profile anti stratum CO(1e：18一

numbe!of specimens emile(：ted；19一average density and range(g·cin。)；20—seism记section；2l～horeholes and theiI numbering

图3小秦岭地区密度色块分区

Fig．3 Density color-blocks zone map in Xiaoqinling area

2．9

2．8

2．7

2．6

2．5

2．4

Jx Chg Arth2 Ar磁 Ar也 Arthl 华山 文峪 Pt2鱼砂Ptlj；；gb Ptl伊 基性岩

地层

图4小秦岭地区物性标本密度统计

Fig．4 Statistical results of density of physical specimens in Xiaoqinling area

表2地质单元标本电阻率参数特征统计

Table 2 Geological units specimen resistivity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 statistics table

地质单元 代号 样本数 均值／(n·m) 众数／(n．¨，) 最小值／(Q．m) 最大值／(n．。。)

全区 1687 3925 4476 7 59729

蓟县系巡检司组 Jx 79 4776 216l 169 47144

长城系高山河组 Cbg 108 7931 4387 237 57012

太华群j：亚群二段 Arth； 317 3072 1885 36 41 192

太华群上亚群一段 Arth；484 3584 4347 7 36136

太华群中亚群 Arth
2 101 5938 12652 250 46950

太华群下亚群 Arth 134 3790 3059 10 l 19274

华山岩体 K】77佃 59 2714 3820 33 9486

文峪岩体 K1叼7口 36 1743 2068 137 4488

晋宁期二长花岗岩 Pf 2叩y卢 120 2570 2037 109 16673

熊耳期二长花岗岩 Ptl们猡 45 1873 2474 181 6425

酸性岩脉 Pll诈 126 2855 549 139 23047

基性岩脉 P1．N、ArN 69 9285 4477 164 59729

回曰回_回回囤l圈回田回田园团回

^^．93．8)＼世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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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磁性特征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与全区相比，太华群、华山

岩体、文峪岩体及基性岩脉磁化率均值相近，常见值

(众数)太华群中亚群和华山岩体、文峪岩体较高，

表明太华群中磁异常主要与其磁性矿物不均匀分布

有关．燕山期侵人岩体具有较强磁性，其余地层或岩

体均为无磁性或弱磁性特征。

2．2地球物理场特征

2．2．1 布格重力异常特征及地质解释

由图5、图6可以看出：布格重力异常严格受北

部太要断裂、南部巡马道断裂控制，两条断裂间的太

华群总体上呈重力高异常特征，东部呈NW、NWW或

近EW走向，西部为NE走向，沿太要断裂、巡马道断

裂表现为密集的重力异常梯度带，太要断裂以北为第

四系覆盖区，重力异常呈现从高向低缓慢减小的趋

势．反映太要断裂以北第四系下伏有高密度体。华山

岩体和文峪岩体表现为团块状局部重力低，小河岩体

以南为EW向重力低异常带，西端转为NEE方向。

2．2．2航磁异常特征及地质解释

由图7可看fn：航磁△丁化极异常呈EW走向，

具有与布格重力异常相似的南北低、中部高的特征，

同样严格受北部太要断裂、南部巡马道断裂控制。

太要断裂以北、巡马道断裂以南均为负磁异常背景区，磁场较为平稳，异常基本在⋯100 200 nT，对应

无磁的新生界沉积地层(Q)、长城系石英岩(Chg)

和晋宁期二长花岗岩(Pt，叼佃)。南北两条断裂之

间的强磁区，大面积异常幅值基本在一100～50 nT，

与深变质太华群变质核杂岩体对应；幅值在50～100

nT航磁异常与太华群内磁性较强的斜长角闪岩、角

闪片麻岩、磁铁石英岩等局部富集有关。西北角全

区磁异常最高点，异常幅值在100～200 nT，与燕山

期华山岩体相对应。

表3地质单元标本磁化率参数特征统计

Table 3 Geological units specimen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 statistics table

田姗i裂田㈣断裂团惝裂图喇回㈣㈨
图5小秦岭地区1：5万布格重力异常

Fig．5 1：50000 Bouguer gravity anomaly diagram in Xiaoqinl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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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枷裂口酬蝴裂曰惝裂团删圈铆㈣)
图6小秦岭地区1：5万剩余布格重力异常

Fig．6 1：50000 residual bouguer gravity anomaly map

0 l 2 km
L—U

图7小秦岭地区航磁AT化极异常(据参考文献[15]修编)

Fig．7 Aeromagnetic polarized anomaly diagram(revised according【()reference[1 5])

对比1：5万重力、航磁异常，并结合前人资料可 合于太华群之上。重力异常特征表明：该断裂是长

得出以下认识： 城系一蓟县系与太华群的分界线，又是花岗质岩浆

1)太要断裂以北浅黄色重力异常带和重力低 岩带控制断裂，晚期碎裂岩横切带内不同类型岩石．

异常区，说明靠近断裂的第四系下伏有高密度地质 表现为南盘下降，北盘上升陡倾，长期、多次活动的

体，西宽东窄，为该断裂北部山前堆积与凹陷沉积物 特点。

的特征反映；表明太要断裂晚期为正断层，北倾，表

现为山前凹陷、北盘下沉的运动学特征：推断太要断

裂北部第四系下伏太华群。

2)太要断裂南侧m露太华群，分布有华山岩体

和文峪岩体，重力异常梯级带沿该断裂呈线性分布，

局部被错断或扭曲，说明该断裂具有控制深部岩浆

侵位的巨大作用，是区域性多期活动大断裂．后期改

造强烈。

3)沿巡马道断裂存在的显著重力梯级带．其北

侧为太华群、南侧为小河岩体群，小河岩体及其南侧

长城系安山玢岩夹凝灰质板岩、石英岩夹板岩不整

4)太华群重力高异常东部呈NW走向、西部为

NE走向，说明形成太华群内断裂的挤压应力方向为

近SN向或NNE—SSw向，且断层断距有限．并未破

坏太华群宏观结构。

5)含金石英脉爆裂温度变化趋势(图8)是以

文峪岩体、华山岩体为中心形成成矿温度梯度中心。

巡马道断裂北侧秦岭梁附近形成的第三个温度梯度

中心5·16。，温度变化趋势由南向北，该地段存在有明

显重力低异常，预示着该地段可能存在燕山期隐伏

侵人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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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含金石英脉爆裂温度变化趋势[5]

Fig．8 Trend graph of burst temperature of gold．bearing quartz veins[5

2．2．3 广域电磁剖面特征及综合解释

1)P1、P2、P3剖面电性特征。图9清晰地显示

了巡马道断裂、太要断裂及太华群电性结构特征。

总的来看，太华群以高电阻率为主要特征，两条区域

性断裂均表现为高低电阻率的分界带。太要断裂以

北和巡马道断裂以南为显著的低电阻异常区，3条

剖面结构特征一致：巡马道断裂以南与太要断裂以

北相比．电阻率值略高，但仍为低阻特征，由两向东

低电阻带由宽变窄，中西部的P1、P2剖面电阻率差

异较大，特征较为复杂，东部的P3剖面表现为相对

稳定的高电阻特征，表明巡马道断裂以南中西段与

东段深部地质体存在较大差异，而不仅仅是现今地

质图上标注的晋宁期、熊耳期黑云二长花岗岩。据

区域地质资料。巡马道断裂西端出露南部有燕山期

老牛山岩体，北部有华山岩体。这些岩体在形成过程

中．对小秦岭地区太华群乃至巡马道断裂有一定程

度的改造作用，而这种改造有可能使该断裂局部产

生岩石破碎或热液沿断裂活动，导致中西段及太华

群电性结构变化复杂。也可能在巡马道断裂中西段

深部就存在隐伏的燕山期侵人体，证据有二：一是前

人做的石英脉爆裂温度等值线图出现的第3个温度

中心位于该地段：二是巡马道断裂深部P1、P2剖面

不同于P3剖面视电阻率特征，其西部老岩体中沿

NE向断裂已有燕山期石英正长斑岩(J知7r)出露

(图3)。

2)电磁剖面综合解释。以P2剖面为例，结合

重力资料进行综合地质解释。图10清楚地显示了

北部太要断裂、南部巡马道断裂及太华群的密度和

电阻率特征。太华群表现为重力高异常，两条区域

性断裂均为重力异常突变位置，不同的是太要断裂

[习第四系
F：7蓟县系

围蝴
圈人t芦群
田元^诅槲岩
厂习燕山期花岚岩

冈崩戳
圈金矿床(∞
团区姗叟僦
囝涮蝴燧势

=
拿

c：

蚤
里

图9 P1、P2、P3剖面反演电阻率示意

Fig．9 Schematic of inversion resistivity of

P1。P2 and P3 profiles

向北重力异常持续降低，巡马道断裂向南重力异常

逐渐抬升，但相对于太华群来说，仍为重力低异常。

依据电性结构模型约束。该剖面布格重力异常曲线拟

合程度好，说明该结构与地质体特征具有一定的对应

关系，综合重力、电磁及地震资料，对P2剖面进行了

综合地质解释(图lOc)。与图11对比，太华群中相

对连续的低阻层对应了地震剖面不同深度的推覆构

造层或构造拆离面。

南部巡马道断裂结构复杂，宽度2～3 k111’其深

部3 500 m处，低阻体对应密度为2．54 g／cm3，地表

出露的老岩体密度为2．56～2．61 g／CiTl3，图8中第3

个温度梯度中心位于该地段秦岭梁附近，推测该低

密度体与燕山期侵入岩体有关：北部太要断裂呈

“台阶状”，北倾，断距接近1 500 m，其深部1 000—

1 500 m的低阻异常，钻孑L岩心密度显示太华群深部

密度有变大的趋势，故推测新近系下伏仍为太华群：

1 500、2 500、3 500一n低电阻率异常带与地震剖面构

造层或拆离面大致对应，据此推断不同深度低阻层

可能为推覆构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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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1田z田3习a圈5圈6圃，回8圈9口10口11口12目13圈·。
1一第四系；2一新近系；3一蓟县系巡检司组；4～长城系高⋯河组；5一太华群上亚群二段；6一太华群上皿群一段；7一晋宁期二长花岗岩；

8一熊耳期二长花岗岩；9推测的燕山期侵入岩；10区域性断裂；11推测隐伏构造；12一推测断裂；13一地层界限；14一地质体密度(∥

cm3)及电阻率(n·m)

1--Quaternary；2一Tertiary；3--Xunjiansi formation of Jixian system；4--Gaoshanhe formation of Changcheng system；5一the second upper subgroup of

the Taihua group；6一山e first upper subgroup of the Taihua group；7一Jinnillg adamellite；8 Xiongerian adamellite；9--infeiTed Yanshanian intrusive

rocks；lO--regional faults；11 speculated concealed structure；12--presumed fracture；13--stratigraphic boundary；14--geological bulk density(∥

0Ill3)and resistivity(n-m)

图10 P2剖面综合地质解释

Fig．10 Comprehensive g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map in Xiaoqinling area

3探讨与结论建议

3．1关于小秦岭地区矿田构造的探讨

区域构造显示燕山期北东构造带控制整个秦岭

地区的成矿带，小秦岭地区尽管以EW向构造为主

导，受太要断裂和巡马道断裂所控制，形成了NE、

NW、SN向断裂(石英脉)格局，但总体应仍然服从

区域构造体系，也就说无论是哪个方向充填的石英

脉矿体，均受NE向燕山期岩浆热液控制，巡马道断

裂以南已发现有金矿床，表明石英脉群向南继续延

伸，说明燕山期岩浆热液活动越过深大断裂而存在。

图10显示出500、1 500、3 500 m三个重要的深部构

造层，3 km以上为自北向南的逆冲构造，北倾，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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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小秦岭地区太华群太峪段地震剖面

Fig．11 Seismic profile of Taihua formation in Taiyu of Xiaoqinling area

自南向北逆冲前缘局限在北部．发育深度l 500m至

地表，倾角0。～30。，3 000～3 500 m发育近水平构造

层。若燕山期热液来源于深部1 500m，那么500 1"11

以浅的太华群中，热液影响范围仅可能是NE向断

裂经过的北部地区约4～5 km范围内，若热液来源

于更深部3 km处的深部断面，影响范围可达4～8

km。可以看出500m以下的断层为低角度断层，北

部略南倾．南部为近水平拆离面；1 000 m深处，北部

断层产状向南，南部与浅部相同；1 500 m深处为该

区域主要构造界面(水平拆离面)，早期北倾构造界

面与晚期南倾构造界面形成了网格状，3 000 m附近

有500 n·厚近水平波状起伏构造带，是本区域深部

水平拆离与岩浆岩带o
17

191。小秦岭地区P2剖面东

南的ZK801钻孑L：fL深1 918 m(0标高以下600 m)，

岩心显示500、1 000、1 500 m附近均出现蚀变碎裂

岩、构造片岩，1 500 m以浅碎裂岩、构造片岩及含矿

石英脉较发育，最深到1 537m仍出现了绢云绿泥石

英片岩夹方解石石英脉矿体，至1 846 m蚀变碎裂岩

依然存在[20‘21I。P2剖面与之对应的太华群，埋深

1 500、2500、3 500m出现了相对连续的低阻层．说明

电磁剖面探测结果有一定的可信度，根据P2剖面

电性特征就可以讨论矿田与构造有关的问题。

1 500 m以浅，燕山期岩浆热液充填的石英脉以

该构造层为限从南向北变浅，也就是说充填石英脉

的断裂深度多数应小于该构造层，这些断裂应以脆

性张扭性为主，因其切割地层深度有限，断距小，即

使以“断裂(石英脉)群”出现．其重力异常特征并不

显著，所以NE、NW向石英脉群所在地段仍表现为

以太华群为特征的重力高异常。

1 500～3 000 m范围内，局部区域形成的网格状

结构，在交汇部位有可能充填热液成矿，P2剖面在

这些部位出现的视电阻率变化应予以重视，特别是

出现的视电阻率异常带南倾、北倾交汇的部位，是最

有可能的赋矿部位。

3 500 m的水平波状起伏构造层，其上下电性结

构差异显著，上为太华群，下可能是岩浆岩带，具备

一定的形成构造蚀变岩型金矿的条件。

太要断裂以北1．5～3 km范围内，第四系下伏太

华群埋深在800～1 500 1／1：太要断裂为北倾，倾角

6 5。～80“22]。西段断距2 000。2 500 m，东段断距约

3000m。

巡马道断裂结构要比太要断裂复杂，从西向东

差异大，电性结构图显示，地质体呈碎块状．有证据

表明，该断裂及其南部构造碎裂岩发育，最新资料研

究认为。该断裂中西段深部存在燕山期隐伏岩体的

可能性较大，高山河组下伏地层为太华群，那么就可

能会存在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3．2结论与建议

通过重力测量和广域电磁剖面测量，大致查明

了小秦岭潼关地区深部结构特征：

1)太要断裂呈“台阶状”65。～80。北倾，太要以

西太华群埋深800～l 500 m，以东埋深1 000～3 000

m．表现为西宽东窄．以山前堆积与凹陷沉积物特

征。

2)巡马道断裂作为长城系一蓟县系与太华群

的分界线。又是花岗质岩浆岩带控制断裂，晚期碎裂

岩横切了带内不同类型岩石，表现为南盘下降，北盘

上升陡倾，长期、多次活动的特点。该断裂结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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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向南陡倾。断裂以南深部可能以构造片岩、碎裂

岩为主，3 500nl以深可能存在燕山期隐伏岩体，具

有形成石英脉型金矿的优势，同时又有形成构造蚀

变岩型金矿的条件。

3)太华群存在3个重要的构造界面，石英脉型

金矿可能主要存在于1 500 in以浅的范围，1 500～

2500in石英脉型矿体可能会减少，在局部视电阻率

变化地段可能是这一区域南倾、北倾推覆构造交汇

部位，有可能形成规模较大的石英脉金矿体；3 500

in的水平波状起伏构造层，有可能是水平波状韧性

剪切带，同样存在构造蚀变岩型金矿的可能。

4)该地区深部找矿重点应关注巡马道断裂中

西段两侧电性结构特征复杂的地段．建议通过钻探

2500 1TI深孔揭示广域电磁剖面电性结构在该地段

的低阻、高阻所表达的地质体，为该地区深部找矿和

资料揭示提供切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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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deep structure exploration

in the orefield of Xiaoqinling area

ZHENG Xiang-Guan91，LU Linl，LIU Hui．Yil，LIU Xiao．Lon92，XU Kunl，ZHANG Zhi．Linl

(1．No．2 Comprehensive Geophysical Survey Party Co．，Ltd．，Shaanxi Bumau of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Xi'an 710016，China；2．No．6 Geo．

109ical Party Co．，Ltd．，Shaanxi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Lintong 71031 1，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measured gravity data and wide-area magnetotellurie sounding study as well as the seismic section and bore-

hole data，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the deep structure of Xiaoqingling area．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buried depths at 1 500 m，2 500 m

and 3 500 m of Taihua Group in Xiaoqingling area are important tectonic interfaces，especially at 1 500 m，which may limit the em．

placement of most quartz vein orebodies．The intersection of the S-dipping and N-dipping resistivity of the grid magnetotellurie profile at

1 500～2 500 m may indicate the formation of large-scale gold orebodies．The fault structure of Xunmadao is complex．and its upper

plate may be dominated by structural schist and rifting rocks．The Yanshanian intrusive rock mass may exist at the depth of 3 500 m，

which has the prospect of finding quarz vein·type gold deposit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forming tectonic alteration rock-type gold deposim．

The Taiyao fault dips northward in the stepladder form．Within the range of 1．5-3 km to the north，the underlying Quaternary Taihua

Group is buried at the depth of 800-1 500 m．The fault is wide in the west and narrow in the east．The deep prospecting in this are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mplex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electrical structure on beth sides of the middle and west-

eru sections of the Xunmadao fault．

Key words：Xiaoqinling area；structure of orefield；deep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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