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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水柴家庄金矿地质特征与找矿标志

杨根 生

(甘肃省地矿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院, 甘肃 天水　741020)

摘　要: 柴家庄金矿位于西秦岭造山带北秦岭加里东褶皱带柴家庄- 庞家河金矿带上, 赋存于柴家庄二

长花岗岩外接触带的丹凤群中, 严格受NE 向及 NNW 向断裂控制。矿床的形成受丹凤群、印支- 燕山

期酸性侵入体及断裂构造 3 种因素控制。岩体外接触带 0～2 km 范围内的 NE 向、NNW 向断裂构造带

是找矿的最佳方向。在详细研究矿床地质及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上, 总结了该矿床的主要控矿因素, 并

归纳了主要找矿标志, 为区内找矿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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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柴家庄金矿所处的西秦岭是我国重要的成矿区

带。成矿条件十分优越, 找矿潜力巨大。矿床位于

天水市南东方向, 成因类型为中低温热液石英脉金

矿床 (栾世伟等, 1987)。矿床规模已达中型。该矿

床系原甘肃省地矿局地质一队二分队于 1990年元

月在该区进行 1∶5万区调时发现, 1991～1994年

有地质一队七分队承担普查评价工作。2003年甘肃

省第一勘查院又进行了新一论调查, 取得了丰富的

资料。深入研究其控矿因素、找矿标志对找矿实践

具有重要意义。

2　区域地质背景

柴家庄金矿位于西秦岭造山带, 北秦岭加里东

褶皱带内。北秦岭褶皱带是以华北地块为基底, 经

元古宙奠基、加里东早期裂陷接受海相火山-碎屑岩

沉积, 加里东晚期褶皱造山, 并经历了华力西期、印

支—燕山期强烈改造的复杂带 (霍福臣等, 1995)。

区域出露地层有下元古界秦岭群、下古生界丹凤群、

泥盆系、白垩系等。其中, 以丹凤群基性—中酸性

火山岩为主夹正常沉积的中等变质绿片岩系分布最

广, 金含量高, 是区内金矿的主要矿源层。从加里

东期至燕山期均有岩浆活动, 以印期—燕山期酸性

侵入岩最为发育, 且与金成矿关系密切 (李永琴等,

2006)。区域断裂构造发育, 以 SN 向区域性大断裂

及NW 西向次级断裂为主要构造线, 叠加有 NE 向

及近 EW 向后期断裂, 形成了不同期次、不同方向

相互交织的错综复杂的断裂构造基本格架。独特的

大地构造环境及多期次的构造、岩浆活动, 为热液

型内生矿产的形成提供了优越的地质条件。

3　矿区地质

赋矿地层为下古生界丹凤群木其滩组第 3岩性

段 (甘肃省地矿局, 1997) , 按其岩石组合可分为 3

层: 下层为浅灰色碎裂状斜长角闪片岩, 厚度大于

134 m ; 中层为石英片岩夹斜长角闪片岩, 厚度大于

257 m; 上层为斜长角闪片岩夹含石榴石二云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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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岩、大理岩, 厚度大于 210 m。各层均为整合接触

(图 1) (殷先明等, 2000)。地层金丰度达 ( 58～

65)×10- 9。其中下部由中基性火山岩变质而形成的

斜长角闪片岩含金高达 98×10- 9, 是重要的矿源

层, 亦是主要容矿岩石。

图 1　柴家庄金矿地质图

Fig. 1　Geolog ical m ap o f Chaijiazhuang gold mine

1. 丹凤群木其滩组三岩段上层; 2. 丹凤群本其滩组三岩段中层;

3. 丹凤群木其滩组三岩段下层; 4. 二长花岗岩; 5. 闪长岩脉; 6.

石英脉; 7. 金矿体及编号; 8. 实测及推测断层

　　区内出露的该套地层, 有南向北明显表现为

(胡家沟) 收敛, 北部 (黑金子沟) 扇形展布特征。

柴家庄金矿赋存层位集中于下层 (小院内) 和中层

(黑金子沟) 中, 其他地层中目前未发现有工业价值

的金矿体。

印支期柴家庄二长花岗岩体呈不规则港湾状岩

株产出, 出露面积45 km
2
。属 S 型浅成相花岗岩, 剥

蚀较浅。围岩蚀变发育充分, 蚀变带宽数十米。岩

体 Au 平均含量 5. 13×10
- 9
, 内接触带高达 56×

10- 9 , 含金石英脉多分布在外接触带2 m 范围之内。

脉岩发育, 石英脉为区内重要的含金脉体, 闪长细

晶岩脉与含金石英脉密切伴生, 在Ⅳ矿带见与金矿

化关系密切, 蚀变强烈地段构成金矿体。闪长岩脉

在LD403、IYM1中, 可见切穿含金石英脉现象, 并

多沿近东西向的晚期断裂带填充, 对金矿体起破坏

作用, 花岗伟晶岩脉、闪长玢岩脉、煌斑岩脉与金

矿化无明显关系 (武汉地质学院, 1985)。

矿区总体构造形态为一倾向 NW 的复式单斜

构造, 其间发育次级小褶曲。断裂构造发育, 大体

可分为 3组: 一是 NNW 向断裂, 具有多期次活动

特征, 表现为早期具压扭性质, 晚期具张扭性质, 以

韧性- 脆性变形为特征, 带内构造片理化作用强烈,

热液蚀变发育, 并有闪长细晶岩脉及含金石英脉分

布, 为控矿构造; 二是NE 向断裂, 一般早期为张扭

性, 晚期具压扭性质, 具明显的多期活动性, 空间

上平行展布, 常形成较为密集的挤压带, 带内岩石

常具多种不同程度的蚀变,并发育有含金石英脉。是

区内主要的控矿、容矿构造; 三是近 EW 向断裂, 为

一组成矿后断裂, 对矿体起破坏作用。

4　矿化特征

4. 1　矿带及矿体特征

柴家庄金矿已发现金矿化带 4条 (图 1) , 圈出

金矿体 11个。

Ⅰ、Ⅱ、Ⅲ金矿化带位于矿区南部, 受一组 NE

向脆性断裂控制, 呈NE 向平行展布, 倾向 NW, 倾

角52°～71°。矿化岩石为单一的碎裂状含金石英脉,

多呈单脉状、透镜状产于断裂带内, 局部受一组次

级断裂面控制而呈多条脉平行产出 (图 2)。具明显

的膨大收缩及尖灭再现现象。脉体与围岩界线清晰,

二者接触面上常有一层 1～5 cm 厚的断层泥。近矿

围岩多为斜长角闪片岩及具弱的硅化、绿泥石化及

碳酸盐化蚀变。

Ⅳ矿带位于矿区北部, 受 NNW 向脆韧性断裂

控制, 走向 345°～350°, 地表倾向NEE, 深部倾向

SWW , 倾角 65°～70°。含矿岩石以碎裂状含金石英

脉及旁侧的黄铁绢英蚀变岩, 局部蚀变闪长细晶岩

亦构成金矿体。顶板岩石为碎裂状斜长角闪片岩, 底

板岩石为闪长细晶岩, 夹石为绢云母片岩(图 3)。围

岩蚀变强烈, 有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化等。

金矿体形态以脉状为主, 次为透镜状, 主要赋

存于Ⅰ、Ⅲ、Ⅳ矿带中, 长 15～380 m, 厚 0. 27～

2. 70 m, 控制延深 45～125 m。Au 品位 3. 91×10
- 6

～35. 90×10- 6 , 单样最高品位达 208. 64×10- 6 , 矿

床平均品位 20. 70×10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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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Ⅰ1 矿体 1 755 m 中段示意图

Fig. 2　Sketch map o f 1 755 m level of Ⅰ1 o re body

1. 斜长角闪片岩; 2. 金矿体及编号; 3. 石英脉;

4. 煌斑岩脉; 5. 实测逆断层

4. 2　矿石特征

矿石自然类型简单,以石英脉型金矿石为主,次

为蚀变岩型金矿石。

4. 2. 1　矿物成分

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 次为

方铅矿 (在人工重砂及 IYM 1- 2坑道中见到) , 少

量闪锌矿、磁铁矿、毒砂、辉铜矿、铜蓝、孔雀石

等。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次为绢云母、绿泥石, 少

量长石、高岭石、方解石等。

黄铁矿: 浅黄、黄、灰黄色, 以半自形—他形

晶为主, 次为半自形—自形的立方体晶形, 在黄铁

矿的裂隙中多充填有黄铜矿、辉铜矿、铜蓝等矿物,

少量黄铁矿周围有被氧化成褐铁矿的现象。黄铁矿

在矿石中分布不均匀, 局部成团块状、条带状、不

规则细脉状。黄铁矿的粒度变化较大, 粗细不均。多

数大颗粒的黄铁矿有被压碎现象。黄铁矿与金矿物

关系密切, 紧密伴生, 为重要载金矿物。

石英: 浅灰白、灰、烟灰色, 外形不规, 他形

粒状集合体。粒径一般 0. 4～2 mm , 最大 10. 5 mm。

因受后期构造作用而强烈破碎, 形成细小的搓碎物,

并均已重结晶, 在后期次级应力作用下, 发生裂纹、

裂隙, 被晚期金属硫化物和方解石细脉所充填。个

别石英有包裹黄铁矿、黄铜矿的现象。与金矿物关

系密切。经单矿物分析, 含金 4. 22×10- 6 , 为载金

矿物之一。矿石中金矿物成分较为简单, 以银金矿

为主, 次为自然金。金矿物呈金黄色, 以角砾状、板

片状为主, 次为枝叉状, 浑圆状、叶片状、毛丝状。

粒径 0. 005～0. 18 mm, 平均 0. 027 mm。其中, 小

于 0. 037 mm 的微细粒金占 71. 84%。金的赋存状

态以裂隙占 46. 38%、粒间金占 43. 00%、包裹金占

仅 10. 62%。裂隙金、粒间金主要赋存于黄铁矿、黄

铜矿裂隙及粒间, 包裹金则多被褐铁矿、黄铜矿及

石英包裹。

图 3　Ⅳ1矿体 1 936 m 中段示意图

F ig . 3　Sketch map of 1 396 m level of Ⅳ1 or e body

1. 斜长角闪片岩; 2. 闪长细晶岩; 3. 绢云母岩; 4. 实测正断

层; 5. 实测逆断层; 6. 金矿体及编号; 7. 石英脉型金矿石;

8. 蚀变岩型金矿石

4. 2. 2　矿石结构构造

石英脉型矿石具自形、半自形和他形不等粒结

构, 交代、穿插、溶蚀、包含及碎裂结构常见; 蚀

变岩型金矿石具鳞片粒状变晶结构;不均匀浸染状、

细脉状、团块状、角砾状构造是区内原生矿的主要

构造, 氧化矿石常见蜂窝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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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有益组分含量及变化

成矿主元素 Au 含量一般 ( 1～50) ×10- 6。最

高可达 208. 64×10
- 6
。其中, 石英脉型矿石中含量

较高, 一般大于 20×106 , 高于 100×10- 6者亦可常

见, 而蚀变岩型矿石中金含量一般 ( 1～15) ×10- 6,

尚未发现大于 20×10
- 6
。空间上, 随两类矿石的交

替出现而 Au含量急剧变化, 在同类矿石中, 则含量

较为稳定, 变化系数一般小于 80%。伴生 Ag 含量

8. 12×10- 6～26. 12×10- 6、Cu 含量 0. 22×10- 6～

0. 94% , 可综合回收利用, 其他元素含量甚低。

5　成矿期及矿化阶段

柴家庄花岗岩体同位素年龄为 198～206M a

( K-Ar 法测定黑云母) , 成矿作用发生在其后, 与矿

体密切的北北东断裂截穿花岗岩体及白垩纪以前的

地层, 断裂带内多发育多期脉岩。由此推知柴家庄

金矿的成矿时代为印支期末—燕山期。

按成矿作用及矿物共生组合与相互关系, 矿区

金矿化可分为两期 6个阶段。

第一期: 变质热液成矿期发生于加里东期—华

力西期, 区域变质热液使金活化迁移形成初步富集

的基础上, 又叠加了构造热液, 使金再次活化、迁

移至有利构造部位, 以交代方式沉淀成矿, 形成了

绢云母-石英-黄铁矿-自然金组合。为本区金的第一

成矿阶段, 形成了蚀变岩型金矿石。

第二期: 岩浆热液成矿期发生于印支—燕山期,

随着大规模酸性岩浆侵入活动的发生, 丰富的岩浆

期后热液混合了部分大气水和变质水形成充足的成

矿流体, 携带大量成矿物质迁移至构造有利部位充

填成矿, 形成了区内石英脉型富矿石� (王友文等,

1985)。按矿物共生组合本期可分为 5个成矿阶段:

第一成矿阶段为黄铁矿-石英阶段: 主要由乳白

色石英组成, 伴有少量黄铁矿及金矿物。黄铁矿以

粗粒立方体自然晶呈浸染状分布。

第二成矿阶段为金-石英-黄铁矿阶段: 主要由

中粗粒黄铁矿和石英组成。黄铁矿多呈半自形粒状

晶体, 呈脉状、团块状集合体叠加于前一阶段之上,

是本区金的次要成矿阶段。

第三阶段为金-石英-黄铜矿-黄铁矿阶段: 主要

由中细粒他形晶黄铁矿与烟灰色石英及少量黄铜矿

组成。黄铁矿多具压碎结构, 与黄铜矿、毒砂、银

金矿、自然金共生, 是金的主要成矿阶段。主要矿

物组合为金-石英-黄铁矿-黄铁矿。

第四成矿阶段为金-石英-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由细粒灰白色石英、中粗粒方铅矿铅矿及少量细粒

他形晶黄铁矿组成, 常局部富集并成块状高铅金矿

石。在方铅矿团矿中多含有早期细粒黄铁矿及烟灰

色石英角砾。

银金矿多呈他形粒状赋存于方铅矿粒间, 是金

的又一重要成矿阶段。

6　流体包裹体及稳定同位素特征

6. 1　包裹体特征

于Ⅳ矿带南、北两端各采石英包裹体测温、测

盐样一件, 前者距岩体较近, 包裹体较小 ( 5～

11�m) , 气液比 5. 15, 形成温度高 ( 154～218℃, 平

均 181. 5℃) , 盐度较高 ( NaCl 2. 6‰～7. 3‰, 平均

6. 0‰)。后者距岩体较远, 包体较大 ( 5～20�m) , 形

成温度较低 ( 134～200℃, 平均 165. 3℃) , 盐度较

低 ( 3. 5‰～6. 7‰, 平均 5. 8‰)。测温、测盐结果

表明成矿与岩体侵入有成因联系。

6. 2　稳定同位素特征

硫同位素: 于Ⅰ、Ⅳ矿带黄铁矿中采集硫同位

素样 3件 (见表 1) , 测定结果为 �3 4S 变化范围+

4. 90‰～+ 7. 82‰, 平均 6. 32‰, 小于10‰, 极差

较小 ( 2. 92‰)。说明矿质来源与岩浆有一定的成因

联系 (殷勇等, 2006)。

表 1　柴家庄金矿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T ab. 1　S isotope composition of Chaijiazhuang

go ld depo sits

样品编号 采样地点 样品名称
测定结果

�34S　CDT

90～01 Ⅰ矿带 黄铁矿 + 4. 90

92～1115 Ⅳ矿带T C404 黄铁矿 + 6. 25

92～1116 Ⅰ矿带 CK5 黄铁矿 + 7. 28

　　注: 样品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定。

氧同位素: 在含金石英脉中共取氧同位素样 5

件 (表 2) , 测定结果为 �18O 变化范围 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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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63‰, 平均 10. 38‰, 极差小 ( 2. 11‰) , 与小秦

岭金矿含金石英脉 ( �18O= 10. 1‰) 接近, 说明石英

脉型金矿的成矿热液以岩浆水为主, 并有一定数量

的变质混合水参与成矿 (于津生等, 1997)。

表 2　柴家庄金矿氧稳定同位素测定结果

T ab. 2　O isot ope composit ion o f Chaijiazhuang

gold deposits

样品编号 采样地点 样品名称

测定结果

�18O
SMOW‰

平均

温度

(℃)

92- 1112 Ⅲ矿带 CK2 石英 10. 69

92- 1114 Ⅰ矿带 CK4 石英 9. 93

92- 1115 Ⅳ矿带 T C404 石英 10. 13 172. 5

92- 1116 Ⅳ矿带 CK5 石英 11. 63 181. 5

92- 1118 Ⅰ矿带 TC 92 石英 9. 52

　　注: 样品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定。

同位素特征说明, 矿区高品位的石英脉型金矿

的成矿作用与岩体关系密切, 即成矿热液由岩体提

供。

6. 3　成矿流体特征

流体地质作用与成金关系极为密切, 主要表现

在: � 矿床位于花岗岩体外接触带热晕波及地带,围

岩发生接触变质。� 矿体围岩蚀变发育; 矿区脉岩

分布广泛。 大气参与了成矿作用。流体作用过程
大体可分为早期原始矿液作用阶段, 这时以岩浆流

体和变质作用为主, 形成各种脉岩和较弱矿化。晚

期阶段主要是地表水下渗, 与来自与深部的含矿流

体混合, 组成新的成矿流体, 形成含金矿体和其他

金属硫化物, 并发生各类围岩蚀变。

6. 4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6. 4. 1　微量元素分布特征

据基岩光谱分析统计, 矿区微量元素如表 3。从

中可以看出各种岩石中微量元素含量基本接近或略

高于克拉克值, 但在石英脉中却明显富集, 尤其是

Au、Cu、Mo 等, 显示了它们与 Au 成矿的相关性。

表 3　柴家庄金矿岩石微量元素含量

T ab. 3　Cont ent of tr ace elements o f ro cks in

Chaijiazhuang gold mine

岩性单元
元素 (×10- 6)

Cu Pb Zn Au As Mo

火山岩 37 35 80 0. 11 10 0. 7

构造角砾岩 37 29 104 0. 14 10 1. 8

石英脉 930 60 109 5 10 3

花岗岩 16 28 52 0. 07 10 0. 7

　　注: 样品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定。

　　另据 1∶10000土壤测量成果, 柴家庄岩体 Au

元素平均值为 56×10- 9 , 为地壳丰度的14倍, 地层

Au 元素平均值为 67×10- 9 , 为地壳丰度值的 17

倍, 柴家庄金矿的形成, 与 Au的高背景值有关。

6. 4. 2　原生晕特征

柴家庄金原生异常中, 金在指示元素原生晕异

常内规模最大, 面积达 5. 78 km
2
, 北侧未封闭, 异

常强度高, 峰值 20 430×10
- 9
, 最低 12×10

- 9
, 平

均值 177. 8×10- 9 , 标准离差大 ( 15. 45×10- 9 ) , 离

差系数大 ( 52. 8) , 有 4个浓集中心。银、汞异常连

续性较好形态较规则。银异常面积 1. 88 km
2
, 峰值

12×10- 9 , 平均 0. 398×10- 9。汞异常面积 2. 5 km2 ,

峰值 143×10- 9, 平均 95. 5×10- 9。砷又成几个小的

异常, 峰值 160×10- 6。铜、铅、锌、铋基本成点异

常或小规模异常。矿区金指示元素地化参数如表 4。

为Au、As、Cu, 可见铋明显参与了成矿作用, 而且

可能是代表岩浆热液的标志。表 5说明金与银、砷、

铋呈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较大, 表示组合稳定, 金

与铜的相关系数较大, 且为正相关, 但偏相关系数

为负相关性, 表示与铜共生极不稳定, 具有轴向分

带性。该矿床表示元素原生晕异常分布和组合表示

矿带受到一定的剥蚀, 但剥蚀深度不大。指示元素

聚类谱系图也说明上述各元素之间的关系。

表 4　柴家庄金矿区指示元素地化参数表

Tab. 4　Paramet er s of g eochemistr y o f indication

elements from stream gravel in g old o re ar ea

参数 Au Ag Hg As Cu Pb Zn Sb Bi

X 177. 8 0. 398 95. 5 7. 08 112. 2 26. 3 54. 95 2. 69 2. 29

S 15. 45 3. 80 1. 03 1. 56 2. 88 1. 45 1. 57 1. 23 10. 05

V 52. 8 0. 65 22. 8 22. 4 11. 27 11. 26 20. 98 278. 3

　　注: 样品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测定, 含量: Au、Hg 为 10- 9;

Ag、Cu、Pb、Zn、As、Sb、Bi为 10- 6。

7　控矿因素

7. 1　地层因素

矿区地层为丹凤群下、中岩组, 主要岩性为中

级变质的酸—中基性火山岩, 金的丰度值较高, 为

成矿提供了重要物质来源。

7. 2　岩浆活动因素

目前划分的 4个矿化带, 均产于柴家庄二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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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岩体的港湾状接触带内, 矿带中分布有多种脉岩。

前述表明岩浆流体参与了成矿作用 (何世平等,

1995)。岩体内接触带含金平均高达 56×10
- 9
; 说明

岩浆活动为成矿提供热源和部分物源。

表 5　柴家庄金矿区原生晕异常相关、偏相关矩阵

T ab. 5　T he co r relation coefficient o f elements of r o cks in Chaijiazhuang go ld or e ar ea

元素 Au Ag Cu Pb Zn As Sb Bi Hg

Au 1 0. 869 0. 706 0. 493 - 0. 434 0. 616 - 0. 022 0. 853 0. 261

Ag 0. 475 1 0. 035 0. 657 - 0. 287 0. 629 0. 323 0. 776 0. 237

C u - 0. 49 0. 605 1 0. 605 0. 053 0. 282 - 0. 166 0. 781 0. 001

Pb 0. 551 - 0. 300 0. 578 1 0. 273 0. 305 0. 415 0. 422 0. 111

Zn - 0. 077 - 0. 169 0. 386 0. 262 1 - 0. 567 - 0. 016 - 0. 326 - 0. 114

As 0. 592 - 0. 414 0. 536 - 0. 367 0. 438 1 0. 463 0. 430 0. 107

Sb 0. 764 0. 762 - 0. 773 0. 666 0. 175 0. 706 1 - 0. 074 - 0. 074

Bi 0. 547 - 0. 257 0. 667 - 0. 413 - 0. 273 - 0. 454 0. 468 1 0. 23

Hg - 0. 294 0. 432 - 0. 611 0. 362 0. 205 0. 309 0. 515 0. 393 1

7. 3　构造因素

矿区断裂构造为岩浆侵入和热液活动、矿液运

移、富集提供了通道和空间。首先是张家庄-关子镇

韧性剪切带和娘娘坝-舒家坝韧性剪切带, 均为区域

性的深大断裂。在地表以下较深层次上控制了本区

的成岩和成矿作用。其次是蜂儿崖北北西向断裂,为

重要的导矿构造。而晚期北东向断裂则与矿带分布

相一致, 属控矿和容矿构造。地层变形变质时产生

的透入性片理等裂隙为成矿流体尤其是大气降水的

运移提供了方便。

8　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本区岩体接触带和较封闭的矿液循环及沉淀构

造环境是成矿重要条件。区内找矿标志明显, 找矿

标志及找矿方向主要有:

( 1) 丹凤群及分布于其中的印支—燕山期中酸

性侵入岩是找矿的区域性标志。

( 2) 岩体外接触带 NE向、NNW 向断裂是找矿

的构造标志。

( 3) 含金石英脉露头是最直接的找矿标志, 其

主要特征是呈烟灰色, 具碎裂状、蜂窝状、网格状

构造, 含金属硫化物。金属硫化物的种类和含量, 是

矿化富集程度的直接标志, 以富含他形细粒黄铁矿

及黄铜矿、方铅矿者矿化最佳。

( 4) 围岩蚀变标志: 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

化、黄铜矿化、方铅矿化与金矿化呈正相关, 主要

发生于矿体及近矿围岩中, 远离矿体则迅速减弱。绿

泥石化、碳酸盐化广布于围岩中, 但在含矿断裂带

表现较强, 是热液活动的标志。

( 5) 矿物学标志: 矿石的主要组成矿物为石英、

黄铁矿、黄铜矿等, 均具有指示金矿化的标型特征。

( 6) 以 Au 为主的Au、Ag、Cu、Pb、As、Hg

综合异常是找矿的地球化学标志。异常的规模、强

度与金矿化强度明显相关, 元素的分带趋势为: 前

缘元素Hg、A s , 近矿指元素 Au、Ag、Cu、Pb。

( 7) 本区矿床的形成受丹凤群、印支—燕山期

酸性侵入岩及断裂构造 3种因素控制, 找矿的首要

方向是上述岩体外接触带 0～2 km 范围内的 NE

向、NNW 向断裂发育部位; 其次为虽离岩体较远,

但 NNW 向断裂及中酸性脉岩发育地段; 在无岩浆

活动的丹凤群分布区, 亦有可能在蚀变强烈的

NNW断裂中赋存有蚀变岩型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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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e Prospect in Chaij iazhuang

Gold Mine, Tianshui, Gansu Province

YANG Gen-sheng
( N o. 1 Geology and Mineral E xp loration T eam, Gansu P rovincial Bureau of Geology

and M ineral E xp lorat ion and Dev elopment, Tianshui 741020, China)

Abstract: The Chaijiazhuang go ld m ine is tectonically located in the Chaijiazhuang-Pang jiahe gold

miner alizat ion bel t , belong ing to the No rth Qinling Caledonian fo ld belt of West Qinling orogenic belt .

The gold deposit o ccurs in the Danfeng Group of the exocontact zone of the Chaijiazhuang adamellite. T he

deposit w a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NE and NNW faults. The fo rmat ion of the deposit ar e also governed

by the Danfeng Grorp and the acid int rusion o f Indosinian-Yanshan . T he starg ets for g old prospect is

w ithin 0～2 km along the NE and NNW faults in the exocontact zone of the adamellite w her e NE and

NNW faults w ell-developed. Based on studies of ore deposit g eo logy and geochemical features, or e-contr oll

factors and prospect ing criter ia fo r g old in the reg io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 gold ore deposit ; g eo logical-geochemical charcaterist ics; ore pr ospect ing tar get ; Chaijia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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