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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崤山地区具有较好的金矿成矿条件和找矿前景，但与邻近的小秦岭和熊耳山地区相比，金矿勘查、研究

和开发力度尚显不足。结合前人研究资料，通过对该区典型金矿床地特征的总结分析，以及采集有关岩

石矿物标本进行定量分析等工作，进一步查明了金矿成矿物质来源，并对该区金矿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

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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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good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and prospecting prospects for gold deposits in the Xiao-
shan area,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neighbouring areas of Xiaoqinling and Xiongersh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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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old deposits are still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pre-
vious research data, the sources of ore-forming Materials of gold deposits have been further iden-
tified through the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ical gold depo-
sits in the area, and the collection of rock and mineral samples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gene-
sis and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of gold deposits in this area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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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崤山地区位于河南小秦岭金矿田与熊耳山金矿田之间，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为华北陆块南缘与秦岭造

山带的衔接地带[1]，是河南省豫西地区仅次于小秦岭、熊耳山的有色金属及贵金属成矿区，分布有崤山

金矿、申家窑金矿、大方山金矿、葫芦峪金矿、寺家沟–宽平金矿等众多中小型金矿床(图 1)，具有较好

的成矿地质条件，预测金矿资源量能达 701,848~1,101,748 t [2]，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前人也曾对崤山

地区的拆离断层构造、燕山期中酸性岩体、矿床特征等开展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和找

矿成果。此次，笔者结合以往研究资料和项目研究成果，通过对该区典型金矿床的调查和对比分析，深

入研究了金矿成矿物质来源，对金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进行了分析，希望能为该区金矿勘查工作提供借

鉴参考。 

2. 地质背景 

河南省崤山地区位于秦岭–昆仑纬向构造带的东段，属于华北地台南缘华熊地体熊崤地块。先后经

历了吕梁–加里东期南北向构造应力的挤压，华力西–印支期东西向构造应力的挤压，燕山期左引直剪

陆内造山运动，喜山期差异性升降运动(伸展拆离作用)。按照伸展构造理论，崤山地区属典型的变质核杂

岩构造体系，本区醒目的构造形迹为近东西向、近南北向的崤山短轴隆起，四周构成向外倾伏的宽背斜。

核部由太华群(Arth)结晶基底组成，周缘为拆离断层，翼部盖层由古元古界铁铜沟组(Pt1t)、中元古界熊耳

群(Pt2xn)及新生界第四系覆盖物组成[3] [4]。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各方向断裂均有出露，主要为东西、北

西及北北东向的次级构造。 
崤山地区岩浆活动频繁，最早为中元古界火山活动，形成了熊耳群的安山岩、安山玢岩、辉长辉绿

岩脉等。该区也曾发生大规模燕山期岩浆活动[5] [6]，但如今地表尚未发现大的酸性岩体，仅发现几处小

规模岩体出露，主要岩性为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斑晶为淡红色钾长石，粒度 1 cm × 2 cm，约占

5%~10%，块状构造。斑晶自形好，矿物晶体粗大，主要为钾长石、斜长石、石英，含少量黑云母。根

据有关测年资料[7] [8]，后河岩体年龄为(128 ± 1) Ma，龙卧沟(128 ± 1) Ma，白石崖岩体年龄为(135 ± 3) Ma，
后瑶峪岩体年龄为(131 ± 1) Ma。此外，崤山地区剩余重力异常显示在西张村–千山一带存在着一个近南

北向延伸的低值异常区(图 1) [9]，宽约 7 km，长约 15 km，表明其下部隐伏有较大规模的燕山期酸性岩

侵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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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系；2——元古界熊耳群；3——太古界太华群；4——地层界线；5——

断裂；6——布格重力异常等值线和异常值；7——不同规模金矿床；8——中酸

性岩体 

Figure 1. Regional ge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gold deposits in Xiaoshan area, 
western Henan 
图 1. 豫西崤山地区区域地质与典型金矿床分布图 

3. 矿体地质特征 

3.1. 矿体形态特征 

通过对寺家沟金矿、崤山金矿[10]-[15]等 6 个典型矿床主要矿体(表 1)的对比分析可知：崤山地区矿

脉本身就是矿化蚀变破碎带，矿脉产状与破碎带产状一致。根据破碎带的走向主要分为二组，即：北西

–北北西向和北东–北东东向(局部近东西向)。矿体严格受构造蚀变破碎带控制，其矿体主要赋存在断裂

带中或破碎带上、下盘附近。矿体形状以脉状、细脉状、透镜状为主。矿体产状沿走向和倾向均变化较

大，局部有分枝复合、膨大缩小现象，一般情况下矿体较薄、但品位较高。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ore bodies in Xiaoshan area 
表 1. 崤山地区主要矿体特征一览表 

矿区名称 矿体编号 矿床规模 金矿体特征 

崤山金矿 ⑨号 中型 长度约 1130 m，厚度 0.14~2.33 m，平均厚度 0.56 m，产状 40˚~80˚∠13˚~41˚ 

申家窑金矿 崤 01 中型 长度约 5430 m，厚度 1.00~19.00 m，平均厚度 11.32 m，产状 265˚∠31˚ 

寺家沟金矿 K1-I 中型 长度约 1000 m，厚度 0.11~1.14 m，平均厚度 0.29 m，产状 120˚∠27˚ 

大方山金矿 ⑨-I 小型 长度约 1000 m，厚度 0.20~1.00 m，产状 205˚∠30˚ 

葫芦峪金矿 ③号 小型 长度约 960 m，厚度 0.30~0.60 m，产状 245˚∠75˚ 

安沟金矿 K1 小型 长度约 540 m，厚度 0.10~0.20 m，产状 51˚∠22˚ 

3.2. 矿体矿物成分 

据岩矿鉴定结果，崤山地区金矿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为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次为菱锰矿、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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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赤铁矿等，少量银黝铜矿、黄铜矿、辉银矿等。自然金颗粒小，分布不均匀。非金属矿物以石英

为主，约占 25%~49%；次为白云石、方解石，约占 15%~20%；其余为钾长石、绢云母、黑云母、绿泥

石、绿帘石、斜长石等。 

4. 矿床成因 

4.1. 成矿物质来源分析 

崤山地区成矿物质来源[16]有多种说法，主要的有两种：一种认为成矿物质来自赋矿地层太华群、熊

耳群；另一种认为来自岩浆热液。本次工作对部分采集矿物标本进行了定量分析，详见表 2、表 3。 
从表 2 来看，本区热液体系相对富含 Ca2+、K+；阴离子以 2

4SO −、F−、Cl−为主，且 Na+/K+比值均小

于 1。一般情况下，岩浆热液就具有 Na+/K+小于等于 1 的特点，说明本区成矿热液可能主要来源于岩浆

热液。表 3 表明崤山地区多个金矿床中含金石英脉氧同位素组成基本一致，且与龙卧沟花岗岩及太华群

变质岩的氧同位素接近，具深源特征，说明成矿物质来源于花岗岩及太华群变质岩。此外，上述含金石

英脉伴生的碳酸盐化矿物碳同位素 δ14C‰结果为−4.5 [17]，相对较富集重碳，属深源来源而非表生来源，

因此，可以推断崤山地区金矿成矿物质部分来源于深源，可能与太华群及燕山期深熔花岗岩密切相关。 
 

Table 2. Composi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fluid wrapped body fluid phase 
表 2. 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分析结果表 

样品编号 矿物名称 
含量/(μg/g) 

F− Cl− 3NO−  2
4SO −  Na+ K+ Mg2+ Ca2+ 

崤山金矿 B5 方铅矿 0.112 2.783 无 6.308 1.227 3.476 痕 5.986 

申家窑 B2 闪锌矿 0.158 3.392 无 8.503 2.014 4.125 痕 3.584 

寺家沟 B3 黄铁矿 0.312 2.995 无 6.742 1.485 2.117 痕 4.037 

葫芦峪 B5 方铅矿 0.103 2.384 无 7.961 1.169 2.019 痕 3.471 

大方山 B14 黄铜矿 0.306 1.37 无 2.186 1.143 1.583 痕 6.948 

 
Table 3. Oxygen isotope composition table 
表 3. 氧同位素组成表 

样品来源 崤山金矿 申家窑 寺家沟 半宽金矿 太华群 花岗岩 

测试对象 石英 石英 方解石 石英 黄铁矿 石英 

δ18O‰ 11.5 11.7 12.01 11.78~13.25 10.91 11.39~11.71 

4.2. 对矿床成因的认识 

根据野外地质工作，结合测试分析资料，对崤山地区金矿床成因有如下认识： 
1) 矿床严格受构造断裂带的控制，成矿具有多阶段性，成矿热液具有活动的多期性，构造变质作用、

燕山期岩浆活动为成矿物质活动提供了动力。岩浆后期热液及围岩中重新活化的热液，在向上部低温低

压方向迁移过程中，萃取了围岩中的成矿物质形成含矿流体。含矿流体沿太华群结晶基底活化的韧性剪

切带向上迁移，迁移至主拆离滑脱面后，继续沿主拆离滑脱面及上覆滑脱体中伴生的次级张性拆离滑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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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迁移并沉积富集，形成崤山地区受拆离滑脱构造体系控制的金矿分布体系。 
2) 主要矿化地段位于主拆离滑脱面附近。拆离滑脱面的下盘形成崤山式石英脉型金矿(申家窑金矿

等)；在主拆离滑脱带形成崤山④号脉式硅化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崤山金矿、寺家沟金矿等)；在上覆滑

脱体中伴生的次级张性滑脱构造体系中形成石英脉型金矿床(半宽金矿、安沟金矿等)。 

5. 成矿规律 

崤山地区作为豫西重要的成矿地质单元，其成矿作用与拆离断层、破碎带、变质核杂岩体和燕山期

中酸性浅成花岗岩系列侵入体密切相关。 
1) 崤山地区金矿体受断裂构造控制。该区自北向南发育着自中条期末均有活动的三门峡一鲁山断裂，

古生代至中生代发育的基底与熊耳群盖层之间的拆离断层，自加里东期开始活动的潘河一马超营韧性剪

切带及其衍生的次级断裂，这些断裂的下部与基底和部分熔融花岗岩体相连，是岩浆热液循环的通道，

是连接成矿源区与赋矿部位的导矿构造。而区内发育的北西西向断裂、近东西向和北东向次级断裂则为

含矿热液上升、运移、沉淀提供了有利通道和空间，如本区的申家窑金矿、寺家沟金矿、大方山金矿的

主要金矿体都分布于拆离断层带的下盘。 
2) 燕山期大规模花岗岩浆活动形成了构造热蚀变的成矿背景[18] [19]，是崤山地区金矿成矿活动的

热动力来源体。调查结果表明，在该区近东西向和北东向断裂带的交汇部位，往往出露或隐伏有燕山期

侵入体，这些岩体对区内矿床的生成起到明显的控制作用。如：已发现的后河、白石崖、龙卧沟和张家

河燕山期中酸性岩体周边(2 km)均已发现有金银多金属矿的存在，尤其是后河岩体东南部的申家窑金矿和

龙卧沟岩体东部的崤山金矿均是中型矿床。 

6. 结论 

1) 崤山地区金多金属矿床应属多因复成矿床，成矿物质有多种来源，成矿过程既有变质热液流体，

也有岩浆热液流体参与成矿作用，且成矿具多期多阶段特点。 
2) 崤山地区不同级别的断裂构造、变质核杂岩和燕山期中酸性浅成花岗岩系列侵入体共同控制着区

内金矿床(点)的分布。金矿成矿规律如下：金矿床多赋存与太古界太华群中，中元古界熊耳群不整合面附

近多为成矿有利部位；已知金矿床多数都产出于断裂构造内，矿体的产出、规模、形态均受断裂构造控

制；矿床沿隐伏岩体分别特征明显，其形成与燕山期中酸性岩体热动力作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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