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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iuzhanggou gold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Xiong’ershan gold mineralization concentration area 
o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North China Platform. The regional tectonics and magmatism are ac-
tive with the good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predecessors’ 
data and the practice of mining prospecting and the first-hand data obtained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e body and the law of the deposit of the ore 
body, and makes a deep prediction of the ore body to indicate the direction for the next prospecting. 
The ore body in the research area is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fracture zone of the fault structure, 
and the multi-occurrence and fracture zone and the alteration zone, in which the NNE to F1 fault 
structure is a good metallogenic structu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wall 
rock alt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otassium alteration zone in the upper wall of ore body is a di-
rect indicator of ore prospecting. The phenomenon of ore body lateral lodging is widespread in this 
area, and the ore body may extend to the depth. In the process of ore exploration, the occurrence law 
of ore bodies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or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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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仗沟金矿床位于华北陆块南缘的熊耳山金矿化集中区，区域构造、岩浆活动强烈，成矿地质背景好。

本文通过对前人资料的总结，以及近年来矿山探矿实践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总结矿体地质特征、

矿体的赋存规律，对矿体进行深部预测，为下一步探矿指明方向。研究区矿体严格受断裂构造破碎带控

制，多赋存于断裂带及蚀变带内，其中NNE向F1断裂构造是良好的成矿构造。矿体上、下盘围岩蚀变存

在差异，其中矿体上盘的钾化蚀变带是找矿的直接标志。区内矿体侧伏现象普遍存在，矿体有向深部延

伸的可能。在探矿过程中可利用矿体的赋存规律，来提高探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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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九仗沟金矿床位于我国重要的金、钼矿产地河南省嵩县境内，区内大小金矿数十处，1980 年以来在

该区及外围发现了一批大中型钼、金、铅锌和萤石矿床，如鱼池岭、安沟斑岩型钼矿，祁雨沟、店房隐

爆角砾岩型金矿，前河蚀变岩型金矿等；1990 年又先后在东湾断裂带内发现了九仗沟、东湾中型金矿床；

2008 年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矿产调查院在矿区外围发现槐树坪大型金矿床，进一步推动

了区域找矿与勘探的步伐[1] [2] [3]。 
九仗沟金矿床地处熊耳山多金属成矿带上而备受学者关注，前人主要集中在矿体浅部特征方面的研

究，如：成矿地质特征、矿床成因、控矿因素及成矿期次的划分等。认为九仗沟金矿的成矿时代为印支

期，成矿物质来源于深源，属中温热液矿床，同时将成矿阶段划分为四期，矿体主要赋存 NNE 向断裂带

中[4] [5] [6] [7] [8]，对矿体的赋存及矿体深部的研究较少。经近几年的高效开采，矿山已成为区域采深

最大的金矿床，对浅部矿体的揭露更加全面，这为进行下一步的深部探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以近

年来矿山探矿实践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金矿地质特征，分析金矿成

矿潜力及找矿方向，以期为区内金矿勘查、研究提供新资料，为熊耳山地区金矿找矿工作提供新思路。 

2. 地质背景 

2.1. 地层 

九仗沟金矿位于华北陆块南缘，熊耳山隆断区之外方山隆断区。本区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多期次的

岩浆构造演化，使得区内构造发育，岩浆活动频繁，对本区的成矿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图 1)。区域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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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简单，主要出露地层为新太古界太华群(Arth)，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Chx)、蓟县系高山河组(Jxg)，
新生界古近系(E)、新近系(N)和第四系(Q)。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长城系熊耳群鸡蛋坪组(Chxj)上段的英安

岩、流纹质英安岩、安山岩、构造角砾岩等，古近系高峪沟组粉砂质粘土岩及部分出露的石英脉和第四

系[9] [10] [11]。 
 

 
Q—第四系；N—新近系；E—古近系；Pt2x—中元古界熊耳群；Pt2xm—马家沟组；

Pt2xj—鸡蛋坪组；Pt2xx—许山组；Arth—太古界太华群；γ53—燕山晚期花岗岩；ξ42—
华力西期正长岩；1—区域性大断层；2—逆断层；3—正断层；4—背斜；5—不整合

界线；6—金矿床；7—金矿点 

Figure 1. Structure outline map of Jiuzhanggou gold mine, Song County 
图 1. 嵩县九仗沟金矿区构造位置图(据庞绪成等 2011 资料修改[12]) 

2.2. 构造 

区内自太古代至今经历了多期次的构造活动，构造行迹发育。区域内金矿床均直接或间接受断裂控

制。主干断裂为横贯全区的马超营深大断裂带和熊耳山北麓的山前断裂，次级断裂纵横交错，构成本区

复杂的地质格局。其中 NNE 向、NW 向、NE 向和 EW 向及熊耳群火山岩的层间断裂带是区域主要含矿

构造。 
马超营断裂是区域性 I 级构造单元，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改造，断裂带总体走向 270˚~300˚，倾向北，

倾角 50˚~80˚。主要由 3 条逆冲断裂及多条近于平行排列的次级断裂共同构成，并在走向上和主断层分支

复合。马超营断裂形成时间早，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改造，具有复杂的构造演化背景，对本区地壳演化

及成岩、成矿作用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13]。 
F1 断裂为马超营大断裂的次级断裂，位于大章乡万岭一带，是一组 NNE 向的断裂构造，与 F2、F3

断裂呈平行产出。地表出露长度大于 5 km，波及宽度 500~600 m，单条断裂宽 10~20 m，地表断续延长

2~5 km，断裂间距 100~150 m；走向 20˚~30˚，倾向 NW，倾角 50˚~85˚。断裂面陡而平直，每条断裂内

可见多条(组)扭裂面，其断面上发育水平擦痕及镜面，显示逆时针扭动特征。 
断裂带内角砾岩、碎裂岩发育，局部见断层泥和劈理化带。断裂带内热液蚀变强烈，主要发育硅化、

钾化、方铅矿化、黄铁矿化及褐铁矿化等。断裂带内已发现多处规模不等的金矿体或矿化体。伊河以南

该断裂带可能受东西向构造的影响，断裂走向变为 NNE 向，主断裂带宽 5~10 m。该断裂带切割整个熊

耳群鸡蛋坪组，向南与马超营断裂相交。该组断裂是本区内最主要的控矿、容矿断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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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第四系全新统；Qp2-3—第四系中上更新统；

E1g—古近系古新统高峪沟组；Chj3—长城系熊耳

群鸡蛋坪组上段；F1—断层及编号；A-A’、B-B’、
C-C’、D-D’代表工程布置线 

Figure 2.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Jiuzhanggou 
图 2. 九仗沟金矿区地质简图 

2.3. 岩浆岩 

区域内岩浆活动表现为火山喷发与岩浆侵入。主要有中元古代长城纪熊耳群火山岩、印支期碱性花

岗岩和燕山期花岗岩。中元古代长城纪熊耳期，火山喷发强烈，规模巨大，形成了一套巨厚的中基(中)–
中酸(偏碱)性火山岩堆积–熊耳群，构成了广布于太古界太华群结晶基底之上的第一盖层。 

1) 印支期花岗岩。印支期岩浆活动较弱，主要为一些小规模的碱性岩、碱性花岗岩、A 型花岗岩和

煌斑岩脉的侵入。本次碱性岩浆活动对区内金矿床形成的作用比较明显，如上宫金矿(242 ± 11 Ma，蚀变

绢云母，Rb-Sr；222.83 ± 24.91 Ma，硅化石英，40Ar/39Ar 坪年龄)、庙岭金矿(245.83~179.79 Ma，硅化石

英，40Ar/39Ar 坪年龄)均与本次岩浆活动有关[14] [15]。 
2) 燕山期花岗岩。燕山期花岗岩浆活动强烈，在区内大面积出露，岩性主要为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产出形式以岩基为主，部分为岩脉，具多期次重复叠加侵入。区域上主要有花山岩体、南泥湖岩体、

祈雨沟岩体、合峪岩体、五丈山岩体、太山庙岩体等。燕山期岩浆岩岩浆活动频繁，同时具有多期次叠

加、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因而，为古老基底中的金、银等多金属成矿元素的活动迁移提供了热动力条件，

同时燕山期的岩浆岩也是金、银等多金属的成矿物质来源[16] [17]。九仗沟金矿床的形成与燕山期花岗岩

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3. 矿床地质特征 

3.1. 矿体特征 

赋矿构造为 F1 断裂内的 M1 构造蚀变带，矿体呈脉状产出，由 2 个地表探槽、1 个平酮、8 个钻孔和

多层坑道控制(图 3)。 
勘查阶段圈定的 3 条矿体在开采阶段被证实为同 1 条分支复合产出的工业矿体。位于含金构造蚀变

破碎带中部的 M1-II 为主矿体，最大走向长 380 m，矿体在空间上呈舒缓波状，总体走向 20˚，倾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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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1 Gold ore body exposed to the surface of Jiuzhanggou 
图 3. M1 金矿体在九仗沟地表出露 

 

倾角 54˚~58˚ (图 4)。 
含矿围岩英安岩、流纹质英安岩及安山岩遭受了不同程度、不同时期的动力变质，形成不同阶段和不同

类型的热液交代蚀变[2]。主要矿化蚀变类型有黄铁矿化、钾化、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绿帘石化等。 
 

 
1—英安岩；2—构造碎裂岩；3—内蚀变带；4—外蚀变带；5—边界线；6—矿体 

Figure 4. Geological profile of line 4 of Jiuzhanggou gold mine, Song 
County 
图 4. 嵩县九仗沟金矿 4 线地质剖面图(据庞绪成等 2011 资料修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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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矿石特征 

3.2.1. 矿石组成 
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自然金等；脉石矿物有石英、长石、绢云母、绿

泥石等[18]。有用组分为 Au，其它元素无工业价值。 
矿石中金以自然金为主，金粒度较粗，矿石中所见金的嵌布形态比较简单，主要以圆粒状、棱角粒

状为主，金的赋存状态以包裹金为主，主要包裹在黄铁矿中，或位于金属矿物与脉石矿物粒间，其次为

粒间金，裂隙金少见。 
矿石中 SiO2 含量 68.02%~70.12%，较围岩英安岩高 2.28%~3.34%；K2O + Na2O 含量 1.07%~1.25%，

较英安岩低 3.86%~5.77%。说明在热液交代蚀变过程中有 SiO2 带入和 K、Na 被带出[6] [19]。 

3.2.2. 矿石的结构构造 
1) 矿石结构 
矿石结构类型有 3 种： 
① 自形–半自形结构。是区内金属矿物呈现的主要结构。主要表现为黄铁矿立方体及五角十二面体

的自形晶、半自形晶结构。 
② 它形结构。矿石中部分呈现浸染状的黄铁矿和其他金属硫化物呈不规则的它形结构。 
③ 交代残余结构。矿石中的黄铁矿被褐铁矿等逐步交代。如果未交代完全则形成了交代残余结构。 
2) 矿石构造 
矿石主要表现为角砾状构造，根据矿物在矿石中的产出形态细分为：稀疏浸染状构造、细脉–浸染

状构造、脉状–网脉状构造、蜂窝状构造 4 类。 
① 稀疏浸染状构造：是矿石的主要构造形式，金属矿物黄铁矿呈细粒–微细粒集合体，以星点浸染

状分布于矿石中。 
② 细脉–浸染状构造：是介于浸染状与细脉状之间的一种构造形式，在矿石中细粒–微粒状黄铁矿

一部分呈浸染状，另一部分呈断续的细脉，两者同存于矿石中。 
③ 脉状–网脉状构造：在矿石中有部分黄铁矿分布于蚀变岩的网状裂隙和矿化角砾岩的胶结物中，从

而形成了网脉状构造，另一部分由于构造活动，岩石发生破裂，致使含矿热液沿着裂隙灌入，从而生成细脉

状矿体。黄铁矿和石英组成石英黄铁矿细脉与晚期形成的方解石–方铅矿细脉一起充填在网脉状矿石中。 
④ 蜂窝状构造：在地表或近地表矿石，由于容易发生风化、剥蚀等表生作用的影响，使得硫化物发

生氧化、迁移、流失后形成蜂窝状构造。 

4. 矿体赋存规律 

1) 矿体的定位性：矿床严格受断层破碎带控制，多赋存与断裂带及蚀变带内。研究区矿体多赋存在

F1 断裂构造带内，其中 NNE 向的断裂构造更容易成矿，矿化主要发生在 F1 构造及其蚀变带内，矿体多

赋存在断裂构造的转折端及局部膨大部位[12] [20]。 
2) 矿体的等距性：从各中段揭露情况看，矿体厚大部位主要分布在 468~435 m，351~300 m、220~140 

m 和 60~30 m 高程以下，厚大矿体每段延深长度约 30~80 m，沿倾向间隔约 80~100 m，等距性分布和膨

大收缩重复规律明显，推测矿体向深部仍有一定的延伸。 
3) 矿体围岩蚀变的差异性：矿体上盘围岩蚀变较强，故破碎程度较低，稳固性普遍好于下盘。由于

受成矿前期构造活动影响，成矿热液沿构造破碎带运移交代蚀变，形成围岩的钾长石化和硅化，局部形

成钾长石化或石英细脉。坑道中，矿体的上盘围岩普遍具有钾化和硅化蚀变，紧挨矿体形成厚度 1~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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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钾化蚀变带。矿体下盘一般岩石较为破碎，稳固性较差，可见断层面及断层泥，局部风化地段有 1~3 m
厚的破碎带。通过以上特征可以判断和指导探矿施工和工程布置。 

4) 矿体侧伏规律：受构造运动方向影响，矿体在+60 m 标高以上，矿体以 NNW 方向侧伏为主，侧

伏角约 60˚；在+60 m 标高以下，矿体向 WS 方向侧伏为主，上下侧伏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早期的断裂遭受

了后期的构造叠加所致。这一规律不仅在九仗沟金矿，在整个北东向的东湾控矿断裂也存在，用本规律

指导周边及深部地质探矿，将提高勘查工程的命中率。 

5. 深部成矿前景预测 

1) 断裂构造有利于矿体赋存 
区域性的断裂构造是明显的控矿构造。主要控矿构造带地表出露南北长超过 20 km，延深可达数千

米，构造下盘断层泥发育，并有较强的氧化现象，说明构造仍可能向深部有较大延伸，对成矿有利。 
2) 近邻矿区在深部矿体及控矿构造仍有延伸 
矿区与近邻的东湾矿区为同一控矿构造。东湾矿区 ZK8809 见矿最低标高已达−200 m，且控矿构造

没有变窄或尖灭趋势。参照说明本矿向深部构造延伸及成矿有利[15]。 
3) 化探特征对成矿有利 
根据微量元素 Au、Ag、Cu、Pb、Zn、As、Sb、Bi、Co、Ni、Ba 的统计，Cu、Pb、Zn、Ag、Au 等从

围岩向构造带富集趋势明显，富集程度从围岩–蚀变带–控矿断裂带呈规律性递增趋势，说明深部主要指示

元素在金的成矿作用中活动性较强，参与了金的成矿作用，并在局部伴随金矿体出现 Pb、Zn 矿化[2]。 
4) 矿体深部远景预测 
九仗沟金矿主矿体受构造运动方向影响，矿体在 F1 内向 NNW 方向侧伏(图 5)。这一侧伏规律不仅

适用于九仗沟金矿，在整个九仗沟断裂控制的东湾、店房采区也同样适用。推测矿体将沿着矿体侧伏轴

线的方向向深部延伸。 
 

 
1—坑道；2—见矿钻孔；3—矿体侧伏轴线；4—勘探线及编号；5—矿体 

Figure 5. The trend diagram of the lateral lodging of Jiuz-
hanggou gold mine 
图 5. 九仗沟金矿体的侧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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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1) 研究区内，矿床严格受断层破碎带控制，多赋存与断裂带及蚀变带内。断裂构造为矿体提供了良

好的导矿、容矿构造，矿体多赋存在构造转折端，其中 NNE 向的断裂构造更容易成矿。 
2) 矿体围岩蚀变较为强烈，矿体上盘以蚀变岩为主，下盘以碎裂岩为主，其中上盘的钾化蚀变带是

找矿的直接标志。 
3) 矿体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侧伏趋势，矿区主矿体有向深部延伸的趋势。探矿工程布置时，要充

分利用矿体侧伏的规律，提高探矿工程的见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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