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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总结分析陕西双王含金角砾岩成因基础上,将其分为构造角砾岩、液压致裂角砾岩和

气液隐爆角砾岩三大类,阐述了各类角砾岩的特征、赋存特点和空间关系。讨论了不同角砾岩体的

找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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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及矿区地质

1. 1　区域地质概况

双王金矿床地处秦岭南麓, 大地构造位置处于

华北地台与扬子地台对接部位靠近扬子地台一侧,

秦岭褶皱系海西—印支褶皱带的凤县—镇安褶皱束

西段。商县—丹凤深断裂和凤镇—山阳深断裂从矿

区以北通过。区内主要为上元古界和古生界地层;出

露岩体有宝鸡岩体,太白岩体和宁陕岩体群。矿区南

部的西坝岩体即为宁陕岩体群的一个分支, 该岩体

为一个复式岩体,由石英二长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

组成, 分属于印支早、晚期产物,另在矿区内有成矿

后的煌斑岩脉出现。

1. 2　矿区地质简况

双王金矿床(王家楞—王家庄)金矿化带赋存于

中泥盆统地层, 主要为一套浅海相的粉砂质泥岩及

碳酸岩沉积,由老到新可分为王家楞组、古道岭组和

星红铺组。

矿区位于尖山沟复式背斜次级褶皱银洞沟背斜

的北翼。就矿区范围而言, 为陡倾斜单斜构造,地质

构造主要为断裂构造, 规模最大的为 NWW 向断层,

另外发育有 NEE 横断层, 为成矿期或成矿后断层,

对矿体有控制或破坏作用。

2　角砾岩的成因分类

双王金矿床中金主要赋存于钠长角砾岩体中,

该角砾岩体是一种角砾大小混杂,形态多样,由多次

破碎和多阶段热液活动产物胶结的钠长角砾岩为主

的复杂的地质体, 该角砾岩带东西断续长 11. 5 km ,

平面形态呈透镜状,剖面形态浅部呈不规则透镜状

或囊状体, 深部为似厚板状, 角砾与上下盘围岩界线

一般比较清楚,总体走向 290°～310°, 产状一般上缓

下陡, 倾角 50°～87°,角砾成分主要为浅灰色—浅棕

色钠长石化板岩或粉砂岩, 部分为绿灰色粉砂质绢

云板岩、变质粉砂岩及少量大理岩和结晶灰岩,形态

多为不规则棱角状及次棱角—次圆状, 一般角砾具

可拼性。胶结物主要为多阶段热液活动形成的钠长

石、含铁—高铁白云石、方解石以及石英、黄铁矿等

集合体。

双王角砾岩带虽然普遍含金, 但大多不够工业

开采品位,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角砾岩都为金矿

体呢? 笔者认为,这就与角砾的成因及分类有关, 我

们根据地质探矿及实际生产认为,双王含金角砾岩

大体可分为三类:构造角砾岩、液压致裂角砾岩和气

液隐爆角砾岩,下面就各角砾岩体特征及含金性加

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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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构造角砾岩特征及含金性

构造角砾岩包括上覆于液压角砾岩之上的动力

角砾岩和位于液压角砾岩体内部及边部的断层角砾

岩。上覆于液压角砾岩之上的构造角砾岩是在区域

构造动力作用下,在原始地层沉积分层后, 由于后期

区域上的 SN 向挤压作用, 岩层产生变形,在变形过

程中, 2层岩层及 1层近 2层边部岩层(图 1)在共轴

和非共轴挤压和剪切作用下形成一种角砾, 其长轴

图 1　构造角砾岩成因模型

F ig . 1　Genetic models of tectonic br eccia

无方向性, 有一定磨圆,粒径相对较大, 而胶结物成

分单一, 含量较少, 多为早期热液活动的产物, 含金

性差,一般构不成工业矿体。但由于后期推覆作用使

其产状变缓, 形成下伏岩体的保护层利于其成矿。

位于液压角砾岩体中部的断层角砾岩, 一般为

成矿期或成矿后形成。由于它形成于液压角砾岩体

中, 同时受断裂作用影响,致使在位错过程中角砾棱

角被磨(熔)蚀, 使角砾有一定的磨圆, 且大小混杂,

胶结物中早期的钠长石含量较高,可形成工业矿体。

位于液压角砾岩体边部的断层角砾岩在断裂作用驱

动下,使其含金热液活动在该带叠加,因而该种角砾

岩较其上、下盘岩体的含金性有较大的提高,由于岩

性差异是在构造动力作用下形成的,因而角砾相对

较大,其中有绢云粉砂岩存在,而且断层泥一般较发

育, 胶结物成分单一, 可能为铁白云石、方解石、石

英, 含金性较围岩高,但较角砾岩体低。

2. 2　液压致裂角砾岩特征及含金性

液压致裂角砾岩是该角砾岩带的主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赋存金的主要角砾岩体, 形成于“1”带

内(图 1) , 由于该带在形变过程中属于一种弱—无变

形域环境(低温、低压) , 而“2”带属于弱—中变形域

(中温、中压) ,“3”带属于强变形带(高温、高压) , 因

温度和压力差别,由“泵吸”理论含矿的热水溶液就

被“吸”入 1带, 从而使其温压增高把 1带岩石压裂。

同时, 进行矿质元素交换、充填、沉积, 形成含金岩

体。我们根据其原岩钠化强度及压裂的碎裂程度以

及充填物含量又可划分为初液压致裂角砾岩, 液压

致裂角砾岩和超液压致裂角砾岩 3种。

( 1)初液压致裂角砾岩。角砾砾径大, 长轴有定

向性,一般与岩层走向一致, 角砾内部保留原始板岩

层理, 节理不发育, 很少有张性的石英细脉贯穿, 而

有少量的沿层理进入的铁白云石、石英细脉、无黄铁

矿细脉。角砾一般由粉砂质绢云板岩,粉砂岩及钠长

板岩组成, 钠化较弱,而胶结物多呈网脉状分布, 铁

白云石及方解石的节理不发育, 含金性差, w ( Au)一

般< 0. 4×10- 6。

( 2)液压致裂角砾岩, 它是赋金的主要角砾岩

体, 角砾一般由钠长岩组成, 钠化较强, 平面形态多

呈四边形, 棱角分明,长轴也有定向性, 与该区段的

矿体走向一致, 一般具有可拼性,含量约占 65%～

85% ,胶结物一般为铁白云石、方解石、黄铁矿、局部

有早期石英,为多次热液活动充填的产物, 其中黄铁

矿主要呈浸染状分布, 以自形、半自形晶为主, w

( Au)一般为 1×10
- 6
～5×10

- 6
。

207第 16卷　第 3期　　　　　　　　史静海:陕西双王金矿床含金角砾岩分类及其找矿意义



( 3)超液压致裂角砾岩。它是矿体中的富矿地

段,由于构造热液活动作用, 钠化强烈, 裂隙及节理

很发育。因而在成矿过程中,砾径较小,胶结物含量

较高,角砾棱角不明显, 有溶蚀边存在, 可拼性差, 平

面形态多以呈次圆状的小三角形为主,角砾含量一

般< 30%, 胶结物成分同液压角砾岩,不过黄铁矿含

量相对增多,以浸染状和细脉状分布为主, w ( A u)一

般不小于 3×10- 6。

2. 3　气液隐爆角砾岩

在液压致裂角砾岩的形成过程中, 在局部地段

由于成矿场、成矿溶液及围岩物性等特定因素,致使

在该地段气液压力增大而围压减小发生爆破作用。

这种角砾岩分布很少, 有明显的爆破中心, 中心地段

有铁白云石、石英的晶洞、晶簇存在, 该角砾岩由于

胶结物成分单一, 虽然含量较高, 但含金性不高, w

( Au)一般为 1×10
- 6
～2×10

- 6
。

3　角砾岩的分类对找矿的意义

根据角砾岩的分类、赋存位置、空间相互关系及

其含金性,可以指导我们在该区进行找矿工作。

通过上述对角砾岩的成因分析、分类及其含金

性论述,结合矿区及区域地层地质特征,应用变形分

解作用下形成的透镜状网络体系,可以得出理想情

况下角砾岩体(矿体)的平面结构和剖面结构(图 2)。

图 2　理想情况下的角砾岩体(矿体)

的结构示意图

Fig. 2　T he po ssible structur al sketch of

breccia ( or e) bodies

1, 2, 3同图 1　a.矿体　b.构造角砾岩

众所周知, 任何一类地质体都是很复杂的,但都

与地质构造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根据角砾岩

体的平面结构和剖面结构并结合其地质构造就能有

效地对该区进行找矿评价和成矿预测工作。

首先在平面上, 从角砾岩体的平面结构可知, 相

邻角砾岩体间存在强变形域, 因而岩层的产状变化

较大,从强变形域到矿体有构造角砾岩存在,因而构

造角砾岩成为找矿的间接标志, 从边部到中心(即图

2中由 b→a) ,基本上依次出现上覆构造角砾岩, 断

层角砾岩, 初液压角砾岩,液压角砾岩和超液压角砾

岩, 即从贫矿到矿体到富矿, 之后又出现从富矿到贫

矿, 再到构造角砾岩,接着出现强变形域, 即无矿空

档, 同时结合成矿规律、岩层岩性、产状、后期构造性

质等, 我们就能有效地预测下一个角砾体可能出现

的空间位置, 再与物探、化探方法结合, 就可以进行

靶区评价,进行找矿勘探工作。

其次从剖面结构看,如果要在深部进行找矿和

评价工作, 我们可以总结如下规律, 如果上覆岩层产

状比区域地层产状变化大, 那么深部可能有角砾岩

体存在;如果同时又有构造角砾岩体,那么我们可以

推测有液压角砾岩(矿体)体的存在。一个角砾岩体

一般走向长度和延深比值为 3∶2,要想在更深部进

行同一类型矿体的找矿工作, 则应在相同标高两个

相邻矿体的空档中间部位出露标高较低的位置进

行。而要想在本矿体更深部位找矿,那必须在两倍于

延深的部位进行,而这时的构造条件和成矿环境都

不如上部,因而其价值不大。

由于液压角砾岩本身就是矿体组成部分, 因此

找到液压角砾岩,就只存在圈定矿体的问题,而气液

隐爆角砾岩出现的很少,对找矿意义不大, 本文就不

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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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OF BRECCIA IN SHUANGWANG Au DEPOSIT,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SIGNIFICANCE

TO Au ORE PROSPECT

SHI Jing-hai

( T aibai Gold M ine, T aibai 721607, China)

Abstract: 　Data summarizat ion and analy sis of Shuangw ang Au depo sit reveal three types of breccia , ie.

tectonic, hydraulic and gas-liquid crypto-exploded breccia. Discussion on their relat ions to Au or e is based

on their characters, occurrence and spatial relat ion.

Key words :　Shuangw ang gold deposit ; genesis o f Au-bearing breccia; hydr aulic breccia; Sha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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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CTERISTICS OF GOLD DEPOSITS

AND GOLD ORE-SEARCHING DIRECTION IN TONGSHI AREA,

PINGYI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LI Pu-hong, SONG Geng-hai

(N o. 10 Gold Geological P ar ty of the A rmed Police For ce, Yantai 264001, China)

Abstract: 　Gold depo sits in Tongshi are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arly Yanshanian Tongshi sub-vo lcanic

complex . T hey occur g enerally at the inner and outer contact zones and are controlled by ring-explosion

breccia, por phyry and contact zone and do lomite and limestone out of the contact zone.

Key words: 　 gold ore; geolog ical char acterist ics; ore-searching direct ion; T ongshi area; shandong

pr 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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