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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丫口地区位于黔西南卡林型金矿矿集区

内，大地构造位处扬子地台西南缘与华南加里东

褶皱带西缘两大构造单元的过渡地带，北西向与

泥堡大型金矿床相连，南东向与戈塘金矿床相邻。

目前已发现区内金矿（化）主要有两种产出类型：

一是赋存于茅口组上与覆龙潭组底部一套由区域

性构造作用形成的、并经热液蚀变的构造蚀变岩

体（SBT）中的层控型，二是产于断层破碎带或

两盘牵引膝褶带内的断控型。本文初步总结了该

区的找矿标志，开展了找矿预测。 

1  区内找矿标志 

（1）构造蚀变体（SBT）标志：SBT 为产于

P2m和 P3l或 P3β之间的不整合界面的一套深灰色

中层强硅化角砾状硅质蚀变岩石及角砾状粘土岩

或角砾状凝灰岩组合，为沉积作用、构造作用和

热液蚀变的综合产物，包含了 P2m顶部灰岩和 P3l

底部粘土岩（或 P3β 底部）两部分（刘建中等，

2010；2014），是一个穿时的构造地质体，控制了

区内茅口组顶部到龙潭组底的层状或透镜状金矿

体的产出(层状矿体)。  

（2）断裂与褶皱复合构造标志：黔西南地区

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点），都与构造有着密切的

空间及成因联系。研究区内褶皱、断裂发育，北

东向的三道沟—潘家庄褶皱断裂带和北西的包谷

地背斜、大丫口背斜、大丫口断层都是有利的成

矿与找矿构造部位。目前，区内发现的大部分金

矿(化)点都产于大丫口背斜轴部或与之平行的大 

 

丫口断裂破碎带中。 

（3）赋矿地层与容矿岩石组合标志：黔西南

金矿区在有利的背斜、断裂构造条件下,赋矿地层

因矿床不同而不同。通过构造蚀变专项地质填图

和构造（岩石）地球化学测量表明，大丫口地区

的赋矿层位主要为二叠系上统龙潭组（P3l）、峨眉

山玄武岩组（P3β）及构造蚀变体（SBT）。蚀变和

矿化相关的岩性与其他矿床类似，主要为硅化灰

岩、砂岩、粉砂岩、粘土岩、粘土质粉砂岩和玄

武质凝灰岩、玄武岩。容矿岩石在物理和化学性

质上多与上、下层位岩石有较大差别，赋金岩石

的金含量与其顶、底板岩石呈现明显的突变关系，

反映出地层与容矿岩石组合对矿床的控制(夏勇，

2005)。 

（4）热液蚀变标志：研究区金矿化对热液蚀

变有明显的依附关系，金矿（化）常赋存于蚀变

强烈和多蚀变叠加的部位，没有蚀变或蚀变单一

的岩石不含金或含金低，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的蚀

变主要为硅化、黄（褐）铁矿化、碳酸盐化及毒

砂化。同时，矿物组合反映出黄铁矿、毒砂、辉

锑矿等金属硫化物共生且含量高者金品位亦高。 

（5）地球化学标志：根据区内水系、土壤及

构造地球化学测量成果，Au、As、Sb、Hg、Tl、

Ag、W 呈椭圆状、串珠状沿背斜轴部及断层破碎

带展布，含矿蚀变带及矿（化）点上都有面积大、

强度高的 Au 异常，且 As、Sb、Hg、Ag 等异常

与之相伴出现并套合良好，常比 Au 异常范围略

大，有金异常地方必定有砷异常，反之，有砷异

常的地方不一定有金异常，因而这些元素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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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金矿的指示元素。 

（6）地球物理标志：邻近的泥堡矿区开展的

音频大地磁测深（AMT）、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

深（CSAMT）和时间域激电磁测深（TDIP）物探

试验表明，AMT、CSAMT 对茅口组与龙潭组之

间的不整合面有较好的反映，TDIP 对断层和背斜

内所含的黄铁矿等硫化物反映良好（侯林等，

2015）。 

2  找矿预测 

区域地质背景、成矿构造条件和地球化学异

常等均已充分表明大丫口金矿区成矿潜力较大。

根据现已查明的地质特征和控矿构造的延伸变化

规律，结合地球化异常和金矿化分布特征，认为

在泥堡-潘家庄、蒋家大地-包谷地一带具有较优越

的成矿地质条件及找矿远景。 

 （1）蒋家大地-包谷地找矿远景区位于包谷

地复式背斜核部及两翼近核部，东西向具多条含

矿构造蚀变带，其 Au 异常形态完整，规模大、浓

度高，有明显的浓度分带，浓集中心明显，属矿

化异常特征，与之相关的 As、Sb、Hg、Ag、Mo、

W 套合较好。区内具硅化、褐铁矿化、粘土化，

容矿岩石主要为 P3l 灰色砂岩、粉砂岩、泥灰岩

及硅化灰岩等。 

（2）泥堡-潘家庄找矿远景区具多条含矿蚀

变带，在地表发现的多处矿（化）点主要受断裂

构造控制,部分受 SBT 控制，呈层状产出。具硅化、

褐铁矿化、粘土化，容矿岩石为 P3β 灰白色、浅

灰色玄武质凝灰岩、玄武岩等。 

综上所述，研究区内具备很好的成矿空间和

找矿前景，其找矿标志明显。建议针对有利地段

开展勘查工作，以期实现该区金矿找矿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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