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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较为发育，分布最

为广泛。在蚌埠-凤阳、张八岭、宿松、北淮阳、休

宁东南部、东至石台、绩溪逍遥等地均有分布。累

计查明资源储量 45t，占全省探明总量的 7.5%。发

现 50 多金矿床（点）个， 1 个大型规模、10 个小

型规模，余为矿（化）点。矿体多为脉状，似层状，

矿石矿物以金属硫化物为主，矿石类型为含金石英

脉或含金蚀变岩型。该类型金矿是构造-花岗岩浆演

化晚期的产物（据翟裕生，1992、孟良义，1995）。 

1  花岗岩体与成矿 

花岗岩体是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的主要物源

与热源。具体表现在矿床、金矿（化）点在时间上、

空间上一般都与花岗岩及其脉岩密切相关。 
空间上：蚌埠-凤阳地区大部分金矿床、金矿

（化）点虽远离花岗岩体，但矿床、矿体附近均发

育大量中酸性脉岩；脉岩的发育度与金矿化呈正相

关。有金矿体产于岩体内部（如涂山北坡金矿点

等），或产于岩体与围岩接触带附近；江南隆起带

区内此类型金矿化一般与脉岩关系密切，脉岩一般

为花岗闪长斑岩，脉岩接触带及石英脉带中金含量

明显增高，如绩溪榧树坑金矿；皖浙赣地体边界汇

聚带内的岩浆活动主要包括晋宁晚期和燕山期。金

矿体可能直接赋存于晋宁期岩体破碎蚀变带中，与

燕山期受皖浙赣构造－岩浆岩带控制产出了北东

向和北北东向同熔型花岗闪长斑岩－花岗岩岩株、

岩脉成矿关系密切（天井山金矿）。 
时间上：根据矿体与岩体及脉岩的关系也可以

判定成矿时间稍晚于燕山期岩体及脉岩形成时间。

主要表现有两种形式：一种与岩浆侵入作用同期，

作为岩浆演化晚期的分异产物即岩浆期后热液成

矿，另一类与各类脉岩密切相关的金矿化，大多发

育于脉岩之后，其成矿热液与岩浆期后脉岩或多阶

段发育的岩浆活动有关，金矿化与脉岩形成同期，

成矿晚于脉岩。蚌埠地区金的成矿作用主要形成于

中生代，所测成矿年龄为 153.76±11.2Ma 和 109.03
±4.4Ma（据董法先等），在时间上与中生代深熔型

岩浆侵入作用（39Ar/40Ar 法年龄为 162.8±0.3Ma）
（据邱瑞龙等，1999）及同熔型岩浆侵入作用

（39Ar/40Ar 法年龄为 116～134Ma）是相一致的；

界岭地区金矿的形成时间，据董法先等（1993）界

岭岩体成岩期是元古宙晚期(648.9-897.9 Ma)，成矿

期是燕山期(138.75-146.84Ma)；天井山金矿形成时

间在燕山期由于构造-岩浆再次大规模强烈活动，改

造了不成熟的变质基底或晋宁期花岗岩化产物，使

金再次迁移富集，形成的含矿流体在先期形成的北

东向韧性剪切带和北东东一北东向脆性构造中，由

于温压条件的改变，释放富集形成小贺一天井山一

带的多类型含金矿石、多类型构造控矿的金矿床

（据段留安等，2011）。 

2  构造活动与成矿 

构造活动尤其是断裂是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

成矿的重要条件，断裂性质不同导致矿化类型不

同：石英脉型金矿主要受张扭性断裂控制；蚀变岩

型金矿主要受压扭性断裂控制。 

蚌埠-凤阳地区地区位于郯庐断裂带西侧，受

深断裂影响，网络状络状断裂系统是研究区主要的

控岩控矿构造，近东西向和南北向(含北东向)断裂

控制了区域岩浆岩和成矿带的分布，是主要的导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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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导矿构造。北东向、近东西向、北西向次级断裂

控制岩脉和规模较小但数量众多的矿点和矿脉。矿

床、金矿体主要受韧脆性剪切断裂带的控制也比较

明显，韧脆性剪切断裂带长达数百米至数千米，宽

数米至数十米，其规模与含金石英脉正相关。剪切

断裂带具有多期性，燕山中－晚期叠加脆性剪切破

碎使早期形成的石英脉和糜棱岩化岩石再次破碎，

沿裂隙充填成矿流体，形成蚀变岩型金矿体。典型

矿床有五河大巩山、荣渡、朱顶等；张八岭及宿松

地区受深大断裂及韧性剪切带控制部位，石英脉蚀

变岩型金矿也较为发育，金矿赋存在北北东向、北

东向剪切带的次级脆性断裂及韧脆性断裂之中，金

矿化以蚀变岩型为主，如明光上成金矿、铜狗城金

矿、宿松界岭金矿等；江南隆起带金矿化类型主要

为受断裂构造控制的蚀变岩型金矿，金矿体产于韧

性剪切带构造带以及其次级构造中，金矿化带呈北

东东向展布，构造由碎裂岩、角砾岩组成，具硅化、

黄铁矿化，沿构造带有石英闪长岩和花岗斑岩脉充

填，蚀变与矿化、与脉岩关系较为密切，矿体围岩

不限，有晋宁期花岗岩、浅变质岩基底以及盖层，

如天井山金矿、榧树坑金矿、小连口金矿等。 

3  围岩与成矿 

石英脉-蚀变岩型金矿尚未发现与特定类型的

地层有明显的相关性，围岩时代、岩性均各不相同

（表 1）。依围岩特点，可能为成矿提供一定的物源。 
西崮堆组有蛇纹岩、滑石岩、辉石岩及角闪岩

等，其金的含量分别为：斜长角闪岩平均含量 8.4 
ppb，角闪石岩平均含量 7.5ppb，蛇纹岩平均含量

14.05ppb，高于本区其他岩石的 3～6 倍；井潭组变

质火山岩地层金丰度较高；南沱组主要岩性为含火

山物质的碎屑岩，沉积时具有较强的黄铁矿化，Au
的丰度值高，说明围岩可能为矿源层；晋宁期花岗

岩体的侵入，为围岩中金的初步     活化富集提

供了热源和介质；而岩体与围岩接触带则是金矿化

的有利构造部位，形成低品位的石英脉型金矿（化）

体。至燕山期岩浆-构造活动进一步迁移、富集成矿。 
华北陆块南缘、桐柏-大别造山带、江南隆起带

东段及钦杭成矿带等是安徽石英脉-蚀变岩型成矿的

有利找矿远景区。《安徽省金矿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报告评价全省该类型金矿潜力 150 吨。近年来已发现

大量金矿产地，通过成矿条件总结及区域成矿规律综

合研究，为下步指导金矿找矿突破提供理论依据。

 

表 1  围岩时代及岩性特征 

矿床名称 
赋矿围岩 

时代 名称 岩性 

大巩山金矿 新太古界 西堌堆组 变质杂岩 

界岭金矿 晋宁期 界岭花岗岩体 千糜岩、糜棱岩、糜棱岩花岗岩 

榧树坑金矿 新元古界南华系 南沱组 含火山物质碎屑岩 

天井山金矿 
新元古界青白口系 井潭组 变质火山岩 

晋宁期 灵山花岗岩体 石英绢云千糜岩、花岗斑岩 

小连口金矿 中元古界蓟县系 板桥组、木坑组 构造角砾岩、千枚状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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