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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秦岭 

1  地质背景 

陕南汉阴县黄龙金矿位于南秦岭牛山穹窿北

翼，西邻扬子北缘汉南隆起区，其大地构造位置属

南秦岭-北大巴山多层次韧性滑脱逆冲推覆褶皱带

二级单元、石泉-神河韧性滑脱逆冲推覆带三级构造

单元。本区经历了多期次的复杂构造运动，其中前

印支期整体以伸展滑脱构造作用为主；印支期开始

的碰撞造山运动呈大规模南北向挤压，主导了区内

的变形及变质作用的发生；晚印支期-早燕山期，区

域性逆冲推覆构造和韧性剪切变形强烈；燕山晚期

构造运动表现为产生广泛分布的北北东向的张裂

隙，但其规模较小；新生代以来区域内发育一系列

北西向的脆性断裂（张康，2012；杨兴科等，2016）。  

2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主要出露地层为下志留统梅子亚组，是一

套以泥质碎屑岩为主的原岩，经多期次变形变质作

用而形成的中-浅变质岩系，主要岩性有绢云石英片

岩、二云石英片岩、含石榴子石黑云母变斑晶绢云

石英片岩、含炭绢云石英片岩等。区内构造变形较

强，梅子垭组岩石片理化强烈，可见到多期次面理

置换痕迹；构造样式主要表现为 NW-SE 向脆-韧性

剪切带和次级脆性断层、节理及揉皱；岩浆岩主要

出露于矿区西北角的观音河地区，岩性为花岗闪长

岩，呈多条脉状产出，最宽可达 3m，区内矿化蚀

变类型主要包括黄铁矿化、黑云母化、硅化、褐铁

矿化及绿泥石化等。 

金矿体赋存于下志留统梅子垭组变质岩中，主

要形态以似层状为主，根据空间产出位置可分为金

沟（东）与硝磺硐（西）两个矿段。其中金沟矿段

由 I、Ⅱ号矿体构成，硝磺硐矿段由Ⅲ、Ⅳ、Ⅶ-1

和Ⅶ-2 号矿体构成。位于东部的金沟矿段的 I、Ⅱ

号矿体硅化和硫化物较为发育，矿体某些部位片理

化强烈，发育无根褶曲与石香肠等构造等，表现出

韧性剪切带特征。矿体向东侧伏，侧伏角介于

30°～40°。位于西部的硝磺硐矿段Ⅲ、Ⅳ号矿体

位于强片理化带内，矿体朝西侧伏，其侧伏角介于

20°～250°。 

3  脆-韧性剪切带控矿特征 

汉阴北部地区自北向南分布有 5～6 条近 EW

向或 NW-SE 向的大规模脆-韧性剪切带，而本区几

乎所有的金矿床（矿点）落于不同的脆-韧性剪切带

内，黄龙金矿位于 RF4（DSZ2）。依据岩石片理化

程度、变形强弱、断层发育情况以及石英脉发育密

度等标志，在黄龙矿区可划分出 3 条次级脆-韧性剪

切带，它们共同构成了区域性脆 -韧性剪切带

DSZ2(RF4)，这三条脆-韧性剪切带由北向南依次定

名为 RF4-1、RF4-2、RF4-3。其中 RF4-1 穿过黄龙

金矿区的水地沟矿段，RF4-2 穿过王家湾矿段+硝磺

洞矿段+金沟矿段，RF4-3 穿过茶园沟矿段。这三条

次级脆-韧性剪切带整体走向 NW，与各矿段金矿体

走向基本一致。 

RF4-1 脆-韧性剪切带处于黄龙金矿区北部，西

起刘家场-柳巷子一带，中部穿过黄龙金矿区水地沟

矿段，东至张家院子。走向 NW，总长约 6 km，宽

约 400～500m,控制水地沟矿段金矿体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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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4-1 脆-韧性剪切带主要产出于下志留统梅子垭

组第六岩性段（S1m6），岩性主要为含炭绢云石英

片岩、黑云母变斑晶绢云石英片岩、二云母石英片

岩夹变砂岩、硅质岩 

RF4-2 脆-韧性剪切带西起红薯岭北部一带，向

南东穿过王家湾矿段、硝磺洞矿段、金沟矿段，东

至猫儿沟一带，走向 NW,延伸约 7km，宽 500～

800m。王家湾矿段、硝磺洞矿段、金沟矿段受此次

级脆-韧性剪切带控制。 

RF4-3 脆-韧性剪切带位于黄龙金矿区南部，西

起茶园沟一带，经黄龙金矿尾矿坝，东至金沟矿段

南部一带，走向 NW，沿走向延伸约 6.3km，宽 300～

400m。RF4-3 在矿区西部控制了茶园沟矿段矿体的

产出。 

 

此外脆-韧性剪切带内次级断层产出的部位发

育有大量炭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及石英脉等，

且在断层面附近往往形成 Au 矿化体（图 1）。 

4  结论 

脆-韧性剪切带 DSZ2(RF4)控制了黄龙金矿床

的空间分布位置，次级脆-韧性剪切带 RF4-1 控制水

地沟矿段金矿体的产出，RF4-2 控制了王家湾矿段、

硝磺洞矿段和金沟矿段金矿体，RF4-3 控制了茶园

沟矿段矿体。而脆-韧性剪切带内次级断层产出的部

位发育有大量炭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及石英脉

等，且在断层面附近往往形成 Au 矿化体。由此可

见，脆-韧性剪切带对黄龙金矿具有显著的制约作

用。

 

图 1  黄龙金矿平硐 864 实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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