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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研究早阳金矿重点工作区构造变形

现象，分析其构造变形几何学、运动学特征，区分

构造活动期次，探讨与金成矿相关的构造期次。早

阳金矿大地构造位置位于秦岭商丹缝合带与勉略

缝合带之间，属南秦岭构造带，银杏坝-神河韧性滑

脱逆冲推覆带。该金矿位于安康北部金成矿带内，

为新发现的金矿床，且其控矿构造、赋矿层位、矿

体围岩岩性等特征均与带内其它金矿不同。早阳金

矿区构造变形复杂，经历多期构造事件叠加，发育

区域性北西西向逆掩推覆、构造置换、韧性剪切带、

掩卧褶皱等，与金成矿相关的构造活动为北西西向

韧性剪切活动，近南北向挤压造成的北西西向脆性

断裂为含金热液提供上侵通道。 

1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陕西安康市汉滨区早阳镇。大地构

造位置位于秦岭商丹缝合带与勉略缝合带之间，属

南秦岭构造带，银杏坝-神河韧性滑脱逆冲推覆带。

研究区出露地层有寒武系鲁家坪组（Є1l），箭竹坝

组（Є1-2j），奥陶系洞河组（Odh），斑鸠关组（（O3-S1）

b），志留系梅子垭组（S1m）。重点工作区出露地层

为箭竹坝组（Є1-2j），洞河组（Odh）。箭竹坝组（Є1-2j）

岩性为灰黑色条纹条带状硅质岩，洞河组（Odh）

岩性为一套深灰色黑云石英片岩、深灰色黑云母片

岩、灰色-深灰色绢云石英片岩、灰褐色变砂岩等。

研究区内构造变形强烈，且多期构造变形叠加，面

理置换，其中以 S2期面理置换最为明显，仅局部地

段见 S0、S1（杨兴科，2016）。早阳金矿位于安康

北部成矿带内，其由西向东包含羊坪湾金矿、黄龙

金矿、长沟金矿、烂木沟金矿等，沿北西西向展布，

矿体受北西西向韧性剪切带控制。 

2  重点工作区构造变形特征及控矿
规律 

早阳金矿重点工作区位于下家湾-汪家山一带，

目前已勘查出三个矿化蚀变带，AuⅠ矿化蚀变带、

AuⅡ矿化蚀变带、AgⅠ矿化蚀变带，呈北西西向

展布。主矿体均为韧性剪切带控制，为造山后期热

液富集改造成矿。矿化蚀变带北部边界为该区域主

断裂（F2）控制，呈北西西向展布，此断裂亦为寒

武系箭竹坝组（Є1-2j）与奥陶系洞河组（Odh）分

界线，箭竹坝组灰黑色条纹条带状硅质岩光谱样分

析结果背景值高但不及边界品位。矿体分布在奥陶

系洞河组（Odh）。矿化蚀变带内部发育多条次级断

裂，带内岩石片理面变形强烈，发育顺层揉皱、S-C

组构、糜棱岩化等。根据箭竹坝组（Є1-2j）硅质岩

中构造变形现象，至少可以区分四期构造活动：①

区域变质，硅质岩中发育顺层石英细脉，为变质热

液形成；②硅质岩层理及顺层石英脉发育顺层掩卧

褶皱，轴面近平行层面，枢纽近水平，由逆冲推覆

形成，箭竹坝组（Є1-2j）上覆于洞河组（Odh）亦

为逆冲推覆的结果；③近水平方向剪切走滑，代表

逆冲推覆期后构造活动，A 型线理倾伏产状 120°

∠18°；④后期 335°倾向斜切层理石英脉侵入。

根据洞河组（Odh）中构造变形现象至少可区分三

期构造活动：①黑云石英片岩、黑云母片岩等为早

期逆冲推覆形成，片理整体产状：40°~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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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次级脆性逆断层，沿北西西向展布，为后

期成矿热液上升通道；②S-C 组构，C 面产状平均

为 50°∠55°，S 面指示剪切方向为沿 C 面向下，

指示滑脱剪切构造运动；③矿物生长线理，如硅质

岩南侧见黑云母呈束状、拉长状集合体，长轴线理

倾伏产状 120°∠25°；④后期 335°左右倾向石

英脉斜切片理面侵入。F2 断层实地观察为左行平移

正断层，为逆冲推覆后期滑脱叠加形成。 

 结合硅质岩、黑云石英片岩中构造现象分析结

果，研究区至少经历四期明显的构造活动事件：①

逆冲推覆；②顺层滑脱；③走滑剪切；④北东向脆

性挤压断裂。 

 根据已圈出矿体上述构造变形现象对应关系，

实地路线、剖面、探槽工作成果，总结出金矿发育

地层为洞河组（Odh），岩性为黑云石英片岩，矿体

由次级断裂、韧性剪切强变形带控制。 

3  讨论与结论 

本次研究表明，早阳金矿区构造变形复杂，经

历多期构造事件叠加，发育区域性北西西向逆掩推

覆、构造置换、韧性剪切带、掩卧褶皱等，分析结

果表明研究区至少经历四期明显的构造活动事件：

①逆冲推覆；②顺层滑脱；③走滑剪切；④北东向

脆性挤压断裂。对应印支期、燕山期两期主要构造

活动中多期次不同层次不同方向构造活动（杨兴

科，2016）。据前人研究及实测剖面光谱样分析，

该区赋矿地层背景值高，金来源于这些原始沉积层

中，印支期-燕山期深部岩浆活动提供成矿热液，萃

取富集围岩中成矿元素，沿构造薄弱带上侵成矿。

与金成矿相关的构造活动为北西西向韧性剪切活

动，近南北向挤压造成的北西西向脆性断裂为含金

热液提供上侵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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