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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通过对修部沟金矿矿床地质特征、矿体特征、矿物组合的研究表明，修部沟金矿床属于

中低温热液剪切带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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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部沟金矿位于四 川 省 阿 坝 藏 族 羌 族 自 治 州
壤塘县上壤塘乡修部沟，矿体由两条金矿化带组成，
北东展布。区域构属于松潘—甘孜印支造山带若尔
盖地块（Ⅱ）西南的金汤弧形构造带（Ⅲ）之内（见图

１）。

图１　壤塘修部沟金矿地质构造略图

１—古生代地层；２—三叠系地层；３—壤塘金成矿带；
４—温泉；５—金矿床及矿（化）点；

１　区域地质背景

修部沟金矿属于巴颜喀拉地层区的马尔康分区
金川小区。区内地层为三叠纪的西康群，主要岩石
地层单位有三叠系中统杂谷脑组（Ｔ２ｚ）、三叠系上统
侏倭组（Ｔ３ｚｈ）和新都桥组（Ｔ３ｘ），未见顶底，主要为
碎屑岩，岩性单调，化石稀少，沉积厚度较大，无明显
的分层 标 志。马 尔 康 地 层 Ａｕ为（３．５±０．５）×
１０－９，扬子地台 北 缘 造 山 带 沉 积 盖 层 中 Ａｕ背 景 值
为０．７×１０－９，两者相比该区具有金元素中、高背景
地球化学特征。

印支晚期—燕山早期，位于深部地 壳 及 壳 幔 边
界的混源区岩浆热液活动较活跃，此时期岩浆亦均
来自深地壳及地幔，岩浆沿北西西向断裂带侵入，在
此过程中形成中基性脉岩，局部形成小规模的石英
闪长岩岩株。该期岩浆活动显著特点表现为来源深
度大以及波及的范围较广，岩浆岩地面的分布面积
较小，但区内的大部分金矿化均与此次岩浆岩活动
有关。

该区主要含金剪切带是然隆洼—萨玛尔根断层
与果尔岗—日 阿 加 断 层 之 间 的 由 一 系 列 ＮＷＷ 向
断层所组成的断裂系统。燕山早期闪长岩、花岗闪
长斑岩等侵入岩脉沿断裂带侵入分布，构造改造使
的大部分侵入岩脉以透镜体形式产出。壤塘含金剪
切带是矿区北西西向的主要控矿构造，同时还有一
些近南北向及北西向的次级断裂，勘查区次级断裂

规模普遍较小，对金矿无明显控制作用，表现为成矿
期后破矿构造。
２　矿区地质

２．１　赋矿岩（层）石
修部沟金矿区内出露地层极为简单，主要为上

三叠系侏倭 组（Ｔ３ｚｈ）和 第 四 系（Ｑ４）。上 三 叠 系 侏

倭组（Ｔ３ｚｈ）主 要 由 变 质 石 英 砂 岩、砂 质 板 岩、钙 质
板岩、条带状灰岩组成，岩体接触变质作用接触边缘

形成黑云母角岩、钙质角岩、斑点状角岩，为矿体围
岩。金成矿关系与燕山期中性脉岩密切，脉岩与侏

倭组板岩的剪切破碎带为主要的赋矿部位为。受韧
性剪切构造作用地层发生强烈的糜棱岩化，形成糜

棱岩化岩石及其组成的韧性剪切带，该韧性剪切带

使矿区内主要的控矿容矿构造，勘查区内的金矿化
和金矿体均发育于韧性剪切带及其糜棱岩中。
２．２　矿区构造特征

矿区位于日隆复向斜中段南东翼。在东南部发

育有日部断裂（Ｆ２），其走向与日隆复向斜的展布方
向一致，即为ＮＷ～ＳＥ向。日部断裂（Ｆ２）倾向ＮＥ
或ＮＮＥ，倾角５４°～８４°不等。Ｆ２ 断裂带可见大量的
小褶皱和石英脉，有明显的挤压破碎及断层角砾岩

带，为本区控矿构造，为金矿体的赋存提供了良好的
储矿空间。日部断裂南侧还发育有一条北东向直立

韧脆性断层，Ⅰ号矿化带位于该韧脆性断层中。
２．３　矿区岩浆岩特征

图２　巴亚措岩体定量矿物分类

矿区内 出 露 的 岩 浆 岩 为 早 燕 山 期 巴 亚 措 岩 体
（δＯ５２）。岩石类型主要有：石英闪长岩、石英二长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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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岩、花岗闪长岩和黑云母斜长花岗岩，其中以石英
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为主（图２）。矿物组份含量变
化大，出现少量不规则团块状石英二长岩。其岩石结
构、矿物组合变化规律性不强，不具岩相划分特征。

岩浆岩金元素的背景值为２．２３×１０－９，略高于
区域岩浆岩金元素背景值。岩浆侵入作用为金矿成
矿提供了热源。
２．４　矿区脉岩特征

脉岩有花岗岩脉和石英脉两类，主要发育在侵
入岩体内外接触带中，其中石英脉共有两期：早期石
英脉，形态通常不规则，呈灰褐色、肉红色，具有黄铁
矿化，风化后呈蜂窝状，岩石中褐铁矿化明显；晚期
石英脉，呈烟灰色，主要发育在岩体内外节理中，基
本无矿化。
２．５　矿区变质作用特征

矿区变质作用为区域变质作用、动力变质作用和
接触变质作用三种类型。区域变质作用形成板岩、千
枚岩和变质石英砂岩。变质矿物见绢云母、黑云母、
方解石等，表现为低温绿片岩相。动力变质形成糜棱
岩化岩石，变质矿物见绿泥石、绢云母、白云母、方解
石等。接触变质形成接触角岩、斑点状板岩，巴亚措
岩体外接触带出现红柱石、堇青石等特征性变质矿
物。见硅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磁铁矿化和铜蓝化
等，其中硅化、黄铁矿化与金矿化密切相关。
２．６　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矿区主要岩石及矿石中微量元素表明：①三叠
系侏倭组地层中Ａｕ元素的丰度值高于区域克拉克
值；②蚀变角岩、岩浆岩及脉石英中金的丰度值高于
区域克拉克值；③金元素水系沉积物组合异常沿韧
性剪切蚀变带分布。矿区 Ａｕ元素与 Ａｓ元素的关
系呈正相关；金矿化与 Ａｓ、Ａｇ、Ｓｂ、Ｈｇ等 密 切 相 关
（见图３）。

图３　金与砷相关关系散点图

３　矿体地质

３．１　矿体特征

矿区发现的矿脉呈北东东—北东 向 展 布，受 控
于Ｆ２断 层。倾 向 北 北 西—北 西，产 状 近 于 直 立。
矿体走向上延伸达百米，宽度几米至数十米，矿体中
金的含量分布不均匀，矿化断续。矿体平面形态呈
脉状，局部发生膨大、缩小、分枝、复合现象。层间破
碎带、小型岩浆岩脉、挤压劈理、糜棱岩化等构造发
育在矿体矿化较强的部位。矿体中见较强的黄铁矿
化、硅化及次生褐铁矿化。
３．２　矿石特征

金矿体发育在巴亚措岩体的外接触带，带中蚀
变板岩、黑云母角岩和矿化石英脉发育。按赋矿原
岩成分，把矿石分为蚀变板岩型、脉石英型及蚀变角

岩型矿石。
矿石矿物成分主要是Ｆｅ、Ａｓ、Ｓｂ的硫化物。黄

铁矿、毒砂较常见 ，黄 铜 矿、银 金 矿 少 见，偶 见 自 然
金。黄铁矿、毒砂为矿区主要载金矿物。

矿石结构主要为粒状结构、细脉穿插结构、聚晶
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块状结构、脉
状构造。
４　矿床成因及找矿标志

修部沟金矿大地构造处于松潘—甘孜地槽褶皱
系的巴颜喀拉褶皱带马尔康地向斜北翼中段，斑玛

－马尔康是重要的金成矿带。修部沟金矿产于燕山
期中酸性侵入体外接触带，晚三叠世侏倭组碎屑岩
中，赋 存 于 ＮＥ向 韧 脆 性 断 裂 构 造 带 内，矿 体 呈 脉
状。晚三叠世侏倭组碎屑岩地层为金矿含矿地层，
金矿形成的热源主要为燕山期中酸性侵入体岩浆，
构造是含金热液的流动与迁移的主要通道。围岩蚀
变以硅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最为重要，它们与金
矿密切相关。该金矿矿床成因为热液—构造蚀变岩
型。

修部沟金矿虽然目前探明的储量不大，但是与
东澳大 利 亚 含 金 区 的 南 部（维 多 利 亚 州）本 迪 戈
（Ｂｅｎｄｉｇｏ）型金矿床相似。后者总厚度达２　０００ｍ的
奥陶纪岩层被泥盆纪花岗岩岩体所穿切，周围奥陶
纪复理石和页岩层被挤压成压缩性褶皱，并为大量
断裂所破碎。在区域变形过程中，围岩发生了弱变
质作用。

修部沟金矿与邻区嘎拉金矿相似，嘎拉金矿是
产于甘孜一理塘断裂带内的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
韧性剪切带严格控制着金矿体。容矿岩石主要为上
三叠系曲嘎寺组的糜棱岩和糜棱岩化岩石。矿体主
要呈脉状、透镜状和浸染状。矿床地球化学研究结
果表明，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围岩和地壳深部，矿床
为中低温热液剪切带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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