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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区位于中国重要成矿区带南盘江－右江成矿区北部卡林型金矿富集区ꎬ自 １９７８ 年

在册亨县板其首次发现本类型金矿以来ꎬ经过 ４０ 年的找矿勘探ꎬ先后查明一批大中型至超大型

金矿床ꎬ累计查明金资源储量近 ７００ ｔꎬ并逐步深化成矿认识ꎮ 本文从构造控矿入手ꎬ结合勘查实

际ꎬ在对金矿分布与构造的相关性进行总结与分析的基础上ꎬ划分了 １０ 个金(锑)控矿构造带ꎻ
据已知矿产地的相对集中分布ꎬ圈定 １６ 个矿集区ꎻ在简要成矿分析基础上ꎬ预测了 ２５ 处找矿靶

区ꎬ以期为下步探边摸底、攻深找盲扩大资源规模ꎬ早日建成我国千吨级黄金基地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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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西南部卡林型金矿位于上扬子陆块(二
级)南盘江－右江造山带(三级)南盘江－右江造山

带西北缘(四级)之普安－贞丰北东及北西向变形

区和册亨－罗甸东西向变形区(陶平等ꎬ２０１８)ꎬ属
我国南盘江－右江成矿区重要成矿区带北部(刘
增铁等ꎬ２０１５)ꎮ 晚古生代以来的沉积岩组合分为

北西部以龙头山层序为代表的台地相区和南－南
东部以赖子山层序为代表的台盆相区ꎬ区域岩浆

作用主要为中晚二叠世之交的峨眉山玄武岩浆喷

溢ꎬ次为分布于贞丰、镇宁、望谟三县交界地带的

偏碱性超基性侵入岩ꎮ 区内卡林型金矿的成矿期

为印支－燕山期ꎬ主成矿期为燕山晚期ꎮ

１　 区域构造样式与控矿构造

１ １　 区域构造样式

贵州现今主体构造样式定型于燕山晚期ꎬ与
卡林型金矿的最终成矿期一致ꎬ故燕山期构造特

征与金的控矿、容矿构造具有密切相关性ꎮ 据«中
国区域地质志  贵州志» (２０１７)ꎬ海西－印支－燕

山旋回期地质构造具以下特征:晚古生代至白垩

世ꎬ在江南复合造山带和特提斯域的影响下ꎬ经历

了板内裂陷到挤压的动力学演化ꎬ沉积背景经历

了由裂陷盆地向前陆盆地的转化过程ꎬ在裂陷背

景下出现基性峨眉山玄武岩浆喷溢ꎮ 燕山期构造

背景总体属前陆造山带ꎬ由于地壳上部岩层能干

性差异较大ꎬ形成的构造样式以浅层滑脱构造为

特点ꎬ滑脱层层次多、分布广ꎬ由一系裂主滑脱层

和次滑脱层组成ꎬ主滑脱层由下至上主要有下寒

武统细碎屑岩 /震旦系碳酸盐岩、志留系泥质岩 /
奥陶系碳酸盐岩、二叠系上统含煤碎屑岩 /二叠系

中统碳酸盐岩等 ３ 个主滑面(不整合硅钙面)ꎬ每
个主滑面之上为能干性弱的碎屑岩组合、之下为

能干性强的碳酸盐岩组合ꎮ 受构造应力作用滑

移、挤压ꎬ主滑面之上主要表现为塑性揉皱变形－
断裂ꎬ碎屑岩层中常夹多层碳酸盐岩而构成次一

级软硬岩层界面ꎬ形成多个次级滑脱层ꎬ并发育走

向与区域压应力垂直ꎬ由断坪(相对软质岩段)和
断坡(相对硬质岩段)组成的低角度逆冲推覆断

层ꎻ主滑面之下主要表现为宽缓褶曲－脆性断裂ꎬ
断层性质多为陡倾张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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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控矿构造与矿集区划分

受木黄－贵阳－普安深断裂和垭都－紫云深

断裂控制ꎬ在燕山期北西向和近南北向压应力作

用下ꎬ研究区形成的构造线方向有北东向、北西

向、近东西向ꎬ金(锑)主要受限于这两条深断裂

构成的大三角区内ꎬ矿产依不同方向的线状构造

成群成带分布ꎬ按照控矿构造形迹及其展布方

向ꎬ在南盘江－右江成矿区北部ꎬ由北至南可划

分为 １０ 个金(锑)控矿构造带ꎬ即:贵州盘县乐

民－普安岗钵 ＮＥ 向构造带(Ⅰ)、贵州普安泥堡

－兴仁潘家庄－晴隆碧痕营 ＮＥ 向构造带(Ⅱ)、
贵州兴仁—贞丰 ＮＷＷ－ＮＷ 向构造带(Ⅲ)、贵
州兴仁包谷地 ＮＷＷ 向构造带(Ⅳ)、贵州兴义雄

武—安龙戈塘 ＮＥ 向构造带(Ⅴ)、贵州贞丰卡

务—册亨赖子山 ＳＮ 向构造带 (Ⅵ)、贵州望谟

ＮＷ 向构造带(Ⅶ)、贵州册亨－广西西林 ＥＷ 向

构造带(Ⅷ)、广西乐业－巴马构造带(Ⅸ)、云南

文山近 ＥＷ 向构造带(Ⅹ)ꎮ 研究区包括上述Ⅰ
－Ⅶ号构造带和Ⅷ号构造带的大部分ꎬ据已知矿

产地的相对集中分布ꎬ圈出 １６ 个矿集区(图 １)ꎬ
各构造带及控矿特征见表 １ꎮ

图 １　 贵州西南部金(锑)控矿构造带及矿集区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Ｇｏｌｄ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 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正断层ꎻ２—背斜ꎻ３—三级构造分区界线ꎻ４—构造盆地ꎻ５—平移断层ꎻ６—矿集区及编号ꎻ７—逆断层ꎻ８—向斜ꎻ９—窟窿ꎻ１０—台盆相变

线ꎻ１１—性质不明断层ꎻ１２—成矿区带及编号

表 １　 贵州西南部金(锑)控矿构造带赋矿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ｏｌｄ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 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ｅｌ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编号 构造带名称 矿集区 构造部位 容矿构造 含矿层位及岩性 典型矿床

Ⅰ

贵州盘县乐
民 － 普安岗
钵 ＮＥ 向构
造带

①芹菜坪金
矿集区

盘西断褶带
Ｐ３β / Ｐ２ｍ 不 整 合
界面

Ｐ３β 底部凝灰岩
盘县 (盘 州) 芹 菜
坪、 干 沟 小 型 金
矿床

②乐民金矿
集区

③竹海 ( 珠
东 ) 金 矿
集区

莲花山背斜
南东翼

Ｐ３β / Ｐ２ｍ 不 整 合
界面

Ｐ３β 底部凝灰岩 盘县 (盘 州) 小 红
岩、乐民金矿点

Ｐ３β / Ｐ２ｍ 不整合界
面ꎬ次级宽缓褶皱
中层间断裂带

不整合界面硅化角
砾岩ꎬＰ３β 下部含火
山角砾岩层

盘县(盘州)架底大
中型金矿床、砂锅
厂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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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编号 构造带名称 矿集区 构造部位 容矿构造 含矿层位及岩性 典型矿床

Ⅱ

贵州普安泥
堡 － 兴仁潘
家庄 － 晴隆
碧 痕 营 ＮＥ
向构造带

①泥堡金矿
集区

泥堡背斜

纵向 逆 冲 断 层 带
(Ｆ１)及其上盘牵引
形成的二龙抢宝背
斜轴部 Ｐ３β / Ｐ２ｍ 不
整合界面ꎬＰ３ ｌ 中层
间碎裂带

Ｆ１ 断遇 Ｐ３ ｌ 碎屑岩
及灰岩ꎬＰ３β 底部沉
凝灰岩或凝灰岩ꎬ
Ｐ３ ｌ 中不纯灰岩或
粉砂岩夹层

普安县泥堡大型金
矿床

②红岩 － 潘
家 庄 金 矿
集区

红岩 － 潘家
庄断裂(Ｆ３)
东段

Ｐ３β / Ｐ２ｍ 不 整 合
界面

硅化角砾岩
兴仁 县 新 龙 场 金
矿点

③碧痕营锑
萤 石 金 矿
集区

碧痕营穹状
背斜

Ｐ３β / Ｐ２ｍ 不整合界
面蚀变体(习称“大
厂层”)ꎬ Ｐ２ｍ 古岩
溶面洼地

“大 厂 层 ” 中 石 英
岩、角砾状石英－凝
灰粘土岩、角砾状
凝灰粘土岩(锑、萤
石 矿 及 金 矿 化 )ꎬ
Ｐ２ｍ 古岩溶面洼地
中异地堆积蚀变体

晴隆 县 大 厂 锑 矿
床ꎬ晴隆县老万场
红土型金矿床

Ⅲ

贵州兴仁—
贞丰 ＮＷＷ－
ＮＷ 向 构
造带

①回龙金汞
铊矿集区

灰家堡背斜

Ｐ３ ｌ / Ｐ２ｍ 不整合界
面ꎻＰ３ ｌ 中层间剥离
及背斜轴部隐伏断
裂ꎻ发育于 Ｐ３ｃ－Ｔ１ｙ
纵向逆断裂ꎻ背斜
翼部北东向陡倾断
褶带(汞铊)

硅化角砾岩ꎬ含泥
质生物灰岩、粉砂
岩ꎬ炭质页泥岩夹
中薄层碳酸盐岩

贞丰县水银洞超大
型金矿床ꎬ兴仁县
紫木 凼 大 型 金 矿
床ꎬ兴仁县回龙烂
木厂汞铊矿床

②小屯金锑
萤石矿集区

贞丰背斜
Ｐ３ ｌ / Ｐ２ｍ 不 整 合
界面

硅化角砾岩
贞丰县小屯金锑萤
石小型矿床

Ⅳ
贵州兴仁包
谷 地 ＮＷＷ
向构造带

①大丫口金
锑矿集区

包谷地复式
背斜之大丫
口 次 级 断
褶带

Ｐ３ ｌ / Ｐ２ｍ 不整合界
面ꎻ Ｔ１ ｆ 中 纵 向 断
裂带

硅 化 角 砾 岩 ( 金
锑)ꎬ纵向断裂带蚀
变碎屑岩(金)

兴仁县大丫口中小
型金锑矿床
兴仁县雨障金矿点

Ⅴ

贵州兴义雄
武—安龙戈
塘 ＮＥ 向构
造带

①戈塘金矿
集区

大坝背斜
Ｐ３ ｌ / Ｐ２ｍ 不整合界
面ꎬ Ｐ２ｍ 古岩溶面
洼地

硅化角砾岩 (层状
矿)ꎬＰ２ｍ 古岩溶面
洼地(残坡积型)

安龙县戈塘大型金
矿床ꎬ安龙县豹子
洞红土型大中型金
矿床

②雄武金矿
集区

雄武背斜 Ｐ３ｌ / Ｐ２ｍ不整合界面 硅化角砾岩 兴义市雄武金矿床

Ⅵ

贵州贞丰卡
务—册亨赖
子山 ＳＮ 向
构造带

①卡务金矿
集区

卡务背斜
Ｐ２－３ ｌｈ / Ｐ２ｍ(或 Ｐ１－２

ｓ)不整合界面ꎻ切层
断裂构造带

界面硅化角砾岩ꎬ
Ｐ２－３ ｌｈ 碎屑岩ꎬ切层
断裂带 Ｔ２－３碎屑岩

贞丰县卡务、塘新
寨、那郎等小型金
矿床

②烂泥沟金
矿集区

赖子山背斜
南、 北 倾 没
端及近轴部
Ｔ / Ｐ 界面

Ｔ２ｘｍ－Ｔ２ｂ、Ｔ１－２ ａ 中
北北西向高角度断
褶带ꎬ与北东断裂
交汇 处 更 有 利 储
矿ꎻ近轴部次级褶
皱隆起区 Ｔ / Ｐ 界面

碎屑岩、不纯灰岩
贞丰县烂泥沟超大
型金矿床

Ⅶ
贵 州 望 谟
ＮＷ 向 构
造带

①大观金矿
集区

大观背斜

② 乐 康 金
( 萤 石 ) 矿
集区

乐康背斜

Ｐ３Ｗ / Ｐ２ｈ 或 Ｐ１－２ ｓ
不整合界面ꎬＰ２－３ ｌｈ
层间断裂

界面蚀变岩ꎬＰ２－３ ｌｈ
层间碎裂岩

望谟县大观小型金
矿床

望谟县老王山小型
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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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编号 构造带名称 矿集区 构造部位 容矿构造 含矿层位及岩性 典型矿床

Ⅷ

贵州册亨 －
广 西 西 林
ＥＷ 向 构
造带

①板其 － 丫
他金矿集区

东 西 向 断
褶带

Ｔ / Ｐ３Ｗ / Ｐ２ｈ 不整合
界面ꎻ Ｔ１ｘｍ 高角度
断裂带

界面蚀变岩ꎬ以碎
屑岩夹碳酸盐岩为
主的断裂蚀变体

册亨县丫他大型矿
床ꎬ册亨县板其中
型金矿床

② 百 地 金
(锑)矿集区

北西向 ( 浅
部)、近东西
向(中深部)
断褶带

Ｔ１ｘｍ 高角度断裂带
以碎屑岩夹碳酸盐
岩为 主 的 断 裂 蚀
变体

册亨县百地中型金
(锑)矿床

２　 控矿构造带与推测隐伏断层

的相关性

　 　 据«中国区域地质志 贵州志» (２０１７)推测的

隐伏断裂构造ꎬ研究区位于⑥、⑦号断层以南(图
２)ꎬ区内计有③－木黄－贵阳－普安断层、⑥－垭都－
紫云断层、⑦－水城－望谟－八茂断层、⑧－龙宫－贞
丰断层、⑨－泥凼断层等 ５ 条隐伏断裂构造ꎮ 木黄

－贵阳－普安断层两侧构造样式差异显著ꎬ北西侧

以中常－紧闭型长条状褶皱为主ꎬ南东侧主要为宽

缓复式褶皱ꎬ线状构造展布方向受该断层控制ꎻ断
层两侧热液成矿系列各具特点ꎬ北西侧主要为

Ｐｂ、Ｚｎ、Ａｇ(Ｃｄ)系列ꎬ南东侧为 Ａｕ(Ａｓ)、Ｓｂ、Ｈｇ、
Ｔｌ 系列ꎮ 垭都－紫云断层两侧构造样式差异显著ꎬ
北东侧主要发育北东向、南北向褶皱ꎬ南西侧发育

北西向断褶带ꎻ成矿控制明显ꎬ铅锌矿主要沿该断

层及近侧同向断褶带分布ꎬ金锑矿则主要分布在

该断层与木黄－贵阳－普安断层交角区的南部ꎮ
水城－望谟－八茂断层北东侧为一系列北西向紧

闭褶皱及纵断层ꎻ在望谟乐康－罗甸罗妥一带及威

宁等地ꎬ二叠纪辉绿岩沿断裂带侵入ꎮ 龙宫－贞丰

断层及泥凼断层两侧海西期沉积岩相不同ꎬ龙宫－
贞丰断层以西和泥凼断层以北为台地相沉积ꎬ龙
宫－贞丰断层以东和泥凼断层以南为台盆相沉积ꎻ
构造线展布方向控制明显ꎬ龙宫－贞丰断层带附近

以南北向为主ꎬ泥凼断层一带则以近东西向为

特征ꎮ
区内逆冲推覆构造、逆冲断褶带发育ꎬ构造线

展布方向受深大断层的制约ꎬ由北向南ꎬ分别由

ＮＥ 向、ＮＷ 向ꎬ转向 ＮＷＷ、ＮＥＥ 向至向北突出的

ＥＷ 向ꎬ体现早期形成的深断层对燕山期区域构

造应力场的控制ꎬ不同方向的线状褶断带便是燕

山期构造应力释放带ꎬ也是 Ａｕ、Ａｓ、Ｓｂ、Ｈｇ 等中低

温含矿流体发生物理化学急变－就矿的有利地带ꎮ
根据图 １ 与图 ２ 分析ꎬ贵州盘县乐民－普安岗

钵 ＮＥ 向构造带分布于③号隐伏断层带ꎬ贵州贞

丰卡务－册亨赖子山 ＳＮ 向构造带分布于⑧号隐

伏断层带ꎬ贵州册亨－广西西林 ＥＷ 向构造带分布

于⑨号隐伏断层带ꎮ 其它控矿构造带则分布在隐

伏深断层围限区的断褶带ꎬ推测在海西－印支－燕
山旋回期的板内裂陷阶段ꎬ除发育上述推测的隐

伏深断层外ꎬ还发育与地壳深部沟通的次一级深

断层或大型裂隙ꎬ这些深断裂构成深部含矿流体

向上运移的通道ꎮ

３　 成矿分析

本文主要从金矿分布特征及其诸多客观地质

现象入手ꎬ参考以往研究成果ꎬ从成矿系统的思

路ꎬ对 “源、运、储、变、保”进行分析ꎮ

３ １　 成矿物质的来源探讨

据有关研究资料ꎬ布格重力异常和航磁异常

显示区内存在隐伏的超基性岩体和酸性岩体ꎬ据
贵州省地矿局 １０５ 地质大队对含金黄铁矿原位硫

同位素测试ꎬ在黄铁矿中心的沉积型黄铁矿硫同

位素负偏ꎬ而处于外环的含砷黄铁矿(热液型)硫
同位素具有深源特征(刘建中 等ꎬ ２０１７)ꎮ 分布

于镇宁、贞丰、望谟三县交界地区的 ７２ 个煌斑岩

体ꎬ形成时代为燕山期或印支期ꎬ贞丰阴河岩体平

均含 Ａｕ ５ １６ × １０－９ꎬ蚀变围岩平均含 Ａｕ ５ ６３ ×
１０－９ꎬ揭示岩浆气液中含有较高的成矿元素ꎮ 分

布于研究区西部的大陆溢流拉斑玄武岩含 Ａｕ 及

相关元素较高ꎬ“平均(ＰＰｍ)Ｈｇ ４ １９、Ｓｂ １２５、Ａｓ
１１３、Ａｕ ０ ２０、Ａｇ ２ ０１、Ｆ １００８ꎬ标志着含矿火山气

液活动较为强烈”(贵州省区域地质志ꎬ１９８７)ꎻ盘
县架底金矿床中金矿体赋存于峨眉山玄武岩组下

部含火山角砾层和底部与茅口组不整合界面ꎬ该
矿床外围见含 Ａｕ 背景值较玄武岩围岩高的隐爆

角砾岩ꎻ灰家堡背斜主要含矿层位龙潭组中普遍

含火山凝灰质成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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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贵州推测隐伏断裂构造分布图(贵州地质调查院ꎬ２０１７)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７)

１—推测隐伏高等级断层及其编号ꎻ２—重要断层ꎻ３—一般断层ꎻ４—正断层ꎻ５—逆断层ꎻ６—平移断层

①吼滩断层ꎻ②羊磴－遵义－卫城断层ꎻ③木黄－贵阳－普安断层ꎻ④玉屏－施硐－三都断层ꎻ⑤纳雍－开阳断层ꎻ⑥垭都－紫云断层ꎻ⑦水城－望
谟－八茂断层ꎻ⑧龙宫－贞丰断层ꎻ⑨泥凼断层ꎻ⑩杨拱断层

　 　 据以上地质现象分析认为:Ａｕ 及相关元素主

要来于岩浆活动过程中的岩浆气液沿断裂带上涌

和萃取围岩中成矿元素ꎬ成矿前形成的峨眉山玄

武岩可能为燕山期成矿作出部分物源贡献(矿源

层)ꎮ

３ ２　 成矿流体的运移

燕山运动ꎬ太平洋板块对欧亚板块斜向俯冲ꎬ
使贵州早白垩世以前的地层普遍发生褶皱断裂ꎬ
隐伏深大断裂再次活动成为地幔流体上涌的通

道ꎬ基性流体上涌过程中与围岩发生花岗岩化ꎬ并
形成富含挥发分和 Ａｕ、Ａｓ、Ｓｂ、Ｈｇ 等成矿组分的

流体ꎮ 从图 ２ 构造形迹看ꎬ木黄－贵阳－普安断层、
垭都－紫云断层不但控制区内的构造形迹方向ꎬ还
控制了金矿的分布ꎬ说明富含 Ａｕ、Ａｓ、Ｓｂ、Ｈｇ 等成

矿组分的流体主要限于此三角区内活动ꎬ成矿流

体首先沿隐伏深断裂上移ꎬ至中深部到浅部则沿

不整合界面、断褶带、隐伏断裂带等减温减压区带

运移ꎮ

３ ３　 近矿围岩蚀变与成矿

含矿流体或溶浆在运移过程中ꎬ始终伴随与

围岩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作用ꎬ包括围岩水分、矿
物质的参与等ꎬ特别是在屏蔽层下的碎裂或多孔

隙环境ꎬ与围岩充分化学交代ꎬ改变了含 Ａｕ 络合

物化学式ꎬ形成黄铁矿、毒砂、雄雌黄等金属硫化

物和石英、方解石等非金属矿物(蚀变矿物)ꎬ由
于蚀变环境处于还原条件ꎬ析出的 Ａｕ 以包裹体为

主要形式赋存在含砷黄铁矿、毒砂等载金矿物中

富集成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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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矿体保存与次生富集

前已叙述ꎬ燕山晚期是主要成矿期ꎬ保存的矿

体及其形态产状受燕山期形成的断褶带、背斜轴

部层间剥离带、不整合界面滑脱带等构造控制ꎮ
发生在新近纪与古近纪之间的喜马拉雅运动主要

表现为区域性抬升和断块活动ꎬ与先期构造具有

明显的继承叠加ꎬ对先期形成的矿(化)地质体具

有叠加改造富集作用ꎻ新近纪以来的新构造大幅

度、间歇性的台升和多级剥夷面的形成ꎬ以及喀斯

特作用等的影响(王砚耕 等ꎬ２０００)ꎬ使先期形成

的地表浅部矿(化)体经过表生富集形成氧化矿

或土型金矿ꎮ

４　 找矿靶区预测

综合上述分析ꎬ结合作者多年找矿经验判

别ꎬ就研究区的台地相区 Ｐ ３ / Ｐ ２ 不整合界面和台

盆相 区 的 Ｔ / Ｐ 不 整 合 界 面 及 以 上 ( 垂 深 约

１ ５００ ｍ以浅)的找矿空间ꎬ预测找矿靶区 ２５ 处ꎬ
其中 Ａ 类靶区 ６ 处、Ｂ 类靶区 ９ 处、Ｃ 类靶区 １０
处(表 ２)ꎮ

此外ꎬ据以上成矿分析ꎬ深部诸如 ２ ５００
３ ０００ ｍ深处存在与上述 Ｐ ３ / Ｐ ２、Ｔ / Ｐ 界面上下岩

层组合类似的泥盆世 /晚奥陶世不整合界面ꎬ值得

深部成矿研究与探索验证ꎮ
表 ２　 找矿靶区预测结果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ｓ

序号 构造带 矿集区 靶 区
预测
级别

预测金
资源规模

１

２
３

４

５

贵州普安泥堡 －兴仁
潘家庄 －晴隆碧痕营
ＮＥ 向构造带

泥堡金矿集区
二龙抢宝背斜轴部及近轴部容矿
层及控矿构造组合部位

Ａ 大型

红岩－潘家庄金矿集区 断裂旁侧不整合界面 Ｃ 小型

碧痕营金锑矿集区

北东向次级断裂旁侧牵引背斜 Ｃ 小型

老万场外围三望坪东部和紫马
一带

Ｂ 小－中型

与潘家庄断裂相近区域的深部 Ｃ 中型

６

７

８

贵州兴仁－贞丰 ＮＷＷ
－ＮＷ 向构造带

回龙金汞铊矿集区

兴仁紫木凼－小紫冲一带隐伏灰家
堡背斜轴部近轴部

Ａ 大型

贞丰者相以南灰家堡背斜南东转
折段

Ａ 中－大型

小屯金萤石锑矿集区 大碑－贞丰县城一带背斜轴部 Ｂ 中型

９

１０
贵州盘县乐民 －普安
岗钵 ＮＥ 向构造带

竹海(珠东)金矿集区 民主－竹海玄武岩组分布 Ａ 大型

芹菜坪金矿集区
玄武岩组分布区次级断褶带褶皱
隆起部位

Ｃ 小－中型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贵州贞丰卡务—册亨
赖子山 ＳＮ 向构造带

烂泥沟金矿集区

卡务金矿集区

近赖子山背斜轴部及次级林坛背
斜 Ｔ / Ｐ 不整合界面

Ａ 大型

三叠系中北北西向断褶带 Ｂ 中－大型

卡务背斜纵向逆断层、平整合界面 Ｂ 中－大型

台盆相变带附近次级断裂 Ｃ 中－大型

白层穹窿 Ｔ / Ｐ 不整合界面 Ｃ 中－大型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贵州册亨 －广西西林
ＥＷ 向构造带

板其－丫他金矿集区

百地金(锑)矿集区

Ｔ / Ｐ 界面相对平缓带 Ｂ 中－大型

丫他矿区外围三叠系中 ＥＷ 向陡
倾断褶带

Ｂ 大型

深部隐伏的 ＥＷ 向断褶带 Ｂ 中型

褶皱隆起区 Ｔ / Ｐ 界面 Ｃ 中－大型

２０

２１

贵州兴义雄武—安龙
戈塘 ＮＥ 向构造带

戈塘金矿集区

雄武金矿集区

背斜南东段与北东向断裂交汇附
近轴部 Ｐ３ ｌ / Ｐ２ｍ 不整合界面 Ｂ 大型

白碗窑一带背斜倾伏端 Ｐ３ ｌ / Ｐ２ｍ
不整合界面

Ｃ 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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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构造带 矿集区 靶 区
预测
级别

预测金
资源规模

２２

２３

贵 州 兴 仁 包 谷 地
ＮＷＷ 向构造带

大丫口金锑矿集区

雨障金矿集区

沟头－屯脚背斜轴部 Ｐ３ ｌ / Ｐ２ｍ 不整
合界面(金锑)和纵向逆断层(金) Ａ 中型

背斜轴部 Ｐ３ ｌ / Ｐ２ｍ 不整合界面(金
锑)ꎬＰ３ ｌ—Ｔ１ ｆ 纵向逆断层(金)ꎬ与
潘家庄断褶带交汇附近最有利

Ｂ 中－大型

２４

２５

贵州 望 谟 ＮＷ 向 构
造带

大观金矿集区

乐康金(萤石)矿集区

大观背斜 Ｐ３ｗ / Ｐ２ｈ 或 Ｐ１－２ ｓ 不整合
界面和 Ｐ２－３ ｌｈ 层间断裂

Ｃ 中型

乐康背斜 Ｐ３ｗ / Ｐ２ｈ 或 Ｐ１－２ ｓ 不整合
界面和 Ｐ２－３ ｌｈ 层间断裂

Ｃ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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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ｅｎｉｃ ｚｏ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１９７８ꎬ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Ｂａｎｑｉ ｏｆ Ｃｅｈｅｎｇꎬ ｂｙ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ｍａｎｙ ｌａｒｇｅ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ｒ ｓｕ￣
ｐｅｒ－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ꎬ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ｇｏ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ｓ ａｌｍｏｓｔ ７００ 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ｏ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１０
ｇｏｌｄ (ａｎｔｉｍｏｎ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ｅｌｔ ａ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ｎ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ꎬ １６ ｏｒ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ｚｏ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２５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ꎬ ｓｏ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ａｓ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ｉｌｏｔ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ｇｏｌｄ ｂａｓ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ａｒｌｉｎ－ｔｙｐｅ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ꎻ 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ꎻ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０３１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２０ 年 ３７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