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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前人的地质资料， 结合矿床实际地质情况， 对陕西省太白双王金矿床

含金角砾岩带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推演， 认为双王含金角砾岩是构造与热液隐爆作用

相结合的产物。 另外对双王金矿床不同期次角砾岩的含金性、 不同标型黄铁矿的含

金性及双王金矿床金矿化富集规律等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并对双王金矿下一步勘查

靶区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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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王金矿床位于陕西省秦岭山区太白县南部王家楞—王家庄 （简称双王， 下同） 一带，
构造上处于秦岭造山带海西—印支褶皱带凤县—镇安褶皱束的西北缘， 赋存于中泥盆统一套

浅海相富钠质沉积岩系地层中， 以其独一无二的地质特征闻名于世［１］。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发

现双王金矿后， 陕西省地矿局第三地质队一直不间断地对其进行地质勘查。 笔者自 ２００６ 年

至今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 “陕西省太白县双王金矿接替资源勘查” 项目 （老矿山找矿项目）
研究人员， 参与了双王金矿床 ＫＴ９、 ＫＴ８、 ＫＴ５ 矿体深部接替资源勘查工作。 本文以前人的

研究资料为基础， 结合双王含金角砾岩体地质特征及秦岭造山带形成历史的研究， 对其含金

角砾岩带形成机制提出了一点新的看法； 并通过地质勘查实践， 对双王金矿化富集规律进行

总结， 为矿山生产提出了下一步找矿靶区。

１　 矿区地质概况

双王金矿床大地构造位置为秦岭造山带海西—印支褶皱带凤县—镇安褶皱束的西北缘，
西坝—松坪复背斜北翼。 区内出露一套中—上泥盆统浅海相沉积的粉砂质泥岩和碳酸盐岩地

层， 由老到新依次为王家楞组、 古道岭组、 星红铺组、 九里坪组， 总厚度超过 ５０００ ｍ［１］。
矿区地层基本走向为北西西—南东东， 由于南翼缺失， 地层总体表现为一向北北东陡倾的单

斜构造； 另外层间多见小褶曲， 规模数米至十多米。 断裂构造主要为双王含金角砾岩带构

造， 赋存于中泥盆统古道岭组下岩段 （Ｄ２ｇ１） 中， 地表出露高差大于 ７００ ｍ， 目前深部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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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仍稳定存在。 另外与矿床直接有关的一组北东向断层 （图 １ 中 Ｆ１、 Ｆ２、 Ｆ３ 和 Ｆ４），
属成矿期后断裂， 将含金角砾岩带错断。 该组断层均为平移断层， 断面舒缓波状， 总体近直

立， 走向 ５０°—７０°， 断层带宽 １ ～ ２５ ｍ， 断层东盘均相对向北东移动， 水平断距 ７０ ～ ４００ ｍ，
其中 Ｆ２、 Ｆ３ 和 Ｆ４ 错距相对较大。 矿区南部有印支期二长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复式岩体，
其造成了矿区背斜地层南翼缺失。 矿区内煌斑岩脉、 花岗岩脉和闪长玢岩脉等广泛分布

（见图 １）， 尤以煌斑岩脉最为常见， 长度一般数十米不等， 产状多变。

１—古道岭组上段： 厚层结晶灰岩、 白云质灰岩、 泥质灰岩夹板岩； ２—古道岭组下段： 粉砂质绢云母板岩夹泥砂质灰岩；
３—王家楞组上段： 中厚层结晶灰岩、 炭质钙质板岩； ４—王家楞组下段上部： 钙质砂岩、 粉砂岩、 绢云母板岩夹结晶灰岩；
５—王家楞组下段下部： 千枚状板岩夹砂岩、 炭质板岩及结晶灰岩； ６—印支晚期二长花岗岩； ７—印支早期石英二长闪长岩；
８—花岗斑岩脉； ９—角岩带； １０—含金角砾岩体及编号； １１—地层产状； １２—平移断层及编号； １３—性质不明断层；

１４—矿床及矿化点 （Ａｕ： 金； Ｃｕ： 铜； Ｆｅ： 磁铁矿； ＳＦｅ： 黄铁矿； ＰｂＺｎ： 铅锌矿）

图 １　 双王金矿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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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双王含金角砾岩带形成机制

２ １　 双王含金角砾岩带特征

双王含金角砾岩带分布于中泥盆统古道岭组下岩段第三岩性层富钠质岩系中， 由大小不

等的 ５ 个角砾岩体组成 （见图 １）。 角砾岩体平面特征呈透镜带状， 横断面形态为厚板状。
角砾岩体在地表断续出露， 地下基本连为一体， 长 １１ ５ ｋｍ， 宽 ２ ～ ５００ ｍ， 总体延伸方向

２９０°—３１０°， 倾向 ２０°—４０°， 倾角 ７５°—８５°， 局部反倾， 倾角 ８１°—８７°。
角砾岩由角砾和胶结物组成。 角砾成分主要为灰白色、 浅灰色、 浅黄色钠长石化板岩，

其次有绿灰色绢云粉砂质板岩、 变质粉砂岩及少量结晶灰岩。 角砾具有十分明显的棱角和不

同的形状， 如三角形、 多边形、 长板条形以及不规则形状； 角砾含量变化大， 从 １０％ ～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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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不等； 角砾岩体近中心局部角砾呈 “悬浮” 状， 边部角砾含量高， 且局部角砾具可拼

性； 角砾岩中角砾无序堆积， 砾径大小悬殊， 从数毫米到数十米不等， 一般 ０ １ ～ ０ ２ ｍ。
角砾岩的胶结物是多阶段热液活动的产物， 各阶段热液矿物叠加产出。 胶结物的含量在

角砾岩中差别很大， 从 ５％到 ６０％以上。 胶结物中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自然金； 非金属

矿物主要有钠长石、 含铁白云石、 方解石等。
２ ２　 双王含金角砾岩带成因分析

双王含金角砾岩带因具有独特的产出形态而著称国内外。 多年来关于双王含金角砾岩带

的成因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如： 古貌新等［２］提出的 “层间褶皱成因”， 认为角砾岩的形成与

脆性层状钠长板岩类岩石的褶曲破碎有关； 石准立等［３］提出双王含金角砾岩为构造角砾岩，
是区域断裂作用的产物； 王鸿祯［４］、 佘宏全等［５］认为双王含金角砾岩是 “隐爆角砾岩”， 因

西坝岩体气液上升聚压引发爆破而形成。 本文通过野外实际地质现象综合研究认为， 双王含

金角砾岩带是多期构造作用与气液隐爆作用相结合产生的结果， 不能单一认为是 “构造”
成因或 “气液隐爆” 成因， 理由如下：

①双王角砾岩带地表局部地段宽度可达 ５００ ｍ， 若是断裂形成， 这样的宽度其长度一般

应在百公里以上， 而实际长度仅有 １１ ５ ｋｍ， 其断裂规模在宽度与长度上不成比例。
②角砾岩带围岩岩性不同地段基本没有差异， 按理在同样的区域应力条件和同样岩石力

学性质下， 形成的构造角砾岩带宽度基本应是一致的， 但双王角砾岩带宽度变化极大， 无法

用构造成因来解释。
③围岩与角砾岩属渐变关系， 野外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构造断裂面， 且两侧围岩没

有明显上下位移， 就连角砾岩内部夹层都能保留较好的产状和完整褶曲， 这种现象单独用构

造成因难以解释。
④双王角砾岩中角砾大小悬殊、 棱角分明、 形状不一， 说明其非构造作用所造成。
⑤从大地构造位置看， 双王金矿北部有商县—丹凤深大断裂和凤县—山阳深大断裂， 超

基性岩—花岗岩沿这些断裂带均有分布， 说明深大断裂可能切穿地壳到达上地幔。 双王金矿

分布于大断裂南侧， 其角砾岩的展布与总体构造线方向一致。 因此， 其形成与构造可能存在

着一定的关系。
⑥石准立等［３］测定矿石中黄铁矿所含异常铅２０６Ｐｂ 同位素年龄为 ９４８ Ｍａ， 研究认为含矿

热液来源于深部； 对矿石中黄铁矿硫同位素 δ３４Ｓ 的测定结果为 ２ ６‰ ～ １４ ８１‰， 认为其具

有混合性质， 既与地层中黄铁矿硫同位素组成相似， 又和岩浆岩中黄铁矿硫同位素组成相

近， 属壳源硫与陨石硫的混合型硫。 这些说明了双王含金角砾岩热液成分可能来源于浅部地

层和地幔深处。
⑦陕西省地质三队与中国地质大学联合对矿石中含铁白云石的 δ１３Ｃ、 δ１８Ｏ 进行测定， 结

果显示 δ１３Ｃ 值为 － ７ ８９‰ ～ － ４ ４７‰、 δ１８Ｏ 值为 ８ ３１５‰ ～ ８ ７００‰［６］， 与典型的碳酸盐岩

浆 （δ１３Ｃ 值 － ４ ７０‰ ～ －８ ０‰， δ１８Ｏ 值 ６ ０‰ ～８ ５‰） 十分相近， 说明成矿物质可能与碳

酸盐岩浆有关。
⑧矿石矿物中存在六方硫镍矿、 紫硫镍矿、 硫铋镍矿、 针镍矿、 钒云母、 钒鉻云母、 钙

钒榴石和氟碳钙铈矿等微量特征矿物， 标志着成矿热液具有典型的深源基性、 超基性—碱性

岩浆的特征。
⑨双王角砾岩围岩———钠质岩系 Ａｕ 的平均值测定结果为 １９ ０８ × １０ － ９ ［６］， 故前人认为

钠质岩系为金矿床提供了部分金矿源， 笔者认为钠质岩系相对于角砾岩来说含金量极小， 给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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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矿提供的矿源是微不足道的， 不能成为金矿的物质来源。
⑩双王含金角砾岩中角砾成分与角砾岩体围岩成分基本一致， 说明角砾是地层的产物。
本文综合研究认为， 双王含金角砾岩带的形成既与区域断裂旁侧形成构造薄弱带有一定

关系， 亦与热液隐爆作用密不可分， 是构造与热液隐爆作用相结合的产物。 双王金矿床成矿

物质主要来源于深部———下地壳和上地幔， 属深源热液层控角砾岩型金矿床。 矿石中黄铁

矿４０Ａｒ ／ ３９Ａｒ 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为 １６８ ～ １８３ Ｍａ［３］， 据此确定双王金矿形成时代为早燕

山期。
２ ３　 双王角砾岩带形成机制

从上述双王含金角砾岩带成因剖析并结合秦岭地区的构造发展史［８］ 和双王金矿石中黄

铁矿同位素年龄来看， 双王角砾岩的形成可能经历了三叠纪末到中侏罗世末这一漫长的地质

历史时期， 根据矿区的构造运动和成矿作用及成矿时间， 双王含金角砾岩带的形成经历了以

下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 西坝复背斜形成。 秦岭古海域在泥盆纪时， 由于海底扩张， 导致海底火山喷

流作用形成一套富钠质沉积岩； 发展至印支期， 到三叠纪末由于华北大陆与扬子大陆对接拼

合， 在南北向区域性应力作用下， 岩层发生褶皱变形， 形成了近东西向区域构造线； 与此同

时， 在双王一带形成了以泥盆系为主的西坝复式背斜， 其中的泥盆系古道岭岩组钠质岩层能

干性强， 塑性变形差， 岩层中形成了近东西向压剪性小断裂或节理带， 即双王构造带的雏

形。 同时西坝岩体的侵入造成该区西坝复背斜的南翼缺失。
第二阶段， 双王近东西向构造带形成。 进入燕山期后， 中国区域构造应力格局发生改

变， 东部太平洋板块和西部欧亚板块相互作用加剧， 导致已经稳定的秦岭地块再次复活， 由

南北向挤压转为近东西向的挤压， 同时伴随着南北向张性应力出现。 该南北向张性应力沿袭

了早期南北挤压所形成的近东西向压剪性小断裂或节理带， 使原已形成的构造面二次增生发

展。 在南北向拉张应力作用下， 早期压剪性小断裂产生扩容和末端增殖， 形成最初的双王构

造带。 双王构造带的形成与其北侧凤县—山阳大断裂具有成生关系， 属次级断裂带。
第三阶段， 隐爆角砾岩体形成。 在多期构造复合、 迭加作用下， 特别是地壳受到张性拉

伸力后极易破裂， 到侏罗纪 （早燕山期）， 双王钠质岩中构造带北侧剪性大断裂 （商县—丹

凤深大断裂和凤县—山阳深大断裂） 已深达地壳下部或上地幔。 在深部构造带附近由于南

北向的拉伸， 压力减小， 深部固体物质开始熔融， 主要为超基性—碱性碳酸盐岩浆上升运

移， 在地壳浅部有利于就位空间 （如双王钠质岩系的层间构造带） 聚集。 由于压力的骤然

下降和地下水的加入， 深部熔浆迅速气化， 产生巨大的垂向内压力。 随着内部压力的增加，
突破上部盖层压力极限， 引起含矿气液在地下隐爆， 导致钠质岩层破碎。 在隐爆中心顶部形

成的角砾有位移， 在其侧部形成的震碎角砾有破碎无位移。 由于隐爆导致内压瞬时失效， 造

成隐爆中心含矿热液的 “沸腾” 现象， 局部角砾呈悬浮式胶结。 另外在隐爆产生的瞬时真

空状态下， 深部热液产生泵吸充填作用， 大量向浅表聚集， 导致角砾岩体上部胶结物含量增

多。 当然双王角砾岩带的形成是多期次隐爆作用完成的。

３　 角砾岩金矿化富集规律

陕西省太白县双王角砾岩带是多期构造作用和多阶段热液活动产物， 角砾岩具有全岩金

矿化特征。 依据胶结物矿物组合特征将其热液活动分为 ５ 个阶段， 分别为： Ⅰ钠长石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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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黄铁矿碳酸盐阶段 （Ⅱ１ 黄铁矿含铁白云石亚阶段， Ⅱ２ 黄铁矿方解石亚阶段）， Ⅲ黄铁矿

阶段 （Ⅲ１ 石英黄铁矿亚阶段， Ⅲ２ 黄铁矿亚阶段）， Ⅳ萤石方解石阶段， Ⅴ石膏硬石膏

阶段。
３ １　 不同热液阶段金矿化规律

角砾岩中黄铁矿是重要的载金矿物， 依据矿石中黄铁矿、 自然金、 褐铁矿、 含铁白云石

金的分配平衡计算结果， 金在黄铁矿中的分配率为 ４０ ３０％ 。 但不同热液阶段黄铁矿对金的

富集存在很大差异。 双王角砾岩带不同热液活动阶段主要矿物含金量见表 １， 从中可以看出

Ⅱ１ 亚阶段和Ⅲ２ 亚阶段黄铁矿含金量分别达到 １０８ ３０ × １０ － ６， １５９ ２０ × １０ － ６， 表明Ⅱ１ 和

Ⅲ２ 亚阶段金矿化最强。 Ⅳ、 Ⅴ热液阶段无黄铁矿， 不含金。

表 １　 不同热液活动阶段主要矿物含金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ｉ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热液阶段
含金量 ／ １０ － ９

钠长石 含铁白云石 黄铁矿 方解石 （浅灰色） 方解石 （粉红色） 萤石

Ⅰ １６ ０ ／ １ １６５００ ／ １
Ⅱ１ ３３ ６ ／ ５ １０８３００ ／ ５
Ⅱ２ ６０００ ／ ３ ＜ １５ ４ ／ ２
Ⅲ１ ７７９０ ／ ６
Ⅲ２ １５９２００ ／ １０
Ⅳ ＜１３ ７ ／ ２ ７ ５ ／ １
Ⅴ

　 　 注： 表内数据意义为含金量 ／ 样品数

　 　 Ⅱ１ 和Ⅲ２ 亚阶段， 角砾岩中胶结物含量、 角砾岩中黄铁矿含量与矿石金品位之间呈正

相关 （见图 ２）， 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５２７ 和 ０ ８２２。 黄铁矿在胶结物中含量达 ５％以上时， 多

形成贫而大的独立矿体。 当Ⅱ１ 亚阶段热液矿物黄铁矿含铁白云石在角砾岩中占 ５８％ 以上

时， 角砾岩含金量大于 ３ ０ × １０ － ６， 当黄铁矿在胶结物中达 １ ６％ 时， 金品位可能达 ３ ０ ×
１０ － ６。 胶结物黄铁矿呈细脉浸染状时， 是金富集的标志。

１—穿脉 ＫＴ８ 矿体 ＣＭ２８ ／ １３００ 标本； ２—穿脉 ＫＴ８ 矿体 ＣＭ３６ ／ １３３０ 标本

图 ２　 胶结物含量、 黄铁矿含量与金含量相关性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ｙｒｉ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ｏｌ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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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各阶段黄铁矿特征及不同晶型黄铁矿含金性

黄铁矿分布在角砾岩热液活动Ⅰ、 Ⅱ、 Ⅲ阶段， 各阶段生成的黄铁矿特征及含金性统计

见表 ２、 表 ３。

表 ２　 各阶段黄铁矿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ｌ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ｙｒｉｔｅ
阶
段

亚阶段 产出位置
晶形 粒径 ／ ｍｍ

主要 次要 一般 区间 一般

Ⅰ 交代钠长岩角砾中
立方体 ［１００］ 和
八面体 ［１１１］ 聚
形晶

八面体 ［１１１］ 和
五角十二面体
［２１０］ 聚形晶

立方体 ［１００］、 八面体
［１１１］ 和五角十二面体
［２１０］ 聚形晶它形及草莓状

＜０ ２ ０ ０４ ～ ０ ０７

Ⅱ
Ⅱ１

①含铁白云石晶体和晶粒
中； ②浸染状产于方解石
脉中

五角十二面体 ［２１０］ 聚形晶、 五角十二面体、 立方体 ［１００］ ０ ０３ ～ ２ ００ ０ １ ～ １ ０

Ⅱ２ 浸染状产于方解石脉中 立方体 ［１００］、 八面体 ［１１１］、 五角十二面体 ０ ４ ～ １ ５ ０ ４ ～ １ ０

Ⅲ

Ⅲ１ 脉状
它形晶为主， 自形晶次之。 自形晶中有立方体 ［１００］ 单晶， 也有立
方体 ［１００］、 五角十二面体、 八面体 ［１１１］ 和五角十二面体 ［２１０］
聚形晶

０ ０５ ～ １ ００ ０ １ ～ ０ ６

Ⅲ２

①充填于含铁白云石裂隙
中； ②呈浸染状充填于角
砾间或裂隙中

立方体 ［１００］、 八面体 ［１１１］、 五角十二面体和五角十二面体
［２１０］ 聚形晶

与Ⅱ阶段
相似　 　

与Ⅱ阶段
相似　 　

表 ３　 不同晶形黄铁矿金含量测定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ｙｒｉｔｅ
黄铁矿晶形 金含量测定结果 ／ ％

八面体 ０ ０００
五角十二面体、 立方体和八面体聚形晶 ０ ０５１
立方体和八面体聚形晶 ０ ０９３
五角十二面体和八面体聚形晶 ０ １４６
五角十二面体 ０ １７６

　 　 从表 ２、 表 ３ 可以看出： Ⅱ１、 Ⅲ２ 热液阶段黄铁矿主要呈浸染状、 脉状、 团块状分布在

角砾岩的胶结物中， 这些黄铁矿与铁白云石、 方解石、 钠长石等矿物共生， 以五角十二面体

八面体聚形晶、 五角十二面体含金性最好。 这也是双王含金角砾岩体在Ⅱ、 Ⅲ阶段金矿化强

的主要原因。
３ ３　 双王金矿床富集规律

双王金矿床矿体具西贫东富、 下贫上富的特点。 矿床西段矿体较东段矿体品位低， 特别

是东段自西向东 ＫＴ５、 ＫＴ７、 ＫＴ９、 ＫＴ８ 矿体金品位增高趋势明显， 且矿化富集地段有向南

东侧伏的趋势 （见图 ３、 图 ４）。 另外矿体规模存在上宽下窄的特点。
双王金矿从西到东沿走向矿化富集有近似的等间距性， 东段矿体所表现的等距性尤其明

显 （见图 ５）， 说明角砾岩隐爆中心具近似的等距性。
双王金矿床从 ＫＴ５、 ＫＴ７、 ＫＴ９ 至 ＫＴ８， 矿体出露标高不断降低， 总体上有向东侧伏趋

势 （见图 ５）。 ＫＴ５ 号矿体赋存标高为 １３５０ ～ １７００ ｍ， 至 ＫＴ８ 号矿体赋存标高降为 １１００ ～
１３５０ ｍ， 说明东段由西向东金富集地段距地表 ３００ ｍ 内， 且向东富集标高逐渐降低， 降低率

８０ ～ １００ ｍ ／ 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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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ＫＴ８ 矿体品位等值线图 （纵投影图） ［７］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ＫＴ８ ｏｒｅ⁃ｂｏｄｙ
　

图 ４　 ＫＴ８ 矿体厚度等值线图 （纵投影图） ［７］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 ｏｆ ＫＴ５ ｏｒｅ⁃ｂｏｄｙ
　

图 ５　 双王金矿床深部成矿预测纵投影示意图

Ｆｉｇ ５　 Ｄｅｅｐ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ｕａｎｇｗａｎｇ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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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进一步找矿靶区预测

通过对双王角砾岩带的形成机制和金矿化富集规律等方面的分析研究， 结合矿山目前勘

查情况， 本次预测主要成矿靶区 ２ 个， 分别是双王金矿床东段 ＫＴ８ 矿体 ５２ 线以东至太白

河、 ＫＴ５ 矿体西侧 １５２０ ｍ 中段 ７３—７９ 线间 （见图 ５）。
４ １　 ＫＴ８ 矿体 ５２ 线以东至太白河

该区属双王角砾岩带的东段 ＫＴ８ 矿体以东深部隐伏区 （Ｆ１ 西侧）， 约 １０００ ｍ 标高以

上， 在地表 ６２—７０ 勘探线间可以见到零星的角砾岩露头。 在 １２５０ ｍ 中段 ５２—５６ 勘探线之

间的坑探已见到有工业矿化的角砾岩段， 化验金品位为 １ ０ × １０ － ６ ～ ４ ０ × １０ － ６， 角砾岩特

征与 ＫＴ８ 相同。
据矿体的空间分布规律， 东段从 ＫＴ５ 至 ＫＴ８ 矿体， 矿体的产出位置具有向南东侧伏趋

势， 产出标高逐渐降低， 向下降低的速率约为 ８０ ～ １００ ｍ ／ ｋｍ， 推测在 ＫＴ８ 号矿体以东可能

有新的隐伏矿体存在。
按矿床形成的隐爆角砾成因模式， 金矿化主要富集于角砾岩体的上部， 在预测区范围内

未见到大的角砾岩体， 仅见到几个不连续的角砾岩露头， 规模小， 说明矿化受剥蚀影响不

大， 具较好的找矿前景。
４ ２　 ＫＴ５ 矿体西侧 １５２０ ｍ 中段 ７３—７９ 线间

依照双王矿床金金矿体赋存标高规律推测， ＫＴ５ 矿体赋矿标高应在 １５００ ～ １８００ ｍ 范围

内， 从地形地貌上看 ＫＴ５ 矿体西侧到西大梁金富集段很少被剥蚀。
目前矿山在 １６７０ ｍ 标高 ７３ 勘探线已发现有工业金矿化体， 在 ７３ 勘探线附近用坑道水

平钻勘查， 发现黄铁矿化含铁白云石胶结角砾岩直到 ８１ 勘探线依然存在， 黄铁矿含量一般

在 ２％ ～３％ ， 局部达 ５％ ， 呈浸染状、 细脉状赋存于角砾岩中。 按金分布及富集规律， 该段

工业金矿体存在的可能大。

５　 结论

本文依据矿石中黄铁矿４０Ａｒ ／ ３９Ａｒ 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认为双王金矿形成时代可能为

早燕山期。 通过对双王含金角砾岩特征的研究， 再结合秦岭构造演化史， 对其形成机制进行

了推演， 认为早燕山期陕西省太白县双王一带形成的含金角砾岩体， 是构造与深部超基性—
碱性碳酸岩岩浆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矿床类型为深源热液层控角砾岩型金矿床。

通过对双王金矿床矿化富集规律的分析和对其矿体空间位置分布特征的研究， 提出了 ２
个进一步勘查靶区， 一是 ＫＴ８ 矿体 ５２ 线以东至太白河深部近 ９００ ～ １２００ ｍ 标高间， 二是

ＫＴ５ 矿体西侧 １５２０ ｍ 中段 ７３—７９ 间 １４００ ｍ 标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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