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南方卡林型金矿多层次构造滑脱成矿系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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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构造蚀变体的系统研究，明确了内涵，建立了判别指标，划分了类型。通过与成矿作用

密切相关的沉积、地层、岩石、构造、年代学、就位空间、成矿过程等研究，构建了基于构造蚀变体

多层叠置的中国南方卡林型金矿多层次构造滑脱成矿系统，建立成矿模式、预测模型及构造蚀变体判

别指标，以期指导区域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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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南盘江—右江成矿区作为中国南方卡林型金矿集中产出区，是我国最重要的金资源产地之一。早

期研究多集中于单矿床地质特征、成矿作用、物质来源、成因探讨，较少研究矿床之间的相关关系，

成矿系统研究薄弱。 

2  研究背景 

中国是除美国以外最重要的卡林型金矿分布区
[1-2]

。中国南方卡林型金矿集中产出于南盘江-右江

地区，形成著名的滇黔桂“金三角”。东以凭祥—邕宁和武宣—永福断裂为界，西以红河—弥勒—盘县

断裂为界，北以水城—紫云—南丹—宜州—永福断裂为界，南以国界为界，总面积约 18.5×104 km
2 [3]

。 

2000 年以前，南盘江-右江地区查明金资源量大约 420 吨，其中大型矿床 8 个，无超大型矿床。

研究工作则仅针对单矿床开展，基于单矿床研究成果，提出了多种成因模式
[4-9]

。 

自 2002 年提出构造蚀变体（SBT）以来
[6]
，逐步开始将区内部分金矿床作为同一成矿体系的产物

进行研究并开展应用示范，黔西南地区找矿取得重大突破，新增金资源量 500 吨。水银洞金矿床累计

查明金资源量 295 吨，跃居世界同类型金矿床金资源量排名第十位。新发现的以峨眉山玄武岩为容矿

岩石的架底金矿（64 吨）及大麦地金矿（6 吨）突破了传统的卡林型金矿赋矿围岩为沉积岩的认识，

备受业界关注。区域探明水银洞、烂泥沟、泥堡、紫木凼、架底、戈塘、大麦地、雄武、老万场、砂

锅厂、板其、丫他、央友、隆或、高龙、马雄、金牙、巴平、浪全、金龙山、岩旦、明山、鸡公崖、

林旺、龙塘、革档、堂上、老寨湾、下格乍、桥头和那能等数十个卡林型金矿床，累计获得金资源 920

吨，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金资源产地之一
[10]

。 

3  构造蚀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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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定义 

构造蚀变体（SBT）：含矿热液沿 D/∈、D/O、T2/P1+3、P3/P2不整合面和 C/D、P1/C、T2/T1能干性

差异大的岩层面之间的区域滑脱构造面，运移交代周缘岩石系统而形成的构造蚀变岩石（原始定义为

产于 P2m 和 P3l 或 P3β之间），是沉积作用、构造作用和热液蚀变作用的综合产物，是与金矿成矿

相关的蚀变岩石单元，是成矿作用的产物。其为一跨时的地质体，包含了滑脱构造面上下的岩石，

向下依蚀变强度由强硅化角砾状岩-强硅化碳酸盐-弱硅化碳酸盐岩-正常的碳酸盐岩呈渐变关系，向上

由硅化角砾状粘土岩（角砾状凝灰岩、角砾状凝灰质玄武岩）-硅化碎裂化粘土岩（玄武岩）向

正常粘土岩（玄武岩）过渡。弱硅化碳酸盐岩-强硅化碳酸盐岩-强硅化角砾状碳酸盐岩-硅化角砾状粘

土岩（角砾状凝灰岩、角砾状凝灰质玄武岩）-硅化碎裂化粘土岩（玄武岩）即划入构造蚀变体

（SBT）。岩石中常见斑块状及细脉状白色、绿色石英、辉锑矿及片状石膏，普遍具硅化、黄铁矿化、

萤石化、雄（雌）黄化、锑矿化、金矿化等
[6、10]

。 

3.2 类型 

最新研究表明，根据滑脱构造形成特征，构造蚀变体进一步划分为平行不整合型、角度不整合型

和岩层界面型。 

3.3 判别指标 

中国南方卡林型金矿区广泛发育构造蚀变体（SBT），直接产出于构造蚀变体中的金矿资源量大约

占总资源量的 45%。构造蚀变体判别指标：产出背景（南盘江-右江成矿区）、产出形态（与地层产状

一致）、构造部位（背斜、穹窿）、构造面（不整合面、能干性差异大的岩层面）、构造特征（滑脱构造）、

变形特征（角砾+碎裂+滑动+揉褶）、岩石特征（角砾岩+碎裂岩）、蚀变特征（硅化+黄铁矿化+毒砂化+

萤石化+雄（雌）黄化+辉锑矿化）、元素组合（Au-As-Sb-Hg-Tl）、层序组合（泥质钙质碎屑岩系/上+

碳酸盐岩/下）、界线、层次、控制因素（超百米厚的厚层灰岩或者白云岩或者礁灰岩与厚度超过五十

米的泥质钙质碎屑岩系或峨眉山玄武岩/凝灰岩之间）。 

4  成矿系统 

4.1 沉积系统 

众多学者研究认为，南盘江-右江地区晚古生代-早三叠世处于台盆分野，以盆地深水碎屑岩为主，

间夹海盆孤立碳酸盐台地
[11-12]

。近期研究显示，板其-烂泥沟-卡务大片地区，石炭系为碳酸盐岩沉积，

二叠系为碳酸盐岩沉积，隆林-高龙大片地区，泥盆系为碳酸盐岩沉积，石炭系为碳酸盐岩沉积，二叠

系为碳酸盐岩沉积。仅仅将这两个区域投影至早期绘制的南盘江-右江沉积古地理图上，清楚地表现为

区域晚古生代-早三叠纪的沉积格局为以台地为主的台-槽-沟系统，区内金矿床主要分布于台地区块，

而非早期所言之孤立碳酸盐台地边缘。区域盆地系统主要表现为中三叠纪的深水盆地沉积物几乎广布

于南盘江-右江地区一半的区域，呈现出台盆各半的展布特征，形成传统表述的“盆地相区金矿”和“台

地相区金矿”
[10]

。 

4.2 地层系统 

区域金矿就位的地层有：泥盆系郁江组、泥盆系坡段组、泥盆系融县组、石炭系英塘组、石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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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南丹组、二叠系龙吟组、二叠系四大寨组、二叠系栖霞组、二叠系茅口组、二叠系河山组、二

叠系吴家坪组、二叠系领薅组、二叠系龙潭组、二叠系长兴组、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三叠系安顺

组、三叠系夜郎组、三叠系百逢组、三叠系许满组、三叠系新苑组、三叠系边阳组。含矿地层丰富，

表现为区内所有地层几乎均可以成为容矿地层，显示了容矿地层的多样性。 

4.3 岩石系统 

卡林型金矿被定义为主要产于沉积碳酸盐岩中的金以不可见形式赋存在含砷黄铁矿中，具有 As、

Sb、Hg、Tl 等元素组合的特殊金矿类型。近年系列研究成果显示，区内金矿床容矿岩石多样性特征明

显，容矿岩石有：灰岩、白云岩、粉砂岩、粘土岩、硅质岩、辉绿岩、玄武岩、凝灰岩。几乎所有的

岩石均可以成为卡林型金矿的容矿岩石，展现了卡林型金矿容矿岩石的多样性。 

4.4 构造系统 

褶皱-断裂系统成为区域金矿床的成矿构造，而背斜或穹窿往往是最主要的控矿构造。背斜或穹窿、

逆断层或其组合，成为金矿区主体构造。水银洞金矿以背斜为主，逆断层次之；烂泥沟金矿为逆断层；

紫木凼金矿为背斜和逆断层；泥堡金矿以逆断层为主，背斜次之；架底金矿为背斜；戈塘金矿为穹窿；

板其金矿为穹窿；丫他金矿为背斜+逆断层；高龙金矿为穹窿；隆或金矿为穹窿；马雄金矿为背斜；堂

上金矿为背斜+逆断层；大观金矿为背斜+逆断层；林旺金矿为逆断层；金牙金矿为逆断层；张家湾金

矿为背斜。 

4.5 年代系统 

区域卡林型金矿的年代学研究方面，著述颇丰
[12-16]

，大多数数据集中于 97-172Ma, 主体显示为

205-225Ma 和 130-148Ma 两个区间，表现出成矿时代既有印支期又有燕山期的成矿特点
[15]

。南盘江地

区中三叠与晚三叠之间整合接触，沉积了中三叠世的边阳组和晚三叠世的黑苗湾组，贵州沉积了晚三

叠世至早侏罗世的二桥组地层，二桥组以后为陆相沉积，表明印支运动在区内影响甚微。南盘江-右江

地区的主体构造格架中，侏罗系地层卷入褶皱系统，而控矿断裂均与褶皱相伴而生。区内金矿体均产

出于背斜-穹窿及与期相伴的逆断层，宏观年代学证据显示成矿年龄应该晚于中侏罗世早于晚白垩世

（160-130Ma）
[17-18]

。 

4.6 物质系统 

成矿物质来源研究方面，主要认识有：沉积地层、变质基底、深部岩浆、基性超基性岩、花岗岩、

地层与深部岩浆混合源、峨眉地幔热柱等等
[4-6、15-16、18-26]

。最近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成矿物质来源于深

部地壳花岗岩岩浆作用[5、10、27-28]，大规模成矿作用与大区域构造关系密切。 

4.7 就位系统 

矿体就位空间是找矿核心。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矿体产出往往与背斜紧闭程度、枢纽起伏、穹窿、

背斜同生逆断层密切相关。金矿体往往产出于背斜轴部附近 800-1500 m 狭窄范围。翼间角小于 30°

或大于 160°的背斜则不利于成矿，翼间角在 100-160°之间的背斜有利于成矿。背斜枢纽倾伏角 

10°-15°的地段，见多层叠置金矿体产出；背斜枢纽倾伏角小于５°的地段，金矿体往往仅产出于构

造蚀变体。穹窿周缘 2000m 范围内构造蚀变体是金矿体产出的最有利空间；与背斜轴平行展布的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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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断层往往是金矿的控矿断层，断层下盘的背斜核部及构造蚀变体是金矿体产出的有利部位
[10]

。 

4.8 动力学系统 

基于获得的同位素年代学数据，认为第一期成矿作用可能与沿松马缝合带印支期碰撞造山后的伸

展作用相关，而第二期成矿作用可能与燕山期华南板块内大规模伸展作用相关
[14-15、25]

。燕山期太平洋

板块向西平板俯冲过程中，华夏与扬子拼贴带西南段（江南复合造山带）历经武陵-加里东-印支多次

碰撞以及受峨眉地幔柱的影响而形成的特殊富金地壳发生重熔，形成与隐伏花岗岩有关的含矿热液，

可能是区内金成矿最主要的动力学过程
[5、10]

。  

5  成矿模式 

燕山期区域构造作用下，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过程中，华夏与扬子拼贴带西南段（江南复合造山

带西段）历经武陵-加里东-印支多次碰撞以及受峨眉地幔柱的影响而形成的特殊富金地壳发生重熔，

形成与隐 伏花岗岩 有关的

NaCl-H2O-F
-
-S

2+
-Au

+
-As

3+
-Hg

2+
-S

b
3+
-Tl

+±CO2± N 2± CH 4 含矿热液，

沿深大断裂上涌，一部分热液

在背斜核部附近沿滑脱构造

（D/∈、D/O、T2/P1+3、P3/P2 不

整合面和 C/D、P1/C、T2/T1能干

性差异大的岩层面）侧向运移，

因温度-压力-酸碱度-氧逸度

变化及流体不混溶作用，金等

成矿元素往往在背斜核部附近

一定范围内富集形成赋存于构

造蚀变体中的层控型金矿体，

一部分热液沿与背斜同期形成

的逆断层上升并交代周缘岩石

而形成断裂型金矿体
[10]
（图 1）。 

                   图 1 中国南方卡林型金矿多层次构造滑脱成矿系统(刘建中等，2020,修编)  

   1-花岗岩体；2-断裂；3-构造蚀变体；4-金矿体；5-大气降水；6-地层水；7-变质水；8-岩浆水 

6  结论 

（1）构造蚀变体（SBT）是区域构造作用与热液蚀变作用的产物，其既可以产出于不整合面之间，

亦可以在能干性差异大的岩层之间，划分为平行不整合型、角度不整合型和岩层界面型，是重要的找

矿预测标志。 

（2）几乎所有的岩石均可以成为卡林型金矿的容矿岩石，展现了卡林型金矿容矿岩石的多样性。 

（3）区内所有地层几乎均可以成为容矿地层，含矿地层丰富，显示了容矿地层的多样性。 

（4）区域金矿床可能为同一成矿系统的产物，为多层次滑脱成矿系统不同层次矿床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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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燕山期太平洋板块向西平板俯冲过程中，华夏与扬子拼贴带西南段历经武陵-加里东-印支

多次碰撞以及受峨眉地幔柱的影响而形成的特殊富金地壳发生重熔，形成与隐伏花岗岩有关的含矿热

液，可能是区内金成矿最主要的动力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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