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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洞沟金矿床由河南省地矿局第一地质调查队进行过地质普查，为单一金矿床。矿区 

位于洛宁县城南西约 60km，属洛宁县底张乡与兴华乡管辖。在本矿床毗邻地区曾先后发现

并探明了上宫、虎沟、干树凹等一系列金矿床，近几年又在本矿床外围相继发现马营、铁

炉坪、青铜山等金矿床或含金铜铅银矿床，显现出本区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和巨大的找矿

潜力。矿区经过前期预查、普查工作。为继续查明金矿矿区范围内金矿的分布，增加大洞

沟金矿资源储量同时使其尽快投入开发使用，对河南省洛宁县大洞沟金矿进行更加详细的

地质设计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大洞沟金矿床属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矿体产出严格受断裂构造带控制。Ⅰ、Ⅱ、Ⅲ

号矿体为矿区主要工业矿体，分别斌存于 F1、F2、F3 等含金断裂中。矿体的厚度稳定，

变化系数小于百分之七十，矿体形态呈薄脉状及透镜状，通过综合分析相关矿体的矿体稳

定等五大因素将大洞沟金矿的勘查类型确定为Ⅱ类。本次详查设计遵循“由已知到未知，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稀到密”的总体原则，参照《岩金矿地质勘查规范》DZ/T 0205-2002

中的规范，以普查项目获得的地质资料为依据开展设计工作。

工作上利用地质测量、钻探、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技术方法和手段对大洞沟金矿区

进行详查。工作量有 1：10000地质地形修测 2km2，钻探 7470m，其他各项工作按照详查阶

段的规范要求进行。具体工作部署是对普查区进行 80m×80m 的钻探工程进行控制，探求

332资源量，不足 80m×80m的部分，探求 333资源量。

关键词：大洞沟金矿，详查设计，工作部署，资源储量

第 1章 绪论

1.1目的任务

    工作区大地构造位置属华北地台南缘，华熊台隆熊耳山隆断区，花山—龙脖背斜构造

核部南侧，在前期的普查基础上已完成 550 米的钻探工作量。为继续查明金矿矿区范围内

金矿的分布，增加大洞沟金矿资源储量同时使其尽快投入开发使用，对河南省洛宁县大洞

沟金矿进行详细的地质设计。

1.1.1目的

对经过普查工作所获得的具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详查区,进行大比例尺地质填图,通

过有效的物探、化探工作及系统的取样工程,基本查明地层、构造、岩浆岩特征,控制矿体

的总体分布范围及主要矿体规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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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状，基本确定矿体的连续性,基本查明矿石的物质组成、矿石质量、矿石加工选冶

技术性能和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对可供综合利用的共伴生矿产进行相应的综合评价,估算

主矿产及共伴生矿产的资源储量,进行可行性评价,确定矿床是否具有工业价值及能否开

发利用,推荐勘探区范围,为编制矿区总体规划及矿山建设项目建议书提供依据。

1.1.2 任务

通过对近几年地质普查工作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充分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大

比例尺地质测量、钻探、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技术方法和技术手段对大洞沟金矿区进行

详查。基本查明成矿地质类型，矿区（床）主要构造的类型、性质、数量、规模、产状、

复杂程度以及对矿床（体）的控制和破坏作用等；通过对地质、矿石质量、矿石加工选

（冶）技术条件、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综合勘查与综合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为矿山设计以

及生产需求提供依据。

1.1.3 主要工作量

1：10000 地质地形修测 2km2，钻探 7470m，其他各项工作按照详查阶段的规范要求

进行。 

1.2位置交通及工作区范围

工作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部，洛河中游，居北纬 34°05′～34°38′，东经 111°08′～

111°49′之间。东与宜阳县接壤，南与嵩县、栾川县为邻，西与卢氏县、灵宝市相连，北与

三门峡市陕州区、渑池县比肩。东西长 64 公里，南北宽 59 公里，总面积 2306 平方公里，

占洛阳市总面积的 15.2%。洛宁县境内交通干线为郑卢高速由东至西贯穿，郑州至卢氏公

路（省道八官线），洛宁至三门峡、栾川的省道三邓线、洛宁至宜阳（省道安虎线）、洛

宁至渑池（洛渑路）。县城通往各乡（镇）有班车和公交车，群众出行比较便利。从洛宁

驾车 40 分钟可到洛阳市区，洛宁距洛阳 80 公里，省会郑州 215 公里，周边 300 公里以内

有西安、运城、三门峡、郑州、洛阳等大中城市 20 余座。3 条省道穿境而过。距陇海铁路

66 公里，连霍高速 60 公里。300 公里内有洛阳机场、郑州新郑机场、西安咸阳 3 个民航

机场。

表 1-1 大洞沟金矿采矿段范围拐点坐标（西安 80）

西安 80坐标系
范围 点号

X Y
面积 km2

1 3787822.79 37546007.50 

2 3787838.42 37549079.33 

3 3787530.22 37549080.93 

河南省洛

宁大洞沟

金矿采矿

证范围 4 3787529.42 37548927.33 

21.2317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118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9740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9741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9556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964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549740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963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88027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550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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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785865.50 37548936.04 

6 3785835.50 37549089.85 

7 3784972.70 37549094.35 

8 3784966.58 37547916.44 

9 3783918.88 37547921.75 

10 3783924.99 37549099.76 

11 3783216.28 34549103.57 

12 3783212.27 37548335.16 

13 3782287.87 37548339.97 

14 3782276.24 37546034.75 

15 3784125.16 37546025.74 

16 3784114.14 37543720.92 

17 3786887.36 37543707.99 

18 3786898.38 37546012.11 

1.3 自然地理和经济概况

勘查区位于熊耳山北坡，地势南高北低，其南面为熊耳山脊，同时也是区内分水岭，

海拔标高为 1600m～2000m，北面为洛河盆地，海拔标高为 300 m～400m，相对高差较大，

切割比较深，属于中低山地形。该区属黄河水系，洛河的Ⅲ级支流五龙沟、庙沟岩沟、七

里坪沟、青岗坪河，由南向北流入洛河。据洛宁县长水洛河水文站观测，洛河最大流量

1250m３/秒，最小流量 0.16m3/秒，平均流量 26.39m3/秒。洛宁县年平均气温 13.7℃，最

高气温 42.1℃，最低气温-21.3℃，最高气温在七、八月份，最低气温在 1～2 月份。年平均

降雨量 600mm，雨季多集中在 7、8、9 三个月，年平均无霜期 216 天，降雪期一般为 11

月～来年 3 月。洛宁气候宜人，四季分明，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据洛阳地震台资料，矿

区处于地震活动区，洛宁县属地震烈度 5 度以下。

当地经济以农业为主，粮食一般能够自给。工业基础薄弱，仅有小型工业及手工业，

劳动力充裕。近几年矿业的发展使得当地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

矿山、农副产品、水电、劳动力等资源优势进行经济发展。洛宁县有张村水力发电站，并

与洛阳并网，现 35 万伏高压线架至矿区，并建立有变电所。洛宁县内河流众多，有丰富

的水力资源，洛河纵贯全县。矿区供水靠矿区内上宫河和开采部分地下水可以满足矿山需

要。

截至 2013 年，洛宁县已发现金、银、铅、铜、铁、钼等各类矿产 29 种。其中，黄金

保有金属量 77 吨，远景储量 300 吨以上，是中国黄金生产基地县；银保有储量 2100 吨，

铅保有储量 50 万吨，银、铅远景储量分别为 5500 吨和 140 万吨，是中国三大白银生产基

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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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往地质工作简况、近期工作简况及开采情况

1.4.1 以往地质工作简况

1.4.1.1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该区的地质工作程度较高，较系统的地质矿产调查开始于 1956 年。现分述如下：

1.1956～1957 年，秦岭区测队二分队在本区进行过比例尺为 1∶200000 的区域地质测量，

且配有土壤金属量测量和重砂测量。1965 年出版了 I—49—ⅩⅥ（洛宁幅）地质图及其说

明书。

2.1960 年，省地质局 03 队在本区的东部进行过 1∶100000 区域地质填图工作。

3.1978～1979 年，河南省地质局的地质三队在熊耳山地区开展 1∶50000 水系沉积物测

量，1980 年提交了《河南省熊耳山地区水系沉积物测量报告》及有关图件。

4.1978～1982 年河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调查队在洛宁县的南部进行了 1∶50000 区域地

质调查，编有《河南省洛宁县南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及有关图件。

5.1982～1988 年河南省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调查队完成了地矿部科技 82092 项目《豫

西地区成矿地质条件分析及主要矿产远景预测报告》。

6.1986 年～1988 年，由河南省地矿厅第一地质调查队及岩石矿物测试中心提交了《地

矿部“七五”重点攻关项目：秦巴地区重大基础地质问题和主要矿产成矿规律研究——Ⅳ-5

熊耳山地区蚀变构造岩型金矿成矿地质条件及富集规律研究报告》。

7.1993 年河南省地矿厅第一地质调查队历时三年完成国家重点黄金科技攻关项目《熊

耳山北坡金矿地质特征及远景预测研究报告》。

1.4.1.2 矿产地质工作

1.1991～1996 年 11 月，河南省地矿厅第一地质调查队提交了《河南省洛宁县吉家洼

矿区金矿普查地质报告》，提交金（C＋D＋E）级金金属量 5379kg，矿石量 775614t。

2.2001-2004 年，河南省洛宁大洞沟金矿在外围开展金矿普查工作，共发现含矿断裂带

数十条，在 WF1、WF7 含矿断裂带中共圈出金矿体 3 个，计算 C+D＋E 级表内矿石量 90015

ｔ，Au 金属量 859kg；表外矿石量 80509ｔ，Au 金属量 227kg。

第 2章 区域地质及矿产地质特征

2.1 区域地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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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地区是国内重要的产金基地之一,熊耳山地区则是豫西金矿的主要成矿带，以独

特的成矿地质背景和丰富的资源储量而著称。河南省上宫-大洞沟矿集区位于华北克拉通

南缘熊耳山地区，夹持于北西西走向的三门峡-鲁山断裂与栾川断裂之间[1]。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是太古宇太华群中下部的石板沟组、龙潭沟组及龙门店组，还有

中元古界熊耳群许山组以及少部分第四系，岩性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片麻岩、

斜长角闪岩及斜长浅粒岩等。区内出露的新太古界太华群片麻岩结晶基底、中元古代熊耳

群火山岩及少量的中元古界官道口群碳酸盐岩等组成的盖层，构成具典型层序地层双层结

构。大洞沟金矿床主要赋存于太华群龙潭沟组地层内。

区域基底太华岩群经历了多期次复杂褶皱变形，早期为近东西向倒转平卧褶皱，晚期

则为一系列轴向近南北的大型开阔的倾伏背、向形构造和弧形褶皱束[2]。这些褶皱构造在

平面上近平行排列。断裂构造主要有 4 组:以近东西向、北东向为主，其次为近南北向和

北西向。主要区域性断裂有洛宁山前断裂带和马超营断裂带。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而频繁，自太古代、元古代到中生代都有表现，具有多旋回、多期

性特征[3]。以中生代燕山期斑状花岗岩浆活动最强烈，包括花山花岗岩体、东山底金山庙

花岗岩体等大的岩基和花岗斑岩、正长斑岩等脉岩。

区内矿化蚀变发育，主要有硅化、碳酸盐化、褐铁矿化、绢英岩化等蚀变，金属矿化

有金、银、铅、铜等，局部可见弱黄铁矿化、金矿化、硅化、弱褐铁矿化。

2.2 矿区地质特征

    大洞沟金矿床地处华北地台南缘、华熊台隆熊耳山隆断区。矿床东邻虎沟金矿床，南

邻干树、青岗坪金矿床。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位于康山-七里坪断裂与洛宁山前断裂之间，

岩浆活动频繁，岩石蚀变强烈，成矿地质条件优越[4]。

2.2.1 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太古界太华群石板沟岩组、太华群龙潭沟岩组、中元古界熊耳

群许山组及零星分布的第四系。太华群石板沟组和龙潭沟岩组为矿区主要赋矿层位。

新太古界太华群石板沟组（Arsb）大面积分布于矿区北东部，主要岩性为角闪斜长片

麻岩、斜长角闪片麻岩、斜长角闪岩等。片麻理产状倾向南西西或北西，倾角 38°～66°；

龙潭沟岩组（Arl）分布于矿区西部，主要岩性为黑云斜长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等，

片麻理产状倾向西或南西，倾角 32°～53°，与上覆熊耳群呈假整合接触。

中元古界熊耳群许山组（Pt2x1）分布于矿区南部，主要岩性为安山岩、杏仁状安山岩，

以角度不整合覆于太华群或古元古界片麻岩上，多呈港湾状或半岛状。

第四系（Q4）：分布于沟谷底部，平缓坡地及地形低凹处，以残坡积物、松散砂砾石

为主，次为砂质亚黏土、亚砂土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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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构造

2.2.2.1 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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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洞沟矿区位于花山-龙脖背斜，其背斜的核部为太古界太华群地层，背斜的两翼由

熊耳山火山岩组成，属于盖层褶皱。矿区所在位置所含褶皱分别为：其一为一个平卧-倒

转褶皱，近东西向；其二为同斜倒转背形构造。

2.2.2.2 断裂

矿区内构造发育以断裂为主，具有多期次多阶段活动的特点，与成矿具有密切关系。

大洞沟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明显，按其展布方向可分为近南北向、北东向、北西向以及近

东西-北东东向共四组，其中主要以近南北向与北东向为主。

近南北向断裂主要分布于矿区中部及西部，主要有 F1、F2、F3、F4、F6、F7 等多条

断裂，其中 F1、F2、F3 为主要控矿断裂，出露长度 64～3320m，宽 0.10～6.25m，局部达

30m，总体走向近南北，局部为北东向，东倾，平均倾向 95°，倾角 50°～89°，局部直立

或反倾[4]。

北东向断裂分布于矿区的北部和南部，主要有 F27、F29、F31、F11

北西向断裂分布于矿区的西北部与西南部，主要有 F5、F9、F13、F30、F32，其中 F5

长度最大。

2.2.3 岩浆岩

区内熊耳群火山岩系广泛分布，辉绿岩及辉绿粉岩等脉岩也较为发育，它们多侵人太

华群地层中，呈岩脉、岩株状，以近东西向产出，并被含金断裂穿切，系成矿期前岩浆活

动产物。区内地表未发现酸性岩体，但考虑到矿区多个钻孔中均见到二长花岗岩和钾长花

岗岩，且临近矿区的曹嘴沟、巧女寨等处均有燕山期斑状花岗岩株出露，推测深部可能有

隐伏花岗岩体[5]。

2.2.4 围岩蚀变  

矿床围岩蚀变类型复杂多样，主要蚀变有硅化、钾长石化、绢云母化、黄铁绢英岩化

等。围岩蚀变蚀变分带现象明显，自矿体中心向两侧，蚀变类型和蚀变强度均具有基本对

称的分布特点，矿体中心为蚀变最强烈的地段，两侧逐渐减弱[6]。由矿体中心向围岩方向

依次为硅化、钾长石化(绢云母化)→黄铁绢英岩化→钾长石化→绿泥石化→萤石化→碳酸

盐化，与金矿关系最为密切的蚀变为硅化、钾长石化、黄铁绢英岩化[7]。

[1]硅化

硅化是最为常见的围岩蚀变类型，多沿断裂或裂隙充填交代形成石英细脉或网脉，石

英呈中细粒，无色、灰白色或乳白色，油脂光泽，主要发育在蚀变带的中心部位，往往形

成密坚硬的岩石，是金矿体的直接指示标志[8]。矿区中的硅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

期石英基本不含金，中期石英形成于主成矿期，与金矿化关系最为密切，是最主要的载金

矿物，晚期石英因形成于矿化晚期而含金性较差。

[2]钾长石化

区内钾长石化可分为早、晚两期，其中早期钾长石形成于成矿期前，晚期钾长石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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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主成矿期。呈暗红色或肉红色，中细-粗粒结构，其中晚期钾长石含金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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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绢云母化

绢云母化在整个构造蚀变带中广泛发育，具多期、多阶段特征，丝绢光泽，主要呈薄

片状或细鳞片状集合体出现，局部受构造作用影响具定向排列特点，与金矿化有一定联系。

[4]碳酸盐化

碳酸盐化发生于成矿过程的最晚期，是矿化阶段结束的标志，主要包括方解石化和铁

白云石化两种，晶粒粗大，晶形较好，多以方解石或铁白云石细脉、网脉的形式产出于断

裂破碎带顶底板附近或后期的次级裂隙中，局部见有切穿矿体现象。

[5]绿泥石化及高岭土化

主要分布于蚀变带外侧的围岩中，绿泥石化多呈脉状或鳞片状充填于岩石、矿物裂隙

中，主要由围岩中的角闪石及黑云母蚀变而来；高岭土化在金矿体的下盘较为发育，多由

长石类矿物低温蚀变而成，表现为岩石的褪色、破碎现象。常与绢云母、方解石及铁白云

石等紧密伴生，与金矿化关系不大。

2.3 矿床地质

2.3.1 矿体特征

金矿体主要受控于近南北向、北东向断裂构造，其中Ⅰ、Ⅱ、Ⅲ号矿体呈半隐伏状，

在走向上、倾向上均具分支复合特征，分别受控于 F1、F2、F3 断裂带，为矿区内主要工

业矿体。矿体形态呈薄脉状、透镜状或不规则状，倾角 65°～85°，局部近直立，部分矿段

出现反倾现象，经工程验证，Ⅰ、Ⅱ、Ⅲ号矿体在中深部已复合为一个矿体，矿体规模增

大，品位有明显增高的趋势[9]。

大洞沟矿段 F1-Ⅰ矿体:分布于 3～23 线之间，矿体地表矿化较连续，赋存标高为 931m～

565m，走向长约 410m，倾向延深近 350m。矿体形态呈透镜状或不规则薄脉状产出，走向

及倾向均呈舒缓波状，局部出现反倾现象。在 760m 标高以上呈东倾，以下为西倾，但总

体为东倾。矿体走向 180～195°，平均倾向 95°，倾角 70～85°，平均倾角 76°。

大洞沟矿段 F2-Ⅱ矿体:分布于 11～20 线之间，地表矿化较差，矿体赋存标高为 1003m～

564m。矿体走向长约 215m，倾向延深约 305m。矿体形态呈薄脉状及透镜状，走向及倾向

呈舒缓波状。矿体倾向 80～115°，平均倾向 95°；倾角 60～75°，平均倾角 72°。总体东倾，

局部反倾。该矿体自上至下呈楔形延深，倾角渐缓，厚度渐大，并向南东侧伏，侧伏角为

68°左右。

大洞沟矿段 F3-Ⅲ矿体：分布于 3～16 线之间，矿体地表矿化较连续，走向长约

320m，倾向延深近 220m。矿体形态呈透镜状或薄脉状产出，走向及倾向均呈舒缓波状，

局部出现反倾现象。总体为东倾，矿体走向 180～210°，平均倾向 95°，倾角 70～85°，平

均倾角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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