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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造体系多级控矿问题

刘 迅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提 要 构造体系多级控矿作用是构造体系控矿的重要规律之一
,

对它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实

际意义
。

本文主要探讨了构造体系多级控矿的基本概念和与其有关的若干间题
,

通过对贵州大酮喇

汞矿田和江西武山铜矿田构造体系多级控矿作用的分析
,

建立了控矿构造模式
。

关钮词 构造体系 多级控矿 贵州大碉喇汞矿 江西武山铜矿

1 构造体系多级控矿的基本概念

众听周知
,

构造体系是指那些具有成生联系的各项构造形迹彼此按照一定的款式相互配

合而组成的整体
。

它们的产生
,

是在地壳中一定的范围内
,

发生 了一定方式和方向运动的结果
。

这就决定了构造体系的构造成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

即所谓的
“

血缘
”

关系
,

这种联系性是有规律

的
。

因此我们研究构成一定型式的有规律的构造体系特征
,

就可以在广泛的实际意义上提供一

种得力的帮助
。

多年来的普查勘探实践表明
,

我国已知的重要矿区的分布大都落在若于地带
。

那些地带是

和第一级的重要构造带大体一致的
。

就是说
,

已知矿区分布的集中带是受到几个第一级大构造

带的控制
。

有些构造带是单独存在的
,

有的是与其它构造带相复合的[lj
。

受到第一级构造带或

构造体系控制的大矿区
,

可以分为如下几个不同地带
。

a 、

属于巨型纬向构造体系的阴山
、

秦岭
、

南岭地带
;

b
、

南北向第一级褶皱带
,

已知最重要的如川滇经向构造带
;

c 、

中国东部走向北北东 (北东 )一南南西 (南西 )的隆起褶皱地带
,

即新华复系构造带 ;

d
、

青藏歹字型构造体系展布的范围内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隆起褶皱地带
;

e 、

北西向第一级褶皱带
,

包括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域系和河西系构造带 ;

f
、

巨型或大型山字型构造体系展布地带
,

如淮阳山字型构造带
。

这些地带显示了不同类型的第一级构造带或构造体系对大矿化带或成矿区的控制作用
。

从地质力学的观点来看
,

这些地带是我们今后在考虑找矿方向时值得重视的间题
;
从部署某些

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来说
,

它们的控制作用是属于战略性的
。

在全国范围内
,

除上述若干第一级大构造带或构造体系之外
,

一般在一个地区占有主导地

位的构造形迹
,

在它所属的体系中
,

列为第一级构造
,

规模较小的列为第二级构造
,

规模更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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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第三级构造
,

依此类推
。

通常区域构造体系中不同规模构造对矿产分布的控制作用是
,

构

造体系所属的第一级构造
,

往往控制成矿带的展布
,

第二级构造通常决定着矿区或矿田
,

第三

级和第四级构造则一般制约着矿床和矿体或矿脉
,

即中
、

小型构造控制的规律
,

是属于战术性

的
。

不同等级的构造体系或构造形迹之间
,

彼此具有成生联系和挨次控制关系
,

因此它们对矿

产的分布也就起到了多级控制的作用
。

我们可以把一个地区形成的某种类型的构造体系看作是一幅统一的应变图象
,

反映区域

应力活动的各项形变与反映局部应力活动的各项形变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前者是起源于

区域性构造运动的
,

是主导的
;后者是由于区域性构造运动所引起的局部构造运动决定的

,

是

派生的
。

前者主要由第一级
、

初次构造形迹组成
,

但也有时包括一部分低级
,

初级构造形迹
;
后

者一般都属于低级
、

再次的构造形迹
。

虽然不同级别和不同序次的构造体系或构造形迹
,

对矿

产分布的控制关系
,

往往具有相对的意义
,

但这种多级控制作用可以认为是普遍存在的
。

2 贵州大碉喇汞矿 田构造体系多级控矿特征

湘黔边境是我国著名的汞矿成矿区
.

汞矿带大致呈北北东平行展布
。

该区为新华夏系护皱

地带
,

北北东轴向非常发育
,

常构成诸大背斜山地
,

其间伴有走向冲断层
。

汞矿带沿北北东褶皱

及冲断层延伸
,

并受其控制
。

其中凤
一

晃汞矿带的分布受该区新华夏系北北东轴向的凤晃大背

斜的控制
。

这个汞矿带由三个矿田和数个矿床
、

矿 (化 )点组成
,

总体上呈北北东方向展布在凤

晃大背斜的西翼
。

显然
,

新华夏系北北东向凤晃大背斜对该矿带起到第一级的构造控制作用

(图 1)
。

而矿带中的大铜喇
、

万山
、

酒店扩三个汞矿田均分布于北北东向大背斜西翼形成的半

背斜—北西西向横跨褶皱轴部附近的南翼
.

其间距大致相似
。

李四光早就指出
,

这类半背斜

或半向斜的形成问题
,

是否与走向北北东的褶皱有成生的联系
,

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间题川
。

长

期以来
,

对于这个间题曾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认识
,

诸如
: a 、

认为这种横跨褶皱是早于新华夏系

形成的东西向构造¹ ; b
、

认为这种短轴背斜实际上是东西构造带的三级成分—即北东和北

西扭断层一侧分支褶皱
,

复合或横跨在一级构造新华夏系大背斜的西翼之上阁
; c 、

认为这种横

跨褶皱处于大背斜西翼被其南
、

北两个左型扭动的北东东向断裂切割的地块内
,

在受到区域南

北向挤压作用时
,

该地块产生了一个派生的北东东一南西西的反扭应力场
,

从而导致北西西向

横跨褶皱的形成º 。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

但也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

本文暂采用笔者一

贯地看法
,

即认为这类北西西向褶曲
,

事实上大都是 由于北北东褶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
,

岩层

不能沿走向自由伸展或形变不均匀时
,

遂使大背斜的上部岩层形成反复褶曲的横跨褶皱 [4j
。

这

种解释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大背斜及其两侧的平行摺皱轴
,

在走向上都呈现出明显的波状或
“

s,,
型展布

。

也有人将这一观点说成为横跨褶皱乃是轴向北北东的凤晃背斜北西翼上的次级
“

裙

边
”
褶 曲» 。

当然
,

这种解释并不能看作是十分合理 的
,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形成的机理
.

由于篇幅有限
,

本文对此不拟作进一步阐述
。

根据这一认识
,

该区与北北东褶皱近于直交的横

¹ º
、

» 参见贵州冶金地质一队
,

情况交流
,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总第十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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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下白翌统 2
.

下奥陶统 3
.

寒武系 4
.

震旦系
5

.

上板溪群 6
.

背斜 了
.

向斜 8
.

半背斜

9
.

半向斜 10
.

北北东向压(扭)性断裂 11
.

北东

向压 (扭)性断裂 12
.

断裂 13
.

地质界线 14
.

汞

矿田

图 1 湘黔边境新华夏系构造与汞矿田分布简图

(据贵州冶金地质一队资料改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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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褶皱
,

即属于新华夏 系第二级构造的北西

西 向半背斜决定着汞矿 田的分布
,

它具有第

二级的控制意义
。

在大铜喇矿 田内
,

各局部矿化带 (矿床)

的分布为北西西走向
,

彼此间构成有规律的

雁行排列
,

各矿化带 (矿床 )之间具有大致相

等的平面距离(图 2)
。 。

它们的产出与矿田内

呈北西西分布的褶皱轴极相吻合
。

从矿田横

剖面图上
,

可以看出
,

( 复含矿层构成的每一

个褶皱轴部
,

都有一个矿化富集带 (矿床 )赋

存 (图 3 )
。

这些矿化带受北西西向第三级褶

皱构造的控制
,

而这类较低级褶皱的形成主

要是在北西西向的横跨褶皱即半背斜或半向

斜的控制下
,

在其褶曲层 内部发生的次一级

的反覆褶曲
。

很明显
,

它们应属于第三级的构

造控制作用
。

应当说明
,

大铜喇矿 田控制矿床或局部

矿化带的较低级褶皱
,

其分布不仅呈北西西

向相互具有平行斜列的特点
,

而且还大致显

示出往西撒开
、

往东收 敛的趋势
,

构成一个

帚状构造¹ À
,

表明它们有可能受到区域北东

向断裂反扭活动的影响
。

对于每一个局部矿化带或矿床中
,

矿体

或矿化富集地段的形成和分布所受到的更为

低级的构造控制作用
,

可以从矿 田范围内局

部矿化带或矿床含矿层 ( 复顶界构造等高线

所显示的有规律的褶曲带
,

以及每一褶 曲带

所控制的矿体分布形式 (图 4、 5 ) ,

获得清晰

地反映
。

如图 4大铜喇矿田回龙溪矿床形成

一系列北西向雁行排列的褶曲或小背斜和图

5 由这些小褶曲或小背斜控制的矿体亦呈雁

行排列
。

大铜喇矿田乃至整个黔东新华夏系褶

带
,

是由不同级别和不同排列方向组合成的多级多字型构造
,

应作为一幅统一的应变图象来看

¹ 何立贤
,

贵州地质科技情况
, 19了了,

第 l一2 期
,

贵州省地质局地质科学研究所
.

º 李继茂执笔
,

情况交流
, 19 7 9 ,

第 2 期
,

贵州冶金地质一队地质综合研究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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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

它们反映出在同一构造应力场中
,

随着边

界条件的逐步变化
,

形成每一级多字型的扭

动方向
,

都大体与包含这些褶皱或褶曲带的

较高一级的褶皱的轴向一致
;
而形成较高 一

级褶皱的扭动方向
,

又大致与包含它们的更

高一级的褶皱轴方向一致
。

对于达到整个 区

域性的扭动方式和方向
,

显然就是形成黔东

新华夏系的南北向反时针扭动
。

因此
,

大铜喇

矿田多级构造体系控矿作用
,

不仅达到三
、

四

级的程度
,

而且它们与新华夏系构造体系有

密切的成生联系
,

控矿构造均属于新华夏系

不同级次的成分
。

如果我们查明了矿田范围

内
,

构造形迹之间的序次和等级以及它们对

矿化的分级控制关系
,

就可以掌握矿床或矿

体的分布规律
,

有效地指导找矿勘探工作
。

3 江西武山铜矿田构造体系

多级控矿特征

图例说明
: 1

.

断裂 2
.

局部矿化带(矿床)

图 2 大确喇矿田局部矿化带 (矿床 )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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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灰岩 2
.

白云岩 3
.

矿化带

图 3 大确喇矿田局部矿化带 (矿床 )分布与褶曲关系剖面图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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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铜矿田位于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大冶一九江成矿亚带之南东地段
,

即丰山洞一城

门山构造成岩成矿带中
,

大冶一九江成矿亚带在区域上处于淮阳山字型构造西翼
,

与山字型西

翼展布一致 (图 6 )
。

丰一城构造成岩成矿带总体呈北西西方向展布
,

而其中的大
、

中
、

小型矿床

和矿点以及与它们有关的岩体
、

岩株等的分布往往是与北东东方向的褶皱和伴生的断裂构造

有关
。

这些北东东向褶皱和有关断裂又是构成瑞昌旋卷构造体系的成分 (图 7)
。

因此
,

丰一城

构造成岩成矿带的展布是受淮阳山字型构造西翼和瑞昌旋卷构造的共同控制
。

在淮阳山字型构造西翼褶带和瑞昌旋卷构造共同控制呈北西西向伸展的丰一城构造成岩

成矿带内
,

根据构造和燕山早期第三阶段中酸性侵入体以及铜铁等多金属矿产的分布
,

大致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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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构造等高线 2
.

小背斜 3
.

断层

图 4 大桐喇矿田回龙溪矿床〔呈层顶界构造等高线示意图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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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划分出 5 个构造岩

浆岩成矿亚带
,

它们与组成

旋卷构造的北东东呈弧形展

布的褶轴相吻合
。

这些成矿

亚带基本上是受旋卷构造体

系褶皱和断裂控制
,

武 山铜

矿田即位于其中之一的宋家

湾一武心构造岩浆岩成矿亚

带中
,

并受宋家湾一武山复

向斜和断裂的控制 (图 8 )
。

武 山矿 田包括北
、

南两

个矿带或矿床 (图 9)
。

北矿

带为块状硫化物矿床
,

矿体

呈似层状赋存于上泥盆统五

通组与中石炭统黄龙组之间

假整合面和黄龙组中下部层

间破碎带以及下二叠统栖霞

组
、

茅 口组之层间滑动面中
,

沿着这些界面形成的控矿构

造
,

笔 者 称其 为层 滑 系 断

裂[5]
。

这种层滑系断裂是在

宋家湾一武山复向斜发生旋

扭摺皱过程中产生的逆冲推

覆或滑脱现象 (图 1。)
,

它属

于第三级构造成分
。

南矿带位于矿 田南部
,

产于武山花岗闪长斑岩体与

二叠系茅口组含碳质灰岩以

上层位至三叠系嘉陵江组灰

岩的接触带及其两侧岩体和

围岩内
,

为矽卡岩型矿床
。

产

于接触带部位的矿体
,

在分

布上与岩体形态相近似
,

平

画) 「牙l

图例说明
: 1

.

矿体等厚线 2
,

断层

图 5 大确喇矿田回龙溪矿床与图 4 相同部分等厚线示意图

F地
.

5 1吕o因ch 姗p of ore be d y of 山e

~
韶 Fig

,

4

面上呈弧形之条带状
,

具膨大缩小
、

分枝复合现象
,

产状较陡
;
产于外带围岩中的矿体

,

常沿围

岩层理呈羽状或脉状分布
,

规模较小
;
产于岩体内的矿体

,

一般呈透镜状
、

长扁豆状
,

呈断续的

条带状或弧形分布
。

南矿带矿体中以产于接触带的 8 号
、

9 号含铜矽卡岩矿体规模为最大
,

其

余矿体规模较小
。

5



第七卷 第三期 地质找矿论丛

图 6 丰山洞一城门山构造成岩成矿带展布范围示意图

Fig
.

6 D ist rib u tio n o f F en g一 Ch e n g str u et u r e
pe tr o 一 m eta ll o g e苗 e z o ll e

岁
, 司
住一卜十一

_

一户犷/
、

力洲卜一丹一百i

图例说明
: 土

.

背斜轴 2
.

问斜轴 3
.

断裂 1
.

外旋扭动方向

图 7 瑞昌旋卷构造简图

Fi g
.

S k etch rna P of the R u ic b a n g vo
r te x s rr u e tur

e

从南矿带 在 Om 和 一

4 0 m 中段主要矿体的形态和

分布特点分析
,

其矿体长轴

方向和排列方式基本可归纳

为两种类型
。

一类是矿体长

轴呈北东东近东西和北北西

向伸展
,

总体分布趋势是在

岩体北半部构成北东东向矿

化带和在岩体西部接触带构

成北北西向矿化带
;
另 一类

是矿体以弧形之长条带状和

以透镜体或长扁豆体呈斜列

式展布
,

总体分布趋势在岩

体东南部和接触带构成帚状

矿化带和在岩体西南部接触

带构成弧形或反
“ s ”

形矿化

带
。

这些矿化带中还包括一部分有关围岩中的外接触带矿体
。

上述南矿带各矿体构成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矿化带
,

基本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控矿构造型式
。

第一类矿化带主要是受北东东和北北西向断裂的控制
,

这与矿 田基本控矿构造型式一致
;
第二

类矿化带主要是由帚状和反
“

s’’型旋扭构造的控制
,

属于瑞昌旋卷构造体系派生低序次旋卷构

造控矿型式
。

这一类低级序旋扭构造系统控矿的例子在南矿带 Om 和 一 40 m 中段都可以明显

看到
。

例如
,

在南矿带一 4 0m 中段所见
,

在岩体东南部有 F :
一 4

、

F 。
一 5 等几条北东东向略呈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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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峪气

助回皿囚幽回因因团团

图例说明
: 工

.

第四 系 2
.

第二 系 3
.

泥盆系一 二叠系 J
.

奥闷系一 石留系 6 燕山期中酸性宕体 6
.

背斜 袖 了
.

问斜釉 吕
.

断裂

9
.

沿江基底断裂带

图 8 手山洞一城门山成岩成矿带构造岩浆岩成矿亚带分布图

F ig
.

8 D is t rl b u t lo n o f t e e to n o 一 m a gm a t一f n le ta 一。匕e n ie s u 。一 be jts 一n tn e f e l 一g 一 C h e l‘9 Pe r r o 一 n l己 一a ll o 匕e n 一e z o n e

形的断裂破碎带展布
,

与其

相适应的还有许多扁豆状及

带状含铜矽卡岩矿体和矽卡

岩捕虏体
,

它们的长轴方 向

和排列方式与其弧形断裂大

体协调一致
,

在总体上呈北

东东 向略往 西北 突 出的弧

形
,

向北 东收 敛
,

往 西 南撒

开
,

构成一个帚状构造型式

(图 1 1 )
。

在这个帚状构造控

制的矿化带 中
,

有南矿带最

重要的 9 号等矿体
。

初步分

析认为
,

这一帚状控矿构造

型式的形成是和武山岩体侵

位时的活动方式相统 一的
,

即以岩体部分为内旋作顺时

针
、

围岩部分为外旋作逆 时

针相对旋扭的结果
。

图例说明
: }

.

矽 卜岩矿体 2
.

含铜黄铁矿体

图 9 武山矿田地质略图

F jg
,

, G e o lo g ica l rn a P of W
u sh a n o r e 一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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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

该区淮阳山字型西翼的北西西向构造带与瑞昌旋卷构造的复合对丰一城构造

成岩成矿带具有第一级构造控制作用
,

旋卷构造撒开端北东东向褶皱和断裂对成矿亚带或矿

田具有第二级构造控制作用
,

而对于矿田内具体的矿床和矿体则受到第三
、

四级构造的控制
。

4 建立构造体系多级控矿模式

在构造体系多级控矿基本理论的指导下
,

通过对每一个具体的矿田和矿床的构造体系演

化和构造控矿机制的深入研究
,

可以建立构造体系多级控矿模式
,

为矿产预测提供依据
。

4
.

1 大铜喇矿田构造体系多级控矿模式(单一体系模式 )

黔东新华夏系褶带

I 级构造成分

北北东向褶皱断裂

l 级构造成分

(横跨褶皱 )

北西西向半背斜

l 级构造成分

北西西向褶皱断裂

W 级构造成万
低序次褶曲带

风一晃汞矿带

l

汞矿 田(大铜喇矿田 ) 局部矿化带 (矿床) 矿体
、

矿化富集地段

4
.

2 武山矿田构造体系多级控矿模式 (复合体系模式 )

淮淮阳山字型西翼褶带带

(((复 合)’’

瑞瑞昌旋卷构造造

III 级构造成分淮 阳山字字

型型西翼北西西 向构造与与

瑞瑞昌旋卷构造东北部复复
ZZZ 生生

口口口

层滑系断裂

(北东东向压扭性 ) 北矿带

l 级构造成分宋家

湾 一武山复向斜及

伴生断裂

班班
、

W 级构造成分分
、

矿床
、

矿体

丰一城成岩成矿带 宋家湾一武山构造岩浆

岩成矿亚带 (武山矿 田)

派 生

旋扭构造
南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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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构造体系多级控矿作用研究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
,

成矿物质的活动和矿床的形成过程是地壳物质运动的组成部分
。

它反映了地壳

运动在构造变形和物质成分上的变化
,

即岩石矿物的形变和相变以及元素的聚集和分散与活

化转移的过程和结果
。

因此
,

关于构造体系控矿作用的研究问题
,

涉及的范围很广
,

诸如地壳宏

观和微观的构造形变
,

乃至岩石矿物微渺的隐藏的变化
,

地壳表层和深部的各种地质作用
:

构

造作用
、

岩浆活动
、

沉积作用
、

变质作用
、

成矿作用
,

以及地壳物质各种运动形式的表征
:

物理的

和化学的变化
、

构造应力场
、

地球物理场和地球化学场的改变等等
。

具体地讲
,

关于构造体系控

矿作用的探讨
,

包括 以下若干重要方

面和 问题
: a 、

构造 体系对矿带
、

矿 田

和矿床 的控制作 用
,

包括典型矿 田和

矿床构造的研究
; b

、

构造体系的规律

性及其控矿作用
,

如构造体系多级控

矿
、

构造体系复合控矿
、

构造体系组 合

形态
、

特定部位和结构面力学性质控

矿 以及构造等距性
、

递 变性
、

方向性
、

分带性和对称性等控矿规律
; c 、

构造

体系演化与成矿作用演化的关系
,

即

构造体系成生发展及活动性与成矿作

用过程 的关系
; d

、

构造体系控矿的应

力场分析和模拟研究以及控矿模式的

建立
; e 、

构造体系岩相带与矿床形成

和分布关系
; f

、

编制构造体系控矿规

律图或矿产分布规律图
,

进行矿产预

测
。

此外
,

构造体系控矿作用还与上地

〔 t : Nl(
( 日P \

说明
:
Q

:

第四 系 T 一 P :

三叠系一 二叠系 P I :

下二叠统

统黄龙组 氏w :

上泥盆统五通组 53 5 :

上志留统纱帽组

C巾
:

中石炭

Mb :

大理岩
S k :

矽卡岩 C u s k :

含铜矽卡岩 Cu Py :

含铜黄铁矿 Cu M t :

含铜磁铁

矿 泌
: :

花岗闪长斑岩 Q加
:

石英 闪长珍岩 Br
:

破碎角砾岩带

图 10 武山矿田北矿带层滑断裂系统控矿示意图

F ig
.

1 0 D iag r a m sh o w in g o r e 一 e o n t r o llin g s rr u et u r e o f th e be d d in s

fa u lt sy ste m in th e n o r th o r e
be lt

,

W
u s ha n o r e一 fie ld

慢和岩石圈深部结构构造及组成成分也有密切联系
。

我们研究构造体系控矿作用的中心任务

就是在地壳运动统一的应力场制约下
,

通过构造体系演化与地球化学和成矿作用之间的关系

纽带
,

探索地壳物质改造和重新分配的过程
,

特别是在构造体系演化中成矿物质 (元素)的生
、

移
、

聚
、

改的规程
,

以期获得关于构造体系与矿产形成和分布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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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断层及编号 2
.

扭性断层

8
.

角岩 9
.

闪斜煌斑岩

图 1 1

r

3
.

破碎角砾岩带 4
.

花岗闪长斑岩 5
.

石英闪长吩岩 6
.

含铜矽卡岩矿体 7
.

矽卡岩

武山矿田雨矿带一 40 m 中段带状构造分布图

Fi g
.

1 1 D istr ibu ti on Of b ru sh str u c tu re si tu a t
ed on 一 4 0m lev el

,

so u t红 o r e be lt
,

W
u sh a n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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