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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构造及成矿分析的若干观点

近年来
,

关于内生矿床有规律地赋存在

地槽发育的某一阶段的成矿概念 毕里宾
,

,

受到了明显的修改
。

按照个别发育

阶段的表现程度和成矿特征划分出不同类型

的地槽
、

成矿省及活动带 斯米尔诺夫
,

榭

苗诺夫等人
, 甜尔巴

,

突出了独立活化区

和中间地块重要的成矿意义 甜格洛夫
。

为了进一步确立成矿和成矿规律理论
,

在国内外一些研究人员的著述中发展起来的

崭新的大地构造概念引人注 目
。

关于扩展的

大洋底和大陆生长机理的认识 , 得到了贡瓦

纳地质
一
古生物再造方面与磁测

、

地震 及 其

它方面资料的证实
。

因此可以取代统一的
、

但构成颇为复杂的地槽带模型而提出根据板

块构造原则发育的活动带的若干类型
。

关于地壳发育的机理

, 加目护‘州‘ , 户 口 ,, 、

一一
洲洲洲 厂 产、

,

一一
目

了了
尸尸尸

闷卜 , 阳阅

一一犷 , 自、 , 户州 一一 一

兰兰之二荞牟牟
凡凡 , 产曰 ,,

‘ 、 , ‘二口 ,

一 闷卜

, , 奋

板块构造及设想的地宪发育机理

如果说 ,
在构造过程中基本的是以下三

种构造圈板块的水平位移 带 有 海 洋

地壳和超覆 于其上的深海沉积层 , ““ ““““

。 司的板块 , 带有中间地壳 岛弧

或微大陆 的板块 , 带有大陆地壳的板

块 承载大陆的板块 , 那么
,

地壳的发育

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形
。

一
、

一个板块向另一个板块的错动和推

掩可能有六种情况 见附图
。

其中 与

所表示的两个带有岛弧的板块之间
,

或

岛弧与大陆之间的碰撞看来是很少见的
。

这

是因为板块相互接近时海洋地壳的吞并 吸

收 应该停止
,

板块的运动也应暂停
。

显然
,

这种情况短时期内可以发生在两个亘大的大

陆板块连结部
,

或是 由于沿大幅度变形平移

断层而产生的侧部变位所造成
。

对于两个承载着大陆的板块的连结情况

一板块相接近与推下 一 板 块 的 运 动 停

止 一板块的断裂与分开 ’一海洋地 壳 新吞爵

吸收 带的形成
。

人 一两个带有海洋地壳的板块相靠近 产生

岛弧 人 一带有海洋地壳的板块与岛弧 岛弧

的发育 人 一带有海洋地壳的板块与大陆板块

大陆活性边缘岩石圈的增长 人 一两个岛弧的

靠近 人 一岛弧与大陆的靠近 长合 一两

个大陆板块的靠近 一大陆的活性边缘达到海

洋中脊
。

一带有海洋地壳的板块断裂
,

形成海

洋中脊 一 岛弧断裂 大陆峡谷带的 形 成
与大陆个别部分的分离 漂流 一陆缘海中
形成海洋地壳触蚀带 沉积火山地层的倒转 与 变
质 大陆情性缘形成吞讲 吸收 带 陆 源

地层的倒转与变质
,

大陆边缘活化
一带有沉积层的海洋地壳 一岛弧 带有

中间地壳的板块 一大 陆 一海 洋 中 脊
一构造圈饭块的运动方向 一岩流圈的顶界
一火山 玄武溶岩火山

,

安山溶岩火山

的 流纹溶兴火山 一兴桨淮触休 的运动力向



,

设想是大陆以其非活性边椽相接

近
,

一个板块以楔形劈入另一个板块的玄武

层或更高的部位
,

在沉积盖层中造成辗掩构

造和平卧折曲
,

也就是产生山原
。

二
、

在下列几种情况下板块的 运 动 停

止 大陆碰撞
,

同时边椽连结部的变形

达到某一极限 , 由于海洋地壳新吞并 吸

收 带的形成而发生反向运动 见下述
。

所表示的是板块运动停止的一个特殊情

况
,

即大陆的活性边椽 在其增长过程中 达

到中部大洋隆起 现今北美洲的西部
。

三
、

构造圈板块断裂和分开时 , 可产生

三种大地构造方式 见附图
,

其中岛弧断

裂 幻 的情况应该极少
, 因为发生 这种

情况的或然率很低
,

相当于 之比 。一岛

弧宽度
,

一大陆或 丁。 宽度
。

四
、

海洋地壳新吞并 吸收 带的形成

导致新的构造旋回
,

改变造成大陆地壳的方

向
,

引起活动带累积地层的构造位移
。

新吞

并 吸收 带的形成方案可参见附图中 组

的情况
。

在 这个方案中
,

在岛弧的前面可能

活动带的类型及其若本的地质特征 衰

活活动带及其亚带的的 活 动 带 的 特 征征

类类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沉沉沉积及火山作用用 构 造 位 移移

⋯
侵入岩 ··

性性性性 质质 结 果果果

大洋中脊脊 柱斑玄武岩 喷 出物
,,

似乎是块状状 产生大洋中中 超基性岩与与
复复复理层

, 故 及双 “ ,, 一
折曲性性 脊与峡谷带带 基性岩岩

边边边缘部分的远 海沉 积积积积积
物物物

,

板岩建造造造造造

大陆惰性边缘缘在山坡和陆棚上为陆源源 主要是块状状 沉积物固结结 缺缺
复复复理层

,

有时为碳酸盐盐 性 形成海海海海
质质质的 在大陆边缘为近近 渊 冰川谷
海海海含煤建造 蒸发岩类类类类类

。。

山前 坳陷陷 粗砾砾岩 火成碎屑屑 以断裂为主主 以酸性成分分 成分不定的 常常
大大大大 岩

,

熔岩
,

凝灰熔岩岩 的块状性
,,

为主的大陆陆 为酸性的 侵入入
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 上层中沿断断 地壳上层的的 体和小范围的俊俊
活活活 块状 山原原 流纹岩一英安岩建造 口的折曲曲 生长长 入

,

流纹岩 硅硅
性性性性 其次为安山岩一 玄武岩岩岩岩 长岩

、

英安岩岩
边边边边 建造

,

地上火成 建 造造造造 的喷出
,

中性与与

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 基性成分的脉状状由由由 活 性 边边 磨砾层 凝灰岩
,,,,

侵入入
缘缘缘 坡坡 班 双 ,

海海 向大陆陆 远海沉积
, 且 及皿 倒转折曲曲 强烈移位的的 再生的花岗岩岩岩

槽槽槽外坡坡 下面面 “ 酸性成分 凝灰岩岩岩 片岩层
,

片片 浆
,

形成岩基
,,

被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 麻岩岩 混合岩
,

伟晶岩岩下下下下下的板板 向岛弧弧 远海沉积
, 江

。。

块 下面面 中性与基 性 成分分分分分
岛岛岛岛岛 凝灰岩岩岩岩岩

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弧

旬旬旬 岛弧本身身安山岩与细碧岩一 角 斑斑 折曲一块块 借助于喷发发
岩岩岩岩建造 主要含石灰岩岩 状性性 岩而使大陆陆
一一一一

碱性岩石的火山 地 层层层 地壳生长长
。

陆缘海 群岛岛与 江 丫 、

凝灰灰 块状一折折 借助于变位的的
与与大陆之间 岩成互层的远海沉积

,,

曲性性 火山一沉 积 地地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时为海底一三角洲沉沉沉 层而使大陆地地

大陆连结区区 积诱镜体体体 壳生长长
磨磨磨 砾 层层 逆掩断层 推推 无岩浆造山山

暗暗暗 色 岩 建 造造 复大断层
,

沿沿 带 弧形背背
断断断断口析曲曲曲

大陆与大陆地地地 形成峡谷
,,,,,,,,,,,

壳壳板块上的峡谷带带带 块状性性 地堑延伸带
,,

压压压压压协五 么双 压



产生另一个岛弧
。

在 这个方案中
,

在陆
椽海范围内或陆缘海与大陆交界处形成下降

带的过程中
,

可以发生海洋地壳的吞并 吸

收
。

此时应该发生陆椽海沉积物

的强烈位移 倒转
,

变质地层的陆连作用

或向大陆翻卷
。

在这种情况下
,

变质地层活

化
,

即在其范围内岩浆作用复活
。

在 这

个方案中
,

海洋地壳的融蚀可能发生在大陆

惰性边椽附近 , 同时根据沉积物极厚地层果

积区的宽度大小或是在这些地层中 产 生 岛

弧 ,

或 是 大 陆的惰性边椽转变为活性边椽
。 。

活动带的类型及其基本的地厦特征

构造圈板块的位置变动时产生活动带
,

从中可以划分出七种最普遍的大地 构 造 类

个别类型活劝带皿示的规橄 裹

活动带类型
在大地圃周
度数上显示
为规模

大洋中脊 大西洋中脊 东太平洋
中脊

,

印度洋中脊

北美与南美东部边缘
卜洲边缘 北部除外

,
性惰缘陆大边,曰

印度与澳大利亚南部边
绿

,

欧亚大陆北部边缘
,

。

岛 弧

蒸郭赢澎

蒸黝

性活缘陆大边

八咋自比‘几,人产生

发宵

。

陆缘海

日本
,

勘察加
,

新西兰
中国台湾省

,

菲律宾
,

爪哇岛弧 加勒比岛弧

白令海
,

鄂霍次克海
日本海

,

南中国海
,

珊
瑚海 塔斯曼海

大陆连结又 地 中

型 大洋中脊 , 大陆情性 稳定的

边椽 , 包括若干亚区在内的活 化 边 椽

可动的 山坡
,

块 状 山 原
,

山前坳陷 , 岛弧 , 陆椽海 , 大

陆连结区 , 大陆与带有大陆地壳的板块

上的峡谷带
。

根据某 些材料
,

, ,

及其他一些人
,

对上述

划分出来的活动带可以举出沉 积
、

构 造 位

移
、

火山作用与岩浆活动方面 的 特 征 见

表
。

在现代条件下活动带的实例
,

以及

由其长度决定的规模大小 以大地 圆周的度

数表示 均列于表
。

从表 和表 可以看出 , 极厚的海底沉

积物最普遍的堆积条件是大陆惰性边椽和陆

椽海所特有的
。

在前者的范围内形成非火山

的陆源地层
,

在后者的范围内形成火山沉积

杂岩体
。

要注意到一种可能性
, 即在深海槽外坡

的海洋底部堆积的沉积物也可能进入海洋地

壳吞并 吸收 带
。

最核心的内生过程
,

包

括通过再生花岗岩浆的熔化而终了的进来的

沉积物的倒转与强烈变质
,

看来是在下降带

完成的
。

也许正是在被推下降的板块的上部

产生岩基的层状体
。

岩基体内岩浆的结晶应

该发生在比较平静的时期
, 也就是海洋地壳

的吞并 吸收 进展缓慢的时候
。

在活化期

间 , 花岗岩岩浆即沿极深的断口进入构造圈

板块的上层
,

发生分异作用
,

同时为较小范

围的裂隙侵入和酸性火山熔岩的喷溢打下了

基础
。

在实用方面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在上述划

分出来的活动带类型中可 以设想出矿石建造

的若干分布规律
。

以现实论的原则为基础 ,

对 已知的现代成矿区和由于侵蚀作用而出露

地表的浅部新生代矿床分布情况进 行 研 究

时
,

可以粗略地看出这些规律 表
。

板块构造概念在成矿分析方面的后果

加的与大陆与大 铸
地壳板块上

喜马拉稚山脉
海带

东非带
,

红海带
,

的 峡 谷
尔带 格陵兰与北美
区分带

,

马达加斯加
非洲的区分带

如果我们接受上述板块构造机 理 的 设

想
,

则应该看到它用于成矿分析方面可能产

生的重要后果
。



矿石班造在活幼带中分布的集些规伸 衰

待有的矿石建造 新生代矿床举例带带动亚活及

石洁及造大陆活性边 妊岩铜 铝 矿
缘 活性】逮造
边缘坡及块 建造

,

含
锡

铜秒

状山原 踢一钨矿
一

石
银
理

亚利桑那
、

智利
、

秘
鲁及博列欧 加利
淄尼亚 的矿床
科罗一

抖罗 波 托
利及拉拉古 可 玻
西维亚 的矿床

向块状
山原的过渡
带

,

山 低
坳陷

卜变质的疹滤地
层中的 铀 一 钒 袱
床

、

热 液 铀 矿
床及淋滤汕矿床

岛 弧 岩浆型铬矿床及 芝辛洛克矿床及其
小型铜 一镍矿床

·

它 菲律宾
,

日

火山 一
热液 黄 铁 】木及中国台湾省的

矿石建造 块状 矿床 马坦布略及
一
黄铁矿

、

铜
、

矣耳
一

科 布 雷 古
多金属
石建造

,

金矿 己 的柱状矿层

陆缘海 喷气一沉积 与 热
“

黑矿
”

日本
液一沉积黄 铁 矿型的非变质矿床
石 铜

、

多金属
建造

大陆连结区 非变质渗透性陆 切列谦岛的多
山间造山卜原红层中讨 热液 矿化现代益泉

切列谦岛的多金属

坳陷 多金属矿床及其
它矿床

大陆峡谷带 热液一沉积 氧
及碳酸盐锰矿石

红海海槽中的盐油
水及铁

、

锰
、

多金
建造

,

鳞绿泥石一 属层 阿特兰提克
酬绿泥石建造

,

赤铁矿石 铁矿
石 建造

,

铜一
多

金属矿石建造

一
、

应把构造阶段或构造期理解为两个

构造板块 靠近或分开 单一方向运动的时

期
。

在整个时期内
, 沉积

、

构造
、

火山作用

与侵入岩浆作用的某些过程 表
,

以及

相应的内生成矿过程将只在活动带中完成
。

当板块运动方向改变时
,

新的构造阶段或构

漳期开始并导致该地段地壳发育的大地构造

条件发生变化
。

二
、

在地壳相当大的地段内
,

一定的构
造过程及其伴随的其它过程所显示的方向性

与延续时阅取决于构造圈板块运动的条件是

否稳定
。

正因如此
,

所以才易于解释为什么

构造过程方向的历次变化间隔时期的长短极

为不 同 由部分地质时期到几个地质祀
。

三
、

在有安山岩与酸性火山作用和大陆

地壳生长现象的基本活动带
, 以及在岛弧与

大陆活性边椽上发生的沉积
、

火山作用和岩

浆活动均伴随着构造位移
,

也就是说
,

二者

是同时进行的
。

构造位移则因达到下降带的

大型陡倾深断裂的作用而完成
。

四
、

对于板块构造机理的了解
,

使我们或

多或少能有把握地考察出两个构造阶段中地

壳在构造圈板块上的发育状况
,

即接续阶段

与在前阶段
。

为了再现更早阶段 旋回 的显

示条件
,

必须再造岩石圈板块的相互位置并
查明在相应的地质时期内它们的运动方向

。

对成矿分析来说
,

重要的是确定内生过

程在不同类型活动带中显示的性质 表
。

当我们研究了某些类型矿床与沉积一
火 山 建

造及侵入建造的现存关系之后 ,
这一点是可

以做到的
。

对于具有渗滤矿质来源的内生矿

床而言
,

重要的是了解在前一个构造阶段完

成的那些过程
。

因此
,

结论就是 地 质
一

构

造带的多样性及其成因状态是由部分地壳在

这一构造阶段或最后两个构造阶段中的发育

条件所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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