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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钢铁生产形势的发展
,

需要重

新确定东鞍山铁矿露天采场底线标高和采场

境界线
,

对矿山进行改建
。

但在近年矿 生

产实践过程中
,

发现过去几次勘探对矿体空

间形态的圈定
,

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
,

经

上级决定我队进行补充勘探
。

我们在前人工

作的基础上
,

又进行 了地表工作
,

深部补设

了钻孔
。

现将在实践中对矿体空间形态与断

裂构造关系的新认识
,

概述如下
。

一
、

矿区地质简介

矿区位于一轴向北西西
,

向北北东倾伏

的倒转向斜西南翼中段
,

矿体成向南凸起的

弧形
。

出露地层为前震旦系和震旦系的古老

变质岩系
。

矿体赋存在前震旦系绿色千枚岩

中
。

由于岩浆岩的侵入产生了强烈的混合岩

化作用
,

铁矿体下盘有的地段和混合岩直接

接触
。

震旦系地层成角度不整合复盖在前震

旦系地层之上
。

岩浆岩广泛分布于矿区南部

和东南部
。

矿区构造十分发育
,

主 要 以 断

裂的形式出现
。

不同期的断裂构造普遍见有

煌斑岩脉侵入
。

通过本次补充勘探并结合毗

连的西鞍山铁矿床的勘探资料
,

按照构造的

发生时间和成因
,

将矿区主要构造划分为二

级 图
、

表
。

从矿区构造形迹展布特点可以 着 出
、

级构造倾 向相反
,

级构造沿倾斜把

级构造和铁矿体切断
,

表明 级构造比

级构造生成时间为晚
。 、

亚级构造均未切

到震旦系地层 , 且大部分为其复 盖
,

表 明
、

级构造发生在震旦系之前
。

级构造

切断了震旦系地层 寒武系以后地层 在矿区

均未出露
。

从区域的资料来看
,

级构造山

古生代揭开它的序幕之后
,

以中 匕代的燕山

运动表现的最为强烈
。

前震旦系由于来自南北挤压应力 图

岩体通向地壳深部的
‘

性根 ” 部分较大 , 偏中性的侵入休或酸性的浅成侵入体形态较复杂
,

岩体通向地壳深部 “ 生根 ” 部分很小
,

甚至 “ 不生根 ” 。

这可能与岩浆的粘度及围压大小有

关
。

因此
,

锥状和似锥状侵入体多由花岗岩至二长花岗岩组成
,

楔状一指又状侵入 体
、

层 间

岩墙状侵入体以及蘑菇状侵入体多由闪长岩至花岗闪长岩或浅成石英斑岩组成
,

箱状侵入体

的岩石成分则介于二者之间 。

侵入体的出露面积和平面形态的差别 锥状
、

似 锥状
、

蘑菇状侵入休一般易有等

轴或椭圆的平面外形 箱状和层间岩墙状侵入体则有明显的伸长外形 楔状一指义状侵 入 体

以发育的指状分枝为特征
。

在 出露规模上
,

蘑菇状和楔状 一
指叉状侵入体已知都是较 小 的 ,

锥状侵入体在剥蚀不深的条件下 出露面积也较小 箱状和层间岩墙状侵入体在轻微剥蚀的条

件下出露面积可以很大 当然也可较小 似锥状 截头锥状 侵入体轻度剥蚀一般出露而

积总较大
。

地质构造上的推断 侵入体形态严格受地质构造控制
,

因此
,

根据岩体与地质构

造的关系
,

可以帮助我们判别侵入体的形态类型
。

如岩浆在上升中途有重要的不整 合 面 遏

阻
,

则可能形成有明显水平运动的侵入体
, 或似锥状侵入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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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平擦痕
、

擦沟 井被由南东往北西作有 前震旦系
矿 体

、 角的斜冲擦痕切断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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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增长
,

当超过岩石阻抗能力时
,

产生

了东西向的褶皱和走向逆断裂 级构造
。

由于各部位受力不均衡形成力偶作用
,

所以

褶皱和走向逆断裂成弧形弯曲
。

矿体上下盘

都是柔性千枚岩
,

断 裂 表 现的十分发育
。

沿褶皱轴和走向逆断裂的构造虚弱带有岩浆

岩侵入
,

其长轴方向基本为东西 向
,

与褶皱

轴及走向逆断裂方向大体一致
。

岩浆岩的侵

入
,

褶皱和走向逆断裂的形成
,

使南北挤压

应力减弱
,

褶皱作用也就开 始停止
。

随后
,

前震旦系未褶皱的晚期南北挤压

应力又开始递增
,

作用在已形成的东西 向褶

皱和走向逆断裂上
,

南北挤压应力形成顺时

针向的扭力偶 图 猛力作用
,

产生二组

走向北西西至北西的压扭性断裂 级 构

造
,
同时亦伴有岩浆岩侵入

。

断裂面上的

水平擦痕和断体实际位置反映断裂的南西面

向北西西挪动
。

应力场完成它的 目的
,

南北

挤压应力开始减弱
,

地块由活动转为稳定
。

’

震旦系之后
,

特别是到中生代的燕山运

动
,

由于巨大的南北挤压应力又开始作用在

东西向褶皱和走向逆断裂上
,

南北挤压应力

形成反时针的扭力偶 图 作用
,

产生了

一组走向为北东至北北东的压扭性断裂
级构造

,

亦伴有岩浆岩侵入
。

从矿区规模
较大的 级断裂的断裂面上的大量斜冲擦痕

和断体的实际位置
,

反睐了几条主断裂的南

东面都是往北东面挪动
。

矿区位于巨型的天山一 阴山东西复 杂 构

造带东端
,

与辽东华夏一新华夏构造的反接

复合区
。

对矿区产生的各级构造的应力分析

表明 ,

与区域应力场是相吻合的
。

以上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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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的
、 、

级构造
,

构成了矿区的主要的

构造形迹
,

对矿体的控制和破坏起主导的作

用
。

、 、

级构造在慢长的地 质 年 代

中
、, 经历 了长期多次的活动 , 它们出现在同

一空间
,

产生多种复合关系
。

通过 调 查 研

究
,

发现
、

级构造同 级构造呈反接复

合
, 、

级构造呈斜接复合 局部为重接
复合 , 班线构造

、

承袭利用并改造了 级

构造的北东至北北东之张性裂隙
。

以上的三

个构造分级中
, 、

级构造属东西向构造

体系 ,

级构造是华夏至新华夏一套过渡型

的构造体系
。

二
、

矿区构造对矿体的

控制和破坏

恩格斯指出 “ 我们所面对 的盆个自

然界形成一个体系
,

即各种物体的相联系的

总体
, ,’

·

⋯
。

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
,

这就

是说
,

它们是相互作角 的
,

并且正是这种

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
。 ” 《 自然辩证法 》

如前所述
,

矿 区的构造与矿体是 自然界同处

于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之中的
,

那 么
,

矿体

的空间形态与断裂构造的联系怎样呢 从矿

体厚度沿倾斜和走向变化的情况可见
,

它在



空间上是一厚层板状体
, 虽受后期断裂构造

的破坏
,

但仍可显现出基本面貌
。

补充勘探

实践表明
,

在矿区所发育的三级构造中
,

受

级构造控制使矿体呈近东西向的 带 状 分

布
,

并沿北北东向倾斜 级构造与矿体走

向斜接 , 将矿体沿纵向切成三 块 参 见 图
,

由于水平扭动
,

矿块发生平错
,

同时使

号矿体的东部成为现在的 矿体
,

西部成

锥形尖灭 于 剖面以西
。

矿体地表出 露厚
度为 ①和 ②号矿块的各一部分 图

、 。

矿体的东部地表出露厚度比正常矿体的 厚

度大一倍左右 图
、 。

沿断裂破碎带产

生了深侵蚀作用
,

①号矿块 ‘断层以东和 ,

断层以西部分巳侵蚀掉
,

往西可追到同西部

矿体相毗连的西鞍山铁矿床
,

沿此断裂带方

向古河床和矿体间的无矿 “天窗 ” ,

无疑都

是深侵蚀作用的结果
。

震旦系之后 ,

特别是

到中生代的燕山运动
,

本级断裂复活
,

②号

矿块沿断裂面 自南东向北西斜向逆推
,

所以

深部钻孔可见 钻孔穿过 ②和 ③号矿

块厚度的各一部分
,

引起钻孔见矿厚度大于

正常的矿体厚度 图约
。

钻孔只穿过单

一矿块 , 厚度正常 图
。

在 ②号矿块沿断

图 昌 矿区构遭与矿体形态的关系
一 级构造发生后的矿体形态 一 级 构造发生后

的矿体形态 一 级构造发生后的矿体形态
、 、

一

矿休编号 一矿区主压应力方向 一深部掩埋的断层线
一矿块编号 一 出露地表及深部掩盖的矿体界 线 级

构造线及其编号 一 级构造线及其编号 , 级构
造线及其编号 一预计断层发生的位置 一深侵蚀范围

图 矿区 线剖面图
、

图例见图

裂面 自南东向北西斜向逆推的同时
,

还产生

了该矿块沿断裂面反时针向扭动 ,

其扭动轴

在同西部矿体相毗连的西鞍山铁矿床的 剖

面
,

故于西鞍山铁矿床西部和东部断层性质

相反
,

而在本区的表现形式 自西往东断距递

加
,

到 矿体相毗连的二个矿块已断开
,

故

于 剖面 号钻孔打在 ②和 ③号矿块断开处
的千枚岩中 图

、 ,

深部 ③号矿块应当存

在
,

这与原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所做的物

探磁异常是相吻合的
,

但尚待用深部钻孔检

验
。

级构造在矿区十分发育 , 并把矿层切

成三段
、 、

矿体
。

矿层在沿本级

断裂发生阶梯式错动的同时
,

矿体向北东

方向偏转
。



坚持实践第一 ,

加强综合研究

—赣南某钨锡矿深部远景预测工作的几 点经验

江西冶金地质十三 队 章崇真

矿产普查和勘探是一项具有探索性的工

作
。

只有反复实践 ,

反复认识
,

我们才能不

断发展对于矿床地质的规律性认识
,

使普查

勘探工作做得更加多快好省
。

赣南某钨锡矿

就是 因为坚持实践第一 , 加强综合研究
,

胜

利地完成了深部矿化远景的预测工作的
。

该矿区在 年发现后
,

曾经前人多次

工作
,

先后打 了 个钻孔
,

多米坑道
,

均

因见到的脉幅小
、

品位较低
,

未能做出肯定

的评价
。

原江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队上

山进行评价工作时
,

一分为二地研究了前人

的工作成果 ,

认为矿区评价工作的关键在于

对矿体深部的预测
。

为此
,

必须查明容矿裂

隙的生成演化机理
,

掌握有用元素的富集规

, 乙
, 一 , 气

一
一
勺

月‘

图 矿区 线剖面图

吸图例见图

图 矿区 线剖面图

仁图例见图

结 语

多年的开采实践表明 ,

露天开采的鞍山

式铁矿
,

主要是根据矿体空间形态确定采场

境界线
。

但是
,

矿体空间形态往往受断裂构造

破坏而复杂化
,

过去由于矿床构造不清
,

矿

体空间形态亦难准确
。

所 以 ,

一个矿区的勘

探产生几上几下
,

造成浪费
。

我们记取了这
一教训

,

在补充勘探过程中运用地质力学的

观点
,

从调查矿区构造形迹入手
,

对深部又

结合钻孔的资料
,
在实践中加强综合分析

,

查清了矿体空间形态和断裂构造的关系
。

这

样把矿床的勘探同矿山开采紧密的 结 合 起

来
,

为多快好省的开发矿业做出了一定的贡

献
,

在一定程度上把勘探鞍山式铁矿的工作

向前推进了一步
。

参考文献 川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