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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旧 矿 区
“

弯 隆 体
”

的特 征 及 其

对 预 测 隐 伏 矿 床 的 意 义
蔡伯君 王成兴

个旧是一个开采了几百年的老矿山
。

对

于这样的老矿山
,

迸一步从构造地质分析入

手
,

丈旧强矿山深部及其外围的综合研究
,

进

而探索成矿规律
,

预测隐 伏 矿 床
, 指导勘

探
,

持续矿 山生产
,

扩大矿区和外围远景
,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

成 矿 因 素

经历年的地质勘探工作证实
,

本区的成

矿控制因素主要是

燕山期酸性岩浆的侵入和基性喷发
,

碱性分异以及各类火成岩的脉动式活动
。

具

体事实是
、 、 、

四个主要矿区
,

都

有花岗岩出露或下伏侵入体
。

显然
,

花岗岩

的入侵解决了矿质来源和与其有关的地球化

学专属性问题
。

有利成矿的地质构造 内生矿床除与

深部岩浆活动有关外
,

还 与地质构造有密切

关系
。

由于地壳运动形成各类构造单元
,

携

带矿质的岩浆源沿构造薄弱带上升
,

并溶汇

围岩的有益组分
,

在有利空间聚集 形 成 矿

床
。

对于外生矿床
,

由构造所形成的隆起矿

区或非隆起矿区的原生矿
,

包括 含 矿 火 成

岩
,

长期遭受侵蚀后
,

提供了砂矿和其他矿

产的物质来源 , 由构造和其他因素所形成的

凹陷区
,

提供了砂矿的停积场所
,

体现了外

生矿床与构造的密切关系
。

本区四大矿区的

内生矿床
,

无不受特定的构造控制
。

东西向

产状有利的部位
。

见矿后 “
顺藤摸瓜 ” 。

根

据岩体 岩相带 形态
、

产状
、

有利岩相带

的宽度
,

垂直预测矿体走向布置方向和线距

都不一致的勘探线
, 用斜孔作稀疏的控制

。

由于此类矿床多为延长延深短 的 单 脉
,

产

状
、

形态复杂
,

常需投入较多的坑探
,

或采

用边采边探
。

二

若隐伏矿床中同时存在表露脉型矿床

的延深矿脉时
,

两者的评价
、

勘探应互相结

合
,

统一考虑
。

一般是加长表露矿的勘探坑

道 戈加深其钻孔
,

顺便完成隐伏矿的评价与
工 探

。

二

坑探常在仃化中心部位迸仃
,

一般只

打一
、

二个中段
,

目的在于检查钻探代表性

及获得应提交的一定比例的高级储量
。

十多年来
,

广大地质工作者通过生产实

践 , 已打破了被洋人和资产阶级 “
权威 ” 视

为高不可攀的隐伏矿床找矿勘探的禁区
。

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

有 所 发 现
,

有所前

进
,

开辟了初步成功的新路
。

钨矿是我国的

富有矿种
,

其储量一直是 名列世界前茅
。

让

我们在大打矿山之仗中
,

在大力寻找铁
、

铜

资源的同时 ,

发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长
。

在

进一步实践中
,

总结经验
,

寻找出更多的矿

产资源
。

本文引用了广东
、

江 叮两省地质
, 、

冶

金地质勘探公 司有关兄弟队的资料
,

谨此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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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区城构造分析

从区域构造结合地貌观察
,

本区北西部

存在一组北西至北北西向大义山式褶皱断裂

带 , 其北东部存在一组北东至北北东向新华

夏式褶皱断裂带
。

两组构造系汇合在个旧北

部形成一个向南突出的构造弧
。

个旧正位于

弧顶东侧
。

该构造弧的外围北西侧
,

北西向

哀牢山变质带和滇越褶皱带延伸到个旧南部

偏东处突然折转为北东走向并膨大而掩没
,

构成个旧南部的又一个外弧
,

弧顶也是向南

突出
。

弧顶的北部
,

是一组强挤压性经向褶

皱一冲断带的脊柱
。

由两弧加一柱
,

组成了一

个开 远 一通 海 山字型构造体系 图
。

张扭性断裂带
,

北北东一北西压扭断裂带
,

凹 兜构造 火成岩边缘的舌状和不规则状局

部凹陷和卷曲部位
, “ ”

形张扭压扭性裂

隙群
,

层间滑动
、

旋扭裂面组等构 造 的 演

化
, 导致形成富锡层间型矿体

, 富含锡的网

脉状细脉型矿体
,

接触带富锡
、

钨
、

铜夕卡

岩型矿体
,

富锡
、

铜
、

铅
、

锌夕卡岩细脉型

矿体和花岗岩接触带凹兜式的富铜
、

锡
、

铂
、

银矿体
。

以上各类型矿床
,

都是本区锡
、

铜
、

铅
、

锌
、

钨
、

秘
、

铂
、

银等不同共生组合的

内生矿床成矿构造控制的演化产物
。

本区的外生矿床
,

例如 矿 区 的 砂锡

矿
、

砂铅锡矿 矿区的砂锡铜矿
、

砂 锡钨

矿
、

砂铅矿 , 牛屎坡砂锡矿 , 风化壳型泥
、

祖
、

被矿
,

都受构造凹陷所控制
,

并与原生

矿有姻缘关系
。

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 , 地质

构造确是控制矿产赋存空间位置的 重 要 因

素
。

有利含矿层位 本区大面积出露下中

生代边缘海相碳酸盐建造
,

其中
,

中三迭统

为主要含矿地层
,

由上至下详细划分为白泥

洞组三层
、

马拉格组四层
、

卡房组六层
。

广

义上说
,

中三迭统这十三层碳酸盐建造
,
只

要其他有利条件 火成活动
、

导矿构造
、

成

矿构造 具备
,

几乎都可以成为含矿层
。

但

按成矿规模和含矿频率来说
,

则以灰质白云

岩和白云岩互层 若
、

受
、

呈

为最有利
。

如果这些层位之上有泥质灰岩或

富粘土质岩层的盖层
,

则更为有利
。

因此
,

有利含矿层位是矿床赋存的载体
,

也是控制

成矿的重要因素之一
。

以上诸因素
,

是多年来已被勘探证实的资
成果

,

是非常宝贵的
,

这些成矿因素应用于 、 万
,

一丫一 士一一了
‘

二丁
‘ ’ 一

’
一

三
‘ ’ · ‘

一

一几叭
‘

已知矿床也是成功的
。

但是
,

本区 火 成 活 汉份

动
、

地质构造和含矿层位普遍存在
,

如何把

分散的因素组合成有内在联系的成矿控制构

造体系
,

并从已知矿区的规律
,

按综合类比

方法去发现类似的体系
,

以便预侧隐伏的有

希望的新矿区或新矿床
,

使找矿勘探更带主

动性
,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

本文将着重论述

这个问题
。

个旧构造体系和
“

弯隆体
”

特征

文山

质

评材 沙
图 开

一

通山字型构造 据李四光

该山字型构造不仅影响了中生代地层 ,

而且也使前古生代地层的哀牢变质带和滇越

褶皱带受了波及
,

致使走向折转形成向南凸

出的构造弧
。

山字型构造的脊柱与经向构造

重接复合的结果
,

使脊柱北延超出了山字型

两翼展布范围
,

南延超过了弧顶
。

弧顶出露

了个旧花岗岩和 白云山式地堑和张压断裂
,

更显示了这一字山型构造的标型特征
。

个旧

矿区的构造体系
,

就是在这一山字型构造影

响下形成的
。

二 个 日矿区构造力学分析

如上所述 ,

开一通山字型构造的南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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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穿透了弧顶而贯穿个旧南北
,

成为个旧矿

区的骨干构造
。

这一组由东西向水平压力和

垂直于水平方向的压应力所产生的经向挤压

构造带
,

由于受到东翼北东向扭力的牵引
, 、

致使轴部的走向有所偏转而呈北北东向
。

如

五指山复式背斜及个旧大断裂
,

都有这种表

现 图
。

眨习 区困 王困

图 个旧矿区构造略图

一弯隆体 一经向挤压构造带 一向斜

其次
,

在斜交于东西向水平压力方向产

生一组 “ ” 型扭裂面和南北向的垂直于 压

力方向产生一组东西向张裂面
。

前者成为个

阳四大矿区北东
、

北西向矿脉控制构造 , 后

者成为东西向矿脉的控制构造
。

部份东西向

断裂 如白沙冲
、

对门山
、

老阴山
、

老熊碉

冲
、

白龙等断层
,

因为南岭纬向构造带复

合迭加而有所加深
,

所以在个旧大断裂以东

出现几条较大的东西向张扭断裂带 图
。

这些断裂带比一般张裂较深
,

具有先张扭后

压扭的性质
。

局部还有早晚期基性岩侵入和

基性喷发 如麒麟村
、

矿区
、

矿 区
,

多数形成深谷
,

上部张裂性浅成矿脉早已侵

蚀破坏殆尽
,

给砂矿提供了材料
。

故区内较

大的东西向张扭断层往往不如中小型东西断

层有利
。

在挤压后期
,

因围岩过渡褶曲
,

使五指

山复式背斜顶部
,

也产生了一些平行个旧大

断裂的南北向张断裂
。

在复式背斜侧部产生

层间褶曲和层间滑裂面
,

有时间有羽状裂隙

和劈理等细部构造
。

后者成为个旧矿区最有

代表性的 “ 层 间矿 ” 和 “ 层脉相交矿 ” 的成

矿控制构造 图
。

以上是个旧本区 东区 构造格局和主

构造与成矿构造的相互关系
。

当然
,

这种关

系不可能是单线的
,

而是彼此牵制
,

互相穿

插
,

错综复杂的
。

至于个旧西区
,

由于受山

字型构造东翼的北东向张扭力影响较大
,

故

新华夏式构造系极为发育
,

北东
、

北西向构

造次之
,

自成一个体系
,

与东区截然不同
。

三 个 旧矿区成矿控制体系 —
“ 弯

隆体 ”

如图 所示
,

个旧四大矿区所 在 的 东

区
,

是由一个南北向的个旧大断裂和 与之垂

直的一组东西向断裂所组成
。

由北向南分割

为几个大长方形块体格局
。

每个格局内包含

无数北东
、

北西
、

东西向断裂和层间裂隙等

次级构造
,

成为有利成矿空间
。

由于东西向

大断裂是先张后扭压性的
,

所以各格局内
,

北

部有一由东向西的作用力
,

南部有一由西向

东的作用力
,

合成一个旋扭运动的角速力
,

在旋轴一带便产生质量亏损的负异常
,

使中

小型岩体大量乘虚而入补偿其亏损
,

拱起地

层
,

侵入体先贯入后受拦截
,

形成个旧矿区

独特的 “ 弯隆体 ” 成矿控制构造体系
。

其特

征是

每个
“
弯隆体 ” 多半由两个以上小

隆起构造所组成
,

并由南北向个旧大断裂和

两组东西向断裂组成的长方块休格局所控制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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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格局内的北西
、

北东
、

东西向

断裂和层间裂隙等次级成矿构造和岩性展布

都由 “ 弯隆体 ” 所主宰
,

并包纳在
“

弯隆体
”

之中 ,

每个 “ 弯隆体 ” 内
,

都存在无数峰

波状隐伏花岗岩隆起
,

而花岗岩各个峰波都

有上部岩层的小弯隆构造或大弯隆构造相对

应
,

并为成矿最有利的地段 图

矿区

黄一老 “ 弯隆体 ” 位于个旧大 断 裂 东

侧
,

北有东西向背阴山冲断裂
,

南有东西向

老熊碉冲断裂
,

组成一个长方形块 体 的 格

局
。

出露地 层 为 中三迭统 资一 犷和

孟一 等层位
,

在岩性展布 上 显 示

一个穿隆特征的大环状构造
,

大环之中又包

含有黄茅山一塘子凹及蒙子庙一竹叶山两个

小环状构造
,

组成黄一老 “ 弯隆体 ” 。

展布
面积东西向 公里

,

南北向 公里
,
约 平

方公里
。

环带状的中心层位较老
,

向外围的

环带层位逐层变新 图
。

︼八月产工八找︸

口囚回四四囚圆回回

尹渗御材贝

‘ 对门山

高自条一

‘

图

一斌化矿

花岗岩隆起及矿产分布示意图

一铜多金属矿
、

锌多金属矿
一出露花岗岩 一

物探测得
一夕卡岩型矿

一钨
、

钻多金属矿
矿 一隐伏花岗岩隆起 勘探揭露

一隐伏花岗岩隆起
一锡

、

铜多金属

、 、 、

四大矿区已 知 矿 床

分布范围
,

基本都包括在各所在 “ 弯隆休
”

格局范围之内 图
。

“

弯隆体
”

控制成矿的证据和

隐伏成矿 区预测

基于上述认识 ,

先从
、

两个老矿 区

入手
, 以检验 “ 弯隆体 ” 对成矿控 制 的 证

据
,

结果是成功的
。

事实证明
,

矿区是 由

黄一老 “ 弯隆体 ” 所控制的
,

矿区是由长

一白 “ 弯隆体 ” 所控制的
。

分述如下

区内岩层产状北部为北西或东西
,

向北

或北东倾 南部为北西西或北东东
,

向南或

南西倾 东部为北北东
,

向东倾 西部为北

北东
,

向西倾
,

具有岩层产状上的穿隆构造

特征 图
。

围岩大理岩化和白云岩化
,

局部夕卡岩化
。

区内广泛发育北东东
、

北西

西向压扭性断裂和东西向张扭性断裂等次级

构造
,

控制着脉状矿的产状 广泛发育着层

间褶曲
、

层间旋扭和层间裂隙
,

控制着层间

矿产状 图
。

但所有各类型的矿床分布

范围都包罗在 “ 弯隆体 ” 格局之内
。

区内无花岗岩出露
,

据勘探和 开 采 资

料
,

地表以下 米
、

海拔

米左右
,

存在着菊花山
、

雷打山
、

晒鱼坝
、

三台坡
、

竹林山
、

细脖子山
、

白泥塘等数个

峰波状隐伏花岗岩隆起
,

主体隆起部位在墉

子凹一细脖子 山一带
,

所有隐伏花岗岩隆起

都位于 “弯隆体 ” 格局之内 图
。

长一白 “ 育隆体 ” 位于个旧大 断 裂 东

侧
,

北有东西向老熊嗣冲断裂
,

南有东西向

仙人碉冲断裂带
,

组成一个长方形块体的格

局
。

出露地层为中 三 迭 统 登一 全和

孟一 全等层位
,

在岩性展布上
,

也显

示弯隆特征的环带构造 图
,

组成长 坡

地 一白 沙坡
“

弯隆体
” 。

展布面积东西

向 公里
,

南北向 公里
,

约 平方公里
。

岩层产状显示弯隆构造特征 图
。 “ 夸隆

体 ” 北侧有一小型岩株出露地表
,

围岩大理

岩化白云岩化较强
,

局部夕卡岩化
。

但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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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体的格局
。

地处 金 光 坡
、

鸡心

脑
、

大花山
、

龙树脚
、

菜园
、

龙头

寨一带
。

出 露 地 层 为 中 三迭统

全一
‘

全及 孟一 全

等层位
。

在岩性展布上具弯隆雏形

的不完整环带构造 图
,

组成白

龙潭 一龙 树脚 “ 穿隆体 ” 。

展

布面积东西 公里
,

南北 公里
,

约 平方公里
。

岩性展布具勺隆构

造形迹
。

区内北东
、

北西及东西向

次级断裂发育
,

成为有利成矿构造

图
。

围岩大理岩化 白 云 岩

化
,

深部工程揭露出夕 卡 岩 化
。

区内无花岗岩出露
,

也无物探资料

可借鉴
。

根据预测
,

在地 表 以 下

米
、

海拔 一 米左

右将有隐伏的峰波状花岗 岩 体 存

在
, “ 弯隆体 ” 主体部位和隐伏花

岗岩主峰将 在 龙 树 脚 附 近 图
。

中三迭兜上部中三迭把中部、、祖护
、月

几

,

羞

尝

孟

孟

中三迭纪下却

贾

分

矛

爹

团因四圈因口圈圈昌卿翻翻四目因

争

、卜

日 个旧矿区岩性展布 图

探
、

地质勘探资料证 实
,

区 内 地 表 以 下

米
、

海拔 米左右还存在着东瓜

林
、

新寨侧
、

哑巴塘侧等数个峰波状隐伏花

岗岩隆起
。

主体隆起部位在东瓜林一长坡地

一带
,

所有隐伏花岗岩隆起都位于 长 一 白
“ 弯隆体

”
内 图

综上所述
, “

弯隆体 ” 构造体系对于大

型成矿区的成矿控制作用是客观规 律 的 反

映
。

掌握了这个规律
,

又 按 类 比法对上述
、

两矿区的深部和外围进 行 了 综 合 研

究
,

对比结果证实
,

矿区北部和 矿区 南

部同样存在两个 “ 弯隆体 ” 构造体系
。

从而

雄辩地意识到利用 “ 弯隆体 ” 这一理论
,

有

可能预测个旧地区隐伏的大型新矿区
。

现分

别论证如下

白一龙 “ 弯隆体 ” 位于 矿 区以 南
、

个

旧大断裂东侧
,

北部为东西向仙人 桐 冲 断

层
, 南部为东西向田心断层

,

组成一长方形

夭一荷 “ 弯隆体 ” 位于 矿区以 北
、

个

旧大断裂东侧 ,

北部为东西向白沙冲断层
,

南部为东西向背阴山冲断层
,

组成一个长方

形块体格局
。

出露中三迭统 全一 常

及 孟一 孟等层位
。

岩性展布具 守 隆

特征
,

环带构造标准而完整 图
,

组成天

马天 一荷 叶坝 “

弯隆体
” 。

展布 面 积

东西 公里
,

南北 公里
,

约 平方公里
。

岩层产状具标型弯隆构造
。

区内北西一北东

向 “ ” 型压扭性断裂极其发育
,

东西向 张

扭性断裂也极普遍
。

均为有利成矿的次级构

造
。

由于南北两东西向断裂的相对 扭 力 作

用
,

区内存在旋扭运动遗迹和证据
,

表现为

压扭型向外撒开的弧型帚状断裂 图
。

“ 弯隆体 ” 北侧 出露白沙冲花岗岩体
,

该花

岗岩出露标高为海拔 米左右
,

原属隐伏

花岗岩隆起
,

是受白沙冲断层及大屯凹 陷带

影响自然剥蚀而出露
。 、

两矿位 于 “ 窍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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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丫尸
‘

一
一 才件、、 、

’

今卜
·
广、, 一丫了

十 ’会十
一

、

补

隆体 ” 边缘
。

据物探资料和外围勘探资料证

实
,

区内尚有尹家洞
、

白泥洞
、

白炮台等数

个峰波状隐伏花岗岩体的存在 图
。

根

据研究据理预测 天一荷 “ 弯隆体 ” 的主体

部位和隐伏花岗岩体的主峰处在尹家洞一荷

叶坝
、

梨花山一带 图
。

综合类比资料得出如下结论

白一龙 “
弯隆体 ” , 其表现的完整性虽

较黄一老 “ 弯隆体 ” 和长一白
“

弯隆体
”

差
,

但仍是个旧南区一个较有远景的成矿区
。

天一荷 “ 弯隆体 ” ,

是一个很有希望
、

最有远景的 矿区式的隐伏的大型成矿 区
。

因为这个构造体系
,

格局雄伟
, 展布舒大

,

构造完整
,

控制成矿三大主要条件及其他诸

因素均皆具备
。

结 语

本文所使用的 “ 弯隆体 ” 一语
,

是指

具备集火成活动
、

含矿有利岩性
、

成矿构造

诸因素于一体的成矿控制构造体系
,

应与单

纯代表岩层产状因素的 “ 弯隆构造 ” 一词加

以区别
,

前者是广义的构造体系 , 后者是狭

义的构造形迹
。

作为构造体系的 “ 弯隆体 ” ,

一般包

含两个
、

三个或多个的小弯隆构造
,

部份小弯

隆构造
,

有其对应的下伏花岗岩隆起峰波
,

所有隆起峰波
,

对应统率于大弯隆 构 造 之

内 , 每个大的 “ 弯隆体 ” 有主体及隐伏花岗

岩隆起峰波的主峰
。 “弯隆体 ” 的形态

、

空

间
、

表体特征为 具有岩性展布上的环状构

造
,

岩层产状上的弯隆构造
,

细部构造方面

的压扭性及张扭性断裂
,

有时具旋扭运动的

弧型断裂
、

辐射状断裂等等 图
。

、洲户

振振万 才才口口
畔氛

匡匡
一

’

、、

图 扭压性旋扭弧形帚状构造 据李四光

图
“

弯隆体
”

构造体系示意
据某地质队资料简化

一与下伏花岗岩隆起主体部位相对应的上覆岩层弯隆构

造形迹
, 矛 尹尹 , 户 产一隐伏花岗岩隆起主峰及其无数峰

波
。

, ,
‘ , 产尹

一受
“

弯隆体
”
控制的

“
层 间 矿

” 、 “

凹

兜矿
” 、 “

层脉交汇矿
”
及接触带夕卡岩矿

“ 弯隆体 ” 形态
、

空间
、

表体特征与

隐伏的峰波状花岗岩隆起相对应这一条
, 是

构成 “弯隆体 ” 成矿控制体系的关键
。

花岗

岩体的小峰波彼此之间
,

小峰波与主峰波之

间多为花岗岩凹陷
。

凹陷带是含矿 有 利 场

所
。 “弯隆体 ” 内的每个小峰波所在

,

都是

成矿有利地段
,

但主峰部位或主峰稍低部位

一带
,

呈线性
,

呈不规则的圆
,

呈不定形的

面
,

是形成个旧矿区锡
、

铜
、

钨
、

秘
、

铅
、

锌
、

银等金属矿床赋存最有利场所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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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朱式
,

浮 ‘ 二 米
按列式

二 弓义 。 弓
。 · 。 。 · 。 ·

, 。。

来
按议式

。 。 一 。 · 。

米 偏低

〔例 〕某矿区 号孔矿心长度 米
,

钻孔方位角
。 ,

天 顶 角
,

用 “ 三点高程

法 ” 求得该处矿休倾向
“ ,

倾角
。 ,

矿心相遇角 ‘ 。

按朱式
二 ” 尹 。

米

按列式
。。 “ · 产 。 · 夕

· “ 。

米

按波式
二

· 。 一 “ 尹 · ” 二 。

偏低
〔例 〕某远景区 号普查孔钻穿某表外矿层 米

, 相遇角
。

地表实测该层倾向
。 ,

倾角
“ 。

穿矿处钻孔方位角
“ ,

顶角
“ 。

按朱式
。 。

米

按列式
“ ” · 。

声
。 · 。 · “

米

按波式
· “ 一 。 。

米

例 中技例式和波式计算的结果显著偏低 误差在
。

以上
,

是由于钻孔穿矿处的

矿休产状与地表测出的矿体产状不一致弓起的
,

而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
。

所以 , 当不得不

使用列式时
,

应准确地测定矿体的产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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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伏花岗岩距地表的深度直接影响围岩

大理岩化白云岩化夕卡岩化的强度
,

故围岩

蚀变强度 也可作为鉴定具隐伏花岗 岩 体 的
“ 弯隆体 ” 存在的间接标志

。

“ 夸隆休
” 是狈测大型成矿区的可靠

依据
,

在此基础上
,

还需要有相应的细部构

造的调查
,

含矿围六分析 , 蚀变范围和强度
‘

的圈定
,

隐伏花岗岩休各峰波具体位置的测

定
,

接确虫形态的了解等等工作与之配合
,

才

能收到多
、

快
、

好
、

省 找 到 隐伏矿床的效

果
。

“弯隆体 ” 构造体系的格局规模
、

展

布大小
、

体系完整性 , 对成矿规模具有明显

的相关关系
。

格局宏伟 , 展布舒大
,

体系完

整成矿规模则大
。

总结全文 黄一老 “弯隆体 ” 是已知大

型矿区 天一荷 “ 夸隆体 ” 属预测大型新矿

区
,

同具有文中所阐述的共同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