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味三矿劫探队练合研究组

云岩
,

夹泥炭质白云质砂岩及凝灰质岩类
,

为狮山主要含矿层
,

厚 米 , 与下伏地

凤山矿床是我区主要生产矿山之一
。

自

一九六 年投产以来
,

生产节节上升
,

生产中

段以每年 米的速度下降
。

为延长矿山生产

服务年限和扩大生产的需要
,

在找矿勘探实

践中
,

我们认真贯彻为矿山生产建设服务的

方针
,

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

坚持实践第

一的观点
,

冲破
“ 矿山定型 ” 论的束缚

,

深

入研究
,

总结矿床成矿规律
, 初步得出 “ 浅

源热液矿床
,

构造控制矿体 ” 的认识 , 并根

据这个认识
,

于一九七二 一九七六年间 ,

通过实践
,

找到了新的盲富矿体
, 使原有储

盘翻了一番
,

为延长矿山生产年限和扩大生

产规摸作出了贡献
。

层为整合接触
。

夙山层 由一套厚度大于 米的碳酸
盐类岩石建造组成

。

该层上部被侏罗系砂页

岩覆盖
, 下部与狮山层上部黑色层为整合接

触
。

凤山型矿床则赋存于其中有利的构造部

位
。

凤山层按岩性特征可分三部份 下部为

青灰色厚层状白云岩 , 夹泥质自云岩
, 厚

米
。

中部为青灰色厚层状含迭层石及硅

质条带白云岩
,

厚 米
。

上部为青灰

色厚层至薄层状白云岩夹竹叶状白 云 质 灰

岩
,

厚一 米
。

二
、

构造

一
、

地层

凤山矿床出露地层属元古界上昆阳群绿

汁江组三家厂段
,

侏罗系砂页岩不整合覆盖

于昆阳群之上
。

三家厂段 自下而上可分为三

大层

牛尖山层 由青灰 深灰色薄层灰岩组

成
, 层间常夹泥质薄层

,

厚 米
。

与下

伏峨腊段灰绿色板岩整合
。

狮山层 底部为暗紫灰
、

紫红色含铁泥

砂质白云岩板岩互层或白云质砂板岩互层 ,

局部为角砾岩或凝灰质岩系
,

含镜铁矿
,

厚

米 , 与下伏牛尖山层为假整合接触
。

中部为灰 白
、

暗灰
、

绿灰色泥质
、

白云质粉

砂岩及凝灰岩
,

夹粉砂质泥质白云岩
,

为狮

山含矿层之一
,

厚 米 , 与下伏紫色岩

系为整合接触
。

上部为黑色灰黑色泥炭质白

凤山矿床位于川滇南北向构造带南部西

侧
,

复背斜西翼的次级凤山背斜转折端
。

岩

层走向为南北至北
。

东
,

向西倾 斜
,

倾 角
。 。

断裂构造相当发育
。

现按 断 裂
、

节理特性分述如下

构造形迹 结构面 的特征 本矿

床断裂按其性质和延展方向可分四 组 断 裂

带
南湘 向断 裂 带 该 构 造 带 内

规模最大的断裂有
、 ,

其 走 向 延

长 。。米
,

南北两端均被后期横断层所切
。

两断层之间形成由紫色白云岩板岩互层
、

薄

层灰岩等角砾 简称 “ 紫色角砾岩 ” 下同

组成的幅宽 米的破碎带
。

该构造带两侧的
、

断层结构面

特征为 ①断层面舒缓波状 , ②沿 , 下盘

往往形成 米宽的片理化带 , ③在断

层附近白云岩一侧常有褪色和铜矿化 , ④断

层面常见上下滑动擦痕
。

沁母
一

向压扭至张扭性 断裂带 沿



此方向发育的断层甚多
,

主要有
。、

,
, 、 。、 、

等一系列 平 行 的 断
,

层
。

按断层的特性可分两个亚类

①沿北西延展的断层
,

常在相互平行的

两沂层之间形成幅度宽大的断层破碎带
,

充

填着紫色角砾岩 图
。

此断层破碎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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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及编号

褪色白云岩

薄总灰岩

紫色角砾岩带

横断层及编 号

纵断层及编号

紫色角砾挤入方向

田 音纽面图

在剖面上表现为上窄下宽
, 便被断层错乱的

深部及两侧岩石碎块挤入构造带中 图
。

此组断层结构面表现为舒缓波状
,

擦痕

不清
、

沿断层破碎带两侧白云岩产生褪色和

铜矿化作用
,

属成矿期张扭性断层

②沿北西向断层产生的挤压破碎带
,

宽

度多小于一米
,

充填物以白云岩粉屑为主
,

次

为红色
、

紫色断层泥及白云岩构造透镜体
。

破碎带中泥片理发育
。

断层面平直光滑
,

水

平擦痕清楚
, 属成矿后断层 ,

对矿体起破坏

作用 图
、

图
。

⑧北 东向张扭性 断裂带 该组断层不十

分发育 , 主要由 。 。、 。 。及与之平 行 的次

级断层组成
。

其构造形迹在三
、

六两中段揭

露较为清楚
。

此组构造带内亦充填有向上分

奴窄向下 合拢增大的紫色角砾岩带
,

而与

破碎带尖端相对应的白云岩则形成上大下分

枝变小的 “ 吊脚 ” 现象
。

断层曲舒缓波状 ,

困圈圈翻酬圈团



叫

擦浪不清
。

断层带两侧白云岩有蚀变褪色和

矿化作用 , 属成矿前构造 图
。

④东西 向张性 断裂带 根据断层带的充

坡物及断裂性状可分两种情况

①断层带内挤入厚大的紫色角砾岩带
。

如 。断层面呈锯齿状
,

是沿北东
、

北西 西

两组早期断层追踪的结果
,

不见擦痕
,

沿断

层带白云岩一侧有蚀变褪色及矿化作用
,

属

成矿前构造 图
。

②断层带内无紫色角砾岩
,

断 层 面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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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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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构造带形成一系列平

行的延长及断距不大的断裂组 , 错断矿体
,

属成矿后断层
。

主断裘旁侧节理裂陈特性 我们在对

主断裂野外观察的同时 ,

也对主断裂两侧派

生的节理裂隙进行系统统计
,

并制成了节理

等值线图
。

为排除成矿后断裂构造的影响
,

侧重于含矿节理裂隙统计
, 其成果见图

。

从节理等值线图可以看出 ①节理分布

方向以北西向为主
、

次为北东向
,

南北向
,

再次为东西向 , ②节理展布方向与成矿构造

一致性
。

利用节理方向与控矿构造一致 性 的 规

律
,

为矿床构造追索和联接
, 矿体的勘探与

圈定
,

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

紫色角砾岩带

褪色界线

断层及编 号

三
、

矿床构造力学分析与成矿作用

凤山矿床赋存放上昆阳群浅变质白云岩

中
。

由于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
, 它经过多次

构造变动
,

构造极其复杂
,

这就给矿床构造

力学分析带来一个复杂而困难的因素
。

毛主

席说 “ 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

它们

之间固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 ” 同样

,

风山

矿床在各个构造活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

必然有其内在连系
,

同时彼此又存在差异
。

我们按照这一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 观察凤山

矿床的各种类型构造形迹
,

通 过 归 纳
、

分

析
,

初步划分为早期和晚期构造运动

早期构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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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
。

由于受东西向挤压力作用
,

形成南北

向褶皱带
。

本矿 区位于复背斜的西翼
,

而凤

山矿床则位于其中次级的轴向南北的凤山紧

密同斜背斜的南部转拆端 已查明风山紧密
”

同斜背斜南起凤山 ,

北至梅山北部长达 公

里图
。

断裂活 动和成矿作用阶段 ①随

着东西向挤压力的继续作用和发展
,

褶皱作

用转化为断裂作用 ,

形成南北向逆冲压性构

造带
、

北西及北东向扭性构造带以及东西向

强性构造带
。

这 四组构造带构成了凤山矿床

主要构造轮廓 图 图
。

②在 断 裂
、

节理及裂隙形成过程中
,
在上部压力小下部

压力大的条件下
,

将下部具塑性的角砾岩沿



图 四中段构造系统图

鳅
。色白云岩

圃
青灰色白云 。

圃
薄层灰岩

圈
紫色角。带

囚 ,

黝
矿体

口
褪。界线

四
压性断层及编号

四
压搬。。、 ,

困
张性断

。
号

困
性 不明。层。号

图 ” 五中段构造系统图

、

构造带挤入
,

并分散于北西
、

北

东
、

东西向及派生的断裂裂隙中
,

形成凤山

型的 “ 刺穿 ” 构造 见图
。

③随 “
刺穿 ”

体的形成使地热增温 ,
加之变质作用和构造 ,

作用产生的大盈热液 , 沿同一构造上升并扩

散
。

它一方面胶结构造角砾形成热液胶结构

造角砾岩 , 另一方面产生各种围岩蚀变
。

这

种热液携带下部狮山层的铜金属沿“

刺穿
”

体

两侧
、

导矿构造上升
,

并沿南北
、

北西‘ 北东及东西向断层分散转移至一定的

构造部位及有利成矿的白云岩中
,

以浸染 、

交代
、

充填的方式 , 富集成各种形 态 和 大

小不一的矿体
,

形成了凤山型矿床 图
。

晚期构造运动 发生于成矿后
,

主

要以北西向断裂构造为主 ,

次为东西向的平

移断层
。

这是反时针扭动作用的结果
,

形成

了反 “多 ” 字型构造 , 其特征是 不论是北

西向成东西向断层
,

其断层面均具平直光滑

镜面和具有水平或近似水平的擦痕
,

擦痕明

显指示北盘西移
,

南盘东移
。

此种反 “ 多 ”

字型构造以凤山二号坑 , 。 上下盘表现最典
型 苗

。

此期间形成的构造带
,

没有充

填紫色角砾岩
,

没有围岩蚀变
,

没有矿化作

用及错断了矿体等特点
,

因而区别于早期构

造
。

乙四
、

矿体富集的构造部位
、

为本区级主要的断层
,

构成本

矿床的导矿构造
,

使 已溶解狮山层铜矿物的

热液沿此土升至凰山层的厚层白云岩
,

在一

定的有利构造部位沉积
、

交代
、

充填形成凤

山矿床
。

通过对凤山矿床矿体富集的构造部位的

分析和研究
,

初步分为三种构 造 类 型
,

即
“棋盘格 ” 式

、 “ 入 ” 字型及 “ 丁 ” 字型
,

现分述如下
“ 棋盘格 ” 式矿块构造 特征是矿体

沿 北 北 西与北北东两组张扭性断层两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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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风山矿床构造与矿床关系图

布
,

构成类 “ 棋盘格 ” 式
。

该类型矿体占巳

探明储量的
。

根据构造带内是否挤入紫

色角砾岩
,

又可分两种情况

构造 带中挤入 紫色角砾岩 紫色

角砾岩沿 北
。

西 , 。、 ‘ 、

及北

东
。、 。、 , 、 。 两组张扭性

断裂构造带挤入形成 “棋盘格 ” 式构造 图
。

而含矿溶液沿构造角砾岩带上升并沿

断层旁侧有利成矿之白云岩浸染交代形成矿

体
。

笋 构造带中未挤入 紫色构造 角砾岩

含矿溶液构造带上升并扩散于两组断裂的两

侧有利成矿的白云岩破碎带中
,

进行充填交

代形成 “ 棋盘格 ” 式矿体 图
。

“入
” 字型矿块构造 此种构造带内

挤入紫色角砾岩
。

矿体则分布于主干断裂与

次级断裂交叉处锐角一侧云白岩中
,

少部份

分布于断层破碎带中 图
。

该类矿体占

已探明储量的
。

“ 丁 ” 字型矿块构造 矿体分布于同

期不同序次的两组断层相交的白云岩一侧
。

含矿溶液沿断层派生的羽状节理渗透交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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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月了
,

字酬矿块构造

利成矿之 白云岩而形成矿体 图
。

其特

点是平面上矿体形似 “ 掌 ” 状
。 “ 掌心 ” 为

矿体富厚部位
,

它紧靠断裂相交锐角一侧
,

“指 ” 端指向层间裂隙发育方向
。

该类矿体

占已探明储量的
。

夕

围岩条件 矿体富集的岩性特征

主要为厚层 白云岩
,

少数赋存在紧靠白云岩

的断层破碎带中
。

围岩性 变 伴随矿体的形成 ,

有

大量的硅化
、

褪色
、

白云石重结晶
、

绿泥石

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等蚀变现象
,

其硅

化
、

褪色和白云石重结晶为良好找矿标志
。

找矿方向 主要有三条

寻找这类矿床首先找矿源层
。

找

到矿源层以后
,

应在矿源层上盘进行找矿 ,

特别是当巳知矿源层内矿体贫化
、

缺失和不

连续时
。

应寻找有紫色角砾岩挤入的构造

带 或叫 “刺穿 ” 体
。

在找到挤入紫色角砾岩 构 造 带

后
,

应寻找有利成矿围岩 如白云岩
、

泥沙

质白云岩
、

白云质砂岩等
,

并注意研究蚀

变带的分布与范围
,

研究构造类型
,

预测矿

体可能赋存的部位
。

三条中
,

前两条是前提
,

第三条是矿体

富集条件
。

五
、

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

成矿规体 通过近年的实践和综合研

究
,

对凤山矿床的成矿规律有以下几点初步

认识

矿 源层 矿床位于狮山含铜层上

部
,

距其垂高 米
,

狮山含铜层为凤

山矿床的矿源层
。

导矿构造 南北向
、

构

造带是控制凤山矿床的导矿构造
。

此构造带

与狮山层沟通
,

并挤入紫色角砾岩
。

贮矿 构造 矿体常在
、

构造带两侧与次级构造交叉处的白云岩中富

集
。

已知的矿块构造类型有 “棋盘格 ” 式

构造
, “入 ”

字型构造
、 “

丁
”

字型构造
。

企确总结凤山型矿床的成矿规律
,

不仅

对凤山矿床今后扩大找矿与勘探具有现实意

义
,

而且对整个矿田乃至整个川滇南北向构

造带同类型矿床的找矿评价工作也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几年来已在凤山找

矿与勘探工作中应用地质力学分析的方法
,

研究构造
,

找到了新 的盲富矿体
,

提供了较

多储盈
,

不仅确保矿山持续生产而且扩大了

矿山开采规模 对类似凤山构造的 其 他 矿

床
,

在找盲富矿体中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

但是
,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
,

综合研究工

作还不够深入
,

对矿床的构造分析与成矿规

律的认识中
,

谬误之处在所难免
,

敬希读者

批评指正 , 以利今后工作不断深入和提高
,

为寻找更多的矿产资源作出更大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