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川川川切田川川川川川川川川田川

黔 东湘西永矿地质构造
、

矿床矿化特征
、

成矿规律与成因

贵州冶金地质一队 杜振纪 杜 乐

川山川切川川川田川山川川口

一 区域地质概况及黔东湘西汞

矿大带基本轮廓

黔东
、

湘西交境
,

出露板溪群至中奥陶

统沉积岩系
,

局部零星分布老第三系
。

板溪群

构成基底
,

具二分性
。

大地构造处于江南地

轴西缘
,

系稳定基底与活动环境的构造岩相

过渡地带
。

基底断裂发育
,

中奥陶世末结束

了本区的沉积历史
。

构造特征 以平缓褶皱基

础上的断裂为主
,

变质作用微弱
,

未见火成

活动与侵入体
。

在整个地质发展史中
, 以上

下板溪群之间的武陵运动和燕山运动为普遍

和强烈
,

前者造成古北东向构造线
,

燕山运

动使地层一起褶皱
,

产生断裂
,

造成构造线

呈北北东向格局
。

地质力学上属新华厦系湘

黔边境诸山脉之西部
。

矿产除汞矿外
,

有锌
、

铅铜矿化
,

沉积矿产有震旦系底部锰矿和寒

武系底部磷矿等
。

黔东
、

湘西汞矿 的展布与江南 地 轴 西

缘轮廓一致
,

呈北北东向带状延伸
,

西为北

北东向保铜玉
,

南为北东东向镇藏两条 自震

旦纪以来长期发育的深大断裂
,

黔东湘西汞

矿大带
, 则位于此两深大断裂的北东锐角交

区
。

矿化沿保铜玉逆冲深大断裂南东上盘之

同向的保铜玉大向斜两其近轴部展布
。

汞矿

产于中
、

下寒武统碳酸盐岩层尤其是中寒武

统白云岩中
,

呈多层层状产出
。

矿床均为有

用组分单一 的硫汞矿床 , 近两年发现有硒汞

矿
,

如上关
、

豪斯隆
、

牛豆坪
、

茶树喇
。

已知黔湘汞矿大带的南段 , 包括酒上
、

万岩
、

大茶三大永矿 田 ,

它们分别为保铜玉

大向斜南东翼上三个规模近等
、

轴向北西倾

伏的 级横跨半背斜构造控制
。

各矿田中重

麒
很子坪

巍

爵

区 」第三系

【困 下奥内统

匡 」上寒武统

画 」中寒武统

匹 下寒武统

〔口 展旦系

匡习板澳群

〔口 地层界线

匣习不整合面

臼乙 逆断层

二日背
、

向杯
〔困 岩层走向举
匹 〕矿床

、

矿点

图 旅 叶东湘西汞矿大带地质略图

要汞矿床均位于各半背斜轴部
,

尤其是宽而

较陡的南西翼
,

而北东翼则较差
。

矿床群呈

北西向沿北东向主干断裂一侧
,

作等间距排

列的规律颇为稳定
。

北段
, 已知有猴子坪

、

水银厂两汞矿 田
,

位于向斜的北西翼
,

亦分

别为猴小
、

水孔两个向南东倾伏
、

规模近等

的横垮半背斜构造控制
,

构造成矿 模 式 亦

同
。

近年来
,

在 茶 田 与猴子坪之间的和平
、

镇
,

即保铜玉大向斜轴部横跨隆起中
,

亦有

较好的永矿现象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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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有资料
,

汞矿大带由南段至北段
,

矿质矿量变差
,

主 成矿部位由保铜玉大向斜

南东翼过渡到北西翼
,

有成矿层位升高
、

成

矿期变晚
、

距保铜玉大断裂靠近的趋势
。

大

量地质勘探成果表明
,

黔东
、

湘西汞矿
,

有

可 以对比的地层
、

岩性
、

构造
、

蚀变
、

矿化

类型
、

地球化学特征
,

具有成矿规律与成 因

上的一致性
,

反映出成矿作用的统一性
、

成

矿条件与控矿 因素的相似性
,

也就是黔东
、

湘东汞矿成生的矛盾的普遍性
。

二 地层
、

容矿层系
、

含矿层

寒武系地层为一套地台型浅海相页岩
、

泥质碳酸盐
、

浅海滨海及泻湖相碳酸盐等建

造
,

呈旋回式
。

其中
,

中
、

下寒武统碳酸盐

建造为含矿岩系
。

寒武系地层分层
,

各单位

虽不尽相同
,

但大体一致
,

均 可对比
。

万岩

汞矿 田划分为 统 丢 图
。

从戍矿的

岩性观点
,

又将中
、

下寒武统分为 上 覆 层

日里
一 ’” 、

上容矿层 全
一 , 、

覆 盖 层

里一材
、

下容矿层 创 一 矛和 下 伏

系系系 统统 层层 代哈哈 厚度度 ““‘‘ , ,,

术

寒寒寒
区区 、飞飞 娜理女晶白云台台

‘‘弋弋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系系系系 乓乓 七 ‘‘

嚣嚣
,

口

沙
白瑞‘

岩

漓
‘‘

犷犷犷犷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层层层层层层层 ‘ 产

巨巨巨巨巨巨巨幸七七七

厦厦厦厦厦
佗空

’’

孺孺
卜进二 , 卜卜 」。含。

白‘省、 禅 食协成自‘‘

资
。

少许灰粗粗

口 口口口

侧福福福

奋奋奋奋奋创 咭 十少少 厚富灰岩
、
阵层执衬习岛岛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许泥质白云拼拼勺勺勺勺勺勺勺十十十
卜卜

蓬蓬
心 ’呈呈

忿忿十常节节 盟鼠馨编
白 。

、

,,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奎奎奎奎奎奎奎鬓鬓鬓匡匡匡匡卫卫 召里里 协 肠肠 牢胜宜晶白 云粉粉
区区区区亘亘 召 甲甲卜 超超月 ‘‘ ‘浪丽面云甚石石勺李 吞

区区区区区
毛 今、 」记单单 阵服脸坟状冤二状白气仇多质自自

················

云必
、

琳脸立品目甘甘 胃 居居汗汗汗汗汗汗汗去布刁刁刁

压压压压压
毛 〕

衍衍
一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 口门门

,,,,,,,,

厚层变晶白云岩 含矿层层、、 之

妻妻
甸层层伙状白云趴 军系带状自去岩

。。

层层层层层层 厚层变舀日云黔 翻夹台泥成白云岩
日日日日日日 幸州州 主碑都脱脱

霎霎霎霎霎霎霎霎霎
回回回回回

。 ,
·

卜
一 。 , 侈

一

。 变晶白 、 矿化
协

一

层层层层层 佗

其屡翔翔 脚层层纹状白云汽 舰质白去钱钱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厚层变晶白云岩 , 里要含矿层层拿拿拿拿拿拿拿注注注

块块块块块 了了 洲叼日日 厚层变晶臼云岩
,

泥质白云岩。。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许更岩岩
等年年年

又又 佗 份‘十十 灰粉
、

秘眯执 少许互粉粉
扫序
二二二二

一一月月月
气气气气气气气自 奋刁刁刁
,,,,,,, 台 , 闷闷闷

卜卜卜卜 县县 毛宁宁

奖奖奖
’

负粉粉

坟坟坟坟坟坟坟坟坟坟坟坟坟坟坟坟坟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月月月
二月月月

四四四四四 侧
’’

召 去芬书 月月 薄层泥质灰鲁
。

阵层交舀白云岩
,,

几几几几艺 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尹 扭俘匕分井 官名泌白二 ,替 长必必

侣 双双双
于于于于于于于袭归归归
长长长长长长长佘愁」」‘甲“

, 、‘竺夕曰云挤 灰挤挤
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吸袄岩 含犷任任龚龚龚龚龚龚龚遥浑

二二二

忆忆忆忆忆
‘‘

页粉粉一一司司司
冬冬冬冬冬冬冬 一月月月

层层层层层 石 丈一 三三泥质。 少 , , ,

哪丝

落层层纹状冤条带灰断 互 , 君犷搜搜

一

———〕〕〕〕〕〕〕〕「歹甲 , 口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蠢蠢蠢
不不不不不 懊

蕊蕊参髻月月、能 醚醚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滋滋滋滋滋
毛

翼翼
灰红砂抓脚旅岩书石层冰黔黔

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 魔胡甘目目

‘
工习习习

二二二二二二二奋、、

层 一 等五个单位
。

上覆层 和覆盖

层 由泥质 白云岩
、

泥质灰岩及夹有与其成互

层的底部页岩所组成
,

下伏层为杂色页岩及

少量与其成互层的顶部泥灰岩所组成
,

上容

矿层 由质地较纯的薄层条带状 白云岩夹多层

蚀变厚层角砾状
、

图斑状
、

多孔状变品白云

岩组成
,

下吝矿层则由条带状 自云岩和灰岩
组成

,

两者间夹 一肠米的页岩 “ 。

容矿层的岩性剖面
,

虽然主要由质地较纯的

自云岩或灰岩组成
,

但它们 的单位层理
、

岩

石组构和杂质含凰差别较人
,

尤其有上述透

性较好之变晶 白云岩相防渗性较好之泥质
、

灰质岩层的间夹
,

具有构造应变差异性能
。

本文根据上述两容矿层 中
,

并不是所有部位

都可赋矿
,
而是在其中有固定的产永层位的

特点
,

将其改称为容矿层系 , 而将容矿层系

中之 产汞层位称为含矿层
,

同时将下容矿层
分为 贾和创 等两个容矿层系

, 以 便 于对

匕
。

田舜 畴忿食挂状国

汞矿化主要发生于土述 。资
、

拭
、

。全
一

等三个容矿层系的 创
一 ‘一 。尹一

、

。 ‘, 一 、

全
、

全
、

贬了等含矿层中
,

含矿困岩均为这

些岩层单元中质地较纯
、

具有层纹状和褪 色

宽条带状之细粒薄层 白云岩与灰岩 , 蚀变成

因的变晶白云岩 全
、

尽夕
,

个别地段 的母竺等

层
,

虽见有矿染
、

矿化现象
,

工业矿体却极少 ,

页岩和泥质白云岩中均不赋矿
,

也不发生矿

染
,

这显然与岩层的岩性组分
、

组构特点和

物理
、

机械性质有关
。

产于不同含矿层中的永矿
,

规模和矿 化
’

类型有差别
,

从评价含矿层的工业价值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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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 耽
、

以
、

创 层中 者 为 多
, 以产于

全
、

全
、

盆层中者为大 系找矿勘探的主

要对象
。

但 层汞矿仅见万山几尤其 全层

者仅万 山杉木董一处
。

三 构造体系及其与成矿的失系
’

黔湘汞矿大带
,

西侧 以纵向区域性及主

干断裂为主
,

东部则 以横垮褶曲和次级断裂

为重要 地层倾角南北两端较陡
。 ,

余皆平缓 一
“ ,

褶曲的多方位性和相

互叠置性
,

断裂的多期活动和结构面性质的

多变性
,

乃构造本身的特点
。

可 以划分出下

列基本构造系统
。

一 新华 系 以保铜玉逆 冲 大 断

裂
、

保铜玉大向斜
、

凤晃背斜等北北东向压

性结构面
,

构成新华夏系的主体
,

其长度大

于百公里
,

配套构造齐全
,

是本带成矿的主

导构造
。

保铜玉逆冲深大断裂
,

纵贯矿带西缘
,

其

两侧之沉积岩相
、

古生物群及盖层构造形态

均有差别
,

乃长期发育的继承性断裂
。

新华

夏系形成过程中
, 以

。

左右倾角 向 西

逆冲
,

两则岩层柔皱
、

叠瓦
、

片理化
,

一套

有成生联系的
、

常具汞矿染 现 象 的
、

巨厚

的
、

向东逐渐超覆与分枝的
、

蚀变成因的厚

层变晶白云岩
,

沿其上盘产出
,

沙场坡
、

茶

店等下寒武统汞矿点紧靠它的断面
,

汞矿大

带之成矿 区间发生于它的上盘 公里
,

尤其

是 公里范围
,

其西 以铅锌矿化为主 ,

构成永矿大带的西界
。

可 以肯定它 是 禾 矿

的 级上升通道
。

保铜玉大向斜居于矿带中心
,

它可能是

在古浅海沟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向斜构造
,

矿带南段矿床都集中于它的南东翼近轴部
,

可能对上升后的矿液运行起了滞液作用
。

凤晃背斜
,

居于矿带东部
,

宽缓的北西

翼集中了汞矿大带上全部重要汞矿床
,

北至

十八坪尖灭后
,

矿质矿量大大变差
,

且成矿

主要转入保铜玉向斜北西翼
,

说明它起赋矿

作用 , 是水矿大带的 级赋矿因素
。

纵向张裂具有区域性
,

于矿带西侧保铜

玉逆冲大断裂南东盘
,

保铜玉大向斜北西翼
上

,

为向北西倾料的高角度正断层
,

早张晚

扭
,

多次活动
。

近来在万岩汞矿 田东侧亦发

现此组断裂呈地堑式产出
,

,

为吉凤断裂组的

南延部分
。

沿这组断裂几乎每条都有汞或汞

锌
,

或铅铜 等矿染
,

在矿带南段 以伴随深部
含矿层 登

、

创 的汞矿染为主
。

而北段

则以伴上部含矿层 孟
、

全 的汞矿染为

主
。

所有汞矿床都在它们的南东盘近侧
,

不

仅反映了它的导矿作用
,

也反映了矿液的导

向
。

它们的向北西与逆冲深大断裂的相对倾

斜 ,

深部相交的产状组合
,

构成了矿液第一

次转运的捷径
。

新华夏系的两组扭裂和横张
,

主要分布

于矿带的东部凤晃背斜北 西 翼 上
,

规模不

大
,

属矿床级
。

扭裂走向
。

和
。 ,

以后组

发育
,

三期活动
,

前者早 “ 扭张 ” ,

晚 “ 扭

压 ” ,

后者反是
。

横张走向
。 ,

三期

活动
, “ 早张晚压扭 ” 。

它们几乎都有汞矿

化伴生
,

绝多伴汞矿床
,

断裂产物中多能见

到辰砂
,

尤其在矿床构造组合中
,

有它们参

与者
,

矿床规模相对要大 , 足以证明它们是

汞矿床形成的通道
。

二 橄跨褶曲系 区内褶皱除北北东

及北西西 以 级为主之褶曲外
,

尚有近南

北组
、

近东西组
、

北西及北东等组 以 层 间
、

级为主的褶曲
。

横跨褶曲只发育有新华

夏系主体褶曲之上的近东西及北西组褶曲
。

就现有资料
,

横跨褶 曲在汞矿大带南段 以保

铜玉大向斜南东翼为主
,

而在北段则以北西

翼为主
。

有六个级差
。

它们的分布范围
,

依

次控制 着 矿 田
、

矿段 区
、

矿床
、

含矿

带
、

含矿体
、

矿体
,

级褶曲带控制的各类

层间衍典断裂和层间角砾化破碎带
,

是汞矿

床中矿体
、

矿石的主要容矿空间
。

无疑
,

它

们是汞成矿作用过程中赋矿的各级 主 导 因

素
。

李四光同志很重视黔湘汞矿的 横 跨 褶

曲
。

笔者基于下述几点
,

认为它是新华夏系

北北东主体褶曲形成时 , 岩层沿轴线方向不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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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由伸展而反复褶皱的结果
。

一 级横跨褶曲表现出 产 状 平

缓
、

规模相略
、

间距近等
、

以背斜为主体
、

平行排列
、

连绵不断的特征
。

在保铜玉大向

斜两翼一个宽仅 公里
、

长达百公里以

上的窄长范围内
,

两翼褶曲互不对应
,

互为

消长
,

相对倾伏
,

缺乏压性断裂
,

同时常为

北东东组扭裂阻断
,

属东西向构造体系不 易

理解
。

横跨褶曲系有独自发展的风格
。

它不受北北东向褶 曲的干扰和破坏 ,

使其零

乱不堪或隐而再现
。

级横跨背斜
,

在它

们的倾伏消失部位都使保铜玉大向斜的轴线

发生弧形弯曲 , 大量探采坑道揭示
,

级褶

曲带在其延长线上 , 并不因北北东和北东组
‘

褶曲的出现而中断
、

隐晦 , 那些分布零星
、

也含矿
、

明显叠掩 级横跨褶曲带的北北东

和北东组低序褶曲
,

只能说明它与横跨褶曲

系处于共同发展的形成过程中
。

横跨褶曲系的主体方位不符合新

华夏系对它的改造方位
。 、

级横跨褶 曲

轴向以
。

为 主 体
,

除大桐喇的 级

及其 以下横跨褶曲轴向呈向北东突出的弧形

外
,

余及各区之 级及其以下横跨 褶 曲 轴

向
,

西部都有向北偏转
、

而呈向南西突出的

弧形
。

这说 明横跨褶曲系的改造主要受西部

地块向北扭动的控制
。

如果横跨褶曲系属东

西向构造体系
,

从受新华夏系应力改造角度

分析
,

新华夏主压应力
,

一方面应使横跨褶

曲作用加强
,

一方面又应使它作逆时针方向

旋扭
,

除有横跨褶曲的二次形成和派生旋扭

结构面外
,

受改造的横跨褶曲主体方位应是

总体呈北东东
,

向南东突出呈弧形
。

这些现
尹 象是罕见的

。

所 以
,

既要承认横跨褶曲是受

过改造的
,

又要承认它是在与新华夏系同时

形成过程中
,

受其衍生应力改造的
。

横跨褶曲系的形态类型
、

产出分

布特征
,

吻合于反复褶皱的形成机理
,

·

与南

端 自震旦纪 以来长期发育的镇藏深大断裂和

两侧大深断裂在北端的闭合形成的阻挡
、

钳

制作用相适应 诸如 矿带两端岩层产状变

陡 , 级横跨向斜轴部的次级横跨褶皱以上

覆层位为显著
,

两侧的 级横跨背斜
,

则以

深部层位中的次级褶皱为明显 , 横卢褶曲表

现为以背斜为主
,

双轴箱状
,

背斜南西翼总

较北东翼陡而较宽
,

高序次背斜幅宽大于幅

深
,

轴部宽缓
,

低序次褶曲总是沿高序次褶

曲的轴部而存在
,

级褶 曲带总是呈尖楞
、

斜歪
、

倒转
、

幅深大于幅宽的群休出现
,

具

有鲜明的分层
、

不谐合性
,

挤 出压入
、

超覆

背带
,

反复套褶现象显著
,

反映 出横跨褶 曲

系形成时
,

具有钳制
、

受阻
、

压扁和层 问扭

动的形成机理
。

横跨褶曲系如属东西向 构 造 休

系
,

则与汞的成矿时代有矛盾
。

从黔川湘二

省汞矿产出之地层时代和与新 华艾构造的密

切关系
,

汞成矿应为燕山期
。

横跨褶曲是 汞

成矿的主导赋矿因素
,

据 禾矿石沉淀构造 与

横跨褶曲形成的发展程序研究
,

求成矿期发

生于 级横跨褶曲带的隆起的 旱中期
,

结束

于带上产生大量缓倾逆推层间滑动 , 断裂之

际 图
。

成矿作用结束之后
,

横跨褶 曲

作用仍在进行 , 横跨褶 曲带仍在发展扩大
,

形成那些衍生构造系发育不个
、

充填脉休较

晚
、

不含矿的边缘褶曲和卫星背斜
。

横跨褶

曲带具有明显的由中心向外推进的 发 展 程

式
。

这样
,

就排斥了汞成矿时代与新华复的

密切关系
。

三 北东组主千断裂系 此乃 求矿大

带的中级断裂
,

较为发育
,

尤以 中段 为著
。

属高角度正断层
, “ 早张晚压扭 ” ,

多期活

动
。

它们横切于西侧深大断裂 与东侧凤 见肯

斜北西翼间 , 向南西多交汇 丁新华夏纵向张

裂
,

锐角尖指向南南西
,

呈 “ 入 ”
‘

扛到
。

单

条走向由西至东 , 由北北东 —
,

化东 —
化

东东转向
,

亦随之变小失灭
。

沿这组断裂的

每条 , 几乎都有汞或汞
、

锌或锌
、

错的矿染

矿化现象
,

万山
、

梅子溪断裂中尚见辰砂
,

所有重要汞矿段 区 内汞 矿 床 群
,

无不

沿这组断裂两侧
,

尤其是行灭段南东盘作 等

间距排列
,

为所熟知
。

无疑
,

北东组 卜干断

裂
,

对于沟通 级通道构造与横跨褶曲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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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层纹状条带状白云岩

厚层多孔状
、

角砾状变晶白云岩

薄层层纹状条带状灰岩

中厚层层纹状块状灰岩

薄层泥质白云岩

页岩

含矿微石英岩及械状石英脉

含矿断层

械状石英脉

中厚层灰宕层内含矿石英脉

背斜冀部层内含矿石英
及白石石权脉

双轴节斜抽部的佛状
含矿 石英脉

白云石脉充填胶结的陡倾

含矿破碎带

白云石脉充坡胶结的层向整合
含矿破碎带

透镜状整合含矿复脉

含辰砂矿染的半进明用脚硬
‘

充坡半透明方解石脉的

矿染层间价动

无矿染的层间滑动

成矿后断裂

滑动面下的炎质泥

翻团圈图圃魏困四国回圈园圈团回图曰困囚困彝彝彝
采空 ··

灌鬓淤
’’

鬓鬓彝彝遥遥题翼至奚蠢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长长长冷侣多多 , 闷二盔蓉含限之‘卜 闷闷闷闷

写写戛璧舞孽尹 磷赘弃斗翼训训训训

馨馨
采采

翰撰蒸蒸裂尸主葱对些粒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

天天天 「亡擎卿赫兴夜夜卜奋工花
、、

共共共 ,

二二二二二础挤广勺〔二
’’

亡急减双泛丁丁

竺寥草孙乏兰属东溉溉
攫羹缪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翠翠翠翠翠哑载率祥余

纂纂鬓鬓鬓鬓渺渺霎赘赘有有有有有有

灌灌攀鑫⋯⋯馨馨馨拿雾雾、、卜巡 一纽
「 “ 日 性 石弓思思思思

宅宅庄嵘云牙下于于于于

羹羹纂鬃鬃藻冬冬
二上二一补一口

、 月陌卜 ” 沙 ‘ 户 作、、、

彝戮戮
,,

毖丛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 窦窦窦窦毅毅毅
之之之之巨鲜案案案

二二巴与已二甚井共洋七
,,,,

翼翼暴暴攀熟熟
口 矿石沉淀构造及矿化类型图

人一微石英名 及梳状石英脉整合型 一白云石脉破碎带型

一复脉整合剥离型 一封闭类型 一成矿 末期矿染

次转散矿液
,

导致辰砂在它的行 灭 段 富

集
,

起了重要作用
。

笔者根据东侧基底层中

此组断裂广泛存在
,

和本组断裂在本区的早

期活动确实晚于保铜玉断裂在新华夏的首次

活动
,

认为它们是古华系纵向张裂
,

在新华

夏系中被纵张之分枝断裂追踪归 并的结
、

果
。

四 旋扭构造体系

万岩顺 时针张扭帝状 构造 由万

山
、

梅子溪
、

岩屋坪三条向南西撒开
、

向北

东次敛
、

走向由北北东转向北东东的弧形张

扭性断裂组成
。

砒柱推测为东侧老地层的向

西突起
,

力源于保铜玉断裂北西盘向北东方

向运动
。

这一帚状构造的收敛部位
,

控制了

万岩汞矿 田
。

它们每条的内弧部分分别控制

了万岩汞矿 田的三个矿段 区
。

大闪 喇逆时针压 扭帝状 构造 处

于马沙断裂弧形转弯的南东内侧
,

由巴毛陀

至 马鞍山等一群西撒东收
、

向北东突出的北

西西一北西转向的弧形褶曲组成
。

其形成为

马沙裂断北西盘作逆时针扭动时
,

对这些正

在形成的横跨褶曲起应力联合作用而成
。

五 层 间构造 系统 层间构造主要形

成于容矿层系中
,

包括层间剥离
、

层间滑动

及断裂
、 层问构造泥 、 层间角砾化破碎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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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以及低序次横跨褶曲上的 扭裂
、 “纵张

” 、

层内整合及切层扭裂与张裂
、

剥离
、

轴部破

碎与断裂等
,

是矿石沉淀的主要容矿构造
。

根据它们主要呈北西一南东向的带状产出
,

依附于低级横跨褶曲带上以及其发展程序的

地质观察
,

反映它们与低序次横跨褶曲的形

成有直接的成生关系
。

其中
,

那些缓倾斜的

逆推滑动主要切磨矿体
。

上述各类构造系统
,

都是新华夏同一构

造作角中的产物
。

由于这一构造作用延续的

时间较长
,

不同构造形迹之间发生了联合复

合的结果
。

新华夏主体褶曲的形成
,

造成了

横跨褶 曲系的产生 它的两组扭裂在两盘的

相对运动过程中
,

产生了近南北组和北东组

低序次褶曲 , 它的主压断裂及 “ 纵张 ” 在其

北西盘向北扭动过程中
,

形成与加强 了北东

组主干断裂
,

并出现了局部边界条件下的帚

状构造
。

横跨褶曲系的形成
,

衍生了大量层

间构造 , 其主压断面归并了新 华 夏 系 “
横

张 ” , 两组扭裂归并了新华夏系两组扭裂
,

使其原有性质向反向转化
,

并加强了北西西

至北西组低序次褶曲作用
。

北东组主千断裂

在它的北西盘向北东的扭动中
,

加强了新华

夏系 匕东东组扭裂的张性和北北西组扭裂的

压性作用
,

并加强与形成了近南北组低序褶

曲以及局部小型旋扭构造的形成
。

四 矿床
、

矿化特征

一 矿床矿体的规棋形态 汞矿床赋

存于 级横跨复式背斜中
,

长 千米
,

宽 百米
,

呈一向伸长的层状
、

似层状

产出
,

一般由 个左右含矿带组成
。

含矿带

长 百米
,

宽 米
,

由数至十数个

含矿体组成
,

似层状
、

透镜状单向延伸
,

含

矿带间距 米
。

含矿体由矿体组成 ,

下

寒武统矿床有 “ 窄长薄 ” 和 “ 窄长厚 ” 两个

类型
,

中寒武统矿床一般较 宽
,

长

米
,

宽 米
, 呈透镜状

、

不规则状整合

产出
。

矿体形态十分复杂
,

多 为 巢 状
、

囊

状
、

透镜状
、

凸状等
,

常作尖灭侧现和再现

构式
,
矿体一般长 余米 , 最长 米

,

宽

米
,

最宽 余米
,

厚 米
,

最厚

米以上
,

品位 一
。

二 矿石的矿物组分和类型 矿石组

分简单
,

金属矿物主要为辰砂
,

少见有黑辰

砂
、

自然汞
、

灰硒汞矿
、

辉锑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
,

偶见雄黄
。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

白云石
,

次为方解石
、

讯晶石
、

沥青
。

黑辰

砂
、

自然汞
、

辉锑矿出现在辰砂的 富 集 地

段
,

闪锌矿出现在矿床西端及外围
。

辰砂中

富
,

闪锌矿中富
。

矿石有条带状
、

脉状
、

角 砾 状
、

斑 点

状
、

浸染状
、

粉末状
、

皮膜状多种
,

有 仁业价

值的矿石类型为 层带状微石英岩 浸 染

汞矿石
,

即辰砂浸染星点于微石英岩整合梳

状石英脉中的矿石 , 角砾状
、

品洞品簇状

白云石石英浸染星点汞矿石
,

即辰砂星 汽浸

染于充填角砾状构造的白云石
,

和 品洞晶簇

常较发育的白云石石英互生脉体中的石
‘

石

透镜体复脉浸染汞矿石
,

即辰砂浸染星点

于 白云石
、

块状石英
、

重晶石
、

沥青
、

方解

石组成的透镜体复脉中的矿石
。

辰砂
, 一

般结

晶较好
,

尤其是第 类型以产粗大美丽的品

体辰砂著称
。

三 矿床类型 周德忠 为缓倾斜层

间整合汞矿床
。

根据矿石工业类型及其沉淀

构造类型不同 见图
,

可 以进一步划分

出工业价值和勘探类型不同的兰组矿床
。

缓倾料 层 间整合层 带型 汞矿 床

矿石沉淀于控矿褶 曲带一定层位 中顺层和缓

切层理 ‘
。

的衍生构造中
,

矿体产状与

围岩基本一致
,

蚀变类型为交代硅化
,

矿石类

型为第 类
,

含矿部位必有变屏白云岩层 与

褪色宽条带状岩石多层交替
。

微石英岩休的

范围就是矿体的范围
,

厚度较大
,

连续性较

好 , 矿化较均匀
,

品位富
,

平均 一 。 ,

储量计算对象为矿体
,

属大一特大 型 永 矿

床
。

按现有以坑为主的勘探方法及网度
,

勘

探与开采储量对比误差不大
,

可以 钻 孔 期

探
。

以万山为主 , 又称万山型
。

竣倾针层 间整合破碎 带型 汞矿床

矿石沉淀于控矿褶曲带一定层位层 问陡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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珑
、 、

‘ 丫

当断
厂 理
、︸户沙︸

︸、

河匕叮

和 整合角砾化破碎带中
,

蚀变为充填角砾化

构造的白云石脉及晶洞晶簇石英
,

矿石类型

为第 类
。

陡倾斜破碎带上宽下窄
,

深几至

十几米
,
最深达 米

,

间距几米至十几米
。

含矿部位岩石组合单一
,

不见或少见变晶白

云岩层
,

泥质炭质层的屏蔽作用相对明显
。

这组矿床矿化面积较宽
,

厚度大
,

品位贫
,

平均
,

’

矿化很不均匀
,

在勘探中

往往形成较大面积的矿化地段
,

而见矿率则

很低
。

储量计算对象只能是含矿体
,

属中一

大中型
。

这组矿床在大带上最普遍
,

尤以大

茶汞矿 田为著
,

又称茶 田型
。

据现有坑钻方

法及网变
,

勘探与开采对比
,

储量 变 化 很

大
,

以升为主
,

矿山生产经验
,

在勘探开采

过程中
,

用坑内水平钻探加密来指示矿体效

果较好
。

缓倾抖层 间整合 剥 离型 汞矿床 矿

石沉淀于控矿褶曲带一定层位中整合单体微

裂构造中
,

微裂长 厘米左右
,

厚 厘

米
。

矿体产状整合
,

矿石为第 类型
。

含矿

部位岩性单一
,

延伸稳定
,

含脉率低
,

矿化

较均匀
,

品位贫
,

平 均 一
,

厚度

薄
,

但可多层
。

全属小型
,

个别可达中型
,

分布上以大硕喇以北为主
,

可称猴子坪型
。

四 近矿困岩蚀变及热液元紊地球化

学特征

近矿 围岩蚀 变
,

其特征为与 矿 床 一

致
,

具有整合层状产出和主要表现为与热液

活动有关的脉体充填形式
。

计有褪色重结晶
、

白云岩化
、

萤石化
、

黄铁矿化
、

硅化 交代

型的微石英岩和充填型的石英脉
、

白云石

脉化
、

方解石脉化
、

重 晶石化 , 沥青化
、

滑石

化等
。

但分布广
、

与成矿关系密切
、

具有找矿

指示意义的则仅限于硅化
、

角砾状 白云石脉

化
、

由白云石石英方解石重晶石沥青共生组

成 的复脉化
、

以 及由硅 化交代析出的
、

再沉淀形成的炭酸盐脉化四种
,

构成汞

矿大带的标型近矿围岩蚀变
,

有它 们 的 存

在 , 一般就有汞矿赋存
,

至少有汞矿染
。

在

实践 卜
,

前三者标志矿床的成矿阶段
、

矿化

类型和工业意义不同
,

而后者则是 指 示 第

忿泞李已

润
乏乏
、

军

绝介二了

丝欣

,

﹃
,电 、 、

巴 一二 “ , , ,

乙 了吸》 讨
‘

、

以 。 丫

之芬气
, , “

“ 一 一

,’
”

冬 钻孔热浪 ,‘索含鳍曲线图

类型矿床的可靠间接标志
。

热液元素的地球化 学特征 属于热液

成因范畴的金属元素有
、 、 、 、

、 、 、 、 、 、 、 、

、 、 、 、

等
。

成矿元素为
、 、 ,

标型杂质元素为
、 、 。、

辰砂含 、 、 ,

闪锌矿含
、 、 ,

辉锑矿含
、 、

闪锌矿
、

辉锑矿及各种

辰砂中普遍含
、 、 、 、 。

岩石

金属量测量
、

含量普遍较高
,

具地球化

学分区特 征
。 、 、 、 、 、

含量就岩性而言
,

泥质岩石中较碳酸盐岩石

中为高
,

页岩中最高
,

变晶白云岩中最低
。

汞在西部
,

各层平均汞量由下至上递减
,

而

在东部
,

则有相反的趋势
,

这反映了矿液由

西向东渐次升高的动向
。

、 、 、 、 、

等元素
,

在矿体周围均可形成原生晕圈
,

近矿带
、

丫 , 丫 , ,

丫 , 、

一
,

一般以
、 、 ,

尤其是汞晕为著 图
。

汞在泥质及页岩中

的背景为
,

白云岩和灰岩中为。

,

变晶白云岩中最低
,

丫 以下
。

含矿

层汞量异常 下 限 为 丫 , 上限为 丫 ,

丫 汞量等值线与含矿体形态几乎一致 很

有实践意义
。

此外
,

由交代作用形成的硅异

常晕
,

也很有指示意犬
。

硅异常晕能用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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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酸不溶物量来反映
,

白云岩中酸不溶物背

景为 左右
,

灰岩中为 左右
。

硅异常晕

较矿体宽 一 倍
,

硅晕不仅反映成矿与硅 化

的关萦
,

其强度还可指示矿石品级 图
。

基千 汞晕和硅晕都受层状产出约束
,

有

效性多仅限于容矿层系中
,

尤其是硅晕
, ’

当

成矿作用行至中期和晚期
,

硅 化表现为石英

脉体充填时
,

则几失效用
,

此时以统计脉体

量和石英形态特征为有效
。

五 成矿阶段与成矿期 成矿过程通

过控矿构造的发展程序
、

矿化的馋变类型
、

矿石的共生组合
、

石英的结晶习性演化反映

出来
。

根据表
,

成矿过程可以 明显的划分

为三个阶段 ①以微石英岩化饱和型梳状石

英脉为代表的早期主要成矿阶段 , ②以角砾

化白云石脉
、

寄生型 晶洞晶簇状石英脉为代

表的中期重要成矿阶段 , ③以复脉化残留型

块伏石英
、

白云石
、

方解石
、

爪 晶石
、

沥青

为代表的晚期次要成矿阶段
。

权据图
,

早

期成矿阶段发生于低级横跨 褶曲带形 成的早

期以塑性变形为主的阶段
,

中期成矿阶段发

生于低级横跨褶曲带产生大量角砾化破碎带

的脆性变形阶段
,

晚期成矿阶段 则发生在开

始形成边缘褶曲岩层产生整合微裂
,

而结束

在低级褶曲带内产生大量缓倾斜逆推沿动之

际
,

这 也是两个深部矿床间总有 矿休和

矿化的原因
,

反映了成矿作用是在一个连续

的构造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

根据 表
, 一

个

成矿阶段共生序列在一个矿床中呈明 显的过

渡性分带
,

反映了成矿阶段是一个系统的连

续演变过程
。

综上所述
,

本区成矿只有
一

个

期
,

成矿过程是在一个连续 的构造一成矿作

用过程中完成的
。

五 成矿规律

沂 矿 闹 六蚀 史
、

可 物
‘

「成顺 序 从 比伟绷 合序 左 发

二丝
—竺 一 仁一二

竺
,

丛玉 竺 止 上二旦 丝 叮 仁 户
卫 竺 匕一认

曰
,‘

一 一可只 一‘ 阳 , 一 , 一匆

‘‘

戊 刊 灯灯 成目 明明 伽伽
种种 手 创山山

斗月
一

奥
期

甲必
·

卜 胡几 月 卜卜

篇奉 士一一一一一一
上争 下 七 闷映映

一今县伪伪 二
沪 子下卜卜

句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饱 栩 ,
,

】 怕一认 才 飞 产钾卜卜卜卜 布
’

卜甲甲
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盛

〕〕〕〕〕〕画更二 —一
了了了了了了月失 卿卿

吵吵
介娜肺 「门“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

叫孟⋯⋯⋯⋯⋯⋯⋯⋯⋯⋯⋯⋯⋯⋯⋯⋯⋯⋯⋯⋯
一一一‘坎 卜,

品 一二 币币币币币币 吞健化析 出 之 阴

角角角化 毛了 充幼角肠化构班习云石石

‘‘‘‘‘‘‘‘‘‘‘‘‘‘‘‘‘‘扩一一厂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林林 卜花块目晶 方解凌 硅化析出的 一

解解札札 化化 比 一 举通明 方一石石石

一十一一
甲甲 尸

一一
, , 贝甲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

争争争
一

遴叫 方解石石石石石石
卜卜卜沥 州州卜一 一 门门 ⋯口口口

该该 品 刁 福于二二厂钾门门
盆盆 于‘‘‘‘‘ 「一侧侧侧
肠肠 书 一一一一一 片州州州

铁 犷犷 卜 习习‘‘‘ 厂一二二二

一潇臼
,

。 抽“月月
,

、 ‘‘

司司司司司 热爪 口抽后侧侧尸尸尸尸 叫 明明明明明

二上

一 矿化及其类型在空间上的展布
、

分带
,

反映出矿液在空间上的动向 矿化在

空间上 , 于保铜玉逆冲深大断裂南东盘 公

里范围内
,

沿前述各组断裂展布分配 , 沿变

晶白云岩体前驱蚀变面 相当于侵入体的接

触带 外侧伸入于容矿层系中的变显白云岩

层体展布分配和沿容矿层系中泥质炭质夹层

底板展布分配 , 沿横跨褶曲富集沉 淀
。

也就

是说
,

断裂构造控制了矿液的流域
,

变品白

云岩和有利的岩层组合控制 了成矿部位
,

横
‘

跨褶曲及其层间衍生构造控制
一 一

矿液的储集

位置
。

一个矿区内
,

同 一 容 矿层系中的水

矿
,

矿化标高南西低北东高
,

北 西 低 南东

高
,

趋势面符合而略小于岩层的总倾向
。

晚

期矿床
,

如 层矿床
,

主 要分布于北东组

主干断裂近侧
,

早期矿床的两侧 科
’

北西端
。

矿床中
,

沿长轴 由北西至南东
,

矿化标高升

高
,

层位及部位降低
,

北西段矿 “ 窄薄富
” ,

以早成期类型为主
,

南东段 “ 宽厚贫
” ,

以

晚成类型为主
。

在同一容矿层系中
,

浅部介

矿层的矿化类型较深部含矿层件的矿化类烈

为晚
,

如 。、 、 “ 、 ‘

层 , 、的求

矿化类型 总较 ’、 ’、

层 中为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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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蚀变
、

矿化类型分带表 表

矿 床床 矿 床 外外

内内内 部部 外
,

郁郁 边 缘缘缘

脉脉石组分分 主 加四四 ‘ 一习一 、 一

物物变类型型 徽石英岩 梳状石英脉脉 角砾化白云石脉
、

晶润润 白云石
、

块状石英
、

重晶石
、、

通明粗状方娜石膝膝

晶晶晶晶族状石英脉脉 沥 、
方解石共生脉体体体

益 结晶习性性 均匀交代 饱和型 》》 附生于白云石脉上成与鞍状状 共生子多组分琢体中的粗位位 产于方娜石脉体内的的

白白白白云石晶族互生的晶润晶族族块体石英 残留型 透明石英单晶休 消消

石石石石英 寄生型 失型

含含矿脉体形态态 整合线状状 不规则破碎状状 益合集束状单体体 整合透镜体体

兰宾全参 〔材叱衅 硕唇 一
矿矿石类型型 以交代硅化为主的层带状状 以白云石脉为主的角珠状状 复脉集束状状 八八

矿矿带上各矿区的 万山
,

酒店塘一部分分 岩甩坪
、

大姻喇
、

茶田
、、

水石月
,

向家地 茉莉坪
,,,

主主对床类型 酒店摘摘 猴子坪 水银厂厂厂

要为第 类型
。

矿带上
,

岩屋坪 以南
,

主要

矿化类型为第 类型
,

而由岩屋坪往北至茶

田
,

主要矿化类型为第 类型 , 再北如猴子

坪
、

水银厂主要为第 类型
。

岩层汞量测量

浅部层位西低东高
,

深部层位西高东低
。

含

矿层位南段较低北段升高
。

矿化及其类型在

空间上的这种展布分带特征
,

反映了矿液在

空间上的动向为由南一北
,

由西一东
,

总体

和在容矿层系中由下一上
。

二 有利岩层的韵律出现和有利岩层

的岩性
、

组构及其组合特征
,

是成层多层性

和绍矿条件的决定因寮 地层岩性对成矿的

控制
,

表现在惰性和防渗岩层内屏蔽作用
,

透性岩层的水平导散作用
,

化学活泼岩层的

交代聚矿作用
,

不同脆塑性岩层的交替而形

成的构造发育和分层作用
。

地层建造中
,

脆

性及透性较好的变晶自云岩
,

由于它的水平

通流作用
,

塑性及防渗较好的页岩
,

泥质炭

质岩层
,

由于它的屏蔽 对构造的封闭
、

对

矿堆的隔挡
,

控制了矿化的层位和部位

质地较纯具有层纹和宽条带的细粒薄层白云

岩
,

由于化学性质活泼
、

由纯度粒度排列差

异而成的条带构造
,

在构造成矿作用下 既

是化学性质活动面
,

又是构造弱化面
,

有利

于剥离构造的发育
,

有利于矿液的引进
,

有

利于交代作用的进行
。

不同单位层理岩性组

构特征的岩层交替
,

其良好的构造 应 变 差

异
,

提供了大量储矿空间
。

所以有利岩层及

其岩性
、

组构
、

组合特征
, 、

是集矿程度的反

映
,

有利岩层的韵律出现
,

则孕育着成矿的

多层性
。

所谓集矿条件
,

就是容矿层系
、

含矿层

成矿可能性的指标
。

它包括岩层的稳定性
、

有利岩性的比例
、

岩性组合的繁简
、

透性和

防渗岩层的存在与缺失
、

层间构造的发育程

度等
。

根据客矿层系和含矿层剖面分析
,

最

优的集矿条件为 透性及适量防渗层 的

存在
,

防渗层之下和透性岩层上下部位碳酸

盐岩层质地要纯
,

单位层理要薄
,

岩性组合

比较复杂
。

两个防渗层之间的距离 不 能 太

小
,

含矿层岩相要较稳定
。

据此评价
,

矿带

上以中寒武统 “ 一

容矿层系为最优
,

其次

为
“ ,

而含矿层则以 。‘为最优
,

其 次 为

和 , 一 ”。

应该指出
,

矿带北段
,

所有容

矿层系和含矿层
,

含泥质较重
,

缺失变晶 白

云岩层体
,

除成矿的内因外
,

这是它们成矿

较差 的外因
。

同时也要指出
,

地层岩石对成

矿的控制
,

主导 因素是岩性质地要纯
,

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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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不很 贡要
。

成矿的多层性
,

并不等于矿床
、

矿体在

垂直空间上屯异产出
。

由于多层屏蔽
,

不同

容矿层系的构造分层脱顶
,

变晶白云岩的尖

灭缺失
,

含矿层岩相变化等因素影响
,

使得

不同容矿层系的集矿条件在垂直空 间不易重

合
,

这就是造成本带不同容矿层系矿床在垂

直空间不 爪叠产出的原因
。

但在同一容矿层

系中 因上述影响因素不显著
,

所以 多有垂直

重叠和相邻产 的现象
,

尤其是 与 ”

层矿
。

三 成矿的构造组合类型决定了矿化

狱粼格式 构造是内生矿床形成的首要外部

条件
,

构造的红 成形式必然决定矿化分布赋

集的形式
。

本带的构造成矿模式
,

是极为明

朗的
。

矿带与新华夏系主要压性结构面同向

延伸
北东组主千断裂束与新华夏系纵向张

裂交汇处的南北西侧
,

及 级横跨半背斜控

制了汞矿田 的空间位置 ,

北东组主干断裂加 级横跨复式半背

斜
,

控制 汞矿 田中矿段 区 的位置
,

构成

矿床群沿北东组主干断层一侧
,

尤其是南东

侧作等间距排列的最普遍的规律

级横跨复式背斜加北西西或北东东

或北北西组断裂
,

是汞矿床存在的最普遍形

式
。

其中
,

如出现东西向次级断裂
,

则更增

加了矿床构造组合中的有利因素 ,

矿石主要沉淀于 级褶曲及其层间衍

生构造中

不同级别的扣 动构造
,

增加了各类构

造一成矿组合中的有利富集因素
。

四 变晶白云岩对成矿的控制

变晶白云岩是与保铜玉逆冲大断裂有成

生联系的区域性蚀变岩石
,

它 的产状 已于前

述
。

这里提请承视
,

在各矿 田两部的变舒白

云岩
,

并不都是上寒武统
,

其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中寒武统地层蚀 变 成 的
。

从矿

带看
,

汞矿化沿其前驱蚀变而向外侧展布
。

从容矿层系中看
,

矿化沿变晶白云岩层休展

布
,

并富集于它的变薄和尖灭部位 图
,

以及微石英岩体常沿变品白云岩休 边 界 发

生 变晶白云岩矿化矿染比较 普遍
、

其孔洞

中含自然汞
,

原大的变尿自云岩中永矿化总

是发生于原岩残余部位
,

变 晶白云岩漏水性

大等
,

推测它起 了缓倾斜汞矿床赖以形成的

水平导矿作用
。

根据万 山矿区
一 ’

层容矿层系变晶白云岩系数等值线图与其顶

板构造等值线图对比
,

凡一个变晶白云岩系

数较小的部位
,

就是一个 级横跨背

斜的部位
,

两个相邻矿床之间的平缓或 级

向斜部位
,

正好是变晶白云岩系数较大的部

位
。

从剖面上分析
,

单层变品白

云岩对褶曲的控制亦然
。

因此
,

变晶自云岩

的物理机械性质
,

除控制层间差异构造外
,

对于控矿的 级横跨褶曲的形成起着控制作

用
。

根据万岩两矿区辰砂中硫同位素的

组成测定
,

其硫属海水硫酸盐成因 图
,

据上述变晶白云岩与汞矿的共生关系
,

又是

区内唯一 的被改造岩石
,

分布面积大
,

禾量

背景低
,

是否对成矿起了
、

的物质供给

作用
,

将是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问题
。

玉 辰砂沉淀的主婆因案和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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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万山汞矿区某矿床 号助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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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中以杂质形式富 , 在中期成矿阶段中
,

普遍见闪锌矿
,

局部还构成汞锌矿床
,

并出

现灰硒汞矿的共生 , 闪锌矿与辰砂相斥
,

与

灰硒汞矿相亲
,

已知的几个灰硒汞矿点都有

这种现象
,

推测在中期成矿过程中
,

可能存

在
、

争硫与 代硫的成矿作用
。

这对

理论和实践都是很有意义 的
。

十

图

乃 洲 沁

万岩汞矿田辰砂单矿物 ,‘ 塔式图 六 矿床成因

硫与硒代硫 木带三个连续成矿阶段的矿石

矿物共生组合
、

矿石的品位和辰砂 结 晶 特

点 反映了成矿过程的物化条件演变
,

说明

了酸性矿液的向碱性改变
,

是辰砂沉淀的主

要原因
。

早期辰砂是在一个高浓度快速沉淀

过程中形成的
,

而中期辰砂则是在一个浓度

不高的缓慢过程中形成的
。

早期矿石特征是

最高
,

品位最高
,

辰 砂 呈细粒集合体

结晶
,

这与碱性围岩首先被酸性矿液的大量

快速硅化交代过程相适应
。

中期矿石特征是

最高
,

有相当含量
, ,

品位中等
,

富

产粗大美丽 的单晶辰砂
。

通过第一阶段成矿

后
,

矿液中的 浓度达到了过饱和
,

矿液失

去对围岩的交代能力
,

于是开始白云石脉对

破碎带的充填
,

经过大量白云石沉淀后
,

矿

液中出现了一个 的过饱和条件
,

石英又

开始沉沉
,

形成多赋生于白云石脉体上的晶

洞晶簇状石英 所谓寄生形
,

石 英 的 沉

淀
,

引起了辰砂的第二次沉淀
,

这一过程当

然是比较慢的
,

所以辰砂能在晶洞晶簇上自

由结晶
,

这与地质观察 大量充填 白云石脉

的破碎带中不 含辰砂
,

或者含辰砂并不好
,

只有当白云石脉并不多
,

而寄生型石英较多
时

,

矿才好
,

且石英越多矿越富等情况相符

合
。

经过这两次成矿
,

矿液中的主要组分耗

散将尽
,

出现以次要组分沉淀
、

辰砂多以粉

末状和皮膜状结晶的第三期复脉化 成 矿 类

型
,

就是很自然的了
。

根据早期成矿阶段 中闪锌矿偶见
、

而辰

〔 〕‘地质与勘探 》 ,

年第 期

〔 〕大碗喇汞矿田地质研究报告 年 月

蒋图治第一个提出了万山汞矿的沉积

成因说 自 〕,

认为万山 层汞 矿 为 外 生

沉积矿床
, “ 、

层汞矿为古地下 热
’

水

提取 层汞矿再生而成
。

但不能解释 ①

下寒武统
、 。、

田坪汞 矿 , ②厚 度 很 小

的 层
,

如何能提供如此大量汞 质 ,

③ 层汞矿与 “ 、

层 汞矿有相同的

地质构造特点
,

且成矿阶 段 较 ‘ 、

层

为晚
。

同时在解释矿床与断裂的分 布 关 系

时
,

不符合实际情况
,

对断裂形成时间条件

苛刻
,

因此不能被接受
。

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提出了大桐喇汞

矿的热液改造说 扭 ,

认为矿床与围岩具有

同一性
,

围岩本身是形成矿床的物质基础
,

主

要是溶液沿层理和构造微裂隙长期活动经脉

化 围岩的净化和粒化 改造而成
。

但不解

释 ①万山汞矿与大桐喇汞矿矿化类型的鲜

明差异
,

因为两区含矿围岩完全一致 , ②所

谓含脉率高
,

非构造所能及
,

以及脉体成分

与围岩的同一性
,

笔者认为很得值商榷
。

拿

含脉率很高的牛豆坪矿床来说
,

它 的含脉地

段
,

较之它 的矿区所在
,

显然是十 分 局 部

的
,

况且这些脉体呈明显的构造破碎状态

按理
,

如果真是溶液沿层理和微裂长期作用

的结果
,

为什么白云岩中只能脉化出
,

而不能脉化出
,

使其失去同一性呢 既

不脉化出
,

那么脉化部位就应该出现灰

岩
,

或者钙质白云岩
,

总之
,

要有改变
,

但

实际没有
。

更重要的是
,

脉化地段 如 此 局

限
,

何有此汞量呢 岂不未脉化岩石就是矿

体吗 况且万山白沙溪 贾层灰岩的汞矿以白

云石脉化为主
,

田坪变晶自云岩中的汞矿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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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的方解石脉化
。

溶液脉化改造来代替
、

因是行不通 的
。

显然
,

企图以围岩被

阐述汞矿的测分泌成

我队基于硫的同位素组成
,

提出了沉

淀一地下水热液说 〕,

最大的难点就是矿

源层与地下水热液的改造作用
。

从东西两侧

暴露的大片前寒武系地层
,

既无矿点矿化
,

也

无汞量背景大于 的资料
,

只有一处 传

说中的震旦纪辰砂点
, ‘

老地层是不能提供寒

武系 米厚度内以 丫 背景永量的
。

整

个矿带上
,

除有限的矿床地段外
,

大面积岩

石汞量测量
,

远不存在寒武系地层 的

禾量背景
,

低是普遍性
,

然高则是特殊的
、

局部的
,

因此不存在矿源层
。

再说要保持寒

武系地层 米厚度内有 丫 汞量背景这

样的稳定供给条件和沉积环境也难于使人相

信
。

如果说
,

现 今寒武系地层中的。 丫 汞

量背景
,

是地下水再生热液淋滤后 的残量
,

只有当地下热水把整个 米厚度寒武系地
’

层浸泡才有可能
,

这是有赖于构造循环的地

下水热液所不能完成的
。

其它诸如区内
、

的背景含量都很高
,

泥质岩层 中沉积黄铁

矿多见
,

它们为什么不被改造成矿床呢 因

此这一学说虽认为有前途 ,

确很难应用
。

笔者认为本区汞矿属低温热液成因
,

矿液导源于西部保铜玉逆冲深大断裂
,

通过

新华夏系纵向张裂和北东组主干断 裂 的 转

运
,

进入成矿区间
,

再由容矿层系中的变晶

白云岩层体水平导散
,

和新华夏系北西西横

张
,

北东东
、

北北西扭裂导散至赋 矿 褶 曲

中
,

由酸性矿液的碱化作用而富集成矿
。

七 结 论

黔东湘西永矿
,

不论其成因如何
,

从

矿带一矿 田一矿床一矿体矿柱
,

都严格受构

造和岩件的妙
找矿区间于保铜玉逆冲大断裂南东盘

公里这个
“

线范围
。

矿带上所有重要永

矿床两端的连线范围
,

是最有利的 找 矿 区

间
,

实质上就是变晶白云岩前驱蚀变面外侧

和北东组主干断的控制范围
。

往 西
, “ 一

层被蚀变成变晶白云岩
,

成矿温度亦较高 ,

往东
,

容矿层系保留少
,

且距变品白云岩前

驱蚀变面较远
。

在矿带上
,

北东组主干断裂与新华夏

系纵张的交汇区
,

是最主要的矿化区
。

查明

新华夏系主体褶曲上的
、

级横跨半背斜
,

是

预测矿 田矿段 区 的依据
。

在 级横跨半

背斜上查明 级横跨背斜构造范国
,

运川矿

床构造组合类型
,

是直接找矿的有利 区段 与

部位
。

研究容矿层系岩性剖而
,

全而收集岩

性
、

构造
、

蚀变
、

矿化
、

热液兀素含量等资

料
,

是评价地层集矿条件和勘探深 度 的 依

据
。

基础是岩性要纯
。

研究变晶白云岩的产状
、

成因
、

含矿

性
,

有助于区域地质和矿床成因的阐明 查

明 “ 一

层中变晶白云岩层的 厚度变化和尖

灭缺失
,

有助于查明矿化富集部位和深部褶

皱构造
。

一般地说
,

容矿层系中变品白云岩

系数大于 一 地段
,

不利于矿化富集
,

大面积缺失变晶白云岩层体
,

不利于万山型

汞矿的形成
。

编制容矿层系顶板构造等值线图
、

容

矿层系变晶白云岩系数等值线图
、

含矿层分

层平均永量浓度或等值线图
、

酸不溶物等值

线图
、

石英脉体发育强度图
、

矿床矿体分布

模式图
、

工程质量与勘探深度平佃图等
,

则

是局部地段
,

尤其是工程数量较多或老区预

测与评价的重要内容
。

一个地段 的远景评价
,

要根据矿化蚀

变类型和其地区分带性米考虑
。

一般地说
,

岩屋坪以南以第 类型为主 ,

猴子坪以北

以第 类型为主
。

〔 〕《西南冶金地质 》 , 。了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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