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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厂铁矿反
“
’’构造控制的初步分析

陕西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地质研 究所 王树调

铜厂铁矿是一个磁铁矿矿床
。

这个铁矿

作为与热液活动有关的矿床
,

构造控制的重

要性从未 出现异议
。

但与铁矿形成过程 自始

至终密切相关的构造条件
,

从辩证的观点来

看
,

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

同样存在着一个发

展演化的过程
。

构造条件在铁矿形成的不同

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
。

铜厂铁矿位于秦岭纬向构 造 带 南 部边

缘
。

矿区西部该构造带南缘表现为一系列向

南突出的弧形构造
。

矿区的骨干构 —造铜

厂背斜为文县弧形构造东翼的次级构造 , 南

临龙门山北东向构造带
。

铁矿处于这两个构

造体系的交汇部位
。

因此
,

矿区也受到北东向

构造带的影响
,

并使铜厂背斜轴线显 出弧形

弯曲
。

与铜厂背斜相伴
,

还 出现一组与其平

行的弧形断裂
。

主矿产即产于这个背斜北翼

的 受断裂带中
。

铜厂背斜弧形曲率最大处为

一闪长岩岩体
。

含矿的 圣断裂带长约 。。 米
,

‘

地表断

层面倾向多变
,

但深部却有明显的规律
。

矿

区 线一段
,

在走向上呈舒缓波状
,

为

一反 “ ” 型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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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户

全断裂
,

就其力学性质和错动方向来

看
,

有两次明显不同的活动
。

首先是北盘有
一次高角度的上冲

,

上冲盘厚 层 白 云 岩破
‘

碎
,

石英脉沿其羽状裂隙充填 在 线附近

一组石英脉产状为
。

乙
。 。

破碎白云

岩镜下明显可见碎裂结构和矿 物 的 波 状消

光
。

与石英脉充填的同时
,

白 云 岩 还 有硅

化
。

这种硅化作用的特点是随远离断层挤压

面而减弱
,

以至消失
。

此外
,

在断层面多处

见近垂直的擦痕 在矿区东部见到的擦痕沟

倾伏角在
。

以上
。

这些事实说明
,

这次

活动主要是一次挤压
,

可能是丈县弧形构造

活动的次级形迹
。

第只终活动是 专断 层北

盘相对向东向下的近水平扭动
。

这一扭动方

向可由其引起的大量拖褶曲及羽裂判定 图
,

并伴随有大片平直光滑的镜面及破碎

白云岩之糜棱岩化
。

断层面上保存有大量擦
痕

,

全是向东倾斜
,

倾伏角
。 。

据此

并结合区域构造背景分析
,

这一近水平扭动

应归属北东向的构造带 , 是北东向构造体系

中那组近东西向的初次二级扭裂面部分利用

早已存在的 受断 裂的结果
。

北东向构造的

继续活动
,

使这组扭裂面发展成压扭性结构

面
。

此外
,

矿区内还发育有一组近南北向的

横断裂
,

西倾很陡
,

错断矿体 西盘南移
,

稍晚于成矿
。

无疑
,

这是属于北东向构造体系

的另一组二级扭裂面
。

它们的继续活动
,

最

后显示出张扭性
,

正好与 受断 裂中第二次

近水平的压扭性活动相配套 , 这就从另一个

角度证明了矿区内北东间构造 活 动 确 实存

在
。

众所周知
,

成矿过程是成矿条件和控制

条件 构造条件 发展演化的综合过程
。

二

者缺一不可
。

前已述及
,

铜厂铁矿成矿母岩

体的侵人和演化受北东向构 造 活 动 制约
,

釜弧 形断裂虽是早于岩体 与铜厂背斜同

时生成 存在的一个压性结构面
,

但在成矿

母岩体侵人和演化过程中又 “复活 ” 了
。

即
又有一次扭裂复合活动

。

正是这第二次扭裂

初期
,

使 釜断裂微张开
,

才给正在侵人的

矿液提供了有利空间
。

当然
,

圣的 上冲挤

压 第一次活动 造成白云 岩 等 围 岩的破

碎
,

有利于矿液充填交代 全向 深部又正

与母岩体的接触面重合
,

有利子矿液导 出
。

这些作为一种先决条件
,

对铜厂铁矿形成的

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还应提及
,

全第 二次

近水平扭动造成的糜棱岩中
,

见有矿石及各

种蚀变岩的砾石
。

糜棱岩化过程一般都是在

压扭力集中到最高峰之后发生的
,

所以
,

本
铁矿的形成应在压扭力逐步集 中 过 程 中进

户、

透闪片岩组成的拖折曲之轴面产状 断层面上有撼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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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

宕体的侵人与 的 活动虽同处
于北东向构造体系的应瑞中

,

但侵人茹
的不均衡 图

,

势必造成 新 的 边 界条

件
, 而对 釜断 裂的活动增加一个新干扰因

素
。

因此
,

莹实际上发展为一次对扭活动
,

其枢扭在 线附近饭 线以西
,

圣断层面
、

主矿体
、

蚀变带残留岩层大体南倾 , 线以

东
,

大体北倾
。

这样就不仅在平面上
,

而且
在三度空间显 出一个反

“ ”

型 参见图
。

李四光同志曾经指出 “ 若千矿 田中出

现这一类型的旋卷构造
,

可能 不是绕着垂直

轴旋扭作用的产物
,

而是绕着水平轴或近于

水平轴两头对扭作用的结果
,

好象扭油条或

扭毛 巾那样
。 ” 地质力学概论

,

第

页
,

科学 出版社
,

铜厂铁 矿 正 是 如

此
。

经图解计算
,

在 线间
,

对扭转轴

与水平夹角
“

左右 在 线间
,

近于

水平 , 平均向东倾斜
。

左右
。

由转轴到切

应力最大的地方对转半径约为 米
。

这是

我们研究了有钻孔控制的所有 剖 面上 孟断

裂产状变化特点而得 出的概略数字
。

在 全

断裂横投影图 即压迭剖面图 上
,

所有剖

面 全断 层线大都明显地有规律地呈现 “ ”

型或反 “ , 型
。

模拟实验得知
,

在对扭过

程中
,

这种 “ ” 型或反 “ ” 型
。

若通过传

轴的话
,

那么
,

它为两个弯曲最大的地方之

距离
,

正是旋扭灼直径
。

若以靠近枢扭两侧

的剖面 线和和 线上约 全断 裂 的平

均产状代表其未扭动前的原始产伏
,

即大体

北倾
。

左右
,

那么
,

它就不仅与对扭范围

之外的 受听 裂产伏一致 如 线的 。米

标高以下部分和 线以东 。米标高以上部

分
,

而且可在 量断 裂横投影图上据此约

略测 出每条剖面上扭转角度的大小
。

众所周知
,

某一旋轴横断面上任一点的

单位切应力与其断面中心的距离应成正比
。

切应力的变化规律按 习惯以直线表示
,

以箭

头表示方向
,

以线之长短表示大小
,

则在转

轴横断面边缘切应力最大
,

横断面中心等于

零
。

以 线
、

线剖面为例
,

由图 可见
,

线 线 勘探结 果 证 实
,

米

米 标高附近矿体最厚
,

向上向下均有变薄

的趋势
。

我们以图解计算的对扭转轴在 线

线 上也正好通过 米 米 标高

附近
。

同样
,

在其他剖面上也是如此
。

大量

事实表明
,

在对扭过程中
,

矿液是由应力大
的地方向应力小的地方集中的

。

因此
,

在确

定了对扭轴的空间位置之后
,

即可近似地予
测主矿体的侧伏方向

、

深度及厚度的变化情
况

。

我们将图解计算 出来的旋转轴按坐标位

置放在矿床的纵投影图上
,

从总的趋势看
,

与据勘探结果绘制的矿体等厚度图反映出来
的矿体侧伏方向及深度吻合

,

从而牧科学地

阐明了铜厂铁矿向东倾伏的原因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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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知识告诉我们
,

一 个 刚 体 的

抽
,

当两头扭动 对扭 时
,

则 中 部 应力

集中
。

那么我们所见铜厂主矿体在枢扭 线
附近变薄甚或无矿

,

而向东西两侧矿体增厚

就不足为奇了
。

总的看来
,

本区矿体在 线以西要比以
东厚得多

,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

我们发现

线以西对扭的扭转角约达
“ ,

而以东只

有 。
“

左右
。

这种扭转程度的大小可能也是

影响矿体厚度的原因之一
。

铜厂反 “ ” 构造头在西
,

尾在东
。

现

在存在的问题是
,

主矿体在 线间迅速
变薄

、

突然 “尖灭 ” ,

按照反 “ ” 构造的

展布规律是很不自然的
。

由此我们推测
,

在

线之间还应该能找到新的铁矿体
,

而

且新矿体的走向将不再是东西向
,

而是北东

东一北东向
,

倾向南东
。

同时
,

这类构造还

有头大尾长的特点
,

因此
,

在矿区东部 线

以东的相当距离内
,

矿体尚不致尖灭
,

还有
扩大找矿的可能

。

心盈另外
,

尽管还不能肯定这种反 “ ” 构

造控矿和其他扭动构造控矿有多大的普遍意

义
,

但我们注意到陕南西部一带
,

尤其是铜

二蛛矿周围一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

北东向

构造活动确实存在
,

并有一些成型矿床 包

括不同成因类型的铁矿和有色金属矿
,

似

乎都有某些类似之处
,

比如矿体均有向东侧

伏的现象
。

我们觉得本文的分析方法
,

作为一种思

路、 在这一地区的找矿勘探工作中
,

还有继

续深人实践和研究的必要
,

但对铜厂铁矿的

空间展布可作出较理想的解释
。

这就增强了

我们的信心 最大限度地去发挥人 的认识的

主观能动作用
,

突破 “ 就矿找矿 ” 这种直观

经验的找矿方法
。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使用了

我公司七一一队

的大 量 勘 探 资

料
,

并得到许多

同志 的 热 情 邦

助
,

特致谢意
。 ⋯⋯瞥瞥

图 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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