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赫章菱铁矿矿床构造应力场初析

贵州工学院地质系 毛健 全

贵州赫章铁矿包括铁矿山和菜园子两个

沉积改造菱铁矿床
。

菱铁矿的赋存部位严格

受一定地层层位及其相应的构造部位控制
。

地壳的构造运动可以为原生沉积菱铁矿床或

含铁岩石提供改造动力来源 , 同时构造变形

还为菱铁矿的就地改造富集 提 供 了 构造空

间 ,

使沉积改造的菱铁矿体能赋存在一定层

位中更为有利的构造部位
。

构造应力场的分

析与研究是地质力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运用地质力学的观点分析矿 田
、

矿床的构造

应力场将有助于对控矿构造的深人研究
,

这

不仅对内生矿产有一定意义
,

通过对贵州西

部几个菱铁矿构造应力场的初步研究
,

我们

认为对这类沉积改造矿床来说也具有一定的

意义
。

构造应力场可以通过野外实地调查
,

摸

拟实验
,

数学力学分析等方法来进行研究
,

应用极射赤平投影网是分析构造应力场的一

种简便易行的方法
。

在贵州省 地质队的

帮助下 ,

我们应用赤平极射投影的方法对贵
州赫章铁矿菱铁矿床的构造应力场进行了初

步分析
, 不当之处敬望批评指正

。

一 区域构造特征

本区位于贵州西部北西向构造带与北东

向构造带的复合部位
,

出露的地层有志留系
、

泥盆系
、

石炭系
、

二迭系及少量三迭系
。

以

泥盆系
、

石炭系地层最为发育
,

二者总厚度超

过 。米
,

厚度变化大 , 由北东往南西厚度

剧增
, 主要含矿地层是中泥盆统龙洞水组白

云岩和独山组白云岩
。

本区主要构造线方向

北西一南东
,

褶皱构造不甚发育
,

岩层倾角

较缓
, 以断裂构造为主

,

主要 断 裂 有 四组

见图
。

业 西 向组 这一组断裂在本 区 最 为 发

育 , 其中 蟒洞断裂 断裂 为区内 规模

大的一条压扭性断裂
,

走向延仲 公里
,

断

面倾角 一
“ ,

其上盘志留系
、

泥盆 系与

下盘二迭系地层接触 , 菱铁劝
、‘

床
、

矿点均分

布在该断层 盘
,

与 , 大致平行的
一

卜扭性

断裂有
、 。、 。等

,

北西向 的张打性断

裂有
、 , 、 。 等

。

该组断 裂早期 多 表现

为压扭性特征 , 晚期一部分断裂的力学性质

被改造为张扭性
。

北 东向组 该组断裂主要分布在木区西

北角猫猫厂到耗子洞一带
,

以 ‘ 压扭性断

层规模较大
。

在本区东南角亮岩一带有 。 、

。断裂
。

这一组断裂早期多表 现为 张性或

张扭性
,

晚期多表现为压扭性
。

北湘 西 向组 为一组走向北北西至近南

北向的断裂
,

如
、

入
、

等断裂均

为张扭性断裂
。

北 东东向组 走向北东东至近东西的断

裂主要有 。扭性断裂
。

各组断裂有如表 所示的构造配套关系
。

应用赤平极射投影方法
,

对 , 和 ‘这

两条区域性断裂及其若干个 气气的共 左厄 节理

求应力场
, 发现有两个最大主压应力轴

,

其

中 断裂及
。

艺
。

和
“

匕 这 一 对

共扼 节理所反映的最大压 应 力 轴 是
。。

乙
。 , ‘断裂所反映的最大 压应力轴

是
。

匕
。 ,

显然这两个 最大 应力抽

分别代表了先后两期区域性最大主压应力轴

的方向 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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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贵州省赫章铁矿山地区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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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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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区域性构造应力场的叠加
,

主要表

现为早期的北西向构造带限制晚期的北东向

构造带 , 晚期的北东向构造带归并改造北西

向构造带的断裂 , 横跨北西向褶皱 ,

表现为
一种隐蔽式的复合关系

,

这种构造应力的叠

加
,

构造带的复合关系
,

对本地区菱铁矿的

产出部位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二 矿床构造应 力场

菜园子菱铁矿床位于 断裂上 盘一单

斜地层中
,

岩层总体走向呈北西一南东向
,

倾向南西
,

倾角一般约
“ 。

矿区内主要断

一 一



裂为
, 弓长扭性走向断层

, 。。张扭性斜向

断层以及 , 断层派生的 全
、

之压性分支

断层
。

上述断层 中以 , 断层规模最大
,

纵

贯全矿区
,

隐伏菱铁矿体均产于 该 断 层 上

盘 , 断层走向北西
,

倾向南西
,

倾角变
化在 。

。

之间
。

野外调查发现 , ,

断
层经历了两次活动

,

早期表现为挤压特征
,

据钻孔取 出断层破碎带岩心看来
,

有显示强

烈挤压特征的压扭性破劈理
。

它与断面构成
的入字型关系

,

表明 , 断层早期 是一条压

性断层
,

用赤平极射投影方法求出 , 断层

早期上盘向 方向逆冲
,

最大主压应力
轴的方向是

“ ,
倾角

“ ,

它 说 明
, , 断层是早期北西向区域应 力场的产物

。

, 断层后期为一条张扭性断层
,

用 , ,

断

层和它派生的 受
、

受压性分支断裂来 求应

力场
,

最大压应力轴 的 方 向 变 成 了
。 ,

倾角
。 ,

这就表明 断层 后 期 受

到了北东向区域应力场的作用 ,

力学性质也

发生了变化 从压性断层变成了 张 扭 性 断
层

。

在早期的北西向构造带中 是主干断

裂
,

在后期的北东向构造带中
,

它被归并为

横张断裂
。

从 , 断层的多期 活动性所反映
出的最大主压应力轴的变化

,

说明菜园子地

区是北西向及北东向构造应力场 的 叠 加 部

位 表
。

。“

匕
“ ,

与 太构成平面上的入字刑构

迭
,

在两条断层交汇的锐角区发育了若千次

一级小褶 曲
。

用 又与 断层所构成的人

字型关系
,

求出最大主压应力轴方向是
。 ,

倾角
“ ,

这与北西向区 域应力场最

大主压应力轴的方向是接近的
,

说明 又断

层是早期北西向构造带中的初次扭裂面
。

在

又与 断层交汇的锐角区发育了若干次一

级小褶曲
,

这些小褶曲轴主要有两个方向
,

一个是北西一南东方向
, 另一个是北北东到

近南北方向
,

它们显然是由于断层的相对运

动而派生出来的
。

用北北东向小褶曲 与 人

断层所构成的人字型关系
,

求 出 最 大主压

应力轴方向
“ ,

倾角
“ ,

这与北东

向区域应力场最大主压应力轴的方向是接近

的 ,
说明 太断层受到了后期北东向应力场

的改造 ,

力学性质由早期的右行 扭 张 性断

层 ,
变成了后期的左行扭性 断 层

。

同 样从

孟断层的多期活动性所反映出的最大主压

应力轴的变化
,

也说明铁矿山地区是北西向

及北东向构造应力场的叠加部位 表
。

表

表 构造带归属

构遭分期

卜大压应力
轴的产状

倾 向

, 断层

力学性质
构造带归属

犷叮蔽畜赢泰瓜
一

可嵌
’

构遣分期一
一一 , 一 一

一上州些 一

缨竺

竺 ⋯里竺竺才圳二近翌
一

晚 “ ’‘一
鉴世二行

扭动

北西向构
造 带扭面

早 期 北西构遭
带主压面

东东向构
造 带扭面

张 扭 性 北东构造
带横张

铁矿山菱铁矿床位于 断层上盘
、

孟

断层及其分支断裂 断层交汇的锐角区
。

矿 区内地层产状平缓
,

倾向南西 ,

又断层

是一条走向北北西到近南北向的 扭 张 性 断

层
,

倾向
“ ,

倾角
“ ,

断层发育

在 孟断层下盘
,

是一条压性断层 ,
产状为

三 构造控矿的一些特点

关于构造对本区菱铁矿的控制问题
,

如

不注意
,

初看上去很容易得 出本区菱铁矿是
受北西向构造带与黔西 字型构造西翼重接

复合控制的结论
,

通过对区域及矿床构造应
力场的分析 , 可以看到有利的控矿部位是北

西向应力场与北东向应力场的叠加部位 , 下

面仅就构造对这两个菱铁矿床的控制来探讨

一下构造应力场的叠加部位是如何控制矿体

的产出部位的
。

引们一﹄“﹄一月,︼丽服一口占一︸

口口几口口

晚 期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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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菜园子菱铁矿矿床 勘探线剖面图

浮土

自云廿

泥质白云岩

砂质白云扑

石英砂岩

枯 卜岩

粉砂丫矛

, 物灰岩

沉积铁矿

笼铁矿

溶洞

压性断层

张扭性晰层

菜园子矿床菱铁矿产于泥盆系中统白云

岩中
, 目前已发现大小矿体四十余个

, 主要

矿体有四个
,

均为盲矿休
。

这四个矿体分为

脉状矿体和似层状矿体两种
, 号和 号矿

体为脉状矿体
,

它产于
, 断层上盘分支压

性断裂 全
、

全的破碎带中 图
,

矿体

长 米
,

宽 米 , 厚
。

。

米
,

、

上平下凸呈透镜状
。

号 号矿体

为似层状
,

产于沉积铁矿层之下中泥盆统龙

洞水组白云岩中
, 矿体与围 岩 整 合

,

长豹
米

,

宽 米
,

厚
。 。

米

图
。

鱿鱿鱿侧 莱园子菱铁矿床主要矿体分布平而图

、

号矿体显然是受到
, 断层发生张性改造上盘下

落产生的入字型分支断层 皇
、

孟控制的 ,

全
、

孟断层上冲

时断面在由陡变缓的部位被剥
离开成为有利的容矿空间 ,

号和 号脉状矿体均产在 贾
、

盆断层被剥离开的部位
。

、

号矿体同样也产于

两次构造的叠加部位
,

矿区内

岩层基本上是一个厚斜层
,

褶

曲一般不发育
,

只 是 在 靠近
, 断层附近有一些很小的拖

拉褶曲
,

这些褶曲轴向与 , ,

断层走向一致
,

奇怪的是在

一 一



勘探线之间 出现了一个轴向北东的 “鼻

状构造 ” 与
, 断层走向垂直 图

、

颇为特殊
,

号 号似层状矿体正好位于这

个 “鼻状构造 ” 上 , 这显然是北东向横跨褶

曲形成的构造鼻
,

使单斜岩层沿走向上发生

褶曲产生了沿岩层走向方向的层间剥离
,

成

为主要的容矿构造
。

铁矿山矿床菱铁矿主要产于中泥盆统独

山组白云岩中
,

在十几个已知矿体中以 号

号矿体规模最大
,

矿体长千余米宽数百米
,

厚数十厘米至三 四十米
,

矿体一般顺层产

出
,

也有与地层穿插及分支复合的现象
,

矿体

大体沿北西一南东向展布
, 从纵剖面上看矿

体是从南东到北西
,

层位逐渐升高的 , 也就

是说从 太与 断层形成的入字型构造的敞

开端向交汇端升高汇拢的 图
,

另外矿

体有穿层现象
,

其中 号矿体在 夏
一

与

扭动时派生了 断层
,

在两条断层交汇的

锐角区 ,
由于这两条断裂边界的限制

,

岩层

在挤压和扭动作用下产生了沿倾向的挠曲和

小褶皱
,

当晚期 孟断层作左行扭动时
,

在

孟与 断层交汇的锐角区沿岩层走向方向

又产生了挠曲和小褶曲
。

铁矿山菱铁矿床就

位于 孟与 断层的锐角交汇区
,

矿体就赋

在沿走向和沿倾向出现的小褶 曲 的 叠 加部

位 , 因而表现出既受层控又有一定的穿层和

逐渐台升的现象
。

孟
一 ’ 之间具有大幅度穿层现象

,
与菜园子

脉状矿体有类似之处 , 对于这种现象单单用

岩层在一次褶皱过程中层间滑动所产生的挠

曲还不足以解决
。

在早期当 又断层作右行
图 赫章铁矿山地区菜园子矿 区

纵剖面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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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赫章铁矿山地区铁矿山矿区纵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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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构造应力场的角度来探讨构

造对贵州赫章菱铁矿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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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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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项工作中得到贵 州 省
、 、

地质队大力支持
,

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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