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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庆 丰

矿田构造学是介于构造地质学和矿床学

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

它
、

从构造分析出发
,

把地质构造和成矿作用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

研究矿产的形成条件
。

矿田构造在理论上和

实际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受到广大地质

工作者的重视
。

在全国性的地质学术会议及

有关专业讨论会上
,

都对矿田构造给以应有
的注意

。

武汉地质学院及其他地质院校都先

后开设了矿 田构造课程
。

矿田构造学是建立在构造地质学和矿床
成因学的基础上

。

大地构造和区域构造是控

制成矿的重要先决条件
,

它决定矿带
、

矿田

和矿床的产出和分布
。

我国卓越地质学家李

四光所创立的地质力学得到广泛的重视
,

利

用地质力学观点
,

在构造体系的基础上
,

结

合岩浆演化和成矿来研究内 生 矿 产 分布规
律 , 探索岩浆运动动力分异和矿液运移的方

式和规程 , 根据构造体系规律及复合关系预

测隐伏矿田
、

矿床和矿体都有明显的效果
。

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在研究和找寻内生矿床

如金刚石
、

铁
、

铜
、

铬
、

镍
、

钨
、

锡
、

多金
‘

属
、

稀有
、

稀土和放射性元素等矿床方面
,

取得了丰硕成呆
。

黄汲清运 用 地 槽 地台学

说
,

结合中国地质特征提出大地构造发展多

旋回性
,

与此相应有岩浆活动多旋 亚胜和成

矿作用的多旋回性
。

作为大地构造第三单元

的地洼区 陈国达
,

对 内生矿床起着重要

作用
, 日 益受到重视

。

张文佑的断块构造学

说
,

将断裂按深度划分为 四 种 类 型 岩石

圈
、

地壳
、

基底
、

盖层
,

按活动方式分为

五类
。

显然
,

不同类型的断裂构造对内生矿

床成矿物质来源和成矿环境有重要作用
。

现

代世界和我国都很重视板块构造学说
,

对我
国东部

、

秦岭
、

祁连山
、

滇西
、

西藏等区域

进行了初步探讨
,

为了解所在地区的成矿规

律提供了一些有启发的论点
。

在内生矿床研究中
,

我国取得了很大成

就
,

并且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

如火山成矿

说
、

同生成矿说
、

叠加成矿说
、

活化和再造

成矿说等等
。

这些成矿作用明显地与构造活

动有关
,

火山活动和成矿作用受断裂构造的

控制 叠加成矿需要有进人早期矿床范围内
的含矿岩浆和热液的构造通道 , 而再造矿床
经常产生在构造有利部位 , 原有矿质的活化

转移和局部富集
,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小构造

的控制
。

涂光炉认为矿床是多成因的
,

即形
成条件的多样性

、

成矿物质的多源性
、

成矿
过程的多期性

,

并提出在漫长成矿过程中的

叠加与再造作用问题
,

即在早期沉积变质成

矿作用上后来又叠加有气成热液成矿作用
,

或者前期准备了成矿物质基础
,

后期提供了

富集条件
。

过去受国外岩浆热液成矿理论的

影响太深
,

以至把很多金属矿床的成因都归

结到这一 “万能 ” 的学说上
,

现在已经冲破
了这种框框

,

在学术上大大向 前 迈 进 了一

步
。

徐克勤早就认为所谓远成低温矿床并非

与岩浆热液有成因上的联系
。

最近他在研究
华南铁铜矿床时发现

,

这些矿床的形成是沉

积 或火山沉私 一热液叠加作用的结果
。

程裕淇
、

谢家茱
一

、

孟宪民
、

郭文魁
、

张炳熹
等对内生矿床的形成和规律研究都有建树

。

无疑
,

上述理论对矿床成因
、

分类
、

水平分

带
、

垂直分带及找矿预测都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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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域成矿的地质构造因素是多种多

样的
,

诸如构造条件
,

侵入岩火山岩条件
,

地层
、

岩性条件
,

地球化学条件
,

变质作用

以及沉积一再造作用
,

叠加成矿作用等等
。

区域构造是基础的东西
,

特别是深大断裂
、

复式褶皱带
、

不同构造单元过渡带
,

往往决定

矿带
、

矿田的构造格局
、

展布和范围
。

不同

构造单元的不同发展时期的成矿作用也是不

同的
,

结果在一定的构造带内
, 与某种岩相

侵入岩
、

火山岩或其他 有关而形成某些

组合的矿产
,

它们常 沼一定方向展布
,

构成

成矿带或成矿区
。

由此可见
,

正确划分构造

一岩相一成矿带是十分重要的 就内生矿床

而言
,

主要是构造作用
、

岩浆作用和成矿作

用三者的统一
,

它对认识区域矿产的形成
、

分布规律及预测工作都有重大意义
。

岩浆矿床与基性
、

超基性岩有成因上
的联系

,

不同岩体类型有不同 的 成 矿 专属

性
。

它是我国铬
、

镍等金属矿床的最重要类

型
。

矿床主要特征是 在时间上
,

成矿与成岩

作用一致
,

在空间上
,

矿体产于成矿母岩岩

体内
。

它们多分布于褶 皱 带 及 其与稳定地

台
、

地盾交界地带或地台边缘隆起 区
,

均与

切割很深的断裂构造 岩石圈断裂 有关
,

特别是那些具有长期
、

多次活动特点而且与

次级断裂交汇地带 ,

更是成岩成矿的有利部

位
,

常成线状展布
,

构成构造一岩浆岩一成

矿带
。

我国铬铁矿矿床以西部为佳
,

矿田矿

床受断裂
、

岩体类型
、

岩相
、

岩体形态产状
及岩体构造的控制

。

成矿的有利条件是 超

基性岩岩相带
,

尤以近底部有利于分异作用

部位 , 岩体边缘偏基性岩相带 , 不同岩相接

触带附近 , 杂岩体电的纯橄榄岩异离体中 ,

岩体内之围岩捕虏体附近 , 岩体或含矿岩相

宽大处由窄变宽
、

产状由陡变缓部位 原生

流动构造及裂隙构造 深部岩浆和矿质上升

通道附近
。

西藏大型铬铁矿床位于喜山褶皱

带
,

受雅鲁藏布江深大断裂的控制
。

这一时
代较新

、

规模 巨大的 长期活动的断裂构造
,

为含矿超基性岩体捉供了物质来源和形成空

间
。

岩体属纯橄岩一斜辉辉橄岩一斜辉橄榄

岩型
,

岩体分异程度较高
,

岩相分带明显 ,

含矿良好
,

在纯橄岩相中多为早期岩浆阶段

的浸染状矿体
,

其产状多与原生带状流动构
造有关

。

主要矿体集中于斜辉辉橄岩夹纯橄

岩岩相带的中下部或中部
,

具成带分布
、

成

群出现
、

分段集中的特点
, 句

“

体呈透镜状
、

瘤状
、

块状和不规则状
,

为晚期岩浆阶段的

产物
。

属于岩浆晚期的钒钦磁铁矿床主要分

布于川
、

冀
、

陕等地区
,

矿床及扣
、‘

床构造可

分为两种类型 岩浆晚期分异型铁矿

床 四川
,

与辉长岩
、

辉长岩一辉石岩一

橄辉岩和辉绿岩有关
,

矿体多产于岩体下部

和底部的暗色岩相中
,

含矿岩体层状构造发

育而形成韵律式多层矿体 岩浆晚期

贯人型铁矿床 河北
,

多与辉长岩
、

斜长

岩有关
,

铁矿沿构造裂隙贯人而成脉状
、

网

脉状
、

浸染状和不规则状
。

硫化铜镍矿床主

要是岩浆熔离阶段的产物
,

含矿母 岩多呈漏

斗状
、

板状
、

盆状或扁豆状
,

矿体产于岩体

内
,

矿床可分为岩浆熔离型
、

岩浆深熔一贯

人型
、

晚期贯人 裂隙 型
,

此外还有接触

交代型和叠加热液细脉型
。

祁连山大型镍矿

床位于地台与加里东褶皱带之间的深断裂带

上
,

含矿岩体 含长二辉橄榄岩 受深断裂

及次级断裂的控制
,

呈岩墙状产出
,

沿走向

和倾向膨缩变化较大
,

岩相对矿体有明显的

控制作用
,

主要矿体多产于较 基 性 的 岩相

中
,

上部为浸染状矿体
, 一

『部是贯入 型海绵

状矿体
。

岩体原生构造和其他裂隙构造是较

晚矿质的良好通道和沉淀场所
,

对深熔一贯

入型及晚期贯入型矿体起直接的控制作用
。

岩体与前寒武纪大理岩接触带及混合岩接触

带也是成矿条件之一
。

综上所述
,

在一定构

造单元中
,

岩浆矿床含矿岩体及矿田
、

矿带

的分布主要受深断裂的控制
,

矿床种类取决
于母岩类型

,

而且岩体分异愈完善对成矿愈

有利
。

岩体形状产状
、

岩相及岩体构造是控
制矿床

、

矿体的重要因素
。

夕卡岩型矿床遍及我国各省区
,

它是

铁
、

铜
、

铅
、

锌
、

铂
、

钻
、

乍乌
、

锡等各种金

属矿床的垂要类型
。

成矿时代在西北及内蒙

北部多为华力西期
,

而东 部多属城知【期
。

侵

入岩体以中性和中一酸性中浅成者为主
。

构
造条件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坳陷与隆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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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带
、

不同构造体系的复合带
、

不同方向

断裂交汇带
,

常常是成岩成矿的有利部位
。

围岩的化学和物理性质对成矿也 起 重 要 作

用
。

我国 夕卡岩型矿床常见的控矿构造有

褶皱 特别是背斜和短背斜 的倾没端 一

翼或两翼 , 断裂与侵入体和围岩接触面的复

合部位 岩体外接触带的构造接触面 不整

合面或假整合面 , 接触带附近围岩的层面裂

开和层间错动带 , 上述各种构造 的 复 合 地

段
。

由于控矿因素的多种多样
,

决定了矿体

形态产状虹杂多变
,

板 状
、

似 层 状
、

透 镜

状
、

巢状
、

囊状
、

柱状
、

脉状
、

浸染状和不

规则状等 等
。

总而 言之
,

夕卡岩型矿床主要

受构造
、

岩体和围岩岩性三个因素的制约
,

接触带是最主要的控矿构造
,

它不仅决定矿

床
、

矿体的空间分布
,

还影响矿体的形态
、

产
‘

状
、

矿化类型和规模
。

接触带不仅是一个接

触面
,

而是包括正接触带和内妙接触带
,

且

常常是曲折的
、

分枝的和复杂的
。

它的凹凸

缓陡
、

整合或不整合接触
、

岩体超复与围岩

掩复多层 接触等等对成矿都有不同的影响
。

长江中下游夕卡岩型铁
、

铜矿床相当发育
,

断裂构造对中生代岩浆及成矿起控制作用
。

成矿的有利条件是 沉降较深的坳陷区或断

坳区 , 有巨厚的碳酸盐相和碎屑岩相等沉积

建造 , 构造上在几组基底断裂的交汇地带
,

是深处岩浆上侵的通延
,

也是岩浆活动的中
心 , 有比较发育的中性和中一酸性岩浆侵人

活动 石英闪长岩一闪长岩一辉石闪 长岩类

复式岩体 岩浆岩与古生代和三迭纪地层

灰岩和自云岩 广泛接触
。

翟裕生等在讲
究该区夕卡岩型矿床后

,

提 出了构造一矿化

模式
,

形象地反映接触带构造
、

矿质来源与

成矿方式三者之间的联系
。

同时提出了接触

带构造体系的概念
。

它是由构造
、

岩浆
、

围

岩
、

热液各种因素联合作用所构成
,

在空间

上具分带性
,

在时间上具阶段性
。

在其他有
利成矿因素的配合下

,

在接触带形成的一定

阶段和空间中形成矿石堆积
,

构成了成矿接

触带构造体系
。

近年来发现
,

夕卡岩型矿床
形成条件是多样的

,

不但中酸性岩体与碳酸

盐相接触 可以形成
,

而且火山作旧和次火山

作用 长江 ,
一

户下游
、

新疆
、

湖北
、

混合岩

化 山西
、

河南 以至于区域变质作用都可

形成夕卡岩型矿床
。

同时还值得指出的是

叠加于夕卡岩上或其附近
,

可有较晚的热液
脉状钻矿床 辉钻矿

、

辉砷钻矿等 或其他

热液矿床
,

这是应该加以重视的
。

各种热液矿床在我国辽阔的大地上星

罗棋布
,

遍地开花
。

华南的钨
、

锡
, 湘黔的

汞
、

锑
,

都是举世驰名的
,

铁
、

金 东北
、

相 东北
、

秦岭
、

多金属 湘
、

桂
、

滇
、

西北 和其他金属矿床也都丰富多采
。

对热

液矿床及其矿 田
、

矿床构造研究比较普遍和

深入
,

在各种刊物上报道较多
。

我国东南方
是以钨

、
一

锡为特征的有色金属矿床成矿区
,

为太平洋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大地构

造上属加里东褶皱区
,

东与华力西或中生代

褶皱带和台湾褶皱带为邻
,

在地质历史上处

于不同板块构造的边界或缝合线
,

俯 冲带深

深地契人陆壳之下
,

东浅西深
。

由于长期反

复多次构造活动使它发生活化
,

尤以中生代

为甚
,

北北东向断裂十分发育
,

来自地壳下

部的岩浆沿断裂上升
,

或 喷 发 或 侵入和重

熔
,

沿海岸线北北东向形成大规模的火山岩

系和侵人杂岩体
,

并相应形成各种不同类型

的内生矿床
。

由东往西
,

活动性减弱 , 岩浆

活动也不像东部强烈和普遍
。

就热液矿床而

言
,

东部成矿温度高
,

多为气成高温和高温

热液型
,

往西温度渐低
,

中低温及再造矿床
多见

。

根据区域构造特征
、

侵人岩及火山岩

系与成矿的相互关系
,

可以划 分 出 若 干构

造一岩相一成矿带 区
,

这对认识成矿规

律及预测是重要的
。

南岭钨
、

锡 被
、

泥
、

担 矿床受东西构造带及中生代断裂构造的

控制
,

在构造体系复合地区常是岩体和矿 田

存在的有利部位
。

区域广泛发育着复式侵人

岩体
,

不同时期的花岗岩类在岩石和成矿专

属性上有明显的差别
,

燕山期花岗岩则与钨
、

锡矿化有时空
、

地化和成因上的联系
。

在复

式岩体和同期多阶段岩体中
,

成矿多与晚期
或晚阶段的中细粒花岗岩有关

。

矿床以热液

脉状类型为主
,

矿脉多产于较小的岩株顶缘
部位及围岩裂隙之中

,

成矿构造和矿化过程

都发生了多次活动
。

详细研究矿 田地质构造

一成矿过程发展各阶段的应力状态
,

可以恢
复矿 田构造应变史

。

根据笔者从事脉状矿床矿 田构造工作的

一 一



经验
,

可 以认为 地质构造一成矿作
用的历史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

可划分若

干期和阶段
,

应力场不止一次地改变着
,

一

个具体应变图只能适用于同一运动所形成的

构造体系
,

如此可逐次确定其应变图及恢复

其应变史 , 成矿构造的发生发展过程

可分为三个阶段 成生阶段
、

张 开 充 填 阶

段
、

破坏阶段
,

成矿构造普遍经历了多次活

动
,

即具脉动性 新 生 的
、

继 承 的
、

复合

的
,

成矿过程也具脉动性
,

它主要取决于

成矿构造的脉动性 , 水平的挤压作用

是形成各种构造形迹的主导因素
,

因此
,

对

每次成矿构造的力学分析
,

最主要的是确定

压应力方向
。

构造形变经常反映空间体形变
特征

,

三维应力轴的方位不完全是水平或铅

直的 , 脉体 矿脉
、

岩脉
、

部分侵人

体 的充填主要是在构造的拉伸条件下进行
的

,

其原因看来是垂直运动在成矿区域引起

不均匀的上隆作用 由此可见
,

水平

的应力作用和垂直的上隆作用
,

对内生矿床

的形成是两个重要的构造因素
。

前者促使成

矿裂隙的成生
,

后者则促使成矿裂隙张开和

充填
,

因此
,

成矿裂隙的发生发展过程主要
地是由水平压应力来发动

,

由上隆作用的 引

张应力来完成 , 矿 田构造长期发展过

程中
,

常常表现为水平应力和垂直的上隆作

用交替出现
,

即挤压和拉仲作用交替出现
,

且常常间歇地多次发生 成矿作用主

要受构造活动的控制和影响
,

在大区域内
,

它往往控制成矿带的方向
、

范围和规模
。

在
矿 田矿床范围内

,

成矿断裂
、

裂隙是沟通矿

液的 主要通道和沉淀场所 , 在工作中
要有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 , 不但要有不断发

展的观点
,

也要有阶段发展的观点 既重视

力学分析
,

也须要历史分析 不仅要注意平

面形变
,

更须重视空间形变
。

这些就是我们

的基本出发点
。

我国近年来发现和确定一批斑岩型铜

铂 矿床
,

如赣
、

鄂
、

湘
、

滇
、

藏
、

甘
、

新
、

晋
、

黑等省 区
。

矿 田位于地槽褶皱带或

隆起与坳陷的过渡带
,

均受深断裂控制 , 也

有产于地台上大断裂附近
。

含矿岩体
一

往往位

于断裂上盘 ,

次级构造和不同方向褶皱
、

断

裂交汇地段是矿 田
、

矿床存在的良好构造条

件
。

我国已知斑岩铜矿床有四 个成矿期 早

元古代
、

华力西期
、

印支一燕 山 期
、

喜 山

期
,

以中
、

新生代为主
。

矿床与中酸性火

山
、

次火山岩相关系密切
,

成矿与浅成
、

超

浅成
、

规模不大的侵人体有关
,

主要为辉长

岩一闪长岩一花岗岩类或辉 长岩一二长岩一

正长岩类
,

具斑状结构为其特征
,

岩体呈岩

株状
、

岩简状或岩床
、

岩墙 火产出
,

岩浆具

多期了舌动性质
,

成句
‘

与岩浆旋 演化中晚阶

段有关
。

成矿有利条件是 岩体产状

条件 矿化产于岩休内部
、

顶部及两侧
,

岩

体侵人前锋
,

产状山陡变缓部位 ,

接触带构造 内外接触带
,

矿化 可形成空心

圆状或椭圆状 断裂破碎构造 岩体

内外断裂破碎带或层间破碎带
,

形成板状
、

脉状和不规则矿体 角砾岩筒构造

爆发型
、

崩塌型和热液俊人型角砾岩筒
,

矿化呈环状式
、

全筒式或混合式 , 围

岩蚀变条件 石英一绍云母化和钾
一

长石化程

度强而分布广的地段成矿好 刚岩

岩性因素 围岩为宫铁 的硅铝质岩石
,

矿化

多产于岩体及 回岩 , 围岩脆而裂隙发育地段

矿化富集 , 上覆围岩为致密状硅铝质岩石
,

矿化富集于它的屏蔽下 围岩为碳酸盐时
,

接触带形成夕卡岩型铜 矿
。

矿化一般具分带

现象
。

著名的江西斑岩铜矿床位于赣东北大

断裂旁侧短轴背斜与次级张裂带交切部位
,

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直接受北西西 向断裂的

控制
,

岩体呈岩株状
,

矿化 细脉提染状

以岩体为轴心形成环状侧向分带现傲
。

近年

在藏东发现的大型班岩铜 钥 矿床位于金

沙江深断裂和澜沦江深断裂之 ’
,

含矿岩体
受北西向断裂及次级短轴背斜 的控制

,

成矿

与喜山
一

早期的中酸性小型浅成侵入体 二长

花岗斑岩 有关
,

岩体为岩株状
,

蚀变呈面

型特征
。

矿化产于岩体
、

原生裂隙和构造发

育地段
、

陡立简状岩体周 时角砾岩带
、

背斜

中层间裂隙发育地段
,

岩体与上三迭统灰岩

接触带有夕卡岩型及后期热液多企属矿床产

出
。

斑岩铜铂矿床在我囚 有 广 阔 的找矿前

景
,

特别在太平洋成矿带 东部地区
,

尤其是

东 衬沿海及台 恋乍了
、

北 川 , 二袋 , ’成矿带

新
、

过
·

、

东北地区
、 一

苦下山 戊矿
」

梦 祖上
、

藏
、

川 以及秦岭等地区
。



我国对火山
一

次火山建造矿床
、

特别对

东部和西南
、

西北等地区的铁
、

铜
、

铅
、

锌

矿床开展了大量工作
。

它是我国铁矿的重要

来源
。

成矿与海相或陆相以中性为主的富钠

火山
一

次火山岩有关
。

复合构造
、

弯窿构造
、

特别是火山构造为矿 田
、

矿床的主要控制因

素
。

南京地矿所
、

地质科学院地矿所
,

苏皖

地质
、

冶金地质单位以及有关科研
、

教育部

「〕, 对长江中下游份岩铁矿进行了全面的综

合研究
。

矿带
、

矿 田 明显受构造
一

火山侵人

岩带的控制
。

该区处于南北两古老地块之间

的活动带
,

基底断裂控制坳陷带
,

中生代构

造活动及岩浆活动强烈
,

继承性断陷火山岩

盆地是成岩成矿的基本构造条件
,

深断裂交

汇处是火山喷发 中心和含矿次火山岩体侵人

的有利部位
,

成矿与晚侏罗世和早白至世陆

相中性火山喷发及浅成
一

超浅成侵人活 动 有

密切的关系
,

为一套以安山质为主的火山岩

系及辉长闪长汾岩
一

辉长闪长岩浅成侵 人 杂

岩体 与火山岩是同源不同阶段的产物
。

矿

化在空间上多分布于火山活动中心和次火山

侵人体隆起区
。

在某些岩体中上部有角砾状

和浸染状矿体 , 顶部边部有脉状
、

网脉状
、

角

砾状及块状矿体 , 岩体与围岩接触带上的接

触交代充填矿体 岩体上部围岩中的矿化和

矿体 火山岩系中层状
、

似层状的火山喷发

或火山
一

沉积型同生矿体等等
。

所以扮岩 铁

矿包括一系列矿床组合和 类 型
,

并 成套出

现
。

成矿的有利沉积岩是含钙
、

镁
、

铁较高

的砂页岩及碳酸盐岩层
。

蚀变普遍
,

并见垂

直和侧向分带现象
,

可作为找矿和预测标志
。

矿床构造
,

根据翟裕生等的研究可分为下列

类型 岩体原生裂隙构造 包括边缘

冷缩
、

层带状冷缩裂隙带
,

形成脉状及似层

状矿体 和钟状构造 钟状矿体

角砾岩构造 其中隐爆角砾岩
、

塌陷角砾岩
、

侵入角砾岩和断层角砾岩是成矿有利构造

接触带
一

断裂接触带构造 断裂

裂隙构造 矿液运移和沉淀的有利条件之一
,

形成脉状
、

透镜状
、

囊状矿体 , 层状

构造
一

弯窿构造 控制似层 状 旷体的主要构

造因素 , 短轴背斜或弯窿构造中的

虚脱孔洞和张裂带 地层不整合面
、

假整合面构造
。

总之
、

份岩铁矿具有独特的

构造型式
,

复杂而多变
,

并且相互重叠
,

反

映了与火山和次火山岩有关的矿化是在不稳

定的近地表和超浅成条件下形成的
,

各类构

造对矿体形态
、

矿石类型和矿化规模起了制

约的作用
。

在研究矿床地质构造特征的基础

上
,

提出了份岩 铁矿 的构造
一

矿化模式
,

模

式中包括构造
、

蚀变和矿化三个因素
,

反映

了它们的地质环境和垂直分带特点
,

这在理

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有意义的
。

黄铁矿型多金

属矿床是我国重要的铜矿基地
,

分布于祁连

山
、

秦岭
、

大兴安岭
、

台湾等褶皱带
,

云南
、

四月也有类似矿床
。

该类矿床与优地槽早阶

段海底喷发的富含钠质的火山岩系 细碧角
斑岩 有关

,

矿体受地层岩性和构造的控制
,

矿体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
,

呈透镜状
、

似层

状 , 硫化物矿石有流动构造 , 时见块状矿体

沿裂隙伸人围岩中 围岩蚀变明显 常遭受

币浅程度变质作 明
。

黄铁矿型矿床受古火山

构造的制约
,

看来
,

火山弯窿构造是控制矿

田
、

矿床的重要因素
。

我国广泛分布着不同

时代
、

不同类型的 火山
一

次火山岩系
,

加强

这方面的地质工作
,

对找寻铁
、

铜
、

相
、

金
、

银
、

铅
、

锌等矿床有广阔的前景
。

层控矿床的意义越来越大
,

除了沉积

和沉积变质这样规模 巨大的层控矿床外 不

在本文论述范围
,

有一些过去认为是远成

低温或超低温热液矿床
,

它们的特点是既不

象典型沉积的
,

也不象典型热液的 , 矿化分

布于某一套地层中
,

成带状出现 受一定岩
性的控制 , 矿体多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基本是
整合的

,

但也有脉状矿体 金属矿物组合简

单 , 成矿温度较低 蚀变微弱 , 在矿区远近

见不到与矿化有时空成因联系的侵人岩体
。

对该类矿床的成因问题争论很激烈
,

现在趋

向于沉积再造或再造成矿说
,

它们可以是在

原来沉积的基础上叠加了后期热液的改造作

用 , 或者由于后期的构造活动
、

古地下水或

是热液
、

混合岩化等作用
,

使矿质迁移搬运

到构造破碎地带沉淀富化
。

所以
,

沉积成岩

作用准备了成矿物质基础
,

而后来的构造活

动 是戍矿富集的条件
。

由此可见
,

对层控矿

床 来说
,

大地构造单元
、

区域构造
、

古地理
、

岩相等是控制矿带
、

矿 田分布的基本因素
,

而后期的构造活动对矿床
、

矿体则起控制作

一 一



用
。

层控矿床在我国广泛分布
,

特别是华南
、

西南
、

秦岭
、

东北等地区的铁
、

铜
、

铅
、

锌
、

锑
、

汞
、

金
、

沥青铀矿等矿床
。

川滇层控铜

矿在南北断裂带附近
,

分布于康滇地轴基底

褶皱隆起地区
,

矿床产于前寒武纪海相杂色

岩系中
,

火山碎屑沉积
一

熔岩层 看来是矿源

层
,

矿质在成岩后经过多次构造活动迁移富

集而形成层控矿床
。

基于上述认识
,

从含矿

层整体特点出发
,

在战略上注意顺层找矿
,

实践证明
,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

而在局部
,

要注意控制矿床
、

矿体的构造条件
,

常见 的

储矿构造如褶曲的鞍部
、

倒转的翼部
、

褶曲

与断裂交汇带
、

断裂与层面交切部位
、

两组

断裂交叉部位
、

主干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
、

单斜岩层转折部位
、

层间剥离带以及有利于

矿液充填交代的围岩条件等
。

西南汞矿产于

寒武纪中下统薄层条带白云岩及纹状灰岩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和不规则状
,

看来也属

于层控沉积再造矿床
。

先是在雪峰隆起的边

缘槽地部位
,

汞矿质在寒武系地层中沉积而

达到初步富集 矿源层
,

后期构造活动使

矿源层被环流于深部或其他原因而增温的地

下热水作用
,

汞矿质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形成

矿床
。

中生代北北东向断裂和褶皱控制着矿

带
,

次一级北西向半背斜及不同构造复合地

段是矿 田的控制构造
,

再低一级的褶曲和断

裂则是矿床和矿体的控制因素
。

那些反复活

动
、

交叉复合的断裂破碎带和层间裂隙节理

往往是矿体和富矿体的主要赋存部位
。

研究各种控矿构造是矿 田构造的主要

任务之一
,

构造对成矿的影响从矿 田
、

矿床

在成矿带 区 的时空分布到矿休的形态
、

产状
、

矿石类型以及后期变化
。

所以构造活

动是成矿 的基本条件和织成部份
,

它对各种

类形的矿床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

而且影响

到成矿过程的各个阶段
。

我国研究得比较多

的控矿构造如 不同性质的断裂构造
、

次级

派生断裂构造
、

不同方向断裂交又构造
、

主

干断裂与支断裂交汇构造
、

各种 破 碎 带 构

造
、

岩层层状构造
、

不整合面构造
、

褶皱及

挠曲构造
、

层间错动和破碎构造
、

褶皱鞍部

构造
、

弯窿构造
、

褶皱轴弯曲的弧形构造
、

背斜倾伏和向斜仰起构造
、

不同级别不同方

向褶皱交汇构造
、

侵人 岩体和多次侵人构造

原生流动构造
、

原生节理
、

构造裂隙等
、

侵人体与围岩接触带构造
、

各种复合构造
。

近年来对其他控矿构造 日益重视
,

如前述对

扮岩铁矿中的火山构造
、

各种角砾岩和角砾

岩筒构造的研究
。

真允庆将角砾岩分为三大

类十五亚类
,

并论述了它们对成存 的控制作

用
。

最近石准立等对大冶铁矿床中的接触热

动力变质构造作了探讨
。

江克一 在分析老变

质岩系中的层控矿床后
,

认为各级回曲构造

包括走向褶曲
、

倾向褶曲
、

塑性断层 分

别控制了矿 田 ,
、

矿床和矿体
。

此外
,

我国

对圈闭构造
、

线性构造
、

环状构造对内生矿床

的控制作用也开始注意
。

须要指出
,

运用地

质力学观点对不同构造体系的控矿作用
、

构

造体系分级控矿
、

构造体系复合控矿
、

构造

体系不同部位控矿以及各种结构面与矿化 的

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积累了

宝贵经验 杨开庆等
。

这里应提及控矿构

造和成矿 的等距性问题
,

河 南 地质工作者

对豫西铁
、

铜
、

铂
、

钨
、

铅
、

锌矿床研究

后
,

发现与成矿有生因联系的燕山期花岗斑

岩
、

闪长岩等小侵入体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

规律性
,

岩带呈北北东向展布
,

岩带之间的

距离为 公里
,

在钉一带上岩体间的距

离为 公里
,

这种等距离构造现象
,

与

本区纬向构造带和新华夏系主干褶皱带的复

合作用有关
,

形成菱形格子状等即模式
。

运

用这一规律
,

在该区成功地找到了新的隐伏

含矿岩体
。

河书琳矿
、

长江中下游铁矿
、

南

岭某些钨矿
、

西南汞矿
、

东北金矿
、

浙江萤

石矿以及某些金刚石矿床和铭铁矿床等都可

见矿带
、

矿 田
、

矿床
、

矿休和矿脉存在等距

性 可直线等距或弧形等距
。

由此可见
,

研究控矿构造等距性
,

有助于认识矿产分布

规律
,

以利指导预测工作
。

查明矿液运移通道和方向
,

有爪要的

理论和实际意义
。

较大的断裂构造往往是主

要的导矿构造
,

提供矿液上升和 运 移 的 通

道
,

次一级伴生的构造则是储矿构造
。

西南

某些汞矿床北北东向主干断裂
,

属于导矿构

造
,

它规模较大
,

贯通整个成矿
‘

区域
,

是沟

通区内各种断裂
、

有利于扣
”

液活动的主要渠

道
,

其本身并无矿体 出现
,

只见热液蚀变及

浸染状矿化现象
,

而所有的矿床
、

矿体都产

一 一



于它的上盘
,

即矿液自主干断裂循环上升而

进人上盘次级断裂
、

褶皱
、

层间破碎带等有

利部位 特别在页岩遮挡下的白云岩或灰岩

层中 富集成矿
。

笔者在研究脉状热液矿床

时 , 运用构造分析法
、

矿体分析法
、

物质组

份分析法
、

成矿温度压力分析法
、

结晶矿物

分析法以及配合其他方面的工作 如矿石结

构构造
、

蚀变强度及变化
、

晶洞排列规律
、

某些矿物或元素的扩散晕 对矿液运移情况

进行了综合的研究
,

取得了一些 良 好 的 结

果 , 这对认识矿床的形成和深部预测等方面

起了积极作用
。

华北所研究河北某铁矿 时发

现 , 形成较早的磁铁矿 含量较高 与

透辉石共生
,

而较晚 的磁铁矿 含量

较低 与透闪石
一

阳起石共生 因此磁铁

矿 含量的多少相对地说明磁铁矿形成

温度的高低
,

利用含钦磁铁矿作为地质温度

计
,

根据矿体 中不同部位温度的变化来探讨

矿液运移的方向
,

结果表明它是按顺时针斜

着向上
、

向心这一二螺旋式运动进行的
。

在研

究纷岩铁矿时
,

地矿所利用磁铁矿爆裂温度

及金云母折光率的变化
,

探讨了矿液运移情

祝
, 而林新多利用 。与 比值随深度

加深而变大的趋势
,

判断矿液通过北东向断

裂上升
,

然后沿次级北西向断裂流动
,

在裂

隙节理中充填交代成矿
,

矿体最厚部位正好

处于断裂交汇处
。

我国对内生金属矿床矿 田构造做了不少

工作 ,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过去点上 的工作

做得多
,

而综合性
、

理论性的报道较少 从

事热液矿床比较多
,

而伟晶矿床
、

岩浆矿床

和一些新类型矿床的工作较少
。

随着生产仪

需要和工作的深人
,

今后应当大力加强矿 田

构造的研究
,

配合区域地质调查及综合分析
地质

、

物探
、

化探和航片卫片资料
,

查明各

种不同类型矿床的地质条件
、

控矿因素和成

矿规律
,

以利于选择远景地区迸行矿产预侧
,

尤其在已知矿区的深部和外围以及在覆盖区

寻找卫星矿床及隐伏矿床
。

大力开展铬
、

镍
、

钻
、

铂矿床的工作是

急迫的任务
,

也是矿 田构造 的重要任务之一
,

查明深断裂 特别是优地槽与地台地盾交接
带的岩石圈断裂 的性质和演化及其与岩浆

活动
、

地慢矿源的关系有着头等意义
。

在已

知和远景成矿区域
,

详细研究成岩成矿地质

构造条件及岩体类型
、

岩相
、

岩体构造和控

制矿床矿体的各种因素
,

寻找和扩大该类矿

床
。

火山成因矿床的重要性 日益增大
,

需要

大力开展火山建造及火山构造的研究 特别

是古火山岩和古火山构造的复原工作
,

查

明控制火山作用的构造条件和火山类型
、

火

岩时代
、

层位
、

岩相
、

火山中心
、

火山隆

起
、

破火山口 等
,

并对含矿性作出判断
。

层

控矿床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是今后研

究的中心课题之一
,

要求我们从现代的成矿

理论出发
,

对过去一些低温热液或远成热液

矿床从新作出评价
,

研究金属元素的迁移和
富集过程

、

控矿因素和分布规律性
。

过去稀

有元素多在伟晶岩矿床中找寻
,

现在看来层

控矿床不但是钦
、

铜
、

金
、

铅
、

锌
、

钨
、

锡
、

而且可能成为稀有
、

稀土和放射性元素的重

要来源
。

对层控矿床矿 田构造的研究
, 还是一

个新的领域
。

斑岩型矿床是铜
、

铅
、

锌
、

铝
、

铀
、

钨
、

锡等金属的重要类型
。

过去注意较

多的脉状矿床和夕卡岩矿床都有可能就近找

到斑岩型浸染状矿床
,

这是值得注意之点
。

在斑岩型矿床矿 田构造领域中
,

有很多新的

情况和尚未认识的问题有待探讨
。

有一部份

矿床是多期叠加或多成因的
,

其情况就更复

杂
,

须要分析成矿发展演化过程和每期成矿

条件及控制因素
,

分清主
、

次关系
,

指明找

矿方向
。

大比例尺地质测量及有关基础地质问题

的研究仍是矿 田构造的基本方法
,

今后要进

一步完善和改进 犷田
、

矿床详 细 填 图 的方

法
,

提高精确度和使用效果
。

要把不同期不

同阶段的构造形迹区分开来 特别对成矿 价

造
,

分别加以侧量和分析
,

同时注意深部

和立体制图
。

笔 者曾把显微构造分析方法应

用到矿 田构造研究工作
,

取得了一些经验
,

在配合其他工作方法的同时
,

有日的地进行

显微构造分析
,

对深人研究矿田构造是有裨

益的
。

研究岩石的物理化 ”全性质有助于认识

含矿岩石形变特 征及其对成矿的彩响
。

矿液

运移和富集也与 岩石某些物理性质有一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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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物探
、

化探
、

遥感技术在判 别 控 矿 构

造
、

险伏岩体和含矿性
、

圈定成矿区范围等

方面都有帮助
,

利用航卫影像研究矿 田构造
将是今后发展 的新课题

。

利用数学分析及电

算技术定量地认识构造的控矿意义
,

并预测

成矿区的存在和规模
,

有着光辉的前景
,

能

发挥更大的作用
。

实验工作是矿 田构造研究

的一个方面
,

应该把构造与成矿结合起来考

虑
,

模拟含矿构造
一

物理方法研究
,

以便进
一步阐明成矿的构造条件

。

纵观之
,

矿 田构造学在国内外发展还是
不完备和成熟 的 , 缺乏一套完帷的体系和独

特的理论
,

现在还处于积累和发展阶段
。

摆

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

是要把构造和成矿两者

紧密地联系起来
,

研究一定构造单元和构造

体系与矿产形成 的内在关系和分布规律 , 查

明成矿区域的地质构造
一

成矿过程发展历史
,

调查控岩控矿构造条件
,

探讨成矿物质的来

源
、

运移和富集过程 研究形成不同类型矿

床矿 田的地质构造要素和控矿因素 划分矿
‘

田
、

矿床构造类型 , 进 一 步完 沂口究矿
、

石厂床构造 的科学方法
,

玄 色构造分析和其他

方 法的配合
,

特别要引进和 利 川 数
‘、

抢
、

力

学
、

动力学
、

地球化学
、

物理化学 等学科 ,

根据综合研究的结果建立科学的成矿 矿田

构造标准模式 在地质构造分析从础上
,

进

一步发展矿 田
、

矿床远景评价的有效预测方

法
。

看来
,

今后提高矿 田构造研究的根木在

于 一是
、

构造话动与成和
“

作川 的 有 机 结

合
,

二是
、

从数
、

理方面突破
。

我们 坚信
,

在实现四化的长征中
,

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

必将普遍而全面地深人开展矿 川构造 的研究

工作
,

为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事业作出应有的

贡献
。

,

、曰洲、目产、户 , 产口爪
,

产 曰内曰户、尸、沪‘尸、尸、产、尹、沪、目门、产、沪、目户‘ 沪、 气目尸‘产、砂、曰产、产、 叫 尸、产、沪

一
子 , 曰户‘产、户、 气 、尹、曰尸、产、 , 叼八 户、砂两、厂、 , , 产 , 甲产、 产、洲、 、 、 洲、 凸 尸、 、 产、甲卜创、‘碑月 、刹 ,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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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晶体中铁离子价态
、

配位数
、

对称
、

崎

变
、

类质同象以及应用热力学性质
、

测定古

地磁和地质年龄等很有前途
,

亦应重视和着

手研究
。

在同位素测试技术方面利用放射性同位

素年代学方法 一 法
、

法
、

一 一 法测定岩石年龄 利用 稳定同位

素
、

同位素研究和区 分不同 成因类型的

岩浆花岗岩和混合花岗岩 用 同位素研究

岩浆岩演化
,

指示矿物物质 来源 用 ‘

‘“和 ’ ‘ 的比值变化
,

研究碳酸盐类

岩石的沉积历史
、

形成机理 , 用
、 、 、

研究变质作用过程等都有助于找矿岩石学

的发展
。

培养人材
、

壮大队伍是发展冶金地质

系统岩矿工作的一个重要措施 目前我们岩

矿人员不论是在数量和质量上同冶金地质事
业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

为加强冶金地质找
矿勘探和科研工作

,

岩矿人员应按比例有听

增加
。

除大中专院校培养外
,

可“ 以老带新 ” ,

边工作
、

边学习 , 可举办齐种类型训练班以

加速出人材
。

同时可委托大专院校和研究所

讲授岩矿方面的新理论
、

新技术
、

新方方
,

以提高原有岩矿人员的业务水平
。

在迎接建国三十周年之际
,

让我们 结

一致
,

奋发图强
,

努力工作
,

献身四化
,

为
发展冶金工业 寻找更多更好的矿产资源做出

新的贡献
。

矛叭功明切沪功公仇 屯门叻功明
“肉公勺

叨叭叨叨的叻功叻的功
“刀‘ 勺叻

“门叨叨叻
“月 几门 妙个 “门 泞 屯内 ”门 〔月气

户
、

办户、口户、序、口户、刁户山

代 邮

冶金工业部地质研究所照 象室有全国资源 卫 星底版
, 可 为需用 单位 洗放 万

万 卫 星 照 片
。

需用者可 凭公 函与该室联 系
。

单位地址 广 西 桂林市
。

公户、刁户、公俘、口份、口净、目

今。。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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