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山铁矿区的三重叠加褶皱形态

旅 元 裕

前 言

太平山铁矿位于新余铁矿田东段 ,

东邻

良山铁矿
,

西与下坊铁矿寨口 矿段毗连
。

矿

层赋存于震旦系上部松山群杨家桥组下段
。

按正常层序
,

矿层上部为绿泥磁铁石英岩
,

下部为镜铁磁铁石英岩
,

直接顶板为绿泥千

权岩
, 直接底板为含磁铁绿泥绢云千枚岩

。

太平山铁矿现在的地层层序为倒转层序
。

年以来
,

对新余矿田各矿区矿体形

态的认识
,

一直存在着 “ 多层矿 ” 与 “单层

矿 ” 即 “红绸舞” 两种观点
。

在太平山

铁矿勘探过程中 ,

我们认识到
,

矿体的形态

不过是地质构造作用形成的二种表象
,

而构

的发生
、

发展及其对找矿的指导意义
。

一 各次褶皱作用形成的摺皱 曲

构造特征

太平山铁矿区经受区域构造变动使整个
地层层序发生倒转后

,
又经历了三次褶皱构

造作用
,

从而形成了矿层的三重 叠 加 褶 皱

图
。

不过
,

后两次摺皱作用远不及第一次强

烈 ,
所以并未掩盖首次褶皱作用的面貌

。

各
次褶皱作用生成的褶皱 曲 构造的几何形

态
、

排列方式和形态要素是
首次褶 绒的构造特征 褶曲紧闭

、

同
斜

,

常呈叠瓦状或 “之 ”
字形成群出现

。

从
造作用本身则是产

生各种地质构造现

象的本质
。

要想查

明矿体形态
,

就必

须对构造作用进行

深入细致的调查研

究
。

为此
,

我们在

观察构造现象
、

统

计侧量褶皱形态要
素的基础上

,

初步

查明矿体的单层褶

皱不是一种简单的

褶皱形态
,

而是经

历了三次褶皱变动

形成的复杂褶皱
,

即 ‘三重叠加褶皱

形态 , 。

本文的目的是
通过剖析太平山铁

矿的 “三重益加褶

皱” ,

探讨新余铁

矿田矿层褶皱形态

米

含磁铁矿绿泥绢云千枚岩

石英脉

矿层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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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沂
·

,
·

矿区南西到北东
,

褶曲群中每个褶曲的转折
端所处的标高

,

是逐渐拾高的 图
。

硬
岩层褶 曲转折端圆沿

,

折而 不 断
,

转 而不

裂
,

软岩层则常在褶曲转折端呈楔状插人
。

脊线倾伏方向
,

倾角
。

轴面倾向
,

倾角多在
,

部分
。

两翼夹角
,

部分
。

褶曲幅度与宽度之比 多为
,

部分
,

个别达
。

褶 曲核部增厚
,

翼部变薄
,

其厚度变化大
,

轴面厚度 平行
褶曲轴面测定的厚度 近于相等

。

硬岩层最

大与最小厚度之比为
,

部分为
。

硬

岩层层理保存完整
,

软岩层层理则全被片理

实际上是一种轴面劈理 掩盖
。

片理与层

理间的交角
,

由翼部到核部
,

由互相平行渐

变为相互垂直
。

伴随褶皱作用还发育有窗棱

构造和杆 棒 状构造
。

第二次褶 皱的 构造特征 本次褶皱叠

加在第一次褶皱之 匕 并使后者的褶曲构造

轴角度弯转褶曲
,

两次褶曲的产状要素及形

态特征基本一致
。

不同的是在正常情况下
,

背斜构造 由核部到翼部是由底板 矿层 , 顶

板 向斜构造 由核部到翼部是顶板 矿层 ,

底板
。

但由于本次褶皱作用的叠加
,

却出现

了反常层序 , 如图 中的 一 号

褶曲所见
。

图 清楚地反映出第二次褶皱作

用叠加后呈现的地质构造现象
。

留到含麟矿绿泥扼千麟
困巨 矿层 旺习绷扦麟 区望〕石英脉

田 一号剥土点 探悄地质 面图

第三次褶 皱的构睁特 点 木次褶皱作
用明显地盈加在前两次褶皱之上

,

并使后老

的褶曲构造脊线及轴而杏转
、

褶曲
。

图 中

的 和
、

号褶曲
·

即为本次褶皱所引起
。

本次褶曲的形态特征是
,

单个褶曲形态

开阔
,

两翼夹角在
。

之 间
。

呈 膝

状
,

一翼缓
,

一翼陡
,

褶曲群成阶梯状向北

北西方向下落
。

把曲转折端张裂隙发育
。

脊

线倾伏方向有两个区间
,

一是 。 ,

另一是
,

倾伏角 一
。

柑而

倾斜方向分别为 及
,

倾 角

多在 。 。

褶曲幅度 与 宽 度 之比小于
。

真厚度近于相等
,

轴面厚度变化悬殊
。

背斜构造缓翼长度与陡翼 长度之比约为
, 向斜构造该比俏为 一

。

片

理与层理同时弯转褶曲
,

两老始终保持平行
。

二 褶曲类型划分和形成机理及

构造演化

,

兰姆赛 指出 “范海斯分出了两种基木

褶曲类型 ①平行褶曲或同心褶 曲或弯曲褶

曲 , ②相似褶曲或剪切褶曲
。 ” 并且确切的

指明相似褶曲的几何性质是 沼垂直层面方

尚测量时
,

各岩层厚度不断改变
,

而沿平行

于褶曲轴面的方向上测量时
,

其厚度保持不

变 图 弯曲褶曲的性质恰与相似摺

曲相反 图
。

太平山矿区由第一
、

第二次褶皱作用形

成的褶曲
,

具有真厚度变化悬殊
、

轴面厚度
近于相等的几何性质

,

褶曲类型应属相似褶

曲 , 第三次褶皱作用形成的褶曲
,

则是真厚
度近于相等而轴面厚度变化悬殊

,

褶曲类型

属弯曲褶曲
。

褶曲形成机理 兰姆赛还指出 ①相似

褶曲的这种几何性质
,

只能是平行于褶曲轴

面的顺层流动造成的 , ②相似褶皱最重要的

形变特征
,

通常就是压扁作用的特征 , ③剪

切形变将引起真正的相似褶曲
。

太平山矿区第一
、

第二褶皱作用形成的

相似褶曲
,

具有转折端圆沿
、

不断不裂的特
征

。

试设想
,

如将一根玻璃 棒 弯 转 成

见《国外小构造研究 专辑 》, , 地科院情

报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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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性

一幕耳
’

团口

图 典型的平行附曲和典型的扣似褶曲的月何特征
、

左 钊乡了芳 为
、 几了丁

右图分别为两类褶曲的

于叻爪所 测 厚 少愁

了

林山和托似裱心的横切面法丹

一 坐标曲线图 企一承直

一 甘门
飞摺轴曲面所侧厚度

·

⋯
、

次点

。

的夹角
, 又要使其转折端圆滑

,

不断不

裂
, 只有对玻璃棒加热

,

使其处于熔融半流

动状态才能达到
。

因此
,

认为第一次褶皱作

用形成的褶曲
,

其形成机理是 岩层在高温

高压下处于塑性流动一半流动状态
,

受北东

一南西向持续剪切压应力作 用 发 生 强烈变

形
。

而第二次褶皱作用乃是在第一次褶皱作

用持续作用下较晚阶段的产物
。

第三次褶皱

作用形成的褶曲
,

形态开阔且转折端张裂发

育 , 故褶皱形变是岩石处于刚性条件下受北

西一南东向挤压作用而发生褶皱形变的
。

‘

构造演化 实际资料表明
,

太平山矿

区整个褶皱形变的演化过程是 由相似褶曲

演变到变曲褶曲 由塑性变形演变到刚性形

变
。

米耳列尔
辛

针对复杂错动的杂岩

构造形态发育顺序
,

总结出三条共同规律

①叠加褶皱轴的分布
,

如果不是大体垂直于
早期的每个褶皱

,

那么至少也是大体垂直于

早期的整个褶皱体系 , ②区域变质岩层构造

演化早期发育了平卧等斜褶皱
,

而第二期是

开阔的且轴面近于垂直 ③在变形过程中
,

岩石塑性有规律递减
,

以岩
一

石塑性大的状态

开始
,

而以表明对外力起刚性反应的次生片

理带
、

裂隙体系和断裂体系告终
。

太平山铁

矿的三重叠加褶皱形态
,

与上述规律相符
。

三 各次褶皱作用形成的褶皱 曲

构造展布规律的成生联系

由于后期构造作用形成的褶皱形态 ,

是
在早期构造作用形成的褶皱形态基础上脱胎

产生的
,

所以 , 早期构造作用形成的褶皱形

态的构造线方向及产状
,

就控制了晚期构造

作用形成的褶皱形态的构造线方向
、

产状及

展布规律
。

太平山矿区第一
、

第二次褶皱作用 ,

是

在新余铁矿田主体构造一神山倒转倾伏背斜

基础上发生的 , 受神山背斜轴向向南西倾伏

和北西倒转控制
,

受到北东一南西向剪切挤
压应力作用后形成的褶皱

,

其脊线必然是向

北西方向倾伏
,

轴面必 向南西倾斜
。

相似褶

皱群中每个褶由的转拆端必然会由南西向北

东逐渐抬高
。

而第三次褶皱作用
,

又是在形

成向北西倾伏的相似褶曲基础上
,

受到北西

一南东向的挤压发生膝状弯 曲 形 变 的
。

此

时
,

由第三次褶皱作用形成的褶曲群
,

必然

作阶梯状往北西方向下落
。

各次构造作用形

成的褶皱 曲 的展布规律 的 这 种 成生联

系
,

完全可以通过模拟实验加以证实
。

四 变质岩区褶皱构造的若干研究方法

不少中外学者对变质岩区的褶皱构造及

伴随褶皱作用生成的其他小构造 如香肠构
造

、

窗棱构造
、

杆状构造 进 行 过 专 门研

究
。

在学习前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

下面结

合我们的感受
,

谈谈变质岩区褶皱构造的若

干研究方法
。

从大地构造着眼
,

从小构造入手
, 细

致观察素描各和构造现象
,

收 集 第一性 资

料
。

在调查过程中
,

除对褶曲构造作一般形

态描述外
,

还建议按下列表格要求
,

对各形

态要素进行观测
。

在微观观察统计基础上
,

进行归纳
、

分析
、

对比
,

总结出宏观上的共同特征 ,

使

感性认识进一步条理化
。

注意各个褶曲构造所处的空间位置
,

揭示构造展布规律
。

见《国外地质资料选编 十 四 》, ,

地科院

情报所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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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岩层在褶曲中的形 态要素 软岩层在摺曲中的形 态要素

褶

曲
⋯
幅

兰 ⋯
冤

度

最 最

大 小

最大

真厚

最小

真厚

褶曲最大

真厚

最小

真厚

一摺曲褶曲

摺摺摺 产产 状 要 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曲曲曲 脊脊 , ” 上 下下 两两 褶褶

··

编编 线线 面 ⋯引
翼翼 翼翼 曲曲

号号号 产产 产 产 产产 夹夹 幅幅

状状状状 状 状 】状状 角角 度度

最 最

大 小

幅 宽

度 度

真 真

厚 原

宽度辐度真厚真厚

幅度一宽度

结合区域构造
,

分析研究各次构造作
用间的成生联系

,

如条件许可
,

还应通过模

拟实验研究其形成机理
,

以加深感性认识并
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

新余铁矿田
,

地表盖层发育
,

利用探

槽和钻孔揭露各种构造现象
,

受到揭露面限

制
。

因此
,

必须充分利用暴露面较大的人工

露头
,

如露采场
、

机台壁及其他人工露头
。

充分利用这些 人工露头
, 既能 节 约 地 表施

工
,

又能见到较多的清晰而完 整 的 地 质现

象
, 地质效果也较为理想

。

在变质岩区工作
,

片理与层理不能等

同相观
,

两者必需严格区分开来
。

五 褶曲展布规律及其形态特征在

找矿勘探中的运用

该类矿床的矿层
,

虽然在经受褶皱变动

后
,

使纵横两个方向都发生褶皱
,

但沿这两

个方向发育的褶皱 曲
,

都具有一定的产

状
、

展布规律和形态要素
,

如何掌握这些规

律并充分加以运用
,

这是在该类矿床找矿勘

探过程中位得 重视的
。

第三次褶皱作用形成的膝状弯曲褶曲

群
,

总体上是成阶梯状向北西方向下落
,

因

此由南东往北西或由北西往南东追索揭露矿

层时
,

应特别注意膝状褶曲造成的两露头点

之间的突然落差
。

如果由南东往北西追索矿

层
,

连续 的矿层突然中断
,

同时又未见断层

迹象
,

那么很可能有膝状褶曲存在
,

致使矿

层 出露标高突然下落
,

因此必须
一

下落一个标

高追索矿层
。

同样
,

由北西 向南东追索矿层 ,

若矿层突然中断
,

则应上升一个标高追索矿

层
。

假如地表 趋盖厉害
,

则可顺着露头
,

施

工 沿脉探沟
,

揭露膝状弯曲褶曲的转折端
。

由北东往南西或由南西往北东方向追

索揭露矿层时
,

则应注意相似褶曲造成矿层

出露的空间变化
。

追索矿层时
,

应注意观察

片理与层理交角和真厚的变化
,

并结合褶曲

幅度与宽度的比例关系确定所处构造部位及

褶曲转折端的空间位置
。

另方而
,

还应注意

观察露头点的空间位置及产状陡缓变化
,

以

确定该地段褶曲构造发育的简繁程度
。

如果露头点上片理和层理近于平

行
,

那么就表示我们所处的 构造部位是在褶

曲翼部
。

追索矿层时
, 如果发现片理与矿

层层理的交角越来越大
,

而且矿层真厚也逐

渐由薄变厚
,

那么就表示我们是由翼部向核

部追索矿层
。

反之亦反
。

如果露头点上片理和层理近于直

交
,

就说明临近褶曲转折端了
,

同时 也欲味

着矿层很快要往回折转
。

当两露头点其产状较平缓
,

其 ,

又无断层破坏
,

则可根据两露头点的空间位

置去判断褶曲构造发育的简繁程度
。

①若两露头点其平距小而落差大
,

那 么

该地段褶曲构造就愈发育
,

愈紧闭
,

即使是

大比例尺地质图 也难 洲攀地表示出这种构造

现象
。

此时地质图 上表示 出来的露头线
,

必

然急剧地穿越地形等高线
,

从而呈现出与

字形法则不协调的现象
。

②在 司一七
‘
况下

,

若两露头点平即川万

落差小
,

那 么该地段褶曲形态就简单
。

必须注意观察招曲构造核部到 叹部地

层层序排列情况
,

倘若 发现一个背斜 油 犯

核部为矿层顶板时
,

或一 个向斜褶曲其 扩邵

为底板时
,

这就标志着存在相似褶曲迭加在

相似褶曲之上的地质现象
。

以上各点不仅在地表填图追索矿层时应

予注意
,

而且在钻探施工中
,

在 刘面联图中

也值得注意
。

在剖面联接对比时
,

应特别注意总体

构造形态和褶曲展布规律
,

并充分犷意许线

倾伏方向和倾伏角
。

比如 、 一个
’
了斜洲皱形

态
,

由于其脊线在北西倾伏
,

为此 刘 ’线的

位置越注北
,

褶皱构造转折 端 的 标 高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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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其褶皱转折端的空间位置
,

可通过脊线

倾伏角及线距用图解法求得
。

此外剖面线越

往北 , 背斜褶皱构造其幅度与宽度也愈小并
逐渐消失

。

太平山矿区的矿层褶皱形态
,

在整个新

余铁矿田 尤其在东段 具有一定代表性
,

如何掌握规律性特征并运用到找矿勘探工作

中去
,

以加速矿田的勘探步伐
,

是值得进一

步摸索和总结的一个课题
。

六 新余铁矿田寻找厚大矿体的方向

及寻找富矿的可能

在新余铁矿田内
,

具一定规模的相似褶

皱的核部地段
,

是寻找厚大矿体的有利部位
。

实际资料根据

大量厚度测量数据表明
,

矿层在褶

曲核部的厚度是翼部的 倍
,

有的达 倍
。

良山及太平山矿区的厚大矿体就

是产在相似褶皱的核部 图
、 。

理论根据

资料表明
,

矿层在相似褶皱核部
,

厚度
大的可达 米

,

而在翼部的厚度多为

米
,

甚至更薄
。

我们认为这种厚薄的悬

殊变化
,

是经历相似褶皱作用改造所致
。

其

理论根据是 矿层相似褶皱的形成
,

是矿层

处于塑性流动一半流动状态下产生的
。

在褶

曲形成过程中
,

物质总是由翼部向核部聚集

的 图
,

这样就形成了核部加厚
,

翼部

变薄
。

换句话说
,

在相似褶皱形变过程中
,

图 弓 之、平山 线剖面图

物质是不灭的
,

相似褶皱核部加厚其物质来

源是来源于翼部
。

以实际资料为佐证
,

并结合理论原理根

据
,

认为于新余铁矿田寻找厚大矿体的有利

部位
,

是在具一定规模的相似褶皱核部
。

在相似褶皱形变物质由翼部向核部聚集

加厚的过程中
,

铁质也可能进一步转移至核

,,

勇勇

部
,

使褶皱核部含

铁量增高
。

从理论
上探讨来说

,

相似

褶皱的形成是物质

处于塑性流动至半

流动状态
,

由于物

质内聚力与附着力

的差别 ,

加之硅质

胶状体 较 铁 质 胶
状体粘性大

,

流动

不及铁质快
,

因而

图 示相似褶曲形变时物质

由翼部向核部聚集
,

形成

核部加 味
,

翼部变薄

图 良山 盛践剖画

在流动过程中
,

有可能造成部分硅铁自动分

离
, 同时在流动过程中铁质能够优先聚集到

核部
,

这样就能使褶皱核部铁 含 量 相 对增

高
,

成为浮找钦质相对富集的有利部位
。

实

际资料表明褶皱的核部较之翼部全铁平均品

位一般要高出
, 。

因而提出在相似褶皱

的核部有找到品位较富的矿体的可能
。

与笔者共同参加矿区矿体形态调查研究
工作的有赵成信

、

彭德勇二同志
,

汤其鸿
、

许温复
、

李正果
、

唐保根
、

徐 子休等同志也

参加了一定的野外调查工作
。

本文承我队李

英鉴工程师审稿
,

在此致以谢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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