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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东北地区构造概况

本区处于九岭东西 构造带
、

华夏系永新

一乐平拗褶带和新华夏系怀玉 山一武夷山隆

起带之复合部位
。

构造复杂
、

矿产丰富
,

尤

其是新华夏系构造控制矿床分布的规律极为

明显
。

本区地史上经受了长期的
、

多次构造运

动和不同方式应力的作用
,

产生了错综复杂

的构造形迹
。

古老的东西向构造组成本区的

基底构造
,

表现为强烈的
、

南北向水平挤压

作用 ,
形成了一系列线型紧密褶皱 , 较新的

各种扭动构造产生于不同构造运动时期
,

在
“逆时针 ” 方向的一对扭力作用下

,

发育了

北东向的华夏系构造和北北东向的新华夏系

构造
。

区内华夏系构造较发育
,

在广度和强度
方面都超过了东西向构造沼迹

,

并迁就利用

和强烈改造了早期东西向构造
。

新华夏系是

本区发育较晚的一个构造类型
,

构造形迹强

度不如前两期
,

但其发育的 广 泛 性
、

活跃

性
、

密集成带状展布的北北东向形迹
,

依然

清晰醒 目
。 “ 山 ” 字型构造仅发育在局部地

段
,

显得甚为逊色
。

总之
,

区 内的构造体系发育 还 是 齐全

的 ,

各有独特的控矿专属性
。

新华夏系构造

的控岩控矿作用 占绝对 优势地位
。

构造体系划分及复合关系

本区 构造形迹 主要归划 为东西 向 构造

体系
、

华夏系构造体系 和 新 华夏构 造体系

图
。

东西向构造体系 本区隶属于九岭东

西向隆起带东端
,

自北 佰南划分为饶北东西

向隆起带
、

信江东西 向凹陷带和北武夷 山东

西 向隆起带
,

相 当区 内三个一级东西向构造

单元
。

一系列的紧密褶皱带和挤压破碎带又

可细分出二
、

三级东西向构造单元 表
。

华夏系构造体系 本区处于永新一乐

平拗褶带的北东段
,

褶皱和断裂均甚发育
。

由北西 往南东可划分为高台山一景德镇隆起

带
、

务源一万年拗褶带
、

怀玉 山一灵山隆起

带和玉山一陈坊拗褶带四 个 一 级 华夏系构

造
。

据构造规模
、

结构面特征和序次关系
,

可进一步分出较低级别的华夏系构造单元
。

新华夏系构造体系 是区内最新的一

个构造体系
,

也是极为重要的构造体系
。

它

以断裂和断块为主
,

直接控制着燕山期的成

岩成矿活动
。

从南东往北西可划分为玉 山一

广丰断陷带
、

大茅山一天柱山隆起带
、

务源

一英潭断褶带和高台山隆起带
,

组成区内新
华夏系一级构造带

。

在各构造单元的转接部

位发育了相应为二级挤压断裂带
。

每个断裂
带均有数条规模不等的断裂

,

特点是舒缓平

直
,

近似平行展布
,

具有多次活动 , 断裂两

侧均按 “ 逆时针 ” 方向相对扭动
,

并显示了

压 扭 性的力学特征
。

但各个断裂带及其

配套的构造形迹之发生
、

发展是不平衡的
。

如 号断裂带主构造带活 动 强 烈
、

规模较

大
,

岩体发育也普遍 , 而 号断裂带的配套

构造
,

即两组扭裂隙则特别发育
,

组成菱形

格子 网
。

上述的主构造带均属于导岩导矿的

通道
。

构造体系的复合关系 区内构造体系

的复合 型式有归并
、

反按
、

斜接
、

截接和重

叠五种
。

华夏系与东西向构造主要复合型式有斜

接
、

归并和重叠三种 图
。

新华夏系以反接
、

截接及归并等型式复

合于东西向构造 图
、 。

新华夏系和华夏系的复合型式为斜按和

归并两种 图
。

前者的配套构造 —
“ 泰



黝

建 图 赣东北地卜 句查体系略日

构构构 断裂裂 十月皱皱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体体体 压压 万万 了犷犷

,

系系系 隆隆 打 尔冬冬 东毕毕

性性性性性性性

招招招

厂厂沪沪夏夏夏夏夏夏夏
系系系系系系系

了了若若

厂厂厂厂声声夏夏夏夏夏
系系系系系系系

东东东
,

乎
‘‘

酉酉酉
向向向向向向向

共共共

他他他他他他他

山式 ” 扭裂构造可能重接于华夏系的主构造

带上
,

如塔前一赋春矿田
。

新华夏成矿带的特征

新华夏成矿带的划分 所谓成矿带是

指成矿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带
,

新华夏成矿带

系指新华夏构造体系控矿条件特别有利的地

带或地段
。

区 内燕山期岩体
、

矿床
、

矿化点在空间

上呈串珠式
、

对左北北东方向展布的带状特征

极其明显
,

而且都分布在主断面的上盘
。

这

种现象绝非偶然
,

而是新华夏系构造控岩
、

控矿的表现
。

区内自南东往北西可划分为 个新华夏

成矿带
,

个亚带 图
。

开化一上饶一邵武新华夏成矿带

一 紫湖一铜山亚带

一 么分水一永平亚带
。

休宁一铜 一一银路岭新华夏成矿带

一 邦彦坑一铜厂一铁沙街亚带 ,

一 德兴一中港坂一银路岭亚带
。

鹅湖一仙姑尖一余江新华岌成矿带

一 石城山一尖灿一塔桥业带 ,

班一 鹅湖一朱溪一黄金埠亚带
。

石门街一波阳新华夏成矿带

一 莲花山一波阳亚带 ,

一 石门街一障田波亚带
。

上述各新华夏成矿带大小不一
,

有的局

限于区 内
,

有的却延伸出区外
,

宽度大致在

公里 , 各带间隔约 一 公里
。

它们

的含矿性
,

由于工作和研究程度不同
,

从 目

前资料来看要算第 成矿带资料齐全
,

研究

程度最高
,

控矿条件最好
。

各矿带已知的矿

床
、

矿点如表
。

各成矿带的共 刁矿化特点

是以铜为主
,

兼有铅
、

锌
、

铂
、

金
、

银
、

铀
、

妮
、

担和重稀土等矿产
,

但以大茅山一
天柱山隆起轴为对称轴

,

向东西两侧
,

由高
温到低温

,

显示了对称性分带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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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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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卜夏系 几主性断裂斜接归井东西向断裂

图
‘

新华夏系压扭性断黝斗接 尸扦夏系压扭性断裂

新华夏构造体系控岩控矿特征 赣东

北地区的内生金属矿床
,

与其说是同岩浆活

动密切相关
,

不如说矿与岩浆均受新华夏系

构造控制更确切
。

具体说
,

即 新 华 夏 系构

造
、

杂斑岩体和内生金 属 矿 床 是 “ 二二位一

休 ” 的
,

具体表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空间上展现 了明 显 的方向性 区

内出露的燕山期岩体
、

金属矿床
、

矿点心 矿

化点和物化探异常
,

在空间上均追随若新华

夏系构造带展布
。

矿带沿北北东向的主要构

造带
,

呈串珠状分布 , 矿田或矿床则呈北西

西向或北东东向排列
。

德兴斑岩铜矿的研究

成果指 出 “二级新华夏系的配套构造
—北西西向横张断裂带控制了矿 田的展布 ” 。

实质上是北西西向横张断裂反接于华夏 系褶

皱带
,

在背斜轴部二次应力作用获得一并的

释放
。

在反接部位造成一个先压后张的开放

场所
,

为岩浆或矿液贯人
、

移 聚 开 辟了通

道
。 、

和 的主 岩体均是这种二

次应力作用的结果 图
。

多 数 岩 脉 是
“大义山式 ” 扭张裂隙控制

,

呈北北西向产

出 , 新华夏系的低级别配套裂隙 —
北北西

向
、

北北东向
、

北西西向和 早期东西向的横

张南北向裂隙中
,

都充填有 矿 脉
,

交 织成

网 ,

互为切割
,

矿物组合比较一致
,

图
。

又如永平铜矿
,

虽然矿床类塑不同
,

宫集条

件也不一样
,

但它与德兴斑 岩铜矿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
,

就是矿体直接受低级另 的新华夏

系主构造带控制 图
。

由上可见
,

区内

诸矿床
、

矿化点有共同点
,

也有差异性
。

共

同点为高级别的新华夏系是导矿构造
,

控制

矿带或矿田 , 低级别的新华 夏 系 是 储矿构

造
,

直接控制矿体的形态
、

产状和规模
。

差

异性即储矿构造的级别或力学 性 质 不 尽相

同
。

有的是以低级别的主构造带为主
,

有的

以低级别的扭张或横张裂隙为主
。

, 岩体和矿 床 矿 点 具等距性
八摊巨性 处方向性特点中的一个牲殊方而

。

区
’于的等距性特点清楚醒 目

。

如大茅山一夭于

山隆起带上出露的岩休就显示了等距性 怀

玉山岩体一灵山岩体一港口 岩体一新安岩体

一陈坊岩体之间间隔约 公里 , 务源一
英潭断褶带中的库桥岩体一扩边岩体一仙姑

尖隐伏岩休 一鹅湖岩体亦存在近似等



耳

价泌

回
铜矿床 “ ,

回“
矿床‘点 ’

皿 “ 床‘点 ’

国 “ 床‘点 ’

匡
矿点‘或矿化“ ’

三 淤夏构造带

压到华夏构造带

夏」东西向摺矫

区习中新生代盆地

巨口 中 ”统一 前‘睬

区习酗期花岗岩

,
尸

图 赣东 匕地味新华夏戎矿带划分图

卜 丫 九 卜

艺

专
“’穿’

对
护

距性
。

第 新华夏成矿带内的邦彦坑矿点一

铜厂矿 田一福泉山矿点一铁沙街矿床一银路

岭矿床
,

同样显示了大致等距性的特点 图
、

图
。

这些等距点的产生是新华夏系构造应力
作用叠加 或通过 早期东西向褶皱带 或

华夏系褶皱带 应力作用的集中点 一般均

为背斜轴部 , 巨大的应力冲破岩石圈
,

形

成脆弱带或断裂带
,

从而释熬出 巨 大 的能

量
。

随之地壳较浅部的岩浆趁机上侵
,

侵入

新华夏系北西西 向横张断咫反接于华夏系褶皱带
形成等距式控我扛矿守乍证缩影

图营 新华夏系压扭断裂旁侧含矿细脉

平行次级压扭性断裂成群出现



各新华夏成矿带内已知
、 。 、 、

矿床
、

矿点和矿化点 表 一
矿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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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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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辛 渡 头 安 口

八股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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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中港坂 ⋯李

户

李家滩

昌岭脚

菊 径

徐 烤 格 林

岩 口

杨村北 新 屋下

外 蒋

黄土岭

潘 村

滴水贯

何家山

银鞍岭

天子岭

刘家山

部位就是应力作用高度集中的夏合点
。

一般

适应于同等级别构造单元应力 作 用 的 复合

点
。

换言之 , 这些等距点是寄托于早期线状

褶皱带的存在而 出现 图
、

图
。

构造
、

岩体和矿 床成生 的统一性

新华夏系构造发生在燕山期
,

杂斑岩形成于
燕山期

,

有的矿床即为岩体的后裔
,

产于岩

体之中 , 有的直接充填于新华夏系构造破碎

带内
。

它们在成因
、

时间和空间上是一个统

一的体系
。

就是说
,

有成矿母岩或有益元素
的来源 , 没有适宜的构造 ,

不一定就能形成

矿床 , 反之 ,

控矿构造条件优越
,

不等于肯

定有矿床孕育
。

这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
。

但对热液矿床而
一

言
,

构造是主要的
。

本区新

华夏系构造是主要的
。

从地壳较深处运移上

来的含矿热液中含少量稀散的有益组分全赖

于特别优越的储矿构造
,

把它 “蓄集 ” 起来

的
。

否则即使饱有丰富的有用组分
,

也会分

散
。

所以查明构造的控矿规律是首要问题
。

区内燕山期岩浆活动的多阶段
,

反映了

新华夏构造运动的多期次性或多间歇性
。

即

产生一次岩浆或成矿活动
, 必然 “事件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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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华夏系与东西向褶皱带复合作用的
应力场中产生的等距点

在该应场内
,

新华夏系反接于早期东西向褶皱带时
,

导致背斜轴部二次应力作用获得一并释放
,

从而在梅个
背斜轴部将均有可能被岩浆侵入的可能

。

有的出露于地
表

,

有的隐伏于 地下 , 等距性特点是否根据这一机理进

行推测
。

要发生一次 至少一次 构造运动
。

构造一
岩浆岩一矿床是一个 “链锁反应 ” 的过程

。

岩体和矿床的产出是直接受构造支配的
。

斑
岩铜矿固然与斑 岩休难以分离

,

但归根结底

本区是受新华夏系构造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

所以岩浆 岩体和矿床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其
实质就是新华夏系发育程度和分布的规律

。

其它构造类型
、

岩石类型 如火山岩
、

中酸

性斑岩体
、

碳酸盐岩 和 硅铝酸岩及 岩性特

征
,

是含矿溶液富集的条件
。

永平铜矿便

是新华夏系低级别压扭性断裂 , 、

和

藕塘底群碳酸盐岩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贝

图
。

杂斑岩体 的 “ 显影 ” 作用 本区乡准
山期岩浆 、斤动频繁

、

期次颇多
,

岩类岩性也

繁杂
。

各期次
、

各岩类均 有 独 自 的 含习
、一

属

性
。

但与铜
、

相
、

铅
、

钊场
“

有密切关系的主

要是燕山早期第三阶段中一中酸性侵人岩
、

火山杂岩
,

即闪长岩
、

闪长扮岩
、

石英闪长
斑岩

、

英安斑岩
、

花岗闪长岩
、

花岗闪长斑
岩

、

斜长花岗斑岩
、

花岗斑岩及石英斑岩
。

这些 “杂斑岩体 ” 具强弱不等的矿化现象
。

然而这些岩体的 出现
,

仅能视为有色金属矿

产的 “显影 ” 作用
,

不能把它作为 “ 定影 ”

或成矿母岩
,

不能一见到 “ 斑岩 ” 就意味着
“斑岩铜矿 ” 。

要查明什么时代的斑岩 受
那一个构造体系控制的 矿化显示的特点是
什么 从本区来看

,

凡是具有矿化的岩体均
属燕山期的产物

,

有色金属矿化颇强的是燕
山早期第三

、

四阶段的 “ 杂斑岩体 ” 。

它们

都严格受新华夏系构造控制
。

多级 构造衬成矿作用 的控制 二级
新华夏构造休系的主构造带控制着一系列燕
山期的基 比

、

超基性岩
,

酸性
、

中酸性岩浆

的侵入和喷溢活动 , 三级新华夏构造控制着
矿 田和 矿床的空间位置 , 更次一级新华夏挤
压带制约着矿床的规模

、

矿体的产状及形态

变化
。

新华夏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

还控制着
矿化阶段

、

矿化类型和矿产种类
。

以上的认识仅是初步的
,

谬误之处
,

诚

望批评 指正
。

困团回口困困画困困园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