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又受背斜倾没端和扬起端
、

倒转背斜
、

复

向斜中次级背斜
、

沉积间断面
、

层 面构造等

几种构造组合的联合控制
。

铜矿床在空间上与燕山早期中酸性侵人

体有关
,

本地区的所有铜矿床
,

无不例外地

均伴有小型侵人体
,

并伴有矿化作用
、

蚀变

作用
,

显示了岩体与成矿的密切关系
。

硫同位素测定
, ” ‘ 的比值和陨石

硫 习 毛比值很接近
。

铜官山矿 “ 念 “ 今

的比值在 之间 新桥矿
‘的比值在 , 狮 子 山 矿
。

一 , 金 口 岭 一
。

乙 ‘编 值的变 化
,

铜 官 山 矿
, 新桥矿 , 狮子 矿 一

, 金 口岭矿 一 。 。

一般多在
一 。 编之间

,

变化范围较窄
,

表明
成矿溶液中的硫在成矿过程中同位素分馏作

用不强烈 ,

具有很好的均一性
,

说明矿质来

源比较单纯
。

以上资料表明
,

本地区矿床 的 成 矿物

质
,

主要来源于地壳深部或下地慢
,

部份成

矿物质来源于围岩
。

综合 述
,

铜陵地区极大多数铜矿床
,

产于一定的地层中
,

受三个不同时代地层控

制
,

具有层控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
。

矿床受
区域构造制约

,

产于地质构造的特定部位
,

与燕山早期中酸性侵入体有关
。

成矿物质主

要来源于上地慢
,

部份来自围岩
,

因而认为

是以后生为主的广义层控矿床
。

层位岩性对矿床的形成固然是重要的地

质因素
,

但不是唯一因素
,

不等于有了层位

就能找到矿
。

多年找矿实践表明
,

单一的控
矿地层还不能构成矿床

,

只有在控矿地层
、

构造因素
、

岩浆岩因素以及其他各种地质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
,

才能形成具有经济意义的

矿床
。

赣东北网状断裂对成矿的控制
江西冶金地质一队 苏运波

赣东北是我国铜矿的主要蕴藏区之一
,

此外还分布有铅锌钨锡妮担等金属矿产
。

该

区主要由东西向
、

北东向
、

北北东向及北西

向构造组成区域构造的格架 图
。

东西

向构造是 区内发育最早
、

活动时间最长的构

造
,

自晋宁期到喜山期均有活动
,

波及之地

层从古生界以前直至新生界
。

组成这个构造

的主要成分为一系列东西向基底褶皱带及伴
生的东西向断裂

。

由于受后期构造的干扰和

改造
,

使局部方向变为北东 东
、

东 西 向构

造
,

对以后各期构造运动的发生
、

发展有明

显的影响
。

北东向构造始于上古生代
,

系叠加在东

西构造的基础上发生
,

主要由 一 系 列 北东

向褶皱带
、

压扭性断裂和岩带组成
,

燕山期

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新生性
。

北北东向构造发生于燕山早期
,

至新生

代仍有活动
,

整个构造运动分为早
、

晚两个

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形成北东
。

的平

行相间展布的断隆和断凹 , 第二阶段形成一

系列北北东
”

的压扭性断裂 局部为

张扭断裂 和中新生代火山盆地
。

北西向 约北西
。

构造主要
由一系列压性和张性断裂组成

,

局部地段有
北西向褶皱分布

。

该构造可能始于古生代
,

至新生代仍有活动继承
,

具有多期复杂的活

动历史
,

是 区内重要控岩控矿构造之一
。

此外
,

根据卫星照片和 现 已 查 明的情
况

,

区内还分布一些南北向构造
,

但不占主

要地位
。

区内各组构造在发生和发展的漫长历史

过程中
,

是互为依存
,

相互 干 扰
,

先 后益

加
,

形成多构造的复合 , 特别是东西向构造

和北东
、

北北东向构造的复 合 关 系 十分重

要
。

它对区内燕山早期第一阶段花岗岩的成

矿活动有重要的控制意义
。

等距发育的 “ 网状断裂构造 ” 系统

及其控矿意义

中生代以来
,

区内新生和复 活 的 北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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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侏罗统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

燕山期酸性
、

中酸性浸入岩

燕山期中性侵入岩

燕山期纂性
、

超基性浸衅矛

燕山期喊性侵入笨聋

压性断裂

扭性断裂

压扭性断袭
卫片解译的断裂

花岗岩构造隆起区

漏黯君竺料
一超触系”

盛加改造类钨
、

铜 铂 》矿床 点
与花岗岩有关的深成系列
钨锡捉担锰矿床 点
七 砂不明的钨镶旧

‘

床

犷
回回口口口口口团团团团国回回回回

、
·

帐东北地质构造军产略图

浦,厂一矿交图南
、
生

东
、

北东
、

北西向断裂构造是三组重要的区

域性构造
,

具有同级构造大致等距分布的特

征
,

组成 “ 网状断裂构造 ” 系统
。

北北东向
。 。

。

断裂构造形迹显著
,

主要为一

组压扭性断裂组成
。

根据卫片解译和区测实

际资料
, 区域从东至西

,

大致以 公里间距

分布了四条区域性 工级 区域相对分级
,

下

同 断裂带
, 即重村一上饶断裂带

、

黎川一

婆源断裂带
、

余江一乐平断裂带
、

进贤一都

阳断裂带
。

断裂带延伸达几百公里以 匕 均

已超出本区范围而延至外省外区
。

在 级构

造之间还相间分布了 级和更 低 级 次 的断

裂
。

北东向
。

断裂是本区构造形

迹最显著的一组构造
,

由一系列压扭性断裂

组成
,

一般走向平直
,

延伸大
,

有明显的构

造山脉发育
。

该构造发生于上古生代
,

燕山

期有明显复活
,

至喜山期仍有活动
,

属区域

性的主干断裂带 , 有翰东北深大断裂带
、

彭

泽一湖口 断裂带
、

草壁一五都断裂带
、

陈坊

一玉山断裂带
、

赋春一塔前断裂带等
。

低级

序的断裂则遍布全区
。

北西向
“

之

断裂是一组以前忽略的区域性 控 矿 构 造
,

根据卫片影象和野外实际资料
,

本组构造在

区内发育较普遍
,

具有一定规模
,

断裂结构
面力学性质复杂

,

以压性为主
,

局部具压扭

和张扭性特征 断裂单体平面延伸不大
,

一

般为几到几十公里
,

有成带分布的特点
,

构
成延伸达几百公里以上的断裂带 , 具等距分

布规律
,

局部地段构造形迹显示隐伏或半隐

伏特征
。 、

级区域性断裂控岩控矿情况

显著
, 局部有航磁异常显示和温泉分布 , 断

裂下切深度较大
。

可能属初次一级构造
,

具

有区域性重要意义
。

根据卫片影象
,

并经局

部实地检查 , 区域从西至东
,

大致以

公里的距离分布的 级区域性断裂带计有

鹏田一抚州断裂带
、

鹰潭一锦江断裂带
、

仁

饶一乐平断裂带
、

玉山一铜厂断裂带 , 其中

匕饶一乐平断裂带延伸规模最大 , 沿带有大

量航磁异常分布
,

可能具有深大断裂性质
。

在 级构造之间还相 ’’分布了一些低级次的

区域性断裂构造
。

由北北东
、

北东
、

北西向 三 组 区 域性

工
、

级断裂带组成的 “ 网状断裂构造 ” 系

统是铜铝铅锌直接的区域控矿构造条件
,

两

组或三组断裂交叉的构造结点
,

对铜铂铬锌

矿床
、

矿田及与之有成生联系的岩体 群



⋯
、

于织
、

一 于 它 所 处部 位 的 上升 幅 度 和 剥蚀 程 度
。

例 如‘ 扩

夕



《 银山

撼兴

永平

铁砂街

东乡

铜山

南冲

犷

心口刁

‘盆

‘皿

为

一立』
一 一 ’今 。

田 德兴
、

永平等钢矿区硫同位素组感匕于布

, 算术平均值所在位跳

长期下降拗陷发展形成的 信 江 盆 地
,

由于
“ 网状断裂 ” 的切割

,

形成一系列的次级半

岛状隆起
。

在这些断隆部位
,

由于原始盆地

盖层不厚
,

新地层剥蚀无遗
,

从而大大地提

高了这些区段的找矿意义
。

区内永平铜矿
、

东乡铜矿
、

铁砂街铜矿等都是位于这些盆地

的边部隆起部位
。

造
,

低级次构造之间又包含了更低级次的构

造 证明其地壳构造的运动方式并非单纯的

块状性质
,

而且具有波动方式的特点
。

、

对于
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部的北北东向和北东向

两组断裂 ,

据其空间的展布形式和发生发展

的演变历史
,

二者乃应是太平洋板块构造先
后两个活动旋回的产物

。

不过前期构造受后

期构造的复合
,

中生代亦有显著活动而已
。

该区内生金属成矿活动主要发生在燕山

早期
,

显然与太平洋板块和印度大陆板块燕
山活动旋回有关 以太平洋板块影响为主

。

控制矿液的运移和分配
,

丰要是与板块构造
,

有成生联系的 “ 网状断裂构造 ” 系统 , 特别

是区域性的深大断裂
,

对矿床和矿田的区域

分布
,

起着定位作用
。

至于某一矿床或矿 田

具体控制矿体就位的容矿构造
,

其类型则与

矿床矿 田所处的部位各期构造的叠加组合形

式有关
。

因此
,

矿床
、

矿 田 类 型 较 多
。

但

是
,

在一个矿床和矿 田的范围内
,

往往只以

一种或两种容矿构造类型为主
。

气

“ 网状断裂构造 ” 系统的形成

及其控矿机制探讨

“ 网状断裂构造 ” 系统一词系从构造组

合形式出发而命名
。

关于这种构造形式的成

生机制笔者认为 与全球性构造有关
。

板块构
造学说提出存在太平洋板 块 和 印 度大陆板

块
。

中生代以来
,

两大板块对我国大陆板块

的俯冲碰接作用的结果
,

产生以各自碰接带

为中心的挤压应力场
,

以波动传递形式向四

周辐射
,

形成正负相替的断裂褶皱带
。

两大

应力波系的运动结果
,

形成许多互相干扰
、

互相交叉
、

互相割切的新生 和 复 活 断裂构

造
,

构成复杂的 “ 网状断裂构造 ” 。

这种构
造格局

,

随着我国区域性地质工作和遥感地

质工作的发展
,

愈来愈得到揭示
。

北东向构

造多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一带
,

往西构造发

育强度逐渐减弱
,

而北西向构造多集中在我

国西部
,

向东则逐渐形成 “泛而不显
、

深而

不明 ” 的分布特征
,

显出两个独立的构造波

系图象 图
。

此外
,

实际资料证明
,

北北东
、

北东
、

北西向三组构造 多具有同级

等距发育的特征
,

形成此起彼伏的正负交格

关系出现 , 高级次构造之间包含了低级次构

成矿与区域构造地球化学背景的关系

该区大规模铜铂铅锌成矿活动
,

除与岩

浆构造活动本身有着直接的联系外
,

与成矿

前期历次岩浆构造旋回叠加形成的构造地球
化学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根据成矿元

素在不同构造部位的分布规律
,

可划分两类

不同性质的构造地球化学区 一类是 以花岗

岩构造隆起区 为主体的钨锡被妮担等元素组

合的亲氧构造地球化学区 , 另一类则是与凹

陷带有关的以铜相铅锌银等元素组合的亲硫

构造地球化学区
。

这两类构造地球化学区均

系东西向墓底和北东向盖层构造的隆起带和

凹陷带的墓础上发展形成
。

其中亲氧区主要

分布在东西向与北东向或北北东向构造隆起

的复合部位
。

这些部位由于长期处于挤压状
态

,

使局部地壳硅铝层重熔而 形 成 花 岗岩

体
。

在花岗岩的成岩过程中
,

分异作用使钨

锡等亲氧元素得以进一步汇集
,

在东西向基

底构造隆起区 的原始亲氧区的基础 卜
,

形成

二次叠加改造的亲氧构造地球化学区
,

同时

州
对 我国来说

, 还有蒙古板块的俯冲碰 接
,

形 成近东西

向构造 的挤 压应力场
, 所 以区 内中生代东西 向构造活动亦

较显著
,

沿基底褚皱的隆拗相接部位 , 形成东两 向断毅 ,

对成矿亦有重要控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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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钨锡泥担等深成成矿 活 动
。

区 内嶂公公

山
、

灵山
、

怀玉山
、

武夷山等花岗岩构造隆

起区均属此类
。

相反
,

在基底的褶拗带和盖

层的向斜部位
,

山于沉积和保存了元古界以

来的多期古火山岩和五元素
, 。 ,

,,
,

地层以及晚古生代以后的多 期煤系系系

地层
,

在这些层位中
,

铜铅锌银硫砷铁元素

含量丰度较高 图
,

特别是黄铁矿发育育

普遍

广
,

征
,

和亲
区内燕山早期第二阶段大规模铜相铅

“ 网状断裂构造 ”

提下
,

不同的构造地球化学区 出现不同的含含含

矿建造和矿床类型
。

亲硫构造地球化学

在亲硫和富硫 建造 的背景丛础 上
,

铜铂

铅锌的成矿趋势大为加强
,

出现单纯亲硫元

素的富矿建造
,

往往形成川
一

岩铜矿 主

布在前古生界的丛底构造区内 几 层状夕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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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钨锡 妮祖 铜铂铬锌银等复杂的矿化

组合
, 矿床类型繁多

,

有较典型的与火山作

用有关的浅成系列的斑岩型矿床
、

夕卡岩型

矿床
、

爆破角砾岩类型矿床
,

也有受叠加改
造的前期花岗岩深成系列的钨锡 妮担 矿

床
。

上述情况说明
,

成矿物质的来源除了成

矿岩体从地壳深源携带上来以外
,

还有部分

或大部分来自地壳浅部的围岩
。

岩浆热液在

上升运动过程中
,

由于对含矿围岩的混熔和

蚀变作用
,

使分散在围岩中的成矿元素发生

活化转移
,

随之逐步浓集成矿
,

形成再造或
叠加改变类矿床

。

这种作用
,

对厚度巨大的

古老基底围岩显然占有主导地位
,

因为它不

但具备提供丰富的成矿物质来源的条件
,

而

且由于经受多期岩浆构造的叠加改造作用
,

使其中成矿元素浓集富化程度高
,

为成矿作
用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

区内两种不同

性质的构造地球化学区
,

总体呈现东西向的

区域展布格局
,

这在一定程度上
,

即是基底

古老变质岩系主导控制作用的反映
。

此外
,

还说明某些围岩建造具有明显的

选择性交代优势
,

是成矿富集的有利场所
。

区内永平
、

铁砂街
、

东乡
、

朱溪等铜矿
,

产

于石炭系黄龙灰岩和古火山岩层位中
,

层控

特征显著
。

从非矿化地段的同层位大量岩石
光谱分析资料来看

,

造矿元素的含量一般不 、

高
,

沉积 火山沉积 建造的厚度也不大
,

显

然
,

大量的成矿物质不可能来自赋矿层位本

身
。

但是这些层位一般含有较多的黄铁矿
,

有的还发育良好的碳酸盐一菱铁矿建造
,

具

有亲硫和富硫的偏碱性地球化学特征 ,

是含

矿落液交代沉淀的良好层位
。

所以
,

只要有

构造的复合前提
, 则往往形成层状夕卡岩型

矿床
。

结 语

从 “ 网状断裂构造 ” 系统控矿这一主

导因素出发
,

铜铂铅锌区域找矿的重点
,
应

置于北北东
、

北东
、

北西向三组区域性大

断裂的交叉部位
, 这一构造形式在区内具有

等距发育的特征
,

、

应注意用以进行成矿预

测
。

上述构造部位中的找矿重点又应该是

中生代陆相火山盆地的角端部位
。

因为这些

部位不但常是多组断裂的交叉位置
,

而且可

能为火山机构所在之处
,

是后期叠加成矿的

良好场所
。

在构造控矿的前提下 ,

必须重视基底

东西向构造地球化学背景对成矿的影响和盖

层建造条件的控矿 作用
。

亲硫构造地球化学

区应注意找铜铂铅锌 , 亲氧构造地球化学区

以找钨相为主
。

在基底构造区
,

注意找德兴

斑岩铜矿和银山式陆相次火山岩热液铜矿 ,

在盖层构造部位则应注意找永平式层控类型

铜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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