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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升 , 克 吨 门

图 探槽铂
、

把
、

镍
、

钻品位 曲线图

件
,

矿化可能与中低温热液活动有关等等
。

,

从含矿岩体产状
、

矿石结构构造
、

矿物

组合
、

岩石变质作用
、

铂族元素的分布及物

化探资料分析
,

该矿床成矿作用与一般含铂

族元素硫化铜镍矿床相似
。

矿床类型是一新

的斜长角闪岩型
,

矿床成因是岩浆熔离交代

变质含铂族元素硫化铜镍矿床
。

找 矿 方 向

黄花滩及其外围几个基性超基性岩体在

区城上可分成两个带
,

南部以固阳至武川一

带
,

北带以达茂旗至四子王旗一带
。

黄花滩

斜长角闪岩体位于北带
,

侵人古老的片麻岩

中
,

矿化与斜长角闪岩有关
,

而小南 山硫化

铜镍铂矿与变辉长岩有关
。

斜长角闪岩应是侵入于片麻岩中的基性
岩

,

从化探原生晕异常分布特点及含砷铂矿

等
,

反映斜长角闪岩类岩石具有含矿特征
。

矿区尚出露有麻粒岩
、

变辉长岩
、

混合质斜

长角闪岩等
,

而斜长角闪岩和麻粒岩为变质

岩相
,

铜异常具有相似性
。

从黄花滩铜镍铂成矿特点
、

含矿
一

岩石 产
出特征

,

对内蒙地轴侵人前寒武系古老混合

质片麻岩中的基性超基性变质岩类
,

寻找该

新型铂矿床
,

确是很值得注意
。

在区域上达茂旗至集宁一带具有相似的

地质条件
,

应注意混合质片麻 六中的斜长角
闪岩和麻粒岩的含矿性及铜异常特点

,

还应

注意地表褐铁矿化
,

孔雀石
、

蓝铜矿
、

铜蓝

等次生矿物标志
。

相信在内蒙地区有可能打

开找寻斜长角闪岩型铂矿床的 折 沙面
。

参加工作还有张 石林
、

宋国强同志
,

工

作中得到内蒙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及其一队和

四队的帮助
,

首钢地质勘探公 司中心实验室

邢抚安工程师
,

在工作中给予 多 方 面 的 指

导
,

并详细审阅原稿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包 络 面 在 地 质 勘 探 中 的 运 用

江 西 地调队 戴元裕

概 述

包络面 乃是 复杂褶皱
系中重建起来的一种面状构造

,

它和褶皱轴

面同样是一种假定的面状构 造
。

所 谓 包络
面

,

是指通过复杂褶皱系中各单元褶皱脊线

所勾连出来的一个面
。

在切割脊线方向的剖

面上
,

包络面系通过连接复杂褶皱系中各单

元褶皱转折端表达出来的 图
。

在地质

科学研究院情报所翻译 艾兹所著
“

变质
岩层构造特征 ” 一文中

,

将包络面称为褶皱

镜面
。

在复杂褶皱系中
,

重建起来的包络面不

是一个
,

而是两个
,

我们可根据地层层序新

老关系
,

将重建起来的两个包络面分别称为

上包络面 记作 上
、

下包络面 记作 下 ,

而将上
、

下包络面之间的铅直距离 称

为包络面间距 图
。

因为包络面是一种

重建的面状构造
,

因此我们可将限定于上
、

下包络面之间的地质体称为重建岩层
,

同时

将包络面间距视为重建岩层厚度
。

在复杂褶皱系中重建包络面和确立 重建

岩层
,

其重要作用和意义在于
,

复杂褶皱区

被褶皱了的岩层
,

其层理产状往往不能真实

地反映地质客体的总体产出形态
,

而被褶皱

了的地质客体的总体产出形态
,

多半是受包

络面的控制
。

这是在复杂褶皱区进行地质工

作时必须注意的
。



卜 , 几诬洛画
一

卜包洛面 包子各如 距

图 包络面及其地质要素

图 牵引褶曲在决定大型构造时的应用
据

, ,

毕令斯

包络面在地质勘摊中的选角
进行构造分析

, 利 定大型 构追
。

毕令斯指出 ‘牵引摺曲的轴面与主要层

面之间所夹的锐角指向相对运动的方向
”

图
。

我们可以根据这一原理
,

通过测定包
络面与各单元褶皱轴面的交角关系

,

去判定
大型褶皱构造形态

。

如新余铁矿田杨家桥矿区天子山地段
,

矿层因受褶皱作用而多次重复出现 图
。

最初
,

我们对其主体构造形态的认识 ,

存在

着两种意见
。

现以 。线剖面为例加以说明
。

线地段 图 矿层重复出现三次 , 形成
了三个露头点

、 、 。 。

第一种意见是

将
、

两露头连成背斜构造 ,

将
、

连成向

斜构造 图 , 第二种意见将
、

连成向

斜构造
,

将
、

连成背斜构造 图
。

由

于缺乏依据
,

认识不能统一
。

通 过 野 外调

查
, 于 。 孔机台壁 露头上见到多个小型褶

曲构造
, 测得小型褶曲轴面产状为

。

邝
。 、

“ 。 , 又测得包络面产状为
。 了 “

图
。

按 毕令斯确立的原理 图
,

在分析轴面与包络面两者交角关系后
,

肯定

了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 图
。

产 尸 一 一 、
、

, 一‘

一、

片因

匹萝司
巨困

杨家桥组 「投

杨了侨组土段 子到
松山组 几仗

汀叹
了 以 各图渐洲 葱苦 人图相同

,

图 杨家桥铁矿区 天子 山地段地质平面图 图 示杨桥铁矿区 。线主体褚皱构造剖

面连接的第一种意见

勺,,

图 杨家桥铁矿区 线 一。 孔地段

音面图

江西赣中新余式沉积变质铁矿
,

矿层呈

复杂褶皱形态产出
。

现就笔者在新余铁矿田

对矿体褶皱构造形态研究过程中获得的几点

体会
,

谈谈包络面在地质勘探中的运用
。

一一 沪 产 尹 尹

图 示杨家桥铁矿区 。线主休褶皱构造

剖面连接的第二种意见



图 杨家桥铁矿区 。线矿层露头
,

次级摺皱轴面与包络面的交角关系

峨图 太平山铁矿区 一 线南东段

地形地质图

图 杨家桥铁矿区 。线剖面图

, 定地层层序
。 。

特纳
、

韦斯指出 “如果包络面比单元褶皱轴平面

倾角陡
,

则可能表明总层理发生过大规模的

倒转 ” 。

在杨家桥铁矿区 线 露头上
,

测得

复杂褶皱系包络面的倾角较之单元褶皱轴平

面倾角要陡
,

说明层序倒转
。

而在该露头上所

见的实际情况也是作为矿层底板 时 的

含磁铁绢云千枚岩
,

直接盖于矿层之上
,

而矿

层又盖于其顶板 专 绿泥千枚岩之上

图
,

显示出地层发生了倒转
。

这为我
们确定矿区地层层序企倒问题提供了依据

。

在地质填图工作中的运 用 图 是太

平山铁矿区 一 线南东段地形地质图
,

令
人费解的是

,

图上标明矿层的产状 , 倾角只

有
。 ,

而地质界线却急剧的穿越地形等

高线
,

呈现出与 “ ” 字形法则不协调的现

象
。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是 图 填 错

了 还是产状测定错了 都不是
。

主要原因

是由于这些地段
,

矿层呈紧闭倒转近于平卧
的迭

“

之
”

状褶曲群产出 图
,
在地质图上

无法将矿层层面形成的地质界线表达出来
。

也就是说在地质图上的地质 界 线 并 非由矿
层层面与地面交线形成

,

而地质图上的地质
·

界线实为包络面与地面交线构成
。

图 清晰

图 伏半山铁犷区
‘

乐人工耳头

地反映出包络面的产状是陡倾斜 , 因而造成

地质界线急剧的穿越地形等高线
。

然而由于

当时对包络面缺乏认识
,

因此在图面上未能

真实地反映出地质客体的情况 ,

致使图面上

形成假象
。

因此 , 笔者认为
,

在复杂褶皱区

进行地质填图时
,

不仅要测定和表达岩层及

矿层层面的产状
,

而且还必须测定和表达包

络面的产状
。

只有这样才能更确切地反映地

质客体
,

便利于地质图件的判读和进行构造

分析
,
不致于造成错觉

。

在矿 区勘探中的运用 当矿体作复杂
褶皱产出时 , 布设钻探工程一定要以包络面

产状为依据
, 切忌单纯地根据层面产状去布

设工程
。

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
。

现以太

平山铁矿区 线北东段 图
’

为例加以阐

述
。

线是太平山铁矿区 一 线 太平沟

地段 具代表性的一条勘探线
,

在勘探过程



幸
争争

了了了

图 太平山铁矿区 线北东段勘探剖面图

中
,

起初依据在地表测得的矿层较平缓的产

状
,

设计施工了 好
,

当 钻 进 到 米时

终孔 未见矿
,

随后几经变更设计孔深继

续施工
,

直至 米仍未见矿而终孔
。

又

经 线 图 孔施工以及其 他 勘探线

相应部位的施工
,

情况也类同于 孔
,

因

此认为该地段存在一条大断层
,

通过一段时

间对矿体形态进行研究之后
,

初步查明了矿

体的褶皱构造形态
,

同时也认识到 “轴面

平缓的褶皱群会形成总体陡 倾 斜 的 特征 ”

实指包络面产状陡倾斜
。

接着便在 线

依次再施工 孔和 孔
,

通过两孔的施
工

,

终于查明了 线北东段的 褶 皱 构 造形

态
,

使我们从断层的禁锢中解脱出来
。

线

北东段的构造获得解剖性的突破后
,

整个太

平沟地段 一 线 的勘探工作也就迎刃

而解
。

吸取了以往工作的经验教训
,

随后在杨

家桥铁矿区的勘探工作中
, 布设钻探工程和

剖面连接对比就是以包络面 产 状 为 主要依
据

,

首先考虑与对比的是上
、

下包络面的产

状及它们所处的三度空间位置
,

以及对比考

虑重建岩层和重建岩层厚度
,

并根据这些特
征去设计每个钻孔的见矿区间孔深

。

再者包

络面间距 即重建岩层厚度 的大小 ,

能显

示出褶皱规模的级次
,

在杨家桥铁矿区的勘
探工作中

,

确定了矿层复杂褶皱系的上
、

下

包络面后
,

便发现矿区三级规模的褶皱其包

络面间距多在 。米左右
,

四级 规 模褶皱其

包络面间距多在 米左右
,

五级规模褶皱其

包络面间距多在 。米左右
。

而三级和三级规
模以下的褶皱一般保存较完整

,

此外厚大矿

体多出现在三 四级相似褶皱的核部
,

从而

帮助我们进一步确定了勘探工作中的重点对

象
。

结 语

综上所述
,

我们不难看 出
,

在复杂褶皱

区 由于褶皱了的岩 〔矿 层层面产状不能真
实地反映地质客体的总体产状

,

而其总体产
状多受包络面的控制

。

如若不重建包络面
、

确立重建岩层 ,

而还是单一的考虑岩层层面

产状
,

这就容易使我们在对地质客体的认识

上
,

造成种种错觉
。

只有重建包络面后
,

才

能去伪存真
,

真实地认识和表达地质客体的

特征
。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汤其鸿工程师和王

仁根同志的大力支持
,

承蒙汤其鸿工程师帮

助回忆太平山铁矿区的工作 过 程 并 审阅文

稿
,

在此致以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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