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构造地球化学的初步探讨

浙江物探队 哪逸根

随着勘查地球化学研究程度的深入
,

作

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区域地球化学
,

逐

渐为人们所注意
。

尽管现阶段尚未超越积累

资料的描述性范畴
,

但 已展示其广阔的研究

领域与实际意义
。

综合化探异常图 若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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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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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区域断裂带上构造地球

化学的形迹

在实际工作中
,

根据地球化 学 成 矿 理

论
,

综合分析已知区域断裂带上区域地球化

学异常的表现形式
,

进行类比
,

在相似的区

域地球化学异常带上
,

探索区域构造带存在

的可能性
。

例如
,

在富盛至乌灶的北东向断

裂带上 图
,

岩浆活动剧烈 , 混合岩化

作用强烈 ,

铁 铜 多 金 属矿化点 矿点 众

多
。

带上发育着一连串
、 、 、 、

等综合区域地球化学异常
。

异常群 体 的

长轴方向连线或单个异常的走向
,

均呈北东

向展布
,

与区域构造位置汲为吻合
。

断裂带

上
, 还有 △ 航磁异常和重力布伽异常 , 与

化探异常基本一致
。

新建一魏山新华夏系断

裂带 属丽水一壶镇破碎带的北东段 上
,

构造活动频繁
,

波及较深
,

岩浆活动剧烈
,

并有多个火山 日 。

带上分布有 中温热液型

多金属矿和铁矿床
、

中低温热液型铅钟矿
、

火山热液裂隙充填型萤石矿等
。

与热液活动

有关的
、 、 、 、

等综合区域化

探异常 图
,

呈北东向广布
,

明显受新

建一魏山新华夏系构造的控制
,

并与航磁异

常的密集带分布相一致
。

又如 , 在顺溪一青
田一带

,

存在着一组呈近南北向展布的张扭

性断裂带
,

带上出现南北向区域地球化学异

常
。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 多
,

不 再 赘 述
。

总

之
。

不同化学性质和分异条件的岩浆溶液
,

能在大地构造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空间

位置形成
。

一定的物理
、

化学条件下
,

含矿

热液将在空间有利部位停积 , 根据当时溶质

浓度的不同和温度
、

压力的变化
,

各种化学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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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依次聚集或分散
。

因此
,

利用区域化学

异常
,

是能够解释区域地球化学构造带的存

在的
。

区域构造地球化学的鉴别

不同的构造及其演 匕阶段
, ’

片犷伴有不同

元素的富集与贫化
,

并控制元素的地球化学

分布
, 出现复杂的地球化学形迹

。

因此
,

利

用地球化学分散模式的变化规律
,

将有可能

揭示区域地质构造的总轮廓
。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的正确鉴别
,

目前尚
处于探寒阶段

。

不少化探工作者
,

尤其是区

域化探工作者
,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

不同程

度地论及这个问题
。

本文在前人资料的基础

上
,

通过实践 , 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认识
。

区域构造地球化学特征的鉴别
,

有如下

几方面
于地球化学分散模式的轴线方向

,

岩浆

热液带沿着构造的有利部位侵入
,

通过深成

和表生活动
, 造成元素的再分配

。

元素由周

围介质向成矿空间
,

形成明显的 浓 集 梯 度
带

。

空间上表现为高于背景 的 地 球 化学分

布
。

其轴线方向显示构造带的展布
。

由图

可见
,

的铜量线
,

形成北北东向

展布的高背景区
,

从而揭示了平水一芙蓉地

质构造的总轮廓
。

由于受芙蓉旋 转 体 的 影

休均皇东西向分布
。

又如长乐一临安一带
,

串珠状的地球化学异常
,

极为明显地呈北西

向展布
。

该断裂带已被该区地质 工 作 者 公

认
。

凭借趋势面的变化特征 , 反映元素的

空间变化规律
, 从而揭示不同方向构造带的

存在
。

不同方向的构造带
,

有着不同的元素
组合及其强度变化

。

这种变化趋势
, 可以在

不同元素的趋势面分析中得到反映
,

如图

所示
,

在键跳一岭下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近

东西向展布的铅元素高背景带
,

在图 的南

北两翼
,

有东西向分布的低值区
。

反证了键
跳一岭下金东西构造带的存在

。

根据区域化探异常模式的形状
,

如图
,

呈现较典型的放射状构造地 球 化 学 模
式

,

可以反映火山喷发构造的存在
。

此外还

可根据元素的组合
, 鉴别不同构造地球化学

类型
。

构造生成序次的地球化学识别

由于构造运动具有脉动性和继承性
,

早

期形成的构造
,

将受晚期构造的强烈改造 ,

形迹上表现出构造的不连续性和错位
。

与此

相应
,

元素的空间分布
, 也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
。

在早期构造带上
, 区域地球化学异常表

现出不连续性 ,

或呈零星的串珠状展布
,

若

响
,

轴线略向东 西 两己侧 转

化
。

元素再分配的过程中
,

也可能导致元素的分散
,

形

成元素低于正常背景的负异

常区
,

其轴线方向
,

一

也可揭

示元素迁出的构造带展布方

向
。

图 中嗓 县 一 枫 桥
,

铜量线为其低背景值

区
,

轴线方向明显呈北西向

展布
,

切割北东向断裂 为

三门一天 目 妇北西断裂带的

南东段
。

带状或串珠状区域 也

球化学异常的展布方向
。

如

图 所示
,

从键跳一安文
,

各类区域地球化学异常明显

呈东西向串珠状分布
。

就单

一异常分布 而 言
,

呈 东 西

向 , 或呈北西向
, 但异常群

峨扭盆套翔 ,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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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幅
, ,

受切割将出现突然终止 , 晚期构造带上
,

以

及伴有后期活化作用的早期构造带上
,

地球
化学异常呈现连续性与完整性

。

在图 所示

的天目山一临安一富阳一铜岩山一长乐一天

, 、

稼合化探异常图

出与成矿作用有关的构造
。

如青田一永嘉一

带
,

由于后期各种地质作用的干扰破坏
,

致

使构造形迹模糊
,

地表较难辨认
。

但在
、

、 、 。 元素的地球化学图上
,

却清晰

台一亭旁北西向构造带上
,

有的部位

由于受北东向或北北东向 构 造 的 切

割
,

发生错位
,

异常呈断续分布
,

表

现为老年或残骸
,

如天台一长乐一铜

岩山一带 ,

富阳一临安一天 目山一带

等、 有的部位
, 由于受晚期构造的影

响
,

发生活化
,

异常呈现出连续性和

完整性
, 如铜岩山一富阳一带

。

另外
,

也可从单元素的地球化学

图中揭示构造生成序次的变化
,

如临

海至宁海的北东向断裂 温州一镇海

断裂带中段
,

明显地被键跳一岭下

金的东西向断裂切割
,

显然北东向断

裂早于东西向断裂
。

区域构造地球化学的实用意义

利用构造地球化学
,

可以鉴别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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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显示出构造特征
。

该构造带
,

在卫片解译

中已得到佐证
。

为划分远景区提供基础资料
。

不同体

系的构造形态
,

伴随着异同的岩 浆 热 液 活

动
。

地球化学异常的产生
,

矿点的分布
,

常

常依附于构造断裂带的分布
。

因此
, 从元素

的地球化学分布来看
,

异常显示强烈
,

组分

复杂
,

构成有益的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

从而

为研究成矿规律
,

进行成矿预测
,

提供更充

分的依据
。

构造地球化学
,

建立在宏观的地壳运动

与微观的化学元素迁移
,

并互为因果的基础

上
。

从地球化学角度解释区域构造
,

在实际

应用中
,

具有一定的意义
。

元素的背景区城变化特征
, 区域地球化

学异常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 是构造地球化

学鉴别的出发点
。

其展布方向
,

认为是地球
化学的形迹

。

借元素趋势面分析所反映的形
态变化特征

,

有助于追索区域地球化学构造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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