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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厂金矿床是一个与超基性岩有关的大型中低温

热液金矿床
。

矿床位于哀牢山变质带的西亚带
,

处于

、

火
丹 、、

、‘

、勺、
’

飞
一、

龟

安定一九甲大断裂中段
,

金厂大断裂由北西变为南北

的转折部位
。

矿床有用组分除金以外
,

还有银
、

铂族元素
、

镍
、

钻
、

硒等伴生组分可供工业利用
。

矿体斌存于中

下志留统金厂组浅变质岩系与金厂超基性岩体接触带

蚀变岩的断裂带内 图
。

金矿化严格受成矿前与成矿期断裂构造控制
。

不

同级别的断裂构造分别控制着矿床
、

矿脉及矿体的分

布
。

因此
,

通过成矿构造的分析研究
,

总结断裂构造

控矿规律
,

对正确圈定矿体
、

预测与找寻盲富矿体
、

扩大矿区远景
,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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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地质概况

, 丫 ,

甩江县

圈 金厂金矿区城构造简圈

一 地 层

矿区东部为金厂超基性岩体
。

西部出露两套地

层 上构造层为上三迭统一碗水组
,

红层
,

它

与志留纪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下构造层为中下志留统

金厂组 一 浅变质岩系
,

分布于红层与超基性

岩体之间
,

呈南北向带状展布
,

受北北西走向的金厂

倒转背斜控制
。

由于后期构造运动影响
,

地 层 发

金 厂 矿 区 地 层 简 衰

系系系 统统 组组 段段 地层代号号 岩 性 及 矿 化 特 征征

三三 迭 系系 上 统统 一碗水组组 下 段段
,

萦红色砾岩
,

砂岩夹砂质泥岩
,

局部有含金石英脉碎屑
,,

厚厚厚厚厚厚厚度

志志志 中中 金金 马乎确段段 一 ’’

灰色砂岩
、

千枚状板岩
,

变质程度较浅
,

厚度
,,

留留留 下下 厂厂厂厂 未见蚀变与金矿化化

系系系 统统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四四四四四十八八 、一

灰色板岩
、

砂岩与板岩互层
,

底部有 的绿片岩
、、

两两两两两山段段段 凝灰质绿片岩
,

厚度
,

斌存有含金石英脉型矿体体

烂烂烂烂烂山段段
, 一 ’’

下部为变质砾岩
、

含砾砂岩
,

中上部为变余砂岩
、

石英英

岩岩岩岩岩岩岩
、

石英岩夹薄层板岩
。

见有鱼眼石
、

沸石
、

气成电气石
、、

凝凝凝凝凝凝凝灰质火山烙岩及火山碎屑岩等
,

厚度
。

斌 存有 含含

金金金金金金金石英岩与含金石英脉混合型脉状
、

透镜状矿体



生倒转
,

一碗水组红层翻复于浅变质岩系 与超基性

岩体之下
。

超基性岩体侵入于浅变质岩系的不同层

位
。

金厂组地层底部为砾岩
、

含砾砂岩
,

中部为砂岩

和砂板岩互层
,

上部为砂板岩互层
。

由于区域变质作

用和强烈的蚀变作用
,

原岩已大部分变为石英岩
、

变

余砂岩
、

板岩及滑石片岩等
。

金厂组地层可分为三个

、

矛琴

岩性段
,

各段岩性及 含金 性都有明显的差异 表
。

根据 部队资料
,

金厂组中下部地层中发现

基性火山熔岩与火山碎屑岩及绿片岩相物质
,

金的丰

度值普遍升高
。

因此
,

有人认为本区加里东地槽的基

性火山喷发活动对碎屑沉积的含金性有控制与强化作

用
,

金厂组中下部地层为金的矿源层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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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金厂矿区构造纲要田

一三迭系一碗水组 一志留系马乎捐段 一志留系四十八两山段 一志留

系烂山段 一酸性岩 一基性岩 一超基性岩 一煌斑岩 一背斜轴

一超墓性岩体与浅变质岩系接触界线 一向斜轴 一成矿前断裂 含金石英

脉充填的容矿构造 一成矿后 正 断层 一成矿后逆断层 一成矿后平移逆

断层 一成矿后平移正断层 一绿岩构造带 一不整合界线 。
一岩性段分

界线 一含金石英脉盲矿体水平投形

褶玻构造 金厂倒转

背斜为矿区主要摺皱构造
,

其核部为金厂组地层
,

翼部

由一碗水组地层组成
。

该背

斜西部为干龙向斜
,

东部为

班壁向斜
。

金厂背斜轴向与

区域主干构造线方向一致
,

沿北西
“

方向展布
。

金厂

超基性岩体侵位于纵贯金厂

背斜轴部的金厂大断裂
。

金

厂金矿床分布于金厂背斜西

翼
,

处于背斜轴线由南北变

为北西向的转折部位
。

断裂构造 区内断裂

十分发育
,

按其规模大小可

分为三级
。

金厂大断裂为安

定一九甲大断裂中段的一部

分
,

纵贯整个矿区
,

为矿区

一级断裂构造
,

其总走向为

北北西向
,

倾向北东东
,

倾

角 一 。 ,

从南到北走向

由北西转为南北
,

又变为北

西
,

沿走向呈波状弯曲
,

在

平面上呈反 形展布
,

为多

期活动的压扭性断裂
。

断裂

带宽数百米至二千余米
,

带

内除超基性岩体外
,

尚有不

同期的酸性岩
、

基性岩岩脉

充填
。

它控制 了岩体的形

态
、

规模
、

产状与空间 分

布
,

为控岩构造
。

三 岩桨岩



区内除少量酸性岩
、

基性岩及煌斑岩外
,

主要为

超基性岩
。

金厂超基性岩体沿金厂大断裂侧立于下古

生代地层
,

与上覆三迭系红层呈不整合接触
。

岩 体

长 公里
,

宽 至 公里
,

是哀牢山超基性岩带中

最大的岩体
。

岩体为一个两端狭窄
、

中部膨大的巨大

岩墙
,

平面上呈北西一南北一北西向反 形展布
。

岩

体主要由橄榄岩
,

次为斜辉辉橄岩及 少量含辉纯橄

岩一 纯橄岩组成
,

分异程度极差
。

造岩矿物以橄榄石

为主
,

斜方辉石次之
,

单斜辉石极少
,

属镁质超基性

岩
,

为华力西一印支期的产物
。

据工程揭露
,

地表以

下 米
,

岩体均已蛇纹岩化
。

岩体自变质作用广泛

而强烈
,

表现为蛇纹石化
、

绢石化及石棉化
。

岩体边

缘遭受了碳酸盐化
、

滑石化及硅化等强烈蚀变
。

目

前
,

越来越多的地质人员认为超基性岩体与金矿化密

切有关
,

为矿床的成矿母岩 图
、 。

来
。

矿脉沿走向与倾向都有波状弯曲
、

弧形转折及分

枝复合等特征
。

由于控矿断裂的分布具有等间距性
,

矿脉群之间也出现 一 米的等间距分布的特点
。

按矿脉的成矿特征
,

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

第一种以四十八两山为代表的矿脉群
,

产于板岩

夹变余砂岩互层的断裂带内 呈雁行状排列
,

成群出

现
,

常与围岩层理斜交产出
。

靠近脉体顶底板的围岩

中一般无矿化现象
,

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楚
,

成突变关

系
,

以热液充填为主 形成陡倾斜
、

规模小的单一贫

金石英脉型矿体 图
。

第二种是以猫鼻梁子
、

号脉为代表的矿脉

群
。

在主干断裂面紧闭部位的层间裂隙发育地段
,

或

在主干断裂不明显
、

而次级裂隙及层间裂隙发育部

位
,

形成以交代为主的细脉浸染状或条带状贫金石英

岩型矿体 图

矿床地质特征

一 圈岩与脉岩

矿体主要斌存于中下志留统金厂组中下部地层的

断裂带或与其毗邻的围岩内
。

不同矿脉群中矿体的直

接围岩亦有所不同
。

四十八两山以板岩为主
,

次为变

余砂岩 老金牛烂山一带以灰色石英岩为主
,

局部矿

体顶板为滑石片岩 猫鼻梁子以条带状石英岩及灰色

石英岩为主要围岩
。

围岩中以条带状石英岩含金性较

好
,

灰色石英岩次之
,

它们组成含金石英岩贫矿体

板岩
、

变余砂岩及滑石片岩一般不含金
。

矿床北部与中部地段脉岩比较发育
,

主要有酸性

岩
、

基性岩及煌斑岩等脉岩
,

一般呈岩枝或岩脉产

出
,

常沿北北东或北北西向断裂充填 有时 酸性岩

脉
、

基性岩脉与超基性岩岩枝平行产出 充填于同一

断裂带中
,

空间关系密切
。

煌斑岩脉生成较晚
,

都沿

北北西向断裂分布
,

切穿晚三迭世地层或沿志留系与

晚三迭世地层之间的不整合面分布 图
。

二 矿脉与矿体特征

矿脉特征 矿床内自北向南分布有四十八两

山
、

老金牛
、

烂山
、

滴水坎及猫鼻梁子五个矿脉群
。

矿脉的形态
、

产状
、

规模及空间分布受三级控矿断裂

群控制
,

主要呈东西向
,

次为北北西向
,

少数为北北

东向展布
。

一般以平行或雁行状排列的 复脉成群 出

孤 矿脉长数十米至数 百米
,

脉幅数十厘米至十余

图 猫鼻梁子 号脉

米中段地质图

一成矿前断裂 富金石英脉充填 一成矿

前层间裂隙带 一成矿后断裂 一石英岩

第三种是以烂山 号矿脉群及猫鼻梁子 一 号

脉为代表的矿脉群
,

主要受弧形断裂群控制
,

呈东西

向弧形展布
,

在弧形断裂的弧顶部位及控矿断裂张开

或复合部位
,

形成以充填为主的富厚含金石英脉型矿

体 而在与含金石英脉毗邻的上下盘围岩中
,

形成以

交代为主的细脉浸染状贫金石英岩型矿体 图
。

矿体特征 矿体受四级容矿构造控制
。

矿休长

数十至百余米
。

矿休形态较复杂
,

主要为透镜状
、

脉

状
、

豆英状
,

少数为枝叉状
。

矿体走向主要为近东西

向和北北西向
,

局部为北北东向
。

倾向近北
、

北东东

或东
。

倾角一般为 一
。 ,

局部为 一 “ 。

矿体在

平面上呈雁行状或平行排列成群出现
,

在剖面上皇多

层次迭瓦式分布
。

矿体沿走向和倾向具有尖灭再现
、

分枝复合和膨胀收缩的特点
。

矿体厚度数十厘米至

一 米
,

最厚达 一 米
,

变化较大
,

厚度变化系

数犷 , 二 一 。

矿体中金分布很不均匀
,

金品位



数克 吨至数十克 吨
,

最

高达 ‘ 余克 吨
,

品位变化系数犷 。 “

。

矿石的矿物成分复

杂
,

种类较多
。

含金矿物

主要有自然金
、

银金矿
、

把金矿
、

铂金矿
、

自然铂

等
。

金属硫化物有黄铁

矿
、

辉锑矿
、

银黝铜矿
、

硫锑铜银矿
、

黄铜矿等
。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
、

铬

水云母
、

滑石
、

高岭石
、

绿泥石
、

菱镁矿等
。

矿石结构以晶粒状结

构为主
,

碎裂填间
、

乳滴
、

徽晶
、

包含等结构次之
。

矿石构造以块状
、

条带状

为主
,

次为细脉浸染状和

角砾状
。

矿体主要由含金石英

脉与含金石英岩组成
。

含

金石英脉旁侧围岩普遍发

育有不同类型和不同强度

的蚀变带
,

主要有硅化
、

黄铁矿化
、

铬水云母化
、

滑石化
、

碳酸盐化
、

高岭

石化及绿泥石化等
。

其中

与金矿化有关的近矿围岩

缝甘甘甘
一超基性岩。 一姿镁岩 一变余砂岩 一板岩 一石英岩

‘

一含

金石英脉矿体 成矿前断裂 一断层及其产状 一坑道 一采空区

一天井

蚀变为黄铁矿化
、

硅化与铬水云母化
。

金的热液成矿

期可划分为三个成矿阶段

少量金一石英一细粒自形晶黄铁矿阶段

自然金一石英一中粗粒黄铁矿一多金属硫化

物阶段

石英一粗粒黄铁矿阶段
。

第 成矿阶段只有少量金沉淀
,

形成贫金石英脉

与含金石英岩贫矿
。

第 阶段是金的主要成矿阶段
,

大量金矿物与中粗粒黄铁矿
、

银黝铜矿
、

辉锑矿等多

金属硫化物共生
,

形成富金石英脉
。

第 阶段形成贫

金或无金石英脉
。

成矿构造特征及其控矿规律

一 不同级别断裂构造特征及控矿作用

一级断裂为控岩构造
,

金厂大断裂控制了金厂超

基性岩体的形态
、

规模
、

产状与空间分布 见矿区构

脚
。

金厂超基性岩体与中下志留统浅变质岩系的断裂

接触带为矿区二级断裂构造
,

控制着矿床的空间分

布
,

是矿床的导矿构造
。

断裂带总体走向北西 一

。 ,

倾向北东东
,

倾角 一
“ ,

但局部走向变化颇

繁
,

平面上呈波状弯曲
,

由北到南断裂走向反复多次



转折
,

北部四十八两山断裂带走向从南北转为北东

向
,

中部老金牛由北西转为南北向
,

烂山从南北变为

北西向
,

滴水坎从北西又变为南北向
,

猫鼻梁子则从

南北转折为北西向
,

控制着三级断裂群与矿脉的分

布
,

属于多期活动的华力西一印支期叠加有张扭性的

压扭性断裂
。

断裂带内分布有滑石片岩
、

角砾岩
、

碎

裂岩与糜棱岩等
,

断裂带宽 一 米
,

最宽达 余

未 带内有不同强度的硅化
、

铬水云母化
、

黄铁矿

化
、

菱镁矿化
、

滑石化和高岭石化
,

局部出现金矿

化
。

三级断裂是矿床的配矿或容矿构造
。

矿床内三级

断裂十分发育
,

从北往南分布有四十八两山
、

老金

牛
、

烂山
、

滴水坎及猫鼻梁子五个三级断裂群
,

均属

于华力西
一一印支期构造

。

由于矿床经受多期构造运动

的改造叠加
,

三级断裂结构面上表现了多期活动的复

合现象
,

明显地表现出成矿前早期的压剪性特征和后

期的张扭性特征
。

这些三级断裂群由一系列平行展布

或雁行状排列的次级容矿断裂组成
,

呈等间距分布于

二级断裂走向变化的转折部位
,

相邻两个三级断裂群

之间的间距一般为 一 米
,

明显受二级断裂控

制
。

三级断裂群直接控制着矿脉与矿体的分布
,

是赋

存矿体的主要断裂构造
。

三级断裂走向以近东西向为主
,

次为北北西向
,

局部为北北东向
,

倾向近乎北
、

北东东
,

倾角 一

,

局部 图
、

表
。

五条四级容矿断裂组成
,

各条断裂呈等间距分布
,

西

段北西西走向
,

中段及东段变为东西向或北东东向
,

构成向南凸出的复合弧形断裂构造
,

平面上平行排

列
,

呈东西向展布
,

沿走向与倾向均具有明显的波状

弯曲及分枝复合特征 图
。

根据断裂特征及控矿

困
,

园 叼 回
圈 猫异梁子矿脉群 米

中段地质田

一成矿前断裂 富金石 英脉充城 一成

矿前层间裂晾带 交代型矿体 一成矿后

断裂 一石英岩

作用
,

可分为三种类型
。

第一种以
, ,

为代表
,

主干断裂在平面上总

体形态均表现为复合弧形构造
,

它们由若干弧波长

米的小型弯曲弧组成
,

往往在每个弯曲弧的左

侧
,

断裂膨大变宽 图
。

剖面上断裂倾角从缓变

一金厂金矿床三级断侧特征衰 衰

断断裂群群 总长度度 总 走 向向 倾 向向

名名 称称 米 倾 角角

四四十八两山山
““

’’

老老 金 牛牛 ‘
““

烂烂 山山
””

““

摘摘 水 坎坎
““

““

猫猫鼻梁子子 一 ““

。。

啼 一 “

峭口卜叼口

妞
曰
回

圈 猫鼻梁子
,

断裂控制的 东段

矿脉 米中段地质圈

一成矿前断裂 富金石英脉充填 一石英岩

猫弃梁子三级断裂群由
, , , , , ,

陡的偏陡部位
,

断裂张开膨大
,

在这些断裂的膨大部

位
,

充填有富金石英脉矿体
,

明显地表现出断裂叠加

有左旋平移正断层控矿的特征
。

此外
, ,

断裂

的分枝复合现象十分明显
,

如 断裂东段由 一 ,

分枝断裂组成
,

在西段复合
。

由于邻近复合部

位
, ,

走向北东东
,

倾角较缓
“ ,

而
、

走

向南东东
,

倾角稍陡
“ ,

因此
,

从上向下两分枝



断裂在不同标高的复合位置逐渐向东移动
,

构成一条

向东侧伏的复合轴线 在这些断裂复合轴线部位
,

往

往形成富厚的含金石英脉矿柱 体 图
、 。

三襄
日 几

尹 户 以 尹 , 万
’

”

必翼终岁
二二

, ,’打吟吟

巨巨 半半

日 米
‘ ,段

图 猫 拜梁子 控矿

断裂立体图

一石英岩 一成矿前断裂 一断裂

编号 一断裂产状 一中段高程

第二种以 ,

为代表
,

它没有明显的主干断裂

是由一系列走向平行
、

延深不大的层间裂隙构成的裂

隙带
,

形成以交代为主的贫金石英岩矿体 图
。

第三种以 为代表 它兼有上述 断裂的特征
,

主干断裂亦为复合弧形断裂构造
,

组成复合弧的弯曲

弧波长 一 米
,

自东向西弧波长度有逐渐增大趋

势
。

在每个弯曲弧的弧顶
,

断裂急剧张开膨大
,

形成

富金石英脉矿体 而在两个弧顶之间的断裂紧闭部

位
,

层间裂隙与次级裂隙发育 形成以交代为主的含

金石英岩贫矿体 图
。

烂山 号断裂群在平面上出现明显的弧形弯曲
,

由西向东断裂走向发生急剧变化
,

西段主要断裂

与 与
, 飞

与 卜 ,

与
‘

均为北东走

向
,

中段两两复合后
,

其走向由北东转为东西向
,

东

段又变为北西向 构成一个弧波长 余米的向北西凸

出的弧形断裂构造
。

剖面上断裂产状变化较大
,

中部

中段断裂倾角较陡 ‘
“ ,

断裂张开膨大 沿倾斜上

延部位或下部中段
,

倾角急剧变缓
。 ,

断裂逐渐

紧闭尖灭
。

在弧顶和断裂复合部位及断裂倾角由缓变

陡的偏陡部位
,

断裂骤然膨大
,

有利于矿液的沉淀富

集
,

形成矿床内最富厚的含金石英脉矿体 图
、 。

矿床北北西向三级断裂群主要由一系列北北西向

叠加有扭张性的压剪性次级断裂组成
。

北北东向三级

断裂不发育 仅局部出现
。

单条次级主干断裂长数十

团
,

团 巨 国 回 口
图 烂山 号矿脉群 号剖面图

一含金石英脉 成矿 前断裂 一含金石

英脉 一坑道 一超基性岩 一石英岩

一矿脉编号

至百余米
,

宽数十厘米至 米
,

一般中段平直膨

大 两端弯曲狭窄
,

呈 或反 形展布 与二级导矿

断裂构造的主裂面成 一 “

角
,

平面上呈左行或右

行雁行状排列
。

这些雁行状断裂常被含金石英脉充

填 均为容矿构造
,

按其产状与成矿作用
,

可分两种

类型 第一种是以四十八两山为代表的陡倾斜断裂

群
,

倾角 一 “ ,

形成 以热液充填为主的单一型含

金石英脉矿体
。

第二种是以老金牛
、

滴水坎为代表的

缓倾斜断裂群
,

倾角 一 。 ,

在断裂张开部位
,

形

成以热液充填为主的含金石英脉矿体
,

而在断裂的上

下盘围宕中 形成以热液交代为主的含金石英岩矿体

图
。

二 控矿断裂构造的演化及其对成矿作用的

控制

控制金厂金矿床的华力西一印支期断裂构造具有

多期活动和脉动的特征
。

不同级别断裂的多次继承性

活动相应地伴随有不同期次的岩脉 体 和不同阶段

矿脉的充填
。

随着构造应力场方向不断改变 断裂构

造的力学性质也随之变化
。

矿床经历了多期构造变

动
,

早期构造形迹受到后期构造的叠加改造
。

控矿断

裂构造演化及其对成矿作用的控制有以下表现

超基性岩浆侵入前的早期
,

由于近东西向的巨

大主压应力
,

形成了近南北向的压扭性大断裂
,

奠定

了规模巨大的一级 断裂安定一九甲大 断 裂 的 基本

轮廓
。



超基性岩浆侵入前的晚期
,

由于东西向主压应

力转变为南北向主压应力
,

使安定一九甲大断裂发生

右旋扭动
,

其中段金厂大断裂大幅度张开
,

为金厂超

基性岩 成矿母岩 体的形成提供了控岩构造 图
。

由于超基性岩体冷凝收缩和一级断裂的继承性

复活
,

沿超基性岩体与浅变质岩系断裂接触带
,

形成

了北北西向的二级断裂
,

为矿床导矿构造的形成奠定

了基础 图
。

成矿前早期
,

在南北向继承性主压应力作用

下
,

在矿床范围内形成了一系列东西向压性断裂及北

北西向和北北东向两组压剪性断裂
,

奠定了三级控矿

断裂的基础 图
。

成矿前晚期
,

由于超基性岩体蛇纹岩化等自变

质作用
,

岩体体积膨大
,

东西向主压应力代替了南北

向主压应力
,

使早期形成的东西向三级压性断裂
,

转

变为张扭性断裂
,

产生左旋平移或正斜移运动
,

断裂

变为波状弯曲
,

其走向发生较大的变化
,

构成弧形断

裂构造
。

所以
,

在断裂倾角由缓变陡的偏陡
、

断裂走

向急剧变化或弧形断裂的弧顶部位
,

形成张开扩容构

造
。

然后
,

由于主压应力方向交替改变
,

二级断裂产

生左右旋扭动
,

使早期形成的北北西
、

北北东向两组

压剪性断裂显著张开
,

转变为雁行状分布的扭张性断

裂群
。

这些成矿有利的容矿构造
,

直接控制了含金石

英脉矿体的形态
、

规模
、

产状与空间分布
。

值得指

出 从成矿前晚期至成矿期内
,

东西向三级控矿断裂

构造活动与成矿作用都显示了继承性脉动的特点
,

它

所控制的容矿断裂构造
,

处于持续缓慢张开状态
,

不

同阶段含金石英脉体产于同一容矿断裂内
,

形成对称

条带状含金石英脉
,

矿化多次叠加十分明显
,

矿体规

模大
,

矿石品位高
。

最大厚度 米
,

金品位数十克 吨至数百克 吨

因为弧顶部位是构造应力最集中的地段
,

容易形成张

开扩容构造
、

断裂破碎带
,

有利于矿液 充 填 富 集

图
。

控矿断裂的复合部位
。

如烂山 号断裂群
、

猫

鼻梁子断裂群中的某些平行分枝断裂的复合部位或主

干断裂与次级派生断裂的复合部位 矿体厚度急剧膨

大
,

品位也有增高趋势
,

往往形成厚大的富金石英脉

矿柱 图
、 、

控矿断裂倾角变化部位
。

如烂山 号断裂群

富金石英脉集中斌存于控矿断裂由缓变陡的偏陡部

位 —中部中段
,

这里断裂倾角偏陡 一
。 ,

控

矿断裂处于张开部位
,

而上部及下部中段断裂倾角平

缓 一 “ ,

控矿断裂处于紧闭部位
,

含金石英脉

变薄尖灭
,

品位也显著降低 图
。

猫鼻梁子

中段 号穿脉
,

控制 号含金石英脉的断裂倾角平缓
“

部位矿石金品位 克 吨
,

而在断裂倾角偏

陡
“

部位
,

金品位 一 克 吨 图
。

于入入团
,

因 回
、

矿体的赋存规律

金厂金矿床工业矿体的分布严格受控矿断裂构造

控制
,

并赋存于一定的有利构造部位
。

根据烂山
、

猫

鼻梁子等主要矿脉不同中段的地质编录资料
,

总结了

工业矿体在矿脉中富集的有利构造部位有以下几种

弧形断裂构造部位
。

近东西向控矿断裂在其纵

向主压应力的作用下
,

走向发生急剧变化
,

构成弧形

断裂构造
。

如烂山
、

猫鼻梁子矿体主要赋存于弧形断

裂带
,

特别是弧顶部位赋存的矿体最富厚
,

有的矿体

图 猫弃 粱子 米 中段 穿

脉 号脉地质 素描图

一成矿前断裂 富金石英脉充填 艺一成矿

期断裂 贫金石英脉充填 一石英岩

控矿断裂左旋平移的张开部位
。

如猫界梁子控

矿断裂在成矿前早期为压扭性断裂
,

具有波状弯曲的

结构面
,

成矿前晚期及成矿期断裂产生持续的左旋正

平移运动
,

导致控矿断裂局部张开
。

因此
,

在平面上

每个弯曲弧的左侧和剖面上断裂倾角由缓变陡的偏陡

部位
,

往往形成对称条带状含金石英脉富矿体
,

沿走

向和倾斜尖灭再现 图
。

控矿断裂侧羽裂隙带
。

如猫鼻梁子 「 ,

控矿断

裂
,

由于成矿前晚期及成矿期内的左旋正平移运动
,

在控矿断裂下盘某些部位形成 米宽的侧羽裂隙



声声声图 猫弃架子
,

控矿

断裂立体图

一成矿前断裂 畜金石英脉充填 一石英岩

带
。

在派生张裂隙内充填有含金石英细脉
,

而在其旁

侧及层间裂隙内
,

交代形成细脉浸染状与条带状含金

石英岩贫矿石 图
。

夔夔醉醉一

—

一
一一旧

,

晒 口
臼 猫弃推子绍加未中段

穿脉
,

地质索描圈

一主千断砚及产状 官金石英眯充坟

一侧 朋裂旅 带 富全石 英脉充坟

一坑邀盆

矿脉分布的等间距规律
。

由于控矿断裂的等间

距性导致矿脉群之间
、

某些矿脉之间出现等间距分布

的规律
。

矿脉群之间的间距
,

除个别地段稍大外
,

一

般为 一 米
。

猫鼻梁子矿脉群内含金石英脉的分

布间距为 米 图
、 。

一级断砚为控岩构造
,

控翻与全犷化有关的门羞性岩

体 二级断裘为导矿构遗
,

拉翻犷床的介抵 三级断

裂为配矿或容矿构造
,

控侧矿脉群的分布 四级断砚

为容矿构造
,

直接控翻旷体的形态
、

规模
、

产状与空

间分布
。

控矿断裂具有多期活动
、

继承脉动性的特

征
,

为多阶段矿化登加提供了有利的构造条件
。

不同期次矿化被严格控制在断裂构造带内
。

由

于成矿前到成矿期断裂多期次继承性脉动
,

导致不同

矿化多阶段叠加
。

从成矿肩解免期到成矿期内
,

东西向

主要控矿断裂构造活动与成矿作用都显示了继承性脉

动的特点
,

它所控制的容矿断裂构造
,

处于持续张开

状态
,

形成了对称条带状含金石英脉
,

金的主要成矿

阶段 阶段 和不同阶段矿化盈加十分明显
,

因此

矿脉规模大
、

含金性最好
。

所以
,

成矿期断裂构造愈

发育
,

在空间上金的主要成矿阶段和不同阶段矿化益

加愈明显的部位往往是工业畜矿体赋存的有利部位
。

控制工业富矿体的有利构造部位中以控矿弧形

断裂构造部位
、

不同断裂复合部位
、

控矿断裂倾角偏

陡部位最为重要
。

但是往往规棋大的畜矿体并非受单

一构造因素控制
,

而是同时受几种有利构造因素复合

控制
。

工业矿体一般只分布于距导矿构造 二级断

裂 数米至数十米范围以内
。

矿脉群
、

矿脉在空间分

布上具有明显的等间距性
。

本文引用了昆明工学院地质系里江金厂金矿毕业

实习队岳旭光等同学毕业实习资料
,

并得到皿江金厂

金矿工程师谢如勇和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陆刊赚

工程师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 部队的大力带助
,

作者谧洲创 表示裸切感谢
。

主县 考资料

结 论

金厂金矿床矿体斌存于中下志留统金厂组浅变

质岩系与超基性岩体接触带的蚀变岩断裂带内
。

它是

一个与超基性岩有关的中低温热液金矿床
。

金矿化严格受成矿前
、

成矿期断裂构造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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