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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一塌积
”

作用和古岩溶作用

在康家湾铅锌矿床成矿过程中的惫义

刘 清 双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司湖南地质研 究所

地 质
·

矿 床

康家湾铅锌矿床位于衡阳断

陷盆地南缘
、

盐湖复式倒转向斜

的次级构造 —
四 爪田 倒转向

斜北端
、

康家湾隐伏短轴倒转背

斜之上
,

距水口山铅锌矿田生产

区 老鸦巢区 北东 公里 图
。

矿体主要产

号逆断层的下盘
,

沿侏罗系与下伏石炭系
、

二

叠系接触的不整合面附近形成的硅化破碎带中

个别矿体产于 号逆断层上盘二叠系下统当冲

组中
。

主矿体长 米
,

宽 一 米
,

产状与

硅化破碎带产状基本一致 均以
“

左右的扬起角

由南向北逐渐抬高
。

矿体多呈似层状
,

少数为透

镜状
,

多层重叠产出
,

埋深 一 米
。

单个矿

体长 一 米
,

宽 一 米
,

平均厚度

米 全区平均品位
, ,

八
、

八
, ,

为一大型铅

锌矿床
,

伴生的金
、

银
、

硫
、

锡等均已构成大型

矿床规模
。

有用金属矿物为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

铁矿
、

毒砂
、

自然金
、

金银矿
、

硫铜银矿
、

辉银

矿 脉石矿物有石英
、

玉髓
、

方解石
、

绢云母等
。

围岩蚀变主要是硅化
,

次为碳酸盐化
、

绢云母化
,

少量萤石化
,

深部出现角岩化
、

夕卡岩化
,

属中

温热液矿床
。

在该矿床成矿过程中
, “构造一塌积

”

作用

和古岁溶作用对控矿 容矿 构造的形成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

本文着重讨论硅化破碎带的生成

和发展及其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

不妥之处
,

敬请

批评指正
。

古地理环境

印支运动在矿田内表现为强烈的褶皱作用
,

致使泥盆纪至三叠纪沉积层全面褶皱
,

上升为陆
,

基本上结束了海相沉积史
。

伴随这次地壳运动
,

矿田内产生 了一系列走向近南北
、

倾向西的倒转

褶皱和与之平行的走向逆断层
,

构成矿田构造的

雏型
、

这一时期
,

康家湾倒转背斜遭受了两种不

同形式的风化作用 一是沿 号逆断层下盘
,

即倒转背斜顶部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灰岩和石炭系

中上统壶天群白云岩
,

在岩溶作用下形成岩溶地

貌
,

经构造作用破碎成角砾
,

堆积在地形低洼处
,

局部产生溶洞崩塌堆积作用
,

在溶洞中形成溶塌

堆积物
。

二是 号逆断层上盘二叠系下统当冲

组硅质岩
、

泥灰岩和部分二叠系上统斗岭组砂页

岩
、

含煤岩系的部分岩石在构造一塌积作用下
,

沿陡坡坡底形成重力崩落堆积物
,

搜盖于岩溶地

貌之上
。

这种塌积作用
,

伴随构造作用经历多次
,

形成厚达 一 米的塌积物层
。

印支运动晚期
,

康家湾一带相对沉降
,

侏罗纪地层以角度不整合

沉积于塌积物层之上
,

将塌积物完好地保存下来
,

形成该区主要容矿层位的胚胎
。

燕山运动早
、

中期
,

该区褶皱和断裂作用剧

烈
,

使白坚纪地层呈区域性不整合于比它老的地

层之上
。

州随这次地壳运动
,

构造作用
、

岩浆活

动和成矿作用都比较强烈
。

侏罗纪地层剧烈褶皱
,

局部形成尖棱形的背
、

向斜构造 纵贯矿田的

号逆断层再次复活
,

使局部方位发生偏转
,

且切

割早成的南北向构造线 矿田内的火成岩体和稍

后形成的各矿床
,

都是这一运动期的产物
。

燕山

运动晚期
,

因断陷作用使长期处于隆起伏态的矿

田北部形成指状坳陷区
,

接受白坚纪沉积
,

并构



团
,

因 囚 团 团 团
。

因 口
,

团
,

团
图 矿川地质构造略图

‘
据湖南有色地质 队 、

一 自喂系 一侏罗系 一三畏 系 一 二 畏 系 一 中 上石炭统 一下石炭统

汹一花岗闪 长岩 占二 一 石 英闪长斑岩 一 石英斑岩 ” 一花岗斑宕 、一铁帽 、一地质界线

一背斜轴 一隐伏倒转背向斜 毛一不傲合界线 一 正断忆 一 倒转背料 一逆断层

匆一岩区 界线 一倒转向斜 川一性质不明断层

成衡阳断陷盆地南缘的一部分
。

由于 号逆断层的多次活动和衡阳盆地断

陷时产生的侧压力
,

造成堆积物层和古岩溶角砾

层发生多次层间破碎
、

层间滑动和层间剥离的组

合作用
,

又因成岩
、

成矿期的硅化作用
,

加剧了

上述构造作用的进行
,

形成规模较大的硅化破碎

带
,

为矿液的充分交代提供 了有利场所和良好的

储矿空间
。

硅化破碎带特征

前已述及
,

硅化破碎带是在构造一塌积作用和

古岩溶作用的攀础上
,

经后期构造作用发展而成的
,



租层

顶部

日

俪骥澳
卫

漏川
层一上部层

︵塌积物层︶

﹄目

因此它的内部特征
、

规模
、

形态和产状都严格地

受上述两种作用的控制
。

硅化破碎带是该矿床最主要的容矿部位
。

它

分布于 号逆断层下盘
,

在侏罗纪池层与下伏

二叠纪
、

石炭纪地层不整合面附近
,

长 米
,

宽 一 米
。

纵向上厚度变化较小
,

横向上西

厚东薄
,

号逆断层附近最厚达 余米
,

向东
一 米

,

可减小到 一 米
,

东距 一

米左右即尖灭
,

其尖灭端与侏罗系底部的不罄合

面相衔接
。

从地表和深部钻孔资料得知
,

侏罗纪地层具

较强烈的倒转褶皱
,

扭曲发育
,

轴面倾向西
,

倾

角一般为 一
“ ,

局部达
“

以上 石炭纪
、

二

叠纪地层的褶皱轴面亦倾向西
,

但倾角较缓
,

为

一 “ 。

两者褶皱的差异可能与各自形成于不同

构造运动期有关
。

硅化破碎带与上述各地层显示

出明显的不协调现象
,

即与古岩溶角砾和塌积物

堆彩拍勺原始形态和产状一致
,

走向北北东
,

倾向

南东东
,

倾角浅部 一 “ ,

深部 一 “ ,

近

断层部位因受牵引作用影响
,

产状略有变化
。

根据硅化破碎带巾的角砾
、

岩块 系指硅化

破碎带中成分相同的较大岩石块体
,

细碎屑和胶

结物等特征以及形成机理的不同
,

可以把硅化破

碎带大致划分为五层 图

层 上扭层
。

为侏罗系下统高家田组石英

长石砂岩及含煤岩系
,

局部见层间砾岩呈透镜状

尸 产出
,

与下伏 层呈断层接触
。

层 顶部层
。

岩性为硅化破碎角砾岩和岩

块
。

角砾成分主要为砂岩
、

含砾砂岩
、

隧石岩
、

含砾泥岩 岩块岩性为砂岩
、

含砾砂岩
、

含砾泥

岩
、

砂质粘土岩
、

含砾粘土岩
、

页岩
。

局部见岩

块中具含泥质有机质纹理及沉积层理
。

含砾岩石

中的砾石成分较复杂
,

有砂岩
、

硅质岩
、

链石
、

泥质岩石
、

脉石英等
,

砾石大小不一 滚圆度较

好
,

具分选性和半韵律结构 照片
, 。

该层

针含量 大于铀含量
,

与地表层间砾岩相似
。

层系断层切割上覆 层

的一部分岩石和少量塌积物的组合 胶结物为硅

质
、

泥质和铁质
,

它在硅化破碎带的走向和倾向

上分布极不一致
,

含砾岩石的岩块仅局部产出
,

分层 分层
代号 名称

性 状 日

一一一一
砂岩夹进镜状含砾砂岩

、

含砾泥岩

卜面一不犷一

尝瓷瑞翼粼
胶重占物

岩
、

姚石岩
、

含璐泥岩

岩

岩

、

砂质帖

硅质

泥质

其 他

局部岩块

埔机质
纹理及沉

例公理

生含胜人

抽含

硅质泥灰岩

硅质岩
、

钻

岩
、

砂贞岩

角呀以位角状
,

次 角状 为

同成分岩树较

多

水云 于诊

板化铁

一

质
粒状

帖 上质硅

质岩岩洲

铀含 大

于杜含 ,

含化石

健石岩

灰岩

一一
汽磊一一卞不 含化石

翼盆馨
白云岩

见少 , 同成分

岩洲

角砾大小惫殊
·

分

器产汉
以

角状 为主

含住 石灰岩

白云岩

水石 坛

雌敌盐

酬习
·

只舔咖
。

谴俊

下部层︵岩洛角砾岩层︶

下

伏 —一 又鱼二止红少一 二一

灰岩
、

含幼 石灰岩
、

自云岩 含生物碎洲

图 硅化破碎带综合柱状 示 愈图

” ’ , , , ” ’ 日

二
一 日

卢之甲导
之

,

⋯
⋯⋯

。 口
’

图 号剖面示 愈图

一古地形线 其余图例同图 〕

角砾岩的角砾成分因地而异
,

在多数剖面上该层



厚度较小
、

甚至缺失
。

万

厂护

瘾 军擞

瓣黔
、

叼
,

团 团 团 口 回
。

圃 回 回
,

图
,

回
, ,

口
图 硅化 艘碎带中 角 砾岩 和 岩块分情况‘ 线 例面示 愈图 》

爪白璧系下统东井组 一珠罗系下统高家田组 , 一二 系 下统斗岭组

, 一二 系下统当冲组 一二 系下统柄傲组
‘ ,

一石炭系中上统壶天群 一硅化破碎带

一硅化破碎带上彼层 一硅化玻碎带顶部层 一硅化破碎带上部层‘ 一硅化破碎带下部层 一

硅化玻碎带下伏层 一断层 一逆断层 一不整合线 一硅化玻碎带分层界线 一实侧及推侧地

质界线 一灰岩岩块 一灰质砂岩岩块 一健石灰岩岩块
‘

一砂岩岩块 卜硅化角砾岩 一

矿体 一钻孔

层 上部层 即场积物层
。

由硅化破碎角

砾岩
、

岩屑和岩块组成
。

角砾岩的角砾成分主要

为硅质泥灰岩
、

硅质岩
、

硅质页岩
、

石英
、

粘土

岩
、

砂页岩
,

不同岩性的角砾混杂
,

大小悬殊
,

角

砾以梭角状
、

次棱角状为主 照片
。

岩屑为细

碎属物
,

其成分与角砾成分相同
,

尚见枯土质及

球粒状枯土质的硅质岩岩屑
,

它们多充填在角砾 ,

之间的空晾中
。

胶结物为硅质
、

水云母及少量氧

化铁
。

岩块以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硅质岩
、

炭

质砂页岩为主
,

有的岩块尚见原始沉积的徽层理

构造 照片
,

多含沉积一改造型细粒黄铁矿
。

该层的硅化破碎角砾岩和岩块相间产出 图
。

每一不层角砾岩的角砾分选不好
,

大小棍杂
,

局部可见在垂直方向上上小下大
,

在水平方向上

边部小
、

中心大的宏观地质现象
,

显示出重力分

选的似
“
韵律

”
结构

。

这种
“

韵律
”
结构在 层 燕片 层含砾石英砂岩

中多者出现 一 次
。

由于每次构造作用的时间
、 , 正交偏光

和强弱不同
,

古地形的差异
,

致使每一 “

韵律
” 上述地质特征表明

,

该层是岩石在经受强烈

层在不同的剖面上厚度各不相同
。

该层牡含量 的风化剥蚀作用之后
,

受多次构造一塌积作用而

小于铀含量
。

形成的塌积物层
。

层中的角砾岩和岩块因受古地



照片 层岩块中 见泥砾沿一定 方 向排列 ‘
手标本

形等因素影响
,

在不同的剖面上其产出常常是变

化的
,

并无一定
“、

层序
” 。

据本所数学地质组系统

聚类分析和二组判别分析
,

认为该层的角砾岩和

岩块基本上来自二叠系下统当冲组
,

少数来自上

统斗岭组
。

层 下部层 即岩溶角砾岩层
。

由角砾岩

和岩块组成
。

上部角砾岩多
,

下部岩块多
。

角砾

岩的角砾成分与 层截然不同
,

主要为琏石岩
、

灰岩
、

含链石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
,

也混

入了少量 层的成分
。

充填在角砾间隙中的细碎

屑不多
,

其成分与角砾成分相同
,

属原地来源
。

角砾大小悬殊
,

分选性差
,

以棱角状
、

次棱角状

为主 照片
。

胶结物为水云母
、

碳酸盐矿物及

石英
。

岩块为断层所切割的下伏二叠系下统栖霞

组和石炭系中上统壶天群中的部分岩石 其岩性

为灰岩
、

含链石灰岩
、

白云岩
。

该层的形成与古

岩溶作用产生的岩溶角砾岩和岩溶地貌有关
。

在
, ,

层的 角砾 岩中
,

角砾占
,

细碎屑占 一 ,

胶结物占一。一
,

角砾大小不一
,

大者 厘米以上
,

小都 一

厘米
,

一般为 一 巧厘米
,

可见大角砾中包含小

角砾
,

给人以后期构造再破碎的印象
。 ,

层

中的部分角砾含苔醉虫
、

腕足类
、

瓣鳃类化石
,

为二叠纪
、

石炭纪化石
。

为探讨硅化破带原岩的

归属
,

曾在角砾岩的角砾
、

胶结物和泥岩岩块中

采集了数十件样品进行化石鉴定
,

均未发现植物

袍子花粉化石
,

故认为硅化破碎带原岩属陆相沉

积物的可能性极小
。

康家湾倒转背斜由南向北逐

渐抬起
,

各处角砾岩因地质环境的差异
,

其成分

亦有区别
。

硅化破碎带南段
,

上部多为硅质页岩
、

照 片 层中因场积作用 形成的

角砾岩 手标本

照片 层岩块中 尚有原始沉积的

徽层理构造 《手标本

泥灰岩
、

粘土岩
、

缝石岩角砾
,

下部多为含健石

灰岩
、

灰岩角砾 北段
,

上部多为硅质岩
、

隧石

岩
,

含谜石灰岩
、

灰岩
,

下部多为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
。

岩块在硅化破碎带中呈不规则状产出
,

其大小各处不一
,

悬殊甚大
。

据 米钻探网

度控制
,

岩块最大延长和延深达 一 米
,

厚

度在数米至十余米范围内变化
。

影响岩块大小的

主要因素是构造作用的性质
、

古地形条件和岩石



服片 层中的 角拣岩 ‘强硅化灰 岩 》

、
单偏光

可塑性程度高低
。

层 下伏层
。

为二食系下统栖霞组灰岩
、

含链石灰岩及石炭系中上统壶天群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
。

局部叮见岩溶溶积角砾岩 角砾成分为

灰岩
、

白云岩及砂岩
、

硅质岩等
,

呈棱角状产出
。

综上所述
,

硅化破碎带的原岩是由不同时代

石炭纪
、

二叠纪
、

侏罗纪
,

不同成因 岩溶作

用
、

塌积作用
、

溶积作用
、

断层破碎作用
,

不同

成分 硅质岩
、

谜石岩
、

泥岩
、

泥灰岩
、

含炭质

的灰岩及页岩
、

砂岩
、

粘土岩
、

灰岩
、

白云岩等

的岩块
、

角砾和岩屑在构造作用下混杂而成的
。

硅化破碎带的形成机理

通过对硅化破碎带地质特征的分析研究
,

可

以把它的形成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早期 古岩溶作用阶段
。

印支运动以

后隆起的康家湾倒转背斜长期遭受风化剥蚀
,

古

地下水位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阶段 有利于倒

转背斜顶部和轴部的灰岩
、

白云岩发育古岩溶
。

矿区古地貌北高南低
,

坡角
“

左右 地表径流流

速缓慢
,

加剧了古岩溶地貌的发展
。

号逆断

层上盘的泥灰岩
、

砂页岩
、

硅质岩隔水性能良好
,

更有利于古地下水循环和古岩溶作用
。

上述古地

文和古构造对古岩溶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

该区经受古岩溶作用的证据是岩溶角砾岩和

溶积岩石的存在
。

岩溶角砾岩是古岩溶地貌经构

造作用产生的残坡积物
,

分布在硅化破碎带底部

溶积岩是灰岩
、

白云岩层受地下水作用形成溶洞

和裂隙
,

并被自身或外来物质充填后经固结作用

而成的岩石
,

外形不规则 且切穿灰岩
、

白云岩

层理
,

岩石经后期硅化作用而变得致密
、

坚硬
。

硅化破碎带以下 米范围内的灰岩
、

白云岩中
,

地下水活动较剧烈
、

古岩溶甚发育
,

矿体多而小
。

越过此范围
,

古岩溶作用减弱
,

无矿化存在
,

说

明古岩溶作用和矿化活动在空间上的展布与古地

下水水位标高有一定依存关系 图
。

应当说

明 这种古岩溶作用并未结束
,

它贯穿于硅化破

碎带形成的始终
。

二 中期 塌积作用阶段
。

印支运动不仅

使地层产生强烈倒转
,

而且伴随形成了一组与地

层走向近乎一致的逆断层
。

号逆断层就是这

一运动期的产物
。

该断层为矿区内规模最木的断

层
,

长 公里以 上
,

走向南西一北东
,

局部发生

偏转
,

倾向北西
,

地表倾角
“ 。

有些地方近于直

立 通过硅化破碎带处 倾角减致
“ ,

越过此带

则以
“

左右角向下延伸
。

地表可见二叠系下统当

冲组覆盖于侏罗系下统高家田组之上
,

垂直断距

大于 米
,

可能属墓底断裂
。

它在地表断续出露

大部分被白坚纪红层掩盖
。

该断层为复合性断层
,

经多次构造活动
,

断层上盘二叠系下统当冲组和

部分上统斗岭组中的岩石
,

因构造一重力作用而

崩落
,

堆积在倒转背斜顶部的岩溶角砾岩之上
,

形成厚达几米至 余米的塌积物
。

随后沉积的侏

罗纪地层将塌积物完好地保存下来
。

三 晚期 层间破碎阶段
。

燕山运动早中

期
,

由于衡阳盆地的断陷作用和 号逆断层产

生的侧压力
,

使岩溶角砾岩和塌积物带这一构造

虚弱部位产生层间破碎
、

层间滑动
、

层间剥离
,

并切割了上覆
、

下伏地层的部分岩石
,

形成构造

破碎带
,

再经成岩过程和后期热液活动的硅化作

用
,

最后形成硅化破碎带
。

由此可见
,

康家湾铅锌矿床硅化破碎带原岩

的初始成因
,

即是塌积物和古岩溶 角砾岩
、

溶积



岩等的组合 此容矿构造的形成
,

即是构造一塌

积作用和古岩溶作用的结果
。

硅化破碎带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一 硅化破碎的形态
、

产状及规模对矿

体的控制作用 硅化破碎带是康家湾铅锌矿床 二

要容矿构造
,

已知 个 卜矿体有 个赋存 于此带
,

另有 个小矿体亦分布在此带中 矿体的形态
、

产状及规模均受硅化破碎带控制
。

距破碎带 下盘

米范围内
,

即硅化破碎带下伏地层的灰岩
、

白

云质灰岩中
,

见有 个小矿体产出 越出此范围

尚未见矿体 据此 ‘ 以认为
,

这些小矿体与硅化

破碎带的形成有着内在联系

矿体呈似层状
,

少数为透镜状 在硅化破碎

带中多层次 靛决产出
,

局部呈脉状产出

矿体产状与硅化破碎带从本一致 走向近南

北
,

倾向南东东
,

倾角 一 。。 ,

深部局部 ,吓达
。

以上
。

矿体和硅化破碎带均以
。

左右的扬起角由

南北向逐渐抬起
,

局部有小起伏 矿体理深 一

米
。

硅化破碎带中的 个 三体分布总长 米
,

宽 一 余米 矿床中最大的 号矿体长

米
,

宽 一 米
,

平均厚度 米
,

平均品位铅
、

锌 该矿 体 占全区 铅锌总储缝
。

二 , 硅化破碎带厚度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从硅化破碎带厚度等值线图 图 汀以肴出
,

矿体赋存部位与硅化破碎带的厚度有一定 关系
。

倒转背斜轴部是硅化破碎带厚度低值区 背斜西

翼是厚度最人部位 背斜东翼厚度 般 较 小

局部较人
。

硅化破碎带厚度最大部位往往形成一

个孤立的封闭容塌坑
,

其长轴方向近南北
,

个别

为北西一 南东
。

两容塌坑的过渡地带为容塌平台
,

已知矿体即产在容塌坑过渡到容塌平台的斜坡带

上
。

矿体高品位区 铅加锌品位大 则分

布在斜坡带靠近容塌坑的一侧
,

即硅化破碎带厚

度由厚变薄或由薄变厚的过渡地带
,

其等厚值

一 米
。

此处正处 康家湾倒转背斜顶部
,

极有

利于矿质停积
,

形成富厚矿体
。

三 岩比系数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岩比系

区 因
艺

回
、

口 回
几

图 弓 硅化破碎带厚度 等 仇线图
‘ 硬, 川 》

据李能强图
, 、修改

、

小卜允 ,

逆断尼 一 倒转背斜轴 弋 矿体 界线

一 矿体高品位伏 一 硅化破碎带等 线及 等军线
。

米
,

数系指硅化破碎带中岩块的厚度和与角砾岩的厚

度和之 比值
。

从岩比等值线图 图 ’以吞出
,

矿区南北沿倒转背斜轴两侧
,

各有一岩比系数依

相对较人的地段
,

似作对称分布
。

背斜轴以西至

「 断层之间
,

即倒转背斜顶部是矿体的 仁要分

布区 背斜轴以东的两个岩比系数高值区的西缘
,

控制 了矿体分布的东部边界
。

矿体多产在岩比系

数值人 于。的部位
,

而品位高
、

厚度大的矿体
,

则分布在岩比系数发生较人变化
、

数值偏低



的范围内
。

此范围正是容塌坑向容塌平台

开始过渡的斜坡地带
。

这里分布着较多的比重较

小
、

厚度较大
、

层次较多的泥岩
、

粉砂岩
、

粘土

质岩块
。

岩比系数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多为矿体的

低品位区 没有岩块产出
,

即岩比系数为 。的地

卜

似缈

‘

一

、 、
、、、

冈 国 图 口 圆
“

圈 岩比娜值找圈

据李能强图示修改

一逆断层 一倒转背斜轴

补充

一矿体界线

一矿体高品位区 一岩比等值线及岩比 系数

区
,

几乎无矿体
。

四 岩性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由于硅化破

碎带与上扭
、

下伏地层的岩石
,

在物理性质上存

在差异
,

在构造作用下极易产生层间破碎
、

层间

滑动和层间剥离
,

形成良好的容矿空间
。

正是构

造作用这一本质因素决定了矿床形成的主要机理

是物理作用
,

次为化学作用
。

矿液以充填为主
,

交代为次
。

矿石类型以致密块状
、

角砾状 为主
,

次为浸染状
。

矿石结构以自形
、

半自形粒状
、

压

碎结构
、

交代残余结构
、

固熔体分离结构为主
。

矿石构造以稠密浸染状
、

条带浸染状
、

交代充填

和交代残留构造为主
。

在成矿作用过程中
,

由于各成矿阶段含矿热

液组份的差异
,

含矿围岩性质不同及其他物理化

学条件的变化
,

使成矿物质某一组份相对集中
,

因而矿带略具分带现象
。

一般硅化破碎带上部硅

质成分较高
,

多形成黄铁矿体 下部钙质成分较

高
,

多形成黄铁矿
、

铅锌矿体 灰岩
、

白云岩中

则为铅锌矿体
。

容矿部位的上覆地层为二叠系上统斗岭煤系

和侏罗系下统砂页岩
、

泥质粉砂岩
,

均为不透水

或弱透水层
,

能起到良好的隔挡层作用
,

使硅化

破碎带形成封闭或半封闭的低压储矿环境
。

当深

处含矿热液沿着断裂系统上升
、

自由循环而进入

该环境时
,

矿质便选择在构造的转换部位和构造

斜坡带上停积
、

沉淀
。

在硅化破碎带中
,

矿体主要赋存在泥岩
、

泥

质粉砂岩
、

枯土岩
、

灰岩岩块下部的角砾岩中
。

岩块层次多
,

单体厚度大
,

往往其下部的矿体厚

度亦大
,

层次亦多
。

特别是这些岩块下部由泥灰

岩
、

含钙质页岩
、

粘土质岩石
、

灰岩等成分组成

的角砾岩
,

其胶结物除硅质外
,

尚有钙质
、

泥质

者
,

矿体厚度较大
、

品位较高 图
。

胶结物为

单纯的硅质或石英的角砾岩
,

岩石致密坚硬
,

不

利于矿液的充填和交代
,

一般不含矿或只含微弱

矿化
。

综上所述
,

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在构造一塌积作用和古岩溶作用下所形成

的塌积物和岩溶角砾
,

堆积在康家湾倒转背斜之

上
,

经侏罗纪沉积得以保存
。

在后期构造作用下
,

沿着不整合面附近产生多次层间破碎
、

层间滑动

和层间剥离
,

使这些塌积物和岩溶角砾再破碎
,

并经多次硅化作用
,

最终形成硅化破碎带 —良

好的容矿构造
。



号钻孔

第七段矿体 号钊汁 号钻孔

目 目
,

曰 图
‘

圈 翻
图 钻孔含矿段岩性柱状示 愈图

一硅化砂质泥质岩石 一硅化泥岩

一炭质砂岩
、

砂质页岩 一炭质页岩

一铅锌矿体 一黄铁矿体

矿体主要产出在硅化破碎带中
,

且下盘为

隐伏倒转背斜顶部的地段 矿体的形态
、

产状和

规模均受硅化破碎带控制
。

有利成矿空间 要是在构造作用下形成的
,

因此矿体形态
、

产状和矿石特征都显示出成矿机

理主要是物理作用
,

次为化学作用
。

硅化破碎带 盘有砂页岩作为盖层
,

形成

封闭或半封闭的储矿环境
,

同时对矿液的流通起

良好的屏蔽层作用
,

易积聚成矿
。

硅化破碎带中
,

有利岩性的岩块和角砾岩

的层次多
、

厚度大
,

则矿体层次亦多
、

厚度亦大
。

形成富厚矿体的因素有

硅化破碎带中
,

下盘为隐伏倒转背斜

顶部地段
,

为富厚矿体分布区

富厚矿体产出在容塌坑向容塌平台过

渡 即硅化破碎带厚度由厚变薄或由薄变厚 的

斜坡地带
,

且靠近容塌坑一侧
,

其等厚值为 一

米范围内
硅化破碎带 中岩 比 系数值发生较大

变化
,

且值偏低 一 的地段
,

多产出富厚

矿体
厚度较大的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枯土

岩及灰岩岩块下部含泥质
、

钙质成分较高的角砾

岩中
,

往往形成富厚矿体
。

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一 找矿标志

区域构造上
,

中新生代地层与下伏灰岩
、

白云岩地层呈不整合接触关系或两种不同岩性界

面附近
。

地表掩盖下的地层具隐伏短轴倒转背斜

构造
,

且有 料违的走向逆断层切割此种背斜轴部
。

研究古地文条件
,

寻找初始成因是由构

造一塌积作用和古岩溶作用的组合而形成的快速

堆积带

具多期构造作用
,

使塌积物和岩溶角砾

经受层间破碎
、

层间滑动和层间剥离作用
,

并经

硅化作用而形成硅化破碎带
,

地表具硅化现象
。

二 找矿方向

从构造一塌积作用和古岩溶作用对成矿有重

要意义这一角度出发
,

认为中新生代断陷盆地边

缘
,

包括断陷盆地中隆起部位的边缘是重要的找

矿方向
。

具体预测区从略
。

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