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 七 宝 山多金属矿床控矿构造及成矿预测

曹 兴 男

武汉地质学院

从应力场的角度
,

研究了七宝山 多金属矿区的断裂构造
、

断裂登加接触带和断

裂益加不整合面构造及其对成矿的控制
。

通过泥巴棋拟实验骏证
,

提出 了矿床的控

矿构造棋式
,

并进行了成矿预测
。

七宝山矿床位于湘东浏阳县境内
,

是一个以
、

、 、

为主
,

并伴有
、 、 、 、 、

、 。 、

和 等有用元素的大型多金属矿床
。

笔

者认为
,

要查明矿体的空间分布规律
,

并进行成矿预

侧
,

控矿构造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
。

为此
,

笔者将

矿区内的断裂构造
,

断裂叠加接触带和断裂叠加不整

合面构造三者从应力场的角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

探讨

了它们对成矿的控制
,

并用泥巴模拟实验进行了验证
,

提出了矿床的控矿构造模式
,

并进行了成矿预测
。

矿区地质概况

体
,

侵入于中
、

上石炭统及元古代地层中
,

出礴面积

约 平方公里
。

是一个多次侵入的复式岩体
,

受构造

控制明显
,

呈岩枝状产出
。

据研究川
,

该岩体有三次

侵入活动
。

微量元素
、 、 、 、 、 ,

尤

其是 的含量比一般斑岩体高
,

其中第二次侵入活

动与成矿关系最为密切
。

岩体内磷灰石 一 年龄

值为 百万年
,

全岩
一

等时线年龄值为

百万年
,

属印支一燕山早期产物 图
。

控矿构造及其演化

七宝山矿床位于新华夏构造体系第二隆起带南部

西侧湘东隆起的浏阳一衡东凸起与扬子江东西向构造

带的复合地段
,

即湘东履陵一浏阳 型构造的次级北

西向永和一横山向斜的东端
。

区内出璐地层简单
,

由老至新依次为前震旦系冷

家溪群
、

震旦系莲沱组
、

下石炭统大塘

阶
,

以及中上石炭统壶天群
十 , 。

冷家溪

群为一套经区域浅变质的浅海相变质岩系
,

分布在矿

区的南北两侧 莲沱组分布在矿区北侧边缘
,

为一套

浅变质砂岩
、

砂质板岩
,

与下伏冷家溪群呈角度不整

合接触
。

大塘阶为灰白色石英砾岩
,

零星分布于矿区

北侧 壶 天 群 为灰 白色厚层状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
,

广布于矿区的中部及西部
,

石炭纪地层与下伏地层呈

明显的角度不整合接触
。

区内断裂构造极为发育
,

亦比较复杂
。

主要由东

西向
、

北西西向和北北东向断裂构造复合构成了矿区

内的总体构造格架 褶皱构造不发育
。

七宝山石英斑岩是区 内与成矿关系密切的侵入

七宝山矿床的控矿构造颇为复杂
,

除了不同体系

的断裂构造外
,

尚有被断裂叠加改造的岩体接触带构

造和不整合面构造 这些构造在统一的应力场作用下
,

发生复活
,

形成有利的含矿构造空间和矿液运移通道
,

控制着矿体的产出
。

断裂构造

东西向横古断层 是通过矿区南缘的区域性

断层
,

东起横山
、

西至古港
,

长约 公里
,

形成破碎

带宽 一 米
,

使中上石炭系与冷家溪群及震旦系

呈断层接触
,

并控制了泥盆系的沉积
。

该断层早在加

里东期已经形成
,

表现出明显的多期活动性
。

棉花冲

一带的构造岩
,

镜下观察表明
,

断裂带内发育良好的

被铁 质胶结的张性构造角砾岩
,

角砾内部石英等矿物

显示明显的挤压塑性变形 局部地段发育由张性角砾

岩组成的透镜体
,

说明东西向断层经历了从压扭性一

张扭性一 压扭性的转化 其中成矿期为张扭性
。

北西西向断层 发育在矿叫匕缘 图
,

总

体走向
“

左右
。

区域资料表明
,

该组断裂是浏阳帚

状构造的压扭性旋回面
,

但由于成矿期构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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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宝山矿区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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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区内主要表现为张性和后期的压扭性
。

在北西西 成分
。

向断层内往往发育胶结物为矿质的张性构造角砾岩
,

北北东向断裂构造本身并不含矿
,

但矿液的运动

角陈大小很杂
,

棱角明显
。

此外 张性角砾岩往往还 和沉淀
,

与形成 匕北东向构造的新华夏构造应力场有

组成挤压遗镜体
,

在龙骨冲口
、

老虎口西侧及 中 关
。

北西西向断裂构造是良好的含矿构造
,

东西向断

段 嘱片 都可见到此类现象
。

裂构造内也往往发育有⋯矿化
。

断裂要加接触带构造

七宝山岩体的南侧边界呈东西向
,

北侧边界为北

西西向 其接触面倾角上缓下陡
。

岩体的接触带是一

个经断裂叠加改造的复杂构造带
,

矿体往往斌存在接

触带产状变化
、

并经断裂叠加改造发生引张的部位

如 号矿体
。

井下观察发现 接触带内 尤其是岩

体北侧接触带 往往可见到张性的石英斑岩
,

大理岩

角砾被矿质胶结的现象
,

表明接触带在成矿期遭受了

张性改造
。

此外
,

在围岩为壶天群灰岩时
,

矿化以交

代成矿为主
,

夕卡岩化
、

绢云母化等各种蚀变发育

瓜片 张性构造角赚岩 《怜 中段 , 当围岩为其他岩石时
,

矿化通常以充填成矿为主
。

角砚 白色 为大理岩 断级盛加不盆合面构造

胶结物 ‘熟色 , 为黄铁矿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不整合面只对古风化矿床有

北北东向断裂构造是矿区内发育的另一组断裂构 意义
,

而对内生矿床来说
,

只是古风化残积层对矿液

造 具左行压扭性活动特征
,

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的 起到某种
‘

屏障 作用
。

笔者认为
,

不整合面作为一



个构造软弱面
,

容易被后期 成矿期 断裂叠加改造
,

导致局部引张而有利于充填或交代成矿
。

七宝山矿床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图
。

从以上实际资料分析可知
,

七宝山矿床的主要矿

体受三种构造的断裂叠加张性改造部位控制
,

即早期

的北西西向压扭性断裂构造
、

断裂叠加接触带构造
,

以及断裂提加不整合面构造
,

使七宝山矿床的主要矿

体沿这些构造呈北西西向分布 图
。

控矿构造演化

通过对控矿构造的力学性质鉴定
,

不难行出
,

矿

区内构造经历 了从加里东一燕山期漫长的地质演化过

程
。

构造的形成一被岩体
‘

焊接
”

一断裂构造的叠加

改造
一一矿液的充填

、

交代一矿体的改造
、

破坏
、

是七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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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矿床控矿构造演化的重要特征
。

加里东期在南北

向挤压应力作用下
,

形成东西向压性构造 印支期受

浏阳 状构造形晌形成北西西向压扭性断裂
,

并使石

炭系与下伏地层的不整合面卷入摘皱弯曲
,

呈北西西

向展布 , 燕山早期在新华夏构造应力场作用下
,

导致

北西西向断裂
、

不整合面及东西向断裂的张性
、

张扭

性活动
,

促使七宝山岩体上任
,

并
“

焊接
”
围岩

,

边

界条件发生改变 随着新华夏系构造应力场的持续作

用
,

使得早先的北西西向断裂
、

岩体接触带
、

不整合

面再次发生张性改造
,

局部引张
,

形成含矿空间
,

使

矿液在这些娜位充填
、

交代成矿 表
。

七 山矿珠位矿构班演化班

构造 包括接触带
、

不整合面 的存在 再施以南北

直扭的外力
,

发现刀痕明显张开 服片
,

表明早期

的北西西向构造和东西向构造在新华夏系构造应力场

作用下会发生张性
、

张扭性复活
。

外外外力作用用 应住方虎虎 构幼活动幽 力学性质质 备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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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成矿期构造活动橄拟实脸
一
南北对扭作用力

控矿构造模式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一 压性结构面位工 一 张性结构面位

一
断裂

一

不整合面 一
接触带

一 构造的压性活动
一
构造的张性活动

一 构造的压扭性活动

一 构造的张扭性活动

对于上述认识
,

作者用泥巴棋拟实脸进行了验证
。

用枯度不高
、

含砂质较多的泥巴
,

代表岩石变形在脆

性条件下发生 在直扭框架内先将泥料铺好
,

然后在

泥料上先划上北西西向和东西向两条刀痕
,

模拟基础

综上所述
,

七宝山岩体携带地壳深部成矿元素上

侵
,

是成矿的前提一一物质条件
,

构造活动形成含矿

构造空间是成矿的必要条件
,

两者缺一不可
。

尤其是

成矿期新华夏构造应力场的作用
,

使矿区内早先形成

的构造复活
,

是形成含矿构造空间的主因
。

其中北西

西向构造 包括不整合面
、

接触带 发生张性复活
,

是主要的含矿构造 东西向构造发生张扭性复活
,

局

部有较好的矿化
,

但未见矿体
,

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

应变图象 图
。

从而导致七宝山矿床主要矿体沿矿

区北侧的北西西向断裂
,

北西西向断裂叠加接触带和

断裂叠加不整合面呈北西西向分布
。

成 矿 预 测

从矿区内部条件分析
,

矿区南侧至今未发现工

业矿体
,

但经湖南地矿部 绷深队三分队的工作
,

在七

宝山岩体南侧西部桥头村一带发现地班异常
。

此外
,

该处正是七宝山岩体接触带及东西向横古断层通过的

地方
,

是有利成矿的部位
,

值得进一步工作
。



从矿区外围条件分析
,

矿区川匕的官渡一铸马

塘向斜也是浏阳帚状构造的成分
,

其构造形态
、

围岩

性质等与七宝山矿区相似
,

并在该向斜东端有隐伏酸

性岩体存在
,

应注意在该区找寻与七宝山类佃的矿

产
。

矿区西部铁山一永和一带
,

围岩均为中上石炭

统壶天群灰岩
,

推侧断裂构造
、

不整合面应沿浏阳帚

状构造旋回面在这一带发育
,

成矿条件有利
。

在上述预侧区内
,

第四系浮土搜盖均较厚
,

应综

合运用物探
、

化探 次生晕 手段来开展找矿工作
。

本文是在赵庆元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

一同参加野

外工作的还有丁诗忠
、

卢建龙等同学
,

文中许多问题

同他们进行了讨论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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