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彭山源构造及其控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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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彭山隆起构造的地质
、

地球物理等方面特征与源构 造的 地

质
、

地球物理诸标志相比较
,

初步认为彭山隆起构造为源 构 造 , 另外

本文还简述了彭山源构造的控矿作用
。

关杖词 源构造 , 控矿作用 , 江西彭山

从 年代后半期起
,

以苏联学者托姆逊

和法沃尔斯卡娅等为代表
,

大力开展活化区

的成矿构造研究
。

他们强调活化区的两种控

矿构造 ①线状穿透断裂带 ②造山同心构

造
。

派构造就是造山同心构造中规模最小的

一种
,

是地洼区内的一种局部构 造〔 〕
。

法沃尔斯卡娅 认为
,

源 构 造 的

研究是成矿规律研究新方向的标志之一〔 〕
。

源构造的概念
、

特征及 标志

源构造是在深部物质减密区之上
,

由独

特的内生作用形成的圆形穷丘
,

面积 。至
’〔 〕

。

渡构造通常分布在地拱隆起上的不同部

位
,

互不相连
,

而与局部的岩浆物质直接作

用有关
。

这是一种益加在褶皱或其他构造上

的新构造类型
。

它有平滑的轮廓
,

呈椭圆形

成画形
,

内部有放射一同心状断裂系统
。

它

们控制着侵人体
、

交代岩
、

地球化学异常和

其他地质体的形状
。

源构造决定性标志有

范围比较窄小
,

相隔一定距离重

复出现
。

被岩浆岩高度饱和
,

一定成分的

岩类明显占优势
。

岩浆过程对周围构造形成影响明

显
。

探寻源构造还要考虑如下地质标志和地

忍

球物理标志

源构造叠加在褶皱之上
,

它与短

轴摺皱不 同
,

散布孤立
,

近旁无同大的
、

反

符号的构造
。

源构造有独立的内部断裂系统
,

主要是放射一同心状断裂
。

在空间上有岩浆与共相联系
。

绝大多数源构造有特征的地球物

理场异常
,

其中重力极小和远缘正磁异常有

特别意义
。

源构造范围内广布同心分带的热

液交代岩 上述均据张湘炳
, 〔 〕

。

彭山源构造的基本特征

下 前人对形山源构造的粉法

彭山源构造位于江西近北端 图
,

属

于东南地注区北缘与华中地洼 区 毗 邻 的地

带
。

对于彭山源构造
,

多年来各家认识不

同

有人认为彭山源构造是王家铺山字型构

造的东翼反射脊柱
,

但缺少山字型反射脊柱

构造应有的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内涵
。

也有人认为彭山源构 造 是一 个 叠 加褶

皱
,

即燕山期的近北北东向格皱叠加 于印支

期北东东向柑皱之上
,

先有彭山褶皱
,

后 有

彭山隐伏花岗岩体侵入
。

担在区域上达种长

轴北北东向谓皱却过于孤立
,

缺少应有的同

期褶皱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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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江西北邹河构造分布图

孤 马长信
, 。口

还有人认为彭山源构造是 龙岗岩底辟窍

隆构造
,

主要是由燕山晚期的花岗岩上拱 而

形成
。

这对单个的妙山隆起构造可能是适应

的
,

但用地质联 系
、

发展的观点
,

从整个翰

北地 区来看
,

笔者认为彭山隆起构造是典型

的源构造
。

形山派构造的基本特征

彭 山源构造具有源构造的决定性特征

彭山源构 造 面 积 较 小
,

约
。

在翰北其他地区
,

如永修云山
、

修水

香炉山
、

景德镇高台山
、

誉远珍珠山
、

横峰

灵 山
、

上高蒙山
、

宜春雅山
、

安福浒坑等地

见图 也有一 系列大小不等的源构造
,

它们均为地洼阶段剧烈期活动的产物
。

彭山源构迭核部
,

经钻探验证物

探异常
,

发现一个隐伏花岗岩体
,

其形态与

源构造核部形态基本一致
。

隐伏花岗岩体具

有 高 酸 度
、

富 碱
, 、

贫钙
、

低铁
、

少镁
、

分异度高 等 多 数地

洼阶段花岗岩常见特征
。

形成彭山源构造的构造一岩浆 活

动改造 了印支期北东东向构造
,

使得在彭山

源构造范围内
,

印支期构造面 目难以辨认
,

仅在其边缘地带有局部残存 图
。

另外
,

彭山源构造还具有如下地质特征

尹仃 奋

团 因 因 团
。

回
,

国
‘

国
,

团
。

口
,

图 彭山地区构造略田

很据沈廷远改编
,

印支褶皱 一背斜
,

一 向料 , 燕山 褶 皱 一

背斜
,

一向斜
,

一短轴背斜
,

一短 轴 向料 ,

一育断块 , 一断层 ,

卜地层界线

和地球物理特征

彭山谭构造叠加于印支期北东东

向褶皱之上
,

呈北北东向隆起孤立地展布
,

近旁无同大的负向构造
。

由于受印支期构造

的限制而略成 形
。

彭山源构造具有自己独特的内部

断裂系统
,

主要有环弧状层间重 力滑动断裂

系统和放射断裂系统两种形式 图见
。

前

者在彭山源构造范围内特别发育
,

几乎在所

有重要岩性差异的界面上都不 同程度的存在

图
。

彭山源构造及 翰北其他源构造都

表现为局部重 力低异常
,

且彭山源构造完全

位 于重力五次趋势剩余 一 等 值线圈定

范围内 图 另外
,

彭山源构造还表现为

正磁异常背景上登加的正磁异常群 周开朗

等
, 。

彭山源构造范围内
,

以隐伏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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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形山派构造橄创面示盆田

丫会一燕山晚期高挥发份花岗岩 , 一层间 互力滑动断层破碎带 , 一志留系下统清水组泥岩
、

砂岩 一志留

系下统殿背组泥岩
、

砂岩 , 一志留系下统梨树窝组砂岩
、

泥岩 , 之 , ,

一奥陶系中
、

上统纯灰岩
、

瘤状泥灰岩 ,

一奥陶系下统仑山组白云岩 , 。 , ,

一寒武系中
、

上统泥质条带灰岩 , 〔 一寒武系下统观音堂组灰岩 , 一

寒武系下统王音铺组灰质页岩 , 一展旦系上统硅质岩
、

灰质夹页岩 , 一震旦系下统砂砾岩 , 一前展旦系

浅变质岩夹细碧角斑岩

田 箱北 , 力推断花肖岩体 地洼阶段 分布口

据许文芳
,

一重力五次趋势剩余一 等值线 , 一重力五 次趋势剩余 一 等值线 一垂向二导零值

线 , 一巳知花岗岩体 , 一推断花岗岩体

岩体为中 心
,

向 四 周 按
、 、

一
、

一
、

一 一 及 六

个 自高温到低温的矿化蚀变顺序作晕圈式分

带
。

每个成矿晕圈内均具有典型的矿化蚀变

特征及其相应的代表性矿床
。

将上述彭 山隆起构造的地质
、

地球物理

等各方面特征与源构造诸标志对比可知
,

彭

山隆起构造为典型的源构造
。

彭山源构造的控矿作用

彭 山源构造主要由 个部分组成 彭 山

拱 曲
、

环弧状层间重力滑动断裂系统
、

高挥

发份隐伏花岗岩体
、

放射状断裂系统
。

各组

成部分对彭 山锡一 多金属
、

非金属矿田成矿

作用的影响表现义



, 彭山拱曲对成矿作用的形晌

彭 山拱曲是彭山源构造的主体
,

面积约
“ ,

呈椭圆形
,

长轴北北 东 向
,

长宽

比约
,

为一正地形弯状环弧形 山系
,

地

表形态基本与拱曲形 态一致
。

主 峰 在 尖峰

坡
,

海拔高约 见图
。

彭 山拱曲核部主要由震旦系地层组成
,

有零星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浅变质岩 出露
,

其

中的细碧岩夹层经宜昌地质矿产研 究 所

一 全岩等时年龄测试
,

成岩年龄为 士

翼部主要由寒武系
、

奥陶系碳 酸盐

岩组成 最外圈为志留系砂
、

页岩
。

总体看

来
,

彭山拱 曲
,

由核一翼
,

由北一南
,

由浅

一深地层倾角由缓变陡
,

圈闭性好
,

控制了

彭山隐伏花岗岩体和彭 山锡一多金属
、

非金

属矿田
、

矿床的空间位置
。

另外组成彭山拱

曲的地层 特别是前寒武系地层 还为矿田提

供 了丰富的锡一 多金属成矿物质 矿源层
。

环弧状层间盆力滑动断裂系统对成

矿作用的影晌

环弧状层间重 力滑动断 裂 及 其 滑裂岩

断层角砾岩 是彭 山源构造的重要组成单

元
,

其产状
、

形态与彭 山源构造地层产状
、

形态基本一致
,

呈层圈状 弧 形 展 布 见图
。

该构造
,

特别是产于有利成矿岩性 包

括部分矿源层
,

如嗣门组上部砂砾岩
,

陡 山

沱组下部灰岩及底部古风化壳残坡积层中的

锡一 多金属矿源层 之中
、

且顶板具有良好

的屏蔽层的层间重 力滑动断裂及其滑裂岩带
、 ,

是重要的导矿
、

控矿空间
,

正因

如此
,

彭山矿田的锡一多金属
、

非金属矿床产

状几乎都与地层产状一致
,

从而形成矿田范

围内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层状工业矿体图
。

陈伏高挥发份花 岗岩体的控矿作用

燕山晚期的高挥发 汾花岗岩浆活动
,

在

彭山源构造的形 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

它为彭山矿田的成矿作用创造 了必不可

少的构造一岩浆环境
。

隐伏花岗岩体大离子亲 石 元 素 含量较

男
‘声一

十 老、 孔
· 十 不

碑州 ,

一 一
、

口 曰 回
圈 层间破碎带构造控矿

一二云母碱长花岗岩 , 一层伏锡石一硫化物夕

卡岩矿体 , 一层间重力滑动断裂带

高
,

平均 稀土元素分 布模式属

轻稀土富 集 型
, 叉 艺 二 ,

,

负 异常特别 强 烈
。

花岗

岩的占‘
高达 筋

, ’ 尸 “ ,

属典型的陆壳重熔型 型 花 岗 岩
。

其 年龄

值
,

经 一 全岩等时线年龄测试
,

为

土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岩体中成矿元素
、 、 、 、 、

高出维氏同类岩石平均含量 数 倍 至十几

倍
,

具含矿母岩的特点
,

为矿田提供 了部分

锡
、

多金属成矿物质 另一部分锡
、

多金属

成矿物质由含矿岩系及其矿源层提供
。

岩体中作为矿化剂的 高出 维 氏 值十

至百余倍
,

以至于在岩体 边 部 特 别是 顶

部 高度富集
,

形成较大的独立矿体 图
。

另外
,

岩体中的高挥发份
,

既是促使含矿岩浆上侵的重要条件
,

也是促进含矿元素在岩浆结晶分异过程中进

一步在残液中得到富集的有利因素
,

且挥发

份本身也参与成矿
,

如富含 的岩浆残液
,

沿彭 山源构造的周边环弧状层间重力滑动断

裂 充填交代
,

形成 了大
、

中型萤石矿 床
。

放射状断裂系统对成矿作用的形晌

由于高扫二发份花岗岩的上侵
,

首先出现

彭山拱曲
,

接着形成层间重 力滑动断裂
,

并

伴有一定的侧向扩展
,

从而产生以彭山源构

造核部为中心的放射状断裂系统
。

它们有两

种形式 一组以正断层或张裂隙为主
,

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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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二云母减长花肖岩顶崎上的云英岩

里弃砂矿体

一 白岗岩脉 , 一二云母碱长 花 岗岩 , 一层状

夕卡岩脉 , 一云英岩萤石一毒砂矿体

层产状近于直交
,

在平面图及剖面图上均 呈

放射状
,

主要分布在彭山源构造近核部
,

断

距较小
,

一般为
。

此种放射状断裂

及裂隙是重要的成矿热液通道
,

常被矿脉充

填
,

且脉侧蚀变也较张烈
。

另一组放射状断

层
,

大都为平移断层
,

主要 出现在彭山源构

造的边缘
,

常将圆弧形层间重力滑动断裂平

移错开 见图
。

此种放射状平移断层
,

一

般不具矿化蚀变特征
。

由于彭山源构造各组成部分及有利岩系

包括部分矿源层 的共同作用
,

使得彭山

矿田内锡一多金属
、

非金属矿产具有典型的

顺向水平分带特征
,

结束语

源构造在各地洼区均很发育
,

它与内生

气化热液型锡
、

钨
、

锌
、

锑
、

钩及萤石
、

毒

砂等矿床关系密切
,

具有重 要 的 成 矿学意

义
,

它控制着矿结
、

矿田的 位置
,

是预测活

化区矿床的判据之一
,

广大地质找矿工作者

应予重视
。

本文呈蒙刘少昌高级工程师
,

科学院长

沙大地构造研究所赵志忠同志审阅
、

修改 , 图

件清绘得到傅文同志的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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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三江地区发现优质 , 括矿

根据群众报矿线索
,

冶金部西 南地质勘查局昆

明地质调查所
,

在云南三 江地区莱地找到一处优质

富锰矿点
。

锰矿斌存于下二盈流 由白一黄渴色绢云

母板岩中
。

初步揭麟一层矿
,

矿体层厚
,

在 范围内断续可见锰矿化
。

地表 氧 化 锰矿

石呈黑灰一灰黑色
,

致密块伏
,

含锰
,

含

铁
,

含碑
,

为低磷优

质富锰矿石
。

地表局部可见原生 菱 锰 矿 石
,

肉红

色
,

含锰 沁 , 矿石成分较复杂
。

初步踏勘
,

区内含矿地层南北延伸长达数十公

里
。

这一含锰层位首次在三江地区发现
,

对扩大边

班地区找锰
,

尤其是寻找富锰矿的新产地
,

将起到

推动作用
。

它的开发
,

对三江地区少数民族脱贫也

有深远意义
。

目前
,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关怀

下
,

昆明地调所正抽调骨干力量
,

克服交通不便
,

生活艰苦等不利因素
,

积极开展地质工作 , 争取用

较短的时间
,

对矿建作出全面评价
。

〔冶 金郊地 质劫 查总局资抖馆 林 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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