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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里桥地区的控矿构造及矿质来源

杨 协 森

冶金部华东地质劫查局 队

控矿因素和矿质来源是探讨矿床成因的两个重要方面
。

本文 从 矿

体的形态和斌存部位分析控矿构造特征
,

用微量元素和同位素 资 料分

析矿质来源
,

目的是探讨里桥地区多金属矿床的成因
,

指出 今 后的找

矿方向
。

关 饲 逆掩断层 , 容矿构造 , 矿质来源

地 质
·

矿 床

皖南里桥地区是一个多

金属成矿区
。

区内牛山至蒋

山一线
,

已发现矿床 点

多处
。

笔者根据多年来在该

区工 作的成果
,

认为这些金

属矿床严格受牛山一蒋山逆

掩断层控制
,

矿体斌存于其上盘的次级断裂

中 , 矿质主要来 自地壳深部的混染型岩浆
。

区域构造位置

里桥地区位于淮阳古陆和江南古陆之间

的下扬子坳陷带东南缘
,

青阳一句容断陷盆

地和径县一丹阳断陷之间的正向窿起区
—茅山断 褶带西南端

。

它的南面 是 江 南 深断

裂
,

在卫片和航片上有明显的线性影象
,

并

且是区域重磁异常的分界线
。

它的北面是青

阳一句容深断裂
, 这里中

、

新生代构造盆地

发育
,

重力等值线同向弯曲
,

人工地震反射

波在深断裂两侧有明显的错移
。

两深大断裂

之间发育着一组近南北向的区域性大断裂
,

东面是潜塘断裂
,

西面是水阳江断裂
,

卫片

影象平直而明显
,

航磁等值线同向弯曲
,

地

质构造线错动十分清晰
。

由于近南北向断裂

的剪切作用
,

使区内构造的总轮廓呈向南东

日 区城构造示 口

突出的弧形 图
。

矿区构造特征

根据区域地层沉积间断
、

沉积建造和韵

律旋回特征
,

将本区地层划分为 个构造层

图 志留系一泥盆系构造层为浅海相碎

屑岩建造和陆相砂岩建造 石炭系一中三益

统构造层为海相碳酸盐建造夹滨海相碎屑岩



固城湖石忍
蒋山

目 口
,

口 叼 围 圈
“

团
田 宜城里柳一断河庄地区地质构遭璐圈

一白里系一侏罗系构造层 , 一三盈系一石炭系构造层 , 一泥盆系一志留系构造层 , 一剪切断层 ,

‘一长山复背料 , 一铜山一茶山倒转背斜 , 一逆掩断层 , ①蒋山褐铁矿点 ②朱山含锰赤铁矿点 , ⑧塔

山锰矿床 , ④云山铜矿点 , ⑥刘下山金铅锌矿点 , ⑥茶山铅锌矿点 , ⑦南门岭锰矿点 ⑧中门 山 铅 锌 矿

点 , ⑨顶门山锰矿点 , 铜山铜钨矿点 , 申家冲石里矿点

⋯
、 ⋯, 荞麦山

夕
飞 二二

困
‘

因
,

口 一 ‘

地质创面

一七房村组砖红色含火山碎屑砂岩 , 一中分村组安山岩和火山角砾岩 ,

卜龙潭组炭质砂页岩 ,

卜栖暇组灰岩
,

一黄龙
、

船山群灰岩 , 一高丽山组砂岩 , 一五通群石英砂岩 卜 一茅山

群紫红色砂岩 , 一 一坟头群黄绿色页岩 , 丫兀 一花岗闪长斑岩 , 一逆掩断层 , 一铜钨硫铁矿体

含煤建造 侏罗系一白奎系构造层为喷出岩

建造和内陆坳陷红色岩 类磨拉石 建造
。

一 地层之间为假整合
,

与 一 不整合
。

长山背斜是本区构造的主体
,

为北西翼

陡
、

南东冀缓的歪斜背斜 图
。

背 斜西

翼
,

以 日山村一蒋山推覆构造为界 东翼有

铜山一茶山次级倒转背斜
,

并发育着数条纵

向逆断层
,

呈迭瓦状 以牛山一蒋山逆掩断

层最重要
。

日山村一蒋山推覆构造呈
“

走向
,

断面倾向南东
,

倾角
“

左右
。

在 蒋 山一塔

山一带见二叠系一泥盆系推覆于白里系七房



村组乏上
。

塔山东面岩体中施工的钻孔均在

深部见到七房村组地层
,

在高利红至 日山村

一带见泥盆系推覆于侏罗系分村组 火山岩之

上
。

此断层是区域性推覆构造的中段
。

根据

区域资料
,

推覆构造北起江苏省的茅山顶宫

一带
,

南至径县水 电站均有出露
,

它与江南

深断裂平行
,

是江南深断裂长期活动而对北

西盘产生挤压形成 的
。

牛山一蒋山逆掩断层发育在长山主背斜

与铜山 荞麦山 次级背斜之间
,

走向
“ ,

倾向南东
,

倾角
,

地表较陡
,

深部变缓
,

平面上 与推覆构造 成 小 角 度斜

交
。

南端见二叠系龙潭组倒掩于泥盆系五通

组之上
,

北端至推覆构造消失
,

说明其形成

比推覆构造早
。

逆掩断层的上盘发育着规模

较小
、

倾角很陡 的逆冲断裂和张性断裂
,

它

们是逆掩断层的次级构造
。

除纵向断层外
,

垂直于主构造线方向发

育着一组横向剪切性断层
,

它们切割地层
,

破坏矿体和岩体
,

属成矿后断裂
,

是近南北

向大断裂的次级构造
,

与推覆构造形成时代

相近
。

圈 塔山括矿例面示愈圈

矿
,

边长可达
,

并有双 晶穿插镶嵌等现

象
,

说明成矿时具有充分的空间
。

赋存在逆冲断裂中的矿体 图
、

具

有以下特征 矿体走向 与逆掩 断 层走

向呈小角度斜交
,

倾向与逆掩断层一致
,

倾

角陡
。

地表 出露窄
,

延伸长
,

长 宽比

容矿构造特征

区内已发现的内生矿床无一例外地分布

于牛山一蒋山逆掩断层的上 盘
,

矿 体 岩

体 赋存在上盘的张性断裂或逆冲断裂中
。

赋存在张性断裂中的矿体 图
、

具

有以下特征 矿体走向与逆掩 断 层走

向平行
,

上部倾角大于
” ,

深部渐 向 南东

倾斜
。

地表 出露较 宽
,

规模 较 大
,

沿

走向和倾向尖灭较快
。

铜山矿 的 荞麦

山矿段北坡矿体向东出现分叉
,

塔山锰矿体

呈雁行排列
,

表现张裂不单个发生的规律
。

矿体 岩体 与围岩接触面不平整
,

穿插现象普遍
。

围岩中角砾岩发育
,

角

砾棱角完好
,

大小不等
,

胶结物为侵入体或

铁硅质
。

在荞麦山北坡含矿破碎带 中
,

见有巨大而完好的立方体晶形 的 假 象 褐铁

田 蒋山北 夭采坑西盛素描口

大于
。

矿体向深部尖灭较慢
,

有的

自地表向深部厚度有增大的趋势
。

蒋山铁矿

明显被后期推覆构造错断
,

说明成矿作用发

生在推覆构造形成之前
。

矿体 与 围岩

接触面平整
,

一般硬盘围岩成平直的挤压镜

面
,

软盘围岩产生柔皱
。

断层角 砾 岩

辗磨得很碎
,

且不发育
。

在逆掩断层发生过

程 中
,

上盘的逆冲断裂在凸凹部 位 产 生 虚

脱
,

提供 了容矿空间 图
。

二叠 系 龙潭

组中的煤层受铜山花岗闪长斑岩体侵入时提

供的热源而变质成石墨后
,

被挤压到逆冲断

裂的虚脱部位
,

形成 了申家冲 石 墨 矿 图
。

总之
,

牛山一蒋山逆掩断层的形成和发

展
,

在上盘产生 了张性断裂和逆冲断裂
。

逆



浅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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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戈戈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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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邀冲羽砚成矿示宜日

一

乙

口 申家冲石 矿 夭采坑西攀子面

索描困

掩断层是该区的导浆 岩浆 导矿构造
,

逆

掩断层上盘的张性断裂和逆冲断裂是该区的

容矿构造
。

矿质来源

现以铜山
、

刘下山等多金属矿床为例
,

对本区的矿质来源问题进行探讨
。

在远离矿床的地层中采样分析表明
,

各

时代地层中成矿金属元素含量的平均值与元

素在地壳同类岩石中的丰度
·

图 尔 基 安

和
·

魏德波尔
,

年 相比
,

其比值 浓

集系数 一般小于
,

即矿源层的 存 在缺乏

有力的证据
。

从矿体胶存部位及矿体上
、

下盘不同岩

性的微量元素分析 表 可以看出

在垂直方向上
,

中部的
、 、 、 、

、 、 、

丰度平均值比上 部 和 下部

高
,

而
、 、

与上述情况相 反
,

说明
、

比
、 、

活拨
,

在热力作用下

运移较远
。 、 、

向深部 降 低
,

反映

了矿化是一个高温气液流体的 沸 腾 升 华过

程
,

成矿元素向沈体的前缘和 上 方 聚 集
。

东西方向上 , 中部和下部围岩中
、

、 、 、 、 、 、

丰度有从东往
西降低的趋势

,

上部围岩 除
、 、 。 、

、

外
,

其他元素都与上述趋势相符
,

说

明成矿热流体有从东往西 减弱的趋势
。

在横向上
, 、 、 、 、 、 、

、 。 、 、 、 、

具有南弱 北强的

趋势
。

综上所述
,

成矿热流体是从南东往北西

活动的
,

流动的前缘是在北北西方向
,

运移

方向与逆掩断层的逆掩方向一致
。

铜山矿床 中黄铁矿的 值多数大于

表
,

说明属热液成 因
。

不同矿物的测温结果 表 表明
,

夕

卡岩期磁铁矿
、

磁黄铁 矿 爆 裂 温 度

℃
,

热液期生成的黄铁矿
、

黄铜 矿 爆裂

温度 ℃ 多数为 一 ℃
,

深

部矿石的形成温度要高于浅部
,

说明成矿热

流体是从深部往上部运移的
。

硫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 表
,

巧“ ‘

平均值为 偏
,

变化范围 小
,

呈 塔 式分

布
。

说明地慢物质在高温高压下
,

与深部岩

石圈发生 了混合岩化作用
,

并使硫同位素均

一化
,

且为小的正值
。

侵人岩
、

矿体
、

夕卡

岩的硫同位素相近
,

说 明三者硫源一致
,

来

自岩浆热液
。

钩银同位素测定结果 〔表
,

刘下山和铜

山岩体的磷灰石 “ 了 “ 值 相 近
,

都 在

上下波动
,

是 同一个铭同位素均一化

了的岩浆源
。

由于岩浆在长期缓慢的分异过

程中 的含量不断减少
,

成矿时 代 较 年轻

导致磷灰石中 的含量低
,

而放射成因“了

相 当低
,

加上难以找到新鲜的样品
,

故 用枷

铭法测定年龄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

所测试

的吕 为放射成 因比值加初始比值
,

故

微量元素和同位素数据均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

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提供
。



们山矿体顶雇板 岩橄甘元介在空间上的变化 衰

样
矿带 岩性

数
层地

勘探线纵向变化垂直变化

民,目工月,,三工﹄,曰孟一,﹄口

一
卜 ,

灰岩

灰岩

灰岩

灰岩, ,

南矿带上盘围岩

东中西

上

﹃,,口﹄勺只」几吮幼了,二内石叹

‘

,退内︸月了‘

目

甘内勺︸﹃﹄通兮月,斤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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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甘一月自工月嗯勺‘︵吕哎甘确匕吧,二尺」,自一,曰︸,,几七甘一

临小中火嚣报小一中咖一小
甘‘峨﹄勺叮‘

川川一引川川州州月川一川川日

川月一川月一川州一曰川川叫川叼引川刁川月川月引

价户翻‘公‘‘月,内‘们︸怡一甘‘

北矿带上盘围岩

东中西

中

砂岩

砂岩

砂岩

砂岩

砂岩

砂岩

砂岩

砂岩

灰岩

页岩

八甘,口

怡

下

灰岩

矿体底板围岩
东杏西

钥山多金胭矿床黄铁矿中 。 、

含 , 衰

样 品 位 置 黄 铁 矿 产 伏

。 ,

顽
。。 一 。 ,

,勺,,,甘

⋯

,

岩体下盘
,

岩体上盘

八
,

岩体上盘
一 ,

岩体上盘

龙天采坑 岩体上盘

皿天采坑 岩体上盘

标高一 以上 个样平均

标高 端个样平均

黄铁矿矿石

团块伏黄铜矿白钨矿黄铁矿矿石

石灰岩中块状黄铁矿

致密块状黄铜矿黄铁矿矿石

早期粗粒黄铁矿磁铁矿矿石

磁铁矿石中晚期黄铁矿化石英脉

。

。

。

。

。

﹄已丹甘皿尸‘内了流,人晚

脚了

初始比值应稍低于测试数
。

前人总结出初始

比值在 之间时为 混 染 型 岩浆

源
,

这与本区测试结果吻合
。

铜山磁铁矿中氧同位素分 析 结 果 为

乃’ 变化范围 编
,

均值 筋
,

与 泰勒资料中的中酸性火成 岩 相 近
。

花岗闪长斑岩中的副矿物磁铁矿与不同阶段

矿化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磁铁矿的氧同位素组

成基本上一致
,

说明二者是在同一个含矿热

流体系中形成的
。

铅同位素数据 表 均落在普通铅演

化三角图的小三角形范围内 图
,

均属正

常铅
,

组成稳定均一
。

法夸尔
、

卡 明
、

拉塞

尔
、 、

等指

吞



‘月

洲 沮 给 衰 ’ 裹

采 样 位 里 岩 矿 石 名 称 成矿期 测定矿物
爆 冬 均一
温度 二 ,

户夕卡岩期 磁铁矿

夕卡岩期 磁铁矿

夕卡岩期 磁黄铁矿

,,,,,’,,

铜山尽天采坑

铜山东采坑

铜山东采坑

铜

铜山西采坑

铜山东采坑

铜山东采坑

铜

铜山

铜山与东采坑

透辉石夕卡岩

粗晶黄铁矿磁铁矿矿石

致密块伏磁黄铁矿矿石

黄铁矿化夕卡岩

花岗闪长岩中黄铁矿脉

石英脉中黄铁矿

晚期黄铁矿脉 切割岩体中磁铁矿黄铁矿脉

块状黄铜矿黄铁矿

粗晶块伏黄铜矿黄铁矿

团块状黄铜矿黄铁矿 与黄铜矿磁黄铁矿矿石

东采坑 》组合样

夕卡岩中石英脉

岩休中石英脉

磁铁矿体中石英脉

致密块状黄铁矿矿石

致密块状含金黄铁矿矿石

热液期

,,

黄铁矿

,,

黄铜矿

心

,,,’,,,,,,

铜山西采坑

铜山东采坑

石英

刘下山 月

刘下山

黄铁矿

,,

,,,’

,,,,,,,,,,

不同地质体 输 橄位特征 裹

硫化物产状 采 样 数 测定矿物 分布范围 变化范围 平 均 值

花岗闪长斑岩 铜山 件 黄 铁 矿
。 。 。

矿体及夕卡岩
铜山 件

刘下山 件

闪 锌 矿

黄 铜 矿

黄 铁 矿

。 。 。 。

圈 岩 铜山 件 黄 铁 矿 。 。 。 。

岩体中礴灰石翻
、

娜同位素洲定结 衰 衰

采 样 位 置 石 名 称
, ’ ‘ ” ‘

铜山

铜山

铜山

铜山

铜 一

刘下山

轻微绿泥石化
、

钾化花岗闪长班岩

轻微钾化
、

绿泥石化花岗闪长斑岩

轻微钾化
、

绿泥石化星点状黄铁矿化花岗闪长斑岩

硅化
、

绿泥石碳酸盐化花岗囚长斑岩

花岗闪长斑岩 较新鲜

含辉石角闪闪长岩 轻微浸染状黄铁矿化

。

。

。

。

。

。

。

。

。

。

一山盛铁矿妞同位寮洲定结 裹

取样地点 样 品 岩 性 ’
阶 平均值

东采坑 蚀变花岗闪长斑岩

东采坑

东采坑

东采坑

磁铁矿化夕卡岩

粗晶含铜黄铁矿磁铁矿矿石

块状磁铁矿矿石

一

。

。

。

出
,

正常铅是从深部源富集
,

并与火成活动

紧密相关的
。

说 明铅直接来 自 矿 区 的 侵入

岩
。

根据区域资料
,

云山辉石闪长岩
,

江南深断裂另一侧的麻姑山花岗 闪 长 粉 岩
,

铜山铅同位素
· ·

法模式

年龄
,

说明岩体侵人和成矿作用均 发



方铅矿铅同位安浦定结果衰 衰

采 样 位 置 样 品 名 称
”‘ ’。 ’ “ ‘ ’“ 。‘ 。‘

铜山

云山

云山
。

黄铁矿方 矿磁铁矿化夕卡岩

黄铁矿方 、 矿化大理岩

,’

。

。

。

。

。

。

一

。

。

田 卡农铅同位紊三角田

中三角形为正常铅范围
,

其中的小三角形为本 区

数据投影 范围

生在燕山运动 中期
。

综上所述
,

本区金属矿床的矿质来源于

深部混染型岩浆
,

矿体 与岩 体 在 时 间
、

空

间
、

化学成分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
,

矿床成

因类型属岩浆期后热液矿床
。

结 论

通过区域沉积建造
、

岩浆活动
、

形

变特征和同位素年龄资料分析
,

将 区内构造

的发展过程分 为印支
、

燕山和喜 山 个 阶

段
。

印支运动以前为大面积浅海相沉积区
,

自寒武纪到中三叠 世沉积厚达数千米的砂页

岩和碳酸盐岩
,

加里东运动表现为漫长的
、

连续的
、

大幅度的升降运动
,

海西运动表现

为频繁的振荡运动
。

印支运动开始
,

本区上

升挤压
,

形成褶皱
。

燕山运动早期
,

区内地

层进一步 褶皱
、

断裂
,

形成倒转背斜和逆掩

断层 中期以火山喷发
、

岩浆侵人为主
,

伴

随金属矿床的形 成 晚期以断裂作用为主
,

产生推覆构造和横向剪切性断层
。

喜山运动

时期
,

推覆构造和横向剪切性断 层 仍 有 活

动
,

并使青阳一句容深断裂和江 南深断裂造

成的坳陷形成更加平缓的构造盆地
。

牛山一蒋山逆掩断层是重要的导浆

导矿构造
,

其上盘 尤其是前锋部位 产生

的张性断裂和逆冲断裂是本区的容矿构造
。

日山村一蒋山推覆构造是区域性推覆构造的

一段
,

属成矿后断层
,

目前的研究对象仅是

推覆体
。

矿质来源于地壳的深部
。

由地幢物

质和深部壳岩混熔的岩浆因分异作用而产生

了含矿热流体
。

含矿热流体 自地壳深部
,

经

江南深断裂
,

沿牛山一蒋山逆掩断层上升
,

在逆掩断层上盘的次级张性断裂和逆冲断裂

中充填
、

交代
、

分异富集成矿
。

找矿方向在逆掩断层的上盘
,

尤其

是前锋部位
。

本区南东面还有两条与上述逆

掩断层同时形成的逆断层
,

应在它们的上盘

开展找矿
。

随着找矿的深人
,

应加强逆冲断

裂的研究
,

寻找隐伏的虚脱部位的盲矿体
。

、、、

、、、卜
卜

、、

一

,

玄

玉 派
,

五
,

一

传一 因豆七 , 忿 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