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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金厂峪金矿是产于古老绿岩带中的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
。

该剪切带是由多种样式和不同规模的褶皱
、

面理以及拉伸线理组合而

成的复杂构造群体
。

它们是由早期陡倾的层间剪切和后期宽缓的推覆

剪切复合作用的结果
。

这种作用对脉体
、

矿体的空间展布和含矿性起

了联合控制作用
。

根据控矿构造研究
,

结合化探成果
,

认为本区深部

仍有一定远景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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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厂峪金矿位于燕山沉降带马兰峪背斜

东段与山海关隆起西侧的衔接部位
,

冀东 早

前寒武纪
一

占老结 晶基 底之上
。

区内地质构造

复杂
,

表现为多期构造叠加
,

多种样式
、

多

组方 向
、

不同规模的构造组合 并见早期韧

性断裂被晚期脆性断裂破坏
、

叠加
。

早期迁西运动形成宽缓的东西 向褶皱

阜平运动构成一系列南北向的塑性紧密同斜

褶皱 后期燕山运动以北东向的脆性断裂为

主
。

根据矿物成分
、

岩石化学和分布特征
,

本区太 古界八道河群王厂组变质岩系可分为

两套岩石组 合 下部原岩为一套碱质基性火

山岩组 合
,

包括钠质斜长角闪岩
、

钠长条纹

带 斜长角闪岩
、

钠长岩脉
、

煌斑岩脉和

残留响岩等 上部原岩为一套中 酸 性 火 山

岩一沉积岩组 合 包括斜长角闪片麻 岩
、

硅

质斜长角闪岩
、

石榴斜 长角闪岩
、

磁铁石英

斜长角闪岩
、

次生石英岩
、

变粒岩和浅粒岩

等
。

在统一变形条件下形成的褶皱
、

面理
、

拉伸线理相互依存
,

以构造群体形式 出现
。

摺 皱构造 因所处部位的不同
,

形成机制的差异
,

褶皱类型主要有

① 剪切褶皱 是矿区褶皱 的 主 要 形

式
。

它是沿柔性破裂面错动变形而成
,

其规

模可由中型至显微
。

在剪切力偶作用下
,

脉

体和矿体均呈剪切褶皱样式 图
,

有的部

位被剪切拉细或拉断
,

有的部位 被 剪 切 加

厚
。

中段 了中段

圃 口 国 困
‘ , 弓

’“

矿区构造

下面着重叙述与成矿紧密相关的早期韧

性构造
。

纷切带内组合构造群体特征

圈 由剪切力佣所形成的剪切佃统

一脉体 , 一矿休 , 一剪切 力偶 ,

卜勘探线

② 柔流褶皱 在深处高温 高 压 条 件

下
,

古老结晶基底变成韧性体 在应力作用



下形成肠状摺皱
。

区内成矿期的石英脉多由

此形成
。

此外
,

在不同的构造部位
,

还可见到尖

棱摺皱
、

附属褶皱
、

钩褶皱
、

鞘褶皱
、

共辆

摺皱和拖褶皱等
。

剪切带内中级摺皱构造的组合样式
,

大

致可分为 类
,

在平面和剖面上均表现为紧

闭褶皱
,

两哭靠近
。

① 平行摺皱群组合 脉体由一组平行

的复式摺皱群组成
。

这种群体加大了脉体和

矿体的厚度 如 线 中段
。

② 分支褶皱群组 合 系一个褶皱沿伸

展方向分成几个褶皱 如 线间脉带展

布的样式
。

③ 斜列褶皱群组 合 区内北端 一

号矿体附近
,

显示一系列右行斜列式分布的

摺皱
。

面 理构造 区内广泛 发 育 有 片

理
、

分异条带和劈理
,

它们是各 种 岩 石 错

位
、

褶皱置换和变质分异而成
,

并常与钩褶

皱
、

拖摺皱等组 合在一起
。

一般脉体发育处

面理构造也发育
。

从脉体边缘至中心
,

片理

和分异条带渐趋增多
,

并伴有矿物成分的改

变 变化的规律依次由绿泥石糜棱岩一片糜

岩转化为绢云母片糜岩和钠长石一石英分异

变形条带
。

拉伸线理构追 区内 常 见 串 珠

状
、

透镜状
、

侧列状石香肠和各种石英针等

拉伸线理构造
。

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环境下不

同岩石被剪切和拉伸的情况
,

是岩石被紧密

挤压摺皱的产物
。

石香肠的断开程度 可说明

岩性层发生强烈变薄的事实
。

由上述可见
,

该剪切带并不是简单地由

一套动力变质岩所构成的韧性断裂带
,

而是

以褶皱为主体
,

通过置换作用
,

有的形成了

面理或拉伸线理构造
。

它们以不同的样式组

合
,

形成复杂的构造群体
。

在脉体和矿体存

在和发育处
,

尤能显现出这种转换组 合关系

的存在
。

组 合后的脉体和矿体样式呈现出多

种样式
,

如 字形
、

入字形
、

多字形和藕节

状等
。

韧性剪切带类型

根据断裂构造的形成机制和特点
,

可将

区内韧性断裂分为陡立的层间韧性剪切断裂

和宽缓的韧性推搜剪切断裂两种
。

层间剪切断 裂带 这种断裂带受

区内硅质岩性组和钠质斜长角闪岩性组两套

岩性组控制
。

由于两套岩石物理化学性质的

差异
,

在应力作用下层间易于发生剪切
。

从

矿区脉带展布的格局来看 图
,

该 剪 切

带中脉带的分布
,

基本与矿区不同岩性层的

接触面相吻 合
。

脉带走向以北 东
。

为 主
,

倾向南东
,

倾角
“

另有走向北东
“

和
。

组
,

倾向北西
。

断裂带由一套动力变质

岩和分异岩构成
。

韧性推彼断 裂 它是沿早期层间

剪切带的薄弱处再度剪切而成 特别是在早

期褶皱倒转翼的变薄处最易发生逆掩推覆
。

在推覆剪切作用下
,

形成轴面近东西的宽缓

褶皱和片理化带
。

从总体上看
,

以向西推覆

为主
。

在推覆断裂带 内
,

除发育糜棱岩外
,

圈 金厂峪金矿脉带展布格周图

一硅质岩性组 , 一钠质斜长角闪岩性组口一脉

体 , 一脉带展布线 , 一断层



广泛存在着与运动方向一致的石香肠构造和

矿物拉伸线理
。

冀部常产生滑断层 在断层

错位处往往被石英脉体充填愈合
。

深 部矿体预测

矿体斌存规律

矿体 产于 韧性 剪切带 中 矿区 自

西而东可分为 个脉带
。

它们的分布受控于

矿区的褶皱变形 图
,

可见 尖灭再现和厚

薄相间现象
。

一般在陡倾的层间剪切构造与

宽缓推覆构造交汇或叠加 处
,

矿体厚大
,

品

位高 如 号脉带
。

褶 皱构造 的侧伏端是 成矿 的有利

部位 如 一 号矿体和 一 号矿体等
,

其中 一 号为巨型矿体
。

后者除与侧伏构

造有关外
,

早晚两期剪切构造的交汇叠加
一

也

是矿体厚大的重要原因
。

不 同标 高的犷体 常左 右 相 间 出

现 由于早期陡倾的剪切脉带经后期推覆剪

切 常导致垂向上矿体左右相间
,

且轴部指

向相反
。

但因区内向西推覆作用较强
,

故轴

面指向西的矿体比指向东的矿体为好
。

圈 坎脉体一矿体剖面圈

一矿体 , 一脉休 , 一褶皱迫踪线 , 一预测盲

矿体

摺皱轴部矿体增厚 这是在塑性

变形情况下
,

物质发生流动变位的结果
。

特

别是高一级褶皱构造的转折端
,

可出现鞍状

矿体
。

如 中段 一 线矿体
。

矿体预润

根据成矿构造分析和矿体赋 存 规 律 研

究
,

我们对矿区 中段和 中段的 条 穿

脉工程和数个深孔 岩心进行 了化探取样 结

合前人厚生晕分带
、

元素组 合和异常特征
,

建立 了矿床原生 晕分带模式
。

在此基础上
,

预测 了 个靶区
。

以 线为中心
,

脉带在标

高 一 一 左右存在盲矿体
。

① 从上部已知矿体推断
,

在垂直方向

上
,

此段矿体大约每隔 出现矿 体 的 膨

大再现
,

即变形松弛段的间 隔 约 为
。

现已控制的矿体标高在 附近
,

依 此 下 推

左右应有矿体存在
。

② 在此区间
,

后期的平行断裂十分发

育
。

根据早
、

晚期断裂的依存关系
,

说明此

段早期韧性剪切强烈
。

从 区段各剖面图 七可

见
,

早期强烈挤压的复背形和复向形极为发

育
,

加之后期的推覆剪切
,

构成 了成矿
‘

有利

地段
,

显示了深部盲矿体的存在
。

③ 由 中段的化探结果可知
,

区段内
、 、 、 、 、 、 、

。 、

异常互相重合
,

头晕和尾晕 异 常 登

加
,

矿前指示 元 素
、 、 、 、

发育良好
。

此外
,

在 线 孔一 的

岩心样具有很强的前晕元素和矿 体 元 素 异

常
。

据上述情况推断
,

深部一 左 右 可

能会出现盲矿体
。

预测在 线区 间 一 号 矿

体下方存在盲矿体
,

盲矿头部标 高 大 约 在
。

① 从 线西侧 号脉带来看
,

强烈变

形地段在 中段
,

且有复背形之 核

部矿体存在
。

向深处
,

经过变形 松 弛 地 段

约 后
,

在其西侧应出现翼部矿 体
。

② 在此区间存在南北两大部分间的剪

切扭动断裂带
,

后期的 逆断层由此通 过
。

已知 一 号矿体和 一 号矿体群均分布



于 断层之上盘
,

推测其下盘应有另 一 矿

体群
。

③ 由 中段和 中段化探结果可知
,

与尾晕 。 、

元素异常相伴的还有前晕
、

、

元素异常
。

异常较清晰
,

元素 含 量

高
,

说明 中段 一 号矿体虽已近尾部
,

但向下会有另一矿体出现
。

在 线区间的东部 一 号

矿体下方标高约 和 一 ,

可能存在零

散矿体
。

结 语

金厂峪地区的剪切带是 由不同形式

和规模的摺皱
、

面理以及拉伸线理组成的复

杂构造群体 在脉带发育处
,

上述三者相互

依存和转化关系更为明显
。

本区存在早期陡倾的剪切变形和后

期宽缓的推覆剪切变形 两者联合构成了剪

切带的基本格架
。

根据构造控矿规律
,

进行褶皱或剪

切构造追踪
,

可以寻找新矿体
。

通过基础地质和化探研究
,

进行深

部矿体预测
,

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

通过研究
,

认为金厂峪深部仍有一

定远景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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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充分聚集成矿物质
,

在有利的时机使成矿物

和锡石硫化物的叠加或过渡型矿石相类似
。

质迁移和沉淀
。

这种情况与粤西云开隆起区

与矿化有关的蚀变类型也主要是黄玉化
,

硅 变质一混合岩 田中
,

与燕山期花岗岩类有关

化
,

绿泥石化和绢云母化
。

但黄玉化和硫化 的斑岩锡矿和云英岩型锡矿的形成条件颇有

物的发育程度不及岩背锡矿强
。

锡矿化的强 类似之处
。

度也不及岩背锡矿
。

综上所述
,

锡坑逸矿田中锡矿床的形成

与矿化有关的花岗岩中出现强烈的云英 作用与火山活动期后的花岗岩浆侵人作用及

岩化
,

并产出囊状或脉状云英岩型锡矿体
,

其演化过程相联系
,

是 与花岗岩类有关的锡

和晚阶段登加的锡石硫化物矿体
。

矿床
。

在赣南地区 寻找类似的锡旷床
,

不应

凤凰嘛锡矿和岩背锡矿的差异是前者矿 囿于火山岩区
。

化岩体的侵入 分异演化作用不如岩背花 岗岩 本文 曾得到徐克勤和朱金初 教 授 的 指

完善
,

缺少花岗斑岩岩相
。

当然
,

这种差别 导
,

叶俊副研究员帮助检查了有关火山岩和

的根本原因在于花岗岩浆在形成至侵位过程 花岗岩的岩石薄片 黄常立高级工程师和赣

中能否有适当的构造环境
,

不仅能进行深部 南地调队一分队同行为野外工作提供 了方便

分异作用
,

而且能进行侵位后的分异作用
,

条件
,

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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