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东北塔前一赋春成矿带中新生代构造演化

与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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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前一赋春成矿带的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可划 分为 个阶段 海

西一印支期
,

伴随萍乐坳陷的裂陷
、

扩张
、

海侵
,

来自古风化壳和海

底火山喷发的矿质沉积于石炭
、

二叠纪地层中
,

形成黄龙组底部及 小

江边组一狮子形组两个矿源层
。

燕山期
,

断裂
、

岩浆活动强烈
,

来自

花岗闪长斑岩侵人休为矿质叠加于晚古生代矿源层之上
,

形成以铜 为

主的多金属矿床
。

喜马拉雅早期
,

前震旦纪变质 岩滑覆于晚古生代
、

中生代地层及其中的矿床之上
,

最终形成一系列隐伏一半 隐伏金属
、

非金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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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前一赋寿成矿带位于赣东北乐平县塔

前至婆源县赋春之间
。

区内不但分布着煤和

海抱石粘土矿床
,

而且有朱溪铜 旷床
、

月形

铜铅锌矿床
、

塔前钨铂 铜 矿床
,

以及横

路
、

岩 口
、

杨草尖
、

弹岭等铜矿点产出 图
。

尤其是近年来一些隐伏矿床的陆续发现
,

引起了地质界更大 为关注
。

对于本区中新生

代的构造演化及成犷作用
,

长期以来一直存

在着不同的认识自
, , 〕。

笔者通过两年来 进

行 万成矿预测时的调查研究
,

认为本区

经过海西一 印支期
、

燕山期
、

喜马拉雅期构

造演化及相应的成矿作用
,

最终形成一系列

独特的滑覆隐伏一半隐伏金属
、

非 金 属 矿

床
。

海西一印支期构造演化

与无戈矿作用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 位 于 萍 乐坳陷〔 〕东

段
,

为坳陷的一个组成部分
,

而其本身又属

于华南坳拉槽。 〕东北端的一个外延分叉
。

志留纪末
,

受加里东运动影响
,

萍乐坳

陷区上升为古陆并遭受风化剥蚀
,

下古生界

及震旦系被剥蚀殆尽 上古生界 直 接 不 整

合于前震旦纪变质岩之上
。

长期而强烈的凤

化剥蚀作用使 丁、 、 、 、 、

等成矿物质富集于古风化壳中
,

为塔前一赋

春成矿带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了部分物质
。

从泥盆纪开始
,

萍乐坳陷也像华南坳拉

槽一样
,

由南西向北东逐步裂陷
、

扩张
、

海

侵
。

坳陷南西段 河床相底砾岩不整合于前

震旦纪变质岩之上
,

中段底砾岩的 时 代 为

一
,

北东段塔前一赋春一带滨海 相 底

砾岩的时代则为
,

即萍乐坳陷中上古生界

底砾岩具有明显的穿时性
。

海水中来 自古风化壳的矿质沉积于海侵

初始阶段
,

形成塔前一赋春成矿带黄龙组底

部的矿源层
。

其中的石英砾岩含
,

, , ,

高于其

他层位数到数十倍 表
。

月形矿区鲡状构

造的含铜黄铁矿
、

微粒胶状黄铁矿
、

胶状黄

铁矿同心圆状结核状集合体及朱溪矿区的乳

滴胶状闪锌矿
,

都是浅水沉积和胶体沉积作

用的标志
。

萍乐坳陷的裂陷扩张在塔前一赋春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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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前一斌容成矿带地质略图

一前震旦纪变质岩 , 一地表 实线 或隐伏的 虚线 燕山期花岗闪长斑

岩 一燕山期断裂 , 一喜马拉雅早期滑覆断层 , 一 滑毅式飞来峰 一不整合面 , 一索描图位皿 见图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地层含矿性
,

飞之

成矿元索平均含员

一匕内几曰甘斤才口了几匕口比匕

⋯⋯
几丹︸八口︸︵“︸浇目︸安源组

大冶组
,

长兴组

乐平组

狮子形组

小江边组

栖胜组

船山组

黄龙组

前震且系

石英砾岩
、

砂岩
、

炭质页岩及煤层
,

厚

泥灰岩
、

灰岩夹钙质页岩
,

厚度大于

灰岩夹白云岩及隧石灰岩
,

厚

石英砂岩
、

泥岩
、

炭质页岩夹煤层
,

厚

硅质岩
、

隧石条带灰岩
,

厚

含镁泥岩夹灰岩
、

硅质岩透镜体
,

含炭灰岩
、

隧石灰岩
,

底部为砂岩
,

厚

灰岩夹白云岩条带
,

厚

灰岩
、

白云岩
,

底部为石英砾岩
,

厚

千枚状板岩
、

变余砂屑凝灰岩
,

厚度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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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早二叠世晚期达到高潮
,

并导致墓性一超

基性岩浆的侵入和喷发
。

在横路北西的天分

山
,

见橄榄玄武份岩脉及苦橄份岩脉 表

侵入于船山组和栖霞组灰岩 中 狮子形组中

发现无浅水生物混生的纯放射虫硅质岩
。

海

底火山一喷气作用带来的矿质沉 淀 于 岩 石

中
,

形成塔前一赋春成矿带下二叠统上部的

矿源层
。

小江边组和狮子形组 平均含

租
, , ,

明显高于其他

层位 见表
。

前者所夹硅镁质海泡石粘土

层
, 、

极低 表
,

其物质来源

不可能是陆源的
,

而应来 自海底火山热泉
。

与海泡石伴生的粘土 犷物中尚见有火山成 因

的碳硅石及蒙脱石
。

忍



塔前一斌春成矿带基性
、

超基性岩及海泡石粘土矿岩石化学成分 衰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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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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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二叠世
,

本区地壳升降频繁
,

形成了

乐平组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岩建造
。

中世炭世至早三叠世
,

塔前一赋春成矿

带主要为活动性较大的陆表海环境
,

沉积建

造以浅海一滨海相碳酸盐岩为主
,

夹少量放

射虫硅质岩建造及含煤碎屑岩建造
。

中三叠世之后
,

由于印支运动波及
,

萍

乐坳陷褶皱封闭
,

本区地壳由伸 展 转 为 挤

压
,

形成一系列倾向南东的逆冲断层 图

和不对称的斜歪褶皱
。

弹岭一朱溪一王家坞

一带 由黄龙组一大冶组组成的褶皱
,

轴向北

东
,

向北西倒转至攀卧
,

延伸约
。

安

源组与下伏地层间的角度不整合面就是印支

运动造成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印支运动虽然

形成 了倾向南东的逆冲断层
,

但并没有形成

南东一北西向大规模的推覆构造
。

我队在本

次成矿预测前
,

曾进行过 万区域地 质 测

从
,

证实黄龙组一大冶组并不是出露于前震

工瑰己变质岩之中的印支期构造窗
,

而是黄龙

组 角度不整合于前展旦纪变质岩之上
。

朱溪

矿区
、

月形矿区和 二合口等地 多个钻孔资料

也证 明黄龙组不整合于前震旦纪 变 质 岩 之

另 不整合面倾向北西
,

倾角
。 。

燕山期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

燕山期
,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进人滨太平

洋构造发展阶段
,

地壳处于伸展条件
,

断裂
、

岩浆作 用最为强烈
,

是本区
、

也是赣东北
、

甚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造山期及内

生金属矿床成矿期
。

构造演化

图 空 塔前矿区 号线剖面图
,

一上三叠统安源组 , ,

一下二叠统狮子形

组 , 一下二叠统小江边组 , 、
一下 二 已统

栖霞组 , , 尸上石炭统船山组 , 一前震纪变

质岩 , 一矿体及编号 , 丫 二管燕山期 花岗 闪

长斑岩 , 一印支期逆冲断层 , 一燕山 期滑

脱面 , 一喜马拉雅早期滑翟断层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北西侧高台山一障公

山地区的障公山韧性剪切 带〔 〕,

在燕山期明

显活化
,

表现为陆壳对陆壳的剪切俯冲
,

即

型俯冲
,

形成段萃
、

平 坦
、

香油尖
、

鸡头尖
、

洞里
、

金村
、

桃岭
、

鹅湖
、

潘村等大体沿剪

切带分布的花岗岩株和岩基
。

其岩石化学成

分与围岩 前震旦纪变质岩 近似
,

同位素

年龄 为 高峰期
,

稀土元素配分模式曲线右倾
,

具负铺异常
,

, ‘



灿
,

属陆壳重熔花岗岩
。

此类 型花 岗

岩的产生及大规模底辟侵位
,

使其上覆地壳

也一同垂直上升
,

形成北东向高达数千米的

断块山系
,

同时也相应形成了一些磨拉石断

陷盆地
,

如塔前一赋春成矿带南东侧的乐平

盆地
。

这种断陷盆地不同于一般挤压褶皱造

山带的前陆盆地
,

其中早期 一 , 的堆积

物为滨海相至陆相含煤粗碎屑岩建造
,

与下

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晚期 堆积

物为巨厚的红层
,

其中常夹有酸性至中酸性

火山碎屑岩
、

熔岩及膨润土粘土矿层
,

具磨

拉石建造特色
,

与下伏地层也呈角度不整合

接触
。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即位于断块山系向断

陷盆地过渡的地带
。

北东向断裂发育
,

沉积

盖层因重力失稳向断陷盆地滑脱
,

形成滑脱

褶皱 图
、

滑脱面 图
、 、

平面共扼

剪切断层等滑脱构造
。

成矿带 内 黄 龙 组 底

部石英砾岩的岩 性
、

岩相
、

层位稳定
,

厚
,

可视为区域性标志层
。

尽管黄龙

组与前震旦纪变质岩之 间的不整合面上儿乎

都见有顺层断层
,

但这层底砾岩均有 出露
。

这种 与不整合面走向一致的顺层断层
,

正是

主滑脱面最基本的特征
,

根本不可能是构造

窗的边界断层
。

赣东北地区在 型花岗岩大规模底辟侵

位形成北东向断块山系及断陷 盆 地 的 过 程

中
,

还产生 了一组规模较大的北西向剪切断

裂带
,

有人曾称其为九 江一德兴断裂带 〔 〕。

它在前震旦纪变质岩中表现为北西向的强应

变剪切片理化带
,

盖层中则以断距不明显的

劈断形式出现
。

沿此断裂带有一系列以花岗

闪长斑岩为主的中酸性斑岩侵人
,

其岩性与

前述 型花岗岩截然不同
,

同位素年龄多集

中于 一
, “ ’ “ ,

‘
为 士 筋

,

不但绝对值小
,

而且 变化范

围窄
。

副矿物组合属磷灰石一磁铁矿型
,

与

岛弧区安 山岩浆的成分
、

性质相似
,

属 型花

岗岩系列
。

此类花岗岩上侵的最高部位多在

卫卫卫

图 横路矿区 线剖面图
。 , 一 一安源组下

、

中
、

上段 , 一乐平组上

段 , ’
一乐平组中

、

下段 , 一平桐 其余图

例同图
。

安源组中的滑脱褶皱倒转界无剪 切变

薄现象

月已、

‘ 盛 曰

图 黄龙组与前瓜旦纪变质岩接触关系

素描图 图 处

一黄龙组
,

由下往上为石英砾岩
、

石英砂岩
、

石英砂质白云岩
、

白云岩

图 冷水事矿区 线剖面图

一长兴组 , 一平桐 , 安源组与长兴组之间

的不整合面被改造为滑脱面
,

刨底构造清楚



塔前矿区单矿物娜班法洲通结果 裹
’ ’

爆裂温度

野外编号 采样位置 矿物名称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九江一德兴断裂带 与其他方向断裂带的交汇

部位
,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中的花 岗闪长斑岩

即分布于九江一德兴断裂带 与北东向断裂带

的交汇部位
。

成矿作用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中金属矿床的形成与

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 表 关系极为密切
,

矿床类型为典型的多因复成矿床
,

成矿模式

为诬加富化
,

形成方式为沉积 十 热液或接触

交代型
。

成矿系列也 与岛弧区相似
,

以斑岩

型 。一 。矿床为王
。

若花 岗闪长斑岩侵人
了 打震旦纪变质岩中

,

则形成细脉浸染状

矿床 若侵人 于有多金属矿源层的石炭纪
、

二叠纪地层
,

则常形成所谓斑岩型 夕卡岩

塔前一赋 奋成矿带花岗闪长

斑岩特征 表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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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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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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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塔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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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口

生

石榴石

透辉石

石 英

透辉石

石 英

透辉石一阳起石

刁

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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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默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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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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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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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化 。‘乌
、

“月
、

、。 铜 铜

型 层控型三位一体的 。一 。 、 。一 一

或 一 一 矿床
。

塔前矿区与金属矿

物共生的石英 爆 裂 温 度为 一 ℃ 表

括号中的数值可能代表热液阶段叠加于夕卡岩之

上的温度 测试单位 江西冶金地质大队研究室
。

朱溪矿区取 自矿体的 个硫同位 素 样

品
,

夕组

灿的 变化范围 为
,

平 均
,

根据黄铜矿一闪锌矿共生样品硫同位素

测试结果算得其形成温度为 ℃
,

而 另一闪

锌矿的爆裂温度为 ℃
。

这些资料都表 明塔

前一赋春成矿带的部分矿质来源于花 岗闪长

斑岩
。

燕山期滑脱构造中的断裂
,

为矿液运移

提供了通道和储矿空间
,

也具有重要的成矿

意义
。

位于黄龙组
‘

与前震旦纪变质岩之间的

主滑脱面延展 巨大
,

且波状起伏
。

朱溪矿区

的主矿体即呈似层状充填于这一滑脱面中
,

在滑脱面由陡变缓的地段张开
,

矿体明显增

厚 图
。

主滑脱面之 上的黄龙组一船山组
,

层间滑动断裂及其派生的次级裂隙发育
,

月

形矿区的矿体均呈脉状充填于其中
。

由晚古

生代及三叠纪地层组成的滑动系统
,

小江边

组的含镁泥岩
、

乐平组的煤层
、

大冶组的钙

质页岩
、

安源组中煤层和炭质页岩均为良好

的润滑层
。

由于这些润滑层的存在
,

在滑脱

过程 中滑动系统 内形成多个次级滑脱面
,

其

中以下二叠统上部的和沿安源组与下伏地层

间不整合面发育的次级滑脱面成 矿 意 义 最

翩同侧国洲一川川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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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了 朱没矿区 一 乳 。
,

中段别

一黄龙组 , , 一平移断层及编号 其佘图例

同图

图 朱溪矿区 线剖面图

一黄龙组 , 一前寒武纪变质岩 其余图例

同图

喜马拉雅期构造演化

与成矿作用

大
。

在横路一瓜子峰一带
,

沿下二叠统上部

的次级滑脱面充填着一 系列花岗闪长斑岩岩

床
,

来 自其中的矿质叠加于小江边组和狮子

形组矿源层之
,

于岩体外接触带形成品位

极富的似层状或透镜状夕卡岩矿体
。

在塔前

矿区
,

安源组与小江边组和狮子形组之间的

次级滑脱而与花 岗闪长斑岩皇斜交接触
,

滑

脱面之 七的炭质页岩对矿液起着 良好的屏蔽

作用
,

这种岩浆岩
、

矿源层
、

断裂
、

屏蔽层

组合对成矿十分有利
。

矿区的主矿体就是呈

层状一似层状充填于此滑脱面中 见图
。

此外
,

与滑脱褶皱伴生的平面共扼剪切断层

也具有较大的储矿意义
,

朱溪矿区的 号
、

号
、

号等矿体均呈陡立的透镜状充填于

一条北西西向的右行平移断层中
,

其与主滑

脱面的交切部位
,

岩石破碎
,

有利于矿液的

进入和沉淀
,

主矿体在此部位厚度增加十几

米 图
。

喜马拉雅期构造的重要性
,

近年来才被

人们所认识
。

尤其在萍乐坳陷 内
,

不仅发现

晚古生代地层连同燕山晚期花岗闪长斑岩体

及其形成的热液矿床一同掩覆于第三纪红层

之上
,

而且还发现大量前震旦纪变质岩连同

有关糜棱岩也远距离地掩覆于晚古 生代地层

及晚 白奎世红层之上
,

在丰城
、

宜丰
、

南 昌
、

乐平
、

景德镇等地均有此类实例〔,
,

〕。

因

此
,

不少人认为喜马拉雅期还有一次 由北西

向南东的大规模推茬
,

甚至有人认为赣北整

个九岭一降公山隆起带是一个 由北西 向南东

推覆 的外来岩席
,

其下被掩覆的是古生代一

中生代地层
。

区域大地构造特征表明
,

概北

地区喜马拉雅期并不存在引起大规模推狡的

水平地壳运动
一

如果把九岭一障公山地 区的

变质岩和花 岗岩视为推覆体
,

那推搜休的根

带在何处也将是无法解决的 再者
,

最新的

地球物理剖面资料证明
,

赣北广布的前展 几

纪变质岩之下是更老的变质结 晶基底
,

并不

存在被掩覆的大面积沉积地层
。

我们在成矿



预测工作中发现
,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内及其

外 围所见到的前震旦纪变质岩
,

掩覆于石炭

纪地层至晚 白玺世红层之上的现象
,

仅限于

新生代隆起区的坡脚或断陷带的边缘
,

断层

性质并非推覆构造的前展式迭瓦状逆冲断层

系列 〔的
,

而是重力滑动形成的后展式迭瓦状

的组合形式〔 〕。

套马拉雅早期
,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北西

侧的高台山一障公山地区
,

随着 型俯冲和

岩浆活动停止
,

必然产生均衡调整
,

地壳再

次强烈上升
,

现今 所见到的宏伟的障公山复

背斜
一

三要形成于此价段
。

位于障公山复背斜

轴部的田坂街晚 白噩世断陷盆地 中
,

上白王

统馈州组 不 整合于前震 旦纪变质岩之

上
,

其中的砾石成分除脉石英
、

变粉砂岩
、

板岩外
,

尚有硅质岩
、

灰岩
,

而无花岗岩砾

石
,

这说明该区前震旦纪变质岩虽然晚 白奎

世就己出露地表
,

但那时的剥蚀深度并不算

大
,

部分地段还覆盖着晚古生代沉积盖层
,

型花岗岩也未出露地表
。

而喜马拉雅早期随

着地壳的强烈上升
,

下部构造层次的韧性剪

切带和 型花 岗岩均被剥 出地表
,

与障公山

韧性剪切带同时形成的脉石英气液包裹体爆

裂温度为
“ ,

如果也按地热增温率为

℃ 〕计算
,

其形成深度为

而潘村
、

鹅湖等花岗岩体的独居石带都已出

露地表
。

障公山复背斜的隆起
,

一方面提供了产

生重力滑动的斜坡 另一方面使岩层势能迅

速增加
,

具有释放势能向下滑动之趋势
。

当

重力产生的顺坡向下的剪切应力超过岩石的

强度时
,

位于障公山复背斜南东翼的前震旦

纪变质岩连同其上的沉积盖层 向下滑动
,

在

乐平一景德镇之间于滑动系统 内相继形成了

一系列滑校断层 塔前一赋春成 矿 带 中的
’ 、 、 “只是其中的 条

。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中的 条滑覆断层纵

贯全区
,

走向北东
,

倾向北西
,

切割错断燕

山晚期花岗闪长斑岩
,

前震旦纪变质岩 由北

西向南东滑覆于晚古生代及三叠纪地层之上

图
,

用平衡剖面法求得滑覆距离
。

条滑覆断层在剖面上呈迭瓦状排列
, ’

在下冲许向北西弯曲的部 分 被 “ 切 割 覆

盖 而 在何家段以西 被 ” 切 割 覆 盖

见图
,

这足以说明塔前一赋春成矿带滑覆

断层的扩展方式为后展式
,

组合型式为后展

式迭瓦状
。

由于塔前一赋春成矿带的滑覆构造形成

于喜马拉雅早期
,

所以不仅晚古生代及中生

代形成的沉积矿床
,

而且燕山期最终形成的

多因复成金属矿床均可部分或全部滑覆于前

震 旦纪变质岩之下
,

形成隐伏一半隐伏金属

矿床 图
。

由此可见
,

对于本区新生代滑

覆构造特征的研究具有极为重大 的 现 实 意

义
。

结 论

晚古生代一早三叠世
,

随着萍乐坳

陷的裂陷
、

扩张
、

海侵
,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

内于前震旦纪变质岩之上形成了一套以浅海

一滨海相碳酸盐岩为主的沉积盖层
。

印支运

动使萍乐坳陷封闭
,

在塔前一赋春成矿带内

形成倾向南东的逆冲断层及不对 称 斜 歪 褶

皱
。

燕山期
,

随着成矿带北西侧高台山一障

公山地区因陆壳重熔花岗岩的形成及其大规

模底辟侵位引起的地壳 上升
,

塔前一赋春成

矿带的沉积盖层向南东滑脱
,

形成重力滑脱

构造
,

同时伴有花岗闪长斑岩的侵入
。

喜马

拉雅早期
,

随着障公山复背斜的隆起
,

其南东

翼岩层顺坡下滑
,

在塔前一赋春成矿带形成

后展式迭瓦状滑覆断层
。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 内的沉积矿床
,

在 印支期被挤压褶皱变形
,

燕山期又受到重

力滑脱变形改造
,

喜马拉雅早期部分或全部

被前震旦纪变质岩滑覆掩盖
,

形成隐伏一半

隐伏非金属矿床
。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 内金属矿床的形

成经历 了如下的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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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喜马拉雅早期滑夜构造示惫剖面图

一中石炭统至三叠系 , 含一燕山期陆壳重熔花岗岩 其余图例同图

塔前一赋春成矿带 中新生代的构造

演化特征与隐伏矿床的形式
,

至少在赣北地

区有一定的普遍性及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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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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