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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利用重力资料研究莫霍面已被地质界所重视
。

为探求本区

深部构造与矿产分布的关系
,

利用区域重力资料进行了大面积的处理

得出该区莫霍面等深图
,

揭示了莫霍面形态与矿产分布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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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质背景与资料处理

本 文 所 述 地 区 位于北
。 ’ ,

东
“ ,

包括华北地 台东南部
,

扬子

地台东部
,

华南褶皱系东北部和东南褶皱系

个一级构造单元
。

地层以海相
、

海陆交互

相为主
,

沿海地区有陆相碎屑岩等分布
。

岩

浆岩分布广泛
,

种 类 繁 多
,

受深大断裂控

制
。

几乎每个构造旋回都伴有岩浆活动
,

并

形成大量内生金属矿产
,

其中以燕山期岩浆

括动最发育
,

与矿产关系较 密 切
。

区 内的

铜
、

银
、

金
、

铅锌等矿产在国内占有重要地

位
。

文中所用资料为 本 区 有 关省 市 的

万
、

万
、

万和重新 编 制的

万全区重 力 布 伽 异 常 图
。

进行了

网格采样
。

取密 度 差 。 “ 。

用三维

密度界面近似迭代法〔 〕编绘了 莫 霍 面等深

图 图
,

计算域 一 “ 。

泣丁一竹 ,
一

勺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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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霍面形态与构造带

本区莫霍面深度
,

东南沿海地区为
,

西部和南部地区为
,

可划分 出

个醒 目的坳陷区
,

个隆起区
,

个缓坡

区
、

斜坡区和隆坳相间带 图
。

坳陷区包括西部的大别
,

中部

的黄 和南部的浙 东
。 。

闽北坳

陷区被等深线包围成 个独立的封闭圈 见

图
。

隆起区包括淮南
、

南京
、

常熟
,

图 , 华东中部莫桩面等深图

一莫霍面等深线 , 一推断深大断裂带 ,

一大型矿床 , 一中型矿床

个断块隆起和嘉兴一鹰潭 向南西倾斜

的狭
一

长隆起带
。

缓坡区 沿铜陵一苏州一线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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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向构造

区内北东向构造十分发育
,

延伸长
,

切

割深
,

并被东西向断裂明显切错
。

岩浆活动

强烈
,

是形成本区各种矿产的物质基础
。

自

北而南有

郑庐断裂 是亚洲最重要

的断裂之一
,

向北越过郑城
,

经 山东渤海抵

东北延人苏联
,

向南经庐江
、

宿松过长江
。

航磁图上显示一条明显的
、

剧烈升高的正异

常带 重力图上为东高西低
、

不太明显的交

蕉尸共二 变带
。

从整体而言
,

等值线密 集 带 时 隐时

二库葬等半书架法黔引 显
,

在嘉山以南明 显
,

在 一 等深线

⋯火泪少李触禽 之间通过
,

其北有重力局部异常反映
,

这与

⋯落扩 了汀
,

一 两侧断距差落变化和地质等因素有关
。

航磁

广赫广 灯 反映则是 由于断裂带 中破碎的太古代
、

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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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华东中部推断构造图

一隆起区 , 一相对隆起 , 一坳陷区 , 一缓坡

区 , 一斜坡区 , 一推断深大断裂

向分布
,

夹在南京隆起和黄 山坳陷之间
。

斜坡区 沿象山一福州呈北北东向

延伸
,

向大陆一侧倾斜
,

水 平 梯 度为
。

隆坳相问带 分布在阜阳一东台以

北的广大地 区
,

显示东西向舒展分布的隆坳

相间的构造格局
。

上述构造形态
,

有的与
、

级大地构

造单元相对应
,

如
,

对应大别山隆起

对应江南背斜的一部分 对 应 华南褶皱

系的东北部等
。

根据莫霍面等深线梯级带的走向和位置

划分的深部构造
,

主要有北东向和东西向两

组 见图
。

基性
、

超基性小岩体综合作用的结果
。

断裂带两侧存在着 明 显 的 重
、

磁场差

异
。

西侧重
、

磁场高
,

表现为东西向的重
、

磁场
,

重力值比东侧低 东侧重 力场主要是

北东一北东东向的线性异常
,

磁场以弱异常

为主
。

在矿产分布上
,

东侧以铜
、

多金属矿

产为主
。

断裂带南端有庐江班岩铜矿

和月山铁铜矿
。

上述事实表 明
,

该断

裂带是一级构造单元
,

是寻找铁铜矿产的远

景区
。

长江 断裂 自 年 航

磁发现以来
,

颇受地质界重视
。

根据航磁资

料分析
,

沿长江河床 存 在 一 条 区 域 性 断

裂〔 〕,

由北东向和东西向两组断裂组成
。

过镇

江后
,

重
、

磁等值线反映为北东向
,

经如皋

入海
。

在图 上表现得不够 明 显
,

铜陵以西

有一等深线梯级带 而其东北
,

等深线向南

东凸出
,

构造线难以判断
,

表明长江断裂在

这一段深度有变化
。

该断裂带以产铜一多金属矿而闻名
,

沿

江 由东到西
,

镇江一南京一芜湖一铜陵一贵

池一带为铜铁矿产密集区
,

其中大型矿床

处
,

中型十几处
,

小型矿床及矿点几十处
。



岩浆沿构造破碎带侵人
,

遇到中石炭世碳酸

盐围岩
·

,

在背斜
, 一向斜轴 部潇几有 利地殷成

矿
。

这里常有高磁
、

高重 力异常显示
,

是找

矿的有效标志
,

也是今后找铜
、

多金属矿的

重要远景区
。

‘

皖浙赣断裂 北起苏州
,

向南西延至江西省境内
,

是黄山坳陷区与嘉

兴一鹰潭隆起带的分界线
。

航磁显示升高的

异常带
。

在重力和莫霍面图上
,

等深线呈扭

曲的密集带分布
。

沿带岩浆活动剧烈
,

其两

侧蕴藏着丰富的内生金属矿
,

德兴矿 田
、

即产于断裂南侧的次级构造带上
。

北端

有苏州西 铜铅锌中型矿床 处
,

中部

浙江省境内有中型铜矿 及小型矿床和

矿化点多处
。

可见
,

断裂带的次级构造具有

找矿远景
。

宁波一铬 山 断裂 是嘉兴一鹰潭

隆起带和浙东闽北坳陷区的分界线
。

等深梯

级带呈北东向横贯全区
,

向 西 南 延 伸出本

区
,

向东北延至宁波
。

沿带两侧重力正
、

负

场分明
,

北为正 或相对 场
,

南为大的负
背景场

。

沿带有中酸性
、

基性
、

超基性岩断续分

布
、

矿产丰富
,

北以铜
、

金
、

铅锌矿为主
,

以

夕卡岩型
、

斑岩型居多 南以金
、

银
、

铅锌矿

产为主
,

主要是中低温
、

火山热液型〔 〕。

在此

带的浙江省境内
,

有毫石后岸 中型银铅锌矿
、

治岭头大型金矿 南西的江西

省境内有永平 中大型铜矿 及冷水坑大

型银金铅锌矿产 等分布
。

说明这里不

仅是一级构造单元
,

而且是个 有 利 的 成矿

带
。

宁波一政和 断裂 位于浙

东闽北坳陷区近中心线上
。

其两侧航磁异常

强度和形态截然不同
。

在莫霍面图上
,

丽水

以北仅反映大坳陷区的长轴方向及等深线轻

微向南西侧扭曲现象 以南的正
、

负异常之

间
,

有一不明显的 等深线密集带
,

表明断裂

在深度上有变化
。

该断裂为不 同类型成矿的分界线
,

北西

侧发育超浅成低温热液
、

火 山变质型矿床
,

矿种以金矿 过渡到以乌吞 银
,

水吉 铅锌矿为主 南京侧为次火 山型

和火 山充填型
,

矿种为以银
,

为主

的铅锌矿〔 〕。

。

象 山 一福 州 断裂 地质上

称宁海一漳州断裂的北部
。

它斜切东南沿海

地区
,

向大陆倾斜
。

在图上七显示一 条 规模

宏大
、

形态清楚
、

宽而长的等深线密集带
,

在温州和福安附近向大陆方向扭 曲
。

这一密

集带
,

显然是多条同方向断裂作用的结果
。

在带的北西侧为坳陷区
,

南东侧为急剧升高

的等深线
,

并被北西向断裂切 扭曲等深

线
,

表明它是较老的断裂
,

是华 南 褶皱系

与东南褶皱系的分界线
。

沿断裂带有大量中一中酸性火山侵人杂

岩分布
,

明显受构造带控制
。

已知的矿床
,

北端有沈 山吞
、

储家 中型银铅锌矿
,

中部有福鼎 中型铂铜矿及小型和矿化

点数十处
。

矿体受火 山岩通道制约
。

成矿类

型为中低温热液型
、

火 山裂隙充填型等
,

是

找银 金 铅锌矿床的远景区
。

东西向断裂组

一般规模小
,

形成时代晚于北东向组
,

属于平移剪切性质
,

不 利 于 岩浆活动和成

矿
。

由北而南有

享阳 一 东台断裂 它是北

隆坳相间带与南隆起带的分界线
。

芜湖 北一苏州 断裂 , 是北

隆起带与南缓坡带的分界线
,

西与长江断裂

相接
。

霍 山一安庆北 断裂 呈北

西向
,

南东与郑庐断裂相接
,

处在大别 山坳

陷 区北的等深线梯级带上
。

安庆一安吉断裂
,

是北缓

坡带与南坳陷区分界线
,

具有明显的等深密

集带
,

东西两端分别与皖浙赣和长江断裂相

接
。



浙西一 宁波断裂 西侧 与

皖浙城断裂相接
,

为东西向等深线密集带的

反映
。

带的中部有绍兴 铜金矿
,

西侧

有多处小型铜矿
,

表明此带具有找矿远景
。

三 明 一 福 州断 裂
, 分布

在本区南部
,

中间切错政和一尤溪断裂
。

在

莫霍而图上处在等深线封闭圈的末端
,

近似

东西向
。

矿床则偏于正局部异常 图
,

若 与地质

条件结合
,

对部署找矿远景区有一定指示作

用
。

个

莫霍面起伏与矿产分布

矿产的形成和分布受深部构造控制
。

查

明莫霍面的起伏
,

可为矿产预测提供重要依

据
。

图 所列 个 已 知大中型矿床
,

有以下

特点

受等深线梯级带控制
。

所有大中型

矿床均位于梯级带上或其附近
,

尤其是北东

向梯级带
,

如
、 、 。 。

矿床分布在等深线梯级带扭曲的两

侧
,

呈对称成群出现
,

如苏州西 个中型矿

床和绍兴附近的 个矿床
, 分别在

等深线 由苏州向东
,

转向杭州向西南凸出
,

然后向东经绍兴至宁波的 型扭曲构造的北

南两侧 庐江斑岩铜矿与铜陵多处中大型铜

矿
,

在 等深线的东 西 两 侧 大 岭 口

和五部 矿床
,

在 等深线

扭曲两侧
,

等等 见图
。

凡对称出现的矿床都在同一莫霍面

等深线上或其附近
。

根据 个大中 小 型矿床分布与

局部重力异常所作的频率图表明
,

各种矿产

发育带偏向负局部异常 图
,

夕 卡岩型

一 一‘ 一 脚

图 华东中部地区夕卡岩型矿床

和有色金周矿产 与局部重力异常绷

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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