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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滨金矿断裂构造以北东
、

北西西和北北东向最为发育
,

主要断

裂经历了多期次活动
,

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及复杂的力学性质
。

宏观和

微观构造特征表明
,

层间断裂是沿层间薄弱界面发育的脆性剪切带
。

层间构造系统及其构造样式是主要的控矿构造
。

关健词 漠滨金矿 层间构造 控矿规律 城

矿区位于湘黔边界的会同县境内
,

是江

南隆起西南段湘黔桂凸起上一个典型中低温

贫硫化物石英脉型 自然金矿床
,

素以粗粒明

金著称
。

区域广泛出露板溪群五强溪组前绿

片岩相低度变质岩 含凝灰质砂岩
、

板岩和

变余凝灰岩
。

伴随区域宽缓褶皱的产生和

发展
,

形成 了以层 间 顺层 断裂和层 内

穿层 裂隙为特征的层间构造系统
。

它是

控脉和控矿的主要构造
,

在矿区很典型
,

在

区域上也具代表性
。

构造特征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

褶皱构造较简单
。

除沿不同层面发育的多条层间断裂外
,

还有

力学性质各异
、

走向不同的断裂近百条
。

规

模较大的主干压性或压剪性断裂有北东
、

北

西西和北北东 组
,

它们分别隶属于 区域上

相应方向的 个构造系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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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多期次活动
,

不同时期
、

方位
、

级序
、

形式的构造组合
,

构成了矿区地质构造时空

分布和演化上的复杂轮廓
。

褶皱构造

表现为被次级褶皱及挠曲复杂化了的单

斜地层
,

走向自北东渐变为近东西
,

呈往北

西凸出的弧形
,

沿弧形区层间断裂带充填含

金石英脉
。

矿区有 余个小褶曲和 余个

小挠曲
。

小褶曲呈背
、

向斜成对出现
,

其公

共翼 背斜的南东翼 较陡
,

这与朗江背斜

碗区域复背斜北西翼缓
、

南东翼陡的产状基

本一致
,

属寄生小褶曲
。

挠曲是指单斜地层

产状的陡缓变化带
。

矿区北部总体为陡带
,

南部为缓带
,

其中又可圈出若千小陡区和小

缓区
。

断裂构造及其力学性质

不同时期形成的北东
、

北西西和北北东

向主干压性或压剪性断裂的组合
,

构成了矿

区构造基本格架 见图
。

各构造系的配套

构造也有不同程度的显示
,

其规模和强度都

较差
。

北 东向断裂 最发育
,

按其与褶皱

漠滨金矿区构造示意图

据 队资料修改

一断层及编 号 一背斜及编 号 一向斜及编号 一陡带及编号 一缓带及编号 一大陡
、

缓带分界线 一充填石英

脉的层间断层及编号

的关系及形成方式可分为层间断裂和纵向切 力作用下
,

沿易错动的界面发育成的脆性剪

层断裂
。

前者是伴随区域褶皱并在横向剪应 切带 后者是沿褶皱翼部扇形薄弱带进一步
·



发育而成
。

层间断裂是最主要的控脉
、

控矿

构造
,

它不仅控制石英脉的规模
、

形态和产

状
,

还是较大矿体的直接储矿构造
,

大者可

断续延伸数千米
,

如
、 、 、

等
。

成矿溶液沿层间断裂带充填
,

脉体产状

与地层基本一致
,

各脉有程度不同的穿层现

象
。

由于岩石物性及局部应力状态的差异
,

使充填石英脉显示的各层间断裂形态比较复

杂
,

大体可归纳为层间剥离带型和拚压破砰
带型两类

。

前者的剪切滑移更明显
,

脉体呈

单脉或复脉
,

如 、、 、

等 后者挤

压破碎强
,

脉体常呈脉带及网脉
,

如

层间断裂是同褶皱层间错动的结果
,

形成于

成矿前
,

成矿期活动强烈
,

成矿后持续活

动
,

但规模不大
。

断裂力学性质虽有叠加
、

改造
,

但总体仍显示压剪性特征
。

规模较大的纵向切层断裂有
、 、

、 ,

延伸 余米
。

走向 一
“ ,

主要倾向南东
,

局部反倾
,

倾角
。 。

断裂带中见辉锑矿
、

石英脉等充

填
,

属导矿构造
。

断裂两侧次级张
、

剪性裂

隙示上盘逆冲或右旋斜冲
,

后期则呈左旋剪

性和张性叠加
。

北东 向构造形成最早
,

具多期活动特

征
。 一

与其 配 套 的共 扼 节 理 走 向 一
“ ,

倾角 一
“

走向 一
“ ,

倾

角 一
“

十分发育 与主干构造相垂

直的北西向张性断裂
、 、 、 。 也较

发育 沿共扼剪裂面还产生近南北 向左旋剪

性断裂 兼张性
,

但不甚发育
。

北 西 西 向断裂 主要有 。
、

巧
、

,

大小悬殊
,

延伸数百至数万米
。

其中

漠滨大断层 在矿区边部通过
,

延伸到贵

州省境内
,

走 向 一
“ ,

倾向南
,

有

时反倾
,

倾角 一
“ 。 。把沿走 向断续

延伸 的含金石英脉分布区分隔成

两片
,

即漠滨矿区和其南面的沙堆矿化区
。

。是 区 内最大的导矿构造
,

充填石英脉
,

含金性较好
,

其余北西西向断裂皆小
。

断裂

带中构造透镜体
、

劈理面与断裂面斜交以及

断裂旁侧石英脉的牵引现象均示右旋
,

剖面

上显示上盘斜冲
。

该组断裂早期为压性或仄

剪性
,

后期具张性
,

晚期明显有剪切滑动
。

北西西向断裂形成于成矿前
,

具有多期

活动特点
,

与其配套的
一

对共辘剪节理 走

向 一
“ ,

倾角 一
“

走向 一

“ ,

倾角 一
“

十分发育
,

与其垂

直的北北东向张性断裂很少单独出现
,

主
一

要

表现为北西西向构造晚期复活动对北北东向

主干断裂力学性质改造委加
,

具张性
,

配套

构造还有沿两组共扼剪裂面产生的北东东左

旋剪性断层和北北西 向右旋剪性断层
,

前者

除独立出现的新生断裂外
,

还表现为对北东

向主干断裂力学性质的改造
,

具左旋剪性
。

北北 东向断裂二 主要有 。
、 、、

,

延伸数百 至千余米
,

走 向 一
“ ,

主 要 倾 向北 西 西
,

有 反 倾
,

倾 角 一
“ ,

主要由冲断裂
、

挤压破碎带和局部片

理化带组成
。

断裂带中劈理面
、

片理面和构

造透镜体的扁平面多呈小角度与断裂面斜

交
,

示左旋或斜冲
,

断裂旁侧次级裂隙及构

造牵引现象均显示上盘 冲
,

但 。及 卜

盘 脉显著下落
。

这些特征表明
,

北北东

向主干断层属成矿后断层
,

具压性或压剪性

质
,

后期受到明显的张性改造
。

与北北东向

主干断层配套的北西西向张性断层除新生的

断裂以外
,

还表现为对前期北西西 向压性
、

压剪性断层力学性质的改造
、

叠加而具张

性
。

共扼剪节理发育
,

沿共扼剪裂面产生的

断裂除新生者外
,

还表现为对北西西向构造

系中一对共扼剪性断层剪切方向的改造
,

即

北北西向右旋剪性断层被改造成左旋剪性
,

北东东向左旋剪性断层被改造成右旋剪性
。

层间断裂内石英脉的显微构造和断裂

性质

矿区层间断裂带显微构造具有明显的脆

性变形和韧性变形特点
。

脆性变形表现为多

种显微破裂及碎屑
。

显微破裂可见剪裂隙和
· ·



张裂隙
,

前者单独出现或成共扼状
,

后者可

成近于平行或追踪剪裂隙发育
。

粒化作用产

生大量细粒物质
,

形成碎裂
、

角砾
、

碎斑和

碎粒等结构
,

可见多种形态的残碎晶粒和残

碎斑晶
。

因此
,

显微破裂和粒化作用是矿区

各断层常见的脆性变形在显微尺度上的主要

表现形式
。

韧性复变形多为低温变形阶段的

产物
,

诸如出现变形纹
、

波状消光
、

双晶弯

曲及扭折带
、

异常光性等粒内变形现象 变

形颗粒所 占比例较小
,

各期次石英脉中都可

见到
,

以出现亚颗粒 多边化作用 为特征

的高温变形阶段不明显
,

多边化亚颗粒少

见
,

高温低应变速率下构造重结晶所需的高

温条件不足
,

主要为较低温度和低应变速率

下漫长地质时代中的重结晶 局部具糜棱岩

化
,

显微韧性剪切带宽度为毫米级
,

不具备

典型的 一 面理
。

上述韧性复变形特征与

含金石英脉形成的中低温 一 ℃ 特

征是一致的
。

综上所述
,

层间石英脉的韧性

变形
,

无论在显微尺度或是宏观上都只能是

在压剪应力作用下多期次层间错动的产物
。

这种脆性
、

韧性变形共存的现象是浅构造层

次上脆性剪切带的标志
,

此认识对控制区域

层间石英脉的层间断裂有普遍意义
。

构造控矿规律

矿床受会同复背斜次级托 口 向斜南东

翼
、

朗江背斜北西翼的层间构造系统与北西

西向漠滨断层
、

近北东向切层断层的联合控

制
。

导矿构造

导矿构造具有相当规模和长期多次活化

特点
。

矿区最大断层是漠滨断层
,

充填
石英脉含金

一 ,

初步认为是主要的导矿构

造
。 。与往南约 处的区域导矿构造

,

即施秉一朗江基底断裂大致平行
,

与矿区以

外北东向冲断带相贯通
,

但能否与其东侧约

远的安化一洪江一三江深断裂带相贯

通尚不清楚
。

近北东向切层断裂都与 。贯

通
,

局部有含金石英脉和辉锑矿脉充填
,

规

模有限
,

可作为次级导矿构造
。

层间构造系统及其构造样式

层间构造系统是指成层岩石在水平挤压

应力的作用下
,

褶皱变形到一定阶段
,

轴部

内侧的顺层压应力增强
,

在平
、

剖面 节

理和断层继续发展的同时
,

翼部的纵向剪应

力使沿层面等薄弱带大幅度地层间逆冲滑

动
,

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层间脆性剪切带和

表 矿体和富矿包
’

线 类型及定位构造
〕〕〕主 脉 型型 节 理 脉 型型

单单单脉型型 脉带型型 顺层雁列脉脉 穿层雁列脉脉 南倾脉脉 北倾脉脉 吊线脉脉 锅巴金金

层层间断断 层 间 剥 离离 层 间 挤 压压 层 间 顺顺顺顺顺顺顺

裂裂构造造 带 或 层 间间 破碎带带 层 雁状裂裂裂裂裂裂裂

逆逆逆 冲断裂裂裂 隙隙隙隙隙隙隙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层层内断断断断断 层 内 穿 层 层 间 剥 离离 层 间 剥 离离 层 间 断 裂裂 任何层 内裂隙系 统
,

尤其其
裂裂构造造造造造 雁状裂隙隙 带 上盘 张张 带 上 盘 同同 之 间 陡倾倾 是 层 间 雁状裂 隙尖 灭 部部

性性性性性性性 侧 羽 裂裂 名 剪 切 侧侧 张 剪 性 裂裂 位
,

或尖灭 侧 现 处的 陡倾倾

隙隙隙隙隙隙隙隙 羽裂隙隙 隙群群 贯通节理裂隙隙

同同轴褶曲曲 控制大型矿块
、

鞍状矿体 缓带控矿
,

产状由陡变缓处更有利于矿化富集
。。

和和挠曲曲曲

一
系列次级节理

、

裂隙组成的构造系统
。

矿

区层间构造系统包括层间断裂系
、

层内裂隙

系
、

同轴褶皱及挠曲等
,

可进而划分为层间

剥离带
、

层间挤压破碎带
、

层间雁状裂隙等
· ·

构造样式 表
。

层间构造系统各构造样式的控矿作用

层间构造系统的构造样式包括不同级次

的层间
、

层内脆性变形构造和韧性变形构



造
,

它们是含金石英脉和富矿体的主要控矿

构造 表
。

主要构造样式的控矿特征如下
。

层间断裂系统控矿

①层间剥离带控矿二 矿区主要为缓翼剥

离带控矿
,

虚脱空 间无转折端 明显
,

如
、 、

和
。

常控制单脉型或复

脉型石英脉
,

走向
、

倾向上均呈舒缓波状

充填石英脉有厚薄变化及分支复合
、

尖灭再

现现象
,

早期石英脉可呈多种形式的褶曲
,

以致破碎成尖角状 晚期石英脉沿早期石英

脉脉壁贯人或穿切
,

或胶结早期石英脉
,

脉

壁常见劈理带
、

断层泥
、

片理化带
、

构造镜

面和多个方向的阶步
、

擦痕等 不同阶段石

英脉可组成双层或三层结构
,

这些均表明层

间剥离带具多期次长期活动特征
,

是有利的

容矿构造
,

常控制大型矿块 如八号堂矿

块
、

矿体和富矿包
。

②层间破碎带控矿 常控制网脉型或由

多条平行脉体组成的脉带型石英脉
,

如
。

由于应力差异
,

在层间剥离带中均有局

部性网脉或脉带出现
。

破碎带被含矿热液充

填
、

交代形成角砾状
、

网脉状
、

脉带状和不

规则状石英脉
,

常控制大型矿块 如神嗣矿

块 和小矿包
。

脉带中只有一条金矿脉
,

其

层位沿走向
、

倾向常有跳间现象
。

③层间雁状裂隙控矿 它是分布于层间

断裂带之间的一组层间雁状裂隙
,

如 下

盘地层 中的 一 脉
。

各脉体由多条规

模不大的张剪性脉体呈雁列展布
,

主体顺层

产出
,

常有穿层和分支复合
,

是控制小型矿

体
、

富矿包和特富矿线 —锅巴金的主要构

造
。

层 内裂隙系统控矿

层内裂隙是层间断裂活动导致的次级裂

隙系统
,

分布于层间主脉的旁侧
、

主脉的弧

形弯曲处
,

分支及尖灭侧现处及上
、

下脉体

附近
。

组合形态复杂
,

有阶梯状
、

带状
、

网

脉状
、

雁列状
、 “ ”

及反
“

’’状
。

层间裂隙系

控制的多为富矿包
,

主要控矿式样有 ①层

间剥离带上盘的张性侧羽裂隙
,

控制南倾脉

型大富矿包 ②层间剥离带上盘的同名剪切

裂隙
,

控制北倾脉型富矿线 ③复脉之间的

张剪性梯状裂隙
,

控制吊线脉型大富矿包

④层内雁状裂隙展布于层间剥离带之间
,

呈

微角度与层面斜交
,

其产状 比地层缓
,

如

由多条张剪性裂隙组成雁裂
,

延伸约
, ,

控制大型雁列脉及大型富矿

包
。

同轴褶皱及挠曲控矿

同轴褶曲也是含金石英脉的控矿构造

挠曲是单斜地层中产状变化的陡缓带
,

走向

挠曲是未成熟的横跨褶皱
,

倾向挠曲类似同

轴褶曲
。

以
。

倾角为基准
,

矿区南部为

大缓带
,

其中又有 个小陡带
,

矿 区北部及

深部地层倾角大于
“ ,

为大陡带
,

其中

有 个小缓带 见图
。

波状构造数学

模拟表明
,

处于大缓带中的 既存在倾向

挠曲
,

又有走向挠曲
,

其走向挠曲的由陡变

缓处与 下脉大矿块的分布一致
。

一般缓

带中矿化较好
,

缓带控矿的另一例子是

对神碉矿块的控制
。

构造逐级控矿

研究表明
,

区域近轴向基底断裂带
,

即

施秉一朗江断裂带与近北东向安化一靖州深

断裂带及其以西的近北东向冲断带
、

近北东

向褶皱的叠加部位控制着漠滨金矿化集中区

的空间展布
。

漠滨金矿床则受会同复背斜的

次级近北东向托 口 向斜的弧形构造与北西西

向漠滨大断层
、

北东向切层断层联合控制
。

大量的含金和不含金石英脉则受托 口 向斜缓

翼 南东翼 的层 间构造系统控制 表
。

层间剥离带
、

层间挤压破碎带
、

层间断

层面的挠曲 级波状构造的缓区 控制了

石英脉及其大型 工业矿块的分布 层间断裂

旁侧次级张
、

剪性裂隙及雁状裂隙控制了各

类富矿包
。

此外
,

局部矿化富集还受到构造
·

局部变化的制约
。

容矿裂隙的局部扩容或狭



缩处
、

产状由陡变缓处
、

凹陷 槽 处
、

脉 的控矿构造
,

层间断裂不仅具有脆性变形
,

体分支复合处
、

尖灭侧现或再现处
、

多组断 而且有明显的韧性变形特征
,

这种宏
、

微观

裂
、

裂隙烫加处
、

密集节理
、

裂隙带等部位 上脆
、

韧性变形的特殊组合是浅构造层次

的脉体矿化可能转好
。

上
,

沿层间错动面发育的脆性剪切带型含金

漠滨金矿区构造控矿规律是 石英脉的构造标志
。

金矿区断裂构造发育
,

主要断裂大 层间构造系统及其构造样式是最主

多具 长期多次活动 主干断裂以北东向
、

北 要的控矿构造
,

这对区内乃至湘西
、

黔东地

西西向和北北东向为 主
,

分别隶属于区域上 区发育有此种成层构造的该类矿床都有控矿

个不同方向的构造系
。

意义
。

层间断裂是矿区含金石英脉最重要

一

, ·

, ·

‘

趁 一

上接第 页

几
,

点体会

领导的超前意识和正确决策
,

是地质

工作进入市场和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

冶金部地质勘查总局正确分析了全国地

质 工作的形势
,

从而及时提出
“

两业并重
”

的

二作方会十
。

这个决策比有的系统提前 年
,

并在人
、

财
、

物方面向外营倾斜
。

我局认真

落实总局的工作方针
,

并大胆地提出
“

以多

背为主
,

促进山东冶金地质事业全面发展
”

的 卜作方针
,

要求职工解放思想
,

开拓市

场
,

以市场引导企业
,

狠抓了机构调整和转

换经营机制
,

加强 了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中心

的内部竹理
,

不断增强 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

力
,

使我局在地质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
,

不

仅没有消沉下来
,

而 且路 子越走越宽
。

年除全面完成
“

八五
”

黄金储量的承包任务

外
,

多种经背全民部分总产值争取达到 亿
,

总收人 千万元
,

利润 千万元
。

各地

质技术开发部也将有长足的发展
。

解放思想
,

更新观念
,

地勘行业仍然

大有可为
·

地质战线各专业技术人员
,

多年兢兢业

业
,

为国家作出了大量贡献
,

其中大多数人

热爱本职工作
,

文化素质高
,

是单位的精

英
。

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
,

市

场意识较差
。

因此
,

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

作
,

大家都要更新观念
,

解放思想
。

重点要

解决以下 个问题 ①树立地勘延伸业的观

念
,

工程地质
、

水文地质
、

灾害地质
、

农业

地质等
,

都是地勘业的延伸业
,

都是地质工

作
,

不应视为大改行或学非所用
。

②树立商

品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
。

③建立
“

公关
”

也创

经济效益的观念
。

④树立 自我发展意识
。

培养一支适应市场经济的队伍

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理论
,

引导技术人员树立新的价值观

念
,

以
“

三个有利于
”

为标准
,

以市场为导

向
,

要成为技术人员的自觉行动
,

形成适应

市场需要的新作风
,

培养出一支雷厉风行
,

善于应变
,

敢为人先
,

诚实守信的业务骨

干
。

在产品和工程质量上争创高水平
。

只要

我们扬长避短
,

积极开拓
,

就能很快适应市

场经济的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