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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彭山地区北北东向断裂及其控岩控矿作用 

91 江 ／ 
／ 

(江 西地矿 局 6支队 ·九 江 ) 

／J 从不同尺度、不同层次上，动态地、全方位地分析了彭山地区与穹 

状构造不相协调的北北东向断裂 。它是一条 自加里东以来长期活动、伴 

有多种变形体嗣的大陆转换断层，有特殊的控岩控矿作用。 

关键诃 北北东向断裂 大陆转换断层 控岩控矿作用 彭 山 

地 区 

彭山地区位于扬子大陆区古板块之江南 

古岛弧复合地体(江南古陆)的东段北侧。 。 

是一个加里东以来长期活动的伸展构造区， 

伴有燕山中期壳型花岗岩裴的底辟上升及喜 

山期重力滑覆∞．以赋存大型层控式锡 多 

金属矿床而闻名。 。作为一个特殊的构造成 

矿区，怎样认识与浅部构造不相协调的北北 

东向断裂，是探讨该区动力来源、运动机制及 

其成矿机理的关键(图 1)。 

1 构造的基本特征 、 

彭 山地区北北东向断裂，在航片上有明 

显的线性体反映。穹窿中部影象深而粗 ，色调 

反差明显}南北部影象相对隐晦，总体的暗色 

调仍显示较粗的直线形呈北北东 南南西方 

向延伸。 

物化探资料表明：“张十八一廉溪”一线， 

重力异常显示为一低值带}航磁异常为一低 

缓磁场抬高带 ；Co、V、Cr，Ni、Cu、Za等元素 

异常呈带状或串珠状分布；三者重合呈北东 

走向。经露头观察，北北东向断裂呈硅化破碎 

带的形式发育，带宽 3～5m，向南东东高角度 

(7O～85。)倾伏，平面上有 4条平行产出，单 

条旁侧有八字形分枝。在纵向上，南北两端硅 

化破碎程度较差，为硅化碎裂岩}横 向上，穹 

窿核部 (F 中段)韧性剪切硅化较强，出现韧 

性剪切面理(镜下)发育的强硅化岩 ，具韧脆 

性剪切性质，东西两侧翼部硅化破碎明显，出 

现硅化角砾岩，呈张剪性断裂特莅 沿F。还 

见有长达数公里的燕山期花岗斑岩墙侵入 ， 

局部尚见辉绿岩脉穿插花岗斑岩及锡矿化 

(红花尖矿区)(图 2)。 

钻探揭露北北东 向断裂 ，在一200m 处， 

下震旦系硐门组石英砂砾岩中，脆性破碎极 

不明显 ，被花岗斑岩及辉绿岩脉充填 ，出现韧 

性剪切标志，石英波状消光，碎斑与基质消光 

往往一致，动态重结晶明显。 

从构造围岩来看 ，该组断裂两侧与其内 

部的震旦纪及寒武纪地层厚度有 1～2的生 

长指数 ，并且普遍发生顺层的固态流变和横 

向构造置换 。 

由上可见，纵贯彭山地区的北北东向断 

裂有与之对应的遥感图象及物化探异常，同 
一 构造带 内韧脆性变形常交织在一起 ，并呈 

现出规律性变化，反映一种“穹状窿起”所引 

起的构造差异，早期(加里东期)伴有准同构 

造沉积，中晚期(燕山期)控制了岩浆的侵位。 

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条长期活动，伴有多种 

变形机制的深部断裂。 

本文 1993年 12 收到 ．张旭明编辑 

① 刘南庆等．试论彭l Jl地区变质桩杂岩构造殛其成矿作用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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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圈 。 。团  圆 s圃 e团  

图 1 彭山地区地质构造略图 

岛、s1一甲、下志留表}o_奥陶系；∈：一 ∈l一寒武系；z-I震旦系；Ptzsh 一中元古宙双桥山群下亚群 一燕山中期花岗岩 

体 ； 一花封斑岩 Il一环弧状暮间滑动断层}2一层间精动破碎带 3一放射状 裂}4一军移断层 ；5一层间滑动断层；6一层 

滑动琏碎带 ；7一地层产状 

2 构造的区域背景 

在区域上，北北东向断裂纵贯“彭山中生 

代底辟穹窿构造”∞，与南部“宝山东西向构 

造带”呈大角度斜接 ，但均无 明显的切错关 

系。在中小尺度上 ，该构造带 内不但 4条硅化 

破碎带之间构造性质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单 

条硅化破碎带中韧脆性剪切和脆性张裂构造 

并存，似乎受控于“穹窿构造”，展示核部相对 

韧性剪切、外部相对脆性张裂的特点，同时又 

控制了与“穹窿构造”有紧密联系的彭 山隐伏 

岩体及其浅成脉岩的侵位，表明构造之间互 

为因果关系。在中大尺度上，“宝山东西向构 

造”从地质、物化探资料分析是一个长期活动 

的深大断裂带 ，伴有中基性岩墙群入侵，彭山 

北北东向断裂及其相伴 的穹状构造正处瑞昌 
一

宜丰近南北向重力异常正负交替的梯级带 

上 ，马长信(1986)认为前者是江南韧性 

推覆 剪切带的一部分 ，后者则是其纵向上相 

对推覆剪切滑移速率不同导致的横向剪切断 

④ 马长信 ．蜻北韧性推疆剪切构造磕系照成岩成矿作用，江西地质，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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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带 ，它不同于一般的平错断层．但又不具备 

转换断层的特殊 内涵 ，是由于断裂两侧在向 

同一方向剪切过程中快与慢的相对剪切而产 

生的，是“东西向构造”运动过程中的一种构 

造转换(图 3)。笔者认为这就是大陆转换断 

层。所以在这样的尺度上看彭山地区，北北东 

向断裂、穹状构造及宝山东西向构造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 ，在时间上，它们是同期不同阶段 

的产物 ，在空间上，这些不同性质、不同方向、 

不同形态、不同规模、不同次序的构造成分， 

有着密切的成生联系，组成一个韧性推覆剪 

切构造体系 。因此对彭山地区北北东向断 

层的几何学、运动学、动力学解析 ，自然涉及 

到整个构造体系的演化。 

图 2 充填在 F。断裂中的复式岩墙 

E Lg一 寒 武系观 音堂 组；∈1w 寒武 系王音铺 组； 

z2drr_上震旦系灯影组 ；zzd一上壁 星系陡山沱组；Z n一 

震旦系南沱组Fz1d一下蕞旦系硐门维| 蓬岗斑岩睬； 

辉绿岩脉{ 一断善 

3 构造的演化及其控岩控矿诈用 

根据区域地质特征及地壳变形的质变和 

量变关系，彭山地区可以划分出长短不一的 

旋回、世代和先后顺序：中元古宙本医处在裂 

谷地槽强烈扩张-扩展时期 ，中元古宙末晋 

宁运动使弧沟体系南迁 ，受南北方向 推覆剪 

切地槽褶皱 回返，在浅部形成了东西向线型 

褶皱带(宝山东西向构造带的前身)，深部产 

生韧性剪切推覆(俯冲)并在横向上 由于剪切 

]6 

速率的不同导致横向剪切断层(彭山北北东 

向断裂的雏形)：震旦 志留纪加里东运动表 

图 3 横向剪切带与韧性推覆剪切带成园关系平面 

示意图 

t据马长信 ．1986改编) 

un 俯冲壳楔 F0v 超迭壳楔 ILf_横向剪 带：sm一韧 

性推疆翦切带 ；f 、 。一地块运动方句 

现为徽弱的升降，沉积 了一套准地台型的陆 

表浅海碎屑、泥质、硅质 、碳酸盐建造．同时深 

部的东西向构造还继承、发展着晋宁期的运 

动模式—— 递进式的韧性剪切推覆 【俯冲)， 

在横向剪切区产生古隆起及准同沉积构造， 

由于是深层次的韧性剪切和同构造沉积 ，所 

以无明显的断裂面和断距 ；印支期 ，彭山地区 

由于有加里东期的特殊表现未有沉积 ，只是 

在不断递进变形中强化着先期的构造．处在 

貌似宁静的构造间隙；进入燕山期 ，扬子板块 

向华南板块强烈俯冲，东西向构造及其伴 生 

的横 向剪切断裂重新活化、加剧 ，俯冲带诱发 

了幔源岩 浆的构造侵 位(宝山 中基性岩墙 

群)，横向剪切导致了 消亡带”的壳型岩浆底 

辟上侵(彭山隐伏岩体)．并使整个构造层抬 

高 ，完成韧性变形向脆性变形的时空转换，至 

此 ，“彭 山地 区韧性推覆剪切构造体 系”成型； 

燕山晚期及喜山期是“体系”内的均衡调整阶 

段 ，伴有重力滑覆和浅层次的脆性断裂．北北 

东向断裂叠加了新的脆性变形。 

综上所述，北北东向断裂作为彭 山地区 

韧性推覆剪切构造体系的一特殊构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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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何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上，为构造体系的 

发展、成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特殊的 

成因机制决定它在构造转换 的过程 中，始终 

表现为深层次的构造；随着构造的递进变形 

和变形分阶段的演化，早期表现为水平作用 

下的韧性剪切及同沉积构造 ，后期为垂直作 

用下的脆性变形和岩浆底辟，构造层次逐渐 

升高 。所以彭山地区北北东向断裂在空间上 

控制着穹隆构造的发展，左右着以彭山变质 

核杂岩为主体的多层次滑脱剥离系统。 ，外 

貌上又被穹窿构造所限，在平面上无 明显的 

断距 ，剖面上有正断层效应。 

在构造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北北东向断 

裂一方面是转换着东西向构造的性 质，另一 

方面又在递进变形 中诱发深 层次的垂直运 

动，完成新一轮的构造转换 ，起到导岩、控岩 

作用。彭山地区即处在这种“转换构造”产生 

的局部拉伸区，伴有多层次的精脱剥离及燕 

山中期壳型花岗岩浆的底辟穿刺 ，自然，北北 

东向断裂在其 自身构造的不断转换过程中， 

为上、下滑离盘的滑离 (拆离 )、物化条件 (地 

热梯度、氧化还原环境)变化刨造了积极的动 

态条件 ，深部猾离断层出现在基底与盖层之 

间，是这种应力传递最直接的力学界面，也是 

温度 压力、氧化还原电位等物化条件发生重 

大变化的地带 ，其与上下滑离盘的动力学状 

态差异明显 ，所以彭 山地 区有工业意义的锡 
一 多金属矿床多集中分布在基底滑离断层面 

上，下震旦系硐门组石英砂砾岩中。 

本文得到了吕光工程师 的许多帮助，刘 

少昌总工程师、薛文桂主任工程师审阅了全 

文，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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