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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床具多级控黼的特点：①赣东北深大断裂是区域上一级控矿构造，控制着金成矿带的空 

螂 耋 ⋯ 嘶  关键词 ! ，苎!塑堂，璺!苎些 江西金山 袭／々 

地 质·矿 床 

金 山金 矿床是 赣东 北德 

兴地 区 8O年代 探明的一处特 

大型金矿床 ，也是我 国南方金 

矿勘 查 的重大 突破 之一 。金 

山金矿床 的发现与勘查历史 ． 

展示出对该矿床控矿构造认识不断深化的找 

矿实践过程。从“层控”的 “一层 矿”勘 查思 

路，发展到韧性 剪切带 中“多层矿”的勘查模 

式(韦星林 ，1995)；从单纯对金山一 西蒋韧性 

剪切带的控矿特征研 究 ．发展到区域构造背 

景、矿带构造形成 、演化、矿 田构造特征的综 

合多级构造控矿体系研究(韦星林等 ，1995)； 

从而提出了超大型金 山金矿床的可能性 J。 

我国对超大型金矿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华北地台边缘的金矿化集 中区，尤其是在胶 

东、燕山和 小秦岭等地 区。最近 ，朱 炳泉 等 

(1995)通过对华南 _扬子地球化学边界的地 

球化学急变带的研究，展示 出中国南方超大 

型金矿床的潜在远景 ；深人 的控矿 因素研究 ， 

特别是区域构造演化与超大型金矿床形成的 

关系应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线索。基于此思 

路 ，本 文拟通过分析金山金矿床多级构 造控 

矿特 征，来探讨其构造体系控矿模式 ，为该 区 

的金矿床勘查提供线索。 

点上1997年 5月收型，文元亮编辑 

①罔_隶教委高等学柱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 

l 成矿 区域构造背景 

1．1 区域构造特征 

金 山金矿床大地构造位置属扬子板块边 

缘江南造山带 中段。区域上 出露元古界 、古 

生界和新生界地层，其 中以中元古双桥 山群 

浅变质岩系分布最为广泛。区域上岩浆活动 

频繁，尤以晋宁期和燕山期最 为强烈。晋宁 

期以火山活动为主，形成双桥群 中的安 山质 

火山碎屑岩和基性火山熔 岩；燕 山期以岩浆 

侵位活动为主 ，形成 区域上一 系列酸性一 中 

酸性一中性岩基 、岩株和岩脉群 。 

本区区域基本构造格架由赣东北深大断 

裂 、乐安江深大 断裂和泗洲庙复式 向斜三者 

构成(图 1)。 

研究表明l2 J，赣东北大断裂带是晚元古 

代九岭地体和怀玉地体碰撞拼贴的缝合带。 

其走向 NB—SW，总体倾 向 NW。区域上表 

现为宽约 10 km 的构造混杂带 ，由一系列韧 

性剪切带、构造杂岩带和蛇绿混杂岩块构成 ； 

蛇绿混杂岩带示出了该断裂的主断裂面。自 

SE向 Nw 可划分为：茅桥蛇绿岩剪切带、花 

桥构造杂岩带、江光一富家坞韧性剪切带 、金 

山韧性推覆变形带和八 十源一铜厂韧性剪切 

带等 5个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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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安江探大断裂 位于区域西北侧 ，表 现 

为宽约 5 km 的韧性变形带；走向约60"，愤向 

SE或 NW，愤角 7 ～80*，主要由构造片岩和 

千麋岩组成 ，可见蛇绿岩块 。断裂带 两侧平 

行发育一系列剪切带和断裂；如规模 较大 的 

四都叶家一张家板剪切带。 

两条 探大 断裂 带之 间，发 育 EW、NE、 

图 1 德兴地区构造纲要图 

(据江西有 色地勘 四臣L资料编制) 

}—七一震旦系、寒武系；Pt d一上元古界登山群； 

P乜3Ir 中元古 界 双 桥 山 群；I一 茅桥 蛇 绿 岩 剪切 带 ； 

Ⅱ一花栝}勾遣杂 岩带 ；啊一盒 山韧性 推疆 变质带 ；①一 

江光一富家坞剪切带；②一几十l--铜厂剪切带：③一 

金山一西蒋韧性剪切带}④一乐安江槔断裂带：1一 

背斜 ；2一 向斜 ；3一花 岗岩娄岩浆岩； 断裂 

NNE和 NW 向4组次级断裂构造 。{四洲庙向 

斜为 NE走 向的区域性复式 向斜，晨布于乐 

安江探大断裂与赣东北探大断裂之问的挟持 

地段 。在东部泗洲庙一带 向斜轴 向近东西， 

往西至潭埠跗近偏转为南西。其轴部地层为 

双桥山群第 四岩组 ，两翼地层属双桥 山群第 

三岩组；向斜北西翼岩层愤角陡，南东翼缓， 

轴面向 NNW 愤斜，该复式向斜北西翼次级 

褶皱主要为银山背斜 ，南 东翼次帮皱主要有 

石碑一西源岭背斜和暖水向斜。 

1 2 区域构造演化 

据最新区调填 图结果，本 区重要地质事 

件 ，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中元古代(1515 Ma±241 Ma)，本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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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侵阶段，构成九岭地体前身的活动陆缘弧 

盆体系 ，发生岛弧火山喷发 ；形成于大陆边缘 

之外大洋一侧的怀玉地体 ，亦接受火 山岛弧 

环境 中的火山碎屑沉积 ；二者形成 区域上 双 

桥山群中 Au的初始矿源层 。 

晚元古代，两个地体 由于板块俯冲机制 

发生相 向运动；大约在 850 Ma～760 Ma前 

(晋宁期)在俯 冲带跗近碰撞拼贴 ，共同增 生 

于扬子板块边缘 ；赣东北探大断裂成形。这 

一 能量极其 巨大 的构造一岩 浆活动 中，首先 

是双桥山群逆 冲于登山群之上；随之蛇绿混 

杂岩块沿碰撞缝合带侵位，区域发生绿片 岩 

相变质作用；伴 随强烈挤压作用的持续进行 ， 

出现轴向 NE的复式帮皱。晚元古代末，沿 

地体缝合带产 生由 SE向 NE左旋走滑剪切 

作用，形成区域上一系列韧性剪切带。 

加里东一 印支期，由于扬子板块南缘地 

体拼贴 造山事件影响，区内形成 NE向断裂 

体系雏形和轴向 NE的的小型叠加帮皱。 

燕山期，库拉一太平洋板块对中 国板块 

的北西向俯冲，在区域呈现 NW—SE挤压应 

力场，赣东北探大断裂带再次强烈活动 ，形成 

一 系列断陷盆地和中酸性岩浆慢位 ，并派 生 

出 NE、NNE向压扭性断裂体系和 NW 向张 

性断裂。 

2 金山金矿床成矿特征 

2．1 矿体 

金 山金矿床矿体均产于韧性剪切带中应 

变 中心的蚀变一金矿化带 内，矿 体形态 为似 

层状、透镜状(图2)；主要受控于韧性剪切带 

内脆性层 间断裂 、裂隙 系统和构 造滑脱层。 

其产状随容矿构造的不同部位变化较大，总 

体走向近EW 向，倾向既有 NE愤，也有 N'W 

愤；倾角较缓，一般约 5— 25。，个别地方亦见 

有陡倾矿体 。 

矿体可分为蚀变岩型和石英脉型两类： 

(1)蚀变岩型矿体：由含金星散侵染状黄 

铁矿化、硅化麋棱岩构成 ，硅化强者石英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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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 70％姓上，该类构成矿床 主体 ，平行剪 

切带呈似层状产出，与围岩界线不清，矿体厚 

度变化较 大，最厚 约 18 m，薄 处约 l m～2 

m，平均品位约j×10'。’～5×10 6。 

图 2 金山金矿床 305勘探线剖面略图 

l一 砂质扳岩；2一麇棱岩化凝灰质板岩：3～超靡棱岩； 

4一 靡棱 岩；S 矿 体 

(2)石英脉型矿体 ：由含金石英脉构成 ， 

呈似层状、透镜状产 出，厚度在 0．2 m～1．5 

r12之 间；品位变化 大，特 高品位 (500×10 

～ 1000×10 )多见诸于该类矿体中。 

2．2 矿石 

矿石中主要矿物成份简单。目前已查明 

25种(表 1)，有用矿物仅 自然金 (金银矿 )一 

种。金属矿物以黄铁矿 为主，而且含量少 ，一 

般低于5％，非金属矿物约占95％，主要为石 

英 ，次为斜长石 、绢云母、绿泥石及碳 酸盐类 

矿物 。经测定 ，自然金成色多在 970以上。 

表 1 金山金矿矿石矿物成份 

矿物分类 金属矿物 朦石矿物 

主要矿物 自然 盒、黄铁矿 石英 

黄铜矿 方铅 矿、闪 斜 长 石 、鲷云 母 、 次要矿橱 

锌矿 、磁铁 矿 绿 泥石 、铁 白云石 

白铁矿 碓 黄铁矿 、 白 云石
、重 晶 石、 白钨矿 辉钼 矿

、毒 微量矿物 球长 石
、 阳起 石、 矽

、 铬 铁 矿 、锝 石 、 方解石 

自 2、{噍  

2．3 矿床成因 

根据前述区域构造演化，结 合矿床成矿 

特征，总结金山金矿床的成矿过程如表 2。 

需要强调指出 ：(1)晋宁期，韧性剪切期间受 

剪切岩石的化学位高于围岩，金等成矿物 质 

和变质流体以迁出为主，强大的剪应力作用 

下．难以发生大规模成矿物质定位成矿 ； 

表 2 金山金矿床成矿演化过程 

成矿期 有关的岩石建造 同位 素年龄 构造期 矿化特征 

矿质预富集期 火山碎屑沉 岩系 1401Ma 富金地层 

矿质活化一迁移期 糜棱 岩等塑变{勾造岩 7l4 5Ma～ 9 7M 晋宁期 韧性剪切带 中富金部位 

加里末期 韧始矿化 期 膳性 变形构造岩
、蚀变岩 205Ma～405[via 蚀变岩 型金矿体 

一 印支朝 

叠加曹集改造期 鲷云母化、硅化蚀壹岩 l67 9Ms 燕山期 石英脉型金矿体 

注：同位囊年I}分刷别目}榇备(1990)；江西有色地勘四趴{1993)；伍勤生(1988)。 

(2)根据同位素年龄测定值 ，本矿床成因历来 

有变质热液成矿(前中生代)和岩浆热液成矿 

(燕山期)之争。笔者等韵研究认为，不同时 

期矿石同位素年龄值在本矿床的存在，正好 

表明了本矿床成矿作用的多期性、继承性和 

长期性 ，这是形成(超)大型金矿床的重要条 

件之一；(3)本矿床的矿物成份简单且自然金 

成色高，与变质热液成因金矿相似，究其原 

因，是由于本矿床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与区域 

构造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成矿过程中压力较 

大，温度不很高而导致银对金的类质同象替 

换作用不易发生”(邵洁涟，1988)。 

3 控矿构造 

3．1 控制矿带构造 

赣东北地区现已发现的金矿床在区域空 

间上呈 NE向展布，分布于赣东北深太断裂 

和乐安江深大断裂之间；结合金山矿区韧性 

剪协带蚀变作用地球化学系统研究，笔者认 

为金山金矿床成矿物质除部分来自受剪切容 

矿岩石外(双桥 山群上亚群中分散的 Au，通 

过韧性剪切 变形 和变质作用 ，以 自然 Au形 

式富集于禽金硅质糜棱岩的硫化物中)，主要 

来 自地壳深部或上地幔，通过地幔脱气 、岩浆 

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地质与勘探 1998正 

活动、深大断裂等活动+使探部物质在早期的 

深大断裂形成过程 中和以后的持续活动中不 

断上升，富集成矿或改造先成矿体叠加富集 。 

根据下述证据 ，认为赣东北深大断裂带 

是 区域上金成 矿的一级控矿构造 ，具 有重要 

的导矿作用：(1)赣东北深大断裂从晋宁期形 

成以来 ，长期 继承 性活动 (最新 研究 成果表 

明 ，断裂两侧地体碰撞作用持续到中生代 ，何 

科昭等，1996)．是深部物质上升的有利通道； 

(2)与金 山金矿床相距仅 4 km 的德 兴斑岩 

型铜矿床，已探明伴生金储量数百 t，含矿斑 

岩属同熔型 ，来 自上地幔一下地壳 ，赣东北深 

大断裂是其重要的导岩导矿构造，此过程中， 

必有含金热液体系形成 、上升 、运移至有利部 

位淀积 ，金山金矿床矿石年龄部分测 定值 在 

167．9 Ma±5．2 M ，佐证 此认识 ；(3)区域 

上，金矿化集中位于赣东北深大断裂带上盘， 

沿断裂带展布 。 

3．2 控制矿田，矿床构造 

金山一西蒋韧性剪切带是金 山金矿床的 

二级控矿构造；其不仅引导来 自地壳深部 的 

含矿热液进人剪切带内的有利构造部位淀 

积 ．而且也是韧性剪切系统变质热液蚀 变成 

矿作用 中台矿流体运移的通道。 

该韧性剪切带呈 NEE向蛇曲状延展，地 

表出露 长约 12 km，位于构成赣东北 深大断 

裂的一系列 NE35。～36*陡倾斜平行 断裂带中 

的江光一富家坞剪切带和八十源一铜厂剪切 

带之间，是赣东北深大断裂长期活动派生的 

次级韧性 剪切 带 (图 3)。总 体走 向可分 两 

段：(1)金山段 出露在 黄不坑至阳山一线 ，总 

体走向NW，倾向NE、NNE，长约6 km，剪切 

带延 伸 > 1．9 km(江 西 有 色 地 勘 四 队， 

1993)，主剪切面呈舒缓波状产出，倾角 l ～ 

35~；(2)西蒋段展布于剪切带东南部。总体走 

向 NE，倾 向 Nw ，地表出露长约 5 km，宽 0． 

8km-1 km，延深大 于 1．4 km，主剪切 面沿 

走向、倾向呈舒缓波状产 出，由浅至深 ，倾角 

由缓变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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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剪切带在韧性变形基础上，叠加大量脆 

性变形构造。尤 以 NE向断裂最为 明显，一 

般产状较陡，由于错断含金韧性剪切带 ，表现 

为成矿后的特点 ；但不排除其通过对各种流 

体的导流 ，而对先成金 矿 的叠 加改造作 用 

次为剪切带内发育的若干褶皱构造及其两翼 

层阃滑脱构造；褶皱的褶轴与剪切带拉伸线 

理近于垂直，指示其 为剪切带中非连续变形 

的晚期脆性形变 ，研究业 已表明 ，这种褶皱构 

造是赣东北探大断裂长期持续活动 ，改造 了 

先成的次级剪切带而 形成的更 次一级构造 

(如图 3所示① 、③剪切带的持续剪切作用)。 

图3 盎 山一西蒋韧性剪切带地质略图 

①一江光一 富家坞 剪切带 ；@一金 山一酉蒋 

韧性剪切带 ③-- Jk十撼一铜厂韧性剪切带 

I一 背斜 ；2一 向斜 ；3～ 韧性剪切带 拉伸线理； 

4一 盅矿脒 ；5-- 断裂 

作为运矿构造 的重要特征，该韧性剪切 

带是一条典型的含金构造岩带。构造地球化 

学资料显示(江西有色地勘四队，1993)，铪韧 

性剪切带，发育高金含量构造带，金平均含量 

在 25 35×10 ～45，93×i0 之间 ，沿剪切 

带 自E向w 分布西矿 、金山、石碑 一黄不坑、 

西蒋、杨梅岭、八十源等特大型、中型、小型金 

矿床和矿点。 

3 3 控制矿体、矿柱构造 

金山一西蒋韧性剪切带仅是有利于含矿 

流体迁移的空间通道，而控制矿体、矿柱构造 

主要为非连续变形的晚期脆性断裂系统 和破 

① f 勤生 lJ会 成 军龄删定受矿床成田棒讨 笨口 

l # 卅硎佑素学会论文，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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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带。矿床地质调查支持这一 认识 ：控制矿 

体空问定位的有利构造是韧性剪切带内发育 

的一系列摺皱构造 ；如图 3所示，这些摺皱的 

摺轴与韧性 剪切带 发育 的拉伸 线理近 于垂 

直 ，应 属 M．Mattuer(1980)所称 的 B型 摺 

皱 J——一种与韧性剪切作 用无关 ，后期构 

造叠加于韧性剪切带 内的变形构造。 

金 山矿区褶皱主要发育湾家坞背斜和阳 

山向斜(图 3)，这两个摺 皱轴部 和两翼层 间 

裂隙断裂系统和滑脱破碎 带，形成与成矿流 

体扩容效应配套的构造减 压带 ，从而控制了 

矿体的空间定位。 

矿拄或称富矿段的空问定位受更次一级 

构造的控制 ：(1)滑脱断层 由陡变缓部位 (图 

4)；(2)变安 山玄武岩全为断裂上 、下盘 ，形成 

良好构造圈闭处 (地球化学障 )；(3)片理 、裂 

隙发育处或--~11(多组 )断裂交汇处等。 

．

／ ／ ‘ ． 

、 

＼
．  

图 4 层间滑脱面由陡变缓矿化富臬示意图 

(据华 东有色地勘局资料 ) 

1一层蝴{骨脱面 ；2一金矿床 

何特征 ，控制着本区与韧性剪切带有 关的金 

矿集中产出区作 为二级控矿构造．制约 了金 

山金矿 田的时空演化； 

(3)发育于韧性剪切带内的褶皱构造，是 

金山金矿床 的三级控矿构造 ，它们作 为矿体 

定位的重要容矿构造 ，制约着矿体在 空间上 

的产出位置 、形态和空间变化规律 ： 

(4)褶皱构造 内派生的小构造 ，如滑脱层 

产状变化部位 ，两翼 岩层 中发育的片理 、裂 

隙 ，阻挡矿液渗流的致密岩层 中断裂体系等， 

作为四级控矿构造，控制 了富矿段的空间定 

位。 

4．2 构造体系控矿模式 

根据上述多级构造控矿体系．总结金 山 

金矿床构造体系控矿模式如图 5所示 。 

图5 金山金矿构造体系控矿模式 

1一断裂 ；2一 蛇绿混杂岩 ；3一燕山期花岗岩 

4一韧性 剪切带 }5一深源矿质运咎标志 ； 

6一剪切带矿质括化迁移标志 ；7一金矿体 

4 构造体系控矿模式 5 主要结论 

4 1 多级构造控矿体系 

由前述控矿构造特征 ，总结金 山金矿床 

多级构造控矿体系如下： 

(1)赣东北深大断裂带作 为区域性一级 

控矿构造 ，控制 了区域上金矿带 的空 间展布 

和时间演化 ； 

(2)赣东北深大断裂派生 的金 山一西蒋 

韧性剪切带 ，以其特殊的空间展 布形态和几 

(1)金山金矿床的形成 ，与区域构造活动 

关系密切 ；区域构造长期继承性活动演化 ，制 

约着本矿床成 矿作 用的长期性 ，成矿过程的 

多阶段性和成矿物质的多来源性； 

(2)构造控矿的系统结构 纾析表明，本矿 

床受多级构造控制；根据矿带、矿田(床)、矿 

体和矿柱的构造控 制因素 ．可划分 出相应的 

一

、二 、三 、四级控矿构造。赣东北深大断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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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级控矿构造 ，控制了二、三 、四级控 矿 

构造的时空展布 ；作为控制矿体 、矿柱的三、 

四级构造，是形成于二级控矿构造(金山一西 

蒋韧性剪切带 )中非连续变形 的后期脆性变 

形构造 ； 

(3)根据本矿床构造控矿特征，进一步找 

矿方 向为 ：①沿赣东北深大断裂 Nw 盘展布 

的韧性剪切带 中后期脆性变形构 造 ，特别是 

褶皱构造发育部位；②金山金矿床深部(0m 

标高以下)，成矿构造发育良好 ，是重要的勘 

查远景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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