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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余太平山铁矿 区叠加褶皱构造解析

并论恢复复杂褶皱系的包络面的意义

戴 元 裕

(江西省吉安地区地质队 )

概述

太平山铁矿区是江西新余铁矿田之一段
,

整个矿田呈近东西走向展布
,

东起芳洲
,

西至

枫树下
,

长约 6吩里
。

矿田总体构造为一褶轴向西倾伏
,

轴面向北倾斜的倒转背斜 (神山背

斜 )
。

该背斜南翼保存完整
,

而北翼仅在倾伏端处残存
。

矿田内出露地层主要为震旦系的一套

绿片岩相的浅变质岩
,

铁矿赋存于震旦系上部杨家桥组中
。

矿石有两种类型
,

按正常层序上

为绿泥磁铁石英岩
,

下为镜铁磁铁石英岩
,

顶板为绿泥千枚岩
,

底板为含磁铁绿泥千枚岩
,

矿床成因为含铁硅质建造经变质作用而成
。

矿田以井头东侧断裂为界
,

分为东西两段
, ’

东段

地层为倒转层序
,

西段为正常层序
;
东段矿层褶皱包络面总体产状倾向北西

,

而西段则倾向

南东
。

矿田内的岩桨岩
,

主要有东南侧的城 仁花岗岩和西南侧的山庄花岗岩
,

它们同属加里

图 l
、

太平山铁矿区与相邻矿区构造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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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期的产物
。

太平山铁矿区居于矿田东段
,

东邻良山铁矿区
,

西连下坊铁矿区寨 口矿段
,

这几个矿区

间的总体构造
,

为一受断裂破坏的背形构造 ‘黄虎背形 )
,

背形两翼均发育有一系列轴面较

平缓的等斜褶曲群 (周 l )
。

‘

二
、

褶皱序列特征及叠加关系

一
、

褶皱序列特征

太平山矿区地层至少经历过三次构造变形
,

淇褶皱迭加关系通过含铁岩系内各标志层
(

铁矿层
、

石英岩
、

大理岩
、

次石墨层和锰矿层 ) 得到清晰的反映
,

现将各期构是丝且合及几何

特征分述于下
:
-

( l )
、

第一期变形

Fl 褶皱呈紧闭
、

同斜
,

往往作迭瓦状或迭褶状成群出现
。

硬岩层 ( S0 ) 褶曲转折端园

滑
,

而软岩层在褶曲转折端常呈楔状插入
,

褶轴 ( B
l
) 倾伏方向3 1 5

。

一 3 4 50
,

倾伏角 4 /

18
0 ;
轴面 ( S a

,
) 产状

:

倾向2 4 0
0

一 2 5 0
0 ,

倾角多在 5
“

一 10
0 ,

部分 15
0

一 30
0 ;
两翼夹角多

在 2 0
。

~ 30
0 ,

部分 4 0
。

⋯ 7 0
。 ;

褶 曲波幅与波长之比多在 3 一 5
,

部分 6 ⋯ 7
,

个别达 l了
.

币褶

曲核部加厚
,

翼部变薄
,

故其类型多属 R o m s: y 的 2 型
,

硬岩层最大真厚与最小真厚之比多

在 3 ⋯ 6
,

部分达 11 ; 硬岩层层理 ( S
。
) 保存完整

,

而软岩层的层理 ( S 。)全被片理
、5 1 )

置换
,

5 1
为 F I 的轴面构造

,

且在 F I

的轴部见有 5
1

截割 S。 的关系
。

伴随褶皱作用还发育

有窗权构造
、

杆状 (棒状 ) 构造和香肠构造等均属 L l

的线状构造
。

( 2 )
、

第二期变形

本次变形叠加在第一期构造之上
,

zzz

蕙脑
二

,

一
国

‘‘

一一 ~

识若
,,口爪万其多\ g 一 / 一一 、

汤叫222

刀刀璧孤
⋯:

/ / /

“:::

图 2
、

一号剥土点 T o 34 7 探槽地质剖面图

图示相似摺曲迭加在相似褶曲之上

1
.

含磁铁矿绿泥绢云千枚岩 2
.

矿层
3

.

绿泥千枚岩 4
.

石革脉

使第一期变形生成的轴面构造 5 :

再

度弯转褶曲 (图 2 )
,

本次变形形成

的褶 曲也具有紧闭
、

同斜特征
,

但转

折端 较园滑
,

褶曲类型属 IC 一 2
’

(叼

褶轴倾伏方向3 0 0
0

一3 3 0
。 ,

侧犬角9

⋯ 20
。 ,

与 F I

大致呈共轴叠加关系

(图 4 ) 本次褶皱形成的轴面为 S :

( 3 )
、

第三期变形

F
。

褶皱变形明显叠加在前两期

〔F , F Z
) 之上

,

并使前两次褶曲构

同时弯转褶 曲
,

关系表明

开阔
,

翼角在 13 9
0

⋯ 1 4 6
0

B 3 ) 倾伏方向主要是 1 40
“

F 3

褶皱为横褶皱 (图 3 )
。

之间
,

常呈膝状
,

即一翼缓
,

造的褶轴以岌轴面构造 ( 5 1 、 、 : )

F 3
褶曲的形态特征是

:

单个褶曲形态

一 1斗5
。 ,

倾角多在4 0
。

一 4 5
。 ;

一翼陡
,

褶曲群成阶梯状
,

褶轴
‘

褶曲波幅与波长之比小于 l
,

褶曲

类型近于平行式 很p IB 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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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褶皱的叠加关系

下表所列为太平山铁矿区第一期褶皱变形 ( F l ) 形成的 六个背斜 ( b , 一 b
。 ) 和

六个向斜 ‘ x l ⋯ x 。 ) 以及 1号剥土点 F Z

和F 3

褶曲构造的产状要素表 1 ;

太平 山铁矿第一期褶皱构造产状要素 表 1

褶褶 皱皱 摺 曲曲 褶 轴 倾倾 轴 面面

{}
褶 皱皱 褶 曲曲 褶 轴 倾倾 轴 面面

序序 列列 编 号号 伏 产 状状 产 状状 {
序 列列 编 号号 伏 产 状状 产 状状

FFF !!! b --- 3 10
。

/ 13
000

2 5 2
0

/ 36
000 一

⋯⋯
剥土 444 29 峨

。

/ 20
。。

25 0
0

/ 2 7
。。

}}}}}}}}}}}}}}}}}}}}}}}}}}}}}}}}}}}}}}}
F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XXXXX lll 3 1 8
0

/ 14
。。

25 4
。

/ 2 9
。。

一

⋯
---

剥土 555 32 1
“

/ 6
““

25 0
。

/ 3 9
。。

{{{{{{{{{{{{{{{{{{{{{{{{{{{{{{{{{{{{{{{{{{{{{{{{{{{{{{{{{{{{{{{{{{{{{{{{{{{{{

bbbbb 222 3 1 3
0

/ 19
口口

2 4 9
0

/ 2 1
。。。

剥土 666 33 1
0

/ l
““

2呜2
0

/ 28
。。

XXXXX
,,

3 1 8
0

/ 8
““

2 4 0
目

/ 20
00000

剥土 1222 30 0
。

/ 11
。。

205
0

/ 溥8
‘‘

bbbbb 333 3 1 5
。

/ 2 7
。。

2 48
0

/ 3 3
00000

剥土 1333 30 9
。

/ 1 7
DDD

2 5 0
。

/ 30
‘‘

XXXXX 333 3 52
0

/ 20
。。

2 42
0

/ 40
00000

剥土 1444 3 16
0

/ 27
幻幻

2 2宁 / 礴l
。。

bbbbb ;;; 3 08
。

/ 15
000

24 3
0

/ 2 9
。。。

剥土 1777 3 19
0

/ Z J
““

2 68
。

/ 33
口口

XXXXX --- 33 5
0

/ 6
。。

24 3
0

/ 3 4
。。

}}}
剥土 777 3 06

。

/ 8
。。

2 1尸 / 25
000

}}}}}}}}}}}

⋯
F :::::::::

{{{{{{{{{{{{{{{{{{{{{{{{{{{{{{{{{{{{{{{{{{{{{{{{{{{{{{{{{{{{{{{{{{{{{{{{{{{{{

bbbbb 555 3 ] 0
,

/ 19
。。

24 4
。

/ 2 9
。。。

剥土 888 3 1 8
西

/ 8
““

22 2
。

/ 32
000

XXXXX 555 34 7
。

/ 15
。。

28 9
。

/ 2 7
00000

剥土 999 27 5
0

/ 16
。。

22 0
。

/ 42
000

bbbbb 。。 32 2
0

/ 18
。。

29 3
0

/ 2 3
00000

剥土 1000 29 3
。

/ 11
。。

20 5
D

/ 4 3
。。

XXXXX 已已 3 1 5
。

/ 17
。。

29 6
0

/ 2 0
。。。

剥土 1111 29 7
。

/ 18
000

22 0
0

/ 4 1
旧旧

FFF 222

剥土 lll 3 1 5
·

/ 9
000

2 5 5
0

/ 50
。。

_

}}}
剥土 1888 2刁2

。

/ 11
。。

14 9
0

/ 4魂
巴巴

{{{{{{{{{{{{{{{{{{{{{{{{{{{{{{{{{{{{{{{{{{{{{{{{{{{{{{{{{{{{{{{{{{{{{{{{{{{{{剥剥剥十 222 3 ] 4
。

/ 9
。。

2 88
0

/ 32
00000

剥土 1999 24 5
0

/ 10
000

14 7
0

/ 刁9
。。

剥剥剥十 333 3 1 8
0

/ l
。。

22 8
“

/ 8
““

{{{{{{{{{

、、

饰脚
B ,

和 B ZZZ

图 3
、

横跨褶皱解释图

B :

横跨切割B
,

和 B
Z

现用吴氏网进行下半球赤平极射投影图解 (图 4 A 一 4

e )
,

图 中 sa
, 、

S a Z 、

sa
。

为统计平均值
。

通过各次褶皱赤

平极射投影 图解且结合构造序列特征进行分析
,

矿区内褶

皱构造的叠加关系
,

主要表现在 F :

褶皱对 F I

褶皱的改造
,

和 F : 褶皱对 F 3

褶皱的控韦生
( 1 )

、

F Z褶皱对 F l
褶皱的改造

F ,

虽呈极密纸构
,

但显示轻微的变位 (图 4 A ) ,

与 F Z

图解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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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A
、

F :
、

军 与刀图解

口
,
(x Z)个等值线8

.

3 % ~ 16
.

6 %

⋯ 2 5 % ⋯ 3 3
.

3 %

图 4 B
、

F Z万 与刀图解
日
2 (一。)个 等值线 10 % ⋯ 2 0 %

一 3 0 %

图 4 C
、

F 3 万 与刀图解
X 为 刀

3

S “
,
S a Z S a 3 为统计平均值

对比 (图 4 B )
,

除表明 F ,
褶皱与 F :

褶皱近于共轴叠加外
,

还表明 F ,
有相当一部分被归

并于 F :

之中
, F :

褶曲褶轴投影点均分布在褶轴面 ( S
: ) 大园附近

,

并集中于单一方位内

形成密集区
,

两者极密位置甚近
; F

:

是 F l之后并在 F
;

的基础上生成的
,

变形十分强烈
,

因

此在经第二期褶皱变形后
,

使褶皱更加紧闭
,

扁平化效应更显著
。

从较大的尺度看
,

第二期

变形还使第一期褶皱变形形成的褶 曲整体发生褶皱
,

形成了褶皱的褶曲
,

图 5 为太平山铁矿

区 1 17 米标高水平断面图
,

图上清晰的反映出矿区第一期褶皱作用形成的七个 背形 (b ,一

b 7 ) 和七个向形 ( x
,
一 x 7

) 整体发生褶皱
,

从而形成了太平背斜
。

刘如琦玖御论证 了这

‘‘

⋯

试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诊日日日灭召杨家桥组 上段 压万{ 矿层 区丽了{杨家桥组下段段
lllll列

一 旷层底板 )

一 一 旷 层顶板 )))

}}}}}力远」花岗闪长班岩 12 己 正断层 }2 口 逆断层层

例例例 }夏困平移断层 !巫〕背斜构造编
‘

短回 向斜构造编号号

图图图
勘探线及编号

曰
坑道道

图 5
、

太平山铁矿区 1 17 水平断面图
‘图示F ,

迭加在 F :

之上
、

使之形成骸的褶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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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复杂的变形
,

首先反映在前期褶轴面的被改造上以及前期褶曲整体的发生再褶皱
,

从而形

成所谓褶皱的褶曲
,

可作为后期褶皱对前期褶皱的改造鉴别标志之一
。

此外图 5 中还可看出
:

在 大型 褶 皱 ( F Z ) 翼部
,

大型褶皱轴面 ( S
, ) 与 F :

中小型褶皱轴面 ( S , ) 是平行的
,

而在大型褶皱的轴部两者褶皱轴面是相交的
。

这种关系说明不¹ 大型褶皱 ( F : ) 形成在后
,

中小型褶皱 ( F , ) 形成在先
,

º 第二期褶皱变形 ( F Z ) 比第一期褶皱变形 ( F , ) 更为强
、

烈
。

( 2 )
、

F Z
褶皱对 F :

褶皱的控制

这种关系表现在
:

¹ F :
褶皱的投影点均分布在褶轴面 S :

大园附近并形成密集区 (图 4

B )
,

而 F 3
褶皱的投影点却处于分散状态 (图 4 C ) 。

º F Z
褶皱的规模比 F :

褶皱大
,

且
F Z

褶皱比 F 3
褶皱发育得多

。

» 图 4 B
、

图 4 C 中清楚的显示出 F 3
横褶皱

.

褶皱群包络 面

倾向
,

与 F , 、 F :
形成的褶 曲构造褶轴倾向方向是一致的 (均倾向北北西 )

,

同时 F :

褶皱

的褶轴面 5 2
的产状控制了 F 。

褶轴的倾伏方向 (均朝南西倾 ) 。

这说明 F 。

是在 F Z
和 F ,

基

础上生成
,

并且其包络面受早期褶皱的控制
。

三
、

褶皱发育的机制问题讨论

太平山铁矿区 F l 、 F :
褶皱的几何形态均为 IC 一 2型

,

具有紧闭及转折端园滑等特征
,

故可看出其形成机制开始为弯褶 曲机制
,

而后因含铁岩系在热的作用下处于塑性状态而发生

强烈扁平化
。

其热 力条件的产生可能与矿田东南侧的城上花岗岩及西南侧的山庄花岗岩有关
,

在其冷却时
,

内部的潜热可以长期对围岩提供热力条件
,

在新余良山东侧的上界头村
,

见城

上花岗岩与震旦系地层接触处发育有呈宽带状产出的混合片麻岩
,

形成边缘混合岩带
,

经历

了重熔~ 原地或半原地冷凝固结再成岩的阶段
,

而离边缘混合岩带稍远的岩层
,

受花岗岩体

的热力作用
,

有利于其塑性变形的产生
。

据区测证明花岗岩体形成的时代属加里东期 ‘7 3 )
,

因而两次变形的时间应同属加里东期
。

第三期褶皱 ( F 3 ) 变形形成的横褶 曲
,

形态开阔
,

且褶曲转折端张裂隙发育
,

它 的形

成可能出 自两种原因
:
一是岩层处于刚性条件下

,

受北面一南东向构造挤压作用所致
;
另一

是在第二期褶皱变形后
,

在整个褶皱变形中
,

由于压力缓冲
,

岩石内部发生调节
,

而出现纵

向收缩所致
。

四
、

构造变形演化规律

综上所述
,

本区的构造变形演化
.

人致为开始有弯滑机制的低温变形阶段
,

但接着则为

强烈变形的温度较高的塑性阶段
,

最后又进入到冈lj性较高阶段
。

图 6 的构造景观图象是反映

矿区构造面貌的一个典型露头
,

图 7 概括了其大致发展过程为
:
构造演化早期发育了平卧等

斜褶皱
,

而晚期是开阔的且轴面近 于垂直
;
在变形过程中岩石的塑性有规律下降

,

以岩石塑

性大的形态开始
,

而以表明对外力起刚性反应的次生片理带
、

裂隙体系和断裂体系告终
。

这

几期构造变形
,

组成了本区加里东构造变形旋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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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扣345‘
�

s,101]

因田围团阅国皿回回圈田

图 6
、

太平山一号剥土 (B Tl ) 地质素描图
1

.

含磁铁绿泥绢云千枚岩 2
.

矿层 3
.

绿泥千枚岩 4
.

石革脉 5
.

残坡积物

6
.

正断层 7
.

矿层产状 8
.

倒转层理产状 ‘矿层 ) 9
.

探槽位置及编号 10
、

图框

点高程
11 褶曲产状两翼 夹角

编号 13
、

倒转背斜 I J
、

产型些鲤址
脊线倾伏方向倾伏 角 , 2

、

, 曲

倒转向斜

沙户
一
⋯句

一

藻摹
地层 倒转后的 首次褶皱作用 第二次摺皱作用 表现为 5 2 ,

‘

5 孟 ,

矿层原始

层理 5 0

形成 sa
l. B I F

共轴迭加
.

使相似褶曲

一
塑性 下降

,

刚 性加强
,

出现

得到加强 并形 成s : Z B , F Z
裂隙

·

并伴之 有石 英脉注 入

相似褶曲共轴迭加

晚期 第三 次摺皱作用使石英脉与早

期 相似褶曲面脊线 以及 早期轴面 片理

同时摺曲
,

并形成 B 。 、

F。 、

5 : 3 且在

褶曲核部出现了张裂隙

图 6 全貌 ‘即断裂变形 )

图 6 中所见的两条正断层破坏了 F 3
.

故断层 为整个构造变形的最终产 物

图 7
、

太平山铁矿区 l号剥土点构造变形的发生
、

发展及演化

五
、

构造变形规律在本区地质勘探中的应用

由于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搞清了基本的构造变形规律
,

因而在铁矿勘探中
,

得到比较成

功的应用
,

并指导了勘探工作
。

1
.

F 3

变形形成的膝状弯 曲褶曲群
,

总体上呈阶梯状从北面向下落
,

若由南东往北西追

索矿层
,

连续的矿层突然中断
,

同时又无断层迹象
,

那么必然有膝状褶曲存在
,

此时应下落

一定标高追索矿层
;
而由北西往南东追索矿层

,

若矿层突然中断又未见断层
,

则应上升一定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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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追索矿层
。

2
.

由北东往南西或由南西往北东追索矿层
,

则应注意 2 型褶曲的各种特征
,

以确定所处

构造部位和判断构造简繁
:

( 1 )
、

露头上片理 ( S
: 、

S
: ) 和层理 ( S 。 ) 近于平行

,

则表明是在 2 型褶曲翼部
;

如若两者近于直交
,

则说明临近 2 型褶曲转折端了
。

( 2 )
、

追索矿层时若发现片理 ( S : 、 S
: ) 与层理 ( S 。 ) 的交角由平行渐变至垂直

,

且真厚由薄变厚
,

则是由翼部向核部追索矿层
; 若见情况相反

,

则是 由核部向翼部追索矿层
。

( 3 )
、

两露头点上S
。

产状较平缓
,

其间又无断层破坏
,

其构造简繁表现为
:

江评距小

而落差大
,

那么露头点间的褶 曲构造就愈发育
、

愈紧闭
。

厦)平距大而落差小
,

则褶曲构造就

简单
。

3
.

由于矿区地层是倒转层序
,

若发现一个背斜褶 曲其核部是老地层或一个向斜褶曲核部

是新地层时
,

就表明存在 2 型褶曲的叠加
,

图 2 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情况
。

4
.

剖面连接对比时
,

应注意总体构造形态和褶曲展布规律
,

如同一褶皱形态
.

由于褶轴

向北西倾伏
,

则剖面线位置越往北
,

其转折端的标高就愈低
,

褶皱转折端的确切空间位置
.

可据褶轴产状及线距用图解法求得
。

5
.

众所周知
,

构造作用的迹象是岩层 (石 ) 在地应力作用下产生永久形变反映出相均
.

在构造变形
,

特别是褶皱发育过程中
,

在应力作用下
,

岩石物质产生了规律性的迁移
,

这种

迁移总是由翼部向核部聚集
,

使核部得到物质
,

厚度增大
,

进而形成厚大矿体
;

而翼部失去

物夙 使厚度变薄
,

甚而形成天窗 (图 8 )
,

这种现象在强烈塑性变形中表现更为突出
。

这

就为我们指明了在新余铁矿田寻找厚大矿体的有利部位
。

良山及太平矿区的厚大矿体均产于

一定规模的 2 型褶曲核部
。

此外塑性流变过程中
,

由于物质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别
,

会使部

分硅铁质自动分离
,

加之硅质胶状体较铁质胶状体粘性大
,

流动不及铁质快
,

因此能使铁质

优先聚集到核部
,

使 2 型褶皱核部铁含量相对增高富集
,

成为富矿保存部位
。

六
、

复杂褶皱 系中包络面的意义

在复杂褶皱系中重建包络面 (A ) (图 9 ) 的重要意义在于
:

¹ 包络面能较宾实的反映

地质体的总体产状
,

能将构造形态化繁为简
,

有利于进行构造分析和建立主体构造骨架
: : 暖

理 ( S 。 ) 与包络面的几何关系
,

可以是变化的
,

但通过包络面间距
、

包络面倾向
、

倾 角 和

构造分析指向
,

就能掌握复杂褶皱系在空间的展布范围和变化规律
。

现就工作中的教益
.

以

一
一门 实例加以阐述

:

A
、

示 相似褶曲变 形物质由

两翼向核部迁移形成

核部加厚翼部变薄

B 、

示 物质进一 步由翼部

向核部迁移
,

甚而 在

翼部形成天 窗

1
.

判定大型构造

拖褶皱小褶 曲的轴面与主要层面之间所夹的

锐角指向相
.

对运动的方向
。

据此原理
,

可通过测

定包络面与各单个褶皱轴面的交角去判定大型褶

皱构造形态
。

如安福县杨家桥矿区天子岭零线地

段矿层重复出现三次
,

形成了 a
、

b 、 c 三个露

图 8
、

相似褶皱变形物质迁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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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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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爪爪

地地了戏戏戏

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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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点 (图 10 )
,

最初我们对其主体构

造形态的认识存在两种意见
,

第一种

意见是将
a ; b 两露头连成背斜构造

,

图 9
、

包络面及其地质要素

222

誓海常粉⋯
。
‘‘

图 10
、

杨家桥铁矿区 。线 。01 一0 04 孔地

段剖面图

将 b
· c
连成向斜构造

;
第二种意见

恰与第一种意见相反
。

由于缺乏依据
,

认识不能统一
,

随后通过野外调查
,

于 0 04 孔机台壁 b 露头上见多个小型

褶曲构造
,

测得小型褶曲轴面产状为

6 5
。

/ 3 6
0 、

6 5
。

/ 45
。 ,

又测得包络面产

状为2 2 50 / 72
。

(图 11 )
,

在分析包络

面与轴面交角关系后
,

肯定了第二种

意见是正确的
。 (图 12 )

。

2
.

判定地层层序

在进行地层层序分析时
,

可将包络面视为岩层层面
,

而将单个褶皱轴面视为劈理
。

如杨
·

家桥矿区
o
线 b 露头上

,

测得前者倾角较后者陡 (图 11 ) 说明层序倒转
。

而露头实际情况也

是矿层底板 ( 2 bs n
l ) 的含磁铁绢云千枚岩直接位于矿层之上

,

而矿层又位于顶板 ‘Z b : 心 )

的绿泥千枚岩之上 (图 1 2)
,

为一种倒转层序
,

这为确定矿区地层层序正倒问题提供了依抵
3

.

在地质填图工作中的运用

图 13 是太平山矿区 2 一 01 线南东段地形地质图
,

令人费解的是
,

图上标明矿层 ( S 。 ) 的

倾角只有 12
。

一 130
,

而地质界线都急剧的穿越地形等高线
,

呈现出与
“v ”

字形法则不协调

的现象
。

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段矿层呈紧闭倒转近于平卧的叠褶曲群产出 (图 l动
,

在地质

图上无法将矿层层面 ( S 。 ) 形成的地质界线表达出来
,

也就是说在地质图上的地质 界线并

非 由矿层层面 ( S 。 ) 与地面交线形成
,

而地质界线实为包络面 (A ) 与地面交线构造 因

为在图上未能真实地反映地质客体的情况
,

致使图面上形成假像
,

足见在复杂褶区进行地质

填图时
,

不仅要测定和表达岩层及矿层 ( S 。 ) 的产状
,

而且还必须测定和表达包络面的产

AAA a A uuu

兰兰黔
黔黔

、、
‘

哮:
.

;粼粼
图 H

、

杨家桥铁矿区。终矿层露

头 b 所见次级褶皱轴面与

包络面的交角关系 产产产图 12 、

杨家桥铁矿区 。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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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渊渊
图 13

、

太平 山铁矿 区 2一 10 线南东

段地形地质图

图图 1 4
、

层理 (5 0) 产状平

缓而包络面 (A )

倾角陡 立

气气气

冬冬{{{{{{{
zzz b s n 资资

闻闻闻闻《《.........

图 25
、

太平山铁矿区 9 0线北

东段勘探剖面图

状
,

只有这样才能更确切地反映地质体
,

以便利于地质图

的判读和进行构造分析
。

4
.

在矿区勘探中的运用

当矿体作复杂褶皱产出时
,

布设钻探工程一定要以

包络面产状为依据
,

切忌单纯的根据层面 ( S 。 ) 产状

去布设工程
。

现以太平山 9。线北东段 (图 1 5 ) 为例
。

9(1

线是太平山矿区 78 一 9 6线 (太平沟地段 ) 具代表性的一

条勘探线
,

在勘探过程中
,

起初依据在地表测得矿层 (

( S 。 ) 较平缓的产状
,

设 汁施工 了9 04 孔
,

当钻进到

100 米 (设计终孔孔深 ) 未见矿
,

随后几经变更设计孔

深继续施工
,

直至 2 5 6
.

5 5米仍未见矿而终孔
,

又经相邻

勘探线相应部位的钻孔施工的情况也类似 9 04 孔
,

因此

认为太平沟地段存有一条大断层
。 .

通过一段时间对矿体

形态的研究后
,

认识到轴面平缓的褶皱群会形成总体陡

倾斜的特征 了实指包络面为陡倾斜 )
。

接着便在 9(践依

次施工了90 0 1孔和 90 02孔
,

取得了理想结果
。

由于对 9()

线北东段的构造获得了突破性的认识后
,

整个太平沟地

段的勘探工作也就迎刃而解 了
。

又如
。
线 b 露头所见 (

图 1 1) 5 。
与A 的倾向恰为反向

,

如按 5 。的产状布孔
,

势必将孔布在 b 露头的北东边
,

而勘探中实际是将孔布

在 b 露头的南西边 <图 1 2)
,

说明在复杂褶皱系中布设

钻孔不应依据 S
。

产状
,

而应以 A 产状为准
。

通过以上实例不难看出
,

复杂褶皱系中包络面 (A )

不单是简单的置换了岩层层面 (s。 )
,

更主要的是复杂褶

皱区
,

褶 皱 往 往 成群 出 现
,

形成褶皱系列
。

在这种

褶皱系列中仅了解单个褶皱 (F ) 是远远不够的
,

还必

须研究整个褶皱系列
,

而包络面 (A ) 就是代表褶皱系

列特征的一个假设面状构造形迹
,

这就是在复杂褶皱系

中重建包络面的实质所在
。

鉴于上述原因
,

因此应将包

络面从一般的面状构造 (S ) 中区分出来
,

成为一个独

立的组构要素
,

以利研究工作的开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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