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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卫片解译对吉林老岭地区

线性构造与矿产分布的研究

白 庆 轩
(吉林有色矿产地质研究所 )

提要 吉林老岭地区处于辽河一老岭一摩天岭裂谷的中部
,

其两端皆发现了大型铅锌矿床(朝鲜的

检德
、

辽宁的青城子等)
,

本文从卫片解译来讨论线性构造与矿产分布的关系
。

关键词 线性构造 矿产预测

近年来在吉林省寻找铅
、

锌矿床
、

人们把视线逐渐转移到浑江
、

通化
、

集安一带中
、

下元古

界老岭群
、

集安群上
。

这些地层西与辽宁桓仁
,

青城子地区的辽河群相连
,

南与朝鲜惠山
、

检德

地区的摩夭岭系接壤
、

呈一条带状长
,

有人称其为辽 (辽河群 )
,

老 (老岭群)
、

摩 (摩天岭系) 裂

谷
’

( 子

周长令等 198 5 年朝鲜检德铅锌矿地质综合报告) (见图 1 )
。

裂谷的两端
,

朝鲜检德特

大型铅
,

锌矿的发现和辽 宁青城子铅锌矿的扩大生产
,

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处于同一裂谷中的老

岭地 区是否有一定规模的铅
、

锌矿
。

因此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吉林矿产地质研究所 自

19 3 0 年开始投入工作
,

历经 七年先后用地质
、

物探
、

化探
、

教学地 质等不同方法对有关问题进

行了探讨
,

取得了一定效果
。

作者 19 85 年为配合构造专题组的研究
,

对该区进行了卫片构造

解译工 作
,

力图获得区域上构造的规模
,

展布方向以及与犷产分布的关系等方面约信息
,

通过

不同比例尺卫 片的解译对比
,

并参照 有关地质图件进行综合分析
,

达到了预期 目的
。

二 测区位置及前人对构造的研究

老岭是 长白山南延的组成部分
,

地处于六进江一浑江一三岔子南东测 ; 临江一大粟子一三

道沟的北西部
,

地理坐标东径 1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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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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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大地构造位置 ; 处于中朝准地台北东部的吉南台隆
,

浑江断陷和鸭缘江断陷之间属于

中朝准地台 IV 级构造单元老岭断块的西部〔1〕见图 2
。

测区整沐呈长方形北东向延 中
,

长约 45 公里
,

宽约 叩 公里
,

面积约 17 5 5 平方公里
‘

(
,

包括鸭缘江断陷以南
、

浑河断陷以北的部分地区
,

西部起于大水淌台
、

七道泡
、

东部到屹子山
、

冰湖沟)
。

是辽
、

老
、

摩裂谷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老岭地区的构造研 究过去多伴随其它地质工作而进行的
,

很少有单独的工作
。

1 9 5 0一

1 98 5 先后有十二个单位在此开展工作
冬

(
*

邵会芳
、

1 9 3 3 年吉林 省老岭地区珍珠门组地层分

布区铅
、

锌成矿条件和远景 )
,

在提交的报告中对构造性质
,

规模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

吉林

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 1 9 7 6 年编绘的浑江市
,

集安县幅地质构造图所反映的北东向
,

北

西向
,

南北向构造以及通过珍珠门~ 荒沟山一横路岭
“

S’’型构造一直被后人在工作中所弓:月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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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卫 片对

该区构造和矿产分布

进行研究
,

即希望有

广阔的视野
,

又不能

降低对构造及与构造

有关地物的分辨率
。

因此
,

在现有资料的

条 件 下 采 取 了 l ,

1 0 0 万和 l : 5 0 万不

同比例尺卫片结合使

用的方法
,

通过对比
,

可以取长补短提高解

译效果
。

在目视解译中作

者主要从直接解译标

志 (形态大小
、

色调
、

阴影
、

影象结构)和间

接解译标志 (水系的

变化
,

地貌的形态
、

透

视信息等)纵向入手
,

并参考 了 l , 5 0 万吉林省地质图
,

1 : 3 00 万吉林省大地构造图
,

吉林省卫片解译线性构造纲

要图及说明书
‘

(
*

宋殿富等 19 8 2
,

吉林省卫片解释线性构造纲要图及说明书
。

) 等有关 图

件
,

综合横向信息
。

详细观察本区水系上的线性构造
,

地形上的线性构造以及由于破碎带引起

的负地形线形之后
,

得本区构造 见图 3 所示
。

从图 3 上我们可以宏观的看出
,

测区 内的构造是比较复杂的
,

大小构造 (线性或线性构造)

纵横交错
,

遍及全区
,

这是由于老岭地区占据了得天独后的地质位置
,

处于辽
、

老摩裂谷的转折

端所致
。

经过对卫 片的分析
,

系统的归纳
,

可以把本区的构造大体划分为四级
,

现分述如下
:

I级 ( F
、

)线性断裂构造

分布在本区的南部和北部
,

主要为处于裂谷边缘呈北东向展布的鸭缘江断裂和浑江断裂
,

在这两断裂之间
,

在老岭背斜的两翼还有一 系列与之平行的小构造
。

鸭绿江断裂有浑江断裂

在本区表现为形成时间较早规模较大
,

控制了裂谷及老岭背斜的横向范围
。

H 级 ( F
Z

)线性断裂构造

是北北西向的临江花山断裂
,

三道沟一红石崖子一六道江断裂和与之平行的较小构造
,

通

过卫片上影象的变化
,

河流的变化都业已证实
,

该系列的断裂构造发育在辽
、

老
、

摩裂谷的转折

端
,

鸭绿江断陷的向北凹进部位
,

与浑江断陷只有 20 一 30 公里之隔
,

该区是岩浆岩构造
、

矿产

聚集的有利部位
。

由卫片上所获得的直接解译标志和间接解译标志
,

临江一花山线性断裂构

造和三道沟一六道江线性断裂构造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移
,

导致了鸭缘江水系总体方向局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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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3 浑 日地卜
_

衬片解译线 附构造冷}

生改变
,

形成肘状转弯
,

这是在卫片上解

译构造时难得的间接解译标志
。

这两条

线性断裂构造南起鸭缘江断裂以南
,

切

割了老岭背斜延伸到浑河断裂以北
,

横

亘裂谷
,

从而控制了测区的纵向范围
。

上述两组 ( F
, 、

F
:

) 不同方向的线

性断裂构造组成了卫片解译区主要的构

造骨架
。

需要指出的是
:

在这样的构造

骨架中还有呈北北东向
,

北西向
,

南北向

和东西向的线性构造
,

这些构造与矿产

均有程度不同的联系
。

H I级 ( F
,

)线性构造

是北北东向和北西向的两组构造
,

据卫片上影象结构推测这两组构造可能

有一定的延 关和延深
,

与测 区 东西两组

H 级 ( F
:

) 断裂构造均有 3 。
’

和 们 左右

的交角
,

分别在老三 队和 老梁子 山西侧

相交
〔

而 ( F
3

) 两组构造 术 身相交在老

岭背斜的南翼错草沟和苇沙河附近
,

环绕此交绘处有似斑状黑云 母花岗岩体分 布、燕山期 )
.

并

有荒沟 l妇
,

天湖沟
、

银子沟矿床和迎门岔
、

大松树犷点产出 (见图 , )
。

此外
,

丰多松岗
,

珍珠门
,

三

棚湖
.

八 宝沟
,

半截沟矿点均沿北北东向线」生构造分布
。

所以
,

( F
。
)两组线性构造对控制老岭

地 区的矿 产分布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

IV 级 ( F
4

)线性构造

表现 为近南北问和 东西向
,

构造规棋相对较小
,

但是
,

1
、

2 号陆地资源卫 星多波段扫描的

分辨率达 5 0一60 米
,

所以
,

lV 级构造依稀可见
,

有少数了
一

点既斌存在东西向构造与北东向
,

.

南

北问构造的交叉部泣
。

例如
:

遥林矿点和三棚湖犷点等
,

因此
,
IV 级构造是不容忽视的

」二述已划分的四级线性构造在测区表现为纵横交错
,

复杂而又有一定规律
。

通过以往的

野外地质调查和有关资料的研究
,

卫片上所反映的信息是可信的
,

可谓测区构造分布的真实缩

影

三
、

几点认识

通过对航天地质方法的尝试
,

对测区内的线性构造及其与矿产分布的关系
,

矿产予测区的

选择有如下认识
:

1
.

线性构造级次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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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浑江 〔老岭 )地区矿产分布及其与线性构造关系图

如 上 所

述
,

本次研究

工作综合多方

面的信息将测

区内的构造划

分 为四 级
。

(

F
3

) 的两组线

性构造是在卫

片解译中确定

的
。

北北东向

过天湖沟一珍

珠门线性构造

是所谓
“ s ”

型

构 造 的 一 部

分
.

但是
“
s ”

型

构造的整体是

否存在卫片上

没 有 信 息 证

实
。

( F
。
) 两

组线性构造不

但在卫片上有

所反应
,

通过物探剩余重力异常也可以得到依据
‘

(
二

吉林省地质 局物探大队编制 1 9 8 3 年吉

林省剩余重力异常图
。

)(图 幼
。

2
、

线性构造与矿产的关系

测区 内老岭背斜的核部及南东翼有四处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岩体
,

卫片解译中在梨树沟

构口
,

大松树一带发现 了一处隐伏的岩体
,

(见图 3 中打 ? 的岩体 )上述岩体在 IV 级线性构造

交汇处的北西和 : }匕东侧呈半弧形分布
,

有的岩体部分与老岭群珍珠门组地层相嵌
。

从 咬图 4 ) 反映出本区 已知的矿点大部分沿北北东向 川 级构造线方向展布
,

杉松岗矿点
.

珍珠门矿点
,

八宝矿点
,

半截沟矿点以及荒沟山矿床即赋存在这组构造附近
。

两组 111 级构造

交汇处的北侧有银 子沟矿床
,

天浅沟矿床
.

迎门岔矿点
。

北西问 川 级构造的边缘一隐伏岩体

的南端有大松树矿点产出
。

因此
,

作者认为
,
In 级线性构造 ( F

,

)是本 区主 要的控矿构造
。

综上所述
,

矿床 (点 ) 沿 川 级线性构造分布
,

该构造的交 汇处及附近又有中酸性岩体产

出
,

而中酸性岩体和 IH 级线性构造恰好赋存于中
、

下元古界老岭珍珠门组地层 中
。

地层
.

岩

浆岩和构造三方面的有利固素迭加在一 起导致了矿床(点 )形成
。

艺
.

矿产预测区的选择

通过对老岭地区 的野外地质调查及卫片的解译
,

为本区矿产预测区的选择提供了信息
,

根

据老岭地区矿床 (点 ) 形成的必要条件
,

北西向 H l 级隐伏构造线方向
,

旱道和梨树沟的中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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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见有 A g
、

A s 、

S b
、

H g
、
p b

、
z n 的化探异常

’

(
二

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公司六O 二队
、

1 9 8 5 年吉林省浑江市横路岭一荒沟山地区

地形地质图及化探异常 ) )
,

老岭群珍珠门组

地层底部与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岩体的内接

触带是寻找 A u 、

A g
、

P b
、
z n 矿产的有望地段

(图 4 )
,

此外
,

北北东 H l 级构造线方向
,

珍珠

门组地层中应进一步开展深部
、

边部找矿工

作
。

建议对 n l 级线性构造
,

特别是北西 向

的 ( F
3

)和隐伏岩体应适当的圈定一定范围
,

进一步开展物
、

化探和数学地质工作
,

必要时 一

布置工程揭露
,

收集实际资料
,

并开展同一裂

谷中的有关矿床对比工作
,

广开思路
,

开创找

矿新局面
。

4
.

存在的问题

通过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

但也

存在一间题
。

例如
:

对测区内不同级次构造形成机制

关系暂未做详细的探讨
。

\犯 /
三形

/ 、 、一一
一交泛二二

爵恤蓦
‘

乡
_ / 、、、\、 \认

匡纽
:

巨了卜巨刁
s

巨习
。

图 5 老岭地区剩余重力异常及
川级线性构造图

,

应力场的变化范围以及构造之间的相互

另外
,

由于作者水平和工作条件所限
,

卫片解译区位置与象主点又不完全吻合
。

因此
,

图

中反映的构造
、

岩体
、

矿产
、

河流等内容难免会有一定距离的位移
。

本文在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吉林矿产地质研究所卢明干工程师等提供了有关图件
,

冶金工

业部长春黄金研究所朱太天工程师给予了热心指导并提出修改意见
,

对此
,

作者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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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卫片解译 对吉林老岭地 区线性构造与矿产分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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