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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青城子矿田的叠加褶曲构造

江克一 刘智海
(东北工学院地质系) (辽宁有色地质勘查局 10 3 队 )

提 要 青城子矿田叠加褶曲由下元古界辽河群组成
。

东西向开阔走向褶曲为北北西向翻卷褶曲

所横跨
。

翻卷褶曲平面上呈弓形
,

向西凸出
。

因大部被剥蚀
,

只在高处保存一些滑动地体残块
。

其

前缘和围岩
,

倒转翼和上下正常褶曲都与塑性断层接触
。

由于翻卷褶曲的作用
,

引起走向褶曲形态

和有关岩层产状规律性的变化
,

以及有关地层厚度规律性地减薄直至尖灭
。

矿 田翻卷背斜核部为

混合花岗岩
,

其中有
“
末太古界

”
残块

,

推测矿田翻卷褶曲为混合岩浆上涌构造
。

在翻卷褶曲作用影

响范围内的矿床
,

都是混合热液层控矿床
。

关键词 叠加褶曲 翻卷褶曲 塑性断层 上涌构造 混合热液层控矿床 显微组构

辽东青城子矿区面积 1 00 多 K耐
,

包括 13 个矿床
。

按控矿构造
,

可以划为一个矿田
。

青

城子矿田是老矿区
,

地质资料丰富
,

研究程度较高
。

对于矿田构造
,

迄有不同看法
。

现在我们

认为矿田构造是叠加褶曲构造
,

各矿床赋存在不同褶曲的翼部
。

一
、

矿田地质概况

(一 )地层 (图 l )

1
、 “

末太古界
” ¹ 相当于辽宁地质局的辽河群南里尔峪组

,

以吕梁旋 回钾质混合花岗岩 (

MY ,

) 中残留的电气变粒岩
、

磁铁变粒岩
、

硅线云母片岩
、

斜长角闪岩为代表
。

出露在矿田中部

的北北西 向翻卷褶曲核部和其西面的几个倒转地层组成的滑动地体残块上
。

2
、

下元古界辽河群 ( R
:

L) 与
“

末太古界
”

整合过渡
。

分三组
,

从下到上为
:

( l) 浪子山组 ( R
I

LI ) 相当于辽宁地质局的辽河群南高家峪组
。

主要有黑云变粒岩
、

(硅

线 ) 黑云 片岩
、

(石墨 )大理岩
、

方解浅粒岩
、

斜长角闪岩
、

微斜浅粒岩
、

钙硅碳酸盐岩
,

以细粒为

主
,

厚 。一 100 米
。

除随
“

末太古界
”

出露外
,

还在麻泡沟一本山坑翻卷褶曲滑动地体残块和头
,

道沟一二道沟平卧褶曲滑动地体残块保留一些
。

(2 )大石桥组 (P t ,

Ld ) 分三段
,

从老到新为
:

¹ 一段 ( R
I

Ld
l

) 有不纯大理岩
、

石墨大理岩
、

碳酸盐岩条纹条带变粒岩与浅粒岩
、

钙硅

酸盐岩
、

方解变粒岩
、

透闪黑云片岩
、

斜长角闪岩
、

厚 0一 100 米 ; 随浪子山组出露
,

组成滑动地

¹ 为了便于讨论 ,

暂定此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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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残块镶边层和翻卷褶曲两翼
。

º 二段 ( R
,

Ld
Z

) 为 (硅线
、

榴石
、

透闪 ) 黑云片岩夹大理岩
,

常含长英质小扁豆体
。

厚

0一 10 0 米
,

与一段相伴产出
。

» 三段 (Pt
、

Ld
3

) 可分五层
,

从下至上
:

层 1 ( Pt
l Ld ; ) 白云质大理岩夹不纯大理岩

、

(石墨
、

透闪
、

云母 ) 大理岩和 (榴石 )黑云片

岩
,

下部还夹微粒黑云变粒岩
、

硅线黑云片岩
,

硅线变粒岩
,

钙硅酸盐岩
,

中一下部又夹红色大

理岩
。

本层出露很广
,

尤其西部厚 20 一50 0 米
。

层 2 ( R
I Ld ; ) (榴石

、

硅线 )黑云片岩夹大理岩
,

厚 20 一 150 米
,

常有 白云母长英质脉贯

入
,

分布在喜鹊沟
,

大东沟一三道沟
,

棒子沟一甸南
。

矿 田西南有大片云母片岩
,

一直被看成是

盖县组的
,

与矿田 Pt
1

Ld ;一R
I

Ld ; 为断层接触
。

现 已查明
,

那里没有几百米地层断距的断层 ; 野

外和钻孔资料反映这些云母片岩是 Pt
, Ld ; 的

,

夹有硅线云母片岩
、

变粒岩
,

大理岩
。

层 3 ( R
、

L d ; ) (云母
、

石墨
、

透闪 )大理岩
、

不纯大理岩
、

白云石大理岩和条带状薄层变粒

岩
,

厚 20 ~ 250 米
。

主要分布在翻卷褶曲东翼和矿 田西部本 山一带
。

层 4 ( Pt
1Ld ; ) (钙铁榴石

、

锰铝榴石 ) 黑云片岩夹变粒岩
、

(硅线 ) 黑云片岩
、

石墨片岩夹

大理岩
、

厚 30 一30 0 米
。

常沿层贯入含黑云斜长花岗岩
。

随 Pt
,

Ld ; 分布
。

层 5 ( Pt
,

Ld 冲 (透闪
、

方解
、

方柱
、

云母 )大理岩
,

有的含石墨
,

厚 20 一 100 米
,

在矿 田东部

出露
。

( 3) 盖县组 ( Pt
,

Lg ) 主要为黑云片岩夹硅线黑云片岩
、

二云片岩
、

变粒岩
、

钙硅酸盐岩
、

不纯大理岩
,

厚> 300 米
。

矿田东部大片出露
。

“

末太古界
”

与辽河群之间
,

岩性分明
,

标志层明显
,

层序清楚
。

(二 )混合岩

矿 田内有混合质变粒岩
,

混合花岗岩 ( M丫
2

) 及其伟晶岩
,

是 吕梁旋回早期钾质混合岩化

作用的产物 (图 1 )
。

(三 )侵人岩 (图 l)

1
、

大顶子花岗岩 ( Y Z

) :
为含黑云斜长花岗岩

,

中粒
,

边缘相细粒
。

镜下可见交代现象
。

包

体温度 34 1一 344℃
。

K 一 A r
年龄 16

.

2 1~ 17
.

4 0 亿年
。

2
、

新岭花岗岩 ( 叭 ) :
黑云花岗岩

,

斑状
。

黑云母 K 一 A r
年龄 2

.

14 一 2
.

29 亿年
。

3 、

双顶沟花岗岩 ( 丫
,

) :
黑云花岗岩

,

斑状
。

黑云母 K 一 A r 年龄 2
.

24 一2
.

27 亿年
。

4 、

脉岩
:
闪长岩

、

煌斑岩
、

花岗斑岩 (中生代的 )
。

( 四 )构造

青城子矿田位于营口一草河城走向褶曲带 (北 ) 和青城子一鸡冠山 回曲构造区 (南 ) 〔,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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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过渡地带 (图 l )
。

营口一草河城走向褶曲带与其东南部青城子一鸡冠山回曲构造区及西南部的厢房一黄花

甸上涌构造区 ¹ 之间系犬牙交错联结
,

生铁岭
、

大岭
、

青城子
、

通远堡凸向北
,

三家子
、

青苔峪
、

四门子凸向南 ;其间过渡地带东西延续
,

发育情况不同
,

宽窄形状不一
。

本区中生代断裂发育
,

以东西向为主
,

北西向次之
。

断层断距不大
,

没有破坏叠加褶曲的

面貌
。

lq,J465
一一一一��

l,
�,�,,�,一夕

口巨巨回口口口困困困困困困囚团一
�

图例说明
: 1

.

侏罗系 ; 2
.

辽河群
: 2 一 l 盖 县组

, 2 一 2 大石桥组
, 2 一 3 大石桥组下部

.

2 一 4 高家峪组
,

2 一 5 里尔峪组
,

2 一 6

浪子 山组 ; 3
.

混合岩 ; 4
.

混合花 岗岩 ; 5
.

燕 山期花岗岩 ; 6
.

吕梁旋 回花岗岩 ; 7
.

吕梁旋回基性岩 ; 8
.

断层 ; 9.

塑性断层 ; 10
.

滑动地体残块 ; 11
.

地质界线 ; 1 2
.

推测地质界线 ; 13
.

构造线
。

图 1 辽宁青城子矿田区域地质图 (据辽宁地矿局 l :

50 万辽宁地质图局部简化和修改 )

Fj g
.

1 R eg ion
al g e o log jc a l m aP of 你ng

e h e n g z i o r e fi e ld

二
、

矿田构造

主要为吕梁运动所形成的两期叠加 (或横跨 )褶曲构造
,

早期为东西走向褶曲
,

晚期为塑性

流动变形所形成的翻卷褶曲和塑性断层
。

翻卷褶曲的倒转翼因塑性断层切割
,

层位缺失
,

使塑

¹ 江克一
,

早前寒武纪基底面状 活化作 用
,

北 京国际大陆岩石圈的构造演化与动力学讨论会一第三 届全国构造会议论

文
.

1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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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断层之上的翻卷向斜的正常翼与塑性断层之下的翻卷背斜的正常翼
“

正常地
”

叠置起来
,

其

间层位似乎没有缺失 (图 2 )
。

由于构造叠加和钾质混合花岗岩浆上涌作用
,

使早期东西走向

褶曲一翼或两翼的走向发生变化
,

晚期翻卷褶曲在平面上呈向西凸出的弓形
,

因大部被剥蚀
,

只在高处见到一些残留体
,

即称为滑动地体残块 (青城子矿田构造见图 3 )
。

13 tj
c

一 (一 )早期褶曲

图例说 明
: 1

.

塑性断层 ; 2
.

地层界线 ; 3
.

钻孔

图 2 二道沟 84 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 103 队资料简化缩编)

F元9
.

2 G eol o g ica l Pr o file of the 8 4 tti lin
e a t E rd a o g o u

属于营口一草河城走向褶曲带南缘

的一部分
,

包括三个背斜和两个向斜
。

这些大规模的走向褶 曲都属于平缓
,

开

阔类型
。

它们都是复式褶曲
,

其轴部和

翼部常为小型走向褶曲复杂化
。

后者的

轴面多不平行
,

但各自的轴相互平行
,

也

与大褶 曲轴平行 ; 这些小褶曲形态变化

极大
,

常见平行式
、

相似式
、

箱状
、

舌状
、

尖楞状
,

并呈直立
、

歪斜
、

平卧
、

开阔
、

紧

密
、

同斜
、

倒转
、

无根等状态
。

它们在不

同岩层中或同一岩层中
,

大小相嵌
,

相伴出现
,

应当是同期塑性流动变形产物
。

按相互影响关

系
,

这些小褶曲有时可以分出几个变形阶段
,

甚至先后阶段的褶曲轴可以大角度相交 (如北 曲

子坑内所见 )
,

终因规模不大
,

分布局限
,

不必由此分出变形期
。

本区小褶曲的发育与岩性关系

不大
,

在(硅线
、

榴石 )云母片岩
、

斜长角闪岩
、

薄层大理岩
、

薄层变粒岩中均有产出 ; 厚层大理岩

中似乎没有小褶曲
,

但在倾角陡缓变化地段
,

当石墨条带
、

透闪石层
、

微粒变粒岩薄层出现时
,

小褶曲也很发育
,

并同样清楚
。

这里难以区分强岩层和弱岩层
,

也见不到与褶曲伴生的压
、

扭
、

张性断裂 ; 但是在各种规模的褶曲中塑性断层普遍发育
。

五个大型走向褶曲分述如下
:

1
、

石家沟一新岭背斜 西段南西西向
,

在石家西沟消失 ; 中段为新岭花岗岩侵占 ; 东段依

稀可见
。

2
、

本山一四棵杨树向斜 西段东西向
,

西头在姚家沟向南偏转
,

随后消失
。

中段在南北向

塑性断层两侧
,

向斜形态不清楚
。

东段宽缓向东消失
。

3
、

北成子一南山坑一棒子沟背斜 西段十分开阔
,

西头向南偏转 ; 东窝铺一带
,

内部为低

级褶曲和小塑性断层复杂化 ; 往东向北东偏转
,

在南山坑岩层走向北东
,

局部因小走向褶曲可

使地层倒转
。

中段在房身沟混合花岗岩的西侧
,

Pt Ld ; 等地层向北北西延续
,

背斜形态不清

楚 ; 东侧 Pt
,

Ll 一 d 一 g 等地层也向北北西延续
。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

中部有些向东拱起
,

背斜

形态也不清楚
。

背斜东段轴部在大地南缘
,

东西向
、

宽缓
、

顶部明显
,

有些向东倾伏
,

轴部向下

变陡
,

并向下向南迁移 25 0 米
。

4
、

东窝堡一南山一大岭向斜 西段西头向南偏转
,

东部南翼也向南偏转
,

东部北翼 (芦家

南沟滑动地体残块西面 ) 的 Pt
,

Ld ; 转为南北向
,

尾矿坝一带地层产状变化最为明显
。

中段在南

山一带
,

北翼走向北东
,

南翼走向南东
,

但其轴并不向东倾伏
,

向斜面貌复杂化了
。

东段
,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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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青城子矿田构造纲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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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第四 系 ; 2
、

辽河群
: 2一 1 盖县组

, 2一2 大石桥组
: 2一2一 l 三段 (分五层 )

2一 2一 2 二段
, 2一 2一 3 一段

, 2一 3 浪子山组 ; , 3
、

走向背斜褶 曲 ; 4
、

走 向向斜褶 曲 ;

5
、

翻卷褶 曲前缘原有位置 ; 6
、

翻卷褶 曲根部投影位置 ; 7
、

翻卷背斜褶 曲轴迹

8
、

低级叠加背斜褶曲轴投影位置
; 9

、

塑性断层 ; 1 0
、

滑动地体残块

n
、

构造线 ; 12
、

后期断层 ; 13
、

吕梁旋回混合花岗岩

1 4
、

吕梁旋 回和燕山旋 回花岗岩
。

R
,

Ll 一 d 走 向南北
,

向斜不清楚 ; 东部 R
:

Lg 发育
,

尽管有大顶子花岗岩侵入
,

向斜形态仍可观

测
。

5 朱家堡子背斜 一个背斜的向西倾伏部分
。

上述五个走向褶 曲
,

各 自中段的形态不明显
,

与东段
、

西段之间大多过渡突然
,

西头都向南

偏转 (受西面青苔峪回曲构造作用影响 )
,

南山向斜两翼走向相反偏转等
,

都是受到晚期褶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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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响的反映
。

(二)晚期褶曲及塑性断层

1
、

倒转褶曲

(1) 赵家南沟一于家西沟倒转背斜 呈北北西 向出露于矿 田中部
。

核部为 M 丫
, ,

东翼有

p t
,
LI 一 d

;

一 d
Z

一 d ; ( 一 d ;)
,

西翼只有 p t
;

Ld
,

一 d
l

一 l (图 3
、

9 )
,

都向东缓倾斜
,

为同斜背斜
,

向南很快变窄
,

过庙沟逐渐消失 ; 向北
,

M丫
2

尖灭后核部为南北 向塑性断层所破坏
,

这个背斜

叠加改造了轴向东西的走向褶曲
,

使其中部中断
。

(2 ) 南山倒转 向斜 位于上述背斜的

西侧
,

属于矿 田翻卷褶曲中部
。

图 3 示出
,

M 丫
,

下盘 p t ;
Ld

,

一 d
:

一 l之下的 p t
,

L I一 d
】

一 d
,

一 d ;
,

其间的塑性断层破坏了倒转向

斜
。

这条塑性断层向北延伸与头道沟一二

道沟滑动地体残块平卧褶曲下面的塑性断

层相连 (图 4)
,

向南这个倒转 向斜为双顶

沟花岗岩吞没
。

除在上述地区
,

倒转背斜和倒转 向斜

出露的比较清楚之外
,

在芦家南沟 (图 5)

和赵家南沟
,

于家西沟的另外一些地区
,

由

于塑性断层的破坏
,

使得倒转 向斜两翼对

, 尸了尸

图例说明
:

同图 2

图 4 头道沟 8 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 1 03 队资料简化缩编 )

F ig
.

4 G elolgi 喇 Pr

ofi le o f the sth Iine
a t To

u d a o g o u

称性很不清楚
,

只在翻卷褶 曲上

部见到某些倒转地层
。

塑性断层

之 下 的 地 层 普 遍 是 正 常 层 位
‘

R
I
Ld ;

,

如芦家南沟南侧
,

倒转层

位 R
,
Ld

Z

在正常层位 Pt
:

Ld ; 底部

之 上 (图 2) ; 西 侧
,

倒 转 层 位

p t
1
L d ; 在正常层位 p t

1
L d ; 之上 ; 东

侧
,

倒转层位 Pt
,

Ll 之下为正常层

位 Pt L d ; 中部层位
。

塑性断层之

上的倒转地层均呈南北向开阔的

向形构造 (图 5
.

6)
图例说明

: l
、

后期断层
; 2

、

塑性断层 ; 3
、

地层界线 ; 4
、

钻孔

F ig
.

5

图 5 芦家南沟 6 号勘探线剖面图

G elof gi c a l Pr file o f th e 6th 11n e at lu jia N a n g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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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气
, ,

后期断层
、
“塑性断层

;

, 地质界线

圈 6 北位子一大地地质创面圈

曰乡 6 Be 让切一
众目 Pr

o f趁.
.

2
、

平卧褶曲

位 于 矿 田 翻 卷 褶 曲 的 前缘
。

在 麻 泡 沟 一 本 山 坑 处
,

翻 卷 褶 曲 卷 入 地 层 有

Pt
:

Ll 一 d ,

一 氏 一 民一 d ;
,

与原地 Pt
l

喊 塑性断层接触
,

两盘岩层协调弯曲 (图 7) 〔2〕 ,

同时周

围地层走向转向
,

小褶曲
,

塑性断层发育
,

这些表明这个翻卷摺曲是滑动地体残块
。

图例说明
: l

、

大石桥组二段二层云母片岩
; 2 、

大石桥组三段一层白云石大理 岩
:

3
、

大石桥组二段石榴云母片岩
; 4

、

大石桥组一段石墨大理岩
; 5

、

浪子山组斜长角闪岩
;

6
、

断层及其破碎带
; 7

、

塑性断层 , 8
、

钻孔

图 7 青城子麻泡沟一带立体地质图

Fi名
.

7 S tet
价 m a p of M妞钾。g o u A rea

头道 沟 一二 道 沟平 卧褶 曲 (图 钓 正常 翼有 Ptl LI 一 d ;

一 d
:

一 d ; 一 d ;
,

倒 转 翼 只有

Pt
,

Ll 一 d
,

一 d
, ,

因塑性断层挤去 P t
;

功含一 d ;
。

此平 卧褶 曲为波状同轴背形
、

向形构造叠加
,

乃重褶曲化结果
。

3
、

前缘典加变形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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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二

、

地层界线
; 2 塑性断层

图 8 头道沟一四颗杨树钻孔地层对比图

F ig
.

8 Bo r e h o le da t a c o m p ar is on
·

芦家南沟滑动地体残块西侧山麓一带
,

正常层位 Pt Ld ; 走向变为南北
,

南山坑背斜因此偏

转 ; 在尾矿坝可见小回 曲构造和塑性断层
。

往西
,

东西走向褶曲规整
。

看来
,

这些叠加变形应

当是矿田翻卷褶曲前缘的特点
。

4
、

塑性断层

南北向展布
。

其东西两侧地层分层和厚度变化显著不同
。

图 8 表明有上
、

下两条塑性断

层穿过矿区
。

上面那条上盘地层正常
,

下盘地层倒转
,

上下宛如整合或微不整合接触
。

系统分

层对 比表明
,

实为一个倒转背斜被挤失的结果
。

下面那条塑性断层上盘地层倒转
。

下盘地层

正常
。

它们之间没有脆性断层
,

但原有的倒转向斜核部缺失一些地层
.

不完整了
。

这两条塑性

断层往北合二而一
,

倒转地层全部被挤掉而缺失 (图 2 )
。

5
、

矿田翻卷褶曲下部和根部

图 8 东部表明矿 田翻卷褶 曲向东平缓延伸很远
,

Pt LI 一 d ,

一 d ,

一 d ; 一 d : 厚度变化明

显
,

大部由塑性断层滑动引起 ; 大地一带的 R
I

LI 一 d ;

一 d ,

一 d ; 一 ( d ; 一 d ;) 厚度也有变化
,

但

是 比起棒子沟和甸南来 ( 图 9 )
,

厚度变化小多了
。

也就是说
,

地层厚度变化向东逐渐减少
,

即

向东矿田翻卷褶曲作用影响愈来愈小
。

这样
,

可以认为大地居于矿田翻卷背斜褶曲下部
,

其根

部还在东面
。

矿田倒转 向斜褶曲由下部 (图 8 东部 ) 到根部
,

地层倾角应很快变陡
,

同时矿田翻

卷背斜核部 MY
,

的厚度 自然大大增加 ; 图 10 M Y
,

厚 2 40 米
,

东面不远 (据 M丫
,

顶底板等高线

图 ) 已知最厚达 3 05 米
,

其上涌部位离棒子沟一甸南不会很远
。

6
、

低级迭加褶曲

在矿田倒转褶曲向平卧褶曲过渡地段
,

在倒转向斜正常翼上有 N N w 向于家大沟背斜
,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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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翼上有 N N w 向背形褶 曲
。

棒子沟一甸南一带处于倒转背

斜正常翼的 N N w 向背斜东翼

上
。

它们都是宽缓叠加褶曲
,

褶曲轴基本重合 (图 6 )
。

(三 )矿田翻卷褶曲特点

1
、

矿 田 翻卷褶 曲北北西

向
,

横跨在东西 向开阔走 向褶

曲之上
,

前缘弓形弯曲
,

向西凸

出 ; 根部呈弧形
,

拱向东 ; 南北

长约 15 公里
,

东西跨越 9 公里

(图 3 )
,

复原剖面图如图 1 1 〔,〕

所示
。

图例说明
:

同图 2

图 9 旬南 28 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 103 队资料简化缩编 )

2
、

矿田翻卷褶曲是建造 内

褶曲
,

卷入地层除 M Y
,

中产状散乱

的 末 太 古 界
”

残 块 外
,

R
I

LI 一

d
、

一 d
,

一 d ; 一 d ; 原有厚度共计不

过 1 0 0 0 米
。

在 倒 转 翼上 减薄到

0一 30 0 米
。

许多层位缺失
。

其上
、

下正常翼厚度也在规律地减薄
,

以

Pt, Ld ; 为例
:

(l ) 倒转向斜正常翼

(塑性断层之上 ) 的 R
,

Ld ; 由西向东

减薄
,

矿 田西部东窝堡一北硷子一

带出露完整
,

厚 50 0 米 (正常厚度 )
,

在石家沟> 30 0 米
,

上部蚀去 ; 芦家

南沟从 50 米变到 30 0 多米 (图 3
、

5 ) ; 南山坑剥蚀残余 4 00 多米
,

头道

沟一 二道沟 > 30 0 米 (图 4) ; 房身

F ig
.

9 G e o lo gi ca l Pr o fi le o f rh e 2 8 th lin e a t D ia n n a n

图 1 0

F ig
.

1 0

房身沟 33 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 10 3 队资料简化缩编 )

Pr o f th e 3 3 th lin e a t F a n gs h e n g o u

沟 1 5 0 ~ 2 5 0 米 (图 1。) ; 在矿 田东部的车轮沟里 > 20 0 米 (图 12 )
。

(2) 翻卷背斜正常翼 (塑性

断层之下)的 Pt Ld ; 由东向西减薄
,

最东面大地 30 一 80 米 ; 棒子沟一甸南变化很大
,

O~ 20 D 米

(图 8
、

9 ) ; 姜家沟> 2 5 0 米 ; 车轮沟一带 0 ~ 4 0 米 (图 12 )
,

四棵杨树 2 0 0 米(图 8 ) ; 向西至麻泡

沟一本山坑和头道沟一二道沟减薄为 10 ~ 40 米 (图 4
、

7)
。

(3) 翻卷背斜倒转翼 (塑性断层之

上 ) 的 R
I
L d生只在局部保存少许

,

如在矿田西部芦家南沟滑动地体残块厚 O一 50 米 (图 5 ) ; 麻

泡沟一本山坑滑动地体残块厚 20 米
,

与其正常翼组成翻卷背斜 (图 7) ; 头道沟一二道沟滑动

地体残块厚 。~ 30 米
,

与其正常翼则组成平卧褶曲 (图 4 ) ; 在赵家南沟滑动地体残块和房身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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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m

SO t]

二二二二工旦、J

d 恩

可广

—/ M YZ

3

尸厂一
二

一一

图例说明
:

同图 8

图 n 青城子矿田翻卷褶曲复原剖面图

F ig
.

1 1 Pr of ile o f r ee u m be n t fof d in Qin g e h en gZ i o r e field

图例说明
:

同图 2

图 1 2

Fi g.

头道沟 2 4 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 1 03 队资料简化缩编 )

12 G e 0 10 glca l Pr of ile of th e 2 4 th lin e at To
u d ao g o u

一于家西沟缺失 (图 6
、

1 0 )
。

上 述 P t
l
Ld ; 厚度

如此变化
,

并在一些剖

面上出现二次或三次
,

这应与矿田翻卷褶曲有

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

但

值得注意的是褶曲轴部

没有 见到 增厚 的现 象

(图 7 )
。

(4 ) 翻卷背斜

前缘和倒转向斜下部各

地层也在减薄
。

3
、

矿田翻卷背斜前

缘和围岩
,

倒转翼和上

下正常翼都与塑性断层

接触 (图 8 中 6 9 1 6 孔可

能例外)
。

矿田倒转向斜普遍被塑性断层所破坏
。

现在前缘和倒转翼在矿 田西部呈滑动地体

残块出现
。

4
、

矿 田翻卷褶曲作用引起走向褶曲和有关岩层产状的规律变化 (图 3)

三
、

显微组构

标本采 自矿 田翻卷褶 曲
、

塑性断层两盘
,

遭受和未遭受翻卷褶曲作用影响的走向褶曲岩

层
,

包括大石桥组白云石大理岩和少数方解石大理岩
。

组构 (岩相和岩组 )研究¹ 表 明
: ( l) 矿

田翻卷褶曲及其影响范围内 (前缘以西达 1 公里 ) 为两期变形叠加区
,

在岩相上和岩组上都有

¹ 江克一
、

甘盛飞
,

辽宁青城子矿田横跨褶曲显微组构分析
,

佳林 全国第二届岩组会议论文
, 19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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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
。

早期岩相不见粒化
、

破裂
、

糜棱岩化
,

重结晶化现象
,

晚期叠加岩相除有这些现象外
,

还

表现为早期颗粒拉长
、

相互交代和解理弯曲
。

早期岩组特征是以 ab 面为对称面的 B 极密
,

晚

期的主要以 ab 面为对称面的 B 极密和以 b 轴为轴的 B + R 极密
。

这样
,

早期变形从宏观到微

观都是塑性流动的
,

晚期宏观塑性流动变形乃微区的弹塑性变形和粒内
、

粒间塑性流动变形的

综合表现
:
(2) 塑性断层两盘岩组

、

岩相与晚期叠加变形的一致
,

并不特殊 ; 两盘岩组方位也与

其产状一致 ; (3) 本区片理平行层理 (热静力区域变质产物 ) ¹
,

早期褶曲利用平行层理的片理

(如走向褶曲所示 )
,

晚期褶曲则利用平行层理的
、

受早期褶曲改造过的片理 (没有平行走向褶

曲轴面的片理
,

但可在揉曲发育的局部地段见到置换作用形成的片理 )
,

即两期变形的 A B 面

一致
,

只是随着晚期褶曲引起的早期褶曲岩层产状变化
,

使早期变形 A
.

B 轴在 A B 面上的位置

改变了
。

这使早期岩组不同程度消失
,

晚期岩组在新的 a
.

b一 轴位置上产生 ; ( 4) 如图 13 〔3〕表

明的
,

前缘褶曲两翼岩组的
。
轴随褶曲岩层弯曲

。

这可表明岩层沿片理做过左旋滑动
,

并且表

明岩组出现在先
、

褶曲形成在后
。

并暗示这个翻卷褶曲在形成过程中
,

顶部随正常翼 向下转 为

倒转翼而向前碾进
。

四
、

成因

图例说明
:
义 褶曲 ; ,

断层

图 13 翻卷褶曲前缘岩组与褶曲关系图
F ig

.

13 Sh o w i n g r e la t ion be t

wee
n r oc k s a t f r o n t o f

th e re e u m be n t fo ld a n d th e fo ld i n g

如果把辽河群的吕梁旋

回构造 看成 地槽 褶皱 带构

造
,

由此 出发去说 明青城子

矿 田叠 加褶 曲成 因是 困难

的
,

因为
: ( l) 矿 田翻卷褶 曲

规模大
,

前缘呈 弓形
; (2 ) 它

横跨东西 向走向褶曲
,

又是

建造内褶曲 ; ( 3) 翻卷褶曲前

缘
、

翼部
、

倒转向斜下部地层

都减薄
,

绝无加厚 ; ( 4) 翻卷

背斜 核部 为 M丫
2 ,

其 中有
“

末太古界
”

残块
,

产状散乱 ;

( 5) 矿 田北接走向褶 曲带
,

西

面和 南面与 回 曲构 造 区 为

邻 ; ( 6 )北面的走向褶 曲带与

地槽褶皱带不同º 。

矿 田叠

加褶曲形成应当说与回曲构造作用有联系
,

都是辽河群基底面状活化作用产物
。

¹ 江克一
,

早前寒武纪变质作用特征
,

长春变质作用与地壳演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 19 8 8

º 江克一
,

辽河群形成 的大地构造条件
,

辽宁地质学会年 会论文
, 19 8 5



第五卷 第三期 江克一等
:

辽东青城子矿 田的叠加褶曲构造

可以这样设想¹ º :
在辽河群原岩地台式堆积过程中

,

当面状的
、

不均匀上升的地下热流

袭来时
,

引起区域静力变质作用
,

形成片理平行层理的变质岩系
。

它处于塑性流动状态
,

由于

厚度不均匀出现重力滑动
,

形成走向褶曲
。

随后在一些地段
,

热流集中出现热锋
,

引起混合岩

化作用
。

区域变质作用一混合岩化作用既在辽河群里进行也在基底里进行
,

从而使地台式稳

定基底出现叠加变质一混合岩化和塑性化
,

并年青化
,

即基底面状活化了
。

热锋地段混合岩化程度增高
,

会出现混合岩浆
。

使内部出现等应力场
。

如所周知
,

固态颗

粒物体中有 10 一 20 %液态物体时
,

在差应力作用下会呈液态流动
。

即混合岩浆一经出现
,

那

里形成走向褶曲的差应力场会变为等应力场
,

并以稍大于原有的压应力向四面八方作用
,

使紧

密走向褶曲岩层产生倾向褶曲
,

组成 回曲构造这种叠加褶曲型式
。

当混合岩浆达到 lD ~ 20 %

后
,

例如矿 田翻卷褶曲根部地段
,

由于像地震那样的震动会使塑性化了的辽河群稳定基底 出现

北北西 向断裂
,

混合岩浆必然沿之上涌
,

上拱辽河群
。

先是大石桥组三段下部及其以下地层沿

断裂拱起
,

同时伸长
,

减薄 ; 继而混合岩浆沿 R Ld ; 和 R
,

Ld ; 之间向西挤入
,

形成倒转一平卧一

翻卷褶曲
。

房身沟一带上涌混合岩浆多些
,

向西挤入远些
,

导致翻卷褶曲前缘呈弓形
。

翻卷褶

曲作用过程中
,

岩层因伸长
、

减薄
、

尖灭而出现塑性断层
,

同时前缘碾动前进使下伏走向褶 曲出

现叠加变形
,

波及前缘以西达 1 公里
。

这种褶曲构造在青城子以西的厢房一黄花甸上涌构造

区» 很发育
。 T al bo t 盯“ 和 H al le r (在 T al bo t 论文中 ) 报导了东格陵兰有混合岩上涌作用形成的

褶曲构造
。

看来
,

上涌构造有一定的普遍性
。

五
、

找矿间题

矿 田内已知十三个矿床都在矿田翻卷褶曲作用范围内
,

都赋存在褶曲翼部
。

棒子沟矿床
、

甸南矿床
、

南山坑矿床
、

本山矿床
、

麻泡矿床
、

喜鹊矿床
、

北硷子矿床等
,

在明显受叠加褶曲作用

影响的走向褶曲翼部 ; 大地矿床在受叠加褶曲作用影响较轻的走向背斜褶曲北翼上
; 大东矿

床
、

头道沟矿床
、

二道沟矿床
、

三道沟矿床
、

矿洞沟矿床等
,

在于家大沟叠加背斜北段西冀上
。

要强调的是
,

矿床主要矿体普遍产在有主岩 (有利于矿化的岩层 ) 卷入的塑性断层里
。

这些是

构造控矿的反映
。

这些矿床都是吕梁旋回 (变质一 ) 混合热液层控矿床
; 含矿层位很多是个特

点
。

矿质来源于辽河群下部和
“

末太古界
” ,

矿床铅的模式年龄 290 ~ 87 2M a 〔5〕 。

这些年龄值

没有反映辽东的构造一热事件时期
,

不能代表成矿时代
,

只能是年青化¼的结果
。

矿 田东部矿床后期改造局限
,

西部各矿床则受到中生代断裂活动以及岩浆活动的强烈改

造
,

成为交代一充填热液矿床
。

在矿田东部找矿
,

从层控矿床特点出发是当然的
。

重要的是
,

西部改造矿床的矿质主要是就地迁移和重结晶的
,

在附近小断层切割原主岩层那一段集中矿

化
,

成为新矿体
。

也就是说
,

这些改造矿床仍是层控性质的
,

矿体仍赋存在切过一定层位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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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小断层中
。

对于找矿勘探
,

在矿田西部完全可以利用层控矿床构造一地化标志
;对于开采

找矿
,

则应充分注意矿床断裂型式
、

矿体形态等待征
。

青城子矿田勘探程度很高
,

但在矿田翻卷褶 曲作用范围内的褶曲翼部还有钻孔控制不够

之处
。

例如大地之南
,

棒子沟背斜南翼
; 于家大沟叠加背斜南段西翼

。

南山一芦家南沟滑动地

体残块一带的向斜两翼几乎是勘探空白区
,

需要控制
。

这些地段
,

都在褶曲翼部
,

有含矿层位

和主岩层
,

是找矿的好地段 ;如果塑性断层发育就更好了
。

同时
,

矿 田西部的 R
I

Ld ; 地区
,

属青

苔峪 回曲构造范围
,

也应开展找矿工作
,

矿化可能深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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