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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西部戈枕拆离断层构造

及金矿成矿作用

丁式江
(海南地质大队 )

提 要 戈枕断裂带为印支期形成的区域性拆离构造带
。

沿拆离带北东段主要以脆一韧性变形为

主
,

形成韧性剪切带构造 ; 南西段以韧一脆性变形为主
。

沿拆离构造带金矿床呈串珠状分布
,

并具等

距性
。

矿脉裂隙符合简单剪切裂隙的发育
,

它们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有五种情况
。

金矿化受韧性变

形强度的控制
。

戈枕拆离构造带经历了由韧性变形到脆性变形的演化过程
,

表现的金矿化也具多阶

段性
。

矿脉的类型
、

方位及矿脉所显示的时间关系可用它们赖以形成的变形作用解释
。

最后笔者指

出了本区进一步找矿的方向
。

关键词 海南 拆离断层 韧性剪切带 金矿

八十年代以来
,

构造地质学领域对伸展构造和拆离断层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

印支期伸

展作用形成的戈枕拆离断层构造控制了海南西部的金成矿作用
。

本文通过对戈枕拆离断层构

造特征的描述
,

对其控矿作用作了详细的探讨
,

并指出了今后进一步的找矿方向
。

然而因海南

地质工作的特殊难度
,

深感所观察的地质事实仅是一鳞半爪
,

谨以此求教于同道
,

以期能促进

海南金矿勘查事业
。

1 戈枕拆离断裂带构造特征

戈枕拆离断裂带 (图 ]) 分布在昌江县的金牛岭至东方县的公爱一带
,

走向 2 20 ~ 4 00
,

倾向

南东
,

局部倾向北西
,

倾角 50
“

一 80
。 ,

总长大于 50 km
,

宽 0
.

5 一 2
.

0k 。
。

该带动力变质作用十分

强烈
,

既有塑性变形又有脆性变形
,

具有多次继承性活动特点
.

且与金成矿关系密切
。

该断裂带

自北东向南西十分明显地控制着土外 山
、

抱板
、

北牛
、

红甫门岭
、

不磨五个金矿床及金牛岭
、

公

爱
、

中沙等三 个金矿点
,

是具有找矿前景的区域性金矿成矿带
。

戈枕拆离断裂带发育于奥陶系南碧沟群与中元古界抱板群接触带并局限于抱板群地层

中 北西盘为抱板群混合岩化岩石
,

厚度约 3 0 0 0 m
,

南东盘为亡生代地层
,

厚度大于 SOO0m
,

出

露奥陶
一

志留系的片岩
、

变质粉砂岩
,

石炭一二叠系的结晶灰岩
、

变质砂砾岩
。

其北东段和南西

段变形方式
、

变形强度
、

成矿作用有明显的差别
。

在侧视雷达影象上北东段和南西段亦有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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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第四系枯土砂
、

砂砾
; 2

.

上白平统抱 万群 页岩
、

砂砾岩
; 3

.

二叠系结晶灰岩
、

变质砂岩
: 4

.

石炭系变质砂 砾岩
、

结晶灰岩
; 5

.

奥陶 一志 留系变质粉砂 岩
、

千枚岩
、

片岩
; 6

.

中元古 界抱板 群混合岩
; 了

.

印支期混 合花岗岩
; 8

.

印支期花岗

岩
; 9

.

地质界线
; 1 0

.

不整合界线
; 11

.

糜棱岩带
; 比

.

断层 ; 13
.

金矿床 (点 )/ 预测矿床位置
。

图 1 戈枕拆离断裂带构造略图

Fig
.

1 Sc h e m a tie m a P o f G e 一 Z h e n d e ta e hm e n t fa u lt z o rle

前者为较宽的黑色条带
,

并与两侧围岩无明显色调界面
;南西段显示 为较窄的线性影象

、

两侧

影象有明显的色调反差
。

反映出该断裂带在不同构造层次的变形特征
。

1
.

1 戈枕拆离断裂带北东段

该段目金牛岭至大 田一带
,

长约 28 km
,

为脆一韧性变形环境
。

总体走向 3 3
。 ,

抱板以北倾向

北西
.

抱板以南倾向南东
。

拆离构造带下盘出露中元古界的混合岩化片麻岩
、

混合岩化片岩及

混合花岗岩
,

靠近拆离构造带眼球状混合岩较为发育
,

越靠近拆离带
,

眼球体的长短轴之 比明

显增大
。

上盘为古生界浅变质岩系
,

发育各种宽缓褶皱
、

尖棱褶皱及一些脆性断裂 (图 2 )
。

下盘

岩石的变形和变质较上盘强
,

根据矿物组合特征
,

下盘岩石为角闪岩相
,

上盘为绿片岩相
,

中间

缺失渐变过渡
。

拆离构造带内发育多条韧性剪切带
,

剪切带内发育极为丰富的指向性小构造
,

如韧性剪切

褶皱
、

糜棱面理
、

矿物拉伸线理
、

柔皱等
。

其中的拉伸线理向北东方向侧状
,

侧 伏角约 4于
,

指示

该剪切带既有上盘相对下盘的向下滑动
,

又有逆时针平移的性质
。

剪切带顶部为一套退变质的

每泥石化超碎裂岩或构造片岩
。

因边界条件差异及岩性的不均一性等
,

该拆离带内岩石的变形状态有所差别
。

拆离带西部

主要发育糜棱岩化岩石
、

眼球状片麻岩
,

局部地方 见糜棱岩
。

而拆离带的东部靠近
_

匕盘层位主



第六卷 第一期 地质找矿论丛

要发育糜棱岩系列岩石
。

由于二

者的变形状态有别
,

因而金成矿

作用也有差异
。

该拆离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

是发育一套糜棱岩系列岩石
。

分

为初糜棱岩
、

糜棱岩
、

超糜棱岩和

千糜岩等
。

这些岩石主要由石英
、

长石的透镜状残余体和云母
、

绿

泥石等矿物的片状集合体组成
,

后者多为热动力下重结晶的新生

矿物
,

围绕前者构成 眼球状的残

斑系
。

构造岩的塑性变形显著
,

如

石英的波状消光
、

变形纹
、

亚颗粒

与动态重结晶
、

核慢结构
、

云母的

“四
‘

回
2

回
3

目
‘

口
5

圈
6

圈
7

因
8

回
9

图例说明
:
1

.

奥陶一志留系
; 2

.

中元古界抱板群
; 3

.

印支期侵入岩
; 4

.

石英绢

云母片岩
; 5

.

混合岩
; 6

.

混合岩化片麻岩
; 7

.

糜梭岩
, 8

.

混合花 岗岩
; 9

.

伟晶岩

图 2 南清河地质剖面图

Fi g
.

2 5七c tlo n m a P o f g eo 10 g y in N a n q ln g 形ver

扭折带等
。

随着拆离带构造的不断演化
,

同样可见带内构造岩的脆性变形
,

如长石的双晶位错
、

长石斑晶的碎裂化和石英颗粒边缘的碎粒化等均为脆性变形的产物
。

表明该断裂带由塑性向

脆性演化
。

1
.

2 戈枕拆离断裂带南西段
但l
.

J二P二S一一巨二�土三一l下叹一一
。L一、一图匡一G一一手�一bJ匡匡匡巨巨

分布于大田南至中沙一带
,

为韧一脆

性变形环境
。

全长 2 2kln
,

总体走向 2 30
,

其

中中段走向近南北
,

倾向南东
。

拆离带上盘

为奥陶一志留系黑云石英片岩
,

二叠系结

晶灰岩
、

变质砂砾岩
。

岩石褶皱和断裂构造

发育
。

下盘为中元古界混合岩
、

混合岩化片

岩
、

片麻岩
,

局部见糜棱岩
。

变质矿物共生

组合为
:

石英 + 斜长石 + 白云母 士黑 云母

士绿泥石士 荃青石
,

其变质相达高绿片岩

相或角闪岩相
,

反映出高温中低压的变质

作用
。

下盘岩石褶皱构造也较发育
。

拆离构造带内发育条带状混合岩
、

混

合岩化片岩及少量糜棱岩
。

混合岩中韧性

变形显著
。

如石英的波状消光
、

变形纹
、

亚

颗粒等
,

长石矿物的碎斑常为片状重结晶

矿物包围
。

显示内部单斜对称性
,

其几何形

图例说明
: A

.

下盘变质核杂岩 D
.

拆离断层带 B
.

上盘系统

1
.

白奎系沉积盖层
; 2

.

石炭一二叠系结晶灰岩
、

变质砂砾岩
; 3

.

奥

陶一 志留系片岩
, 4

.

中元古界抱板群变质长英质杂岩
; 5

.

同构造

期混合花岗岩
; 6

.

糜棱面理
, 7

.

糜棱线理
; 8

.

绿泥石化超碎裂岩
;

9
.

矿体
。

图 3 戈枕拆离断层构造模式

Fi g
.

3 Stu c tur e m o d e l o f G e 一Z hen d e ta 亡h m e n t fa u lt z

on
e

态可以作为指示剪切方向的可靠标志
。

拆离带穿过大 田岩体时
,

岩体内的片麻理极为发育
,

且

产状与拆离带一致
。

下盘岩石中可能存在次级滑脱面
,

局部的掩卧褶皱构造显示塑性变形特

点
。

此段变形总体不及北东段强
,

反映了较浅构造层次的变形
。

由于后期的构造叠加
,

在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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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内还见宽数米破碎带
,

充填细粒花岗岩脉和硅化脉
,

表明拆离带演化后期 已趋脆性变形状

态
。

1
.

3 戈枕拆离断层形成模式

戈枕拆离断裂带分割的上下两套地层的变形变质存在极大的差异
,

上盘岩石的变形和变

质较下盘弱
,

两者反映了不同构造层次的变形变质作用
,

中间缺乏渐变过渡
,

从而使由上盘到

下盘变质相带发生突然的加深
。

岩层与拆离带在大范围内相互平行
。

本区金矿成矿作用据绢

云母39 A r
一

‘。A ; 测定为 22 8 士 SM a 〔“J ,

相当于印支期
,

而金矿化是与拆离断层同构造期形成的
,

因而拆离构造的时代也为印支期
。

从而建立了戈枕拆离断裂带构造模式 (图 3 )
:

印支期北东东

一南西西方向的伸展作用
,

在中元古界抱板群岩石和古生界地层接触带附近形成了戈枕拆离

断层
,

同时这一时期还有大量岩体及脉岩的侵入
,

如大田岩体
,

总体走 向北 东
,

错石 U 一 Pb 同

位素年龄为 2 3 6 士 10M a ,

显然是伴随伸展作用而侵位
。

上盘岩石因巨大的位移而遭受构造剥

蚀
,

使 古老基底 出露地表
。

拆离断层在较深的层次下表现为巨型近水平韧性剪切带
,

因拆离构

造带不断演化及后期构造运动
,

使断层面弯曲
,

改变其 初始的低角度
,

形成现在所见的高角度

状态
,

局部甚至可以形成直立或倒转产状
。

2 戈枕拆离断层构造控矿作用分析

戈枕拆离断层构造是区域性的金矿控矿构造带
,

金矿床沿拆离带成串珠状分布
。

金矿化产

在拆离构造带的小构造中
,

这些构造是高度可渗透带
,

为矿化的有利场所
。

矿化类型
、

矿脉展布

还与拆离带内变形状态有关
。

2
.

1 构造几何形态控矿作用

金矿床由一个或数个矿带组成
,

各矿带的产出一般平行于拆离构造带的方向
, _

巨绝大部分

矿带位于拆离构造带中
。

据侧视雷达图象解译
l 了

一

} ,

金矿床与线性体
、

环形体之间有如 下二种空间关系
:
(l )金矿床多

位于多组线性体的锐角交汇部位
,

(2) 位于环形体和线性体的交切部位
。

且各矿床 (段 )成等距

分布特点
。

已发现的土外山
、

抱板
、

二甲金矿床都沿北东向的戈枕拆离断裂带呈 10k m 等距分

布
,

而各矿段之间呈 sk m 等距分布
。

韧性剪切带由窄变宽的膨大部位
,

尤其是二条剪切带的分支复合部位
,

常出现成群成带的

矿体
,

并对金矿体的富集和定位起较大作用
。

矿体的侧状与矿物拉伸线理方向一致
,

如二甲金

矿红甫门岭矿段
。

2
.

2 矿脉展布

通过对二甲金矿区矿脉裂隙系统的分析表明
,

矿脉的展布符合简单剪切系统裂隙的发育

(图 4 )
。

创门在空间上的分布归纳为以下五种情况
: a

.

金矿体 (脉 )成浸染状弥散于剪切带变形

最强烈的中心部位之糜棱岩系列岩石中
,

笔者称之为浸染脉
。

b
.

金矿体 (脉 )产在拆离带内主剪

切带两侧的剪切裂隙(P
、

D
、

R )系统内
。 。

,

矿体 (脉 )产在拆离带内主剪切带两侧的张裂隙(T )

中
。

d
.

矿体(脉 )产在拆离带下盘的褶皱层间裂隙内
。 e

.

矿体 (脉 )产在拆离带上盘的裂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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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2
.

2
.

1 浸染脉 (实例
:

红甫门岭矿

段 )

分布在拆离带的韧性剪切带中
,

规模较大
。

此类脉成浸染状位于剪切

带中心部位
,

如糜棱岩型及硅化岩型

矿脉
。

它们是伴随着韧性剪切作用
,

在

强应变部位
,

硅质相对集中成石英细

脉或透镜体分布在面理中
,

金的地球

化学性质也决定了它能同硅质一起相

对聚集在强应变带内
。

此类脉大都平

行剪切带走向
,

其力学性质属剪切脉

系统
。

一
剪切边界

图例说明
: R

.

低角度里德尔剪切裂隙
; R , .

高角度里德尔剪切裂

隙
; P

.

压力剪切裂隙
; D. 主剪切裂隙汀

,

沿应变椭球体 Y z 面形成

的张裂隙(与 S 叶理垂直)
。

图 4 脆一韧性剪切带内剪裂和张裂的方向

(据 R 。比 r ts) (平行 x z 面 )

吮
.

4 S h o w ln g th e or e in ta tlon
o f sllea r in g a n d e x te n sio n a 】

f rac n jreS wi th 加 b rlttle
es
d u e ti】e shea r

zo ne

例一名一�的一万匕一才玲图习一一O�一比一冷乞不\
l曰L

护...L-p� .

[
,、-x

N
l

2
.

2
.

2 剪切脉 (实

例
:

那都矿段 )

此类脉通常产在主

剪切带旁侧 (图 5)
。

岩

石的韧性变形稍弱
,

矿

化类型多为石英脉型和

石英蚀变岩型
。

显示裂

开一愈合结构
,

脉是振

荡运动和高流体压力下

形成的孔隙充填物
。

其

中 D 型脉平行于剪切

带走 向
,

规模大
,

品 位

高
。

如那都矿段
,

此组脉

地表断续延长 45 0m
,

平

那都矿段简图
N !}

v :
分

} F // 尸

D /

尽
I‘

,,’’

刀岁
,

/ / / 2

图例说明
: 1

.

奥陶一志留系
; 2.

意义同图 4

图 5

Fi g
.

5 Sc h e 们n a t ic

中元古界抱板群
; 3

.

糜棱岩带
; 4

.

矿脉及编号
、

产状
; 5.

各类脉系展布示意图

ma P sh o w ln g d ls tr ib u ti on
o f go ld v e in s

均厚 0
.

sm
,

金品位 1
.

19 一 23
.

9 9 /t
。

R 型和 P 型脉与剪切带走向有一定交角
,

一般 150 士
,

而本

区交角大者可达 20
’

一30
。 。

R 型为里德尔剪切裂隙
,

扩容最显著
,

因而最容易含矿
,

本区这组裂

隙走向多为 1 0
0

一 2 5
0 ,

倾向南东
,

倾角 2 0
0

一 5 0
0 ; P 型为雁列状斜剪切脉

,

走向 5 0
0

一 6 0
0 ,

倾向南

东或北西
,

倾角 30
。

一 6 0
“ ,

这两种脉规模均不大
。

不磨金矿区产于褶皱翼部层间裂隙中的含金

石英脉透镜体
,

其力学性质也属剪切脉
。

2
.

2
.

3 张性脉 (实例
:

北牛矿段 v 2 3

矿体)

产于主剪切带旁侧
,

这类脉可在纯剪或简单剪切作用下发育而发
。

由于初始应变导致出来

的垂直主拉伸方向的一系列雁行张裂隙
,

这些烈隙与剪切方向在初始阶段呈 45
“ ,

然后随着递

进的剪切应变不断改变其方位
,

从而发育成横过有限剪切应变强度中心的
“S ”
形

。

北牛矿段 V 23

号矿体的主要控矿构造为张性断裂破碎带
,

长度大于 45 0m ,

宽 13 一 22 m
,

延深大于 4 00 m
。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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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矿体走向近 E w
,

倾 向北
,

倾角 5 0
0

~ 5 8
0 ,

长 2 9 om
.

厚度 0
.

6 9 ~ 5
.

4 Jm
,

品位 1
.

9 1 一

19
.

5 49 /t
,

单样最高品位 56 1
.

02 9 /t
。

今后应注意在东段向南东
,

西段向北西方向追索矿体
。

2
.

2
.

4 上盘裂隙系统矿脉

现已发现的实例为中沙金矿点
,

产于拆离带上盘的脆性裂隙系统中
,

为含金石英脉型
。

围

岩为奥陶一志留系的变质粉砂岩
。

2
.

2
.

5 矿脉展布与矿化关系

为探讨拆离带内矿脉展布与金富集程度的关 系
,

对红甫 门岭矿段 V 。

矿体 10 个穿脉坑道

进行金品位与构造因子的关联度分析
。

选择 5 个构造 因子
,

x , :

矿体走向 (度) ; X Z :

矿体倾角

(度 ) ; x 3 :

矿体水平厚度 (m ) ; x 今 :

硅化岩水平厚度 (m ) ; x s :

矿体上 厂各 5 米内千糜岩水平厚度

(m )
。

经灰色系统中关联度分析
.

得出如下结果
: r ,

= 0
.

7 7 7
, r :

= 0
.

7 5 7
.

r 3
= 0

.

7 5 7
, r ;

= 0
·

6 3 2
, rs

一 0
,

7 6 8
。

按照上述关联度次序表明
:

矿体走向变化对金品位影响最大
,

矿体附近千糜岩厚度对

金品位影响次之
,

矿体倾角及厚度对金品位也有影响
,

但硅化岩厚度的变化对金品位的影响明

显减少
。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
,

对红甫门岭矿段 17

一 2 5 勘探线选择对金品位影响最大的矿体

走向进行统计 (图 6 )
,

结果表 明
:

在走向方 向

上金品位存在三个峰值
,

分别为 1 9 00 一 j95
“ ,

21 00 一 2 15 : 2 4 50 一 2 5 00 范围 内金 品位较高
,

而在 2 3 00 一 2 3 5
“

方 向上金品位较低
,

因剪切

带总体走向为 3 3 (2 一3
口

)
,

因而 2 1 0
0

一 2 工5
0

方

向代表 。 型裂隙方向
,

而 19 0
0

一 19 5
。 ,

2 3 0
0

一

2 3 50 这二组分别 代表 R 型和 P 型裂隙方 向
,

从而表明 D
.

R 型裂隙含金性好
,

而 P 型裂隙

则差
。

这 一结 果对指导本区找 矿具有普遍意

义
。

并且说明里德尔剪切准则在韧性变形区

也具应用价值
。

在 2 4 5
。

~ 2 5 00 方向金品位高
,

可能与统计祥品较少有关 (l 个样 )
。

2
.

3 构造变形强度控矿作用

17 一) l凡(J 19 〔, 2 (l(户 2 1 0 2 2 0 2 3 0 2 4 0 2 5 0

走向

图 6 金品位与矿体走向关系直方图

F ig
.

6 1{ist o g r a m s h o w in g r e la tio n s be tw e e n g o ld

g r ad e a n d s t rik e o f v e in s

金矿化受韧性变形强度的控制
。

矿体产于应力集中带内
,

形成一些透镜状
、

条带状矿体
。

如

二甲金矿 区由东西两个矿带组成
,

自东向西由于构造应力逐渐减弱
,

东部主要为糜棱岩系列岩

石
,

西部则为糜棱岩化或正常岩石
。

从微观分析
,

这种正常岩石也受到韧性变形
,

但属于低应变

带
。

因而在东矿带形成糜棱岩型
、

硅化岩型矿石
,

且矿体规模大
,

品位富 ;
西矿带形石英脉型

、

石

英蚀变岩型矿石
,

矿体规模小
。

另外
,

不磨金矿钻孔资料显示矿化产于强应变带内
,

紧靠含金石

英脉的两侧围岩为糜棱岩或糜棱岩化岩石
,

且变形愈强
.

矿化愈好
。

2
.

4 拆离断层成矿作用的阶段性

拆离断层构造是一个长期
、

阶段性的构造事件
。

戈枕拆离带经厉了由韧性到脆性变形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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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构造对金矿化控制作用还明显地表现 出矿化的多阶段性
。

大体可以分为硫化物一微细粒石

英阶段
、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

硫化物一石英脉阶段和碳酸盐阶段
。

而金主要发育在硫化物一微

细粒石英阶段及硫化物一石英脉阶段
。

其中黄铁矿按其晶出先后还细分为
:

在韧性剪切作用阶

段形成的微细粒 自形浸染状黄铁矿
;
与金属硫化物

、

自然金共生
,

呈脉状充填于超糜棱岩中的

半自形中细粒黄铁矿
;
产于石英脉中的半自形中粗粒黄铁矿等三个阶段

。

金主要呈 自然金形式
,

多数充填在石英
、

金属硫化物的裂隙及晶隙中
。

虽然在整个糜棱岩

带内有程度不同的金矿化
,

但构成工业意义的矿体
,

还与晚期含金热液的叠加有关
。

在拆离带

由韧性向脆性转化的过程中
,

岩石常产生一些细小裂隙
,

含金热液沿这些裂隙贯入
,

金矿物常

与黄铁矿
、

毒砂
、

闪锌矿等共生于裂隙中
,

使金品位增高
。

对本区地球化学异常元素作因子分析
,

其因子载荷见表 1
。

因子 F ,

代表 A u 、

As
、

Ag
、

Cd 元

素
,

反映中低温热液成矿活动
,

为金的成矿因子
。

因子 F :

代表 H g
、

A u
元素

,

反映另一次低温热

液活动
,

金再次富集
。

F , 、

F :

因子得分图显示
,

高得分区呈北东向带状分布
,

与戈枕拆离带位置

吻合
,

表明该断裂带成矿作用的多阶段性
。

表 1 抱板一二甲异常正交旋转因子载荷

Ta b le l 凡
eto r Ioa d in g In a

tri
x o f n l到n

or
ele m e n ts in Ba

O
加

n 一
E rj 成a

一一

黔追过
盏盏 A UUU A sss

吮吮 Cddd Aggg 方差贡献献

FFF --- 0
.

6 12 666 0
.

7 5 8 666 0
.

0 0 5 666 0
。

8 3 1666 0
.

7 3 6 222 2
.

2 7 0 333

FFF 222
0

.

6 16 777 0
.

1 6 5 777 0
.

9 5 5 999 0
.

19 1999 0
.

0 6 2 333 1
.

3 6 2 444

(据江西物化探大队 )

3 戈枕拆离构造成矿作用

3. 1 成矿物质来源

贵阳地化所对抱板群岩石中微量元素分析显示
:

混合岩化叠加的变质岩金的含量高
,

变化

大(又一 55
.

6pPb )
,

方差值大
,

反映出混合岩化作用过程促使金发生活化
、

迁移
,

并初步富集
。

未

受混合岩化叠加的各种片岩
、

片麻岩的金平均值为 6
.

gPP b
,

可能代表了地层原始的背景丰度
,

它是地壳中金的克拉克值的 1
.

6 倍
。

因而抱板群岩石可能是本区金矿化的矿源层
。

3. 2 硫同位素

对矿石及顶底板围岩 28 个黄铁矿
,

毒砂硫同位素资料统计 (图 7 )
:

其硫同位素组成十分

相近
,

变化范围小
,

尹s编为 1
.

85 ~ 8
.

59
,

平均 5
.

6 1
,

标准离差 1
.

82
,

反映了矿石与围岩的硫来

源一致
,

矿石中硫来自较深部位
。

本区硫同位素以富含重硫为特征
,

可能和深部岩浆热液有一

定的联系
。

3. 3 热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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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

图 7 二甲矿区硫同位素组成

(广东地研所测试 )

F ig
.

7 Plo t sh o w in g s u lfu r is o to pe co m p }

s ition o f E rjia c a们n P

图例说 明
: 1

.

下盘超碎裂岩顶 盖
; 2

.

角砾岩化带
;
3

.

退化 反应
.

碎裂作用

和热液蚀变带
; 刁

.

变形和蚀变花岗岩

图 8 拆离断层带成矿模式 (据 G. Li ste
r )

Fig
.

8 M in er a liza tio n m 阅
el o f d e ta eh m e n t fa u lt z o n

有关拆离构造成矿作用
,

高热的流体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

伸展作用期间
,

地壳变薄
,

地慢上

隆
,

形成高的地热梯度
、

高流体压力
。

其中高流体压力引起压溶作用和水解弱化作用
,

有助于由

应变引起 的重结晶作用和新矿化作用
。

促进退化变质和蚀变作用
。

有两种不同性状的流体作用于拆离构造带 (图 8 )
。

上盘岩石的强烈引张和侧向位移使得

上盘的裂隙发育
,

许多正断层延及地表
,

对循环的热流体起着通道作用
。

而下盘的高热流岩系

是从较深层次拖拉上来的
,

岩浆活动又增添了额外热量
,

这祥可在渗透的上盘内构成大规模的

循环体系
。

由于上盘断裂与近地表的大气降水相连接
,

从而形成氧化的化学性质
。

下盘的还原

流体至少部分是火成或变质源的
,

其热力活动可使下盘岩石中的金属元素活化
、

迁移
,

随着热

液体沿拆离带上升
,

在与上盘流体相汇合地带
,

由于氧化一还原势的急剧变化
,

形成连续的
、

大

规模的矿化作用
。

下盘还原性流体穿过拆离断层向上盘较冷的岩石移动
,

也能使上盘发生矿化

作用
。

尤其是流体与砾岩
、

不纯灰岩相交代时
,

可在上盘形成较好的矿化
。

戈枕断裂带北东段
,

可能是由于拆离带顶部盖有渗透性差的绿泥石化超碎裂岩
,

起着隔挡层的作用
,

因而矿化仅局

限于拆离带内
。

而南西段
,

岩石相对脆性
,

流体可以穿过拆离带向上盘裂隙系统运移
,

在适当的

场所淀积
。

4 矿脉定位模式

构成金矿脉的矿带和脉系显示出矿化类型在垂 向和侧向上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
,

尽管矿

娜的展布相当复杂
,

然而矿脉类型
、

方位以及矿脉所显示的时间关系
,

可用它们赖以形成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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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作用解释
。

矿床的下部
,

以韧性变形作用为主
,

矿化以浸染状脉出现
,

如二 甲金矿区红甫门岭矿段
。

矿

床中部
,

矿脉既产在脆性构造中
,

也产在韧性构造中
,

矿脉包括张性脉
、

剪切脉
,

局部也可产生

浸染脉
。

产在这一部位的实例有北牛矿段
、

不磨金矿
。

矿床上部以脆性构造为主
,

为拆离带演

化后期近地表状态下的变形
,

破碎带内充填含金石英脉
,

如中沙矿点
。

5 找矿方向

根据矿床 (段 )等距分布规律
,

二 甲金矿与不磨金矿间距约 20 k m
,

如按矿段 sk m 等距模

型
,

则二 甲金矿与不磨金矿之间存在三个预测找矿靶区〔图 1 )
。

对韧性剪切带构造应予足够重视
,

在韧性剪切带内往意寻找浸染状矿脉
。

二甲金矿 区西

带
,

糜棱岩化岩石及眼球状片麻岩中
,

注意寻找各类剪切脉
、

张性脉
,

这类矿脉多为含金石英脉

型和石英蚀变岩型
。

在抱板金矿
、

土外山金矿
、

不磨金矿
、

北牛矿段深部有可能找到新的浸染状矿脉
。

拆离断层作用可在上盘裂隙系统中形成各种类型的矿化
。

因而在戈枕拆离带西南段
,

应注

意寻找上盘含金裂隙系统
,

特别是灰岩
、

砾岩层位中的裂隙系统
,

这些部位是有利的容矿构造
。

6 结论

a
.

戈枕断裂带是印支期伸展作用下形成的拆离断层构造
。

拆离带下盘为中元古界变质核

杂岩体
,

上盘为生界浅变质岩
,

拆离带内发育韧性剪切带构造
。

b
.

戈枕拆离带为区域性的金矿控矿构造
。

金矿化受韧性变形强度的控制
,

成矿作用具多阶

段性
。

矿脉的类型
、

展布与变形作用密切相关
。

c
.

抱板群为金的矿源层
。

沿戈枕拆离带具有良好的金矿找矿前景
,

并应开展上盘裂隙系统

的金矿找矿工作
。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黄香定总工程师
、

陈哲培主任工程师的指导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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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n o r th e a s te r n Pa r t 15 ma in ly o f b rittle 一 d u ct ile d e fo rm a tio n , a n d the so u th eas te r n 琳r t
,

du e ti le 一

br ittle d e fo r m a tio n
.

G e
一 Z h e n D FZ 15 a ls o a o re 一 e o n tr o lle d s tru e tu r e a lo n g w h ieh im Po rta n t Pr im ar y

go ld oc cu r re n c es ar e m a in ly e o n fin ed to stru c tu ra l c o n ta c ts
·

G o ld v e in 15 filled in th e fr a c tu res
.

w hi c h

fo r m ed in th e sys te m o f sim Ple sh e a r
.

G o ld m in e r aliz a tio n in te n si ty 15 e o n tr o lled b y th e s tre n g th o f d u c--

tile d efo r m a tio n
,

T h e D F Z h a s u n d e rg o n e d u e t ile一 to 一 b rittle d e fo r m a tio n
.

T he re 15 a s e r ie s o f m in e r a l
-

如tio n e户又 he s
.

T h e type s a n d d is tr ib u tio n of g of d v e in s ar e elo sly r e la te d to th e ir d e for m a tio n s
.

T h e

Ps pe r fi n a lly po in ts o u t the Po ss ib le Pros pe e tin g a r e a in thi s di str ie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