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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歪头山铁矿控矿构造的新认识

韧性剪切带的控矿作用
¹

张瑞华 王守伦
( 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

提 要 歪头 山铁矿是较典型的鞍山式沉积变质铁矿之一
,

其成矿建造及控矿构造曾有过许多论

述
。

本文试图通过对该区韧性剪切带的发育及变形特征
,

阐明其对铁矿床的控制作用
。

歪头山铁矿

的控矿构造由单一的褶皱发展到了褶皱+ 韧性剪切带
。

关键词 歪头 山铁矿 韧性剪切带 控矿构造摺皱

1 概况

歪头山铁矿地处辽宁省本溪市境 内
。

是地质研究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

前人曾在此地进

行过多次地质勘查和研究工作
,

并对成矿建造及控矿构造方面有过许多论述
。

我们在前人工作

基础上
,

于 93 年在此地进行了详细地质调研和构造分析
,

从而提出了一些新认识
。

供大家参

考
。

歪头山铁矿属鞍 山式沉积变质铁矿
,

铁矿产于太古代鞍山群地层中
。

含矿岩系主要 由一套

斜长角闪岩
,

磁铁石英岩
,

阳起石英岩
、

阳起石英片岩
,

石榴黑云阳起片岩等组成
。

控矿构造起

初认为是一套单斜构造
,

其后经过构造分析
,

认为是一套褶皱构造
仁‘〕

,

进一步研 究发现为两期

近南北向共轴叠加褶皱
,

晚期又有近东西向宽缓褶皱
。 〔2

, 3·

‘口
该区内岩浆活动强烈

,

除太古代花

岗岩类外
,

晚期闪长粉岩脉
,

煌斑岩脉也很发育
。

通过构造解析
,

我们在该区发现了几条较大型

的韧性剪切带
,

其对铁矿的形成起着很重要的控制作用
,

并与褶皱构造一起共同控制了铁矿的

产出状态及富集规律
。

一提起韧性剪切带
,

人们往往把它与金矿联系起来
,

而对铁矿则研究得较少
。

本文力图通

过对歪头地区韧性剪切带特征描述及控矿作用
,

把铁矿床的控矿构造由单一褶皱控矿
,

发展到

褶皱
一

韧性剪切带控矿
,

从而把太古代铁矿构造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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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造格架及韧性剪切带特征

矿区内主要有两期褶皱构造
,

早期褶皱 F ,

轴向近南北
,

枢纽向南南东倾伏 (图 1 )
。

从区域

规模~ 片内褶皱均有发育
,

前者如整个矿区的褶皱
,

后者多为一系列紧闭同斜褶皱和钩状体
。

发育轴面面理 S ,
(即区域片麻理 )

。

局部可见 S ,

切割早期 S 。

面理
,

大部分地区则完全置换
。

发

育小型窗棍构造及皱纹线理 1,

等
。

F :

为近共轴叠加褶皱
,

多为中小型规模 (3 ~ sm )范围内的紧

闭一中等开阔褶皱 (图 2 )
。

大部分地 区 F:

受控于 F , ,

局部可见 F :

改造 F ,

现象
。

由于受韧性剪

切带的影响
,

F :

多具牵引特征
,

其轴面面理不发育
,

见有粗大的窗权构造
。

一
S W

门
川

川

等值线 14
.

3 %一 4
.

8 %一 1
.

4% 一 0
.

5% (120 个点
, S ; )

图 1 5
,

面理组构投影图解

F ab r le Pr o je e t io n d ia g r a rn o f 5 1
fo lia t io n

.

图 2

F ig
.

2

tw e e n F I

F
,

紧闭褶皱及 F
,

与 F :

盈加现象素描

S k e teh o f F l tig h t fo ld s a n d o v e r laP be
-

a n d F Z fo ld s
.

矿 区内韧性剪切带可划分为 3 条
,

最大的一条为穿过南北采区
,

走向北北东一南南西
,

宽

约 20 一 3 0m
,

长约 1 0 0 0m 的带状构造 (D F ;
)

。

两条次级韧性剪切带位于北采区
,

与 D F ,

平行
。

规

模小
,

宽几米
,

长约百米 (图 3 )
。

韧性剪切带内岩石变形强烈
,

呈密集板状
,

条带状和构造透镜体出现
。

长英质脉体被拉长
,

拉断和透镜化
。

塑性强的岩石内可见早期 s ,

面理发生 s 形弯曲
,

形成糜棱面理 s m
,

岩石破碎

成糜棱岩和糜棱岩化岩石
。

如歪头山南采区所见 (图 4 )
,

前人所定的一套
“

砾岩
“ ,

实为一套韧

性剪切带造成的构造岩
,

由斜长角闪岩形成的糜棱岩和长英质透镜体拉长的脉体组成
。

显微镜

下可见岩石具明显的塑性变形特征
,

片状矿物黑云母和角闪石具挠 曲和膝折变形
。

粒状矿物长

石
、

石英压扁拉长并具波状消光
,

部分具边缘粒化和动态重结晶现象
。

韧性剪切带内的褶皱构造
,

多为一系列剪切滑动造成的牵引褶皱
。

常发育于 F l

褶皱的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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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铁上部 2
.

二层铁下部 3
.

三层铁下部 4
.

脆性断层 5
.

二层铁上部

6
.

三层铁上部 7
.

韧性剪切带 8
.

地质勘探线

图 3 歪头山铁矿矿体分布及韧性剪切带分布平面图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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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韧性剪切带素描图 (南采 区西侧)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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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沿早期面理 5 1

剪切滑动而弯曲变形
,

基本上

未改变 F ,

褶皱的总体格架
。

只是在翼部的次级褶

皱
,

沿剪切方向因剪切热液活动而造成的退变质

作用
,

有绢云母定向生长
。

在剪切褶皱转折端位置

发育有皱纹线理
,

交面线理和小型构造透镜体‘

根据韧性剪切带内部构造变形特点
,

我们推

测其活动时间大致 在 F ,

褶皱之后
,

与 F :

同期或

稍晚
。

在 F ,

褶皱形成轴面面理 5 1

基础上
,

发生剪

切滑动
,

形成一系列剪切带
,

并伴有韧性变形构造

特征及退变质作用
,

塑性强的地区
,

进一步发生褶

皱作用
,

形成第二期褶皱 F Z 。

也有剪切带与 F :

褶

皱复合的地段
,

由于韧性剪切作用影响
,

F Z

更 紧

闭
,

变形也更强烈
,

并造成翼部的牵引特征
。

根据韧性剪切带内岩石及矿体的变形特点
,

可知韧性剪切带的活动既存在水平剪切 (南东向

北西逆时针 )
,

又有沿 5 1

面理方向的逆冲运动
。

总体上是由南东向北西沿 s 工

面理的斜冲运动
。

其变形早期以韧性为主
,

晚期逐渐向韧脆性转化
。

3 韧性剪切带对铁矿床的控制作用

褶皱构造对歪头 山铁矿的控制作用前人 已有过详细论述比
“〕

,

我们在此就不再介绍
,

而主

要谈一下韧性剪切带的控矿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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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规模看
,

歪头山 1
、

2
、

3 层铁矿在北端形成巨厚矿体
,

这可以在图 3 中看出
。

平面上

铁矿的出露面积很大
,

从实际开采情况看
,

愈往深部铁矿越少
,

且纵 向差别很大
。

另外根据 Fl

褶皱向南倾伏的特点
,

应该在倾伏端有大矿体富集
。

而实际上则是在翘起端矿体加厚
,

而倾伏

端则没有大矿体
。

这主要是受较大型韧性剪切带的影响
,

由于水平方向上由南向北的逆时针剪

切以及垂向上 由深部向浅部的逆冲
,

造成铁矿体在北端富集加厚
。

从各剖面线地质图中也可以看出韧性剪切带的控矿作用
。

以 D F ,

为例我们选取了 4 线
、

7

线和 13 线三条剖面 (图 5
,

剖面线位置见图 3 )
,

矿体依次越来越靠近 D F ,

韧性剪切带
。

位于北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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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长角闪岩 3
.

混合片麻岩 4
.

阳起石英岩 5
.

煌班岩脉 6
.

阳起石英片岩 7
.

石榴阳起石英片岩

8
.

黑云阳起石英片岩 9
.

黑云母绿泥石 片岩 10
.

O E ,

韧性剪切带

图 5 歪头山铁矿各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剖面线位置见图 3)

Fig
.

5 Se
etio n o f ea eh g e o lo g ica l Pros pe e t lin es in W

a it o u Sh a n

采区的 4 线和 7 线剖面图中
,

矿体绝大部分处于 D F 、

韧性剪切带的上盘
,

以抬升为主
。

少部分

处于 D F 、

之中
,

被进一步拉长及透镜化
。

从 7 线剖面图中可以看出
,

3 层铁矿形成较完整褶皱
,

1
、

2 层则被剪切拉长
,

呈透镜状条带
。

同时
,

3 层的弯曲也是不均匀的
,

厚度变化很大
,

并有膨缩

现象
,

在东翼也有拉薄
,

拉断现象
。

4 线相对离 D F ,

较远
,

各层矿体比较稳定
,

只是东翼有些拉

薄现象
。

而 13 线剖面图中各层矿体均处于 D F ,

韧性剪切带之中
,

以透镜状拉长为主
,

局部拉

断
,

其周 围岩石产状也发生了变化
,

呈动态性产出
,

原始层序被破坏
。

从褶皱不同部位铁矿体的厚度来看
,

各部位矿体厚度不均匀
,

甚至尖灭
。

这除了褶皱本身

的影响外
,

韧性剪切作用占了主导地位
。

从南
、

北采区铁矿对 比来看
,

北采区内各层矿体出露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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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
,

而南采区则 比较复杂
,

受剪切作用较强
,

形成一系列矿体片
,

甚至缺失矿体
。

韧性剪切带晚期的韧脆性变形更加大了矿体运移幅度
,

韧性变形形成的一系列透镜状矿

体
,

进一步发生韧脆性变形而发生拉断以及大规摸迁移
,

错位
。

但一般沿晚期断裂无新矿体形

成
。

众所周知
,

韧性剪切带对金矿床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韧性剪切带的发育
,

造成金矿的运移

和富集
。

而对铁矿床的控制作用则 比较复杂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韧性剪切带造成矿体加厚以及

运移上升
,

富集矿体
。

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拉薄以及细颈状拉断矿体
,

甚至造成矿体尖灭
,

增大了

采矿难度
。

因此说
,

韧性剪 切带对铁矿床的控制作用是利弊兼备
,

这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
。

4 结论及找矿预测

韧性剪切带对铁矿床的控制是华北地台北缘铁矿控矿构造研究的新领域
。

华北地台北缘

大部分铁矿床有韧性剪切带和褶皱构造复合作用的迹象
。

冀东
,

京北等地的铁矿区都有韧性剪

切带的发育
。

以前我们只重视铁矿的褶皱构造
,

而对韧性剪切带则研究较少
。

通过对歪头山铁

矿 区控矿构造的研究
,

我们发现韧性剪切带和褶皱构造共同控制矿体
。

一般情况下
,

褶皱构造

富集矿体
,

而韧性剪切带则进一步改变矿体
,

拉薄及造成矿体运移
。

后者给找矿带来一定难度
,

但也出现了按矿体再就位和拉断规律发现新的矿体的可能性
。

如歪头山铁矿
,

就 目前开采状况

看
,

愈往深部
,

开采难度愈大
,

矿体愈复杂
。

在深部生产过程中应特别注意韧性剪切带对矿体的

改造作用
。

今后的找矿方向还应根据其构造控矿特点
,

扩大找矿前景区
。

如邻区马耳岭
,

红旗

岭等地
,

与该区具相同褶皱构造特点
,

可望发现大规模矿体
。

而就歪头山矿区
,

南采区深部可能

会有一定规模矿体
。

通过歪头山铁矿韧性剪切带控矿规律的研究可以看出
,

该区不仅以褶皱为其主要形式
,

褶

皱可以演变到韧性剪切带
,

后者又可伴生褶皱
。

这种褶皱
一

韧性剪切带复合构造格架
,

对于重新

认识华北地台太古代铁矿构造及其找矿工作
,

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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