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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推覆构造系统对金银及多金属矿床的控制

朱大岗1，孟宪刚1，彭少梅2，冯向阳1，邵兆刚1，王建平1
(1．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京lO∞81；

2．广东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广东广州510唧)

擅要：粤西推覆构造系统主要形成于海西一印支期，构造型式属褶皱式逆冲推覆构

造，扩展方式为前晨武，外来系统为前震旦系、震旦系和塞武系，原地系统为泥盆系、

石炭系，次级逆冲新裂带多为上陡下缓的犁状形态。在横剖面上推疆构造系统中的

构造带组台较齐全，且不同的构造带、构造部位成矿和控矿的作用不同，可分为：①断

坪滑覆带中的矿床——新榕锰矿及银铅矿化；②推覆隆起韧性剪切带中的矿床——

河台金矿；③薪坡突起韧性剪切带中曲矿床——大沟谷金矿；④推覆褶皱一冲断带中

的矿床——大降坪硫铁矿；⑤盆内褶断带中的矿床——石径盘矿；⑥前缘剥商拉伸带

中的矿床——长坑金银矿；这些不同类型的矿床所具有的相关性和一致性，表明除地

层岩性外推疆构造系统对该区金银及多金属矿的成矿和控矿作用。

关t词：推疆构造系统；构造特征；控矿作用；贵金属和多金属矿床；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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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推覆构造系统的主要特征

粤西推覆构造系统的范围，北起英德，向南西经清远、高要、云浮、罗定至粤桂边境地带，自

西向东走向由近Ew向转为NE向至NNE向，呈一向sE突出的弧形⋯。其根带大致在广西藤

县、广东郁南、广宁一线，前锋位置大致在广东罗定、云浮、肇庆、四会、清远一线(图1)。沿走

向长达35仳m，宽帅一100km。该推覆构造形成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的构造运动和岩浆侵人活

动，使该带在南段(罗定地段)、中段(云浮地段)和北段(清远地段)等不同区段，表现出推覆体

规模大小差异悬殊，推覆方向、地质构造面貌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巨型NE

向展布的推覆构造带。

1．1构造垂式、扩晨方式及形成时代

粤西推覆构造系统的构造型式属褶皱式逆冲推覆构造，扩展方式以前展式为主，由同位素

确定的推覆构造的年龄为220Ma左右。卷入的最新地层为泥盆系和石炭系，且被燕山期地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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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l粤西地区地质构造筒图(据广东地矿局，1988年资料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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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幕；2下第三系；3．白星系；4．慷，薰；5．三叠熏；6石炭系；7．扼金幕；

8．志冒摹；9．其一系；lo．寒武摹；ll l且蕞；12．燕山晚期花岗岩113．燕山早期花岗岩

14．毒西期摄台花岗岩；15．加里宋期花岗岩；16加里东期撬合花岗岩；17．地质界线；

18．正断层；19逆断层；2D．性质不明断层；2t推覆构造；22．剖面位I

覆盖或侵人，故推测该构造带主要形成于海西一印支期。其主动推覆方向由Nw向sE进行，

水平推覆雁离>40kⅢ。推覆体厚度介于1．1—7．2km之间”1。该系统燕山期又有活动，以脆性

断裂为主。

1．2外来系统和原地系统

粤西推覆构造的外来系统为前震旦系、震旦系和寒武系，且被一系列韧．脆性逆冲断裂分

割成大体平行展布的叠瓦状推覆岩片，外来系统总体构成巨型倒转褶皱，轴面多与逆冲断裂面

近于平行，韧性变形明显；原地系统为泥盆系、石炭系，以韧．脆性、脆性变形为主。由于后期构

造运动产生的强烈剥蚀作用，导致构造窗发育。

1．3推I构造的横翻面组成特征

粤西推覆构造系统在横剖面上构造带组合较齐全，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构造带”1：①后方断

坪滑覆带：因基底隆升使拆离带掀斜，故多在震旦一寒武系、泥盆一石炭系构造层中形成构造

滑脱带；@推覆隆起带及③断坡前缘突起带：基底拆离带的底侵作用，使前震旦系基底被铲刮，

并呈韧性剪切带出露，断坡前缘下盘的x形节理组在基底岩石中发育；④推覆褶皱一冲断带：

在晨旦一寒武系、泥盆一石炭系构造层中广泛发育冲断推覆体及调羹断层；⑤盆内斯帮带t断

层发育在三叠一侏罗纪、白垩纪盆地中及旁饲，盆地沉积中心有横向、纵向迁移，断裂、褶皱的

发育可作为蓖缘盆地走精方式、区域挤压与伸展状态的判断标志。双冲突起构造使白墨系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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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粤西地区及邻区构造分带示意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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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l口．用山一怀集断囊带；聊．昊川一四会断囊昔l唧．，定—悦城新囊带；NⅡ．曩平膏裂带；
HⅢ．河台一江屯动力壹质带；G删．圭岗棍台岩带；N矾．毫薹撮合岩带；取箭头代表听囊晚期活动方式

出于盆地中，或由边缘深入盆地。盆底、盆边还有断坪席内的滑脱背斜和断展背斜。⑥前缘剥

寓拉仲带：由剥膏断层、变质核杂岩、断陷盆地和臆性正断层系组成(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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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新椿艋矿地质倚图(据原冶盎部二劫地研所，1993年资料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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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幕；2．中泥盆境#梓柝组；3．元古宇云开群．4．石荚矗岩15．地裹堆积r拉髟范田；

6．音r构连t碎带，7．压性■囊；8．张性断囊；9．性质不明■襄；lo．勘探鼓

1．4次曩邀冲断曩的形态

粤西推覆构造系统中与推覆构造主滑脱面相连通的次级逆冲断裂带，多为上陡下缓的犁

状形态，带内常见交织状劈理和构造透镜体，韧．赡性变形明显，以碎裂岩发育为特征，属推覆

构造带的中浅构造层次，其中可见垂直逆冲方向且近于水平展布的b线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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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覆构造系统对金银及多金属矿床的控制

2．1产于断坪滑I带中的矿床——新椿譬矿及镪铅矿化

2．1．1矿床地质曩况新榕锰矿位于罗定市西南笼km处，已探明的锰矿储量达中童规模。

矿区出露的地层为元古宇云开群、中泥盆统棋梓桥组及第四系洪、坡积层(图3)。矿床类型有

两种．即赋存在云开群内的绢云千枚岩、片理化变质粉砂岩中的氧化淋积型铁锰矿体和赋存在

第四系砂质牯土中的堆积型铁锰矿体。前者由原生矿经次生改造形成；后者由氧化淋积型铁

锰矿经残坡积作用形成”·。

新椿锰矿就位于由云开群构成的推覆构造系统内的断坪滑覆构造带中，氧化淋积型扶譬

矿严格受滑覆构造带的控翻，I号主矿体即产于滑覆破碎带(F1)中(图4)，呈层状、长约

抛Om，宽7．8—76．21m，走向Ew，N倾，倾角250一350。铁锰矿体由断层泥、氧化铁锰矿石及岩
石碎属组成，矿石结构以胶状为主，矿石构造以球形和半球形皮壳状为主。矿石矿物主要为软

锰矿、黑锌锰矿、童钾锰矿、恩苏塔矿和褐铁矿。脉石矿物为石英、绢云母和高岭石等。矿石平

均品位为MⅡ20．15％，TFe 27．01％，siq 16．14％，P O．O田％，Ag 67．03 x10～，PbO．56％。

2．1．2成矿地曩作用 ①矿区西部

滑覆构造带西延部位，见层状舍铁锰

绢云千枚岩与蹰岩整合产出，长约

15∞m，竟约lOm，吉MIl4．67％，

仉11．38％，表明原生锰矿属沉积成
因”1；②原生铁锰矿层与云开群一同

褶曲，逆冲断袭带(Ft)使矿体破碎成

铁譬质角砾岩，且控镧着铁锰矿体中

的Ag、Pb矿化及更晚期的氧化淋滤作

用；③矿区内见有石英斑岩脉、花岗岩

脉穿插、切钢铁链矿体，表明岩浆热液

晚于铁锰矿体形成；④岩浆热液的叠

加使铁锰矿体及缸、^u、Pb等金属的

矿化富集作用加强；⑤更晚期的氧化

淋涟作用使^g再次富集。因此，本区

的戚矿地质作用可表述为：原始铁锰

沉积形成矿熏层一褶皱和逆冲推覆

(滑覆)断裂活动一岩浆热液与矿化富

集一氧化淋滤次生膏集。

图4新棒锰矿0线削面圈(资料来源同囤3)

Fig．4 Secti帆0f tlIe No．0 Hpl町“∞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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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枢盆托棋梓桥组；2．元古宇云开群；3．石英斑岩；

4．断层t碎带；5．悱税蟹矿；6．堆积暨矿

2．2产于推一■起一性剪切带中的矿床——河台金矿

2．2．1矿床地质曩况河台金矿位于粤西推覆构造推覆隆起带东南俺的河台韧性剪切带内。

该推覆蠢起带呈柏。一500方向展布，宽6一10km(图5)，由震旦系角闲岩相变质岩、混合岩、混

合花岗岩及花岗岩侵入体组成。南北两俺均为韧性剪切带。河台韧性剪切带宽约2．5km，平行

推覆童起带晨布，长度>30km，剪切带内发育麋棱岩系刊的花岗岩、变质岩(片岩、变粒岩等)、

混合岩类构遣岩，昼带状成群分布，金矿体就产于麇叠岩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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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体呈透镜状、脉状展布，

且与糜援岩带产状平行，脉状矿

体厚O．1一15．2m，长度>1000m，

延深>500m，单个糜棱岩体内可

赋存有数个矿体(图6)。矿石结

构以糜棱结构为主，次为交代、包

含结构；矿石构造有条带状、微粒

浸染状、细脉浸染状、冈脉状和角

砾状等。金属矿物除自然金外主

要有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

等，次为方铅矿、闪锌矿及少量的

银金矿、磅金矿；脉石矿物有石

英、绢云母和菱铁矿。自然金赋

存形式有袭隙金、粒问金和包裹

金，金成色为971，颗粒细小(<

0．037m者占60％一7l％)，多为
不规崩粒状，偶见明金。

2．2．2成矿地质作用 ①震旦

图5河台金矿地质筒圈(据凌井生等，1992年资料修改)

Fig．5 Sche咖Itic酬ogic唧0fHet且i goId mine

1．片岩、变粒岩(z)；2．熏云母二(辩)长花岗岩(海西一印支期)；

3．寰状悬云母二长花岗岩(舞西一印支期)；4．浅变质砂页岩(O—s)；

5．韧性剪切带；6．金矿化糜棱岩；虚线表示岩相淅空城

一志留系杂陆屑沉积岩中的舍金矿源层，经加里东一海西期地壳深层环境变质作用，金被活化

转移形成沉积变质型金矿；⑦海西晚期一印支期，在粤西推覆构造推覆隆起带边缘形成河台韧

性剪切带，动力变质分异作用形成早期的糜棱岩型及石英脉型金矿；④印支晚期一燕山早期，

篓蓁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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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产状展布萌低角度滑移断裂(FI、h)和NNE向展布的压扭性断裂(Rv)(图7)。变形变

质环境早期(海西一印支期)为韧性，带内发育糜棱岩系列的岩石；晚期(燕山期)为脆性，带内

发育碎裂岩系列的岩石。矿区东南部出露有重熔型黑云母花岗岩，其Rb—sr等时年龄为

19lMa【”，属佛岗花岗岩基的西缘部分。大沟谷金矿就产于韧．脆性剪切带中，赋矿围岩为震旦

系乐昌蛱群第二岩性段，成矿时期为燕山期。

主要舍金岩脉为3条大致平行的含矿带

(Ⅺ、Ⅱ、疆矿化带)，每条宽20一∞m，呈320。一

3400方向展布，倾向NE(局部sSE)，倾角70。～

90。，水平同距20—100m，以黄铁矿化钠长石岩为

主，其问夹有碳酸盐岩层，矿脉呈大小不等的透

镜体分布其问(图8)。黄铁矿化钠长石岩中金

最高品位达11669，t，平均品位为10一∞矾，以碎

裂黄铁矿化钠长石岩吉金最高。主要矿石矿物

为黄铁矿、自然金。自然金粒度在O．005一lm
之问，量大可达2m。金最高成色为982—
9斡．3，含银极徽(约O．07％一1．70％)。其他金

属矿物有黄铜矿、辉银矿、磁黄铁矿、黑铋金矿、

闪锌矿、氟碳钇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钠长石、

石英、正长石、绢云母、方解石、高岭石、石墨

圈7粤北大沟谷地区地质构造简图

Fig．7 ‰t∞ic 8ke曲map of Da印ugll唧
等[I】。

山e”rth GI】8“曲哗P州”。

：．s．：威矿地质作用①组成新洲推覆构造外：：量要譬黧言萎；：!：：翟雾：：：：i
来系统的震旦系乐昌峡群，原岩为Au一^8一置；5．地噩再限；6．地层产状；7．断层角砾岩；8．怔角度
Ⅸ一w组合塑古金浅海类复理石碎屑岩建造，经压扭性断裂爰鳙号；9．舍金黄铁矿石英脉及暗号；10．台

加里东期地壳深层环境变质作用，形成低绿片岩金翻^性剪蜘带及螭号

相变质岩．古金矿源层中金被活化转移，形成金

圈8大沟谷钠长石岩型含金构造带(^一B)剖面图

ng．8 n蛾∞i。pr06le of the蚍疏m岫8lbi痂e，Dag叫19u
i饷长石岩；2．云母石英片岩；3．白云石大理岩；4．蚋长石化大理岩化云母石英岩；

5．压扭性断裂；6舍盒矿睐及■号；7．采样点

矿的初步富集；②海西晚期一印支早期，在粤西推覆构造隆起带的边缘断坡前缘突起带中形成

了大沟谷韧性剪切带，动力变质分异作用形成早期的钠长石化糜梭岩型及石英脉垂金矿；③印

支晚期一燕山早期，韧性剪切带在构造作用下被抬升至浅层环境，通过燕山期混合岩化或重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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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9云浮大降坪矿区地质倚图
(据广东地矿局723队、

719队资科修编)

啦．9 ceologic sketch map 0f

n时．慵n艘dng mine删
in Yl曲couIItv

1．肇四蕞；2．上三叠茂；3．下石炭境；4．上坭

盐麓；5．上l且奠；6．下l且境；7．t馁矿

体；8遵冲听囊；9．t层产状；10．不整音界

毓；11．胡膏位量

型花岗岩浆活动所形成的童N&‘热液携带，使富古硫化

物的古金热液充填在韧．臆性变形的吉金糜棱岩带内，形

成碎裂纳长石岩型金矿；④金矿化形态和产状受钠长石

岩带的严格控制。矿床的规模与钠长石岩带的大小有关，

金矿石即为富含金的碎裂黄铁矿化钠长石岩。

2．4产于推I■皱一冲断带中的矿床——大拜坪麓铁
矿

2．4．1矿床地质曩况大降坪硫铁矿位于粤西推覆构造

中段云浮大绀山推覆体震旦系变质岩中，大绀山推覆体

实际上是一个大型飞来峥构造。由于同碰撞期云开地块

的被动调节效应“J，其推覆方向局部发生改变，由SE向

Nw，将古矿的震旦系大绀山组推覆到泥盆系、石炭系灰

岩之上，形成轴面倾向SE的大型倒转褶皱，燕山期的左

行平移导致陡倾斜帚状旋扭断层切割早期倒转褶皱，并

形成一系列轴向倾向NNw—Nw的次级褶皱，构成大型

帚状旋扭构造。矿床位于水源坑顶扇形向斜和倒转背斜

中(图9)。区内以逆冲断裂为主，正断层次之，矿体多位

于逆冲断裂之间，围岩蚀变主要有角岩化和钾长石化。

矿床类型为沉积变质、热液富集型似层状黄铁矿矿床。

矿区分为三个区段、两个矿段、五个矿体。矿体产状

与圈岩层理一致。形态呈似层状、层状、透镜状产出(图

lO)，沿走向长4l∞m，其中连续延长达3760m，垂直累积

总厚度最大达173m。矿石矿物以黄铁矿为主，局部见蠢

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和黄铜矿。矿石构造为条带状，致密块状及浸染状。矿石吉硫品位为

23．69％一37．28％，其中普遍含铊(>O．001％)。

2．4．2戚矿地质作用 ①大降坪硫铁矿产于粤

西推覆构造带中段推覆褶皱一冲断带中，矿床产

状受轴面倾向sE的大型倒转褶皱及次级帚状旋

扭断层的共同控制；②成矿地层为大绀山推覆体

震旦系变质岩系，由薄层状变质粉砂岩、千枚岩、

泥晶灰岩、黄铁矿层及其过渡类型的岩石组成，沿

走向岩性较稳定，含矿层厚达45一155m，具有层

控特点；③区内有印支期的中粒二云母花岗岩株、

燕山期的中一基性脉岩与花岗斑岩脉穿插，为成

矿热液富集提供了热源；④矿体形态受次级构造

控制，多为不规则状。倾角变化大，波状起伏明显。

具推覆构造系统中的推覆褶皱一冲断带特征。

2．5产于盆内●蕺带中的矿床——石径金矿

2．5．1矿床地质概况石径金矿位于罗定断陷

盆地南部，出■的地层为下白垩统紫红色粉砂岩，

图10云浮大降坪矿区地质剖面图

(据广东地矿局723队、719队资料惨箱)

№．10 Geologio p曲le“印0f D由ial^印ing

瓶m a鼬inY越l c‘虹啊
1．上嚣盒筑；2．上■旦羹；3．下■旦抗；

4．蠢俄-I体．5．逆冲膏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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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区内发育有近SN走向的短轴背斜，其轴部节理裂晾发育，见

有NNW向晨布的花岗斑岩脉，矿化围岩有退色化、黄铁矿化、绢

云母化及硅化等(图11)。

含金黄铁矿化石英细脉分布在石径村东南的虎仔山和三角

塘两处的背斜轴部。呈黄灰色至黄褐色块状或梳状分布，矿脉沿

走向及倾向多不规则，有分叉复合尖灭侧现等现象，长300—

5∞_m，竟O．1—0．5m，走向NNE，倾向sE或NW，愤角65。一7r，品

位慨且变化大，平均为0．79，t。当脉中为块状石荑且围岩黄铁矿

化强烈时，剜舍金较富，其他类型的石英脉则古金较低。含金黄

铁矿化石英脉的主要矿物成分有自然金、黄铁矿、石英、绢云母及

碳酸盐矿物等。

2．5．2成矿地质作用①石径金矿位于粤西推覆构造的盆内褶

断带中，属推覆构造运动晚期燕山期活动的产物，以脆性变形为

主；②矿床产于罗定断陷盆地白垩纪地层中，成矿物质可能来自

于推覆作用和岩浆热液；@矿脉主要受构造裂隙控制，裂隙大都

走向NNE，平行于褶皱轴方向，多伴有石英脉产出；④矿脉沿走向

是稳定的，但局部出现膨缩和分叉现象，且古金品位极不均匀，表

明低温热液成矿的特点；⑤除石径金矿外，罗定断陷盆地中还产

出连州金矿等一系列石英脉型金矿床，均属推覆构造盆内褶断带

的产物，以小型金矿为主。

圈12高明长坑盘银矿床地质筒图

(据广东省地勘局757队，19914)

魄．12 GeD】09ic妇ch“p 0fthe 0l∞gkeng酬d
皿d silver dep∞“in cao商n窖om嘶

1．第四暴12．上自蓦统三木组；3．上三叠统梧柏组2段；4．上三

叠轭格柏蛆l最}5．上三叠境太迳组1段．6．下石炭毵梓门析组

2矗；7．下石擞囊梓九轿组l器；8．下石擞筑一水姐；9．下石擞

麓石叠子组；lo．矿傩111，正新屡112．勘探城

图11石径金矿地质筒图

(据广东地矿局，
1974年资料修改)

Fig．1l Geol0画c sb汕m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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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系；2．上白墨境；3．花一蠢

岩“蚀变带；5．含盒石英肆

2．6产于首缎删膏拉伸带中的矿床——

长坑金银矿

2．6．1矿床地质概况长坑金银矿位于高

明一高要剥商拉伸带的东北部，由上三叠

统组成NE向的向斜构造，其两翼为碳质、

粉砂质泥岩和砂砾岩，核部为砂页岩，地层

倾角30。一50。(图12)。大顶岗断裂位于矿

区南部，是产于上白垩统与上三叠统之间

的正断层，呈NNE至近sN向，倾向sE，倾

角150一300，碎裂岩带宽20一∞m，见硅化

和矿化。长坑断裂为区域性滑覆断袭，出

露于矿区北部，产于上三叠统碳质泥岩与

下石炭统灰岩之间，为直接控制长坑金银

矿的控矿构造，总体走向NEE，在横剖面上

呈锅底状形态。其上部破碎带位于碳质泥

岩与灰岩之间的滑覆面上，厚度为20—

60m；下部破碎带位于滑覆面之下的灰岩

中。由2—4条次级破碎带组成(每条厚度为

10～20m)，其产状与上部破碎带大致相

同叫。

团回团回皿回团回面团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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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坑金银矿床形成于区域滑覆

断层破碎带规模最大的地段，其破

碎带规模与矿体的大小为正相关关

系。即破碎带规模大、矿体的厚度就

大，反之亦然，且矿体完全被限定在

破碎带内。在长坑金银矿区4号勘

探线剖面的406孔，见破碎带厚

54m，则矿体厚达砷m(图13)。矿区

内的金、镪矿体呈透镜状、似层状，

产于破碎硅化带中，走向NEE，倾向

SsE，犊角300一柏。。金矿和银矿分

别形成单独矿体，金矿体在上部，银

矿体在下部。l号金矿体为主矿

体，已控制长度在747m，厚9．96m，

平均品位7．949，t；2号矿体为次要

矿体。长163m，厚5．27m，平均品位

8．02加；两矿体间距15—20m，沿倾

向在探部合二为一。金属矿物有自

然金、黄铁矿、辉锑矿、雄黄、雌黄、

白铁矿、毒砂、辰砂等；脉石矿物有

石英、方解石、叶腊石、伊利石、高岭

石、绢云母、萤石等。

um暖昏嚣固量I目I￡习I匹D4■野，团l‘团17

图13长坑盘银矿4线剖面图

(据广东省地勘局757队，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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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幕；2．上三叠统橙柏组l段；3．上三叠境大连组l受；4．下石炭统

梓门桥组2爱；5．下石拳境梓门柝组t显{6．下石炭统涮水蛆；7．下石炭

境石叠子蛆；8砂岩；9．柑砂岩、耪砂质泥岩；10．泥质真岩；11．坭质灰

岩、泥灰岩；12灰岩；13角砾岩；14．硅化角砾岩；15．盒矿体；16．■矿

体；17．糟疆断层

银矿体为分布在深部的盲矿体，即沿矿体倾斜方向金矿体至深部被银矿体取代，且矿体的

产状由倾向sE渐变为倾向Nw，倾15。一300。已发现银矿1—6层，1号银矿体为主矿体，2、3、4

号矿体为次要矿体，矿体间距8—88m，已控制长度达720一2380m，厚1．74．4．“m，平均品位

213—5嘴加。金属矿物有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黄铜矿、助铜矿、深红银矿、辉镊铅矿、硫锑

镶铅矿、翰锑银矿、银韵铜矿、硫锑铜银矿、脆硫锑银矿、辉银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方解石、绢

云母、水云母、绿帘石、重晶石等。

2．6．2成矿地质作用①长坑金银矿位于粤西推覆构造前缘的高明一高要剥离拉伸带中，经

历了长期的构造活动及其力学性质的演化；⑦本区具有台金银较高的4个矿源层．即震旦系变

质片岩和浅变质砂页岩、下石炭统砂页岩和灰岩、上三叠统砂页岩和砂岩、上白垩统紫红色泥

岩；③上三叠筑和下石炭统之间的滑覆断裂内发育有厚达20～60m的破碎带，为成矿创造了有

利的空问；④剥离拉仲作用导致岩浆的侵人与喷发，形成变质核杂岩隆起区和花岗岩体，并产

生一十范围很大的地温场和中低温一中温成矿热液；⑤剥离断层的深部拉伸作用导致深部高

混成矿热液上升。多种成矿热液向滑覆断层汇聚，经过多期次反复活动形成大型长坑式金银矿

床。

3粤西推覆构造系统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粤西推覆构造系统是由逆冲推覆断裂、韧．脆性剪切带、次级冲断带、滑脱带、挤压(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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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推覆体等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相互联系的构造系统，它代表了大规模推覆作用所产生的

构造系统1”，是控制粤西地区金银及多金属矿床(点)的区域性控矿构造，其戚矿与控矿作用

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粤西推覆构造在区域变质过程中，由最初析出少量古有贵金属、多金属的变质热液；到

经过长期挤压推覆过程而形成混合岩化、花岗岩化，出现大量的硅化、黄铁矿化、绢英岩化、钠

长石化蚀变带和金银及多金属矿化异常，形成该区矿化的初步富集。

(2)韧．脆性断层系是推覆构造在推覆过程中由深部向浅部抬升时形成的，其碎裂岩化、角

砾岩化和热液蚀变、交代充填作用发育，是最有利的成矿构造，推覆构造带中的金银及多金属

矿床都分布在韧．臆性断层系中。其中以外来系统与原地系统之间的脆性断层和滑覆断层对

成矿最为有利，新榕锰矿、大降坪硫铁矿及长坑金银矿就产于滑覆构造带中。

(3)推覆构造系统是一个强烈挤压、局部拉伸的构造活动区”“，从地壳深部至地壳浅都形

成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断裂系统，既是上地幔及地壳深部岩浆和成矿物质上升的通道，又是地壳

浅部地下水热液渗流的渠道。来自地壳深部和浅部的成矿物质，可以充填和沉淀在各自有利

的构造部位，分别形成岩浆热液矿床和地下水热液矿床；它们也可汇集在一起形成多源热液矿

床，如大沟谷金矿、河台金矿及外围的一些矿床(点)都是多源热液矿床。

(4)粤西推覆构造系统的不同构造部位、构造单元对成矿有专属性：①断坪滑覆构造带是

锰及多金属矿的产出环境；②推覆隆起韧性剪切带和③断坡突起韧性剪切带是粤西弧形构造

带前缘金、银责金属矿的赋矿有利场所’④推覆褶皱．冲断带是沉积变质似层状黄铁矿的赋矿

空间；⑤盆内断褶带是晚期脉状金(银)矿液活动的有利地带；⑥前缘剥离拉伸构造带是大型金

矿、特大型银矿的聚集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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