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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大沟谷地区韧性剪切带中
钠长石化与金矿化的关系

①

朱 大 岗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对粤北大沟谷碎裂钠长石 岩型 富金矿床的地质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

概括 了韧
一

脆性剪切带的宏
、

微 观特征和演化趋势
,

论述 了剪切带中的钠长石 化与金

矿化的关系
,

把钠长石化划分为 3 个阶段和 5 个期次
,

并叙述 了不同发展阶段钠长石

的构造条件
、

结构构造
、

含矿性和蚀 变特点
,

归纳 出含矿钠长石岩的基本特征
。

关键词 剪切带 钠长石 岩 金矿床

1 矿区地质与矿床地质概况

粤北大沟谷钠长石岩型金矿
,

在 区域构造上处于粤北山字型前弧西翼
、

吴川一四会 N E 向

大断裂北东段
,

与南岭纬向构造体系 中佛岗一丰 良 E W 向构造带西段的复合部位
,

产于加里

东期低绿片岩相的变质岩— 震旦系乐昌峡群地层中 ( 图 1 )
,

以
’

区域浅变质岩为主
,

叠加热动

力变质的碎屑岩建造
。

地层从下至上可分为 3 个岩性段
:

第 1岩性段 ( Z少 ) 为云母石英片岩和

黑云母石英片岩
;
第 2 岩性段 (Z

2
护 )以黑云母石英片岩为主

,

夹二云母石英片岩
;
第 3 岩性段

(Z 尹 )为二云母石英岩和变质砂岩 lj[
。

岩层走向 N N W
,

总体倾向 S W
,

倾角 30
。

一45
。 ,

片理
、

小

揉皱发育
。

印支期一燕山期构造活动强烈
,

宏观可见高角度 N N W 向韧
一

脆性断裂 (F
、 、

F
xl 、

F
x .

)
、

近于平行岩层产状展布的低角度滑移断裂 (F
, 、

F ,

)和 N N E 向压扭性断裂 (F vx )( 表 1 )

早期变形变质环境 (印支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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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沟谷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产于韧
一

脆性剪切带中
,

赋矿围岩为震

旦系乐 昌峡群第 2 岩性段
,

成矿时期为燕山期 z[]
。

主要含金岩脉为 3 条大致平行的含矿带
,

即高角度韧
一

脆性剪切带 ( xI
、

姗
、

XlI 矿化带 )
。

每

条宽 2 0一 s o m
,

长约 i k m
,

呈 3 2 0
0

一 3 4 0
。

方向展布
,

倾向 N E (局部 S S W )
,

倾角 7 0
0

一 9 0
0 。

这 全

条剪切带在平面和剖面上大致平行
,

水平间距 2 0一 I O o m
,

以黄铁矿化钠长石岩为主
,

其间夹有

碳酸盐岩层
。

岩石挤压破碎
,

由片理化带
、

糜棱岩带
、

碎裂岩带组成
,

矿脉呈大小不等的透镜体

分布其间
。

黄铁矿化钠长石岩中金最高品位达 1 1 6 69 t/
,

平均为 10 一 80 9八
,

以碎裂黄铁矿化钠长石

岩含金最高②
。

主要矿石矿物为黄铁矿
、

自然金
。

自然金粒度一般在 0
.

0 05 一 l m m 之间
,

最

① 本文为地质行业科技攻关项目研究成果的部分内容
。

② 杨开庆等
,

粤北动力成岩成矿与金矿预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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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e e t o n i e s k e t e h m a p o f D a g o u g u a r e a ,
t h e n o r t h G u a n g d o n g p r o v i n e e

1
.

震旦系第 3 岩性段
; 2

.

震 旦系第 2 岩性段
; 3

.

震旦系第 1 岩性段
; 4

.

构造剖面位置 ;

5
.

地质界线
; 6

.

岩层倾向及倾角
; 7

.

断层角砾岩
; 8

.

低角度压扭性断裂及编号
;

9
.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及编号
;
10

.

含金韧
一

脆性断裂及编号

表 1 大沟谷金矿区主要构造带的基本特征
T a

b l e
.

1 E s s e n t ia
l f

e a t u r e s o
f t h

e m a i n t e e t o n i e z o n e s in D a g o u g u g o ld
一 o r e a r e a

主主要构造带带 产 状状 宽 度度 长 度度 主要岩性性 力学性质质 活动时期期

((((((( m ))) ( m )))))))))

低低角度滑移断裂裂 N N W / S WWW 2一 2 000 > 1 0 0 000 钠长石石英岩
、

糜糜 以 扭为 主 兼兼 印支期一燕山期期

((( F 诵
、

F
岌

))) 匕 1 8
0

一 3 5
000

2 0一 8000 > 7 0 000 棱岩化石英岩
、

白白 压性性 印支期一燕山期期

高高角度韧
一

脆性性 N N W / N EEE 3一 3000 ) 5 0 000 云质灰岩岩 压扭为主
,

晚晚 燕山期期

断断裂裂 (局部 S S W ))))))) 钠长石岩岩 期 略显 张扭扭扭

((( F ”
、

F ”
、

F 朋 ))) 艺 7 0
0

一 9 0 0000000

白云质大理岩岩 或张性性性
NNN N E 向压扭性性 N 2 0 0

一 3 5
o

E / S EEEEEEE 千糜岩
、

糜棱岩岩 压扭性性性

断断裂裂 艺 4 2
。

一 6 0 0000000

角砾岩岩岩岩
((( F vx ))))))))) 碎裂岩岩岩岩

糜糜糜糜糜糜棱岩岩岩岩

大可达 Z m m
。

金成色高 ( 98
.

2一9 9
.

93 % )
,

含银极微
,

约 0
.

07 一 1
.

70 %
。

其它金属矿物有黄铜

矿
、

辉银矿
、

磁黄铁矿
、

黑秘金矿
、

闪锌矿
、

氟碳忆矿
、

褐铁矿等
。

非金属 矿物主要有钠长石
、

石

英
、

白云石
、

黑云母
、

正长石
、

绢云母
、

方解石
、

高岭石
、

石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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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韧
一

脆性剪切带构造特征

.2 1 宏观地质特征

宏观所见韧
一

脆性剪切带
,

早期显韧性
,

晚期为脆性
,

其地质特征可以从构造剖面中反映出

来 (图 2 )
,

主要有以下特征川
:

2 2 12 刀 ( 10
.

6 5 . ) 粗 ( 7
.

o m ) X 111 ( 7
.

15 m )

0 20 口

` . -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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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筐童当
l

F i g
.

匿妻到
2

憧鬓
3

霎喜霎
4

匡亚J
S

匾〕
6

巨口
了

图 2 大沟谷钠长石 岩型含金构造带 ( A 一 B ) 剖面图

2 T e e t o n i e P r o f i l e o f t h e a u r i f e r o u s a l b i t i t e ,

D a g o u g u

钠长石岩
; 2

.

云母石英片岩
; 3

.

白云石大理岩
; 4

.

钠长石化大理岩化云母石英岩
;

5
.

压扭性断裂 ( A )
、

张扭性断裂 ( B)
; 6

.

含金矿脉编号及厚度
; 7

.

采样点

( 1 ) 在韧
一

脆性剪访带中
,

剪切断层主要有 3 条
,

相互平行并成群产出
,

故高应变带与低应

变带相间出现
,

而在韧性剪切带两侧
,

常发育有共扼剪切断层
。

(2 ) 线性延伸的强直面理带发育
,

表现为新生面理在韧性剪切带内平行排列和延伸
。

先期

的层理 (S
。

)
、

流劈理 (S
1
)大都被新生的糜棱岩中的 S

。

面理所置换 (图版 I
一

1 )
。

在蚀变钠长石岩

中常见与 S
。

面理平行的平直光滑的扭裂面
。

( 3) 发育有一系列糜棱岩化岩石
,

具明显的分带性和线状分布的特征
。

在高应变带内的碎

裂钠长石岩中
,

往往夹有千糜岩
,

向两侧逐渐过渡为糜棱岩
,

再向外则渐变为云母石英片岩
。

( 4 ) 在高应变带中常发育有波状褶皱
、

剪切透镜体
、

鞘褶皱 (图版 卜 2 )
、

伸展流动和挤压

流动构造
,

以及韧性牵引所形成的各种弧形或 S 形构造
。

( 5) 岩石 以塑性形变为主
,

原岩中的矿物被压扁拉长
、

定向
、

扭曲
,

呈不同形态与规模的褶

曲
、

揉皱
,

重结晶作用
、

千糜岩化明显
,

动力作用强烈地带可见条带状构造
。

沿剪切带伴有晚期

脆性形变
,

如岩石破裂
、

搓碎
、

粒化等
。

2
.

2 显微构造特征

韧
一

脆性剪切带的宏观与微观构造特征具有相似性
,

特别是在微观领域中构造特征更加显

著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闭
:

2
.

2
.

1 矿物的塑性形变 发生在韧性剪切的主幕
,

大部分是由于矿物晶格位错或发生塑性流

变而产生
。

如钠长石压扁拉长
、

定向排列形成的条带状构造
,

其中叶片状
、

纤维状钠长石长宽比

可达 1 :

12 以上 (图版 l
一

3 ) ; 云母类矿物发生扭曲
、

褶曲
;
石英出现变形纹和变形带

、

拔丝结

构
,

并见有强烈波状消光
;
钠长石碎斑及不对称结构

、

拖尾结构
,

由细粒钠长石和纤维状钠长石

组成的单斜对称压力影构造等
。

9 O



2
.

2
.

2矿物的相变效应 在剪切应力作用下
,

岩石中产生 了一些新相矿物
。

最主要的形式 -

是由压溶作用和重结晶作用产生的晶体加大而形成环带钠长石
,

一般可见 2 层环带
,

个别可出

现 3 层环带
,

晶体外形不规则
,

有继续生长的趋势
;
二是钠长石晶体同时出现钠长石律和肖钠

长石律双晶
,

形成棋盘格状钠长石 s[] ;
三是正长石微斜长石化和条纹长石化困

。

此外
,

还见有大

量应力矿物
,

如鳞片状绿泥石沿片理方向生长等
。

2
.

2
.

3 矿物集合体的特征 除矿物颗粒本身的形变与相变外
,

矿物集合体的结构构造也能反

映韧性剪切的特点
。

如眼球状构造
、

不对称透镜体构造
、

单斜对称压力影构造 (图版 卜 4 )
、

条带

状构造
、

显微褶皱构造和核慢构造等
。

2
.

2
.

4 矿物及集合体的碎粒化作用 这种情况主要见于韧性剪切带内的高应变区
。

矿物及其

集合体一是在扭应力碾磨
、

搓碎作用下形成
;
二是由动态重结晶作用所致

。

根据矿物及其集合

体碎粒化的程度差异
,

可将其分为 3 级
:

碎斑 > 0
.

Zm m
,

碎粒 0
.

2一 0
.

02 m m
,

碎粉 < 0
.

o Z m m
,

而以前 2 级为主
。

.2 2
.

5 岩组分析 韧性剪切带中测得云母石英片岩的

石英组构优选方位明显 (图 3 )
,

有几组不 同方向的极密
,

形成不完全环带
,

属 R 型组构
,

示光轴曾产生旋转滑动
,

光轴沿几组方向滑移而集中
,

与该区宏观构造多期次活

动的特点是一致的
。

2
.

2
.

6 矿物的脆性形变 矿物的脆性形变发生于韧性

剪切作用的晚期
,

碎裂晶粒是常见的现象
,

由几组不同方

向的张裂纹和 扭裂纹切割而成
,

多呈 X 形块体 (图版 I
-

5 )
,

构造动力进一步作用
,

可形成透镜体状或沙钟构造
。

如钠长石沙钟
、

石英透镜体等
。

从上述大沟谷韧
一

脆性剪切带的宏观
、

微观特征及其

伴生的小构造特征来看
,

该韧性剪切带总体上为右行扭

动
,

表明两侧岩块的运动方向为顺时针滑动
。

图 3 云母石英片岩中石英光轴等

密线图 ( O一 0
.

5一 1一 2)

F i g
.

3 C o n t o u r s o f t h e q u a r t z

o p t ie a l a x e s i n t h e m i e a 一 q u a r t z s e h i s t

2
.

3 韧性剪切带的演化特征

从宏观与微观构造特征研究中可以看出
,

该韧性剪切带经历了从韧性~ 脆性形变的演化

过程
。

这种演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 1) 在具有韧性形变的钠长石岩中
,

可见晚期脆性形变的张性微裂隙
、

张性角砾
,

有些菱

形块体属张剪性质
;
晚期有充填钠长石

、

碳酸盐的张性
、

张扭性裂隙穿插或切割早期韧性条带
。

( 2) 具韧性形变的钠长石岩
,

尤其是含矿钠长石岩
,

多显示碎裂化作用
,

具明显的张性
、

张

扭性的棱角状钠长石或其集合体的显微角砾
,

其中常包有早期韧性形变残留物
,

如千糜岩化糜

棱岩等
。

显微镜下常可见压扁拉长塑性形变的钠长石
,

被晚期张性梳状脉或张扭性细脉切割的

现象
。

( 3) 含矿钠长石岩中多见角砾状矿石
,

特别是其中的黄铁矿产生强烈的碎裂化
,

形成普遍

的压碎结构
、

碎斑结构
。

富矿石或较富矿石均具有明显的碎裂构造痕迹
。

3 钠长石化与金矿化的关系

钠长石化是大沟谷金矿区钠质交代作用的主要形式川
。

在大沟谷云母片岩分布区的韧性

9 l



剪切带中
,

由于动力作用导致局部热液活动增强
,

这种钠长石化表现得更为强烈
。

不同期次配

钠长石化交代云母片岩
,

从剪切带边缘向中心
,

钠长石含量由 5 %增至 90 %以上
,

形成一系歹
l

钠化岩石
。

如钠长石化云母片岩
、

含云母石英钠长石岩
、

块状钠长石岩等 ( 图 2 )
。

在这些岩石

中
,

钠长石不但呈变斑晶出现
,

而且在岩石的细粒部分也有出现
。

金矿与多期次钠长石共生
,

死

成特征的富金钠长石岩型金矿床
,

或称大沟谷式金矿床
。

3
.

1 钠长石化的期次划分与金矿化

钠长石化主要发育在高角度韧
一

脆性剪切带内及其两侧
,

具普遍性和多期性
。

根据野外产

状
、

形貌特征
。

宏
、

微观相互交截关系和显微构造特点
,

可将大沟谷地区钠长石化分为成矿前

成矿期和成矿后 3个阶段和 5 个期次 (表 2 )
。

3
.

1
.

1 成矿前 成矿前的钠化
,

即第 1 期钠长石化 ( N a l
)

,

与区域动力变质作用初级阶段相什

生
,

它是由含泥砂质粉砂岩转变为绢云母
、

白云母片岩~ 二云母片岩~ 黑云母片岩的过程中而

产生的
。

钠化主要发育在二云母石英片岩
、

糜棱岩化片岩和千糜岩化片岩中
,

多数分布在韧性

剪切带两侧或 3 条含金钠长石岩脉之 间
,

以微细粒镶嵌状钠长石为主
,

自形差
、

无双晶
,

表面较

混浊
,

主要由粘土物质钠化产生
,

受动力作用反映不 明显
,

仅见有少数晶粒示弱波状消光现象
.

不含金
。

在片岩中多与他形细粒石英相伴生
,

沿片理聚集呈似条带状分布 ( 图版 l
一

1 )
。

3
.

1
.

2 成矿期 成矿期的钠化构成钠长石岩的主体
,

与韧性剪切作用的主幕相伴
,

并持续到

脆性变形作用 阶段
。

按生成顺序可划分为 3 个期次
。

表 2 不同期次钠长石的主要特征

T a
b l

e 2 M
a i n f

e a t u r e s o
f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s t a g e a
l b it e s

阶阶 段段 期 次次 晶体形态态 双晶类型型 特征结构构造造 形变特点点 次生变化化 含 矿 性性

成成矿前前 N a iii

他形微细粒状状 不 显显 镶嵌结构构 弱波状消光光 粘土化化 不含金金

略略略略略略略有扁长定向向向向

成成成 N a ZZZ

细叶片状
、

纤状状 聚片双晶发育育 揉皱
、

微褶皱皱 扭曲
、

波状消消 粘土化化 微粒金金
矿矿矿矿矿矿矿 光

、

拔丝结构构 绢云母化化化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NNNNN a 333 细粒状状 可见钠长长 镶嵌结构构 扁长定向向 细粒白云石化化 间隙金金
石石石石石 双 晶晶 云雾状构造造 波状消光光光光

NNNNN a 444

中一中粗粒状状 钠长双晶晶 半自形粒状状 弱波状消光光 粗粒白云石化化 明金
、

填隙金金

卡卡卡卡卡钠双晶晶 结构构 少量变形纹纹纹纹

成成矿后后 N a sss

他形细粒状状 不 显显 镶嵌结构构 不 显显 方解石化化 不含金金

第 2 期钠长石化 ( N a Z
) 与变质程度较高的黑云母片岩相伴生

,

是交代黑云母的产物
。

多为

细叶片状
、

纤维状 (图版 卜 3 )
,

常聚集在一起呈定向或条带状分布
,

具明显压扁拉长
,

集合体呈

波状消光现象
,

常见扭曲
、

揉皱构造
,

显示韧性剪切特点
。

晶体表面混浊
,

含有较多 固
、

液相包裹

体和微粒金
。

该期钠长石化的典型特征是与石墨化相伴生
。

第 3 期钠长石化 ( N a 3

)是在第一期钠长石化 ( N a ,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

。

以他形

细粒状钠长石为主
,

具镶嵌结构
,

常见钠长双晶
,

但不发育
,

表面多混浊呈云雾状
。

钠长石晶粉

有韧性变形
,

常见压扁
、

拉长和定向排列
,

长宽比一般为 1 : 1
.

5一 1 : 3 左右
,

波状消光明显
,

晶

体中往往含有较多包体 (以固态为主 )( 图版 I
一

4)
。

这期钠化常与第一世代碳酸盐化生成的细

粒白云石共生
,

以脉状产出
,

显微镜下可见含有微细粒金
、

间隙充填状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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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期钠化 (N a 4
)以他形一半 自形

、

中一中粗粒状钠长石为主
,

具中粗粒变晶结构
,

少数晶

粒有次生加大现象
;
钠长双晶和卡钠复合双晶常见

,

表面清洁
,

常与正长石
、

微斜长石和条纹长

石共生 (图版 卜 5 )
。

黄铁矿化发育且多呈脉状产出
。

该期钠长石化的典型特征是与第二世代碳

酸盐化生成的中粗粒状白云石共生
。

金为微细粒一细粒状
、

填隙状
,

少数粒径可达 l m m
,

肉眼

可见
。

3
.

1
.

3 成矿后 成矿后的钠化为第 5 期钠长石化 ( N a s
)

。

呈他形微细粒一细粒状
,

多呈较不规

则的细脉切割 N a Z 、

N a 3 、

N a 、
(图版 卜 6 ) ;

具镶嵌结构
,

表面干净
,

不显双晶和解理
,

常与第三世

代碳酸盐化形成的方解石伴生
,

受构造动力作用反映不 明显
,

不含金
。

3
.

2 含矿钠长石岩的基本特征

大沟谷韧
一

脆性剪切带中的钠长石岩
,

可分为含矿和不含矿两种类型
,

其差异有 4( 表 3 )
:

表 3 两种钠长石岩的主要区别

T
a b l

e 3 T h
e m a i n d i s t in e t io n b e t w

e e n t w
o t y P e o

f
a

l b i t it e s

类类 形形 钠 化 期 次次 结 构 构 造造 特 征 蚀 变变 应 力 状 态态

含含矿矿 以 N a Z
、

N a 3 、

N a ;

为主
,,

似条带状构造
,

碎裂结结 高岭土化
、

帘石 化
、

白云云 压性~ 压扭性 ~ 张扭性性

钠钠长石岩岩 可见 5 期钠化化 构
,

糜棱结构
,

半自形或或 石 化
、

黄铁 矿化
、

石 墨墨 较强烈烈

他他他他形粒状结构构 化
、

萤石化化化

不不含矿矿 N a l
、

N a 3
、

N a s

为主
,

多多 块状构造
,

不等粒镶嵌嵌 绢 云母化
、

微斜长石化
、、

压性
、

较弱弱

钠钠长石岩岩 数为 2 期期 结构构 碳酸盐化化化

( 1) 钠长石化发育程度的差异
。

含矿钠长石岩经历了多次钠长石化
,

从 N a l

一N a s

均可见

到
,

尤以 N a Z

一N a 4

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强烈
;
而不含矿者仅见二次钠化

,

最多只有三次
,

且不很

发育
。

另外
,

不同期次钠长石化的含矿性也有差别
,

N a : 、

N a 3

以微粒金或微细粒金
、

间隙金为

主
; N a ;

以含明金或填隙状金为主
,

表明随着钠化的增强金的含量亦增高
,

即钠化强度与金矿

化成正 比
。

( 2) 构造动力作用的强度和力学性质差异
。

含矿钠长石岩受动力作用表现为
,

从压~ 压扭

~ 张扭的力学性质转化
,

结构构造也从定向构造~ 片状构造~ 似条带状构造~ 条带状构造~

似角砾状构造
;
从等粒结构~ 粒化结构~ 糜棱结构 ~ 碎裂结构的转变

,

反映出动力作用的多期
`

次和多阶段性
。

钠长石晶体呈定向
、

显微揉皱
、

拔丝结构
、

压力影构造
、

棋盘格状构造
、

沙钟构

造
、

环带构造
、

波状消光以及正长石微斜长石化和条纹长石化等形变相变现象十分发育
,

表明

动力作用相当强烈
;
而不含矿者对动力作用的反映相对较弱

,

应力的性质以压应力为主
,

结构

构造以块状构造
、

不等粒镶嵌结构为主
。

( 3) 矿化蚀变类型的差异
。

含矿钠长石岩矿化蚀变具有多样化特点
,

从绢云母化
、

绿泥石

化
、

电气石化
、

硅化
、

大理岩化到特征的高岭石化
、

石墨化
、

黄铁矿化
、

萤石化
、

白云石化
、

绿帘石

化等
,

经历了多次多阶段的矿化热液蚀变
。

不含矿者以绢云母化
、

微斜长石化
、

碳酸盐化为特

征
,

蚀变弱且不发育
。

( 4) 两者所处的构造部位不 同
。

含矿钠长石岩多处于韧
一

脆性剪切带的高应力集中区及其

复合部位
。

如两组 X 型扭裂交叉带
、

追踪裂隙带
、

应变滑劈理密集滑动带
、

挤压片理带
,

以及与

韧性剪切带相伴生的张性裂隙中
,

表明金矿的富集与韧性剪切晚期松弛作用引起的张性
、

张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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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力的活动有关
;
不含矿者则处于相对的低应力区内

。

如韧
一

脆性剪切带的边缘区或韧性剪

切过渡带中
。

4 几点认识

( 1) 韧性剪切带往往缺乏明显的破裂面
,

以及一般断层的许多标志
,

其内部的变形和两侧

(盘 )的位移
,

主要是通过岩石的韧性流变或剪切应变完成的
,

因而认识韧性剪切带有一定的困

难
。

从理论上讲
,

韧性剪切带的原始含义是指那种既有位移却无断裂
,

既有变形却非褶皱
,

分布

于狭长地带中的带状构造 8j[
。

而普通所说的韧性剪切带实际上是指韧性断裂
,

即出现有破裂而

的韧性剪切带
。

( 2)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

不 同地层
、

岩类地区的韧性剪切带宏观和微观特征
,

既有共同点
,

也存在着差异
。

如在绿片岩相
、

绿帘石一角闪岩相及高级变质区的剪切带内
,

石英
、

云母
、

斜长

石和正长石的显微构造都有不同的表现 ( iS m p s o n , 1 98 5 )
。

绿片岩相剪切带内的糜棱岩颗粒粒

度总体上是减小的
,

但在角闪岩相及更高级的变质环境中
,

由于应力恢复和重结晶作用
,

剪切

带内粒度不一定减小 0[]
。

粤北大沟谷地区韧
一

脆性剪切带中的碎裂黄铁矿化钠长石岩就是一

例
。

( 3) 粤北大沟谷钠长石岩型金矿带
,

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领域
,

都具有韧
一

脆性剪切带的基

本特征
,

而带内的微观特征则更为显著
,

矿物从塑性形变~ 脆性形变
、

从简单晶体变形~ 强烈

形变一相变
,

显示出韧性剪切带完整的演化过程
。

(4 ) 从不同类型岩石的含矿性来看
,

一般当云母石英片岩遭受多期次韧
一

脆性剪切作用和

多期次钠长石化后
,

含矿性较好
;
此外

,

含矿钠长石岩中黄铁矿化较强
,

并具碎裂结构
、

条带状

构造
,

发育有白云石化
、

绿帘石化
、

萤石化
、

石墨化
、

高岭石化等蚀变时
,

金的品位较高
。

( 5) 一般来讲
,

第 1期钠长石化 ( N a ,
)与韧性剪切的初级阶段相伴生

;
第 2 期钠化 ( N a :

)为

剪切应力最强 阶段的产物
;
随着剪切应力的松弛并略转为张扭性时

,

产生第 3 期钠化 ( N a 3
) ;红

4 期钠化 ( N a 4
)具明显的张性特点

;
而第 5 期钠化 ( N a s

) 则为韧性剪切最晚一次张应力作用的

结果
。

本文是
“

粤北大沟谷地区钠长石岩型金矿动力成岩成矿与金矿区预测研究
”

课题显微构造

科研报告所作的总结
,

不当之处请指正
。

野外工作得到 了广东省地矿局七O 六地质大队及李水

林
、

陈思强
、

何凯松等同志的大力协助
,

在此深表谢意
。

参 考 文 献

1 张奋生等
,

粤北新洲地 区乐昌峡群的层序和特征
。

广东地质
,

19 91
,

6 ( 4)
。

2 彭少梅
,

粤北新洲地区推覆断裂系统中的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
。

地质找矿论丛
, 1 9 91

,

6 ( 12 )
: 4 。一 51

。

3 许志琴
,

地壳变形与显微构造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84
。

4 刘瑞殉
,

显微构造地质学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 9 8 8

。

朱大岗
、

张瑞丰
,

构造动力作用下碱性长石的形变与相变研究
。

地质力学与地壳运动

1 9 92 年年报
,

北京
:

地震出版社
,

1 9 9 3
,

1 0 7一 1 1 8
。

地质力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1 9 9 1

6 朱大岗
,

广东新 田断裂带中碱性长石类矿物相变现象初探
。

地质力学研究所所刊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89
,

( 1 3 )
:

241

2 5 0
。

汪昭祥
,

简论双王金矿地质
。

贵金属地质
,

1 99 2
,

1 (2 一 3)
: 1 69 一 1 7 3

。

9 4



地质力学学报
地质力学学报编辑 委员会

J O U R N A L O F G E O M E C H A乃江C S

1 S S N 1 0 0 6一 6 6 1 6
I S S N 1 0 0 6一 6 61 6

C N 1 1一 3 67 2/ P

9

1姗幽)…丽
19 9 5年

第 1 卷 丫 ` , 1
.

1

第 1翔 N o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