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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南庄河地区构造变形及构造控矿模式

秦松贤　吕贻峰　李江风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该区从太古宙到显生宙 ,先后经历了四个大的构造旋回和九个构造变形世代这一漫长的

构造演化过程 ,在不同构造层中分别形成了褶皱构造、正向或逆向顺层滑脱构造、韧性剪切带

构造、脆性断裂构造等各具特色的构造变形样式。加之晚生构造对早生构造的叠加复合、改造

利用 ,构成了一幅十分复杂的构造变形图象。反应了该区由较深层次→较浅层次、由塑性变形

→脆性变形、由复杂变形→简单变形的构造变形特征。

通过对区内已知矿床、矿点的观察研究和重点解剖 ,认为具有如下成矿特征:①前寒武纪

基底变质岩系、中生代中酸性侵入体、断裂构造三位一体成矿 ;②容矿岩系老 (主要为基底变质

岩 ) ,成矿时代新 (主要为中生代 ) ;③矿化类型以沿断裂充填的含金石英脉型为主 ,其次为破碎

带含金蚀变岩型 ;④矿床成因主要表现为岩浆热液型 ;⑤构造控矿作用突出。 根据区内不同的

构造控矿型式 ,可初步归纳为如下三种构造控矿模式 ,并暂以产地来命名。

1. 断裂复合控矿构造模式 (新房式 )

新房金矿构造控矿的基本特征 ,是具有继承性活动的 NN E向脆性断裂带与太古宙基底

和盖层之间形成的韧 -脆性滑动剪切带交接复合控矿。这种构造格局的控矿机理是基底与盖层

之间沿原生不整合面形成的韧-脆性滑动剪切带 ,产状平缓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席状屏蔽

层把其上、下岩层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 -化学环境。 上盘系统中岩石的脆性破裂体系为

地下水的深循环提供了通道 ,异常的热梯度为流体的循环提供了热能 ,从而使上盘形成了一个

与大气降水体系相连通具氧化环境的循环系统 ;下盘岩石的退变质作用和糜棱岩化提供的部

分流体 ,加上岩浆来源的热液 ,形成了下盘还原环境下的热液循环系统。这个时期 ,两个不同系

统的热液循环已使金元素活化、迁移 ,并在氧化 -还原界面附近聚集下来。当晚期构造活动伴有

脆性断裂形成并切割破坏这一构造屏蔽层界面时 ,就打破了韧 -脆性剪切带控制下相对平衡的

物理-化学环境 ,使上、下两个截然不同环境中的物质随流体沿断裂构造形成对流 ,在适宜的物

理 -化学条件下使矿质沉淀并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富集成矿。

据地表观察和现有工程揭露 ,新房金矿的矿体主要沿 NN E向断裂构造分布 ,因而 NN E

向断裂构造又是具体的储矿构造。含矿石英脉在盖层中主要沿发育在钓鱼台组变质砂岩中的

NN E向断裂充填 ,规模较小 ,矿化清楚。 控矿断裂产状陡直 ,倾角 80°左右 ,派生构造显示为逆

冲压扭性构造面。含矿石英脉在基底片麻岩中 ,规模相对较大 ,仍然沿 NN E向断裂充填 ,并常

见石英脉壁处有中性岩脉相伴生。脉体在断裂产状变缓处明显加厚 ,矿化好 ,能形成工业矿体。

含金石英脉中金属矿物以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组合为主 ,且多在石英脉体的脉壁附近呈条

带状富集。根据金属矿物在石英脉中呈条带状沿裂隙赋存、金属矿物胶结破碎的石英脉角砾、

沿石英脉壁有中性岩脉贯入和岩脉的蚀变及片理化等现象 ,可以看出在成矿期构造的继承性

41



活动特征。

2. 韧 -脆性叠加剪切带控矿构造模式 (观驾山式 )

韧 -脆性叠加剪切带是指 ,在早期较深构造层次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走滑式韧性剪切带 ,

随着地壳的逐渐抬升和构造活动的作用 ,又叠加了脆性变形的剪切带构造。

区内所见到的韧-脆性叠加剪切带主要发育在观驾山南侧太古宇基底片麻岩中 ,可分为

N E走向和 NW走向共轭的两组。早期韧性剪切带因叠加晚期脆性变形而出现普遍的退变质

现象 ,以常见的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现象为特征 ,剪切带内的构造糜棱岩已转变为变晶糜棱岩

或片理化糜棱岩。 含金石英脉受两组共轭韧-脆性叠加剪切带的控制明显 ,主要赋存在剪切带

从属裂隙系统中。如 1号含金石英脉 ,位于走向 NW的韧-脆性叠加剪切带内 ,石英脉可分早、

晚两期 ,早期石英脉主要沿与剪切带边界斜交的糜棱面理充填 ,又如 2号含金石英脉 ,位于走

向 N E的韧 -脆性叠加剪切带内 ,赋存在与剪切带边界平行的构造破裂面中。脉体延伸长 ,产状

稳定 ,沿走向常组合为尖灭再现的脉体群 ,受晚期叠加的压扭性结构面的控制明显。区内这种

控矿构造模式 ,反映了两种不同构造应力场的叠加作用 ,即早期是在 SN向挤压应力场作用下

较深层次的高温剪切变形 ,晚期是在 SN向直扭应力场作用下较浅层次的低温剪切变形。两种

不同性质的变形在同一结构面部位叠加复合 ,除造成剪切带同时具有韧性和脆性变形特征外 ,

剪切带还同时受 SN向直扭应力场特征的改造和利用 ,而产生具有不同程度的压扭性 N E向

和张扭性 NW向结构面特征。

3. 层间破碎带控矿构造模式 (周家屯式 )

层间破碎带 ,尤其是产状低缓的层间破碎带的成因主要有两种:①由构造活动引起层间构

造动力破碎而形成的层间构造破碎带。由于其破碎强烈 ,孔隙度好 ,有良好的开放空间 ,而利于

含矿热液的活动和聚集 ,控制着矿体或矿化体沿层间破碎带分布。②在特定的构造和岩石组合

条件下 ,由高孔隙流体压力环境所导致的水压张性破裂而形成的层间破裂带。造成水压破裂的

岩层一般是 ,下部为具有高孔隙度或裂隙发育的岩层 (如灰岩 ) ,上部为孔隙度极小的不渗透水

岩层 (如粘土岩 ) ,从而构成了一个良好的不渗透障系统。于是在下部岩层的顶部就出现了超流

体静压力体制 ,使岩石的剪切强度降到极限状态。一旦受到构造差异应力的触发驱动 ,岩石就

会迅速破碎 ,形成层间张性角砾岩层。随着压力下降 ,含矿流体涌入其中发生沉淀 ,形成层间矿

体或矿化体。

区内受层间破碎带控制的含矿体和金矿化体主要出现在周家屯村一带的辽河群中。辽河

群由下部大石桥组白云质大理岩和上部盖县组片岩组成。其构造变形样式主要表现为伸展体

制下形成的一套韧性正向滑脱构造系统 ,以及受晚期构造影响对其局部改造和复合。因而其构

造变形特征反映的是在塑性变形基础上叠加的脆性破裂变形 ,并集中发育在两个岩性不同的

地层组接触界面处和下部白云质大理岩的层间。因此 ,其形成原因除构造叠加影响外 ,也不能

完全排除水压破裂作用的存在。

矿化富集部位主要集中在白云质大理岩的层间破碎带内和上、下两个岩性截然不同的地

层组界面附近的破碎带中。带内构造岩普遍出现强烈蚀变现象 ,赋存其中的含矿体多呈透镜状

不连续产出 ,品位较高 ,但基本上没有金属矿物存在。风化强 ,埋藏浅 ,易开采 ,目前所见主要为

其上部成矿地段 ,矿化类型应属含金蚀变构造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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