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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刘矿床矿脉群形成的构造环境

本文主要介绍菱刘矿床矿脉的赋存状态
、

裂隙体系分析
、

矿脉群赋存的构造环境
。

菱XlJ

矿床属脉状浅成热液型金银矿床
。

矿床成因与裂隙系统的形成关系密切
。

矿脉群大致位于基

底岩石 ( 四万十层群 ) 隆起的中央部位
。

围绕四万十层群发育有正断层
。

1 矿脉形态

1
.

1 矿脉主要特征

组成矿脉的岩性是对称的
,

即矿脉的中心部位为叶片状石英带 ( I )
,

伴有充填方解石的

熔洞
。

以叶片状石英带为中心
,

向外为乳 白色细粒石英带 ( l )
,

然后为冰 长石 + 石英带

( l )
,

对称分布
。

l 带金含量高
,

且伴有银黑矿
。

矿脉由主脉和切割主脉的细脉组成
。

矿脉与围岩界线呈波状
,

在围岩中常见到 由主脉派

生的细脉
。

另外
,

可见围岩角砾化
,

其间充填有石英
。

1
.

2 矿脉中变形构造

菱刘矿床矿脉 中分布有拉张构造
、

断层破碎带
、

拉伸褶曲等几种变形构造
,

分别介绍如

下
:

拉张构造见于菱泉矿脉群 40 一 ZS L E 46 R Y 一 S E 处
。

这里矿脉的围岩为受热液变质的安山

质火山碎屑岩类
,

分布有拉张构造的石英脉为 I 带和 I 带
.

推测这样的裂隙是 由于北侧断块

的下落而形成
。

断层破碎带见于瑞泉矿脉群 25 W 27 Z U 一 I E 处
。

矿脉发生破碎形成角砾
,

在角砾之间充

填有鳞石英
。

这些角砾被 I 带细粒乳白色石英所掩盖
。

由此可见
,

矿脉 l 带形成前
,

由于断

裂活动
,

使矿脉发生了角砾化
。

从角砾的产状可推测
,

矿脉是在北侧断块下落的断裂活动中

发生破碎
。

拉伸褶曲见于大泉矿脉群 4 0 E 1 8 D A 一 I A 处和 40 E 18 D A 一 Z W 处
.

I A 处围岩四万十层群

砂岩
、

泥岩互层部位发生褶曲
,

矿脉和围岩中层理是倾斜的
,

但矿脉附近的层理却发生了褶

曲
,

层理与石英脉呈平行分布
。

Z W 处矿脉呈扇状分布
,

越是北侧的矿脉倾斜度越缓
。

总之
,

拉伸褶 曲也是由于北侧断块的下落而引起
。

以上说明
,

充填有矿脉的裂隙是在北侧断块下落的断裂活动中形成
,

该断裂活动是从矿

脉形成之前开始
,

并贯穿矿脉形成的全过程
。

大多数矿脉在北部为陡倾斜
,

断裂属正断层性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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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性构造解析

线性构造是从地形地貌推断出的简单的线状构造
。

在基底中形成的裂隙构造
,

在地表以

某种形式表现为地形地貌的线性构造
,

也就是说基底岩石受破碎而形成了相对薄弱部分
,

然

后遭受河流的浸蚀而形成的
“
浸蚀地形

” 。

2
.

1 地区地形

菱XlJ 地区东部山势
,

一般高度为海拔 5 0 0一 6 0 0 m
,

向南西逐渐变缓
,

在菱XlJ 叮附近川内

川低处海拔高度降至 1 70 m
。

山势一般平缓
,

山上有大面积的平缓地带
。

但在平缓地形中形成

了浅的洼地
。

N E 一 S W 方向山谷的连续性完好
,

说明后来的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覆盖了能

反映地质构造的古河道
,

也就是说熔岩和碎屑岩是形成 目前山地地形的主要因素
。

谷底平原的分布很有特征
,

不论其规模大小
,

都具有突然宽
、

窄的变化
。

这种现象在楠

元川
、

新川
、

芦谷
、

山田川等地均能见到
。

2
.

2 线性构造

基岩中产生的裂隙
,

在地形上的表现形式很复杂
,

有的呈陡倾斜的锐角状线条
,

亦有的

发展成宽广谷地
。

这主要取决于裂隙的性质
,

即取决于裂隙受浸蚀的难易程度
。

侵蚀作用及

其强弱是根据地表水的浸蚀能 力和基岩对浸蚀作用的抵抗 力而定
。

在同一裂隙系统中
,

根据破碎带的性质
,

其一部分可成为大而宽的河谷平原
,

一部分可

成为小而窄的线条状谷地
,

也有在地形上表现不出来的
,

因此
,

线状构造在地形上表现为断

续的情况下
,

也可能是个大构造
.

一般的地形线性构造
,

在航片和卫片上都能表现出来
,

但亦有裂隙带的反差较小而在地

形上表现不出来的
,

或被冲积层覆盖而辩认不 出来的例子
。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

在现场进行

裂隙系统的观察
,

合理进行地质学分析
,

是很有必要的
。

2
.

3 线性构造方位及特征

通过航片和 S P O T 画像分析
,

菱义lJ区内线性构造可分为 N W
、

N E 向及 E W
、

S N 向构造

系统
,

亦有同心环状构造
。

① N W 向构造系统

该系统线性构造较弱
,

大部分被其它方向线性构造所切断
,

不连续
,

然而其连续性和方

向性仍能明显表现出来 ( 图 1 )
,

该系统线性构造还可进一步分为 N W
、

N N W
、

N w W 向
。

N N W

向线性构造在田中一前 目一汤之尾一线之东侧表现明显
,

但在稻叶崎以南表现微弱
。

N W 向线

性构造在川内川北侧很发育
。

N W W 向线性构造以 N 60
“

W 为主体
,

主要发育在川内川以南
.

与

N W 向之间夹角为 10 一 2 00
,

二者交叉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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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西向线性构造分布图

1一 N N W向线性构造
, 2一 N W 向线性构造

; 3一N W W 向线性构造

②N E 向构造系统

该系统可分为 N E 向和 N E E 向两个方向的线性构造 (图 2 )
。

N E 向线性构造以长 0
.

5一

I k m 为主
,

连续性 良好
,

大体发育在鱼野至林田农园山区和川内川低处
,

不形成局部密集带
,

几乎在全区范围内均能见到
。

N E E 向为 N 70
。

一 8少 E
,

与 E W 向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

该组线

性构造连续性 良好
,

不仅分布在山区
,

在川内川低处也能见到
,

与 N N W 向大致呈 9 00
。

N E 向

线性构造
,

其方向与新川
、

芦谷
、

山田川等宽谷的支谷方向基本一致
,

认为主要受地形所制

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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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东向线性构造分布图

l一 N E 向线性构造
, 2一N E E 向线性构造

③E W 向构造系统

在一定范围内 E w

线性构造切断的痕迹
,

造中心部位
。

向线性构造发育 (图 3 )
。

线性构造短而连续性好
,

看不到被其它系统

多发育在 田中
、

新川和山田川附近环状构造密集带及栗野环状线性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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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西向线性构造和环状线性构造分布图

l一环状线性构造 ; 2一 E W 向线性构造

④ S N 向构造系统

与上述不同
,

S N 向线性构造集中分布在加久藤盆地的边缘
,

其特征是线性构造 向左右摇

摆
,

但很连续
。

根据其分布密度和形态
,

很可能与加久藤盆地火山活动有关
。

⑤环状构造系统

菱XlJ 区有两个环状线性构造
,

分布在 田中川一狮子间野牧场间 (称菱刘密集带 ) 和栗野

盯北部 (称栗野密集带 ) ( 图 3)
。

菱XlJ 密集带是 由 N E E 向扁而平的田中川
、

新川
、

山田川三个环状线性构造密集带组成
,

相互间有重叠部位
。

在环状线性构造密集带中央
,

具有很宽的谷底平原
,

其形成与易浸蚀
、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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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裂隙的开 口 部位
、

局部破碎带
、

基岩变质带等有关
。

谷底平原的出口处为狭窄部位
,

且流

向重留川
。

在一般情况下
,

这种狭窄部位或峡谷是在下游部位相对隆起或在抗浸蚀作用强的

岩石中形成
。

在本区尚未见到抗浸蚀性强的岩石
。

研究者认为这种浸蚀地形是由于下游部位

缓慢隆起
,

而谷地平原相对沉降所形成
。

栗野密集带环状线性构造比菱刘密集带环状线性构造密度低
。

从地形上看西部和北部相

对突起
,

中间形成洼地
,

南部则向川内川方向展开
。

川内川经过此地时亦受到了构造的限制
,

即从北向南的流向在此地变为 2 7 00
,

再向左变为北西方向
。

环状构造带中央 由 S N
、

E w
、

N w
、

N W W 向等线性构造组成
。

在菱XlJ 矿周围线性构造中
,

最具特征的为环状线性构造
。

环状线性构造与深部基底的相

对隆起和沉降相对应
。

这就是说
,

菱XlJ 区分布的环状线性构造
,

是 由基底的升降运动而使上

覆层中产生大量裂隙构造所致
。

3 假想基底变位法解析

假想基底变位法用于验证线性构造解析正确与否
。

3
.

1 计算机设计处理方法

在某地质体中假定出具有三维度很大的领域 (构造体系 )
,

其中要解析的变形构造是由该

构造体系之外的力学作用而形成的
。

该力学作用的原因可用体系边界上的几个点的变位来代

表
。

在一般情况下
,

对堆积盆地中构造体系而言
,

变形作用分析时可用下部基底界面 (假想

基底面 ) 上的几个变位点来代表
,

这就叫做假想基底变位法
。

在通常情况下
,

浅层变形构造

比较清楚
,

而基底变位不清楚
。

假想基底变位法是通过某假想的基底变位来计算裂隙变形构

造的
,

并与实际掌握的构造资料进行比较
,

挑选出最适宜的基底变位
,

来计算出未知裂隙分

布的一种方法
。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

开始用任意给出的假想基底变位计算出变形构造
,

然后

与已掌握的资料 (包括地层等厚线图和裂隙分布图等 ) 相比较
,

这样把假想基底变位反复修

正到二者差别最小为止
,

最终取得最适宜的假想基底变位 (图 4 )
。

图 4 构造体系有限要素分割

假想基底变位法在几次资源调查过程中使用过
,

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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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控制资料与构造体系

以菱 JXl 矿山为中心
,

对四万十层群其上的覆盖层进行了区域构造解析
,

把不整合面作为

构造体系的假想基底面
。

本文介绍的是 由于基底构造运动
,

而在上覆盖层中所产生的裂隙系

统及其分布
、

规模和性质等以及未探矿地区裂隙系统的分布特征
。

解析的构造体系范围是
,

以菱刘矿为中心
,

X 方向 ( N 2 0n w ) 5
.

sk m
,

Y 方向 ( N 7 o0 E )

4
.

4k m
,

Z 方向 (垂直向下 ) 0
.

4 5 k m
。

在 X 和 Y 方向以 0
.

5 5 k m 为间隔划分 1 0 个和 8 个等分
,

在 Z 方向以 0
.

1 k5 m 划分 3个等分
,

这样共分割出 24 0 个六面体要素
,

四面体要素的顶点数为

4 9 5 个 (图 4 )
。

若将深度 0
.

45 k m 按 0
.

1k5 m 分成三层
,

下部第一层和第二层可近似代表为菱 xlJ 下部安

山岩类
,

第三层可视为狮子间野英安岩
。

.3 3 岩石物性

物性条件参考了该区岩石的岩石力学试验结果
。

设计处理时使用的物性条件是
,

第一
、

二

层杨氏模量为 0
.

1 义 10 `
k g / e m , ,

泊松比为 0
·

2 2 6
,

抗压强度为 0
.

0 0 5 义 1 0 6
k g / e m

, ;
第三层杨

氏模量为 o一 又 1 0 6
k g / e m

, ,

泊松 比为 0
.

3 44
,

抗压强度为 0
.

0 0 6 又 2 0
`

k g / e m
, 。

.3 4 实验结果和解释

图 5 表示该区线断倾斜分布图
。

高倾斜 区分布在菱XlJ 矿 山的南部和北部 区
,

呈 N E 一 S w

向展布
,

菱XlJ 矿则分布在这些高倾斜量区之间
。

图 5 第一层数据表明
,

在菱XlJ 矿 山西南部有倾斜量最大达到 8 %的椭园形区
。

同样在西北

部亦有达到 6 %的区
。

它们都反映了基底隆起边部的倾斜面
。

图 5 第三层反映的数据及其分布

状况与第一层类似
,

倾斜量最高达到 7 %
。

图 5 线断倾斜分布图

(数字表示线断倾斜量 )

菱XlJ 矿位于西北区和南东区共扼裂隙之间
,

而西北区和南东区的裂隙表现不同
。

在南东

区有北盘上升的高角度断层和向南倾斜的低角度断层
,

而西
一

化区相反
,

有南盘上升的高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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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和向北倾斜的低角度断层
。

所有裂隙均平行展布
。

在第三层中有部分断层表现为横向特

征
。

总之
,

线断倾斜量较大的地区呈椭圆形分布在基底隆起部位
,

且有方向性
,

其中高角度

断层的滑动面与基底隆起边部基本一致
。

4 结语

从以上介绍的资料看
,

可 以明确如下几点
:

矿脉具有对称构造
,

在矿脉中可见 由高角度断层活动所形成的拉张构造和断裂活动 引起

的褶皱变形
。

表明矿脉是由基底隆起引起盖层伸展产生裂隙并连续裂开
,

由矿液充填而形成
。

通过线性构造解析得知
,

区内主要为 N E 向和 N W 向线性构造
,

次有 E W 向和 S N 向构

造以及四个环状构造
。

菱 XlJ 矿位于其中的一个环状构造的中心部位
。

环状构造与基底隆起和

盖层沉降相对应
。

根据假想基底变位法研究认为
,

基底隆起周围有高倾斜区
,

形成了高角度断层和低角度

断层
。

菱XlJ 矿山矿脉
,

分布在基底隆起的顶部
。

该隆起带呈 N E E一 S W W 向展布
。

在菱XlJ 矿南

部亦有小的基底隆起带
。

这些地区被认为是今后探矿的重点地区
。

另外楠本川至新川之间也

有环状构造
,

对今后找矿也很重要
。

池永一 权恒 李兰 英 供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