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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彭山地区变质核杂岩

构造及其成矿作用

刘南庆 黄剑凤
(江西地质矿产局 9 16 大队

,

九江 )

提 要 本文从构造地层学的角度
,

用构造解析的原理
,

分析
、

厘定了彭 山地区的变质核杂岩构造
,

并对其成矿作 用进行了系统地探讨
。

关链词 构造地层学 构造解析 变质核杂岩构造 成矿作用 彭 山地区

江西省北部彭山是一个以锡为主的多金属矿田
,

其南部有宝山锑金矿带
。

已探明的矿床就

有十多处
,

进行了大量的地质研究和找矿勘探工作
,

有许多报告
,

论文及专著问世
。

其中对彭 山

弯状构造有
“

燕 山期的叠加褶皱
”

之说 [4]
“

中生代花岗岩底辟弯窿
”

之说川
,

并一致认为是层控

式热液充填
、

交代型矿体仁‘〕;在宝山通过前期地质与勘探
,

发现锑金矿化与 E w 向构造带及其

间中基性岩墙 (席 )群
、

N E 向断裂复合控制有关
。

但是对该地区构造控制下的地层变形机制
、

岩

浆演化及其与矿产之间的成生联系缺乏系统地研究
,

尤其是对不同尺度
、

不同层次
、

不同体制
、

不同类型的构造之间缺乏全方位的动态解析
。

以至仍然栓桔在
“

浅层次挤压体制
”

的范围
,

仍然

停留在构造与矿产之间就事论事的几何描述
。

近期通过有关资料的重新开发利用并重点在张十八铅锌矿区
、

宝 山锑金矿区进行 了不同

程度的构造解析
,

笔者认为
“

彭 山一宝山
“

处在特殊的大陆转换断层位置
,

是一个 自加里东以来

长期活动的伸展构造区
,

具有多层次
、

多类型
、

多尺度和多期次的构造变形
。

其中以彭山变质核

杂岩为主体的多层次滑脱剥离是本区的主体构造
,

并控制了内生金属矿产的分布
。

宝山 Ew 向

构造带是构造多层次
、

全方位地复合地带
,

成矿地质条件优越
。

(图 l)

1 彭山变质核杂岩构造特征

位于长江中下游
、

扬子板块南部边缘的彭 山
,

发育孤立
、

凸起的弯状退变基底
,

伴有后期中

酸性岩浆侵位
,

基底顶部是一个退变质作用很强的韧性剪切带
,

其上是基底剥离断层和褶叠

层
,

再上是志留系碎屑岩组成的狭义盖层
。

从而具备了变质核杂岩构造特征
。

(图 2)

L l 变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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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彭山弯窿核部
。

为中

元古界双桥山群下亚群低绿片

岩相
、

绢云母
一

钠长石动压变质

岩
,

间夹多层变火山熔岩 (R b
-

S r
等时线年龄 15 15 士 2峨M a )

。

绿片岩 中黑云 母呈残片状飘

浮 ; 在 刘 家 山深 部 (标 高 一

5 00 m )绿帘角闪岩
一

绿片岩中
,

有大量的榴辉岩
、

榴闪岩
“

残

骸
” ,

三者呈渐变过渡关系
,
变

火 山 熔 岩
‘了 R b /

sc S r 比 值

0
·

14 13 ~ d
.

7 8 2 7
、

稀土元素分

布型式图解显示 E u

有不同程

度亏损出现负异常
,

说明与退

变质作用有关
,

在流体相的加

入和交代作用的发生过程中
,

K 质带入
,

R b 有更多 的带入
、

稀土元素得到了活化
。

可见这

是一个经历了递进~ 退化变质

作用的变质杂岩核阁
。

1. 2 后期中酸性岩体
卜 第四 系 2

.

志留系 3
.

奥陶系 4
.

寒武 系 5
.

震 旦系 6
.

中元古界双 桥 隐伏于彭山弯状构造近轴

山群 7
·

花岗岩脉 8. 中基性岩墙 9. 脆性断裂 1 0
.

滑离断层 1 1
.

滑裂岩 部
,

与围岩接触界面截然
。

由二

带 12
.

地层产状 云母碱长花岗岩
、

黑云母二长

图 1 彭山地区地质构造图 花岗岩及 白岗岩脉组成杂岩
Fis

.

1 o e o lo g ica l s tr u o t u r e m a p o f 阵n g sha n a rea 体
。

为燕山中期 (R b
一

S r
等时线

年龄 1 27 士 4M a )富硅碱
、

贫铁镁钙的铝过饱和钙碱性岩石
。

据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认为是陆壳重

熔型(S 型 )花岗岩
。

川

1. 3 基底韧性剪切带

发育在上述变质基底的顶部
。

厚度> ZOm
,

上被基底剥离断层所切
,

下与变质核呈渐变关

系
,

产状平缓
。

由糜棱状片岩夹透镜状
“

细碧
一

石英角斑岩系
”

组成
。

岩石中韧脆性剪切面理发

育
,

局部有典型的糜棱结构
; 由长英质组成的同构造分泌脉及塑性流状构造均趋同一 致平行

新生面理 (片理)
。

石英角斑岩中多量的流线状矿物组成的拉伸线理清晰可见 (图 3 )
。

镜下石英

波状消光明显
,

塑性岩屑具压扁
、

弯曲
、

拉长
,

细小晶屑显示出方向性排列
,

总体反映出极显著

的塑性流动变形特征
。

在此带之顶部有一薄层碎裂状岩石
。

l. d 墓底剥离断层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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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弱 金润

矿化 为主

受书雇韧

性劳切带

控创
‘

圈 2 彭山构造 地质往状口(综合新老资料拟编 )

F ig 2 St u elu r e 一st r a tig ra Phi e e o lu m n o f pe
n gs ha

n

是基底韧性剪切带与上

覆褶叠层的分划性构造
。

总

体呈舒缓波状
,

切削上
、

下盘

岩层
,

使上覆 下震旦系碉 门

组盖层与下伏基底出现不同

岩性接触
,

地层厚度减薄
。

局

部断面上可见数厘米厚的断

层泥
。

L S 褶 . 层

空间上位于弯窿构造的

中部
,

被基底剥离断层和顶

板滑离断层控制
。

由震旦系
、

寒武 系和奥陶系地层组成
。

岩石普遍发生固态流变和横

向构造置换
,

其中发育一系

列滑离断层构成一个 向四周

正向韧
一

脆性 剪切 的多层次

构造滑离系统
,

这些断层均

出现在韧性差异较大的两套

沉积岩之 间
,

Pt
Zs h ,

与 z : d , 、

z Zd
。

与毛
I

w 与 o 与 s 之间

是三个主滑离断层
,

代表 了

深
、

中
、

浅三个层次
。

它们均

顺层或与上下岩层小角度相

交
,

并造成强烈变薄
,

甚至跨

组接触 (图 4)
。

在各断面的

下盘均不同程度发育韧性剪

切带
,

带内为长英质或碳酸

盐糜棱状岩石
,

在单层 韧性

差异较大的构造地 层区段
,

顺层正牵引掩卧褶皱十分发育
,

且被小型顺层韧
一

脆性剪切带或劈理域所限 (图 5 )
,

从而 否定

了沉积学的解释依据
。

这些
“

顺层
”

特点反映韧性剪切带形成过程中地壳的水平伸展
。

1
·

6 狭义益层

地处弯窿构造的最外圈边缘
。

由中生代志留系碎屑岩组成
。

变形微弱
,

发育上陡下缓的犁

式正断层及横向张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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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宝山 E W 向构造带特征

由基底 E w 向构造带与盖层多层滑离
、

滑

覆系统全方位地复合而成
。

深部基底以韧性剪

切为特征
,

缺乏直接的考察资料
。

中深部以发育

多层次的韧脆性滑脱剥离构造为特色
,

地层单

位与彭山完全可 以对 比
。

浅部则发育多层滑覆

体
,

脆性断裂活跃
。

顺 E w 向构造带中基性岩墙

(席 )群杂乱填隙
。

依其构造的空间位态及岩石

的构造地层学特征
,

自中下而上可分为下部褶

叠层和上部褶叠层
。

2. 1 下部褶 . 层

由震旦
、

寒武
、

奥陶系组成
,

为原地
‘

系统
。

其

构造地层学特征与彭山基本相同
,

但岩性
、

岩相

组合有一定的差异
,

而总体又表现出一种 自
“

刘

家山一张十八一带
”

的古隆起所引起的相变关

系
。

构造产状趋于向南中等倾伏
,

固态流变构造

趋于大型
、

简单
,

横向构造置

换较强烈
。

义绝
,

2
.

2 上部褶 . 层

回团口

1
.

流线状长石斑晶 2
.

流线状暗色矿物 3
.

矿物线理

图 3 刘家山剖面中石英角斑岩内由流线状矿物组

成的拉伸线理构造素描图

Fig
.

3 S tr u e tu r e sk e teh m a P e o m PO“d o f lin
ca

r 一
flo w

m in e r a ls in q u a r t z k e ro t o Ph y re o f m t L iu jia sh a n se e tio n

1
.

石英砂岩 2
.

层间滑动片理化带 3
.

中厚层硅质岩

图 峨 1 01 点 zl d 与 z
Z
d
。

接触关系地质剖面素描图

F ig
.

4 G e o lo g ica l Pr o file s ke te h m a P o f th e C o n ta et

Z Zd
。
in

po in t 1 0 1

于 z Zd
。

之上
,

z , n 覆于 z Zd 之上
、

z , d 超覆于

划分的滑覆样式—
滑片型的

“

B’
,

型 (图 6 )
。

2
.

3 中墓性岩墙 (席 )群

Z Z d 。 灯影组
,

z . d 铜门组

r e la tio n be tw ee n Z 一d a n d

由震旦及寒武 系组成
,

为滑覆系统
。

构造地层学特

征同彭山
。

由低角度正断层

所限定的滑覆体
,

常构成 一

种下部相对塑性 (毛 )
,

上部

相对能干 (z )的滑覆体倒置

现象
,

有时混杂堆积
。

从宝山
“

飞来峰
”

的解 剖来看
,

构造

具 有
“

后 退 式
”

叠 覆 形 式
:

z Zd
。

覆 于 (
3 h 之 上

、
z Zd 覆

z l n 、

z Zd
、

z : d
。

之上
,

相当于马杏垣
、

索书 田 (19 8 4 )

受 E w 向构造带及层间滑动断裂控制
,

为安山岩及闪斜煌斑岩
。

据其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

与构造的关系
,

认为是慢源中基性岩浆经深部分异作用沿断裂被动侵位
。

岩石受后期构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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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破 碎
、

蚀变均 较 强烈
。

K
一

A r 同 位 素年 龄

15 8
.

4M a ,

应为燕山中期第一阶段产物
。

3 构造在不同层次上的变形机制

根据彭山地区不同构造群落的构造生态
,

在剖面上 自下而上可以划分为下
、

中
、

上 (或深
、

中
、

浅 )三个具有不 同主导变形机制的构造层

次
。

它们在空间上是叠置的
,

时间上是递进的
。

3
.

1 下部构造层

彭山发育较好
,

研究程度较高
。

宝山仅在钻

孔中时有见及
,

未能研究
,

但亦证明其下部构造

层的存在
。

下邻构造层以基底剥离断层为上限
,

包括

变质核
,

基底韧性剪切带及后期中酸性岩体诸

图 5 陡功沱组亲带状泥灰岩中被韧
一

脆性剪切带所

限的层间正牵引招级照片寨描困

Fig
.

5 Ph
o t呀

r a
Ph sk etch ma p o f P璐itiv e d ra w in s 卿d

res tr iCt e d to th e 份ittl e一 d u ct ile zo
n e a m o n g 卜刃di n罗 in

比It rn a rl Of D o
us h a n T u o Fo rm a tio n

6曰

�酥
‘

困目
3

1二刃
4

【巫〕
,

·

巨到
. 。

压夏{
! .口目巴回目凰画回曰

1
.

寒武 系 卜统华严 乍组 2
.

寒武系中统杨柳岗组 3
.

寒武 系 下统

观音堂组 4
.

震旦系上统灯影组 5
.

震旦 系上统 陡山沱组

旦系下统南沱组

灰
、

粉砂质页岩

7
.

展旦 系下统铜门组 8
.

石 英砂砾岩

6
.

震

9
.

凝

1 0. 硅质岩 11
·

条带状灰岩 12
·

粉砂质页岩

13
.

泥 岩 14
.

滑砚断层 15
.

钻孔及 其编号

图 6 宝山
“

飞来峰
”
剖面图

Pj g
.

6 N a P详 ou ti ie r Se c tlo n m a P o f M t Ba
o

构造成份
。

从变质核及基底韧性剪切带

的岩石变形
,

变质特征
,

可以看 出深部是

一个以压扁
一

流动作用为主导变形机制
,

经历了正
、

退变质的古老的变质杂岩核
,

其顶部的韧性剪切拆离伴随着始终
。

后

期强力侵位的中酸性岩体作为燕山中期

深部特定环境下的构造产物
,

无疑加剧
、

改造着先成的构造
。

它丰富的高温气化

物质
,

正弯窿的核部
,

可使砂岩层呈
“

流

砂
”

状态沿先成的顺层裂隙贯入 (图 7 )
,

形成
“

砂岩墙
” ,

它与围岩 (含锡矿石 )的

侵入关系也是非沉积相的观点所能解释

的
。

所以下部构造层不仅是一个深部变

形分解和变质分异的高塑性体
,

而且具

有多期次的构造拆离及岩浆气液增温的特点
,

为成矿创造了极优的深部环境
。

3
.

2 中部构造层

在彭山及宝 山两地均发育较好
。

彭山有清楚的顶
、

底界面
;宝山顶界被后期滑覆体破坏

,

底

界揭露不清
。

包括震旦
、

寒武和奥陶系组成的褶叠层
。

以发育等厚褶皱
、

弯曲滑动 (挠 曲 )及韧
、

脆性伸展剪切为特征
,

显示塑性变形
,

局部伴有闪斜煌斑岩席产出
,

它们有规律的空间组合
,

说

明成生联系之密切
,

用沉积相的观点难园其说
。

其间不同岩性界面上的顺层滑裂
,

一方面传递

着构造拆离的层次
,

加速着构造的变形
,

另一方面亦使围岩中的矿物质向构造面聚集
,

起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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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

配矿
、

容矿的作用
。

3
.

3 上部构造层

在彭 山以顶部滑离断层为

下限
,

由志留系地层组成
。

主导

变形机制是剪切作用
,

以脆性

断裂为主
,

其 多与地层产状有

一定 的交角
,

显示浅部强 烈的

构造拉伸
。

常可成为低温矿产

的容矿构造
。

在宝 山则 由寒武
、

震旦 系

褶叠层组成的滑覆体构成
。

不

具有彭 山狭义盖层的构造地层

学特征
,

但其多层滑覆
,

脆性张

裂显示其定型
、

定位时的变形

机制具有浅层次的滑裂特点
。

未之爹艺三不片
- 一一

一
~

.

~
.

_ 一 一
一二

—一 一
一 二声

口 \
·

、o

一
1

.

南沱组泥质粉砂岩型锡一多金属矿 石 2
.

嗣门组含锡 一 多金属石英砂砾岩

3
.

石英砂岩墙 4
.

滑离断层

诚然
,

上述 不同构造变形 图 7 沿确门与南沱间滑离断层下盘裂隙贯人的砂岩瑞素描图

层次上从一种机制 向另一种机 F ig
·

7 S k e ‘c h m a p o f lim e s ‘o n e w a ll p o u r in g a lo n g ‘h e 10 W e r p la , e “f ‘h e 9 1互d
-

制过渡并不是突然的
,

而是渐 d in g d e ‘a c h e n ‘fa u l‘be ‘w e e n

DO
n g M e n s fo r m a tio n a n d N a n T 。 ro r m a tio n

变的 (宝山除外 )
,

这就导致了某些过渡层次同时出现多种变形机制
。

例如
:

基底韧性剪切带顶

部及其剥离断层上脆
、

韧性构造常交织在一起
;
碉门砂砾岩中动态重结晶异常强烈

,

石英颗粒

(砾石 )具压扁或拉长
、

吕氏变形纹
、

压力影等韧性变形特征
,

又被后续追踪张裂切割 (图 8 ) ;褶

叠层 内
,

下部塑性变形
、

韧性剪切明显
,

上部只出现构造挠曲和韧脆性断层
,

接近顶板剥离断层

脆性变形明显
。

但是
,

从地壳浅部到深部
,

从低温
、

低压环境到高温
、

高压环境
,

总是符合上述从

脆性~ 韧性乃至熔融状态的构造变形特征
,

而且在一定层次范围总是存在一种主导变形机制

形成的构造群落
。

总体反映出代表深
、

中
、

浅三个层次的
,

以基底剥离断层
、

中部滑离断层及顶

板滑离断层为主导变形面的多层次滑脱剥离系特征
,

断层下盘均较上盘韧性
、

塑性变形强烈
。

后期构造对前期构造的脆性改造
,

揭示了韧性变形向脆性变形的时空转换
。

4 构造的演化及其成矿作用

综上所述
,

彭山和宝山两地构造特征及变形机制方面有共性亦有明显的差异
。

怎样理解这

种构造的本质呢 ? 傅昭仁教授指出
: “

当工作中对一些构造形迹的几何本质和形成机制在某一

尺度上研究不得其解时
,

常常在更大或更小一个尺度上很容易得出结论
。 ”

在更小尽度上看
,

彭

山地区关键性构造是横向上构造置换面理
,

两地的褶叠层中具有惊人的一致
,

反映由北往南正

向滑离的主导变形机制
。

在更大的尺度上讲
:

宝山 E w 向构造带
,

从地质
、

物化探资料分析是一

个长期活动的深大断裂 ; 彭山近南北向弯状构造正处
“

瑞昌
一

宜丰
”

近南北 向重力异常正负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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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梯级带上
; 马长信认为前者是江南韧性推覆剪切带的一部分

,

后者则

是其纵向上相对推覆剪切滑移速率不同导致的横向剪切拉伸区 (大陆

转换断层 )
,

彭 山地 区就处在这两组构造之交汇处或其近侧
;
所以彭 山

和宝山两地在构造上具有统一的动力学机制
,

在时间上它们是同期不

同阶段的产物
,

在空间上是由统一的有规律的运动过程造成的合乎规

律的整体
。

结合区域资料可以反演出彭山地区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的变

迁历史
:

中元古代中期
,

本区的裂谷地槽强烈扩张
,

伴有阵发性海底火山喷

发
,

沉积了一套厚度 > 7 1 7
.

37 m 的中基性火山岩系
;
晚期地槽扩展

,

火

山活动减弱
,

形成了一套厚度 > 1 58 1
.

79 m 的以泥砂质为主夹火山碎屑

物的类复理石建造
,

伴有浊流沉积
。

中元古代末
,

晋宁运动使弧沟体系

南迁
,

受南北方向推覆剪切
,

地槽褶皱 回返
,

形成了 E w 向线型褶皱带

(宝山 Ew 向构造带的前身 )和相伴的局部推覆剪切速率不同导致的横

向剪切拉伸隆起区 (刘家山
一

张十八古隆起 )
,

此时深部基底处在高压区

域变质环境
,

出现榴辉岩相变质岩石
。

震旦
一

志留纪加里东运动表现为

微弱的升降
,

沉积了一套准地台型的陆表浅海碎屑
、

泥质
、

硅质
、

碳酸盐

建造
,

局部出现冰川活动 ; 同时深部的 E w 向构造还继承
、

发展着晋宁

期的运动模式
,

在横向剪切拉伸区
,

出现大陆转换断层
、

产生
“

古隆起
”

所引起的岩相变化
,

并伴随着基底 (Pt
Z

sh )与盖层 (z 一S) 之间的剪切拆

离
,

基底出现退变质
。

印支期
,

区域上仍为准地台发展阶段
,

彭 山地区由

石英砾 石 2
.

长英质杂

3
.

迫踪张裂隙

L基

图 8

紊描图

186
击
岩芯地质

F、,
.

5 1 5 6 琴 e o r。 ,
eo--

一 4 一

lo g ica l s ke te h m a P

于有加里东期的特殊表现未有沉积
,

只是在不断递进变形中强化着先期的构造
、

加速着退化变

质作用的进程
。

进入燕山期
,

扬子板块与华南板块
“ A ”

型俯冲强烈
,
E w 向构造及其伴生的横 向

剪切断裂重新活化
、

加剧
,

俯冲带诱发了慢源岩浆的构造侵位
,

横向剪切拉伸导致了消亡带的

壳型岩浆底辟侵位
,

并使整个构造层抬高
,

基底发生急剧的退变
,

盖层出现脆性变形
。

伴随着构

造的发展
、

成型
,

彭山地区赋存在地层中的多金属元素得到了循序渐进地集中
、

储存
,

携岩浆而

来的
“

锡
一

多金属
”

矿液则选择交代
、

叠加富集
。

燕山晚期或喜山期
,

随着变形的递进
, “

底辟弯

隆
”

顶部重力势不断增大
,

岩层逐渐趋于失稳状态
,

花岗岩浆携带的大量挥发份及成矿热流体
,

通过各种张开裂隙源源不断地向围岩注入
,

加大了岩层间的润滑作用
,

使其内摩擦阻力逐渐下

降
,

当这双重作用使岩层重力超过其 内的摩擦阻力时
,

岩层间便发生重力滑覆
,

由于其顶部势

能及润滑作用最大
,

滑移强度亦最大
,

以至可以飞越周边岩层率先滑下
,

形成宝山浅层次的滑

覆体 (
“

飞来峰")
,

而彭山顶部恰恰缺少这套岩石组合 (图 9 )
,

在这种重力和构造应力均衡调整

过程中
,

除岩浆成矿作用外
,

地下 (表 )水通过 各种开放裂隙参与成矿
,

为锑金矿产的形成
,

提

供了有利的地球物理
、

化学条件
。

彭山矿田 内具工业意义的锡
、

多金属矿体多产在碉门组砂砾岩中
,

且多有厚薄不一的顺层

富矿体产于其间
,

表现出一种顺层的裂隙充填
、

交代成因
。

中部 (隐伏岩体区 )是锡
、

砷矿化富集

区
,

向外为铅
、

锌富集 区
。

据诸多矿床内不同岩 (矿 )石的地球化学特征及硫
、

铅 同位素的组成特

点
,

反映 自中部向外
,

隐伏花岗岩与成矿的专属性降低
,

硫
、

铅的来源由偏向岩体变为来自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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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彭山地区燕山中 晚期构造发展演化示愈图

F ig
.

9 T e et o n ie d e v elo Pm e n t a n d ev o lu tio n m a P o f m id
一
la te pe r iod

o f Y a n sh a ,1 M o v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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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 ‘丑间接显示构造与成矿间的密切关系

。

证明中部是基底剥离断层导矿
、

容矿
,

岩浆岩的成矿

专属性
,

地层有利的物理
、

化学性质及南沱组含砾泥岩的屏蔽作用四位一体的结果
;向外则主

要是基底剥离断层造成的上下物
、

化条件截然的岩层相对拆离
,

矿源物质相对集中
、

选择交代

的产物
。

在周边出现的氟
、

钡
、

锑
、

金富集区
,

位于浅部构造层次
,

脆性断裂发育
,

有关岩 (矿 )石

地球化学特征表明
,

矿质主要来 自围岩
,

也是多层滑离导致的上部脆性变形块体在氧化环境

下
,

地下 (表 )水成矿作用的结果
。

由此 可以设计这样一个成矿模式
:

在基底剥离断层的发育过

程中
,

形成了上部被密集的断裂系统切割的脆性变形块体及多层次滑脱剥离系
,

构成一个氧化

环境下的水溶液循环系统
,

地下 (表 )水溶解
、

吸取围岩组份变成含矿溶液
;下部是深层基底变

质岩石
,

以地热温度高
、

退变质作用强和顶部 出现韧性剪切滑脱带为特征
,

构成一个还原环境

下水溶液的循环系统
;在这种构造演化的特定阶段

,

S 型花岗岩浆底辟穿刺
,

加速了上
、

下滑离

盘的拆离
、

物化条件 (地热梯度
、

氧化还原环境 )变化的进程
,

同时又是含矿热液的重要来源
;基

底剥离断层是温度
、

压力
、

氧化还原电位等物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地带
,

其与上下滑离盘的

动力学状态又互有差异
,

因而是含矿热液迁移
、

沉淀的有利场所
;那末在整个构造层由深部向

浅部的时空转换过程中
,

工业矿体赋存在基底剥离断层上部高孔隙砂砾岩中
、

层位上受隔挡层

的屏蔽作用控制
,

是可以理解的
。

在宝 山锑金矿带
,

矿化多集中在 o m 标高以上
,

是典型的低温热液充填
一

交代型矿体
。

综合

矿区地质构造特点
:

基底 Ew 向构造与盖层多层滑离
、

滑覆系统全方位复合
,

构成了物
、

化性质

明显不同的三个构造层
,

伴有多期侵入的中基性岩脉
,

造成 了中浅部韧脆性变形
,

为水溶液循

环系统在浅部创造了优越的氧化环境
,

继而不断吸取各种围岩组份变成含矿溶液
,

在有利的构

造部位成矿
。

由此可知
,

固体矿产的生成虽然因素复杂
,

但它同样是一个地区地壳演 化过程中地质构造

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必然产物
,

是矿源物质
、

热源动力和地球化学溶液媒介与导矿
、

容矿构造的

必然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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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山地区处在特殊的大陆转换断层位置
,

具韧性剪切伸展机制
。

它经历了发生
、

发展
,

直到

定型的演化过程
,

反映一种构造机制由伸展一收缩~ 伸展
,

变形构造层位 由加深到变浅
,

温压

条件由递增到递降和岩石变形
、

变质强度从递进到递退的变迁历史
。

基底剥离断层是深部和浅

部温度
、

压力
、

氧化
一

还原电位等物化性条件发生重大转变地带
,

具导矿
、

容矿性质
; 由其发展

、

演化而成的上部滑离断层及脆性断裂是地下 (表 )水循环
、

萃取围岩有用组份的 良好通道和储

矿场所
,

具配矿
、

容矿作用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同仁及周开朗主任工程师的很多启示
,

王达忠总工
、

马长信

副总工审阅了全文
,

给予了热情地鼓励
,

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

在此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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