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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江中下游成矿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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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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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江中下游是我国东中部著名的中生代金属成矿带'更是长江工业走廊的矿物供应基地'素称工业

摇篮&从地质演化和成矿动力学角度'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在我国%甚至世界上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成矿大地构

造背景和过程经历了由板缘到板内的环境'成矿作用发生在挤压向伸展的转换过程$其次'成岩成矿受基底构造和

深部作用控制%与特有的基底有关$最后'长江中下游成矿作用贯穿于"燕山运动#的始终'深刻地记录了太平洋板

块作用的影响&本文对上述重大问题提出粗浅的见解'供讨论&

关键词!板缘$板内$前陆带$构造转换$成矿作用$深部过程$基底构造$印支运动$燕山运动$晚侏罗纪$早白

垩纪$长江中下游

!!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中国东部著名的中生代内

生金属成矿带'以岩浆接触交待"矽卡岩型铜矿#和

火山岩型"玢岩铁矿#为特征'是我国长江工业走廊

的矿物基地&对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研究已有近百

年历史'走出了一代代地质大师和著名学者'号称地

质学家的摇篮&从矿床地质'到成矿作用$从单一矿

床'到成矿系列$从矽卡岩铜矿'到玢岩铁矿$从成矿

过程'到成矿动力学'长江中下游的研究和探索一直

持续'深入&但是'就其成矿动力学分析'争论不休'

莫衷一是&作者根据长年地质观测'区域背景分析'

典型矿床解剖'深部结构探测等资料'对长江中下游

成矿带的若干基础地质问题'提出认识'供同仁讨

论'指教&

%

!

长江中下游三叠纪由"板缘#转为

"板内#环境*印支运动'

#"$

)

%!$45

)

!!

对长江中下游中生代以来的构造变形%成矿规

律%岩浆活动和年代学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地质学

家关注的焦点&区域构造分析提出断坳带*徐克勤'

%:!$

$顾连兴等'

%:!R

)%长江断裂
#

破碎系*常印佛

等'

%::%

$唐永成等'

%::!

)%淮阳山字形东翼*李自坤

等'

%:!9

)%裂谷带*吴言昌等'

%:::

)'探讨了郯
7

庐断

裂带对长江中下游影响及其安徽段构造应力场变化

特征*徐嘉炜'

%:!95

$王小凤等'

#$$%

$侯明金等'

#$$>

)$将长江中下游归属于大别山碰撞造山带前陆

构造带'提出其经历了三叠纪印支运动和侏罗纪燕

山运动的两期构造应力场复合控制 *董树文'

%::%

'

#$$R

$

.C?HFJG@523

'

%:::

)&控制长江中下游成矿

带的深部构造也有相继的研究'江苏省地质航空物

探大队最初根据航磁异常提出长江破碎带和深大断

裂*

%:R$

)'依据重力布格异常提出地幔隆起带或裂

谷构造带&近年'完成了一系列反射地震剖面揭示

了地壳结构'否定了长江深大断裂和裂谷带的推断'

发现了贯通地幔的断裂带'控制了岩浆与火山活动

*董树文等'

%::!

'

#$%$5

$吕庆田等'

#$$8

$

;1D

K

G@

523

'

#$$9

)&长江中下游地区晚中生代发生的燕山

运动是区内火山活动%岩浆侵位和构造成矿的关键

时期'前人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其成矿时代%成矿模

式'同时查明了其成因与燕山期岩浆岩活动有关*常

印佛等'

%::%

$翟裕生等'

%::#

$唐永成等'

%::!

$华仁

民等'

%:::

$吴言昌等'

%:::

$毛景文等'

#$$9

$周涛

发'

#$$"

'

#$$!

$范裕等'

#$$!

$董 树 文 等'

#$$:

'

#$%$U

)&区内铁%硫%铜等一系列矿集区形成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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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文等!论长江中下游成矿动力学

白垩世&

然而'从大地构造及其演化的层面分析'下扬子

由于印支运动*中三叠纪
7

中侏罗纪)由板缘*碰撞造

山带前陆)转为板内的过程'这种大地构造转化是区

域成矿带的一级控制背景&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

三叠纪碰撞'结束了我国东部的海陆格局'形成了中

国大陆的新框架&下扬子地域自震旦系
7

中三叠统

沉积盖层为一套连续的被动大陆边缘沉积体系'直

到早
7

中三叠世转为海退序列'完全转为大陆环境'中

三叠世前地层卷入了强烈的褶皱变形'并被晚三叠

纪(早侏罗纪不整合覆盖'这就是所谓"印支运动#记

录&三叠纪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发生碰撞'首先在大

别山接触构成"点碰撞#'巨大的扬子板块向北的运动

惯量造成了扬子陆块局部发生深俯冲和超高压变质

作用'同时发生顺时针旋转'扬子陆块北缘缩短成前

陆构造带*董树文等'

%:!:

'

%::%

'

#$$#

$常印佛等'

%::%

$杨振宇等'

#$$$

)&作为扬子板块板缘的特征证

据是'一是江北的大别山三叠纪的华北
7

扬子板块碰

撞缝合带和超高压变质带'在大别山北侧晓天
7

磨子

潭断裂带被深部探测的结果认定为缝合带*王椿镛

等'

%:::

$董树文等'

%::>

$

;1D

K

G@523

'

#$$9

)'晓天
7

磨

子潭断裂带是这个缝合带的南边界'在其下方

4+X+

不连续'大别山的
4+X+

向北倾'由深
8#EH

加深到晓天
7

磨子潭断裂带之下
9%EH

'而后向北突然

抬升约
9

)

"EH

'而且倾向相反'构成典型的缝合带深

部特征&这个不连续的
4+X+

空间推测是超高压岩

石折返的通道*

;1D

K

G@523

'

#$$9

)&二是三叠纪前陆

缩短带的出现'除了中三叠系及其以下层位的地层卷

入褶皱之外'下扬子的三叠系缺少北部边缘相'推测

已经俯冲到深部'残存在地表的前陆构造带的缩短量

达到了
98[

*董树文'

%::%

)&

长江中下游前陆带北部以北西向的襄樊
7

广济

断裂和北东向的郯
7

庐断裂带为界'南以江南断裂与

江南古陆为邻'总体上呈以大别造山带犄角之南向

北展开的"

0

#字形*图
%

)&大别山前陆带发育上三

叠统黄马青群和下侏罗统磨山组%中侏罗统罗岭组

陆相沉积为代表的前陆盆地'标志了长江中下游进

入到板内变形环境&但是'大地构造的归属仍然属

于特提斯东西向构造域'也就是说'印支运动实际上

一直延续到中侏罗纪*

%!$45

)前后&

从全球大型成矿带的构造背景而言'成矿带多

形成于板块的边缘'这是因为板块边缘的活动型决

定了板缘成为能量交换%物质交换%流体活动的界

面'非常有利成矿&长江中下游这种曾经"板缘#的

背景作为岩石圈结构的不连续带'对后期在板内环

境的活化和成矿了产生深刻的影响&

#

!

长江中下游晚侏罗纪构造体制转换

*燕山运动'

%R"_"45

)

!!

中国东部自晚三叠纪进入陆内演化阶段以来'

微陆块拼贴形成了中国大陆或东亚大陆'海水全部

退出&晚侏罗纪由于周边板块向中朝克拉通汇聚'

形成了多向挤压和多向造山'构造体制发生了重大

变革&燕山运动实质上是围绕新的中国大陆'北方

的西伯利亚板块%东方的太平洋板块和西南的拉萨

板块向中朝板块汇聚'构成多向挤压%多向造山'而

形成与特提斯东西向构造系统完全不同的汇聚构造

体系*董树文等'

#$$$

'

#$$>

$张岳桥等'

#$$>

)&汇聚

构造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出现晚侏罗纪的多方向陆内

造山带'有燕山%阴山等东西向造山带'有贺兰山%龙

门山近南北向的造山带'还有北东向的雪峰山%武陵

山造山带'大巴山北西向造山带'更有著名的郯
7

庐断

裂带等北北东向的左行走滑系统等一系列复杂构造

要素'可以说我国%甚至东亚现今构造格局和基本盆

山系统都是晚侏罗纪的汇聚构造陆内变形的结果&

长江中下游原有的三叠纪前陆构造在晚侏罗纪

构造作用下'发生强烈改造'主要受控于太平洋板块

斜向俯冲产生的构造环境&在太平洋板块的斜向俯

冲驱动下'郯
7

庐断裂发生大规模的左行走滑变形'

造成了郯
7

庐断裂东西两侧变形的差异&西侧华北

陆块向南运动'数百里的位移在遇到三叠纪大别山

造山带的阻挡后插入造山带深部'表现为大别山造

山带挤出和抬升'北淮阳构造带向北逆冲和大别山

南缘向南逆冲&这时郯
7

庐断裂西侧的长江中下游

前陆再次处于挤压状态'原三叠纪前陆缩短带叠加

变形'原线性的褶皱被冲断'三叠纪超高压变质带逆

冲到中侏罗纪地层之上'蓝片岩直接冲断在早中侏

罗纪的煤系地层上'早中侏罗纪地层褶皱变形'并被

早白垩纪的火山岩不整合覆盖&深部探测表明'晚

侏罗纪发生地壳规模或岩石圈规模的陆内造山作

用&穿越大别山前陆的反射地震剖面所揭示的前陆

地壳结构图像表明'扬子陆块晚侏罗纪发生向北大

别山之下的陆内俯冲'

4+X+

界面被错断'影响到

地幔深部*

;1D

K

G@523

'

#$$9

$董树文等'

#$$R

$高锐

等'

#$%$

)&郯
7

庐断裂西侧正是因为华北陆块的平

移量大部分吸收于大别山之下'所以出现了前陆带

未被错断平移的构造特征&而在郯
7

庐断裂带东侧'

大别山超高压碰撞造山带向北错断约
9$$EH

'长江

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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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文等!论长江中下游成矿动力学

中下游前陆晚侏罗纪处于走滑剪切%旋转调整环境'

形成大致平行郯
7

庐断裂的走滑系'如张八岭
7

嘉山

断裂%罗河
7

善后集断裂%东至断裂%青阳断裂等*徐

嘉炜'

%:!9U

)'沿江出现了庐山星子变质核杂岩%董

岭变质核杂岩和俾城变质核杂岩这些介于挤压和伸

展过程之间的构造产物&晚侏罗纪的汇聚构造造成

了中国东部整体抬升%侵蚀'缺失了晚侏罗统沉积'

时段大约
%$

个百万年'长江中下游也是如此&东亚

汇聚的最大效应是整个东部多向造山和岩石圈迅速

增厚'出现了
%R$

)

%"$45

的"埃达克岩#*相当燕山

地区的髫髻山火山岩系)'东部地势抬升形成高原

*董树文等'

#$$$

$张旗等'

#$$%

)'当时长江的水系是

由东向西流的*董树文等'

%::8

)&

晚侏罗纪开始的挤压造山延续到早白垩纪早期'

大致从
%9$45

后转为大规模的伸展'造成了晚侏罗

纪加厚的岩石圈的跨塌'软流圈上涌'岩浆侵入和火

山喷发'同时伴有巨量金属的堆积和成矿*毛景文等'

#$$"

)&我国东部白垩纪红层伸展盆地发育'完成了

燕辽生物群向热河生物群演化*季强等'

#$$9

)&

晚侏罗纪中国东部'包括长江中下游'进入到与

三叠纪完全不同的构造体制'铸就了东部构造基本

格架和态势&所以'传统的"燕山运动#的构造机制%

动力学背景和时限需要重新认识和厘定&我们将

"燕山运动#定义为东亚板块汇聚体制的动力学体

制'构造产物是多向造山和岩石圈增厚'起始于
%R"

_"45

'时限
%R"

)

!$45

&可以分为主挤压造山阶

段*

%R"_"45

)

%9"45

)$过渡阶段*

%9"

)

%8$45

)$

主伸展阶段*

%8$

)

%%$45

)$次挤压阶段*

%%$

)

:$45

)$再伸展阶段*

:$

)

!$45

)*董树文等'

#$$>

$

张岳桥等
#$$>

)&

8

!

长江中下游成矿作用集中在挤压向

伸展的转换过程阶段*

%9"

)

%8$45

)

!!

长江中下游成矿集中在
%9"

)

%8$45

阶段'其

后广泛的伸展和大量的花岗岩侵入阶段并未形成大

矿&从构造变形和演化过程理解'成矿时期相当于

构造的转换阶段'即由强烈挤压造山转为伸展垮塌

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的构造表现是走滑剪切
7

拉

分变形和变质核杂岩形成&走滑
7

拉分系统'已多有

研究*徐嘉炜'

%:!$

$朱光等'

#$$%

'

#$$"

)&本文着重

分析产生于挤压
7

伸展过渡阶段的变质核杂岩体系&

#3"

!

变质
7

岩浆核构造群

#3"3"

!

庐山星子变质核杂岩构造

庐山地区地质结构复杂'从整个长江中下游区

域和基底构造分区来看'跨两个不同的基底构造单

元&即以星子杂岩和彭山群%牯岭群为代表的基底

与董岭杂岩对比'属崆岭
7

董岭式基底'而以双桥山

群%修水群为代表的基底为江南式基底'二者接触关

系就是隘口
7

星子杂岩两侧韧性剪切带'这是全区范

围内直接见及两个基底接触关系的露头&这种分界

与杨志坚*

%:!>

)的江南断裂带的位置一致&

庐山变质核杂岩构造和庐山隆起是同期和同步

发展的*尹国圣'

%::$

$项新葵等'

%::8

)'发展%定形

于早白垩世&星子变质
7

岩浆杂岩构造由星子杂岩

和多期侵位花岗岩组成'星子杂岩出露于庐山东侧

星子县地区'

7̀=U

年龄
%!"$

)

#%$$45

年龄*赵凤

清'

%::9

)'为早元古代'变形为被动不协调具顺层

*

.

$

和
.

D

)掩卧特点'片内无根褶%成分层褶%片褶%

早期成分层理的重褶发育&在顶部拆离带发育矿物

生长线理和各类拉伸线理&在地层中广泛发育不同

尺度的拉伸
&

型褶皱*鞘褶皱)&星子杂岩之上为

上元界彭山群'两者以韧性剪切带相接触&彭山群

*相当汉阳群)分布于庐山西侧和彭山地区'以一套

海相细碧-角斑岩系为主&曾经获
ZU7.P

全岩

%"%"45

年龄*周开朗等'

%:!R

+

)'最近作者在庐山

垄桃花谷发现保存枕状构造的细碧角斑岩系'获得

其中角斑岩锆石
.XZ-4=

年龄为
!9$_>45

*董树

文等'

#$%$

)&

基底拆离面*带)!沿阮家棚
7

黄岩寺
7

温泉
7

集木

山一带'为宽约
R$$

)

%$$$H

左右'呈弧形带状展

布'凸向盖层'向外倾'倾角
8$e

)

9$e

的韧性剪切带

*变质核至拆离面)&发育
.7,

构造岩'矿物生长线

理和砾石拉伸线理'无根褶皱和成分层褶皱发育'置

换强烈'旋转布丁和
,

7

-

碎斑'指示单剪变形'总体

运动指向为向
S

-

/S

向拉伸&该构造带不仅是

一个物理界面'而且也是一个化学界面*不渗透层)'

星子杂岩内广泛发育伟晶岩'均限于该界面以下'且

愈近界面愈发育&

盖层滑覆岩片!围绕变质杂岩核*低丘)'在北%

西%南三方由高山圈闭*海拔相差
"

2$$$H

)'东侧

为断陷盆地鄱阳湖&三个方向的滑覆岩片组成都不

相同'但又都被震旦系覆盖&

北侧*五老峰)出露牯岭群'为火山碎屑沉积浅

变质岩系*局部出现蓝晶石达中压高温片岩相)'曾

划为震旦系硐门组 *硐门砂岩)'现置于硐门组之

下'变形复杂%多属成层有序至成层无序类型&下部

为石英砂岩或杂砂岩类泥岩'中部为火山碎屑岩类

泥质岩'上部为细火山沉积岩类泥质岩&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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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

年

西侧*汉阳峰
7

庐山垄)出露一套细碧
7

角斑岩质

海相火山岩系*彭山群)&下部为变细碧岩
7

角斑岩
7

石英角斑岩和千枚岩夹层!上部为石英角斑变沉火

山岩'下部含岩屑砾岩&变质程度不均匀'从低绿片

岩相
7

高绿片岩相
7

绿帘
7

角闪岩相皆有'与星子杂岩

为韧性剪切带接触'而与北部牯岭群呈高角度脆性

断层接触*晚期断层)&

南侧*横塘
7

德安)出露大片的灰色板岩
7

千枚岩

系*双桥山群或九岭群)'主体为低绿片岩相的层状

有序浅变质岩系&与星子杂岩和彭山群韧性剪切接

触&底部有厚层状砾石层'强烈拉伸变形'剪切面理

置换层理'有人提出这是双桥山群的沉积砾岩*尹国

圣等'

%::8

"

)&但据作者等现场观察'砾石成分单

一'韧性剪切极为强烈'处在构造活动带内'难以确

定&作者认为这个剪切面在隘口处已经近垂直变质

核的主拆离面'不属于变质核杂岩构造系统'是双桥

山群与整个庐山变质核杂岩构造深层构造接触关

系&再向外侧出露了稳定的盖层系统*

Y7(

)'发育

多层滑坡断层&

庐山变质核构造中岩浆岩年龄最新数据*锆石

.XZ-4=

年龄)为!东牯山花岗岩
%9#_%45

'海会

花岗岩
%#!_%45

*薛怀民等'未发表数据)&大致

代表了变质核
7

花岗岩底辟构造形成的时代&

#3"3!

!

安庆董岭杂岩与董岭变质
7

岩浆核杂岩构造

董岭变质核构造是在董岭花岗岩底辟上侵时形

成的'暴露出基底董岭杂岩和基底拆离面'构成董岭

变质
7

岩浆核杂岩构造体系*董树文等'

%::8

)&董岭

杂岩中斜长角闪岩
.H7/J

同位素年龄
%::%45

*邢

凤鸣等'

%::8

)认定董岭群为古元古界&作者在同一

孔采样'对斜长角闪岩%长英质片麻岩%石榴白云片

岩夹层和云母石英片岩*上段)'进行
.H7/J

同位素

测年为
%98:_"R45

*董树文等'

%::8

)&

安庆董岭变质
7

岩浆核杂岩特征!从变质核杂

岩向外发育一系列韧性滑覆断层'从内向外倾角变

缓'造成盖层剧烈减薄和整合缺失$发育一套壳熔花

岗质杂岩系'从早期的闪长岩*低硅)'到石英二长

岩'再到晚期的花岗岩
7

斜长花岗岩'岩体呈环状产

出'由外向中心酸度增高'侵入序次由老至新'本区

底辟岩浆年龄区间为
%9$

)

%##45

*邱瑞龙'

%::!

)$

花岗岩的底辟作用造成了盖层的强烈变质'从震旦

系
7

三叠系无一例外'岩石原貌全非'盖层大范围变

质'这在整个扬子地块内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本

变质核杂岩构造不同于一般之处'所以称之变质核
7

花岗岩底辟构造体系$由于强烈的动
7

热作用'盖层

均发生韧性变形'出现了与深层次和造山带内相似

特征的变形习性和构造样式'发育典型的糜棱岩韧

性剪切带等&所以'董岭变质核
7

花岗岩底辟构造形

成时间定于
%9$

)

%##45

*董树文等'

%::!

)&

#3"3#

!

江苏俾城群与俾城变质核杂岩构造

俾城变质核杂岩是个隐伏的构造'由钻孔揭示&

俾城群时代仍不太明确'江苏区测队获角闪石
<7&P

表面年龄为
%>>%_R45

'定为古元古代*闵庆魁'

%:!>

)&作者于
%:!R

年采集了
Y<$8

孔的斜长角闪

岩试图作
.H7/J

同位素年代测定'但因存在混合岩

化'结果不理想'但其%9>

.H

(

%99

/Jf$3%:$!

与原始

地幔值*

$3%:R>

)接近&后挑出极少的角闪石测得

9$

&P

(

8:

&P

年龄为
%!:R3R_#!3:45

&江苏省地矿

信息所*

%::9

)获俾城
.H

(

/J

同位素年龄
%9$%45

*内部报告)'我们大致认为俾城群相当中元古代&

俾城群曾受多期变形%变质叠加改造'其中

X1U

$

MF

'

MF

$

'?2

'

X1U

$

&C@

$

'?2

都反映为退变

质&微斜长石交代斜长石的蠕虫状结构表明存在钾

交代或混合岩化&片理和岩性条带*

.

%

)褶皱发育'

伴有眼球和假砾体'普遍压扁和拉长'长英质矿物明

显拉长定向'长轴与面理一致'己成糜棱岩'变形上

部较下部为强'糜棱岩化程度自上而下逐渐减弱'四

周以正断层与盖层接触'推断俾城群变质岩与沉积

岩层之间存在韧性剪切断层
7

剥离断层*江苏省地矿

信息所'

%::9

'内部报告)&

在中下扬子区'星子
7

董岭近东西向的基底*地

体)总体一般隐伏于盖层之下的'只有局部的伸展或

花岗岩底辟发育处'才以变质杂岩形式出露'由西向

东有庐山%董岭变质核杂岩'俾城群正处于其东延方

向'是一个揭露较浅的隐伏变质核杂岩构造*

%$$H

以下)&

#3!

!

变质
7

岩浆核杂岩构造的大地构造意义"""

挤压
7

伸展过渡构造产物

!!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基底出露区构造型式均为变

质核
7

岩浆底辟滑覆构造'是一种特殊的挤压
7

伸展

构造型式&其中最主要的要素有
8

个'

!

为变质基

底出露或近出露'并组成核部$

"

伴有同构造的底辟

花岗岩$

#

多层的滑覆体系&与美国盆
7

岭省第三纪

典型的变质核杂岩构造相比*

;5QFI

'

%:!!

$

,FI@GP

'

%:!:

)有以下不同之处!首先'出现大量的同构造期

底辟花岗岩'这在盆
7

岭省是不多见的$其次'盖层的

脆性伸展破裂系统不发育'而韧性变形可出现在盖

层上部层位$再次!与伸展伴生的表层拉伸盆地不发

育'特别是同构造期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箕状沉积盆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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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文等!论长江中下游成矿动力学

地在构造体系范围内没有出露$更次!伸展构造形成

时间与花岗岩体底辟侵位时代一致$最后'出现强烈

的动
7

热变质作用'甚至盖层浅部发生强烈的热变

质&这些与标准的伸展型变质核杂岩构造不同&说

明它们在形成环境和动力机制上存在差异&美国

盆
7

岭省第三纪处于伸展构造背景'变质核是在地壳

拉薄过程中隆起抬升的&进而长江中下游处于晚侏

罗世
7

早白垩世前陆由挤压向伸展过渡阶段'岩浆作

用十分活跃'变质核相当程度上是因花岗岩侵位而

抬升的*与地壳拉薄作用相叠加)'因此出现了诸多

的差异&我们认为'长江中下游的"变质核杂岩构

造#应是一种挤
7

拉过渡型的变质核
7

花岗岩底辟构

造型式'或称!变质
7

岩浆核杂岩构造'或曰!变质

核
7

花岗岩底辟滑覆构造体系&

包括黄陵变质核构造'长江中下游
9

个变质
7

岩

浆核杂岩构造分布和产出有其规律性'反映了形成

时的构造背景条件'这些规律性有!

!

变质
7

岩浆核杂岩成串珠状分布于郯
7

庐断裂

带东侧和未端'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前陆
7

成矿带内&

"

变质
7

岩浆核杂岩均形成于早白垩世*

%9"

)

%8$45

)'均与岩浆底辟侵位和基底抬升机制相关'

总体特征均都相似&

#

在大别山尖突部位和郯
7

庐断裂末端'抬升最

高*庐山近
%$$$H

海拔)'出露岩石时代最古老

*

=@

%

)'出露面积最大*

#$$$EH

#

)$而向东逐渐降低'

基底时代趋新'面积变小'如董岭核杂岩出露海拔

%R$H

'基底时代的早
7

中元古代'面积
##EH

#

$俾城

标高
g%$$H

'基底时代为中元古代'未出露地表&

这些规律说明'长江中下游挤压
7

伸展构造过渡

时期为晚侏罗世
7

早白垩世&伸展主要发育于郯
7

庐

断裂东侧'拉伸最大部位在其末端*庐山地区)'向东

渐小'这是郯
7

庐断裂尾端效应的反应&郯
7

庐断裂

左行平移的南部尾端构造效应是'西侧挤压缩短'地

壳加厚'使大别山抬升$东侧是拉伸扩张'地壳减薄'

形成串珠状变质
7

岩浆核杂岩构造&

#3#

!

长江中下游基底拆离构造

长江中下游的主拆离面形成于三叠纪扬子俯冲

过程'与盖层褶皱缩短和俯冲陆壳高压变质作用是

同期'为印支期*

##$

)

#9$45

)&后因变质
7

岩浆核

杂岩构造作用使该面和基底出露浅表'主拆离面在

地表见于庐山'董岭和钻孔控制于江苏埤孟地区&

主拆离面出露在变质核杂岩构造之中'由强烈

的糜棱岩条带组成'厚可达
2$$

)

"$$H

'最厚处见于

庐山星子杂岩核西侧&糜棱岩石英细粒化*动态重

结晶)'长石有明显的定向结构'局部边缘出现亚晶'

温压环境相当于绿片岩相'局部高绿片岩相*

8$$

)

"$$h

'

$3#

)

$3R)=5

)&对石英位错和亚颗粒大小

统计'估算的
,

%

7

,

#

"

%#$

)

%!$4=5

*董树文和邱瑞

龙'

%::8

)&主拆离面有时包裹着盖层底部岩片'共

同构成主拆离带'在董岭变质核震旦系库岭组石英

片岩系与董岭杂岩的组构一致线理十分发育'

%%#

(

%$e

)

#!$e

(

#$e

)

!$e

&庐山星子杂岩核主拆离而线

理
%%#

(

%$e

)

##$

(

#$e

)

!$e

'基底和主拆离面稳定的

线理组构在几何学上平行区域构造线和盖层主褶皱

轴向&其动力学分析有两种可能'其一'该线理属
M

线理'垂直最大缩短方向'最大伸长方向
O

与
M

方

向共轴$其线理一致向
.S

倾'倾角平缓'指示物质

运动方向是北东
$

南西滑覆'这种线理形成于扬子

俯冲机制&其二为
&

线理'即线理平行最大运动方

向*

O

%

&

)'其线理在北部张八岭群中仍然发育'而

且平行郯
7

庐断裂带'所以可能形成于郯
7

庐断裂的

左行平移'线理倾向
.S

'代表由
.S

向
/*

逆冲的

运动学特征&对拆离带线理的运动学需要进一步详

细研究'因为上述两种构造机制在长江中下游均起

控制作用&

反射地震探测发现基底拆离断层大致在
%$

)

%"EH

深度'如!大别山前陆*阳新一带)的向南倾斜

的反射层约在
%$EH

的位置*

;1D

K

G@523

'

#$$9

'高

锐等'

#$$9

'董树文等'

#$$R

)$铜陵矿集区的主拆离

面大致在
%$

)

%#EH

深度*吕庆田等'

#$$8

)$庐
7

枞

矿集区在火山岩之下发现一系列向南西倾的滑脱

面'最深的约
%#

)

%"EH

*董树文等'

#$$:

'

#$%$U

)&

在主拆离面之上的盖层中'发育次级的拆离面&

它们出现在几个稳定的层位'如!下志留统高家边组

笔石页岩段*

%"$$H

)$二叠系煤系地层*

"

#$$H

)和

石炭系泥灰岩%钙质页岩与上泥盆统厚层石英砂岩

之间'显然受岩石力学性质和岩层力学性质差的界

面控制'盖层所有的大型冲断层和滑脱面都发生在

这些界面和弱岩层内&重要的是长江中下游的层

状%层控矿床几乎集中在这些界面上'构成"三层楼#

模式*常印佛等'

%::%

)&

9

!

长江中下游基底与成矿

长江中下游正处于崆岭
7

董岭式基底和江南式

基底的边界带之上*图
#

)'对成矿控制明显&

$3"

!

长江中下游双基底的证据

$3"3"

!

崆岭
7

董岭式基底

该基底是长江中下游的北部基底*常印佛等'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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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是以太古宙
7

早元古宙的
(()

岩系为特征'

高山等在黄陵隆起出露的
(()

杂岩中的奥长花岗

岩获得锆石的
.XZ-4=

年龄
#:9>

)

#:$845

'并在

变沉积岩中发现了
838)5

的碎屑锆石'证实了太古

宙岩浆活动'也证明扬子克拉通曾存在太古宙大陆

地壳物质*高山等'

#$$%

)&焦文放等*

#$$:

)在崆岭

片麻岩锆石获得
`

(

=U

*

,&7-'=4.

)年龄
8#%!_

%845

'其变质边部锆石年龄
#>8#_%R45

'代表了新

太古代的变质时间&这套基底在黄陵地区更广泛出

露的是
>$$

)

!$$45

的晚元古代的花岗岩'如黄陵

花岗岩等&沿着大别山
7

秦岭造山带超高压变质岩

石主体的原岩均为黄陵花岗岩的晚元古代的岩浆

岩&崆岭-董岭地体大体呈近东西向的长板状横亘

于扬子地块的北缘'崆岭-董岭基底从黄陵背斜向

西可与康滇地区的康滇杂岩*

#R$$

)

#:$$

亿年
7̀

=U

)%龙门山地区兴宝杂岩等"川中式#基底对比'向

北东至杨坡后潜伏于江汉盆地之下'据横穿江汉盆

地的大地电磁测深剖面*大悟花园-监利桃花山)在

监利-仙桃一段*

%%

)

9$

点间)'在盆地之下
%#

)

>$EH

深度范围圈出了电阻率高且稳定的江汉陆

块'这与湖北区城重力异常从黄陵向东的重力高异

常区是吻合的&显然是崆岭基底的反映&姜齐节等

*

%:!#

)将武汉东南的长江以南部分推断为江南式的

"粉砂
7

泥质基底#'而将武汉以西的鄂中地区推测的

为昆阳式的口 "碳酸盐
7

泥砂质基底#&孙焕章

*

%:!"

)把武汉东南'九江-岳阳一线以北的大冶地

区和武汉以西的那中地区及扬子准地台西部广大地

区推测为"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基底'而其南为"粘

土-碎屑岩#基底&曹洛华等 *

%:!>

)认为大冶%阳

新%瑞昌以北至鄂中北部地域为"川中式#基底'其南

为"江南式#基底'而将江汉盆地仙桃以南至岳阳地

带划分为"昆阳式基底#&长江中下游的星子%董岭%

俾城等变质核出露的基底属于黄陵式的基底类型

*图
#

'常印佛等'

%::R

)&

作者根据庐山星子杂岩的最新认识和区域地球

物理资料'推测崆岭-董岭地体的南界地表应在公

安-监利一带'向东延至长江被北东向的洪湖断裂

所切'此后东延大致沿西流河-上朱*据麻城-九宫

山-铜鼓
4(

剖面)-庐山南侧一线延展'在深部

明显向北倾斜'控制了鄂东南岩浆群的南界*即阳新

岩体之南)&庐山星子杂岩因湖口%庐山西两条北北

东向走滑断裂的控制呈透镜状产出'南界过庐山后

在庐山东侧鄱阳湖区内向北偏转至湖口南呈北东走

向与青阳-高坦断裂带相并'进入宜郎广盆地南缘

时明显地受盆地与皖南山体边缘东西向基底构造控

制转为东西向'至径县北再恢复为北东向'经宜州%

金坛'至常州*

Xi%!

线大地电磁测深剖面显示'常

州北侧有一分割不同基底的深断裂'北为高阻电性

的基底'南为低阻电性基底)'金坛北侧为俾城群&

崆岭-董岭地体'北界大致位于林归-宜城-

应城-武汉北侧一带'至武汉附近向东与襄-广断

裂并列'再向东被大别造山带所超覆&基底向东越

过大别山再现于安庆董岭地区'由于郯-庐断裂带

的影响'造山带被左行平移数百公里'原总体北西西

的地体也急剧转为北东向&在安徽境内地体北界为

宿松-土滁河断裂'向东与江苏六合断裂相接'构成

本地体东段的北界&

综上所述'由晚太古代-新元古代基底构成的

崆岭-董岭地体'由一套变质核杂岩构造组成近东

西向的古垣'由西向东剥露渐浅'出露基底时代依次

变新&西部黄陵穹窿基底出露面积最大达
8$$$

EH

#

'向东庐山变质核杂岩构造内星子杂岩核出露

面积为
"$EH

#

'而安庆董岭核杂岩仅为
##EH

#

'至

东部镇江俾城群隐伏于地下'反映了西高东低的抬

升格局'以基底顶面出露高程计算'最大高度相差近

%$$$H

&

$3"3!

!

江南式基底

扬子地块的南部为江南地体'这是扬子陆块的

主体'也是以往扬子准地台的划分依据&其北与崆

岭-董岭地体相接'由桑植-监利-庐山-青阳-

宜城-常州断裂所隔'其南为华夏地块*古陆)'其间

是皖浙赣晚元古代碰撞造山带&

江南地体地层系统为巨厚海相浊积复理石沉积

岩系*

"

%$$$$H

)夹有海相火山岩'另一部分就是大

面积出露的晚元古代晋宁期花岗岩基*如九岭花岗

岩等)'周边发育古生界地层&在南都基底裂陷带内

沉积的上古生界至下三叠统地层'反映出加里东运

动的影响&

江南地体中元古代浊积复理石岩系包括冷家溪

群*湖南)%四堡群*贵阳)%双桥山群*江西)%上溪群

*安徽)%双溪坞群*浙江)等'亦即所称的"江南式#基

底&双桥山群具有冲刷槽沟%滑脱构造%同沉积褶皱

等原生沉积构造!上溪群发育有典型的鲍玛序列*马

荣生等'

%::#

'华南基底构造讨论会考察路线)$冷家

溪群为典型的含火山物质的浊积岩建造*刘英俊'

%:!:

)'浙西的双溪坞群与上述几个地层系列对比'

含有更多的火山岩*细碧角斑岩)'约占总厚的

>$[

'湘西和贵北的四堡群与双溪坞群岩石组合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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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文等!论长江中下游成矿动力学

图
#

!

中下扬子区域基底分布示意图

NF

K

3#

!

;FI@PFUL@F1DH5

A

1TPG

K

F1D52U5IGFD4FJJ2G@1,1BGPZG5C?GI1Tc5D

K

@]GZFQGP

近&可见在中元古代浙西北
7

赣中
7

湘西南和贵北一

带是一个活动带'皖南
7

赣北
7

湘北一带是一个急剧

下沉的活动性盆地'接收了
%

)

#

万米的沉积&

最近'有关江南地体的新的年龄数据不断报道'

基本上定为新元古代'而不是从前认为的中元古代&

高林志等*

#$$!

)在江南地体东部双桥山群的多层斑

脱岩中分选出的岩浆锆石
.XZ-4=

年龄为
!8%_

"45

%

!#:_"45

和
>R>_"45

'证明属于新元古代$

吴荣新等*

#$$>

)获得皖南"井潭组#火山岩锆石年龄

为
!#$_%R45

和
>>R_%$45

&

.?G

等*

#$$>

)研究

扬子陆块碎屑锆石年代学表明扬子地块发生过

#%$$

)

#$$$45

的岩浆事件和
#$$$

)

%:$$45

的变

质作用&

$3"3#

!

双基底的界线

两套不同的基地'均被相同的盖层所覆盖'即'

从震旦系到三叠系的沉积岩系'构成"一盖多底#的

格局*常印佛等'

%::R

)&两者界线大致为监利
7

庐

山
7

青阳
7

常州断裂'向北倾&此为麻城
7

九宫山
7

铜鼓

4(

测深剖面*

%:!>

)%湖北蕲春*狮子口)

7

永修*周

田)

4(

剖面*

%::$

)%六安
7

瑞昌
4(

剖面*

%::#

)%

Xi7:

线剖面*

4(

'

%:!"

'反射地震
%::"

)所证实&

但是作者在庐山地表观察到星子杂岩*董岭式基底)

与双桥山群*江南式基底)直接接触的露头'二者被

韧性剪切带所分隔'接触面产状向南倾'星子杂岩为

下盘'双桥山群为上盘*下滑)&似乎断裂在浅部和

深部产状变化较大&但是沿江董岭式基底'是向北

插入大别造山带之下的地体或岩片&长江中下游基

底的边界在地体整体向北俯冲阶段'演变成剪切带

或巨型的滑脱带&成为后期的岩浆活动的薄弱带&

控制了深部岩浆活动的上侵方向和定位空间'从而

把整个成矿岩浆带主体限定在董岭基底范围内&

早白垩世早期'长江中下游处于挤压
7

扩张的转

化阶段'以及郯
7

庐断裂带的左行牵引作用'构成一

种特定的应力场'导致了基底上隆'暴露出基底主滑

脱面'形成了变质
7

岩浆核杂岩构造&这种构造显然

叠加了花岗岩底辟上侵的垂向作用力*如董岭地区)

和郯
7

庐断裂带的剪切平移作用*庐山地区)&三个

变质核杂岩成为"董岭式#基底岩石窗口'形成沿江

中央隆起带&基底主拆离面和伴生的盖层顺层滑脱

断层'在基底中央隆起过程'成为岩浆就位主要空

间'因此拉制了矿床的"多层楼#式结构&

$3!

!

基底起伏与矿田对应关系

区内共有若干条反射地震剖面和七条大地电磁

测深剖面横穿长江中下游基底*崆岭
7

董岭基底)'根

据各剖面盖层底界深度'即基底顶界深度数据&

长江中下游主要成矿带都落在基底隆起带上&

在郯
7

庐断裂带两侧的区域基底分布差异大&在西

侧'即鄂城
7

大冶隆起区'基底没有出露'埋深约
%$

EH

'东端被大别山所掩覆'对应的是大冶成矿区$

郯
7

庐带的南端'瑞昌
7

九江*庐山)隆起区'在瑞昌%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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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山洞'基底埋深约
"

)

%$EH

'东部在庐山变质核

杂岩核部'基底出露地表*星子杂岩)'九
7

瑞成矿区

与其吻合$郯
7

庐断裂东侧的怀宁
7

庐枞隆起区'在董

岭地区基底出露地表*董岭杂岩)'隆起带基底理深

$

)

%$EH

'对应着庐枞
7

怀宁成矿区$宁
7

镇基底隆起

区'在其西侧俾城群仅埋深
2$$H

'向东至南京后转

至宁
7

芜地区'

"

)

%$EH

等深线呈"

.

#型'向南至铜

陵和庐
7

枞隆起区相接'这个隆起区与宁镇
7

宁芜成

矿区对应&

图
8

!

罗河断裂深部产状与地幔通道反射影像*董树文等'

#$%$U

)

NF

K

38

!

ZGTGPGDCGFH5

K

G1TJGG

A

1CCLPPGDCG5DJH5D@2GC?5DDG21T,L1?GT5L2@

*

;1D

K

G@523

'

#$%$U

)

基底起伏与矿田的对应关系还表明'铁矿田位

于基底理深
%$EH

的等值线附近'铜矿田在
"EH

或
"

)

%$EH

等深线'基底出露地表或小于
"EH

地

区成矿不利&这与不同岩浆岩就位深度和产状有

关'基底出露最浅还是壳熔的底辟浅色花岗岩*洪

镇%彭山等)$基底埋深
"

)

%$EH

区为富钾钙碱性

石英闪长岩
7

花岗闪长岩类的小岩株$基底在
2$EH

以下的化学成分对岩浆演化和成矿的影响和作用是

不容置疑的&邢凤鸣等*

%::9

)依据沿江花岗岩类

.

/J

7-

.P

的关系提出不同构造单元*地体)的花岗岩有

不同的
/J

%

.P

的同位素特征&江南地体花岗岩
.

/J

较高'变化小'

-

.P

变化大'显示了上地壳变质沉积岩

基底地球化学场$洪镇花岗岩源区为古老麻粒岩相

下地壳$马鞍山的霍里花岗岩是幔源岩浆同化麻粒

岩相下地壳后的产物$溪口花岗岩由上地壳重熔形

成&因此'下扬子地区可能有两种基底$北部和中部

古老麻粒岩相基底*可能有太古宙下地壳)'南部*江

南地体)为元古宙浅变质基底*没有太古宙下地壳)&

地球化学特征与区内基底划分相吻合&

在俯冲带'参与熔融的基底是哪一种基底'这也

是作者追索的一个问题'扬子俯冲基底包括随县
7

张

八岭细碧
7

角斑岩基底%神农架碳酸盐岩基底和崆

岭
7

董岭古陆垣*花岗绿岩核)基底'可能还有"江南

古陆#复理石基底&长江中下游岩浆岩
.

/J

*

(

)基底

对岩浆形成的显著贡献'上溪群%扬子盖层沉积岩物

源区*

'?GDG@523

'

%::$

)'早
7

中元古代董岭杂岩*邢

凤鸣等'

%::8

)'以及随县
7

张八岭地体内的宿松群

*红安群)'甚至南大别片麻岩*

,FG@523

'

%::8

$谢

智'

%::R

)的
.

/J

*

%8>45

)都不够低'以致不能构成

长江中下游中生代岩浆岩带形成时的地壳物质端

元&江博明等*

%:!!

)认为该地壳端元很可能是"崆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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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文等!论长江中下游成矿动力学

岭群#'北大别变质岩等还没有出露的古老变质岩&

作者接受这种有启发性的推断&并认为参与形成长

江中下游成矿岩浆的地壳端元是崆岭
7

董岭基底的

下部晚太古代
(()

*古元古代)基底*相当于水月

岩)&

"

!

深部构造与成矿关系

A3"

!

沟通地幔的岩浆通道

穿越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反射地震探测最吸引

人的发现是'揭示了矿集区下方的岩浆通道的反射

特征*图
8

)'直接探测到沟通地幔流体的构造输送

空间'对理解成矿作用和矿集区定位意义重大&其

中'最典型的在庐
7

枞火山岩矿集区'控制火山岩西

侧边界和罗河铁矿的罗河断裂'是大致平行郯
7

庐断

裂的左行走滑断裂'向深部延伸到下地壳'穿过

4+X+

'向南东倾斜'角度
R"e

左右'构成了连贯地

表到地幔的通道*董树文等'

#$%$U

$高锐等'

#$$9

'

#$%$

)&这个通道切穿了中地壳的连续地震强反射

体*亮斑)'而且与大地电磁测深的低阻异常分布一

致&

A3!

!

壳内低速#高导$层与成矿关系

普遍存在于上地壳底部深度在
%"

)

#8EH

间

的壳内低速高导层'实际是一个富含矿化水的韧性

剪切带'它在印支晚期
7

燕山早期区域性对冲挤压过

程中是分隔其上强烈对冲挤压推覆构造力学体系与

其下地壳
7

上地幔岩石圈自南向北俯冲构造力学体

系的分界层面*拆离面)&岩石的糜棱化%矿物的晶

格破裂错位与屈折带的发育都增加了含矿物质表面

活化能'加之摩擦增温%矿物脱水及盐类析出'这些

富矿物质的热卤水随着推覆构造的发育'由高流体

势向低流体势迁移'而且易在冲断前锋的断坡部位

受阻'容易形成矿源%力源%水源三源齐备的环境&

当后期岩体上侵'将深部韧性剪切面抬升到地表或

近地表时'原先处于深部的拆离面变为伸展构造的

剥离断层'并配套发展为离心式犁式滑覆构造'原先

封闭式的断面转向开启'这些在地壳浅部形成的脆

性破裂体系为地下水的深循环提供了通道'而岩浆

底辟又以异常的热梯度为流体的热循环和热化学反

应提供了能量'剥离断层上盘的天水氧化循环与断

面之下还原热卤水循环在断层附近相互作用'淬取

成矿物质并于断层附近的氧化
7

还原界面上沉淀富

集形成层型矿床&仅从大地电磁测深剖面形态并结

合地质图判读推断'大别造山带的浠水%英山%岳西

三大隐伏岩体是否可能发育有变质核杂岩及配套的

伸展构造系'如有存在则可以指导寻找金属矿床&

由于变质核杂岩%剥离断面的运动是大陆地壳

不断伸展的反映'而沿江成矿带及其邻区在早白垩

纪以来处在地壳不断伸展的运动体制下'不论是壳

内低速高导层或是变质基岩顶面以及其上沉积盖层

中多层滑移面'以及印支%燕山以来所经受的挤压推

覆%岩浆侵入%隆升滑脱及平移走滑'再有这些运动

叠加形成的构造横跨%斜截%拉分断陷%大型
O

断裂

追踪体系都可以形成多次%多级%多层%多类型的剥

离伸展'为矿床形成准备了多源%多期%多种矿化的

优越条件&

图
9

!

湖北阳新岩体地壳反射结构
4+X+

错断与中地壳亮斑

NF

K

39

!

(?G4+X+1TTIG@1TCPLI@52PGT2GC@F1DI@PLC@LPG

5DJ HFJ7CPLI@522F

K

?@I

A

1@IFD c5D

K

bFDP1CE

'

XLUGF

=P1QFDCG

A3#

!

地壳反射%亮斑&与%岩浆房&及其成矿关系

岩浆岩体是成矿物质最主要的载体'同时它在

岩浆演化就位全过程中又是成矿物质分异和集中的

地球化学反应库&不少岩体具有深达上地幔岩石圈

的陡直岩根'这有利于铜%硫%金等深部元素向地壳

上部的迁移集中'一些剖面显示不少岩体顶部膨大

呈蘑菇状或倒水滴状'有时不同期次的岩体会连在

一起'有的沿断层侵入后又被断层切割'有的上侵冷

凝脱气后向下陷落'这都说明岩浆侵入往往是在一

个地点多期次活动'每一次活动本身也有类似汽球

膨胀的间歇涌停或略显松弛下陷的现象&岩浆与围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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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长江中下游成矿动力学示意图

NF

K

3"

!

(?GIEG@C?H5

A

1THG@5221

K

GDFCJ

6

D5HFCIFD4FJJ2G@1,1BGPZG5C?GI1Tc5D

K

@]GZFQGP

%

-超高压变质岩$

#

-含火山岩拉分盆地$

8

-变质核杂岩$

9

-走滑断裂$

"

-主要逆冲断层$

R

-背斜$

<#

-晚白垩世红层$

<%

-早白垩世火山岩及次火山岩$

a

-侏罗世砂岩

%

-

2̀@P5?F

K

?

A

PGIILPGHG@5H1P

A

?FCP1CEI

$

#

-

Q12C5DFC

A

L2275

A

5P@U5IFD

$

8

-

HG@5H1P

A

?FCC1H

A

2GbC1PG

$

9

-

I@PFEG7I2F

A

T5L2@

$

"

-

H5

W

1P

@?PLI@T5L2@

$

R

-

5D@FC2FDG

$

<#

-

PGJUGJ1T25@G'PG@5CG1LI

$$

<%

-

Q12C5DFCP1CEI5DJ.LUQ12C5DFCP1CEI1TG5P2

6

'PG@5CG1LI

$

a

-

I5DJI@1DG1T

aLP5IIFC

岩发生充分的化学反应'形成外边界容矿空间'对于

成矿与控矿都非常有利&岩浆多次%脉动活动需要

一个过渡的岩浆房提供能量和物质&因此岩浆房是

形成大型成矿带和矿集区的重要条件和基础'探测

岩浆房是成矿区带深部探测的重要的目标之一'我

们在长江中下游完成的几条反射地震剖面'均发现

了中地壳的发射"亮斑#'捕获到岩浆房的深部证据&

其中'在大别山前陆的反射地震剖面'在阳新岩体下

方约
%"EH

'发现强反射"亮斑#*图
9

)&

宁
7

芜一带有辉长岩出露'而蒋庙岩体还见有磁

铁矿纯橄榄岩等'同时它在磁源重力异常和上延

%$$$H

的磁异常图上都反映其深部有较大的超基

性%基性岩体存在&在大地电磁剖面上它们都有深

源隐伏岩体插入地幔'而且视电阻 率 值 都 在

"$$

/

1

H

以上&德安-德兴一带地处挤压最强的江

南地体南缘上'由于后期剥蚀较大'其伴生的同源火

山盆地已不复存在*仅有零星露头保存)'所以成为

铜%硫%金矿床产地&而庐
7

枞%宁
7

芜一带地处董岭

地体之上'面上所见岩体都不算很大'上部火山盆地

保留完好*剥蚀程度不大)'许多分枝小岩株%岩株得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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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文等!论长江中下游成矿动力学

以保存'是铁%铜矿床的集中区&

沿着董岭地体上发育的岩体规模一般不大'视

电阻率也不太高*数百
/

1

H

)'它们在大地电磁测

深视电阻率剖面图上或表现为上下偏斜*如安庆董

岭岩体)或根部很浅*

&

%$EH

如高坦岩体)'或虽有

深根但偏歪向一侧*如贵池岩体)或岩体小而又被水

平断面横切*如庐枞岩体)或视电阻率低'深度偏浅

*如枞阳岩体)这些岩体普遍顶部宽大&对应地表多

为中酸性侵入岩即由辉石闪长岩%闪长岩%石英闪长

岩和花岗闪长岩组合'多为中
7

浅层侵入相的小岩

株'剖面上具漏斗状'与铜%铅%锌%硫%金矿关系密

切&岩石中的包体多为同源包体'它相对于地幔衍

生岩浆'其分馏程度高于宁芜中基性岩&

R

!

结论

长江中下游的成矿动力学分析表明'该带中生

代以来经历了由板缘到板内'由挤压到伸展的特殊

的构造转化背景'大规模的岩浆火山活动和成矿作

用发生在由挤压向伸展的转化阶段*

%9$

)

%8$45

)&

*

%

)板缘
7

板内转换!中三叠世华北地块和扬子

地块碰撞后'以大别山为绞合点'华北地块逆时针%

扬子地块顺时针的陆
!

陆点碰撞'古特提斯洋关闭'

块体拼合'形成古中国大陆和古亚洲大陆的雏形'进

入陆内构造环境&中三叠世陆陆碰撞后'下扬子皱

褶形成前陆缩短带'大别山隆起并遭受剥蚀'产生

早%中侏罗世类磨拉石建造'形成了近东西向的前陆

沉积盆地&这个过程相当"印支运动#*

(7a

#

)&

*

#

)挤压
7

伸展转换!晚侏罗世开始'中国东部

整体处于板块多向汇聚的动力学背景下'由于西太

平洋伊泽纳崎板块斜向俯冲'使郯
7

庐断裂带发生强

烈的左行平移运动'其东西两侧变形差异'构建了长

江中下游构造格局&郯
7

庐断裂东侧呈
/S7.*

挤

压应力场'以左行剪切变形为主$而在郯
7

庐断裂带

西侧九
7

瑞地区形成近
/7.

向挤压&早白垩世中期

开始'长江中下游进入主伸展阶段'引发了白垩纪火

山活动和大规模的岩浆侵入&长江中下游多金属铁

铜成矿带集中形成于挤压向伸展的转换阶段*

%9"

)

%8$45

)&这个过程属于"燕山运动#*

a

8

7<

#

)&

*

8

)基底与成矿!在整个扬子陆块'长江中下游

成矿带处于双基底这样独特的背景&北部为崆岭
7

董岭式基底'以太古宙
7

元古宙
(()

岩系为特征'在

反射地震剖面上表现为近乎透明的下地壳$南部为

江南式基底'主要为发育新元古代的复理石建造为

特征'深部可能有早元古界&两个不同的基底的结

合带有利成矿&

*

9

)深部构造控矿!总的构造来看'长江中下游

为两隆一坳*见图
"

)'即庐枞
7

宁芜火山坳陷及其两侧

的隆起带&隆起带形成铜矿'坳陷带成铁矿'出现铁

矿在中部'铜矿位两侧的矿化格局$从深部构造解释'

对应坳陷带是郯
7

庐系的左行走滑断裂控制'直接切

入地幔'沟通了地幔的流体和岩浆'快速侵入和喷发

*

%88

)

%#!45

)'分异简单*下地壳近乎透明)'以铁矿

为主$而在隆起带出现强烈的底侵作用*下地壳反射

发育)'形成宽阔的流体上涌通道和多级岩浆房'热活

动持续长*

%98

)

%#!45

)'形成铜金矿&

岩浆房多位于中地壳
%"

)

#$EH

深处'具有反射

亮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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