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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北岔沟门铅锌矿成矿控矿构造研究
·

牛树银 孙 爱群 王 礼胜  陈 志彬 李 子仪 蒋 宝柱

(石家庄经济学院,石 家庄) (河北地劫院,石 家庄)

提 要 :北 岔沟门铅锌多金属矿区,发 现了以花岗岩中捕虏体和集块岩中集块形式存在的长

英质糜棱岩及花岗岩的糜棱岩化 ,表 明基底存在着 NE向 韧性剪切带,并 具有多期次活动特征,

是主要导岩导矿及拄矿构造。矿体的展布严格受区内浙裂控制,矿 化的贫宫亦与成矿期断裂蚀变

的强度呈正相关关系,成 矿物质来 自深源,沿 深切汪源的韧性剪切带向上运移,并 在馒枝构造主

拆离带的不同级别构追扩容带中成矿。据此,提 出了进一步找矿的远景区和矿区外围的有利找矿

靶区。

关键词:构 造控矿 找 矿方向 铅 锌矿床 华 北地台北缘

北岔沟门铅锌多金属矿的发现,是 原地矿部
“
九五

”
规划重点找矿区华北地台北缘中段

找矿取得的重大突破之一,在 该区圈定的8处 异常中,仅 Ⅴ号异常的 3个 矿体控制的远景储

量就达 100万 吨以上●,展 示了很好的找矿前景。

1 区 域地质概况

北岔沟门铅锌多金属矿位于乌龙沟-上黄旗构造岩浆带之北段——上黄旗-棋盘山构造岩

浆亚带上,其 西、南、东侧为中上太古界出露区。矿床产于马道火山盆地中㈦,从 中新生

代演化特征上看,外 围变质-岩浆杂岩穹隆可能为不太规则的幔枝构造。矿区则处于幔枝构

造外围主拆离带上盘主要铲状断裂上,以 北东向断裂为主,控 制着岩浆岩和火山岩的空间分

布。北西向、近东西向及近南北向断裂也较发育。受构造控制,本 区岩浆活动强烈,分 布范

围广,面 积大,多 呈北东向带状展布。活动强度以中生代最为强烈。主要岩性有闪长岩、花

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花岗岩、闪长玢岩、石英正长斑岩、正长斑岩等。。

区内地层主要为中生界侏罗系上统张家口组、白垩系下统花吉营组和西瓜园组。主要岩

性为一套陆相中性、酸性和碱性火山岩建造及河湖相碎屑岩建造。第四系覆盖较严重,给 地

质研究带来一定困难。

2 构 造成矿控矿      ̄

由于北岔沟门铅锌多金属矿区位于隆化北部林区,植 被覆盖严重。因此,该 区地质找矿

艹 原地矿部百名跨世纪科技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08)和 地矿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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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关项目 (95-02-003)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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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主要依据区域化探扫面,对 化探高值区进行三、二级异常查证。对小面积查证较好的地

区部署部分物探工作。在物、化探异常对应较好的区段进行工程验证。由于地质情况不清,

地质找矿工作几上几下。为了加强地质研究,扭 转被动局面,石 家庄经济学院与河北地勘院

邯邢工作部合作开展了构造成矿控矿规律研究,取 得了多方面的新进展。

2.1 基 底韧性剪切带的确定

尽管植被覆盖严重,但 通过详细的地质调研,在 V名 矿体外围中粗粒花岗岩中发现长英

质糜棱岩捕虏体。其捕虏体大小混杂,一 般砾径在 2~⒛ cm之 间,基 底式胶结,次 棱角状。

糜棱岩以长英质为主,不 仅石英被强烈拔丝定向,长 石也强烈拉长定向,长 短轴比在 1o以

上,镜 下有明显的波状消光。在Ⅴ-1、 Ⅴ̈2矿 体的南侧,17~19勘 探线之间也找到了长英质

糜棱岩。糜棱岩的联线方向为北东向。

此外,在 该区还发现了另外两种糜棱岩,一 种是在火山集块岩中的糜棱岩集块,糜 棱岩

以大小不等的集块混杂在集块岩中,属 强直超糜棱岩。长英质表现为强烈的拔丝构造,长 英

质颗粒被拉成页理状,长 短轴比在 50以 上。在糜棱页理面上有非常发育的拉伸线理。另一

种是发育在花岗质岩石中的糜棱岩。在V号 矿体南侧,北 岔沟门北西侧山脊露头上发现中粒

花岗岩中发育有较典型的糜棱岩。石英具明显的拉长定向,X/z轴 比在 3以 上,糜 棱面理

(XY面 )产 状为 45°/SEZTs° ,亦 为北东向韧性剪切带。

上述 3种 糜棱岩的发现具有重要指示意义。首先,矿 区的中生代盖层条件不可能发育糜

棱岩。那么,在 花岗岩中的糜棱岩捕虏体和集块岩中的糜棱岩集块就必定是从深部基底带上

来的。表明基底存在着北东向韧性剪切带,且 是重要的导岩导矿构造,控 制着岩浆侵位及火

山活动。花岗质糜棱岩的存在则表明,花 岗岩侵位之后仍有北东向的韧性剪切作用,且 具有

多期次活动的特征。

2.2 矿 床地质特征

北岔沟门铅锌多金属矿床的构造控矿作用明显,并 且表现出多级控矿的特征。从矿区规

模来讲,断 裂活动控制着蚀变作用,进 而控制着矿体。F1断 层,长 900m,产 状 sO°~35° /

NWZω
°
~65°

。 蚀 变 带 宽 32~91m,严 格 控 制 着 V-1矿 体 的 空 间 展 布 。 Fz断 层 长 1400m,

断 层 产 状 为 25°
~“

0° /SEZ55°
~75̀破

碎 蚀 变 带 宽 3s~91m,它 严 格 控 制 着 V9矿 体 ,

并在23线 与 F1断 层呈
“
X” 交汇,形 成主要矿液通道。Fs断 层长 750m,破 碎蚀变带宽m

~BO m,断
层 产 状 20°

~SO° /sEZ⑽
°
~Ss̀它

严 格 控 制 着 V-3矿 体 的 展 布 。

断层主要发育于花岗岩中,局 部发育于火山-沉积岩地层中,或 两者的接触带中。断裂

规模的大小往往决定着矿体的规模大小。一般地讲,断 裂多具多次活动特征,甚 至断裂不同

活动期次遗留下的压扭性特征与张扭性特征共存。沿断裂走向则多呈舒缓波状、网状等特

征。断裂的破碎蚀变亦与断裂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绢 英岩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硅化

普遍。方铅矿化、闪锌矿化、黄铁矿化为主的成矿作用明显受断裂强度的控制。断裂破碎强

烈、原岩改造彻底的区段则矿化较富,或 凡是矿化较富的区段,构 造破碎一定非常强烈,甚

至被改造成构造片理化带。这在 z3线 、27线 、29线 、31线 等机挖平硐都有清楚的显示。

穿脉平硐横穿几十米的破碎-矿化带,断 裂往往表现出强弱相间的特征。强变形带和弱变形

域相间排列,矿 化亦表现出富贫相间展布。

矿石构造也与构造变形相关,可 表现出条带状、浸染状、块状等特征。甚至表现出从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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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围岩向矿体中心,破 碎逐渐强烈,蚀 变逐渐加强,矿 化逐渐变富。矿石构造由稀琉条带状

向致密块状演化 (图 1),块 状矿石中仍残留着条带状充填的矿化特征 (图 1C)。

铅锌矿化

ν

v

o     5cm
-

回 1
回

2 回 3 口 4
匚≡互彐

5

图 1 矿 化标本紊描图

1—中粗粒花岗岩;2一 条带状黄铁矿;3一 绿泥石化;4一 硅化;5一 星点状黄铁矿化在4号 异常区BPD5矿 脉中,矿 化

表现为以断裂角砾岩的胶结物形式产出。表明浙裂破碎在前,矿 化作用在后,呈 充填式矿化

2.3 构 造成矿控矿作用

中生代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使 丰宁-隆化幔枝构造强烈隆升,尤 其乌龙沟一上黄旗构

造岩浆带的叠加,不 仅使幔枝构造复杂化,断 裂的深切使岩石圈底部向造山带拆离的地幔岩

也被切割,并 造成减压释荷形成深熔岩浆,熔 融部分围岩构成岩浆源地。深融岩浆沿韧性剪

切带向上运移,在 基底与盖层间的滑脱面及其附近形成侵入体。甚至通过脆性断裂直达地表

导致火山喷发。由于断裂活动的多期次性及断裂不同期次切割深度不同,使 岩浆活动和火山

喷发也具有多期次多旋回性活动。表现出断裂活动较弱、切割较浅时,以 壳源岩浆活动为

主;断 裂活动强烈、切割较深时,则 以幔源岩浆活动为主(2~4]。 它不仅控制着丰宁-隆化幔

枝的隆升,而 且也控制着丰 (宁 )隆 (化 )一 带金银铅锌铜等多金属内生矿床成矿系列。在

上黄旗以北,乌 龙沟-上黄旗断裂变为东西两支—御道口深断裂和棋盘山深断裂,并 成为两

个强烈的构造岩浆成矿亚带。北岔沟门铅锌多金属矿便位于东支棋盘山构造岩浆成矿亚带之

」=。                                    ̀

北岔沟门矿区实际上位于两个次级北东向隆起的共同上盘,并 受上盘拆离带系统控制。

北岔沟门韧性剪切带及其轴部叠加的脆性断裂为地下水的循环提供了通道,异 常的地热梯度

为流体的循环提供了热能,从 而形成一个与大气降水相联通的氧化环境的热流循环体系。而

深部的变质作用、糜棱岩化提供的的部分流体以及岩浆来源的热液,构 成了还原环境下的热

液循环系统,两 系统在幔枝外围的主拆离滑脱带及其附近相遇,并 发生物、化条件的改变,

使通过地幔热柱多级演化来自深源的矿质及萃取自含矿围岩的成矿物质聚集成矿。北岔沟门

。   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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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区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构造控矿便是很好的例证。

3 几 点认识及找矿建议

(1)北 岔沟门矿区花岗质捕虏体中及集块岩中长英质糜棱岩的发现及展布特征 ,表 明基

底存在着北东向韧性剪切带。花岗岩中糜棱岩的发育则表明韧性剪切带具有多期次活动特

征 ,是 该区主要的成矿控矿构造。

(2)断 裂构造是北岔沟门主导性成矿控矿构造 ,并 且表现为不同级别的成矿控矿特征。

从矿区规模看 ,矿 体的空间展布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矿体规模表现为富、贫矿相间排列。

断裂破碎带强烈的强应变带矿化亦较富。在更小的尺度上,则 主要表现为裂隙充填式矿石构

造。

(3)强 烈的构造活动、明显的带状黄铁绢英岩化、化探异常及激电异常复合较好的区段

是该区的综合找矿标志。

(4)根 据上述基本认识及野外地质调研 ,由 于北东向韧性剪切带是该区的主要导岩导矿

构造 ,且 区域化探异常亦显示沿北东向韧性剪切带展布,故 外围找矿应向北东老伙房方向拓

展。

北岔沟门矿区,除 继续研究查证现有其它几个物化探异常,摘 清其主要成矿控矿因素,

指导勘探工程部署外 ,在 D4异 常北侧 ,D5异 常东南侧的 1259高 地以北地区存在着强烈的

构造破碎、明显的硅化和褐铁矿化。矿化程度与 D4、 D5相 当,甚 至强于 y异 常,应 尽快

安排小范围物化探验证 ,布 置验证工程。一旦突破 ,北 岔沟门铅锌矿将成为连片的超大型铅

锌多金属矿床。

在野外地质调研中得到了河北地勘院陈华山总工、杨志宏副院长、毕伏科副院长 ,邯 邢

工作部全体科技人员大力指导和协助 ,石 家庄经济学院地勘专业 %级 牛向龙、王丰收、刘

长海、栾英波、李鸿昌同学参加了地质调研。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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