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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多 宝山铜矿田北西向弧形浙裂带不仅拄制了与成矿有关的中 (吮 )华 力西期岩体展

人,而 且北西向片理化带控制了矿体的展布。同时,北 西向弧形断裂带也控制了 Cu元 东降低场

和蚀变分带展布。文章最后论述了成矿期有限单元模拟结果,指 出了今后找矿关键部位。

关拄词:北 西向弧形断裂 控 岩、拄矿构遣 多 宝山铜矿田

多宝山铜矿田内有多宝山和铜山两个大型斑岩铜矿床。现有资料表明,成 矿与长期、反

复多次活动的北西向构造带关系密切。它的长期反复活动,并 伴随多次岩浆侵人,便 本区在

中晚华力西期间的较长时间内,保 持了成矿稳定温度场及梯度场 (包括应力和浓度),有 利

于驱动成矿流体对流循环系统发生多期活动,促 使多宝山大型铜矿床的形成。因而,对 北西

向构造带控岩、控矿作用的深人研究,对 于在多宝山矿田扩大铜远景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1 矿 田构造形态

矿田出锯地层为中奥陶统铜山组 (oz:)和 多宝山组 (O2J),少 量上奥陶统裸河组

(O3J)、 爱辉组 (os臼 )和 下志留统黄花沟组 (S1九)。铜山组主要岩性为中 (酸 )性 凝灰质

砂岩,多 宝山组主要岩性为安山岩和中性凝灰岩。

多宝山矿田总体为一向南西突出的北西向弧形构造带,由 北西向南东呈反
“
S” 型弯曲

的地层和侵人体,NNW向
一NWW向 多宝山复式背斜、NW向 断裂和弧形片理化带联合组

成。另外 ,矿 田内尚见 NE向 、SN向 和 EW向 断裂 (图 1)。

多宝山复背斜核部为中奥陶统铜山组和多宝山组,翼 部为上奥陶统裸河组、爱辉组和下

志留统黄花沟组组成。地层走向和褶皱轴向在北西段 (超出图 1)为 北北西向,到 了南东段

(多宝山-铜山段)转 为 NW一 NWW向 。多宝山复背斜枢纽总体向北西侧伏,由 北西向南东

依次分出报捷背斜 (M1超 出图 1)、 小多宝山背斜 (M2)、 多宝山背斜 (M3)和 争光向斜

(M4,超 出图 1)。

矿区 6条 弧形断裂带的宽度,从 几米到十几米和几十米,倾 向南西,倾 角 ⑾
°~85° 。断

裂带内有断层泥,构 造透镜体和构造角砾岩,有 时有脉岩侵入,具 有多次活动的特点[1〕;

与其伴生的片理化带,可 以从不到 10m到 几十米,甚 至几百米。多宝山矿床的 1、2、 3、 4

号矿带正位于 DP3、 DP4和 D△ 弧形断裂及其片理化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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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 宝 山矿 田地质 图

1一第四系;2— 下志留统黄花沟组;3~4一 上奥陶统:3一 爱辉组;4一 揉河纽;5~6一 中央田统:5一 多宝山组氵6-

钼山组;7一 中华力西期花岗闪长岩;8一 中华力西期花岗闪长斑岩;9一 哓华力西期艾云闪长岩;10一 哓华力西朔石

英闪长岩;I1一 矿带及绾号;12一 浙裂;13— 推测浙裂;I0一 地质舁线;1s-Cu(10“ )原 生午

2 矿 田构造应力场演化

详细的观测及构造分析表明,这 些弧形构造带实际上是起码有三次性质不尽相同的构造

活动产生的断裂、裂隙和片理化带的复合和叠加产物。它们是:① 中华力西期以前,区 域

性北西向挤压和扭动形成 NNW-NWW向 的多宝山复式背斜,沿 着背斜核部出现 NW向 弧

形浙裂及轴面劈理,构 成 6条 NW向 弧形断裂带雏形。这一期构造的证据,主 要在于无劈

理的中华力西花岗闪长岩中 (全岩和黑云母 K-Ar年 龄 ”2× 106a[l))含 强劈理化的中奥陶

统多宝山组安山岩捕虏体;② 矿床地质研究表明,多 宝山铜矿床经历了 3次 成矿作用。即

中华力西期与花岗闪长岩有关的接触带热液型铜矿化,中 晚华力西期与花岗闪长斑岩 (全岩

K̄ Ar年 龄 2ss。1× 106a,有 关的斑岩型矿化和晚华力西期热液脉型矿化[2〕。

成矿期应力场的确定来自两方面:① 根据 D曳 南东段南沟附近北西向断裂派生次级小

背斜推测 DP6经 历了左行剪切作用;② 多宝山矿床除具有斑岩型矿床所具备的特征外,尚

有许多与斑岩型铜矿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它主要表现在矿带和矿体群不严格受斑岩体外侧的

绢英岩化带和绿泥绢云岩化带控制。而明显受雁行侧列的片理化带控制,反 映北西向弧形断

裂经历左行剪切作用。杜琦等 (19Bg)研 究指出,片 理化强度和裂隙发育程度与矿体规模、

品位成正相关 ,反 映强片理化对矿化的控制作用。本次研究发现强片理化岩石是改造斑岩期

形成的无片理的绿泥绢英岩和绢英岩后形成的具有强片理的绢英岩。薄片中,呈 定向排列绢

云母,呈 雁行排列的片状或千枚状绢云母集合体都有一个近似统-的 消光位,反 映后期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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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岩石对斑岩期蚀变岩的改造。强片理化带中的绢云母 K-Ar年 龄在 zs2× 1O6~183× 106

a之 间[2),其 峰值在 γ0× 1O6~zs0× 106a之 间,应 属晚华力西期产物;③ NW向 弧形片理

化带形成之后,构 造应力场可能改变成 NW-m向 挤压,形 成 NE向 劈理化带,并 使 NW向

片理化带张开,被 矿液充填,尤 其是 NW向 片理化带与 NE向 片理化带的叠加部位,常 有厚

大矿体就位。

3 北 西向弧形断裂带控岩、控矿作用

(1)与 成矿有关的花岗闪长岩和花岗闪长斑岩空间上位于 NW向 弧形断裂向 SW突 出部

位。在时间上,中 晚华力西期的左行剪切作用使得 NW向 弧形断裂向 SW突 出部位产生拉

张空间;岩 浆便侵入到地壳浅部冷却成岩。在这里,′北西向弧形断裂是成岩不可缺少条件,

成矿期应力场是成岩的主导因素。

(2)控 制铜矿田内铜矿体分布的为北西向片理化带及侵人-接触构造。DP3、 DP4和 DP5

3条 NW向 弧形断裂带由强片理化构造带构成,对 形成雁行斜列的矿体群起着重要的控制作

用,这 些片理化带形成于典型斑岩型矿化之后,它 只有叠加在斑岩期蚀变的绢英岩化或绿泥

绢英岩化带之上时,方 能形成工业矿体。反映水热蚀变及矿化是在原矿化基础上改造富集而

成的。在侵入-接触构造中,以 岩体上盘,尤 其是与北西向弧形片理化带叠加部位是矿化最

佳部位。同时,在 弧形片理化带转折曲率最大部位、NE与 NW向 断裂交汇部位等构造有利

部位 ,常 形成厚大工业矿体。

(3)对 于多宝山铜矿床而言,由 于斑岩期热液规模和活动强度很大,对 中华力西期以接

触带为中心的偏对称性蚀变带进行强烈叠加改造,仅 使其保留了部分蛛丝马迹,而 斑岩期蚀

变则表现为极为明显。该期蚀变空间分布特点是:以 斑岩体为中心面型的前进式的斑岩铜矿

型蚀变分带。即中心是强硅化的花岗闪长斑岩,向 外依次出现钾长石化、钾长石黑云母化、

绢英岩化、绿泥绢英岩化和青磐岩化的花岗闪长岩或安山岩。斑岩期蚀变受北西向弧形断裂

和花岗闪长斑岩联合控制。

对于铜山矿床而言,DP4北 西向弧形断裂由多宝山③号矿带的北北西向到铜山变为近东

西向之后又折向东南变成北西向,故 铜山矿床处于断裂弯曲最大部位。这条弧形断裂同花岗

闪长岩一起控制着铜山矿床的蚀变及分带。铜山矿床的蚀变主要发育在花岗闪长岩与多宝山

组火山岩的接触带附近。它分 3个 岩相带,即 青磐岩化带 (P)、 绿泥绢英岩化带 (MS)和

钾硅化带 (KQ)。 3个 蚀变岩相构成了以接触带构造或片理化构造带 (断裂带)为 中心的对

称式蚀变分带。它既具面型,又 具线型分布特征。从时间上来看,由 中心 (钾硅化)向 两

侧,蚀 变从新到老,蚀 变范围向中心收缩,在 收缩期矿化强度提高〔2]。

(4)据 杜琦 (1988)和 姚志强 (1997)研 究,多 宝山矿田范围内存在一个铜的降低场

(图 2)。 Cu元 素的衬度可分为正常场、降低场和异常场三部分。正常场位于矿田的最外侧,

大部分已超出矿田范围,衬 度值 1~1.2;Cu的 降低场 (衬度值 0.5~0.9)被 正常场包围,

并沿北西向构造带展布,一 直延续到本区西北的三矿沟矿田,面 积达 ”8kmz。 Cu的 降低

场中有 NW向 展布 Cu的 异常场 (Cu衬 度值一般 1~2,内 圈为 2~4,局 部 >4),矿 田中已

知铜矿床 (点)均 分布于该异常场上。因此,多 宝山矿田中主成矿元素 Cu不 是由华力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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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 宝山矿田铜量分布图

1一 饲 衬 度 值
)4:2一

铜 衬 度 值
2~4;3-铜 衬 度 值 1~2;4一 铜 衬 度 值 0.9~0.5:5一 锔 衬 度 值 1。 0~1.2

岩浆侵人体提供的,而 主要是由热液从围岩中逐次聚集起来的。Cu元 素含量及降低场同样

受控于北西向弧形断裂,而 Cu元 素异常场最终富集于 NW向 弧形片理化带中。

总之,北 西向弧形断裂不仅控制了与成矿息息相关的花岗闪长岩和花岗闪长斑岩等岩体

的侵人就位,而 且控制了蚀变及分布,铜 元素降低场的展布。而北西向片理化带是容矿有利

场所。

我们认为 D△ 西南段为今后找矿关键部位。地质上,DP6西 南段位于花岗闪长岩体接触

带附近。在地球化学方面,以 Cu原 生晕 280× 10̄ 6圈 出的异常区基本上为已知矿床所在区

间,而 在 DP6西 南段同样存在有一异常区。上述 3点 均表明DP6西 南段为找矿关键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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