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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对云南永胜宝坪矿床构造地质填图 !同构造石英脉及含铜石英脉型矿石的热活化法 ∞≥ 定

年研究 结合区域地层接触关系 !构造及其年代学等结果 发现宝坪矿床受控于程海逆冲断裂上盘发育的滑覆构造

主要成矿作用的发生及滑覆构造的形成与整个盐源 丽江构造带于喜马拉雅早中期陆内褶皱造山同时发生 工业矿

体的形成主要与同构造地下含铜热水活动有关 ∀经勘查证实 矿化严格受滑覆构造控制 并具明显分带性 与深部

构造岩浆带联通的后部张性断裂带构成导矿构造 伴脉状矿化 平卧叠褶的软 !硬岩层互层系组成的中部和前部带

因缓倾顺层剥离剪切糜棱岩发育 构成多级次屏蔽 容矿构造 赋存层状 !似层状主矿体 ∀

关键词  地质学  聚矿构造  滑覆构造  同构造地下热水后成矿床  永胜宝坪铜矿  滇西北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云南永胜县宝坪铜矿床是一个产于上二叠统黑

泥哨组火山 沉积岩系中的中型富铜多金属矿床 矿

区 ∞向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前人多根据赋矿层

位的分布及 ∞向断裂与矿体的关系 直观地将其

归结为海相沉积层状铜矿 任治  等 或断层

控制的强烈改造层控矿床 Ο Π Θ 但对矿区的构造性

质 !类型缺乏深入研究 未能查清基本的控矿因素

制约了进一步的找矿工作 ∀九五期间 笔者对宝坪

铜矿所在的永胜县大安 !顺州 !板桥三乡构成的团街

地区 原行政区划为团街区 开展构造研究 并运用

前苏联已较成熟的热活化 ∞≥ 定年法进行构造与

成矿定年 结合区域地层接触关系 !构造及其定年等

结果 证实宝坪铜矿床的聚矿构造 潘龙驹等

实际上是发育于自西向东推覆的程海逆冲推覆断裂

上盘的永胜推覆构造带内 是与主推覆方向相反 自

东向西 方向滑动形成的滑覆构造 主要成矿作用发

生于早 中喜马拉雅期陆内造山过程中 属后成矿

床 ∀这一新认识在指导找矿的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

本文主要从区域地质背景 !宝坪滑覆构造及其成矿

分带特征 !形成时代 !成矿时代以及聚矿基本因素等

方面进行讨论 ∀

 区域地质背景

宝坪铜矿床处于扬子板块构造域与三江特提斯

构造域交接部位的盐源 丽江陆架裂陷推覆褶皱造

山带 刘肇昌等 紧邻程海主逆冲推覆断裂的

永胜推覆体内 东距程海断裂约 ∀

宝坪矿床所在的团街地区的构造通常被称为

/ 团街向斜0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 实际上包含

了 个不同的构造带 自东而西为 ≠ 顺州 光头山

向斜构造带 梅子箐 宝坪 白草坪 板桥断裂隆起

带 简称梅板断隆带 ≈ 大黑山雁列褶皱带 ∀团街

地区出露地层为二叠系 三叠系 上二叠统黑泥哨组

° η 挟持于巨厚的峨眉山玄武岩组 ° Β 和以厚层

碳酸盐岩为主的三叠系之间 由脆性的凝灰质砂岩 !

玄武岩与韧性的炭泥岩 !凝灰质岩频繁交互构成 变

形明显强于其上 !下岩系 片理化 !劈理化 !揉皱发育

的顺层韧 脆韧性剪切带普遍存在 ∀由于西侧为金

沙江峡谷 !东侧为程海断陷 周边露出上二叠统峨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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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 云南 喜马拉雅期构造与铜金多金属成矿关系研究0项目 编号 ≥ 共同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钟康惠 男 年生 副教授 博士生 从事西南地区构造与成矿研究 ∀

收稿日期  改回日期  ∀张绮玲编辑 ∀

Ο 西南冶金 队 宝坪矿区最终储量报告书

Π 西南有色地勘局科研所 丽江铜矿带地 !物 !化 !遥综合调查报告

Θ 西南有色地勘局 康滇地轴及邻区 云南部分 玄武岩铜矿远景调查报告



 
 

 

 
 

 
 

 

图  宝坪矿区地质构造图

) 主断裂 !次级断裂及编号 ) 逆断层 ) 正断层 ) 地层界线 ) 矿体 ) 下三叠统腊美组砂页岩 ) 上二叠统黑泥哨组 其中 段

° η 下层 ° η 为凝灰质砂岩 !上层 ° η 为炭凝灰质砂页岩 段 ° η 为玄武岩 段 ° η 为炭凝灰质砂页岩和泥灰岩 段

° η 为玄武岩 段 ° η 为紫色砂泥岩 ) 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 ) 图 的平面位置 ∀左上图示宝坪铜矿区区域平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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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玄武岩 而腹地为三叠系 在地质图上表现为内新

外老 以至前人将其视为/ 向斜0 ∀

发育宝坪滑覆构造的梅板断隆带走向 ∞ β

左右 长约 宽 ∗ ∀与东侧的顺州 光

头山向斜带和西侧的大黑山雁列褶皱带相比 本带

的特点是 ≠ 出露地层时代较老 主要为上二叠统

和下三叠统 而其东 !西两侧为三叠系上 !中 !下统

显示背斜隆起特征 变形强度大 走向正断层和

逆断层 顺层剪切断层以及斜歪 !同斜 !平卧褶皱及

重褶皱发育 而东 !西两带主要为开阔宽缓褶皱 ≈

断隆带内构造分带性明显 自东向西依次为 图

由西侧逆冲断层 ƒ 与轴面西倾的宝东斜歪背斜

组成的逆冲带 由 ƒ 及其分支 ƒ !ƒ 组成的先逆

冲 !后正滑的西倾犁式断层带 ƒ 与 ƒ χ或 ƒ 之间

的平卧褶皱系 其内顺层发育向西缓倾的正断层

ƒ !向东倾的逆断层 ƒ !ƒ !ƒ χ !ƒ 等 及轴面向

东缓倾的平卧褶皱 平缓的 ƒ 被地形切割成折返

状 东倾逆断层和轴面东倾背斜构成的宝西背斜

带 ∀带内喜马拉雅期 年龄 ∗ 笔

者采样 宜昌所分析 煌斑岩 !石英斑岩等脉岩发育

沿走向 向西南可与鹤庆松桂地区的铺台山 !金堂正

长斑岩群相连 说明梅板断隆带是一个与深部连通

的幔源岩浆活动强烈的大型断裂带 可为成矿提供

丰富的热源和矿质来源 ∀宝坪滑覆构造 见图 就

发育在梅板断隆带的中北段 ∀

 宝坪滑覆构造

2 1  宝坪矿区的变形特点

 逆冲背斜和滑覆背斜

宝坪矿区处于断隆带内东 !西两个斜歪背斜之

间 见图 东部的宝东背斜核部为峨眉山玄武岩

组 两翼为黑泥哨组玄武岩 !砂页岩 东翼陡 !西翼

缓 轴面西倾 是程海断裂由西向东逆冲形成的原地

逆冲背斜 ∀西部的宝西背斜 核部为黑泥哨组 段

° η 玄武岩 两翼为黑泥哨组 段 ° η 凝灰质

砂页岩和腊美组砂页岩 西翼陡 !东翼缓 轴面东倾

是由东向西滑动形成的准原地滑覆背斜 ∀这些构造

遭受了东西向选厂沟断裂的切割 研究表明 选厂沟

断裂为一个断面南倾的正断层 ∀

 纵向断裂构成的扇状向形滑覆断裂系

宝东逆冲背斜和宝西滑覆背斜之间为 ∗

宽的滑覆构造带 见图 宝坪铜矿的主要矿体

产于该带中 ∀滑覆带内 ∞向的纵断层十分发育

东部断层面向西倾斜 如 ƒ !ƒ 等 西部断层面向

东倾斜 如 ƒ !ƒ 等 它们与褶皱轴面一起 总体构

成了向中部倾斜的/ 扇状向形0 ∀但是 东部断层以

自东而西 !自上而下的正断层滑动为主 西部断层则

相反 以自东而西 !自下而上的逆冲滑动为主 显示

出东部 后部 拉张 !西部 前部 挤压的自东向西重

力滑覆的滑覆体结构特征 图 ∀这一滑覆运动 导

致滑覆带外缘宝西滑覆背斜的形成 ∀

东部张性断裂 断块构造带

位于 ƒ 和 ƒ 断裂之间 宽 ∗ 由一系列

断面西倾 !地表陡倾 ∗ β !向深部变缓的犁式

断层系组成 断裂间的断夹块自东向西依次为黑泥

哨组 段 ° η 玄武岩和 段 ° η 炭质凝灰质砂

页岩 ∀这些断裂普遍具有早期逆冲 !晚期正滑的运

动学特征 ∀早期 上盘自西向东逆冲运动与程海主

逆冲断裂运动方向一致 并使断裂向深部延伸 与矿

源区连通 晚期 自东向西正滑运动 使断裂带转变

为张性 导致岩片大规模向西滑覆 构成滑覆构造带

后部的张性构造带 ∀

西部缓倾同斜叠褶 断裂构造带

该带位于 ƒ 和 ƒ 之间 宽 ∗ 包括滑

覆构造带的中部带和前部带 由黑泥哨组 段砂页

岩系和 段玄武岩构成 组成由上 !下两个同斜 平

卧背斜夹一同斜 平卧向斜构成的叠褶构造 ∀上 !下

两个背斜分别位于 ƒ 与 ƒ !ƒ 与 ƒ χ之间 均由黑

泥哨组 段 ° η 玄武岩和 段下层 ° η 凝灰

质砂页岩组成 以顺层掩卧 !同轴叠加褶皱发育为特

点 转折端强烈发育轴面劈理而貌似单斜层 ∀挟持

于两背斜之间的同斜 平卧向斜 位于 ƒ 与 ƒ 之间

由黑泥哨组 段上层 ° η 的炭 凝灰质砂页岩组

成 其内部轴面东倾的小型同斜褶皱 !斜歪褶皱 !顺

层逆冲剪切带发育 ∀这些同斜 平卧褶皱的轴面总

体向东缓倾 并波状起伏 显示出重褶皱的特点 ∀平

卧叠褶构造内 沿平卧背斜和平卧向斜的翼部 发育

了一系列缓倾的顺层剪切断裂 自上而下 !由东向西

依次为 ƒ !ƒ !ƒ χ等 它们走向 ∞向 向东倾斜

近地表倾角中等 向深处变缓 产状与同斜平卧褶皱

轴面及翼部岩层产状近于平行 ∀沿断裂 初糜棱岩

化 !构造透镜体化 !劈理化及揉皱构造极为发育 普

遍具有上盘自东向西逆冲的运动学特征 ∀平卧的叠

褶构造与顺层剪切断层组成了变形复杂的同斜 平

卧叠褶 断裂构造带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宝坪矿区选厂 大石头地质构造剖面图

) 腊美组砂岩 ) 炭凝灰质砂页岩 ) 凝灰质砂岩 ) 黑泥哨组玄武岩 ) 峨眉玄武岩组玄武岩 ) 断层及运动方向和编号 地层

界线 ) 矿体 ) 同斜叠褶构造示意 ) 地层代号 同图 ) 次级滑覆体编号 ≠ 上滑体 中滑体 ≈ 下滑体 …底滑体

ƒ  ∏ ∏ ÷∏ ⁄ ∏

) ≥ × ƒ ) ≤ ∏ ∏ ∏ ) ×∏ ∏ ) °

ƒ ) ° ∞ ƒ ) ƒ ∏ ∏ ∏

) ) ≥ ∏ ∏ ∏ ) ≥ ƒ ) ≥

≠ ) ) ≈ ) … )

  顺层断裂分割的不同滑体

由同斜 平卧叠褶 断层系构成的滑覆体可以顺

层断裂为界划分为若干次级滑覆体 图 自上而

下 ƒ 上盘由腊美组构成顶滑体 其底部的 ƒ 为顶

滑面 ƒ 与 ƒ 间由黑泥哨组 段 ° η 与 段下层

° η 构成上滑体 ƒ 为上滑面 以平卧倒转背斜

褶皱为特征 ƒ 与 ƒ 间由黑泥哨组与 段上层

° η 构成中滑体 ƒ 为中滑面 以平卧向斜褶皱

为特征 ƒ 与 ƒ χ间由黑泥哨组 段 ° η 与 段下

层 ° η 构成下滑体 以平卧倒转背斜褶皱为特

征 ƒ χ为下滑面 同时 它也是整个滑覆带前部 西

部 的主滑面 ∀ ƒ χ之下的腊美组 为一倒转向斜 属

宝西滑覆背斜的东翼 ∀

2 2  宝坪滑覆构造与前龙门山滑覆构造的比较

我国著名的前龙门山逆冲推覆构造带 分布着

大量飞来峰滑覆体 这些滑覆体是上盘岩石因逆冲

脱离根带后 在重力作用下沿主逆冲推覆方向持续

滑移形成的 刘肇昌 ∀宝坪滑覆构造与前龙

门山滑覆构造相比 具有相似的内部结构 同处于逆

冲推覆构造背景 但在产出部位 !滑覆方向与主逆冲

方向的关系 !有无根带等方面明显不同 体现了两者

在具体的成因机制上存在差异 表 ∀

 宝坪滑覆构造的成矿分带

在宝坪地区 已知与黑泥哨组 ° η 有关的铜矿

床 点 均集中于滑覆构造带内 没有滑覆或剥离剪

切构造的地区 黑泥哨组不发生矿化 显示了逆冲滑

覆构造对铜多金属矿床的决定性控制作用 ∀滑覆体

系的不同部位 随构造特点的不同而具不同成矿特

征 表现出明显的成矿分带性 图 ∀

3 1  原地逆冲背斜带的脉状矿化

该带位于 ƒ 与 ƒ 之间 由轴面西倾的宝东斜

歪背斜构成 ∀在白草坪之南的玄武岩 !凝灰岩中 沿

背斜轴部陡直的张裂隙内有含铜石英脉矿化 ∀

3 2  滑覆带的似层状和脉状矿化

宝坪滑覆构造 自东向西可分为后部带 !中部带

和前部带 ∀后部带以断裂破碎带脉状矿化为主 中

部带以似层状矿化为主 并有脉状矿化 前部带为似

层状矿化 ∀主矿体集中在中部带和前部带 ∀

后 东 部带 位于 ƒ 与 ƒ 间 为大型西倾正断

层和层间剥离断层发育的张性构造带 构成主要的

导矿断裂 ƒ 并在断层附近的黑泥哨组 段

° η 炭凝灰质砂岩中形成 号矿体 !梅子箐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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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宝坪滑覆构造与前龙门山滑覆构造比较

Ταβλε 1  Α χομ παρισον βετωεεν τηε Βαοπινγ γλιδινγ ναππε ανδ τηε γλιδινγ ναππεσιν φροντ οφ Λονγ μενσηαν

宝坪滑覆构造 前龙门山滑覆构造

产出部位 主逆冲推覆断层上盘后方 主逆冲推覆断层前方

原地 准原地系统性质 主逆冲推覆断层上盘褶皱推覆体 永胜推覆体 主逆冲推覆断层下盘岩系

根带有无 不存在明显根带 根带在主逆冲断裂带

滑覆方向与主逆冲推覆方向之关系 滑覆方向与主逆冲推覆方向相反 滑覆方向与主逆冲推覆方向一致

成因 逆冲推覆带上盘推覆体因抬高而重力失稳 沿软弱层

 发生顺层剥离剪切 致使推覆体内部岩片大规模向

 后滑动而成

因逆冲推覆带上盘岩片挤离根带后 在

 重力作用下 继续向前滑动而成

图  宝坪滑覆构造聚矿示意图

) 峨眉山玄武岩组 ° Β ) 黑泥哨组第 岩段砂泥质岩 ) 黑泥哨组第 岩段玄武岩 ) 黑泥哨组第 岩段炭质凝灰质砂页岩

) 黑泥哨组第 岩段玄武岩 ) 黑泥哨组第 岩段下部 ° η 凝灰砂岩和上部 ° η 炭凝灰质砂页岩 ) 腊美组砂泥质岩

× λ ) 断层及其编号和地层界线 ) 矿体 ) 次级滑覆体编号 同图 ) 上升热流及矿液

ƒ  ≥ ∏ ∏

) ° ∞ ƒ ) ≥ ° ƒ ) 2

° ƒ ) ≤ ∏ ∏ ∏ ° ƒ )

° ƒ ) ×∏ ∏ ° η ∏ ∏ ∏

∏ ° η ) ≥ × ƒ ) ƒ ∏ ∏ ∏

) ) ≥ ∏ ƒ ) ∏ ∏

及 段 ° η 玄武岩中的南坝凼脉型铜矿化 ∀宝坪

号矿体 分布在 ∗ 勘探线之间 走向 β 倾向

• 倾角 ∗ β 长 平均厚度 平均

品位 ω≤∏ ∀

中部带 位于 ƒ 与 ƒ 之间 以轴面向东缓倾的

平卧叠褶构造和层间剥离剪切断裂发育为特征 ∀在

平卧倒转背斜近轴部部位 于强烈褶皱和轴面劈理

化的黑泥哨组 段下层凝灰质砂岩中 形成似层状

的 号矿体 ∀矿体产状与轴面劈理一致 走向 ∞

控制长 倾向宽 厚 ≤∏平均品

位 ω≤∏ ∀此外 在背斜核部的黑泥哨组 段

玄武岩中有脉状铜矿化 ∀

前 西 部带 位于 ƒ 与 ƒ 间 黑泥哨组 段上

层炭凝灰质砂页岩总体构成同斜倒转向斜 内部有

若干褶皱冲断岩片 ∀矿化发生于层间剪切面间相对

脆性的凝灰砂岩中 构成似层状 !扁豆状 号矿体

图 ∀矿体分布在 ∗ 勘探线间 走向 ∞ 长

斜宽 ∗ 平均垂直厚度 铜

平均品位 ω≤∏ ∀

中部带和前部带可按滑覆体位置自上而下分

为 ≠ 由腊美组构成的顶滑体 其底部 ƒ 初糜棱岩

化带构成矿区最主要的屏蔽层 由黑泥哨组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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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宝坪矿区第 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 第四系堆积物 ) 砂岩 ) 页岩 ) 凝灰岩 ) 玄武岩 )

地层代号 同图 ) 断层及其动向和编号 ) 矿体 ) 推测

矿体 ) 钻孔及其编号 ) 地层界线 ) 坑道

ƒ  ¬

) ±∏ ∏ ∏ ) ≥ ) ≥ ) ×∏

) ) ≥ ƒ ) ƒ ∏

∏ ) )

) ) ≥ ∏ )

下层和 段组成的平卧背斜上滑体 赋存 号矿体

≈ 由黑泥哨组 段上层构成的同斜倒转向斜中滑

体 赋存 号矿体 …由黑泥哨组 段下层和 段组

成的下滑体 为仅保留正常翼的同斜倒转背斜 可能

有类似 号矿体的矿化存在 ∀

3 3  外缘带的脉状矿化

外缘带系滑覆体向西滑动推挤而形成的褶皱

带 由轴面东倾的宝西斜歪滑覆背斜及其东翼的腊

美组同斜向斜组成 ∀在宝西背斜轴部断裂 ƒ 中有

脉状铜矿化 ∀

 宝坪滑覆构造的形成时代与成矿时

代

  宝坪滑覆构造的特点表明其形成与程海逆冲构

造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关 同期或稍晚于程海逆冲

构造 ∀程海逆冲构造是整个盐源 丽江构造带造山

的产物 ∀盐源 丽江带 过去被认为是印支造山带

但区域性角度不整合发生在始新 渐新统与三叠系

之间 强烈褶皱造山伴有的山麓相磨拉石建造形成

于始新 渐新世 丽江组 !宁蒗组 而非侏罗纪或白

垩纪 据 等 研究 丽江地区虎跳峡的

玉龙雪山背斜泥盆系大理岩顺层剪切成因的金云

母 其 ≥ 等时线年龄为 ? 背斜核

部采获的钾长石的 坪年龄为 ?

也证实区域变形发生于始新 渐新世 表明该带自晚

三叠世末开始缓慢隆升后 大规模褶皱 !造山发生在

∗ 的早 中喜马拉雅期 作者另有专文详细

论述 程海逆冲构造及伴随的宝坪滑覆构造也应与

褶皱造山同期 ∀

为了具体确定宝坪滑覆构造与铜矿床的形成时

代 笔者采集了 件石英样品用于 ∞≥ 年龄测定 ∀

∞≥ ∞ ≥ 即电子自旋共

振 于 世纪 年代应用于年代学后 因具体测年

原理和方法的差异演化为附加剂量法和热活化法两

支 ∀热活化法基于达尼列维奇 ≥

即 ⁄ 的放射缺陷法 测定对象

仅限于 Α石英 广泛用于前苏联的成矿定年研究 于

世纪 年代由成都理工大学梁兴中教授引入国

内 测程不小于 ∗ 误差不大于 ? ∀附

加剂量法 流行于欧美 国内运用亦比较广泛 测定

对象包括石英 !燧石 !碳酸盐 !磷酸盐 主要用于第四

纪地质 !海洋地质 !活构造及考古定年研究 测程 ∗

误差一般为 作者另有专文介绍 待发

表 ∀

件反映构造或成矿的石英 ∞≥ 年龄样品由成

都理工大学梁兴中教授以金刚石标定的西藏某地

年龄为 的火山岩石英为标样 在 ∞≥

×∞ ÷ 波谱仪上用热活化法测定 表 ∀其中 ∗

号样代表断裂变形时代 在 ∗ 之间

与 等 于虎跳峡获得的区域变形变质

年代 ? 一致 证实滑覆构造发生于早

中喜马拉雅期 ∀ ∗ 号为铜矿石样品 年龄为

∗ 表明成矿发生于晚燕山期至早 中喜马

拉雅期 ∀大部分数据在 ∗ 间 表明成

矿主要发生在古近纪的始新世 渐新世期间 与区域

褶皱造山大致同期 ∀

在区域上 宝坪矿床呈北东东方向展布 金河

程海逆冲推覆断裂东侧的安科始新世 渐新世压陷

盆地磨拉石建造中已发现与宝坪矿床相似的细脉状

铜矿化 阿比里拉心矿点 为喜马拉雅期同构造含

铜地下热水成矿提供了直接证据 ∀

成矿时代明显晚于赋矿岩系上二叠统黑泥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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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宝坪矿区热活化法 ΕΣΡ 定年表

Ταβλε 2  Ηεατ−αχτιϖατεδ ΕΣΡ δατινγ οφ τηε Βαοπινγ χοππερ μινινγ αρεα

序  号 样  号 样 品 产 出 地 质 情 况 测定对象 年龄

   宝坪北采场山顶沿 ƒ 的顺层剪切石英脉 石英

   宝西背斜近轴部陡倾切层逆冲断层 ƒ 充填的石英脉 石英

   宝坪南峰东南垭口沿 ƒ 断裂的剪切石英脉 石英

   宝坪选厂沟公路桥南 ° η 炭质糜棱岩中的微细含铜石英脉 石英

   金安 号坑口炭质糜棱岩的微细含铜石英脉 石英

   宝坪 孔 处含铜石英脉 石英

   宝坪 民采坑内 ° η 玄武岩张裂隙中充填的含铜石英脉 石英

 测试单位 成都理工大学 测试人 梁兴中教授 ∀

组 说明宝坪铜矿床为后成矿床 工业矿体的形成主

要与同构造的地下热水活动有关 ∀

逆冲推覆岩片抬升后 上部重力失稳而反向滑

覆 !剥离的局部拉张环境 为矿液上升提供了空间

滑覆系内的脆韧性剪切带的有效屏蔽 为成矿物质

的聚集提供了必要条件 ∀

 宝坪滑覆构造聚矿的基本因素

宝坪滑覆构造聚矿的基本因素有 ≠ 上二叠统

黑泥哨组内及其与下三叠统腊美组之间的脆 韧性

剥离剪切带 由于富炭质凝灰岩糜棱岩化和片理化

构成多级次的屏蔽层 以上二叠统和下三叠统间的

屏蔽层规模最大 剥离剪切带间的凝灰质砂岩 !

玄武岩等脆性岩层因强烈变形产生大量裂隙而易于

容矿 ≈ 大规模的剥离剪切 !滑覆发生在逆冲岩片

抬升后的拉张环境 为矿液上升预留了大量扩容空

间 自东向西的滑覆运动促使矿液向西聚集于滑覆

体西 前 带和中带的同斜倒转背斜和向斜的核部和

翼上 … 宝坪地区既位于近 ∞ • 向的莫霍面梯级带

上 又位于 ∞向的北衙 宝坪早 中喜马拉雅期壳幔

源斑岩 !煌斑岩广泛侵入的断裂 岩浆带上 来自深

部的热液和成矿流体供应丰富且易于上移 并沿表

层张性构造带贯入 形成中型规模的宝坪铜矿床 ∀

 结  论

宝坪铜矿区的构造 形成于程海主逆冲断

裂上盘 位于主逆冲断裂后方 具后部拉张 !前部挤

压且平卧叠褶 顺层断裂发育的重力滑覆体特征 其

滑覆方向与主逆冲断裂运动方向相反 是自西向东

运动的逆冲推覆体抬升至一定高度后 因重力失稳

而发生自东向西的重力滑移所形成的滑覆构造 ∀

宝坪滑覆构造形成于早 中喜马拉雅期 与

盐源 丽江带陆内褶皱造山带同时形成 ∀

宝坪铜矿床的形成与滑覆构造同期 属后

成矿床 工业矿体的形成与同构造地下含铜热水活

动密切相关 ∀矿化特点受反逆冲滑覆构造控制 表

现出明显的分带性 与深部连通的后部张性断裂带

构成导矿构造 断续分布的陡倾脉状矿体 由平卧叠

褶的黑泥哨组砂岩 !页岩 !玄武岩互层系构成的中部

和前部带 因缓倾的顺层剥离剪切糜棱岩带发育 构

成多级次屏蔽 容矿构造 是宝坪铜矿床的主要容矿

构造 形成多个规模较大的层状 !似层状矿体 ∀

致  谢  对原中国有色总公司地质总局三江找

矿指挥部 !西南地勘局 !三 六队及潘龙驹教授级高

工 !陈名全总工 !何兆昆工程师 !杨昌华工程师在研

究工作中的指导 !支持和帮助 以及在成文过程中

王成善教授给予的精心指导 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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