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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控矿应力场

方  曙  王永祥  李立新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内蒙古 赤峰  

摘  要  根据控矿断裂构造的分期配套及其交切关系研究 发现大兴安岭东南部太平山地区内生金属矿床的

形成与中生代多次转换的区域构造应力场及其所形成的断裂直接相关 ∀太平山地区在中生代经历了 期具不同区

域构造应力场的控矿构造运动 ≠ 晚侏罗世晚期至早白垩世早期 形成 ∞∞走向的矿化隐爆角砾熔岩带 早白垩

世晚期 造成了大量近 ∞ • 或 • • 和 • 或 • 走向的共轭张 张扭性断裂 该期为主成矿期 ≈ 晚白垩世 形

成并复活了近 ≥ 向 或 ∞向 和 ∞ β的两组共轭张扭性断裂 沿断裂充填了中酸性脉岩和铁矿 …晚白垩世之

后 发育 • 向挤压的区域构造应力场 ∀

关键词  地质学  断裂控矿作用  控矿应力场  太平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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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山地区位于大兴安岭中南段的南东坡 属

于大兴安岭成矿带 !哲斯 乌兰浩特成矿亚带 !巴林

右旗 扎鲁特旗铜铁成矿束的北东部 ∀区内已发现

铜多金属矿床和矿 化 点多处 ∀对大兴安岭成矿带

成矿规律的研究是众多地质矿产学家关注的问题

已有许多论文 赵一鸣等 徐志刚 和专

题研究报告 Ο Π对大兴安岭成矿带或其中的部分地

区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成矿规律的论述 ∀但在构造控

矿研究上多比较笼统 很少从几何学角度定量或定

性地测量控矿断裂的运动性质 以及对控矿断裂进

行分期配套 分析控矿构造应力场 ∀本文将根据笔

者一年多来在太平山地区开展的矿产调查及成矿规

律研究 结合笔者在参加 Β 万区调工作中 对内蒙

古东南部中生代构造应力场多次转换的认识 方曙

等 及工作中积累的有关资料 对太平山地区

的控矿构造进行分期 并讨论该地区断裂构造及构

造应力场与矿产之间的关系 ∀

 区域地质背景

太平山地区位于松辽地块北西侧的内蒙古大兴

安岭褶皱系的南东缘 图 ∀出露地层有下二叠统

海相蚀变火山岩 !变质碎屑岩 !结晶灰岩 上二叠统

陆相变质碎屑岩 下侏罗统浅变质碎屑岩夹煤层 中

侏罗统浅变质碎屑岩 上侏罗统中酸性火山岩 !火山

碎屑岩 !碎屑岩 其中矿 化 体主要产于二叠系中 ∀

侵入岩出露较少 主要为早白垩世早期 ∞∞ 向 !

∞向展布的花岗斑岩株 !长石斑岩株和花岗岩株

巴颜塔拉北东花岗岩同位素年龄 Θ 早白

垩世晚期 • 向展布的花岗岩体 汉山花岗岩体同

位素年龄 Θ 和近 ∞ • 向 ! • 向的花岗斑

岩脉 晚白垩世近 ≥ 向 ! ∞∞向的花岗斑岩脉 !闪

长玢岩脉 !闪长岩脉等 ∀其中早白垩世晚期花岗斑

岩中铜 !铅 !银等成矿物质大量富集 Ρ 成为成矿最有

利的地质体 ∀实际上 水泉 !香山 !油篓山等矿床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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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平山地区地质矿产略图

) 上侏罗统 ) 中侏罗统 ) 下侏罗统 ) 上二叠统 ) 下二叠统 ) 早白垩世晚期花岗岩 ) 早白垩世早期花岗斑岩 ) 早白垩世

早期二长斑岩 ) 早白垩世早期花岗岩 ) 早白垩世早期花岗闪长岩 ) 晚侏罗世次斜长流纹斑岩 ) 花岗斑岩脉 ) 闪长玢岩

脉 ) 地质界线 ) 不整合界线 ) 性质不明断层 ) 正 右行斜滑断层 ) 左行 正斜滑断层 ) 卫片解译断层 ) 矿床及编

号 ) 矿点 ) 产状 ) 研究区 ) 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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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矿点中 • 向展布的矿 化 体都与同方向的花岗

斑岩脉紧密共生 后者为矿 化 体形成的主要矿源

和热源 ∀断裂构造以 ∞向和 • 向最为发育 图

中的区域性卫片解译断裂多为第四系覆盖的冲沟或

河谷 其次为近 ∞ • 向 ! ∞∞ 向 ! ∞ 向 !近 ≥

向 ! • 和 • • 向 其中 • • • • 向断

裂为研究区主要的运矿和储矿构造 ∀褶皱构造主要

发育在二叠系构造层中 多为轴向 ∞ ∞∞的开阔

紧闭线性纵弯褶皱 ∀

 矿床基本特征

区内已有小型矿床 处 包括敖包艾勒铅锌矿

床 !水泉铜多金属矿床 !油篓山铅锌矿床 !香山铜多

金属矿床 !矿点 处 包括山河乡铁矿点 !西沙拉

牧场铜矿点 !小水泉铜矿点等 ∀矿床 !部分典型矿

点的地质特征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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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平山地区矿床及典型矿点地质特征

Ταβλε 1  Γεολογιχαλ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ορε δεποσιτσ ανδ τψπιχαλ ορεσποτσιν Ταιπινγσηαν αρεα

矿床 点 名称及赋矿围岩 控矿岩浆岩
矿 化 体

形  状 走  向 规  模
矿床类型 金属矿物组合 热液蚀变

敖包艾勒铅锌矿床

 一期上二叠统变质
砂岩

上侏罗统次流
纹岩

带状 !楔
状

近 ∞ β 地表宽 长  隐爆角砾
岩型

主要为闪锌矿 !方铅
矿 少量黄铜矿 !黄
铁矿 !磁黄铁矿 !方
黄铜矿 !褐铁矿等

 硅化 !绢云母
化 !高岭土
化 !绿泥石
化

 二期上侏罗统次流纹岩 !
上二叠统变质砂岩

脉状 • • 向
 • !
 •

长 ∗ 宽 ∗
∀ 条矿体 近

条矿化体

 热液交
代 充
填型

水泉铜多金属矿床

 上二叠统变质砂岩 花岗斑岩 !石英
斑岩 !流纹斑
岩

脉状 • • 向为
 主 其次为
 ∞• ! •

 和 •

长一般 ∗ 最长
达 宽一般 ∗

最宽 ∀
条矿体

 热液交
代 充
填型

主要为闪锌矿 !方铅
矿 !黄铜矿 !黄铁矿
少量铜蓝 !磁黄铁矿 !
方黄铜矿和褐铁矿 !
孔雀石 !铅钒等氧化
物

 硅化 !绢云母
化 !碳酸岩
化 !绿泥石
化

油篓山铅锌矿床

 下二叠统变质砂岩
夹结晶灰岩

花岗斑岩 鞍状 !楔
 状

顺层 长一般 ∗ 宽
一般 ∗ ∀ 条
矿体

 夕卡岩
型

主要为方铅矿 !闪锌
矿 !黄铁矿 局部有
黄铜矿 !磁铁矿 !赤
铁矿等 氧化矿物有
白铅矿 !铅钒 !孔雀
石 !褐铁矿等

 绿帘石化 !
绿泥石化 !
碳酸岩化 !
硅化

香山铜多金属矿床

 下二叠统变质砂岩 花岗斑岩 脉状楔
状 !豆
荚状

• 向 ! •

向 ∞∞

向

长一般 ∗ 宽一
般 ∗ ∀ 条矿体

长一般 ∗ 宽一
般 ∗ ∀ 条矿体

 热液交
代 充
填型

主要为方铅矿 !闪锌
矿 !黄铁矿 局部有
黄铜矿 !磁铁矿 !赤
铁矿等 氧化矿物有
白铅矿 !铅钒 !孔雀
石 !褐铁矿等

 硅化 !绿泥
石化 !绢云
母化 !碳酸
岩化

山河乡铁矿点

 上侏罗统酸性火山
碎屑岩

似层状
 脉状

顺层 ∞

 向 ! ∞∞

长一般 ∗ 宽一
般 ∗ ∀ 条矿
体

长 宽 1 ∀
条矿体

 热液充
填型

褐铁矿 !赤铁矿 !磁铁
矿

西沙拉牧场铜矿点

 上二叠统变质砂岩 !晚侏
罗世次斜长流纹斑岩

石英脉 脉状 !细
脉浸染
状

• 向 ! •

向 !近 ≥

向和 ∞

向

长 宽 ∗
∀ 条矿体

 热液交
代 充
填型

孔雀石 !铜蓝 !褐铁
矿

 硅化

 断裂控矿作用及控矿应力场

3 1  研究方法及手段

断裂构造是地壳构造应力释放的最有效和最直

接的产物 其呈现的几何组构特征 形态和位态 记

载着其形成时的运动特征及其应力状态 ∀定量或定

性地观测控矿断裂的产状 !规模及其断盘 !断面和断

裂内的几何组构特征 分析断裂的运动性质 对不同

方向 !不同运动性质的断裂进行分期配套 是研究断

裂控矿及控矿构造应力场的有效手段 ∀野外观测

中 除断面上的擦痕线理和断盘上的派生构造可以

直接判断断裂的运动性质外 根据断裂活动时造成

的断层角砾 岩 的几何组构形态亦可半定量地分析

断层在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上的运动状态 方曙

安欧 关键是区分角砾 岩 是反映张

张扭性结构面的菱形构造角砾还是反映压 压扭性

结构面的透镜状角砾 两者在形态上明显不同 各自

反映的运动性质和方向截然相反 ∀菱形构造角砾形

态呈现大小不一的菱形块状体 菱形的钝角和锐角

都棱角分明 其大多发育在张 张扭性断裂中 菱形

角砾长轴方向与断面夹角指示对盘运动方向 而透

镜状角砾形态为透镜状或眼球状或钝角呈圆浑状的

菱形 其大多发育在压 压扭性断裂中 透镜状角砾

长轴方向与断面夹角指示本盘运动方向 ∀正确的区

分两者 对控矿断裂的规律性研究及控矿构造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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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

定量 !定性地确定了断裂 包括控矿断裂 的运

动性质后 再进行控矿断裂的配套以及分析控矿构

造应力场 结合地质体的形成年代 !不同构造应力场

形成的断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区域性地质事件

进行对比分析等 最终找出控矿断裂和控矿构造应

力场的规律性 ∀

3 2  控矿断裂和控矿构造应力场

不同成矿期的不同构造应力环境 形成了不同

方向组合的控矿断裂及不同类型的矿床 ∀研究区内

矿床 !矿点可划分为 个成矿期 ! 种成矿类型 或系

列 其中敖包艾勒 第一次成矿 !西沙拉牧场 !山河

乡和水泉等矿床 点 分别代表该 个成矿期 ! 种成

矿类型 而敖包艾勒 第二次成矿 !水泉 !香山和油

篓山等矿床以及小水泉等矿点则属同一成矿期的同

一成矿系列 ∀这些矿床及其不同矿脉中金属矿物的

生成顺序及成矿阶段一致 !控矿断裂所受的区域构

造应力场一致 时空及成因上关系密切 Ο ∀

 敖包艾勒铅锌矿控矿断裂及构造应力场

敖包艾勒铅锌矿 图 号矿床 出露在研究区

北部 主要赋存于上二叠统林西组砂岩之中的晚侏

罗世白音高老期次浅成流纹岩筒之中 图 ∀岩筒

平面近圆形 直径 在 ∞向和 ≥ • 向分别延

伸出与岩筒一体的流纹岩脉 走向 ∞∞ ∗ β 宽

∀平面上岩筒被走向 • • β的断层左行错开

近 在断层通过岩筒西半部地带 可见自碎角砾

状流纹岩和流纹的左行拖曳现象 反映出该断层的

左行活动与流纹岩的侵位近于同期 ∀在岩筒东南部

发育流纹质角砾熔岩带 总体走向 ∞∞ 倾向 ≥≥∞

岩带 • 边界见有走向 ∞ β的楔状分支穿入

流纹岩之内 其与主带为共轭关系 ∀根据该带的两

侧边界地表露头和 浅井及井下平巷揭露 该带

为上陡下缓 !上宽下窄的梨状体 地表最宽达

长大于 ∀该带的侵位比流纹岩晚 与流纹岩接

触处 角砾熔岩半定向并平行接触界面分布 而北西

侧的流纹面理则与界面大角度相交 带中角砾主要

由棱角状 浑圆状的流纹岩和少量砂板岩构成 基质

为浅灰色的酸性熔岩 ∀角砾熔岩普遍铅锌矿化 且

已达到工业品位 ∀铁闪锌矿 !方铅矿及次闪石等矿

物分布于角砾熔岩之中 呈浸染状及囊状 ∀在角砾

熔岩带内部及附近发育 条相互平行 !雁行式展布

图  敖包艾勒矿床 部分 地质简图

) 第四系 ) 上二叠统 ) 晚侏罗世次流纹岩 ) 长石斑岩

) 辉石闪长玢岩 ) 断层 ) 推测断层 ) 矿 化 体 ) 早期

的左行 逆斜冲断层 ) 成矿期的正 右行斜滑断层 ) 含矿角

砾熔岩带 ) 产状

ƒ  

) ±∏ ) ° ) ∏ ∏ )

ƒ ) ) ƒ ∏ )

∏ ) ) ∞ ≥ ∏ ∏

) ¬ ∏ ∏ )

√ ) ∏

的继承性断裂带 走向 ∗ β 宽 ∗

长 ∗ 产状 ∗ β Ν ∗ β 其中 条断裂

中充填了宽窄不一的脉状富矿体 ∀未被矿脉充填的

一条走向 β !产状 β Ν β !宽 强烈破碎带

宽 !长大于 的断层 其几何特征反映出

这组断层的运动性质为正 右行斜滑断层 证据如

下 ≠ 上盘小角度剪切羽裂平面走向 ∗ β 剖

面近直立 并由此造成反阶步 反映出运动性质为平

面右行 !剖面上盘下滑 图 破碎带发育菱块状

角砾 长轴走向 β 反映出右行的运动性质 ≈ 擦

痕不明显 但可见明显的阶步 阶步前缘线理侧伏向

• • 向 侧伏角 β 反映出以水平运动为主的正

右行斜滑运动性质 ∀另外在岩筒外围上二叠统砂岩

之中还发现有近 条矿化脉 走向 ∗ β 多陡

立 ∀从矿 化 脉与岩筒及矿化角砾熔岩的几何关系

及不同构造应力场 可以判断该矿床经历了两次成

矿作用 ∀

第一次成矿与岩筒及角砾熔岩的控岩 !控矿断

裂有关 ∀区域上 内蒙古东南部 晚侏罗世形成的岩

脉和次火山岩体 主体沿近∞ • 向和 ∞向延伸 且

Ο  内蒙古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 太平山地区 万矿产调查及成矿规律专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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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断层平面 和剖面 示意图

) 流纹岩 ) 断层带

ƒ  ⁄ ∏

) ) ƒ ∏

这两组方向多共轭产出 根据近些年来 Β 万区调

资料 ∀结合晚侏罗世形成的断裂运动特征及其配

套分析 方曙等 该期的区域构造应力

场为 ∞ 向挤压 ! • 向拉张 并形成了大量的近

∞ • 向和 ∞∞向左行张扭性断层及 ∞向和 ∞

向右行张扭性断层 Ο ∀岩筒的左旋扭动迹象以及矿

化流纹质角砾熔岩的展布形态 说明在 ∞∞向断裂

发生张 左行张扭性活动造成流纹岩上侵的同时 遇

到了呈左行压扭性的 • • 向断裂 致使 ∞∞向断

裂被 • • 向断裂左行错移 并在交汇部位形成空

腔 流纹岩熔浆侵入在空腔内 ∀之后 ∞∞向断裂再

次左行张裂 并造成 ∞向派生张裂隙 在封闭条

件下与围岩发生交代作用的含矿岩浆热液在梨状断

裂带内隐爆并充填 形成了第一次成矿的矿化角砾

熔岩 并成为第二次成矿的矿源岩 ∀

第二次成矿作用发生在隐爆角砾熔岩形成之

后 区域构造应力场发生根本转变 在 • 向挤压 !

∞向拉张的区域构造应力作用下 含矿热液沿

• • ∗ β走向的右行张扭性复活断裂交代

充填围岩 ∀

另外在岩筒的外围仍有多条 • 向和 • 向

矿化蚀变破碎带发育 破碎带的几何特征反映出的

动力机制与主矿脉相同 应为同期产物 ∀

 水泉铜多金属矿控矿断裂及构造应力场

水泉铜多金属矿床 图 序号 出露在研究区

西南部 为脉状热液交代 充填型矿床 矿脉穿切在

上二叠统林西组砂岩之中 主体受 • 向断裂控制 ∀

现已发现 条矿脉 分两条矿带 总体走向约 β

矿脉走向以 ∗ β为主 少量 β 倾向 ∞

倾角 ∗ β 长一般 ∗ 最长达 宽

∗ 最宽 图 ∀

成矿期的控矿断裂及应力机制  矿脉主要

发育在 • • 至 • 向展布的花岗斑岩脉和流纹斑

岩脉边部及其上盘不远处的砂板岩之中 明显受控

于花岗斑脉岩和流纹斑岩的侵位 ∀在与矿脉及岩脉

接触的砂板岩多已破碎 发育菱形断层角砾岩 其长

轴走向为 β 其反映出脉岩侵位时 • • 走向断

裂具右行张扭性质 构造应力场的最大主应力轴方

向为 • β ∀而受张 张扭性断裂控制的矿脉走向

主体展布在 ∗ β之间 亦反映出 • 向挤压 !

∞向拉张的区域构造应力场 ∀

破坏期断裂及应力机制  水泉矿有比较明

显的两期破坏性构造 ∀一期表现为近 ≥ 向或 ∞

及 ∞ ∗ β 向波折状延伸的花岗闪长岩脉和闪

长玢岩脉将矿脉截切 从矿脉的规律性展布可以看

出 近 ≥ 向或 ∞与 ∞ ∗ β 向为两组共轭

张扭性裂隙 反映出构造应力场的最大主压应力轴

方向为 ∞ ∗ β ∀另外 在 • • • 向延伸的

矿体及其周围发育近 ≥ 向和 ∞ β 向两组共轭

张扭性裂隙 裂隙中普遍充填有胶状或皮壳状褐铁

矿薄层 一般 说明该期构造有较弱的含铁

热液活动 ∀

Ο  内蒙古地勘十院 双井地区 Β 万区调报告 锦山地区 Β 万区调报告 库伦旗地区 Β 万区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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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泉铜多金属矿床地质图

) 矿体 ) 矿化蚀变带 ΧΠ) 花岗斑岩 ΚΠ) 流纹斑岩 ΧΔΠ) 花岗闪长斑岩 ΔΛ ) 闪长玢岩 其他图例同图

ƒ  ⁄ ≥ ∏ ∏

) ) ΧΠ) ΚΠ) ΧΔΠ)

ΔΛ ) ⁄ ƒ

  另一期破坏性构造为在 • 向展布的矿脉上发

育的带有擦痕的断层 擦痕面产状 β Ν β 擦痕线

理侧伏向 ≥∞ 侧伏角 β 由阶步反映出运动性质为

右行 正斜滑断层 方曙 主压应力来源于

• 该断层明显形成于成矿之后 ∀由于该断层切

割了 ∞向波折状延伸的中性岩脉 而且在中性脉

岩之中透入性发育 • β和 ∞ β两组共轭张

扭性裂隙 说明在 ∞ 向挤压的构造事件发生之

后 构造应力场又发生了转换 最大主应力方向为

• β ∀

 山河乡铁矿点控矿断裂及构造应力场

山河乡铁矿点 图 序号 出露在研究区东

部 ∀矿石主要由褐铁矿 !赤铁矿及少量磁铁矿构成

围岩为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 μ 酸性火山碎屑

岩 地层产状 β Ν β ∀矿体产状分两类 一类呈

透镜状 !似层状 !豆荚状顺层充填于岩层之中 地表

可见 层 另一类为脉状 矿脉沿走向 β 产状 β

Ν β 和走向 β 产状 β Ν β 两条裂隙充填并

与顺层矿体相连 形成蘑菇状矿体 矿脉宽 可

见长度 ∀其中走向 β的矿脉中铁矿石主要

顺脉充填 充填于构造角砾之间 角砾多呈不规则状

及菱形 而菱形角砾由 β和 β两组裂隙控制 反映

出该矿脉断裂的右行张扭性 同时说明 β和 β两

组断裂为一对共轭张扭性断裂 构造应力场为

∞ β方向挤压 ∀该应力场与水泉矿第一期破坏性

构造以及西沙拉锌矿点中 充填铁矿的 β和 β走

向裂隙的应力场相同 为同期构造活动的产物 ∀

 西沙拉牧场铜矿点控矿断裂及构造应力场

西沙拉牧场铜矿点 图 序号 出露在研究区

西部 ∀矿化体发育在上二叠统砂板岩 !细砂岩及晚

侏罗世斜长流纹斑岩之中 主要表现为多条切割地

层和斜长流纹斑岩体的脉状矿化蚀变带和矿化石英

脉 宽 ∗ 不等 长一般 走向在 • β

至 ∞ β之间 脉体陡立 ∀矿化石英脉的延伸及岩

脉侵位的断裂派生构造皆反映出 • β 与

∞ β为一对共轭张扭性断裂 构造应力场的最大

主压应力轴为 • β 该应力场与水泉矿第二期

破坏性构造应力场相同 应为同期产物 ∀

 成矿时代与断裂控矿作用的关系

控矿断裂的方向性 !运动性质及其反应出的应

力状态 受特定地质历史时期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控

制 ∀太平山地区矿床及矿点中的控矿断裂反映出

期不同方向的构造应力场 该控矿构造运动皆属区

域性构造运动 在华北北部及其他许多地区都可找

到这几次构造运动形成的建造和构造形迹 ∀

受 ∞ β ? 方向挤压的区域构造应力场

控制 在 ∞∞走向张 左行张扭性断层与 • • 走

向左行压扭性断层交汇处形成次浅成流纹岩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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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矿化隐爆角砾熔岩带 ∀由于次浅成流纹岩

筒形成于晚侏罗世白音高老期 而矿化隐爆角砾熔

岩则形成于流纹岩侵位之后不久 因此成岩矿化时

代为晚侏罗世晚期至早白垩世早期 ∀该期 晚侏罗

世至早白垩世早期 应力活动强烈 在内蒙古东部及

其外围 形成了多条 ∞向展布的构造岩浆带 !火山

喷发带 !隆起带和盆地 方曙等 ∀

水泉等系列矿床 点 中矿 化 脉及控矿岩

脉侵入的最新地质体为上二叠统及晚侏罗世次火山

岩 时代明显在晚侏罗世之后 ∀区域上 晚侏罗世与

早白垩世早期之间无大的构造活动 上侏罗统上部

层位白音高老组 β 与下白垩统下部层位梅勒图

组或义县组 ψ 之间为平行不整合及微角度不整

合 区域上两者的地层产状总体协调而未见有区域

角度不整合界面 而且火山口和次火山岩的控岩断

裂及构造应力场相同 皆为 ∞ 向挤压 Ο ∀因此

• 向挤压的控矿构造运动应发生在梅勒图组形成

之后 早白垩世中晚期 ∀而在中国中东部许多地区

都可找到早白垩世晚期构造事件 • ≥∞向挤压

造成的建造和构造形迹 ∏ 李

自  等 侯光久等 曾联波等 ∀另

外 • 向展布的早白垩世晚期汉山花岗岩体

与控矿的 • 向展布的花岗斑岩脉皆受相同

或相近的构造应力场控制 应为同期产物 ∀

该期活动造成了大量近 ∞ • 或 • • 向和

• 或 • 向共轭张 张扭性断裂 是本区内生金

属矿的主要成矿期 岩浆热液沿断裂侵位 在成矿有

利的条件下形成矿 化 体 ∀ 敖包艾勒 第二次成

矿 !水泉 !香山 !油篓山等矿床和许多矿点都是该期

构造活动的产物 ∀

受 ∞ β左右 方向挤压的区域构造应力

场作用 形成以及复活了近 ≥ 或 ∞ 向和 ∞ β

向两组共轭张扭性断裂 并且沿断裂充填了中酸性

脉岩和铁矿 ∀这两组矿脉和岩脉切割了早白垩世中

晚期形成的矿脉和岩脉 因此构造活动时代应在早

白垩世中晚期之后 ∀在华北北部 该期应力活动多

造成断陷 致使孙家湾组类磨拉石建造沉积在断陷

内 方曙等 ∀孙家湾组在内蒙古东南部呈区

域角度不整合覆盖于下白垩统阜新组之上 两者是

两个不同构造旋回的产物 而且孙家湾组含有 Α2

χαντηοπτερισ ονψχηιοιδεσ等化石 地质时代为晚白垩

世 扬欣德等 因此构造活动时代应为晚白垩

世 ∀

区域上 • β方向挤压的区域构造应

力活动造成并复活了大量 • 向及 ∞向的张 张

扭性断裂 它们切割了晚白垩世形成的岩脉 时代明

显在晚白垩世之后 ∀另外 在区域上 该期活动还造

成上白垩统孙家湾组地层发生轴向 ∞∞的纵弯褶

皱 方曙等 亦反映出在晚白垩世之后 •

向挤压的区域构造应力场 ∀该期应力活动在本区多

形成破坏性断裂构造 少数形成铜矿化石英脉 ∀

 结  论

太平山地区内生金属矿床的形成与中生代多次

转换的区域构造应力场及其形成断裂直接相关 ∀根

据控矿断裂构造的分期配套及其交切关系 可将本

区具不同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控矿构造运动划分为

期 分别为 ≠ 晚侏罗世晚期至早白垩世早期 在 ∞

向挤压的区域构造应力场作用下 形成 ∞∞走向的

矿化隐爆角砾熔岩带 早白垩世晚期 在 • 向挤

压的区域构造应力场作用下 造成了大量近 ∞ • 或

• • 和 • 或 • 走向共轭张 张扭性断裂

岩浆热液沿断裂侵位 在成矿有利条件下形成矿

化 体 该期为主成矿期 ≈ 晚白垩世 在 ∞ β

方向挤压的区域构造应力场作用下 形成以及复活

了近 ≥ 或 ∞ 向和 ∞ β向两组共轭张扭性断

裂 并且沿断裂充填了中酸性脉岩和铁矿 …晚白垩

世之后 发育 • 向挤压的区域构造应力场 在本

区多形成破坏性断裂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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