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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东河台金矿位于两广云开大山地区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与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交汇部位，为一

典型的韧性剪切带蚀变糜棱岩型金矿。海西-印支期区域SN向左旋挤压应力形成有区域左行韧性剪切性质的吴川-

四会断裂变质带和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燕山早期，区域构造应力转为SN向右旋挤压，区域韧性剪切带转为右

行韧性剪切性质，并对先期形成的糜棱岩带改造显示为右行剪切特征；燕山晚期，大规模的右行韧性剪切活动逐

渐转为右行脆-韧性、脆性剪切，在部分糜棱岩带中产生脆性断裂。河台金矿严格受韧性剪切糜棱岩带控制。区域

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和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是一级构造，两者交汇部位控制了河台金矿田的产出；燕山期，广

宁-罗定断裂变质带的C-R次级构造（即河台韧性剪切带及其糜棱岩带）是二级构造，控制了河台金矿床的分布；

河台矿区糜棱岩带中的张剪裂隙和主剪切裂隙系统是第三级构造裂隙，控制了河台金矿床的类型(蚀变糜棱岩型和

石英脉型)及金矿体的分布和形态。 

关键词  地质学；金矿床；韧性剪切带；构造应力场演化；构造控矿；广东河台 

1  河台金矿地质概况 

广东河台金矿是一个典型的韧性剪切带蚀变糜棱岩型金矿，它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县河台镇，是目

前粤西桂东南 大的金矿田，矿田面积 40 km2，所处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南加里东褶皱系云开大山后加里

东隆起带东北部，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东北段与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交汇部位，是区域构造活动剧烈地

区（见图 1）。 
区域上出露的主要地层为奥陶系中上统三尖群（O2-3sn）微片岩、千枚岩及变质粉砂岩，志留系下统

连滩群（S1lt）条带状页岩夹灰色细砂岩、含砾石英砂岩及炭质页岩。在区域变质作用和韧性剪切动力变

质作用下，震旦系C组地层中还形成有条带状、条带-条痕状、条痕-阴影状混合岩及大量的糜棱岩带（见图

2）。 

矿区构造主要为“一斤一两”倒转复背斜和宝鸭塘-坑尾断裂（即F1断裂，为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的

一部分）。矿区出露的岩浆岩主要有云楼岗二长花岗岩、伍村二长花岗岩。 

矿区出露地层有：震旦系C组（ZC）云开群各类片岩、片状石英岩、变粒岩及片麻岩等；寒武系八村

群上亚群（Єbcc）浅变质石英砂岩、粉砂质页岩、千枚状页岩、云母片岩、石英片岩互层夹炭质页岩等。  
 

                                                        
 
第一作者简介  龚贵伦，男，1976 年生，工程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金矿找矿工作。Email: gongguilun@126.com

 
 

 

 
 

 
 

 

mailto:gongguilun@126.com


第 29 卷  增刊                    龚贵伦等：广东河台金矿构造应力场演化及构造控矿模式                     17 

 

图 1  区域构造位置图（据广东省高要市河台金矿地质勘探报告（1986-199）改编） 

1—白垩系；2—三叠系上统-侏罗系下统；3—上古生界；4—下古生界；5—震旦系；6—岩浆岩；7—混合岩、混合花岗岩；8—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

主要断层；9—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主要断层；10—河台矿田位置 

 

 
图 2  河台金矿区综合地质图（资料来源：河台金矿） 

1—志留系下统；2—奥陶系中上统三尖群；3—震旦系云开群 C 组以片岩类为主的岩段；4—震旦系云开群 C 组以石英岩为主的岩段；5—海西-印支

期黑云母二长花岗岩；6—海西-印支期黑云母斜长花岗岩；7—海西-印支期黑云母混合花岗岩；8—混合岩；9—糜棱岩带及其编号；10—实测及推测

正断层；11—实、推测逆断层；12—实、推测性质不明断层；13—“一斤一两”倒转复背斜；14—勘查区或矿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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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已知的糜棱岩带超过 70条，其平面形态绝大多数为狭长带状，走向 52~72°，倾向NW，倾角 50~80°，

走向长度一般 500~1 000 m，宽度由数十厘米到数十米；规模 大的糜棱岩带为 ML36，长度大于 2 600 m，

宽度约 40 m。 

目前矿区已知具工业矿体的矿床为云西矿床、高村矿床、后迳矿床，三者分别由各自的糜棱岩带群和

相应的矿体群组成，每个矿床都有各自的主含矿糜棱岩带及对应的主矿体，云西矿床为 9 号糜棱岩带（ML9）

和 9 号矿体，高村矿床为 11 号糜棱岩带（ML11）和 11 号矿体，后迳矿床为 12 号糜棱岩带（ML12）和

12 号矿体；3 条主含矿糜棱岩带呈右行左阶侧列展布；各矿体产状严格受其糜棱岩带控制，矿体在平面上

和剖面上总体形态呈脉状、透镜状，局部为分枝状。 

2  区域构造应力场演化 

2.1  区域开合构造旋回 

开合构造是总结地壳或岩石圈水平扩张和压缩运动规律的一种大地构造观点，开合构造旋回代表了地

壳或岩石圈的汇聚、离散、平移等宏观构造运动形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壳幔物质相互作用、沉积作用、变

形与变质作用、熔融或重熔的岩浆活动、构造流体运移的过程（邱小平，2004）。两广云开大山地区自从

新元古代以来经历了多旋回的开合构造运动，产生一系列的沉积建造、岩浆建造、动力变质和韧、脆性变

形等。由区域沉积建造和岩浆建造开合构造旋回，结合区域构造运动和构造形迹，总结区域构造应力场演

化如表1。 

由沉积建造分析可知，云开地区自新元古代以来，经历了Z-Є（开）→O（合）→S（开）→D（合）

→C（开）→P-T1+2（合）→T3（开）→J（合）→K（开）→E-N（合）→Q（开）等5次以上的开合旋回，

且越往后期，尤其是印支晚期-燕山晚期，开合构造活动越趋频繁，相应形成有S-I-S-I型岩浆岩旋回，构造

应力方式与方向也相应频繁变化。 

2.2  区域构造应力场演化 

区域以及矿区构造的形成与演化，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各时期不同的构造应力作用产生有相

应不同的构造形迹。从区域和矿区构造形迹及其特征，结合区域沉积建造开合旋回和岩浆建造开合旋回分

析，自加里东期以来，区域和矿区经历了以下不同时期的构造应力场演化： 

（1）加里东期 

 
图 3  区域加里东期构造应力分析略图 

元古代及早古生代地槽沉积结束后，即在志

留纪末，区域上经历了广西-百越运动，区域应力

由“开”（扩张）向“合”（压缩）转变，表现

为SN向的挤压（图3），在区域上形成一系列东西

向构造（刘伟，2004），矿区“一斤一两”倒转复

背斜也形成于该时期，时为东西向。震旦系部分

地层已出现片理化和混合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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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西-印支期 
广西-百越运动后，进入海西期，区域由深海相抬升为浅海-

滨海交互相，到石炭纪又凹陷为海盆，沉积一套浅海碳酸盐建造。

至石炭纪末，区域经历了海西期安源-三都运动，再次由“开”

（扩张）向“合”（压缩）转变，结束了地台沉积。这次构造运

动的主应力为 SN 向左旋挤压（图 4），在区域上形成一系列北东

向褶皱，并对加里东期东西向构造进行改造，使转为北东东向或

北东向，如矿区“一斤一两”倒转复背斜被改造为北东向，另外

还形成有区域北北东向和北东向压剪性断裂变质带。 
北北东向的吴川-四会深切大断裂变质带就形成于这时期，

表现为对冲推覆断裂带兼左行韧性剪切性质（郑家仪，2001）；北东向的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作为吴川-
四会断裂变质带西侧的伴生构造带也形成于这一时期，这时期的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实际为左行韧性剪切

带（祁永光等，2001）；伴随区域韧性剪切作用，在矿区形成有北东-北东东向糜棱岩带。加里东期形成的

“一斤一两”复背斜该时期已被改造转为北东向，在来自由北西向南东的推覆挤压及剪切带的左行剪切作

用下，复背斜南东翼的震旦系C组地层逐渐向南东倾倒，形成倒转背斜；倾倒的南东翼地层发生层间滑动，

逐渐形成北西倾向的逆断层，即为矿区的F1压扭性逆断层，该断层在漫长的挤压剪切作用下逐渐发展为吴

川-四会断裂变质带西部的一条深切断裂，对后来印支、燕山期的岩浆热液上侵具有重大意义。矿区还形成

有一些南北向断层，如F2断层，还有北东向和北西向的剪切断层；这些断层在后期构造运动中受到不同程

度的改造。这一时期，在南东-北西向主压应力作用下形成有矿区的 50°和 70°方向的节理。此外，矿区混

合岩化作用进一步加强。 

 

图 4  区域海西-印支期构造应力分析略图

安源-三都运动后，区域隆升为陆地，开始接受二叠纪-早中三叠世漫长的剥蚀。直到经过中三叠世末

的印支运动，区域由“合”转为相对“开”的扩张时期，开始接受山间盆地和滨海湖泊相的含煤碎屑岩沉

积建造。 
（3）燕山期 
进入燕山早期（侏罗纪初），区域上开始经历强烈的构造运动，构造作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构

造应力转为SN向右旋挤压（图 5）。区域韧性剪切带也转为右行韧性剪切，并对先期形成的糜棱岩带进行

改造，使显示右行剪切特征；北东向的F1深切断裂转为张扭性，为岩浆热液上侵参与成矿提供了通道。直

到进入燕山晚期（白垩纪初），大规模的韧性剪切带剪切活动渐告结束，转为右行脆-韧性、脆性剪切，在

部分糜棱岩带中产生脆性断裂，这些断裂以张扭性为主，与张扭性的

F1断裂一起，为成矿流体的循环聚集提供了通道和容矿空间。燕山期

的主压应力为北东-南西向，在矿区主要形成有 135°和 160°方向的节

理。 

图 5  区域燕山期构造应力分析略图

有研究者认为区内韧性剪切活动结束于晚三叠世（周永章等，

1995），其主要依据是，在野外观察到云楼岗岩体（242 Ma，中三叠

世）受到了剪切变形系的切割，而没有发现伍村花岗岩体〔（210±9）
Ma，晚三叠世〕有受到变形的痕迹。笔者认为仅以此依据作推断不

妥，因为野外植被和土壤覆盖严重，很少能见到岩体露头，没有见到

岩体的剪切变形现象，并不能断定在该岩体形成时期区域的韧性剪切

活动相对结束。 
吴-四会断裂变质带中所见遭受韧性剪切变形 年轻岩体为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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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而 145 Ma 后的岩体所见仅表现为脆性或脆-韧性变形，因而推断区域大规模韧性剪切活动的结束时间

大约在 150 Ma 左右（侏罗纪末）（郑家仪，2001）。而且侏罗纪末的晚燕山运动使区域由“合”（压缩）

向“开”（扩张）转变，扩张的区域大环境中，剪切应力减弱，可以促进区域韧性剪切转向脆-韧性和脆性

剪切。 
自中三叠世的印支运动到晚燕山运动，强烈且作用方式变化频繁的构造活动，在区域上不仅完成了一

个“开-合-开”的沉积旋回，还完成了“I-S-I”型的花岗岩旋回，频繁活跃的岩浆活动还带来了部分成矿

物质，也为矿源层中金的活化、迁移、循环聚集提供了热动力。 
（4）喜马拉雅期 
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对矿区成矿无大的影响，所形成的构造形迹大多起破坏岩体和矿体的作用（张合

臻，2000）。 

3  河台金矿构造控矿模式 

3.1  区域断裂变质带（一级构造）对河台金矿田的控制 
区域一级控矿构造即区域断裂变质带——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和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前者是华南

重要的北北东向深大断裂，西南起自吴川，往北东经四会延至粤赣省界，长逾500 km，宽10~30 km，总体

走向40º（图6），有人称之为“断裂构造综合体”，其实质是一大型韧性剪切带（郑家仪，1996），它控

制了中国境内一系列大型、超大型金属矿床的分布，如大降坪超大型硫铁矿、河台超大型金矿、大宝山超

大型多金属矿、凡口超大型铅锌矿以及石碌大型铜矿、新洲大型金矿、九龙大型金矿、浸潭大型硫铁矿、

诸广山大型铀矿等。后者是前者的伴生（次级）断裂变质带，其主体也是一条大型韧性剪切变质变形带，

其北起广宁以北，南达粤桂边界，总体走向方位55°，长200 km，宽10~15 km；该带内已发现金矿床（点）

120余处，包括河台等一系列大中型金矿，这些金矿床（点）均赋存于剪切带内，严格受剪切带内强变形

糜棱岩-初糜棱岩带控制（鲍庆忠，2002）。 

图 6  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与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示意图（据

郑家仪，1996；鲍庆忠，2002 简化改编] 

由上可知，区域的一级构造——吴川-四会

断裂变质带和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两者的交

汇部位控制了河台金矿田的产出。 
3.2  区域断裂变质带的次级构造对河台金矿

床的控制 
区域上韧性剪切带遵循Reidel简单剪切系

统模式，剪切带中各剪切裂隙的方向和夹角如

图7。前已述及，在海西-印支期，吴川-四会断

裂变质带为左行韧性剪切带，主剪切方向约40°
方位，其Reidel简单剪切系统如图8A，则剪切

带的P压剪裂隙为左行剪切裂隙，为右行左阶

排列形式，P压剪方向与主剪切方向夹角为15°，
为55°方位。而与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伴生的

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的主剪切方向也为55°
（图6），由此可以推断，在漫长而强烈的挤压

剪切作用下，沿吴川-四会韧性剪切带的次级构

造——P压剪裂隙方向形成了伴生的韧性剪切

带——广宁-罗定韧性剪切带。而在海西-印支

期，广宁-罗定韧性剪切带也表现为左行韧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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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Reidel简单剪切系统如图8C，其P压剪裂隙为70°方位，而河台矿区已知的糜棱岩带展布方位在52~72°
之间，基本在广宁-罗定韧性剪切带主剪切裂隙C（55°）和P压剪裂隙（70°）之间，由此可以推断，在漫长

的海西-印支期，在河台地区逐渐优选出沿广宁-罗定韧性剪切带主剪切裂隙C和P压剪裂隙方位之间控制形

成了河台矿区的糜棱岩带。 

及至燕山早期，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由左行韧性剪切转为右行韧性剪切，其 Reidel 简单剪切系统相

应发生改变，如图 8B，则先前的 P 压剪裂隙变为此时期的 R 剪切裂隙，剪切方向变为右行，与主剪切方

向夹角仍为 15º，展布方向也仍为 55º，仍为右行左阶排列形式；其 E 张裂隙方向为 85º，排列形式也为右

行左阶。此时期的

广宁-罗定断裂变

质带主剪切方向

同吴川-四会断裂

变质带的 R 剪切

裂隙方向（55º），

也转为右行剪切

性质，如图 8B、D；

广宁-罗定断裂变

质带的 R 剪切裂

隙为 70º 方位，也

为右行左阶排列。

因此，在燕山期，

广宁-罗定断裂变

质带的主剪切裂

隙C和R剪切裂隙

继续控制了河台

地区糜棱岩带的

产出。 

 

图 7  Reidel 简单剪切系统模式图（邓军，1998） 

C—主剪切裂隙(与剪切带边界平行）；E—E 张裂隙；S—剪切带面理；R—同向低角度 Reidel 剪切裂隙（R 剪切裂隙）；R—反向高角度 Reidel

剪切裂隙（R`剪切裂隙）；P—P 压剪裂隙；P´—P 共轭剪切裂隙 

      

图 8  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A、B）与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C、D)Reidel 简单剪切系统示意图 

A、C. 海西-印支期，左行韧剪；B、D. 燕山早期，右行韧剪；燕山晚期，右行脆剪 河台矿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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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多为无矿化或无工业矿体的糜棱岩带，其方位集中在 52~62º 间，主要同广宁-罗定剪切带的主剪切裂

隙 C 的方位；矿区北东部的糜棱岩带，少数展布方位＜62º，多数集中在 62~72º 方位，如太平顶矿床主糜

棱岩带总体为 72º 方位，尚台矿床主糜棱岩带总体为 64º 方位，桃子山矿床主糜棱岩带总体为 63º 方位，

仙口村勘查区主糜棱岩带总体为 64º 方位，而已知的工业矿床云西矿床 9 号糜棱岩带总体为 71º 方位，高

村矿床 11 号糜棱岩带为 66º 方位，后迳矿床 12 号糜棱岩带为 68º 方位，后三者含工业矿体的糜棱岩带展

布方向基本同广宁-罗定剪切带的 R 剪切裂隙方向（70º），且为右行左阶排列形式，三者中心连线方向约

58º，连线方向基本同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的主剪切方向 C（55º）。 

综上所述，燕山期河台金矿田的糜棱岩带是由广宁-罗定韧性剪切带的主剪切裂隙C及R剪切裂隙联合

控制产出的，后者更控制了已知主要含矿糜棱岩带（矿床）的产出；河台金矿为广宁-罗定韧性剪切带C-R

次级构造控矿（图9）。 

3.3  剪切带的第三级构造裂隙与成矿 

河台 70º方位展布的糜棱岩带本身也可看作独立的简单剪切系统，它也遵循Reidel简单剪切系统模式，

其R剪切裂隙方向为 85º方位，同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的E张裂隙方向，并也为右行侧列形式。因此，受上

述R剪切裂隙和E张裂隙展布方位和排列形式的叠加控制与影响，在河台矿区近 70º方向延伸的 9、11、12

号糜棱岩带中形成了大量右行雁列的张剪裂

隙，其方位应在 85º左右；张剪裂隙为容矿

提供了空间。受燕山期广宁-罗定断裂带右行

剪切作用下R剪切裂隙的展布方位（70º）和

排列形式的控制与影响，同样在 70º方位的

糜棱岩带中形成大量剪切裂隙，即糜棱岩带

的主剪切裂隙C。这些张剪裂隙和主剪切裂

隙，构成河台矿区糜棱岩带中的构造裂隙系

统，也即剪切带的第三级构造裂隙。主剪切

裂隙在横向和纵向上能延伸较长，这使得糜

棱岩带中的裂隙在深部与F1深切断裂相连通

成为可能；主剪切裂隙是矿区糜棱岩带中的

主导构造裂隙，也是主要的导矿容矿构造。 

 

图 9  广宁-罗定韧性剪切带在河台矿区的 C-R 次级构造控矿模式 

1—主剪切方向；2—糜棱岩带及编号；3—R 压剪裂隙及方位；4—R 压剪裂

隙中心连线及方位 

  
图 10  糜棱岩带中第三级构造裂隙与F1断裂连通形成“y”字形构

造控矿系统（刘伟等，2006） 

通过定向薄片镜下观察，发现矿区剪切

作用是以韧性剪切为主、脆-韧性剪切交替的

作用方式。在脆性剪切期，矿区的构造裂隙

更容易扩张与下延， 终与此时期已转为张

扭性的F1深断裂导通，形成“y”字型构造系

统（图 10）。这一构造组合，成为矿区主要

的导矿容矿构造系统，成矿热液在“y”字型

构造系统中不断循环聚集成矿。燕山期的岩

浆活动强烈活跃，岩浆热液携带部分成矿物

质沿F1断裂和糜棱岩带中的第三级构造裂隙

上侵，并与区域变质水及大气降水一起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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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流体，混合流体萃取矿源层中的金等成矿元素形成含矿热液，含矿热液在糜棱岩带的构造裂隙系统中

充填交代而成矿。由于糜棱岩带中的构造裂隙在平面和剖面上均为侧列展布，受其控制，糜棱岩带中各矿

体总体表现为侧列展布的脉状或透镜状（图 11、12）；又因为部分张剪裂隙有一定的延伸规模，所以可以

与沿主剪切裂隙方向的脉状矿体连接形成分枝状矿体（图 13），但沿张剪裂隙的分枝矿体在平面上 大延

伸一般不超过 50 m。 
 

 

图 11  云西矿床+240 m 中段的脉状矿体 

１— 糜棱岩带及编号；2—矿体及编号；3—糜棱岩带与围岩界线；4—坑道；5—勘探线及编号 

 

 

图 12  云西矿床-140 m 中段透镜状矿体 

 

 
图 13  高村矿床-40 m 中段分枝状矿体（刘伟，2004） 

 

糜棱岩带的张剪裂隙和主剪切裂隙的交汇部位，对形成矿床的富矿包具有重大意义。糜棱岩带中右行

雁列排布的张剪裂隙与主剪切裂隙的交汇部位，是糜棱岩带中 大的构造裂隙位置，是含矿热液进行充填

成矿形成富矿包的 佳场所，形成的富矿包也为右行侧列展布。但因受主剪切裂隙的右行压剪作用主导控

制，交汇部位的裂隙空间不会很大。燕山期韧-脆性剪切交替的脆性剪切时期应当是形成富矿包的 佳时期。 
矿区云西矿床和高村矿床都发现有富矿包。富矿包金品位常常高出矿床平均金品位数倍到数十倍，单

样 高品位可达（316~593）×10-6，矿石类型主要为含金黄铜-黄铁矿硅化岩型，富矿包与贫矿界线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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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为突变关系（王斯亮，2000），表现为含矿热液直接充填形成。云西矿床 230 标高的富矿包，呈狭长

透镜状雁行右列产出（图 14）； 云西矿床 220 m中段的富矿包，总体展布方位为 70º，富矿包 厚处 3.9 m，

薄处数厘米，平均水平厚度 1.56 m；高村矿床 0 m中段富矿包 厚处 5.37 m， 薄处 0.56 m，平均水平

厚度 2.36 m（王斯亮，2000）。 
 

 
图 14  云西矿床+230 m 中段富矿包呈右行侧列状产出（王斯亮，2000） 

1—富矿包；2—贫矿；3—勘探线及编号 

 

在矿区，延伸方向与 70º方位偏差较大的糜棱岩带（＜64º），因其自身的R剪切裂隙与区域吴川-四会

剪切带的E张裂隙不重合，且其主剪切裂隙受区域二级构造（广宁-罗定剪切带的R剪切裂隙）控制较弱，

糜棱岩带中构造裂隙较少，不利于成矿，可有弱矿化或无矿化。矿区 19 号糜棱岩带（ML19）是目前已知

的延伸方向 偏东的一条糜棱岩带，为 83º方位，与区域E张裂隙方位相近，因此ML19 中有大量张剪裂隙，

可见到构造角砾，但缺少区域二级构造（广宁-罗定剪切带的R次级构造）控制形成的剪切裂隙，这些张裂

隙不能下延到足够的深度与F1断裂接通，也就不能使足够多的岩浆热液参与成矿；因此ML19 虽然形成有

工业矿体，但矿化较弱，矿体的规模和品位都远不及ML9。 矿区北东部 64~72º方位的糜棱岩带矿化较其

他方位的糜棱岩带要好。 
而不同埋深的剪切带（糜棱岩带）及其次级裂隙系统也控制了矿床的类型，深部的韧性剪切形成蚀变

糜棱岩型金矿床（云西、高村、后迳矿床），浅部脆性剪切形成石英脉型金矿床（河海矿床）。 
由上总结，区域韧性剪切带中的第三级构造，即河台矿区糜棱岩带中的张剪裂隙和主剪切裂隙系统，

控制了金矿床的类型(糜棱岩型和石英脉型)、矿化强弱及金矿体的分布和形态，张剪裂隙和主剪切裂隙的

交汇部位可控制形成富矿包。 

4  小  结 

区域加里东期志留纪末广西-百越运动的南北向挤压形成有矿区的“一斤一两”复背斜。海西-印支期

安源-三都运动SN向左旋挤压形成区域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和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左行韧性剪切带），

受后者C-P次级构造联合控制形成了河台糜棱岩带；“一斤一两”复背斜被改造为北东向倒转复背斜，其

南翼的层间滑动逐渐形成剪切带内深切断裂F1。燕山早期，区域SN向右旋挤压作用使区域左行韧剪转为右

行韧剪，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的C-R次级构造继续控制河台糜棱岩带产出；至燕山晚期，区域逐渐转为右

行脆-韧性、脆性剪切；燕山期矿区糜棱岩带中形成大量张剪裂隙和主剪切裂隙，F1断裂转为张扭性，两者

在剪切带深部连通，使含矿岩浆热液沿其上侵与变质热液、大气降水形成混合成矿流体，并在糜棱岩带的

构造裂隙中充填交代富集成矿。 
河台金矿严格受韧性剪切糜棱岩带控制。区域的吴川-四会断裂变质带和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是一级

构造，两者的交汇部位控制了河台金矿田的产出；广宁-罗定断裂变质带的C-R次级构造，即河台韧性剪切

带和糜棱岩带是二级构造，控制了河台金矿床的分布，河台金矿为广宁-罗定韧性剪切带C-R次级构造控矿

模式；矿区糜棱岩带中的张剪裂隙和主剪切裂隙系统是第三级构造裂隙，控制了河台金矿床的类型（糜棱

岩型和石英脉型）、矿化强弱及金矿体的分布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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