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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构造热事件与金、锑矿床分布
+

卢新卫  马 东升
(南京大学内生金属成矿作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 京)

提 要 :湘 中是湖南省重要的金、锑矿产地之一。构造热事件分析结果表明:断 裂构造以及

岩浆热事件对佥、锑矿的分布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断裂构造体系分维值大的地区,金 、锑矿产

出较多,矿 床规模也较大。岩体之岩凸或岩凹等热力集中场所 ,是 金矿产出的有利部位;锑 矿床

皆分布于高古地温区。

关键词:构 造热事件 金 、锑矿床 分 维 湘 中

湘中地区是湖南省金、锑等矿产的主要成矿区之一,许 多著名的金、锑矿 (如锡矿山超

大型锑矿,龙 山金锑矿,沃 溪金矿)均 产于本区。区内单个矿床的地质研究程度较高,而 区

域控矿因素、矿床分布特征等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 仅对于更进一步了

解矿床成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 且对于勘探找矿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1湘 中构造特征与金、锑矿床分布

1,1 区 域构造背景

湘中地区属于湘南-粤北后加里东拗陷的一部分。盆地基底由前泥盆系巨厚浅变质碎屑

岩组成,主 要分布于盆地边缘及内部次级隆 (凸 )起 上 ,盖 层由晚古生界 (D— T)碳 酸盐 、

碎屑岩系组成。白马山—龙山东西向隆起带和北东—东西向雪峰隆起带以及湘中拗陷 3个 次

级构造单元构成区域构造的总体格局。白马山—龙山东西向隆起带是南岭东西向构造带北侧

的次级纬向构造带,对 区内岩浆活动、沉积岩相和矿产分布均起到重要的控制作用。湘中区

域内主要发育有 NE向 、NNE向 及 EW向 等断裂构造 ,一 般可分为基底断裂 (广 义)和 盖

层断裂【1〕。断裂构造在空间上 ,对 金、锑矿床的分布起了明显的控制作用 (图 1)。 已有的

研究表明,湘 中地区基底断裂裂隙是同沉积阶段含矿热液上升至海底喷流的主要通道 ,而 燕

山期构造运动所产生的 NNE向 各组断裂是后生成矿阶段运矿、容矿的主要构造●。

1.2 断 裂构造体系分维特征及其控矿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断 裂构造的分布及其几何形状具有分形结构[2~4’7]。 断裂的形成是

岩石受地应力作用产生破裂和发生位移的一种重要的地质现象 ,从 数学的观点来观察断裂的

空间展布特征,这 实质上是一系列无规则的线状或面状几何体集合。将这些无规则形状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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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湘 中断裂体 系及金 、锑矿床分布图

1—三叠系一自垩系;2— 泥盆系—=叠 系;3— 前泥盆系;4一 岩体;5一 断裂;6— 锑矿;7一 金矿

I一 大神山子区域;Ⅱ 一锡矿山—龙山子区域

何体集合视为分形体,则 可按分形几何学的方法定量地求得分形体空间分布特征的参数分

维。笔者应用计盒维数法对湘中断裂构造体系作了分形分析,研 究结果 (图 2)显 示,湘 中

地区断裂构造的分维值由东南向西北降低,说 明东南区较西北区断裂发育,这 一结论正好与

湘中断裂展布相一致。断裂体系时空上的这种不平衡性和非均匀性与金、锑矿分布有着相当

密切的内在联系,分 维值大的区域,常 是应力集中 (释放)、断裂发育的地段,从 而为成矿

流体的运移、聚集提供了有利的运移通道和汇聚场所。成矿流体沿着断裂带 (面 )上 升,在

浅部的构造有利部位聚集成矿[5]。图2表 明,湘 中东南子区域断裂体系分维值 (锡矿山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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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子区域大[1〕。著名的锡矿山超大型锑矿床和龙山金锑矿床就产出于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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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断 裂构造体系的分维数

对于成矿流体的运移、聚集以及矿床定位有

着
一定的指示作用,断 裂构造体系平面分布

的分维值越大,越 有利于成矿流体的运移、

聚集以及矿床的形成。

2 岩 浆热事件与金、锑矿床

湘中花岗岩发育,为 多期次复式岩体,主 要

出露于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盆地周边。区

内出露面积较大的岩体有白马山岩体、沩山

岩体、天龙山岩体、歇马岩体、关帝庙岩

体。按照岩体出露面积统计,湘 中地区岩浆

活动集中在中晚三叠世一早侏罗世,其 中早

0

侏罗世为岩浆活动高峰期 (⒛ 0× 106a左

右),岩 体多为中深成岩基 ,中 、晚侏罗世岩体多呈浅成、超浅成岩株状。不同时间,不 同

侵位深度的岩体对古地温场的贡献不尽相同【6),早 侏罗世岩基的分布控制了古地温场的区

域格局 ,而 中、晚侏罗世侵入的岩株 (或 隐伏岩体)导 致局部古地温异常。

综合不同矿床的流体包裹体研究资料,锑 、金、铅锌矿床矿物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变化

在90~260℃ ,且 主要集中在 120~200℃ 范围内。这种成矿流体的温度范围落在侏罗纪最大

古地温范围内[6]。区域成矿学研究表明,侏 罗纪是本区最主要的成矿期,龙 山金锑矿床成

矿年龄为(174± 27)× 106a[1],锡 矿山超大型锑矿成矿年龄为(156.3± 12)× 106a[:]因 此 ,可

以推知湘中岩浆热事件所控制的古地温场与金、锑矿床成矿作用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从图 1

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区 域上金矿床和矿化点多分布于花岗岩之岩凸 (岩 凹)部 位 ,如 古台

山、太平等金矿分别产出于白马山、沩山等花岗岩体凸出部位的外接触带 ;金 山里、杏枫山

等金矿化产于白马山岩体之港湾状内凹部位的外接触带。岩体之岩凸或岩凹部位是热力集中

场所 ,围 岩最易破碎形成裂隙,成 为成矿流体运移的良好通道。成矿流体沿裂隙上升并在这

些有利部位充填成矿。

湘中多数锑矿远离大的花岗岩岩体 ,尤 其是碳酸盐岩中的锑矿床〔1]。从矿化与花岗岩

的关系来说 ,锑 矿属于远成矿床。然而,湘 中区域古地温场有限元模拟结果显示①,锑 矿床

(点 )分 布区皆为高古地温区。这些高古地温区又受区域岩浆热事件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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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湘 中断裂体系 lg[N(')]-lgr曲 线

a— 大神山子区域 (l);b一 锈矿山⊥龙山子区域 (H)

0 卢 新卫,湘 中区域古地温场有限元模拟,待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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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 论

(1)湘 中构造热事件分析结果显示,断 裂构造以及岩浆热事件对金、锑矿床的分布起着

重要的控制作用。

(2)断 裂构造体系分维值的大小对于成矿流体的运移聚集以及矿床定位有着一定的 指

示作用。断裂构造体系分维值大的地区,金 、锑矿床产出数量较多,矿 床规模也较大 ;分 维

值愈大 ,愈 有利于金、锑矿床的形成。

(3)岩 浆热事件所控制的古地温场与金、锑矿床成矿作用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锑矿床

(点 )皆 分布于高古地温区;金 矿床和矿化点多分布于热力集中的岩体之岩凸 (或 岩凹)部

位。

参 考 文 献

1 史 明魁,傅 必勤 ,勒 西祥等 湘 中锑矿 长 沙 :湖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1~70

2 平 田隆幸 断 层与分维数 孙 永华译 地 震地质泽丛 ,1990,I2(1):53~56

3 周 尽 海 原断层系的分形研究 西 北地震学报,1991,13(3):78~85

4 金 章东 ,卢 新卫 ,张 传林 江 西德兴斑岩铜矿田断裂分形研究 地 质论评 ,1998,+0(D:57~倪

5 解 庆林 马 东升 ,刘 英俊 锡 矿山锑矿大气降水—岩石交换作用模式 南 京大学学报 (自 然科学版 ),1996,32

(地 学专辑):190~194

6 胡 雄伟 ,裴 荣富,史 明魁 湘 中地区中生代地温场及锑矿分布 矿 床地质 ,1995,14(3):” 0~227

7  Avilcs C A, Scbolz C z, and Boatwr1ght J 「 ractal analysis app⒈ ed t° charactchstic scgment$° f the son卜 岙 dreas fauk 」

G∞ phys Rcs , 1987, 92: 331~344

8  Xiongwei Hu, Rongfu Pei and Su Zhou  Sn⒈ Nd dating for antim° ny mineralizati° n in the Xikuangshan dcposit, Hunan,

China Resourcc Gcd , 1996, 46 (4): 227~231

ˉ

"

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