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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永平铜矿构造与成矿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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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 要 :江 西永平铜矿处于武夷山隆起北缘,信 江坳陷带的南侧。侯家 苘̄山倒转背斜以及两

其与之近于平行的断裂构造对成矿起宥重要的控制作用,这 些构造不仅是主要的导矿、贮矿构造,

同时构造应力作用对成矿过程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控制作用。

关咦词:倒 转背斜 构 造应力 成 矿过程 永 平铜矿

永平铜矿位于武夷山隆起带北缘,信 江坳陷带的南侧,是 赣东北地区主犟的大型铜矿床

之一。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震旦系周谭群;石 炭系下统叶家湾组、上统船山组;二 叠系下

统茅口组和李家组、上统龙潭组及第四系。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早期的花岗斑岩、黑云母花岗

岩、石英斑岩等。围岩蚀变发育,主 要有夕卡岩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和硅化等,其 中夕

卡岩化与矿化关系最密切,蚀 变程度受构造控制明显,构 造发育的部位蚀变强。

1 构 造发育过程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从区域构造发展来看,加 里东期强烈的构造活动,使 周谭群碎屑岩遭受混合岩化作用,

在南北向挤压应力作用下,形 成了近东西向条带,由 于混合岩化作用使得岩石软化,以 塑性

变形为主,在 矿区范围内形成北西向和北北东向两组裂隙,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期构造的

发展。

中三叠世末,印 支运动在本区表现十分强烈,致 使周谭群及石炭系一中三叠统全面褶

皱,同 时发育了一系列的断裂。在近东西向挤压力作用下,首 先出现呈雁行状排列的裂隙,

形成一对与主压缩轴呈一定角度的剪切带。在应力的持续作用下,裂 隙密度逐渐增高而形成

剪切破碎面,并 且在南北向相对拉伸下,形 成近东西向的追踪张节理。这种剪切破裂面和追

踪张节理成为重要的容矿裂隙。随着东西向压应力的持续作用,岩 层发生褶皱,形 成侯家—

嵩山背斜。在正常翼 (东翼)层 间滑动呦基础上,还 形成了一系列北北东向高角度逆冲断

层,如 缓倾斜的F1逆 冲断层。该断层略呈左行扭动,规 模大,长 数公里,破 碎带宽 sO m以

上。在断裂带旁侧伴生的构造往往是矿区主要的贮矿构造。

印支期形成的NNE向 断裂是矿区主要的导矿构造,局 部直接成为贮矿构造,如 Ⅳ号矿

体就赋存于 凡 断裂中。褶皱翼部的层间滑动破碎带成为主要的贮矿构造,控 制着矿体的展

布。燕山早期第一阶段是主成矿期,其 构造应力方向由印支期逗东西向挤压转变为东西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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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和南北向的挤压。该期应力方向的变化使得层间破碎带和先形成的裂隙张开,尤 其是北北
东向裂隙垂直于拉张方向,所 以大矿脉多呈北北东向。故该期构造对成矿起十分重要的作
用。

燕山早期第二阶段构造运动在本区表现也十分明显,在 NW-SE向 挤压力作用下,形 成
一系列北西西向扭性断裂。该期构造运动伴随有岩浆侵人,如 十字头岩体就是沿北西西向和
北东东向断裂交叉部位侵人而成,其 深部向南东方向延伸,与 两组断裂面交线产状一致。

燕山晚期的构造应力场为 N⒉ SW向 挤压,形 成 NEE向 扭性断层。

总之,永 平铜矿控矿构造型式是以印支期近 EW向 挤压下发育起来的 NNE向 压扭性断

裂为主要导矿构造,以 侯家-嵩山倒转背斜东翼层间滑动破碎带和翼部构造裂隙等为贮矿构

造;在 燕山早期近 sN向 挤压使 NNE向 断裂张开,成 为构造减压带而成矿。

2 构 造应力对成矿作用的影响

构造不仅对矿体的形态产状、空间方位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而 且构造应力对成矿作用

过程起有较大的影响和控制。它使岩石、矿物中原有的化学组分重新迁移,发 生分散和聚集

作用等,重 新组合成新的岩石、矿物。例如永平铜矿在构造应力作用下,导 致岩石变形过程

中不断积累的能量得以释放,从 而产生构造应力差,驱 使矿液由背斜核部的高压区向翼部断

裂带低压区运移,同 时从深部沿断裂带向上迁移至构造有利部位富集成矿。

侯家-嵩山倒转背斜翼部的构造低压区以其形成的应力条件和相应的变形方式不同,可

划分出以下 3种 类型的构造减压带:

(1)断 裂带构造减压带:由 于岩石破裂和错动,内 聚力得以释放,构 造减压表现为沿断

裂带错动部位的应力降低。

(2)层 间滑动破碎带构造减压带:褶 皱过程中,层 间差异滑动趋势与岩石粘滞力的反作

用积累的剪应力,能 在软弱层产生塑性流动和剪切滑动,形 成顺层构造减压带。

(3)岩 石孔隙和蚀变带构造减压带:岩 石中存在原生孔隙,如 层间空隙、粒间孔隙等。

一般砂岩、灰岩、页岩的孔隙度极高,分 别为 5%~笏 %、 10%~sO%、 5%~⒛ %。 在本

区还广泛发育着夕卡岩化,据 研究,夕 卡岩化导致岩石孔隙度增加 4~5倍 。大量孔隙的存

在对流体起分流作用,可 以形成流体应力低值区,这 是一种间按的构造减压带。

综上所述,永 平铜矿床的形成可以分为下述 3个 阶段:① 成矿元素在混合岩化作用中

从矿源层析出;② 含矿流体在导矿和布矿构造中运移集中;③ 在构造减压带中停积定位。

而在第三阶段中,成 矿作用又可分为 3个 具体矿化阶段。因此,永 平铜矿成矿构造特点可归

结为两点:A。 铜元素的大量富集是与各种构造条件的综合作用具有密切联系;B.矿 体赋存

于一定的层位 ,这 种层位是在动荡的构造环境中形成的,具 有特定的岩性和岩石结构构造,

有利于构造发育和热液交代作用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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