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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剪切带控矿理论, 通过对剪切带内变形岩石的应变测量和不同尺度的成矿构造研

究 ,阐明了辽宁东胜地区金、银、多金属剪切带矿床的控矿构造特征,探讨了此类矿床控矿构造与

矿化的关系。

关键词:　东胜地区; 金银多金属矿;剪切带; 控矿构造;辽宁省

中图分类号:　P618. 5; P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1412( 2001) 03-0182-05

　　东胜地区位于辽东裂谷的中西部、虎皮峪复背

斜北翼、小孤山—韭菜沟—三家子—青城子多金属

成矿带的中段。出露地层主要为早元古宙辽河群变

质岩系,其中大石桥组大面积分布, 原岩建造为一套

浅海相碳酸盐岩夹泥质、火山沉积建造,为铅锌金银

多金属矿主要赋存层位。岩浆岩主要有印支期似斑

状黑云母花岗岩, 其次有元古代钾质花岗岩。区内多

期构造叠加, 构造形态错综复杂, EW 向构造主要为

一系列轴向近 EW 的复式褶皱和韧性剪切带; NE 向

构造主要为韧-脆剪切带; NW 向构造为一系列脆性

断裂带。

区内已知有东胜铅锌矿床、冻青背铅锌矿点, 接

梨树沟金银铅锌矿化角砾岩带、木家岭金矿化点和

包家堡子铜镍矿点等, 并有 10处水系沉积物金异

常。从地质构造条件和地球化学条件分析,具备寻找

大型多金属矿床的地质前提。1 900 M a 前后,在角闪

岩相变质条件下,形成区内的透入性面理和轴向近

EW 的倒转和同斜褶皱, 其形态为具层间物质塑性

流动特征的顶厚褶皱,在倒转翼发育推覆型韧性剪

切带, 印支期地台活化, 韧-脆性、脆性断裂带叠加在

韧性剪切带之上,构成该区独立的构造体系,控制了

区域金银多金属矿床的分布。

1　褶皱构造

东胜地区区域上发育一个主体为 NE 向的弧形

褶皱带(图 1) ,即大未屯—韭菜沟弧形褶皱带, 西自

大未屯,经张家堡子、韭菜沟,到东广峪,走向由 EW

转为 SN 再转向 NE, 全长 80 km, 宽约 18 km, 由数

个规模不等的平行排列的背向斜或倒转背向斜组

成, 本区的褶皱构造总体上看是一个 EW 向的复向

斜, 与区域弧形褶皱带构成一个整体, 主要褶皱有:

1. 1　西沟—老庙沟向斜

轴向近 EW 向, 长约 5 km, 东侧翘起, 西侧被鞭

杆沟断裂切割, 核部为矽线石片岩, 两翼为条带状大

理岩,形态平缓开阔。

1. 2　半截沟—鞭杆沟背斜

轴向 EW, 长 7 km, 中部向北突出呈弧形, 为一

个轴面向 N 倾的倒转背斜。在中部的庙沟附近褶幅

变窄,向东西两侧逐渐变开阔。

1. 3　后地—北岭沟向斜

轴向 EW, 长 6 km, 核部为白云岩, 两翼为条带

大理岩, 其条带层倾角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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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胜地区褶皱构造分布示意图

Fig. 1　Dist ribution sket ch o f folds in

Dongsheng ar ea

2　剪切带构造

2. 1　木家岭近 EW向韧性剪切带

该韧性剪切带通过盖县组和大石桥组一、二段,

东侧被辽-吉花岗岩所截, 西侧被 NW 向韧脆性剪切

带叠加改造, 区内可追索长度大于 2 km, 宽 500 m ,

见有韧性变形的产物,如糜棱岩、构造透镜体、片理

化带等, 大理岩中的碳质条痕、条纹和条带等, 并非

原始层理S0 ,它们虽处于层间,但往往表现出强变形

的特征,条纹、条痕和条带密集发育,平行排布,打开

其岩石新鲜面, 可见薄层污手的碳质物, 镜下观察,

碳质物分布处即强应变发育处, 其间碳酸盐矿物明

显定向, 双晶扭曲变形、波状消光显著, 此种岩石即

大理糜棱岩。

2. 2　板石沟 NE 向韧-脆性剪切带

主剪面走向 50°～60°,倾向 SE, 倾角 65°～80°,

局部直立或反倾,长 3 km, 宽 5～10 m, 带内条带状

大理岩出现强片理化,产生被动褶皱和构造扁豆体

(图 2, A ) , 沿走向倾向均呈舒缓波状, 并有分支复

合、膨胀收缩等现象。根据剪切带内被动褶皱轴面产

状(图 2, B)、构造扁豆体XY面产状和主剪面上滑线

的优势方位,剪切带性质为逆断- 平移,早期表现为

逆断, 伴随同期矿化作用,晚期以平移为主, 滑线近

水平,主剪面附近见有灰黑色断层泥。

图 2　板石沟剪切带素描图

F ig . 2　Sket ch o f shear ing zone in Banshig ou area

2. 3　NW 向断裂带

区内发育数条近平行排列的 NW 向断裂带, 规

模较大, 可追索长度均大于 7 km, 且具有相同的构

造特征和演化过程,最常见有构造角砾岩、构造透镜

体和断层泥,角砾岩中的角砾大小混杂,砾径最大者

1 m, 最小者 2 mm ,无分选和磨圆,角砾成分随围岩

变化而变化, 多为原地岩石, 主要有各类片岩、大理

岩及变粒岩, 值得注意的是在剪切带中还常见有糜

棱岩成分的角砾,说明角砾岩形成于韧性变形之后。

胶结物为细粒方解石、石英等。断层泥呈灰黑色, 黑

色断层泥中含有大量的碳质。NW 向断裂带切割区

内的 EW, NE 向剪切带及矿化带(矿体) , 充填有花

岗斑岩及煌斑岩。NW 向剪切带的演化经历了从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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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到脆性的过程。

3　剪切带变形岩石的应变测量

在东胜地区选取了不同地段含石英矿物的构造

岩,这是由于岩石中石英矿物颗粒在变形前近于等

粒状,石英矿物可作为应变标志体测量。无论是大理

糜棱岩中的石英脉透镜体, 还是花岗岩及各类脉岩

中,均可见到这种受动力作用而产生的不同的应变

组构,这些应变组构可揭示出促使岩浆和矿液上升、

运移并最后定位的动力作用机制。通过野外采集构

造岩定向标本,室内切制垂直劈理面的 XZ, YZ 二组

定向薄片, 显微镜下测量变形石英的长、短轴长度,

分别计算出 X轴(最大主应变轴)、Y 轴(中间主应变

轴)和 Z 轴(最小主应变轴)的相对比值,并求出富林

指数 K 值( K= ( X/ Y- 1) / ( Y/ Z- 1) )。表 1列出了

东胜地区不同变形岩石中石英的应变测量特征数

值。

Wood 应变椭球主轴比对数值( log( X/ Y) , log

表 1　东胜地区变形岩石中石英有限应变测量特征数值

Table 1　Characterist ic value of limited str ain measurements on quartz fr om the deformed rocks in Dongsheng ar ea

编号 样品位置 岩性 产状 富林指数 log( X/ Y) log( Y/ Z) X% Y% Z%

SJS- 3 碎甲山 花岗糜棱岩 355°∠59° 1. 6727 0. 2754 - 1. 8355 73 - 5 - 35

YZS- 1 椅子山 花岗糜棱岩 234°∠72° 0. 9563 0. 3382 - 1. 6723 110 1 - 53

M JL- 3 木家岭探槽 14 石英脉透镜体 358°∠68° 0. 8216 0. 3356 - 1. 6155 123 5 - 58

M JL- 6 木家岭探槽 17 烟灰色石英脉 354°∠68° 1. 1897 0. 4263 - 1. 6365 145 - 3 - 58

M JL- 9 木家岭探槽 19 电气石石英脉 358°∠70° 0. 8403 0. 2625 - 1. 6685 90 5 - 50

XFS- 7 下房身 伟晶岩 354°∠68° 1. 1768 0. 3328 - 1. 7553 95 - 3 - 47

DS- 6 东胜铅金矿 煌斑岩 132°∠54° 0. 8651 0. 4468 - 1. 5302 170 2 - 64

DS- 3 东胜铅锌矿 花岗斑岩 310°∠82° 1. 2351 0. 2812 - 1. 7866 82 - 2 - 43

DS- 24 鞭杆沟 闪长斑岩 65°∠74° 0. 9472 0. 2253 - 1. 7514 69 1 - 41

DS- 36 庙沟 乳白色石英脉 168°∠66° 1. 0127 0. 1762 - 1. 8623 40 0 - 28

( Y/ Z) )图解上(图 3) , K 值分布于 K = 1直线附近,

说明该区大理糜棱岩、花岗岩和与成矿有关的含矿

热液脉岩的变形均是受韧性剪切作用所致, 以简单

剪切为主,应变机制属二维平面应变。各地段的中间

主应变轴( Y 轴)接近 0, X轴的变化范围为 40%～

170%, Z 轴为- 28%～- 64%。

4　构造与矿化

韧性剪切带发展到一定阶段, 由构造地球化学

作用在剪切带内产生压溶作用、出溶作用、应力蚀变

作用、动力变质作用、构造分异作用、构造分凝作用

和物化梯度的差异,首先沿剪切带内的糜棱面理形

成蚀变糜棱岩型的矿石, 最强变形区是构造上的薄

弱面,易遭受后期构造活动的影响或张裂或闭合, 反

复接受含矿流体的充填和叠加从而提高矿石的品

位。当韧性剪切带发展到晚期阶段, 随着地壳的抬

升,变形岩石处于低温低压环境,其变形由韧性转化

为脆性,在剪切带内或其边缘产生次级构造带即韧-

脆或脆性断裂带,空间上与主剪切带平行或相交, 由

于主、次剪切带之间存在温压梯度( Eisenlorh, et

al . , 1989) ,主剪切带中流体来源深、温压较高, 而且

构造、物化环境有利于这种高温高压流体的长期稳

定存在,因此不利于流体中矿质的沉淀,而当含矿流

体进入次级构造体系, 由于温压降低和流体的脉动

性而使成矿物质在流体中失稳沉淀。例如在韧-脆性

变形条件下,剪切带中发育的 R, D 裂隙产生空隙低

压区,并造成空隙和围岩之间的压力差,这种压力差

导致成矿流体向 R, D裂隙迁移并沉淀成矿,区内的

透镜状石英脉型和石英细脉带型矿床多数属此种成

因。脆性变形阶段在拉伸机制下剪切带内或旁侧围

岩中产生一系列充填含矿石英脉的雁列构造, 这类

矿脉的形成多与地下循环水活化迁移早期成矿物质

并使其再沉淀有关。

木家岭近 EW 向韧性剪切带内的金、银、多金属

矿化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种不同的矿化类型上:

( 1)硅化大理糜棱岩; ( 2)块状硫化物; ( 3)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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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胜地区Wood 应变椭球主轴比对数图

Fig . 3　P lo t show ing majo r ax is o f woodøs

ellipsoid in Dongsheng ar ea

脉。其中石英脉又分为¹ 烟灰色石英脉; º 含电气石

石英脉; » 乳白色石英脉。硅化大理糜棱岩型矿化发

育在蚀变大理糜棱岩中, 主要由绢云母、细粒黄铁

矿、碳酸盐及石英, 呈透镜状或似层状分布在剪切带

的强应变部位, 产状与糜棱面理一致,形态和规模严

格受糜棱岩带的控制; 块状硫化物矿化呈囊状、串珠

状、透镜状和漏斗状沿糜棱面理分布,金属矿物主要

有方铅矿、闪锌矿, 少量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

脉石矿物为伟晶方解石及白云石,这些矿物多数不

显示韧性变形特征,而表现为晚期脆性裂隙充填特

点,矿化多分布于韧脆性变形过渡部位;烟灰色石英

脉及含电气石石英脉呈透镜体分布于韧性剪切带内

部,通常沿大理糜棱岩 C 面理分布或与其小角度相

交, 这两种石英脉形成于韧性变形阶段,镜下石英见

有波状消光、核幔构造、变形带和细粒化等现象, 脉

体边部的石英塑性变形强于脉体中间的石英, 硫化

物呈网脉状、细脉状叠加在石英脉之上,有时形成角

砾状矿化; 乳白色石英脉发育于韧性剪切带内部或

旁侧,一般与韧性剪切带斜交,空间上形态不规则切

割韧性变形的岩石,与早期石英脉相比,这类矿化不

发育韧性变形构造,而表现出叠加脆性裂隙充填的

特点。

板石沟 NE 向韧脆性剪切带既是导矿构造又是

容矿构造,是东胜铅金矿床的主要控矿构造。剪切带

内矿体形态为脉状、扁豆状、似层状和不规则状, 具

有膨胀收缩、尖灭再现特点, 矿体上盘为白云石大理

岩, 下盘为大理糜棱岩或碎裂岩。该带次级控矿构造

常常发育于不同岩性界面之间, 即构造上的软弱面,

如块状岩系与层状岩系之间, 白云石大理岩与方解

石大理岩之间, 粗粒岩石与细粒岩石之间, 其间的矿

体规模及形态受层间滑动面的控制。

东胜一系列 NW 向脆性断裂带中没有见到一定

规模的矿化, 高岭土化、碳质污染的断层泥、受其切

割的矿体中拉丝状方铅矿和矿泥、充填有切割矿体

的花岗斑岩及煌斑岩脉等现象, 均说明了成矿后的

构造活动。

5　结束语

东胜地区变形岩石应变测量表明该区大理糜棱

岩、花岗岩和与成矿有关的含矿热液脉岩的变形均

是受韧性剪切作用所致,以简单剪切为主, 应变机制

属二维平面应变;剪切带不同变形阶段形成的矿体

形态和矿化类型不同, 韧性变形阶段形成透镜状或

似层状的蚀变糜棱岩型矿化,韧-脆性变形阶段形成

透镜脉、细脉网脉状矿化,脆性变形阶段形成雁列脉

状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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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CONTRO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HEARING

ZONE-HOSTED Au, Ag POLY METAL DEPOSITS IN

DONGSHENG AREA,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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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O Tian-ming1 , SHANG Mu-yuan1 , REN Quen-zhi2, LI Xue-kai2 , XU Da-bo2

( 1. T ianj in Geological A cademy , T ianj in 300061, China;

2. The N or theast Geolog ical Exp loration Ins titute, A nshan 114005, China)

Abstract: 　T he paper presents str ain measurements of the deformed rocks and results of or e-hosted st ruc-

tural study . Based on ore-fo rming theor y of shear ing zone char acterist ics are explained and relat ion o f m in-

er alizat ion to the ore-confrol st ructur e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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