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３５—１３９，２０１０ 地　质　学　刊 第３４卷　第２期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３６３６．２０１０．０２．１３５

云南易门凤山矿床刺穿构造特征

胡一多１，蒋文奎２，马继升３

（１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３；２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吉林 吉林市

１３２００１；３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油八厂，黑龙江 大庆市 １６１３００）

摘要：狮凤山铜矿是我国重点铜矿山之一，包含２个矿段：狮山矿段和凤山矿段。凤山矿床产于刺穿构造外侧，是
受构造控制的后期叠加改造富化的矿床。含矿地层是绿汁江组上部地层，富矿部位刺穿体周围为灰白色碎裂白云

岩。矿体形态产状与刺穿构造密切相关，沿构造所派生的断裂、裂隙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刺穿构造内部角砾岩

和火山岩岩脉占的比例不大，矿山开采处于至刺穿构造的中部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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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研究区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境内，扬子准

地台西南缘，夹持于元谋—绿汁江断裂和汤郎—易

门断裂之间。东邻罗茨—易门断裂，西接绿汁江断

裂，与中元古代相对隆起分开，形成近南北走向的狭

长沉积盆地（图１）。
满银沟期、晋宁期两期构造运动机制相同，是本

区重要的构造活动期，强烈的东西向挤压的褶皱运

动，形成了南北向扬子准地台的基底。同时形成了

矿区的主体南北向向西倾伏的倒转褶皱构造。澄江

运动表现为北西—南东向的挤压产生了一系列的北

东向弧顶指向南东的弧状构造以及对先前构造的改

造作用，这次运动岩浆活动频繁，这两期构造对凤山

矿床控制作用明显。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开发至今已有３０余年
的历史，研究程度相对较高。昆阳裂谷中存在着一

系列与刺穿构造有关的矿床，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禄

丰大美厂、梅子箐，元江鸡冠山，易门凤山、一都厂等

矿床。该类矿床一般品位高，形成中小型矿床。

１　矿床地质特征

１１　地层
① 绿汁江组（Ｐｔ２ｌｚ）：为一套火山碎屑岩，碳酸

盐岩建造。上部凤山段主要为青灰色含藻白云岩夹

少量石灰岩，厚度８２０ｍ～１６６０ｍ，凤山型铜矿产于
其中，下部狮山段自上而下依次为灰黑色碳泥质白

云岩，凝灰质白云岩、板岩，浅灰、灰绿色凝灰质、砂

质白云岩，暗紫色泥砂质白云岩（凝灰岩）板岩互

层，习惯按颜色分为黑色层、过渡层和紫色层，厚度

５０ｍ～２２４ｍ，是狮山型铜矿的含矿层位。
② 鹅头厂组（Ｐｔ２ｅ）：上部为黑灰色石灰岩，夹

炭质板岩薄层，中部为灰绿色绢云母板岩，砂质条带

板岩，下部为炭质板岩夹白云岩。总厚大于１５００ｍ。
１２　构造背景

研究区内南北向褶皱与压性纵断层（ＦＬ１、ＦＬ２）

叠加，形成一刺穿体。其特点是下部绿汁江组狮

山段和鹅头厂组地层沿背斜轴部的压性断层向上

贯入到绿汁江组凤山段白云岩中，形成东西宽

６０ｍ～３００ｍ的破碎带。破碎带核心部分由灰绿
色、灰黑色绢云质板岩、凝灰岩、火山岩角砾组成，

向外依次为薄层灰岩、紫色白云岩板岩互层，局部

成紫色角砾岩。与 ＦＬ２伴生的次级断裂十分发育，
构成许多大小不等、下宽上窄、形态复杂、顶部成

火焰状的隐伏刺穿体在刺穿体形成过程中，伴有

多期强烈的火山气液活动，并携带大量成矿物质，

沿刺穿构造向上迁移、富集，形成富厚的凤山型铜

矿床（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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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昆阳裂谷构造体系图
（据西南有色地质勘查局，１９９５）

１裂谷边界；２裂陷带边界；３裂陷盆地；４岩浆构造复

合环；５岩浆环；６火山环；７隐伏构造或岩浆环；８推

覆构造；９元古代发生并多期继承活动断裂；１０古生代

发生并多期继承断裂；１１中生代早期发生并多期继承

活动断裂；１２中生代晚期发生并多期继承活动断裂

① 绿汁江断裂；② 罗茨—易门断裂；③ 普渡河断裂；

④ 小江断裂；⑤ 昭通—曲靖隐伏断裂；⑥ 弥度—师宗

断裂；⑦ 红河断裂；⑧ 哀劳山断裂

２　刺穿构造产状

区域上刺穿体沿昆阳裂谷的边界断裂分布，出

露２００余个，刺穿层位从鹅头厂组直至元古代晚期
层位（晋宁运动），至今未发现其刺穿震旦系。易门

地区，刺穿构造主要沿绿汁江两岸分布近南北向分

布。刺穿定位层位有高有低，空间分布格局亦不均

一。凤山矿区刺穿构造平面上与地层有一定交角呈

带状、透镜状、枝杈状。剖面上多以陡倾斜的楔状、

沙钟状、板状分布，实际观测过程中多为组合形态，

图２　凤山铜矿床地质略图
１第四系；２侏罗系；３三叠系；４昆阳群绿汁江组５昆阳群鹅头

厂组；６昆阳群落雪组；７昆阳群因民组；８地层界线；９断层；１０矿体

凤山深部工程控制延伸达１０００ｍ，并且向深部规模
增大的趋势。刺穿体内部角砾常呈断续相连的透镜

状、扁豆状大小悬殊表面擦痕明显，角砾为方解石

脉、白云石、绿泥石胶结。刺穿体围限于 ＦＬ１、ＦＬ２
及小绿汁断裂内部（图２、图３、图４），铜矿体多产于
刺穿体上盘ＦＬ２旁侧的多组张性裂隙内。

刺穿体与围岩表现为一侧表现为明晰的断层

接触关系，侵位于绿汁江组凤山段，断层多呈先期

张性后期压性或扭性复合断裂性质，表现出多次

活动的形成特点。另一侧为经过破碎的灰白色碎

裂岩白云岩与角砾岩混杂呈现过渡式接触关系，

向外侧逐渐过渡到灰白色—青灰色白云岩（图３、
图４）。这一特征反映刺穿构造两侧裂面的不同力
学性质。刺穿构造边界断层内侧刺穿体透镜状角

砾具有有一定的优选方位，构成明显的流动线理

分析为东西向挤压应力条件下及后期的北西—南

东向应力条件下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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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凤山铜矿床附２２线矿体剖面图
１青灰色白云岩；２灰白色碎裂白云岩；３紫红色构造角砾

岩（刺穿体）；４绿汁江组白云岩；５矿体；６断层；７断层编号

３　刺穿构造成因讨论

结合巷道编录等特征认为刺穿构造形成于区域

构造应力反转期，断裂活动具有多期性特点，并伴随

有强烈的火山活动，裂面的多期拉张—走滑—挤压

力学性质转变鉴定。分析为满银沟运动（１０亿年）
古扬子陆块与其西部的古金沙江陆块相拼作用使裂

谷又拉张向挤压转型。伸展条件下裂谷边缘形成的

同沉积断层，断面位置由拉张转为走滑甚至挤压使

下伏软弱地层岩断裂向上突破穿过上覆岩层，后期

具有相同机制的晋宁运动澄江运动火山热液活动将

矿质不断沿构造面向上运移，在张性裂隙较发育的

地层聚集就位成矿。构造发育为矿床的形成奠定

基础。

裂谷成年期刺穿构造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刺穿迹

象（图５Ⅰ），随着裂谷进一步发展同生断层的厚度
加大造成下降盘软弱层静岩压力大于断层面压力大

于上盘压力（图５Ⅱ），在区域应力反转等诱发条件
下，下伏软弱层上涌（图５Ⅲ），压应力持续及周期
活动是刺穿体发育成熟（图５Ⅳ），最终可形成成熟
的刺穿构造（图５Ⅴ）并伴生了多组断裂且形成了
所谓的无根刺穿构造。

图４　凤山铜矿床１３号矿体剖面图
１青灰色白云岩；２灰白色碎裂白云岩；３紫红色

构造角砾岩（剌穿体）；４绿汁江组白云岩；５矿体；

６断层；７断层编号；８坑道及坑道内钻孔

４　刺穿构造与成矿关系

凤山矿床产于刺穿构造旁侧的灰白色碎裂白

云省裂隙内，至深灰色白云岩矿化变弱降最终低

至工业品位以下，刺穿构造的形态产状严格控制

了矿体的分布特征，对刺穿构造的形成机制虽是

各持己见，但刺穿构造的控矿作用为近年来地质



１３８　　 地　质　学　刊 ２０１０年６月

图５　裂谷边缘刺穿构造岩化模型
１上覆岩层１；２上覆岩层２；３韧性沉积层；４基地岩层；５断裂；６断裂带

工作者认同的，刺穿体沿断裂呈螺旋状、筒状向下

延伸不低于１０００ｍ在其上盘灰白色碎裂白云岩中
铜矿以星点状、脉状、网脉状、枝杈状、浸染状等形

式产出（图６）。近刺穿构造由于张性裂隙空间连
通性好、溶洞发育、淋滤明显，矿质多数流失只有

近刺穿构造或刺穿构造内部存在少量星点状、枝

杈状黄铜矿斑铜矿。向白云岩一侧，在碎裂岩较

封闭的位置铜矿质最为富集。此时张性裂隙延伸

不远，并且一端封闭成为较有利的储矿构造，矿石

主要为网脉状、脉状、团块状斑铜矿、辉铜矿，是矿

山主采巷道分布部位。再向外部刺穿构造影响较

弱，多形成紧闭扭压 －扭张性断层，裂面紧闭，围
岩也变为深灰色白云岩，构造改造作用相对较弱，

铜矿物含量微小，多为星点状黄铜矿，该种铜矿物

多为同沉积作用的产物。刺穿构造的形成不仅为

矿质运移提供通道，还为矿体的形成提供了有利

容矿空间。

后期的改造叠加富集矿质也通过刺穿体往复活

动得以实现。

５　结　语

凤山矿床矿体产状与刺穿构造关系密切，矿体

沿刺穿体一侧呈环带状分布，产于刺穿构造外侧的

灰白色碎裂白云岩裂隙中。

分析阐明，构造诱发、发展、形成及演化机制为

矿床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为深部找矿工作、矿体定位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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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凤山铜矿床构造与矿体产出关系立体示意图
（据吴礼锟修绘，１９８９）

１构造角砾岩（刺穿构造）；２铜矿体；３火山岩；

４青灰色白云岩；５灰白色碎裂白云岩；６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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