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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集安活龙金矿床

的构造解析和找矿方向
¹

屈奋雄 张宝华 张鹏程 刘如琦
(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

赵起 张晓东 姜贵君 张景武 王德文 宋峰 金明南
(集安市活龙金矿 )

提 要 活龙金矿受韧性剪切带控制
。

矿区剪切活动明显分为三个阶段
,

韧性阶段产生面性发育的

糜棱岩
、

糜棱面理
,

对矿区金的活化
、

聚集起了一定作用
;
韧脆性阶段产生缓倾斜网状发育的

“

鳞片

状构造带
” ,

为矿液聚集
、

沉淀的主要场所
;
脆性阶段产生三组脆性断层

,

切割破坏矿体
。

关键词 金矿 韧性剪切带 鳞片状构造带 构造控矿

1 前 言

活龙金矿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境内
,

鸭绿江西北岸 (图 1 )
。

构造上位于华北地台北段东部
。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元古界集安群变质岩 [lj ,

矿体赋存于变质岩中韧脆性构造带内
。

与我国和世

界其它地区许多金矿的地质情况类似[2:
,

活龙金矿床的生成与赋存也主要与剪切带有关
,

在诸

多地质因素中构造是控矿的主要因素
。

本文拟对活龙金矿区的构造变形特征
、

变形序列以及构

造变形对金矿的控制规律进行讨论
,

进而确定活龙金矿区的一些探矿方向
、

探矿地段
。

2 活龙金矿区构造变形特征

2. 1 岩石变形特征

矿区出露岩石主体为由元古宙集安群变粒岩
、

片麻岩类岩石变形而来的一系列糜棱岩
,

也

有一些花 岗质和闪长质岩脉
。

根据糜棱岩带的相互切割关系
,

矿 区糜棱岩可明显分为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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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列
。

2
.

1
.

1 早期糜棱岩系列

此类岩石为活龙金矿床的主要

围岩
,

在传统地质报告中二’〕
,

这些岩

石被划分为元古庙集安群变粒岩
、

片麻类岩石
,

相应的岩石类别有黑

云斜长变粒岩
、

黑云二长变粒岩
、

石

榴石黑云斜长变粒岩
、

浅粒岩
、

黑云

斜长片麻岩和石榴石黑云斜长片麻

岩等
。

岩石中普遍发育的面理被认

为是区域变质的片麻理
。

通过野外

及镜下的详细观察发现
,

这些 区域

变质岩石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糜棱岩

化
,

主体均为不同变形程度的糜棱

岩类岩石
,

包括初糜棱岩和糜棱岩
。

2
.

1
.

1
.

1 初糜棱岩 该类 岩石

外观呈块状
,

具弱的糜棱面理
,

颜色

灰绿
,

原 岩主要 为黑云斜 长变粒岩

和含榴黑云斜长变粒岩
。

主要矿物

组成 为斜长 石 (45 % 一 60 % )
、

石英

(2 O % 一 3 0 % ) 和 黑 云 母 ( 10 % 一

15 % )等
。

在糜棱岩化过程 中
,

该类

岩石受力较轻
,

黑云母
、

斜长石显示

出弱 定向
,

长英质矿物细条常被拉

JJJ
,,

浑浑 11
一

市
。。

、、 通 化 市 一介介
鸭鸭鸭

、、、
契契

‘

女市 朝朝
厂厂 厂

让 鲜鲜

集安群 燕 山期花岗岩 3
,

侏 罗系果 松组 4
.

白奎系 5
.

断层

图 1 活龙金矿 区域地质简图

S一m Pll fle d g e o lo g 一e a l m a P o f H u o lo n g g o ld m in e

断呈 长透镜状
,

以黑云母等 片状矿物为主的强变形带绕其分布
,

宏观显示出弱的面理
。

区域变

质时的特征变质矿物
-

一石榴石 (含量 2 % 一 l。% )现呈次圆状或椭圆状
,

直径 1一 sm m
,

两边

略显压力影
。

2
.

1
.

1
.

2 糜棱岩 变形前的原始岩石类别仍为黑云斜长变粒岩
,

但变形强度明显增大
,

岩

石宏观
、

微观均显示出较强的糜棱面理
。

黑云母
、

斜长石及石榴石明显拉长定向
,

长英质矿物集

合体及石榴石变晶常呈眼球状构造 (图 Z a )
、

残斑构造及压力影构造
,

黑云母呈片状
、

带状集合

体绕眼球和残斑分布
,

显示出透入性的面性构造
。

该类岩石在以前地质报告中多被划分为片麻

岩类岩石
。

初糜棱岩
、

糜棱岩在矿区及外围广泛分布
,

预示着该区存着一个较大的韧性剪切带
。

2
.

1
.

2 晚期糜棱岩系列

在叠加的片理化构造带 中
,

早期糜棱岩 系列 又被改造
,

形成
“

片理状
”

构造的糜棱岩
、

超糜

棱岩
。

2
.

1
.

2
.

1 糜棱岩 带状分布
,

矿物组成与早期糜棱岩系列类似
,

但粒度变细
,

细粒化及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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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亡二卜一刃二
一

万了
’”。

‘

{
’

卿
m 石 毋类矿 物 长英质矿 物

花岗 岩 透镜

细 石英脉

。
.

糜棱 岩中眼球状构造及绕流现象 b
.

鳞片状构造带内闪长玲岩透镜化 (粉岩边部及内部有矿 化石英脉 ) c
.

7
一

4 构造

带内 s 一c 结构
,

示 自西向东的剪切运动 d
.

7
一

J 含矿构造带结构
.

示 网格状矿化

图 2 典型构造素描

F sg
.

2 T y p ie a l s tr u e tu r e g r a p h s

质现象明显
,

出现许多绿泥石
、

黑云母等退变质矿物
。

石榴石眼球 明显拉长
,

压力影构造常见
,

多被石英细粒充填
。

2
.

1
.

2
.

2 超糜棱岩 该类岩石呈窄的带状分布
,

多呈片状
、

干枚状
。

矿物颗粒极细
,

肉眼甚

至镜下难以分辨
,

外观呈深灰绿色甚至黑色
,

是应力局部集 中高应变的产物
。

该类岩石以前被

划分为片岩类岩石
。

与早期糜棱岩系列相比
,

晚期糜棱岩显然形成于温压条件较低
、

应变速率较高的韧脆性变

形环境中
。

2
.

1
.

3 花岗质脉体

该类岩石在矿区分布较广
,

有二长花岗岩脉
、

花岗伟晶岩脉等
,

过去曾认为是混合花岗岩
。

野外追索确定它们主要呈脉状
,

平行或穿插糜棱面理分布
,

在后期或递进变形中常被拉断呈藕

节状
、

透镜状
。

主要组成矿物为钾长石
、

石英
、

斜长石等
.

含有少量的白云母
。

晶体粗大
,

多呈花

岗结构或花岗伟晶结构
。

该类岩石形成于成矿之前
,

在成矿构造带中常被变形为漂浮的透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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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体
,

并见矿化及蚀变
。

2
.

1
.

4 闪长扮岩脉

闪长扮岩脉在矿区常见
,

依产状及蚀变特征分为成矿前闪长扮岩和成矿后闪长粉岩
。

成矿

前岩脉呈灰 白色
,

常被蚀变
,

许多 已作为矿体开采 (图 Zb )
。

具斑状结构
,

斑晶主要为斜长石和

少量角闪石
,

基质为细粒隐晶质结构
。

成矿后岩脉切割构造带及矿体
,

蚀变弱
,

多呈致密块状
,

灰绿色
,

也具斑状结构
,

斑晶为中长石
、

角闪石
,

基质呈细粒结构
,

由斜长石
、

角闪石
、

黑云母
、

石

英等组成
。

2
.

2 构造变形序列

详细的构造解析证明
,

矿区位于一较大型韧性剪切带中
,

经历了多期构造变形
。

从发育的

岩石中至少可鉴别出三个变形 阶段 (不包括元古宙区域变质变形 )
:

第一阶段为面性发育的韧

性变形
,

第二阶段为网状构造发育的韧脆性变形
,

第三阶段为线性构造发育的脆性变形
。

2
.

2
.

1 第一阶段变形

第一阶段变形为韧性变形
,

面性发育
,

使矿区附近的元古宙区域变质岩石普遍发生糜棱岩

化(图 3a )
,

形成一套糜棱岩 + 糜棱面理 + a
线理的构造岩石组合

。

2. 2. 1
·

1 糜棱岩 2
.

1
.

1 中描述的早期初糜棱岩
、

糜棱岩即属该期变形的产物
。

2
.

2
.

1
.

2 糜棱面理 S ,

在初糜棱岩
、

糜棱岩中透入性发育
,

由拉长定向的矿物及初糜棱岩

中云母类矿物绕长英质长透镜体和石榴石眼球构成
,

代表变形过程中的压性结构面
。

该面理在

矿区附近呈近东西走向
,

向南中等倾斜
,

统计极密产状为 3 5 00 匕 4 5
“

(图 4 a )

2
.

2
.

1
.

3 a ,

线理 发育于糜棱面理 X
一

Y 面上
,

表现为斜长石
、

云母的定向及石榴石眼球的

拉长
。

主体方位呈近东西 向近水平
,

统计极密产状为 7 20 乙 15
“ ,

代表第一阶段剪切运动方 向
。

2
.

2
.

2 第二阶段变形

第二阶段变形为韧脆性
,

变形局限于较窄的带中
,

呈网状发育
,

形成独特的鳞片状构造带

2
.

2
.

2 .1 鳞片状构造带的结构 鳞片状构造带 由第二变形阶段产生的糜棱岩带 (网状发

育 )和由糜棱岩带所分割的构造透镜体叠合组成 (图 3b
, c )

。

其中透镜体为第一变形阶段产生

的初糜棱岩
、

糜棱岩
,

大小不等
,

数米至数十米
,

相当于第二变形 阶段 形成 的弱变形残块 (图

2d ; 图 3 b
, c )

。

透镜体的外围为第二阶段变形的应力集中部位
,

变形改造了早期初糜棱岩
、

糜棱

岩
,

形成新的强变形 糜棱岩
、

超糜棱岩
。

这些糜棱岩
、

超糜棱岩形成窄的带
,

呈弧形绕透镜体分

布
,

切割透镜体 内早期糜棱面理
,

并具明显的分枝复合现象
。

这种糜棱岩带与透镜体的特殊排

列形成反映出韧脆性变形的特征
,

并可形象地称之 为
“

鳞片状构造带
”二3
〕二

。

2
.

2
.

2
.

2 鳞片状构造带的展布 矿区 附近鳞片状构造带产状变 化较大
,

大致可划分两组
。

(1少近水平组
:

总体产状平缓 (图 4 c )
,

为近水平的鳞片状构造带
。

倾角< 1 0
“

(如 1 7
一

1 矿体
、

7
一

4 矿体
,

图 4 e )
,

(2) 缓倾斜组
:

走向近东西
,

向北缓倾
,

统计极 密 3 6 00 匕32
“

(图 4 f)
。

这两组构造带分枝复

合
,

将矿区岩石切割 为制图规模的块体 (图 5 )
。

它们切割第一变形阶段糜棱面理 S , ,

组合构成

一组缓倾斜的强变形剪切滑动带 (几何学上相当于宏 c 面
,

参见图 6 )
。

由于该期鳞片状构造带叠加于第一变形阶段糜棱岩之上
,

常继承第一阶段糜棱面理 s ,

发

育
,

产状变 陡
,

形成走 向近东西
,

向北 中等倾斜
,

倾角中等 (4 00 一 6 00 )的鳞片状构造带 (图 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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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变形 阶段糜 校 面 理 晚期闪 长份岩脉 F ] 6 7 丫 67
1 6 2

“

匕 18
“

诬互三真
了飞

二止 厂二

;奥氛琴之冬

二牙 二二 一蓝卜

全二吞毛
墓拳

日 5 :州
. 1

一

、 l

闪 长份岩 脉
,

!
,

一 fIl 石 英 脉 鳞 片 状 构造带
.

级 倾斜 钩造 带
.

内 由被 滑 面分割

有{ ;
英脉 及 黄铁 矿 化 的透镜体组成

蜻片 状构造带中的 大透镜体
.

山 黑 云 变粒岩 变形 而成的 雇枝

岩 组成
.

其中 细线 为庭棱面理 s

鳞 片状构造

部弧形 滑面霍
:

;
.

第一变形阶段产生的糜棱岩带及糜棱面理 5 1 ,

叠加以第三变形阶段断层及岩脉
,

矿 区南公路边
。

b
.

第二变形阶段形成

的缓倾斜鳞片状构造带
,

其透镜体由第一变形阶段糜棱岩组成
,

矿区南公路边
。

c
.

矿化带
,

由缓倾斜鳞片状构造带构成
,

其中透镜体有三类
: ¹ 第一变形阶段糜棱岩 ; º 闪长粉岩脉 ; » 花岗质脉体

,

矿化多发生在透镜边部的糜棱岩带中或透镜

体内的裂隙中
。

图 3 活龙矿区典型区段构造剖面图

F ig
.

3 S t r u e t u r a l Pr o files o f t yPica l a rea s i n H u o lo n g g o ld m in e

部
; 图 49 ,

h )
。

2
.

2
.

2
.

3 鳞片状构造带的动向 鳞片状构造带内有许多微构造
,

它们可以指示第二阶段变

形的动 向
。

( 1)S 一 c 构造
:

常见于透镜体边部的糜棱岩带中
,

形态特征如图 2c
,

其中 c 面代表剪切滑

动面
,

s 面为压性结构面
。

s一 c 交切关系和方位稳定
,

一致反映顺 c 面上盘由西向东的水平剪

切滑动格式
。

( 2) 滑动线理 a : :

常见于糜棱岩带的 c 面上
,

表现为滑动面上的一组擦痕
,

不同于断层擦痕

的特征是其发 育具有透入性即在密集的 c 面上均有发育
。

其方位的统计结果也较稳定 (图

4d )
,

极密方位为 108
。

乙 3o
,

与 s一c 结构反映结果一致
,

代表第二阶段变形的动向
。

2
.

2
.

3 第三阶段变形

第三阶段变形表现为脆性
,

在矿区范围形成 了许多断层
,

切割破坏了矿体
。

根据其方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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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i 口
E

a b c d

一一 一一e f g h

一户一二
〔

a
.

矿区第一变形阶段糜棱面理方位统计 图 ‘
l
(5 1 个 )

,

极密型
,

极密方位为 35少匕 45
。 ,

大致代表第一变形阶段糜棱面理

的曾
.

体方位 b
.

矿区第一变形阶段拉伸线理
a :

方 位统计图(38 个 )
,

极密型
,

极密方位 7 2
。

匕 15
。

代表
a l

主体方位
c

.

矿

区第二变形 阶段鳞片状构造带 c 面方位统计图
,

示鳞片状构造 带总体产状平缓
,

环带轴 27 1
’

乙 1
。

可大致 反映构造带内透

镜体长轴的延长方 d
.

矿 区鳞 片状构造带上第二阶段 变形滑动线理
a Z

,

总体近东西 向延伸
,

极密产状为 lo sa 乙 3o
,

代表

第二变形 阶段运动方向
e .

矿 区 7一魂矿体构造带汇 面 )统计图
,

偿体产状平缓一近水平
,

极密产状为 5
“

乙 n
o

f
.

矿 区

7一 9 矿体构造带统计图
,

向北缓一中等倾斜
,

极密产状为 3 6伊匕 32
0

9
.

南山 2刊 中段构造带统计图 (等值线 )
,

其总体方

位与第一变形 阶段 5 1

面 (点 x 位置 )一致 h
.

东 山 23 。中段构造带统 计图 (等值线 )
,

其总体方位与第一变形 阶段 s :

面

(点 x 位置 )一致 1
.

活龙金矿全区断层
江

组构 图 J
.

活 龙金矿北 北西向断层统计 图
,

箭头示擦痕方位 k
.

活龙金矿北

西西向组断层统计 图
,

箭头示擦痕方位 1
.

活龙金矿北东向组断层统计图
,

多为正断层

图 4 活龙金矿构造要素组构图

Fl g
.

4 E q u a l一a r ea Pr o je e t io n s o f s r r u e r u r a l e le m e n ts in H u o ]o n g g o ld m in e

动向
,

大致可分为三组 (图 4i )
。

2
.

2
.

3
.

1 北北西向组 以切割矿体的主断层为主
,

走向北北西
,

倾向南东
,

倾角 60
。

一 90
。 ,

属右行平移断层
,

擦痕主体近水平或向北北西缓倾 (图 4j )
。

2
.

2
.

3
.

2
·

北西西向组 多为小断层
,

走向北西西
,

倾向南西一北东
,

倾角较 陡 60
“

一 90
。 。

该

组断层切割糜棱面理及矿体
,

断距不大
,

运动方式以右行平移为主 (图 4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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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活龙金矿 123 线剖面简图

F 19
.

5 S t r u e tu ra l Pr o file o f N o
.

1 2 3 lin e in H u o lo n g g o ld m ln e

2. 2
.

3
.

3 北东向组 亦为小断层
,

切割矿体及糜棱面理
,

走向北东
,

倾向多为南东
,

倾角中

等
,

4 0
0

一 7 0
0 ,

多表现 为正断层 (图 4 1)
。

3 构造与金矿的关系

3
.

1 矿化带
、

矿体
、

富矿段的构造位置

3
.

1
.

1 矿化带的构造位置

矿区矿化带追踪鳞片状构造带发育
,

鳞 片状构造带的分布控制了矿化带的分布
。

在矿区范

围内矿化带绕大的未变形块体分布
,

呈网格状 (图 5
,

6)

3
.

1
.

2 工业矿体的构造位置

对 比已知工业矿体与构造带的关系发现工业矿体主要位于以下两个部位
:

( 1) 缓倾斜鳞片状构造带中
:

包括近水平组和缓倾斜组
,

如 17 一 1
,

7一 4 矿体
。

而陡倾斜的

带多数只构成矿化带而未形成工业矿体
,

如南山 2 4 0 中段 7一 g 矿体 (图 5 中部 )
、

东山 23 0 中

段 9 号矿化带
、

北山 2 50 中段 2 号矿化带等
。

( 2) 透镜体端部
:

相当于两构造带的交汇部位
,

如已知的 7一 1
、

17 一 5
、

17 一 6 和 7一 9 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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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 5 )

3. 1
·

3 矿体形
、

数
、

质的研究及富矿段

的分布规律

充分应用已知矿体采矿
、

测量
、

化验数

据
,

做采场矿体底板等高线
、

矿体等厚线及

矿 体等品位线图
,

用来恢 复实际矿体形
、

数
、

质的分布变化情况
,

进而确定富矿段的

分布规律
。

通过矿区 已开采的几个采场 (7一9 矿

体
、

7一 4 矿体
、

17 一 1 矿体 )的底板等高线
、

等厚线
、

等品位线图的初步分析
,

可大致看

出如下规律
:

( l) 同一矿体中矿体厚度和 品位变 化

较大
,

其高值部分多呈分散环状
。

厚度高值

区与品位高值区对应关系复 杂
.

但二者仍

图 6 活龙金矿构造控矿模式图

F 一9
.

6 O r e 一 fo r m ln g Pa rt e r n o f H u o lo n g g o ld m 一n e

有相当部分重叠
.

即矿体厚度大时
,

其品位也常为高值
,

为采区富矿地段
。

(2 )厚度和品位高值区呈间断状或串珠分布
,

总体呈近东西 向(2 8 00 一 10 00 )延伸
。

3
.

2 构造对金矿的控制规律

3. 2
·

飞 控矿构造

矿区 位于一较大韧性剪切带中
。

该剪切带形成于第一变形阶段
,

总体呈近东西 向
,

为一狭

长的高变形带
,

形成于一定的温压条件及较高的应变速率条件下
,

伴随有绿片岩相变质作用
。

韧性剪切带的这种动态的变形环境可以改变岩石中某些元素的赋存状态
,

使岩石中矿物成份

发生转变
,

化学元素发生迁移 (包括金及其它成矿元素 )匕
3〕仁5口。 尽管许多金矿与韧性剪切带的韧

脆性和脆性变形有关
,

在很多情况下剪切带的韧性变形却为金的活化
,

聚集提供了条件
二3二

。

3. 2. 2 容矿构造
( l) 第二阶段变形产生的两组鳞 片状构造带是容矿的主体构造

,

由于其产状平缓
,

封 闭条

件好
,

矿化热液易于聚积
,

为主要矿体的构造位置
。

该阶段变形与金矿化作用近乎同期
。

( 2) 该 阶段变形产生的鳞 片状构造带具分枝复合的特点
,

它控制矿体也呈分枝复合 (图

5 )
,

在已知矿体附近可能会有些小的分枝矿体漏探
。

(3) 第一阶段变形影响第二变形阶段构造的发育
,

在许多地方见到第二阶段糜棱岩带顺早

期糜棱面理 S ,

发育
,

形成陡倾的鳞片状构造带
,

而这种陡倾的构造带封闭条件不好
,

不利于含

金热液聚积
,

常造成一些矿化
「3 二LS〕「‘〕

。

(4) 富矿段呈近东西 向延伸受控于第二变形阶段 产生的容矿构造
,

其中 S ,

与 C 面交线呈

近东西向
、

鳞片状带内透镜体呈近东西 向延长
、

第二变形阶段滑动线理
a :

也呈近东西向
,

它们

是控制矿体呈近东西向断续分布的主要原因
。

3. 2. 3 错矿构造

第三阶段奋形形成于成矿之后
,

产生断层切割破坏矿体
,

根据 2
.

2
.

3 中断层性质
、

动向可



第九卷 第四期 屈奋雄等
:

吉林集安活龙金 矿床的构造解析和找矿方 向

判别断层另一侧矿体位置所在
。

4 活龙金矿区进一步探矿方向

对活龙金矿区构造控金规律的分析
,

初步指出以下地区为最有望探矿地段
:

(1) 矿区范围内鳞片状构造带应为重点找矿探矿对象

鳞片状构造带是矿体储存空间
,

是活龙金矿区重要找矿标志及探矿靶区
。

对矿区已知鳞片

带的延伸及外围新发现的鳞片状构造带应给予足够重视
,

进行必要的工程及采样控制
。

特别是

缓倾斜的鳞片状构造带
、

陡缓倾斜构造带交汇部位或由陡变缓部位应给予重视
,

因为它们是鳞

片状构造带中最有利成矿部位
,

已知工业矿体大多位于其中
。

(2)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活龙矿本区 (南 山 )有三个矿体富集标高
,

上为 3 0 0 m (或者 2 8 5m )左

右
,

中为 2 00 m 左右
,

下为 1 00 m 左右
,

应为今后中长期探矿靶区 (参见图 6)

矿区鳞片状构造带受宏 S一C 结构控制
,

陡缓两组构造带将矿区岩石切成相互叠置的巨

型块体 (参见图 5 )
,

工业矿体多赋存于块体 间的构造带 中
,

这种结构控制了活龙金矿工业矿体

呈梯段性富集
,

现在开采的工业矿体为 28 5m 左右标高的富集区
,

为 26 0m 标高显示的较大未

变形块体上盘缓倾斜的构造带位置所在
,

预计在 1 0 0 m 和 2 00 m 以下
,

未变形块体下盘还会有

两个富集标高
。

(3) 采区 已知富矿段的东西延伸部位

已知矿体 内部形
、

数
、

质的研 究揭示富矿段并不连续
,

常受构造控制呈近 东西 向 (总体

1 0 00
一

2 8 00 方 向)断续分布
。

这一规律揭示在 已知矿体或富矿段尖灭之后
,

其东西向延伸方向还

有可能出现另一矿体或富矿段
。

已开采的 7一 4
、

7一9
、

17 一 1 矿体东西延伸方 向均应进行探矿
,

如 7一9 矿体东西向拉穿
、

7一 4 矿体向西拉穿
、

1 21 线附近 30 0 m 左右标高探 7一9 矿体
、

26 0 中

段 127 附近探 7一9 等等
。

(4) 已知鳞片状构造带 由陡变缓部位

与成矿关系密切的第二阶段变形产生的缓倾斜鳞片状构造带叠加于第一变形阶段陡倾斜

糜棱岩带之上
.

常迁就后者发育
,

造成波状起伏
、

陡缓变化的构造形式
。

缓倾斜的鳞片状构造带

具有较好的封闭条件
,

有利于含金硫化物聚集沉淀
,

往往形成工业矿体
,

陡倾斜的鳞片状构造

带封 闭条件不好
,

往往为矿液通道
,

形成矿化
,

品位较低
。

本区 2 4 0 m 标高
、

东山
、

北山现开中段

均为陡倾部位 (参见图 5 中部
; 图 6 )

,

其上下延伸变缓部位应为探矿地段
。

5 结 论

(l) 活龙金矿区为一韧性剪切带的一部分
,

该剪切带经历了韧性
、

韧脆性和脆性三个变形

阶段
。

韧性阶段变形产生区域性的大韧性剪切带
,

韧脆性阶段变形产生平缓的鳞片状构造带
,

脆性阶段变形产生一些断层及岩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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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的生成
、

赋存与韧性剪切带密切相关
,

工业矿体主要赋存于韧脆性变形阶段产生的

鳞片状带内
,

受鳞片状构造带的结构及产状控制
。

(3) 活龙金矿 已知矿体的东西延伸及 30 0m
、

20 0m 和 100 m 标高区为最有利的找矿地段
,

鳞片状构造带是找矿 的重要标志
。

以上认识为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研究院与吉林省黄金局
、

集安市活龙金矿合作研究的初

步认识
,

为集体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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