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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康定大厂沟金多金属矿点赋存在志留系茂县群中)受左行走滑体系内的剪切裂隙控制)为

硅化 金多金属硫化物型矿点(成矿与区内海西期基性岩浆活动有关)矿#化'体在空间分布上受

+非典型,

56-76.

剪切系统模式控制(区内基性岩脉两侧或附近的
8

)

5

和
5

-型剪切裂隙或蚀变破

碎带是找矿重点地段(

关键词!

!

金多金属矿!控矿构造!成矿模式!成矿预测!大厂沟!四川省
!

中图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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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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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壳中矿产分布受成矿物质条件和成矿构造条

件的双重控制)因此)地质找矿勘查理论方法要注重

这两者的结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

&

(自
5,+:,

;

等%

!&

&系统介绍韧性剪切带研究成果以来)引起了

众多学者%

0

&的关注)对剪切带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取

得了大量科研成果(

56-76.

对剪切带构造成矿系统

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容矿空间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

究)并提出了著名的
56-76.

简单剪切系统模式%

$'

&

(

杜劲光%

/

&认为韧性剪切带内部岩体与金矿床关系极

为密切)金矿床多在岩体附近)有的矿体赋存在岩体

与围岩接触带)有的则位于岩体之中(在四川省小

金"大渡河"九龙金多金属成矿带内的大渡河成矿

远景区志留系茂县群中的董家沟.门子沟等金多金

属矿就具这些典型特征%

$#&

&

(康定大厂沟金多金属

矿点为
!"#&

年发现的矿点)产于左行走滑剪切体系

中)矿化与海西期"基性岩浆活动有关)成矿地质背

景和地质特征与董家沟.门子沟金多金属矿基本类

似(本文将对大厂沟金多金属矿化的区域地质构造

格架.容矿构造特征.岩体#脉'分布与成矿等方面进

行阐述)并与
56-76.

简单剪切系统模式进行对比)

建立成矿模式.提出找矿远景区(

!

!

矿区地质概况

大厂沟金多金属矿区位于扬子陆块北西缘南段

川滇构造带北端与龙门山造山带斜交相接部位#图

#

')其北侧和西侧分别与松潘"甘孜褶皱系金汤弧

形构造和
<=

向的鲜水河断裂相邻%

###&

&

(区内沿

康定大渡河两岸康定杂岩#或沉积盖层密集分布有

金矿床#点')已发现金矿产地
/$

处)其中有中型矿

床
!

处)小型矿床
0#

处)矿点
0!

处(金矿有两种类

型$一类为产于康定变质核杂岩中的石英脉 构造蚀

变岩型金矿!另一类是产于沉积盖层剪切裂隙中的

硅化 多金属硫化物型金矿(大厂沟金多金属矿点

属产于沉积盖层剪切裂隙中的硅化 多金属硫化物

型金矿!矿点就位于
#

!

!"

万化探
9>

异常中)异

常强度较高)浓集中心明显)具三级浓度分带)其找

矿前景较好(

大厂沟金多金属矿点地处
?<

向鸡心梁子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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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扬子陆块北西缘区域构造及金多金属矿分布略图

#据骆耀南等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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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理塘碰撞结合带!

!2

滑脱带!

&2

逆冲推覆带!

02

平移断层!

$2

飞来峰!

(2

中 新生代花岗岩

及前震旦纪变质杂岩!

'2

变质核杂岩$

"

雪隆包)

#

格宗)

$

康定!

/2

构造穹窿!

%2

中*小型金多金属

矿!

#"2

斑岩型铜多金属矿!

9

#

2

四川前陆盆地!

9

!

2

龙门山前陆逆冲楔!

R

#

2

龙门后山滑脱 推覆叠

置岩片!

R

!

2

松潘"甘孜造山带主体!

@2

义敦岛弧带

背斜之西翼)区域性近
?<

向大渡河滑脱型韧性剪

切带.红锋脆性剪切带纵贯全区#图
!

'(区内含矿

地层为志留系茂县群#

?!

'中 深变质岩系)主要为

大理岩.细晶灰岩.生物碎屑岩.千枚岩等!在其西部

有大面积泥盆系出露)北东部有少量震旦系.奥陶系

出露(区内构造活动频繁)近
?<

向主干剪切带规

模较大)延伸较远!

<=

向.

<)

向的剪切和节理裂

隙发育)但规模小延伸短(已在这些剪切裂隙内圈

定了
(

条金多金属矿#化'体)多位于志留系茂县群

细晶灰岩与千枚岩相接部位)长
&"

%

#0"+

)厚度

"2&$

%

$+

)金品位
"

#

9>

'

S#2(0T#"

*(

%

02#"T

#"

*(

)最高
02&%T#"

*(

)且伴生银.铜.铅.锌.锑等

矿化!以石英脉型#图
&,

'为主)石英脉 构造蚀变岩

混合型#图
&D

'为辅(区内岩浆活动强烈)基性.酸

性岩都有发现)以海西期基性岩脉最发育且与成矿

关系密切!见多条基性岩脉呈岩墙状集中分布在志

留系茂县群中(

&

!

构控构造特征

"#!

!

区域构造格架及控矿作用

矿区位于上扬子古陆块与巴颜喀拉地块接合

部)

?<

向鸡心梁子复式背斜西翼与区域性近
?<

向

大渡河滑脱型韧性剪切带.红锋脆性剪切带的构造

复合部位)主体构造近
?<

向平行产出#图
!

'(鸡心

梁子背斜为一向北倾伏的背斜)核部大面积出露康

定杂岩)西翼较宽阔)倾角
$"U

%

'"U

!东翼地层多断

失)倾角陡直(该背斜是一个以上升为主的隆起

带$

)区域性近
?<

向剪切带沿其西翼发育)对其破

坏严重)这种+隆起加断裂,的特殊构造)对成矿十分

有利(

"#$

!

矿区构造控矿特征

&2!2#

!

容矿构造分布特征

矿区构造呈韧 脆性剪切特征)空间上夹持在区

域性近
?<

向大渡河滑脱型韧性剪切带.红锋脆性

剪切带之间的狭长带状区域内(区内这两条剪切带

为左行走滑性质$

)大渡河剪切带为左行走滑断裂

体系的东部主边界断裂)红锋剪切带为西部主边界

断裂(走滑构造带是地表水和地下热液运移的良好

通道)反过来)热液流体促使走滑带进一步张裂和位

移!走滑构造是重要的大型矿床定位场所)目前所发

现的很大部分大型和超大型矿床都与大型走滑构造

%!!

第
&"

卷
!

第
!

期 解惠等$四川康定大厂沟金多金属矿点控矿构造特征及成矿模式浅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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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大厂沟金多金属矿点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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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系河心组!

!2

泥盆系捧达组!

&2

泥盆系危关组!

02

志留系茂县群!

$2

奥陶系宝塔组!

(2

震旦系灯影组!

'2

中

新元古界康定群!

/2

变质基性岩脉!

%2

地质界线*不整合

界线!

#"2

滑脱带!

##2

逆冲推覆带!

#!2

平移剪切带!

#&2

矿#化'体及编号!

#02

岩层产状

有关%

#0#(

&

(

大厂沟金多金属矿化区处在大渡河和红锋这二

条大型的韧 脆性剪切体系中)岩石受到近
)=

向区

域强大挤压力的作用)发育有近
?<

向且与区域构

造线相一致.规模较大的韧性剪切带)以及
<)

向.

<=

向的剪切节理裂隙)剪节理隙走向与近
?<

向

志留系茂县群呈一定角度相交(沿断裂带及两侧的

岩石破碎)千枚理.片理.劈理.膝折等小构造发育)

并常见拉伸线理和小揉皱)构成以绢云母绿泥石为

主的千枚岩带(目前已在区内的压扭性蚀变破碎带

中初步圈定
(

条金多金属矿#化'体#图
!

'(其中)

<)

向的有
&

条)分别为
&

号.

'

号.

(

号矿脉)总体

<=

向倾斜)倾角
&#U

%

'%U

!

<=

向的有
!

条)分别

为
)

号.

*

号矿#化'脉)总体
<)

向倾斜)倾角
&'U

%

0"U

!

<?

向的有
#

条#

+

号矿化脉')其顶板测量产

状为
/$U

"

(!U

(

&2!2!

!

控矿构造组合特征

剪切带构造成矿的关键点是要具有一定的张开

度)分布都遵循
56-76.

简单剪切系统模式!含金剪

切带中的金矿脉大多赋存在
V

)

8

)

5

和
5

-型剪切裂

隙中%

&'

&

(

大厂沟金多金属矿化区内剪切带构造与
56-76.

简单剪切系统模式对比分析表明)区内容矿构造基

本符合
56-76.

简单剪切系统模式)

)

号金多金属矿

脉位于
56-76.

简单剪切系统模式中的
5

-型剪切裂

隙中)

+

号位于
V

型剪切裂隙中)

&

号.

'

号.

(

号

位于
8

型剪切裂隙中)

*

号位于
5

型剪切裂隙中

#表
#

)图
0

'!在区内发现了
X

型张裂隙)但其内未

见矿化(因此)区内主要发育
8

型控矿断裂)

5

型.

5

-型.

V

型控矿断裂次之(

应该指出)

56-76.

剪切系统模式是一种理想的

变形模式)在野外实际中其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发生

一定变化(大厂沟金多金属矿点的控矿断裂就是

56-76.

简单剪切构造体系的+非典型,代表)主要矿

#化'体赋存在
8

型.

5

型.

5

-型剪切裂隙中)已圈定

V

型#

+

号'矿化体延伸短.规模小(

56-76.

剪切系

统模式中把位于剪切带中部并与剪切带边界平行的

V

型剪切裂隙做为主要容矿构造)这在胶东金矿区

的玲珑.大尹格庄"夏甸.旧店
&

个金矿田%

(

&

.小秦

岭金矿区.桐柏山老湾金矿带%

'

&是普遍规律(另外)

大厂沟金多金属矿#化'体与剪切带边界交角和标准

剪切系统模式也不同#表
#

'(因此)本文把这种与

普遍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命名为+非典型,

56-76.

剪切系统模式(

0

!

岩体#脉'分布与成矿

研究区内的岩浆活动为晋宁期和海西期#图

#

'(晋宁期"澄江期岩浆岩为康定杂岩)呈变质核

杂岩状产出)是孔玉一带金多金属成矿带的主要成

矿物质来源!海西期岩浆活动主要分布在盖层古生

界志留系茂县群内)以基性岩脉呈岩墙状产出(晋

宁期"澄江期.海西期岩浆活动与区内金多金属矿

成矿关系最为密切 %

#'#/

&

(

前已论述韧性剪切带内部岩体与金多金属矿床

关系极为密切(同样)区内岩浆活动为本区带来丰

富的物源与热源)为区内成矿物质的迁移富集奠定

了基础(脉岩)尤其是成群成带脉岩的出现)往往指

示深部或旁侧大岩体的存在)或深部幔源构造薄弱

带的存在)同时也指示金矿形成所需热源的存

在%

#/

&

(区内海西期基性岩脉群沿近
?<

向分布)切

层产出)倾角较陡近直立(岩脉顶底板强烈破碎)其

内见断层角砾岩.断层泥)表明岩脉是沿次级近
?<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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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沟金多金属矿点矿体露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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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石英脉
*

蚀变岩型金铜矿体#

PV"!%

'

图
%

!

研究区剪切带左行走滑剪切作用引起的各种含矿

构造与
&'()'*

简单剪切模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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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厂沟矿区矿体分布图!

D256-76.

简单剪切模式#

#%!%

'

52

低角度
56-76.

剪切裂隙#与剪切带边界成
#$U

交角'!

5Z2

高

角度
56-76.

剪切裂隙#与剪切带边界成
'$U

交角'!

82

逆向剪

切裂隙或压力剪切裂隙#与剪切带边界成
$U

%

#"U

交角'!

V2

主剪切裂隙#与剪切带边界平行'!

X2

沿应变椭球
P[

面形成

的张裂隙#与
?

叶理垂直'!其他图例及说明同图
!

向断裂#

V

型剪切裂隙'充填而成)并随区内大型剪

切带的弯曲而变化(区内基性岩脉与金多金属成矿

时空关系密切)矿#化'体多在基性岩脉两侧或附近

剪切裂隙中分布)+二者相伴)形影不离,(如
+

号矿

化体即赋存在基性岩脉底板剪切裂隙中!

&

号.

*

号

矿#化'体随离岩脉距离的增加)矿#化'体规模及品

位则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实际上)区内基性岩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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