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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地质构造、显微构造和构造地球化学特征分析，论述了辽西阜新金!多金属成矿区主要断裂带的构造特征及其控

矿作用，并着重指出.//向、../向韧!脆性剪切带是本区主要的控矿和导矿构造，而.//向构造的.0向次级断裂带和

../向构造的/0向次级断裂带则为本区主要的容矿构造。现已探明的金!多金属矿体也多沿这两个方向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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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金!多金属成矿区处于中朝地块内辽西坳

陷带的东缘与北镇隆起带的北缘，是近年来新发现

的金成矿区，已探明了一系列大、中、小型金矿床和

多金属矿床，如排山楼金矿、大板金矿、大樱桃沟金

矿、八楼子金矿、八家子多金属矿等。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太古界建平群和上古生

界泥盆!二叠系，其上零散分布中生界侏罗系建昌

组、九佛堂组、白垩系孙家湾组盖层。建平群自上而

下可划分为小塔子沟组、大营子组，二者为整合接

触。小塔子沟组可划分为,个岩性段，岩石变质较

深，原岩组构保留甚少，尚有呈岩脉、岩墙、岩床及小

岩株等形态的基性!超基性侵入岩分布；大营子组岩

石中尚可见部分原岩组构，由于被燕山期花岗岩侵

入破坏、零星出露。该区出露的岩浆岩有太古代的

花岗质岩体、燕山期花岗岩体等。与金矿化关系密

切的岩浆岩为燕山期花岗岩。根据岩石矿物组合、

岩石化学、副矿物特征等，推测该区花岗岩以!型为

主，少量属于A型（辽宁省地质矿产局，+"#"）。

金!多金属成矿区产于医巫闾山!大巴!后小荒

（建设）复背斜与旧庙!哈尔套断裂带的韧!脆性变形

区之中，构造活动强烈，控矿作用明显。金!多金属

矿化带的产出受建平群、花岗岩体、局部褶皱及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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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的联合控制。

! 矿区构造特征

阜新金"多金属成矿区内的构造较复杂，#$、

%$、&%、%##、%#、%%#向构造于该区复合，其中

%%#向构造带和%##向构造带构成金"多金属成

矿区的主要构造格架，是该区主要的控矿和导矿构

造 ，与金"多金属矿化关系密切（图!）。从图!各组

图! 阜新金"多金属成矿区地质构造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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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辽宁省地质矿产局!?@?年资料修编）

!"第四系；A"上白垩统；B"下白垩统；C"中上侏罗统；D"蓟县系；E"长城

系；F"建平群大营子组；@"建平群瓦子峪组；?"建平群小塔子沟组；!G"
太古代混合花岗岩；!!"燕山期花岗岩；!A"海西期花岗岩；!B"辽河期

闪长岩类；!C"燕山期闪长岩；!D"海西期闪长岩；!E"%##向压性断

裂；!F"%#向压扭性断裂；!@"%%#向压扭性断裂；!?"%$向断裂；

AG"弧形构造；A!"韧性剪切带；AA"活动断裂；AB"遥感解译断裂；AC"矿

床（点）及编号：!"下水泉金矿；""排山楼金矿；#"大板金矿；$"大

樱桃沟金矿；%"五家子金矿点；&"八家子多金属矿；’"八楼子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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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的相互交切关系可见，%%#向断裂的形成晚

于%##向断裂、%$向断裂的形成最晚；其中%##
向断裂属中朝地块内辽西坳陷带的北缘断裂带的一

部分；%%#向、%$向断裂属新华夏构造体系。

!"! #$$向断裂带

该带主要为旧庙"哈尔套断裂带，该带早期属深

构造相的韧性剪切带，由一系列%##向强弱相间的

韧性变形条带组成；晚期构造抬升活动又沿早期变

形分界面展布，形成一系列浅构造相的脆性变形产

物（刘喜山等，!??E）。每期构造变形均见有与之伴

生的张扭性断裂出现。

!"!"! 宏观构造特征 %##向断裂带韧性剪切变

形明显，是该区的一级断裂，沿断裂带见有硅化岩和

含金"多金属矿化蚀变现象，是区内北部地区的主要

控矿和导矿构造。该断裂带中的太古代建平群各类

变质岩石均发生明显的动力变质作用，片理化强烈，

置换层理并使原始层理不复存在，&"L组构发育，褶

皱紧密而斜歪，长石、石英粒化重结晶，糜棱结构、眼

球状构造发育，形成糜棱岩、千糜岩，带内褶皱变形

普遍，类型多样，形态各异，同斜倒转褶皱常见（许志

琴，!?@C）。

%##向构造带的另一个重要构造形迹是%##
向的片理化带，其分布具有等距性特点，且片理产状

稳定，%##向构造带的%$向次级断裂则是工业矿

体的产出部位。

%##向构造变形带不仅在区域上，而且在局部

地段的变形带内均具有分带性，如八楼子金矿黑牛

山矿区含矿韧性剪切带中由两侧往中心依次出现：

弱变形带、挤压褶皱带（揉褶带）、片理化带（劈理

带）、糜棱状硅化岩带（蚀变绢英岩带），表明从两侧

至中心变形依次增强（图A）。

!"!"% 微观构造特征 %##向构造带内微观构造

特征表明韧性变形明显，常形成各种塑性流动变形

的显微揉流褶皱、波状褶皱和石英变形条带组成的

剪切褶皱，这种褶皱的轴面大都平行于片理面。

%##向构造带内还发育有各种构造透镜体，有

被剪切拉断的石英条带组成的串珠状透镜体，围岩

剪切变形形成的构造透镜体，其长轴均与片理面平

行。带内各种显微&"L面理构造发育，镜下可见L
面由白云母或细粒压扁拉长状石英集合体组成的条

带；而&面理则由透镜状石英或其他矿物集合体长

轴的定向排列构成。沿%##向断裂带均发育有糜

棱 岩带，宽达数十米，由矿物生长线理（矿物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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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八楼子金矿区!号含金蚀变带"线剖面图

（据辽宁省地质勘查局，"##$）

%&’(! )*(+,-./&*0*1/2-345&1-5*4,36/-53/&*0
7*0-&0836*47&’*699-:*,&/,

（31/-5;&3*0&0’845-34*1<-*6*’=309>&0-536?-,*45.-,）

"@金矿体及编号；!@建平群小塔子沟组三段

"@’*69-0*5-A*9=309,-5&3604BA-5,；!@/25--B-BA-5
*1C&3*/37&’*41*5B3/&*0*1D&30:&0’’5*4:

体）、拉伸石英（砾石）组成拉伸线理，且近于垂直片

理走向（曲亚军，"##"）。

!"!"# 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EE向断裂是韧性剪

切带中的韧@脆性变形带，普遍含金（平均含量为

F(!!G"FH+），且远高于围岩金的丰度值，是深部含

矿热液向上移动的重要通道，在适当的构造部位充

填交代而成矿。因此，金元素的富集与否取决于构

造环境，构造空间的通畅则易于成矿流体的运移，蚀

变矿化作用随之增强，反之则弱（杨国清，"##F）。

)EE向构造带地球化学剖面分析结果表明，弱

变形带、揉皱带含金低，仅高于区域地层；劈理带含

I4可达F("JG"FH+#F(!!$G"FH+，且有较强的绢

云母化、硅化，并有浸染状金属硫化物出现；硅化岩

带含I4可高达K(FG"FH+#+(FG"FH+，除I4、

L&M!、L以外，其余元素均被淋滤代出，N!M、I6!MO
被堆积在硅化岩带旁侧的片理化带中，形成强云母

化带；P&M!、>’M则在劈理化带和揉皱带之间形成

峰值。I4的含量曲线表现为简单的单峰状，且与硅

化岩带吻合，硅化岩带旁侧没有出现明显的负异常。

因此，成矿物质主要不是来自于近矿围岩，而是沿断

裂来自深部，交代构造破碎带而形成含矿蚀变岩带。

!"$ %%&向断裂带

))E向断裂带主要发育于大巴@瓦子峪@后三

角韧性剪切带的中段，由一系列))E向片理化带、

糜棱岩化带、硅化岩脉带、断裂破碎带组成，韧@脆性

变形特征明显，具等距分布特点，是本区主要的控矿

和导矿构造（翟裕生等，"##O）。自南向北依次控制

了下水泉金矿、排山楼金矿、大板金矿、大巴（大樱桃

沟）金矿、建设（五家子）金矿等。

!"$"! 宏观构造特征 ))E向断裂呈带状展布，

发育在太古代变质岩和花岗岩、元古代和中生代地

层中，由一系列))E向的断裂组成，倾向)Q 为

主，倾角介于OFR#SFR之间，并由数条剪切带平行排

列组成宽大的韧性变形带（单一剪切带宽"FF#!FF
B），构成宽达$#STB变形带，走向与医巫闾山隆

起带走向平行，向隆起带两侧特别是向西其宽度有

明显增大的趋势。其片理化带、糜棱岩化带、硅化岩

脉带、断裂破碎带极为发育。

断裂带内见糜棱岩和各类构造片岩，岩石强烈

片理化，石英定向拉长，长石呈眼球状和残斑状形

态，暗色矿物定向排列明显。在空间上具有强度分

带，由变形带边部至中心可见碎裂岩带、初糜棱岩

带、糜棱岩带（朱大岗等，"##$）。各变形强度带岩石

类型的空间分布，同时受被变形作用改造原岩的岩

石类型控制，并构成花岗质糜棱岩、黑云母斜长糜棱

岩、钾长石石英质糜棱岩及钙质糜棱岩K个构造岩

系列。

!"$"$ 微观构造特征 ))E向断裂带内早期以韧

性变形为主，主要表现为强烈的硅化、片理化，并造

成太古宇深成侵入杂岩和中元古宇长城系遭受韧性

剪切作用改造形成的糜棱岩系。岩石中普遍发育有

贯穿性的叶理构造，可见矿物拉伸线理或矿物生长

线理。在局部地段由于韧性剪切变形的强烈改造，

使岩石呈现明暗相间的条带，并出现超糜棱岩。晚

期脆性变形特征明显，形成一系列碎裂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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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岩类型：""#向断裂带中的构造岩可

分为：!碎裂岩系列，该系列为碎裂云母片岩、碎裂

砂质板岩、碎裂长石石英砂岩、碎裂硅化岩（石英

脉）、碎裂白云岩等，均为脆性浅构造相产物；"糜棱

岩系列，该系列主要为糜棱岩化构造角砾岩、糜棱岩

化片岩、糜棱岩化白云岩、硅化糜棱岩（石英脉）、超

糜棱岩等，属韧性深构造相产物。

（$）变形石英脉划分：""#向断裂带中的石英

脉极为发育，且与成矿关系密切。按其相互切割关

系可分为：!产于早期""#向片理带中的石英脉，

其韧性变形明显，多呈透镜状，见黄铁矿化；"平行

矿体的石英细脉、网脉状石英脉、不规则含金石英脉

等，该类石英脉韧性变形强烈，硫化物发育，矿化好；

#晚期张性裂隙中充填的石英脉，包裹早期石英脉，

显示脆性变形特点（王安建等，!%%&）。

（’）构造变形特征：""#向断裂带内的石英脉

具波状消光和动态重结晶等韧性变形特征，但在不

同带内表现不同：$带（矿化带）可见石英强烈波状

消光、变形纹、动态重结晶多边化和细粒化；%带（硅

化糜棱岩带）中的石英具波状消光、动态重结晶和细

粒化；&带（碎裂岩带）中的石英具波状消光，但动态

重结晶仅围绕石英颗粒周边发生（刘瑞 ，!%((）。

!"#"$ 构造地球化学特征 ""#向断裂带的矿化

强弱取决于后期构造叠加变形和热液蚀变的强弱。

化学分析表明，单一硅化的岩石含金量均低于绢英

岩化，而含金较高者为黄铁绢英化（表!）。深部含

金流体沿剪切带中的断裂或片理化带上移，充填交

表! 各类构造岩及蚀变岩微量金含量

%&’()! *+,-./0.(1,.23)23.435)3),3.2+3)6
&21&(3)-&3+.2-.,76

岩石名称 样品数／个 平均质量分数 变化值

角砾岩 $ $)$ !)*’’)+

压碎岩 ( !), +)+’$),

糜棱岩 !* *)& $)+’()-

千糜岩 !+ $)* !)+’-)-

压碎花岗岩 !& $)$ +)(’&)-

糜棱岩化花岗岩 $ !)$ +)+’$)-

压碎花岗岩 ! ’+)+ —

压碎花岗岩 ! $,$)- —

硅化糜棱岩 ’ !$)+ !+)+’!’)-

绢英岩化糜棱岩 & $’), !$)-’*-)-

绢英岩 $ ’*-)+ $(+’*!+

注：据辽宁省地质勘查局四队，!%%-；平均质量分数和变化值单

位为.!+/%。

代了原构造带并使之产生蚀变和矿化，导致断裂带

中的01及相关元素含量大大高于原岩背景值而形

成矿体。在排山楼金矿的容矿构造内形成的含金硅

化绢英岩矿体，是由早期韧性变形的灰色白云质糜

棱岩组成，01及相关元素在白云质糜棱岩带处出现

峰值。白云质糜棱岩带旁侧围岩常见宽窄不等的退

色、硅化、绢云母化蚀变带，表明成矿流体除带入硅

和成矿物质外，对围岩中的23、04、5等元素也有不

同程度的带出；晚期充填的乳白色硅化岩与晚世代

晶形完好的黄铁矿共生，构造变形不明显，01含量

较低（67893，!%((）。

$ 断裂构造控矿作用

构造环境是金矿成矿作用最基本的因素之一。

金:多金属成矿区明显受构造控制，金:多金属矿体

往往赋存于一定的构造环境之中。各种类型金:多

金属矿床组成的金:多金属成矿区是大地构造和区

域地质发展、演化的一部分，是其具体地质构造作用

的结果，断裂控矿作用则首先表现在不同级别的断

裂对成矿的多级控制上。

#"! 矿化受899向和889向断裂带控制

在阜新地区近年来陆续发现一系列大、中、小型

金:多金属矿床（点），主要分布在阜新北部的八楼

子:八家子、阜新东部的大榆树堡:建设一线，前者为

"##向；后者为""#向展布，且主要分布在医巫闾

山隆起区内。金:多金属矿床（点）和地球化学异常

的产出位置与断裂带的距离呈正态分布，以距断裂

!’$;<范围内成矿最有利；金:多金属矿床（点）除

与地层岩性有相关性外，主要受断裂构造的控制（刘

建忠等，$+++）。

"##向断裂带是阜新北部地区主要控矿和导

矿构造，除控制了金:多金属矿化带的展布外，在断

裂带的局部地段（如八楼子、八家子、海力板、赵家窝

堡、架木苏营子等）也会出现强弱不等的金:多金属

矿化现象。

""#向断裂带作为阜新东部地区的主要控矿

和导矿构造，控制了下水泉、排山楼、大板、大樱桃

沟、五家子金矿床（点）的展布。如大樱桃沟矿区金

矿（化）体，均分布在早元古代迎风皋单元长英质超

糜棱岩（原岩为中细粒二长花岗岩）中的次级#6
向破碎带或断裂带内。这些构造系统受="向挤压

应力，形成一组平行且延伸不等的逆断层。各断层

中见断层泥、压性角砾；断层面舒缓波状，断层倾向

=或"，倾角$+>’’->。含金热液沿断裂面充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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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于断裂膨大部位并浸染围岩，形成含金蚀变石英

脉或含金蚀变绢英岩，致使部分糜棱岩含矿。

!"! 金#多金属矿床（点）受$%%、$$%、$&向断裂

带复合控制

区内金!多金属矿床（点）产于"##、""#、"$
向几组构造的交汇部位或其附近（图%）。区内金!
多金属 矿 的 容 矿 构 造 为 复 合 叠 加 构 造，即 "##、

""#向断裂与"$、#$向断裂交汇带或其中的部

分复合地带。这些部位有利于金!多金属矿床的形

成，而离开了这些特定的构造部位，无论断裂的方向

和规模如何，含矿性和成矿性等都会迅速减弱（孙殿

卿等，%&&’）。

容矿构造内金!多金属矿化具有明显的分段富

集特点，工业矿体在矿化带中往往呈扁豆状、透镜状

断续出现。八楼子、八家子、海力板等地的"##向

含矿断裂带内，矿化富集地段均见有"$向次级构

造与其交汇，表明容矿构造是规模更小的两组配套

构造。

""#向控矿和导矿构造的成矿与近#$向的

断裂带或矿化带的复合有关，区内""#向主干断

裂———大巴!瓦子峪!后三角韧性剪切带，在该区延

伸达数十公里，但只有排山楼、大板、大樱桃沟、五家

子等地有较强的金矿化，而这些地段正是#$向构

造与之复合之处。

!"’ 金#多金属矿体受次级断裂带控制

金!多金属矿体受"##、""#向断裂带的"$、

#$向次级断裂带控制。"##向构造带中的"$
向次级张扭性断裂，是阜新北部地区金!多金属矿的

主要容矿构造，已知矿体大多分布在该断裂带中的

应力集中、构造变形强烈和热液蚀变最为发育的地

段。如八楼子金矿田内的’条矿化蚀变带，就分别

受控于’条大体平行的"$向断裂带。且工业矿

体主要产在"$向断裂带内的挤压、褪色、硅化最

为强烈部位，超出这些部位，矿体即行尖灭（图(）。

""#向构造带内的#$向次级张扭性断裂，则

是阜新东部地区金矿区的主要容矿构造，如排山楼

金矿矿体的大小及分布，由#$向次级断裂蚀变带

的规模及产出位置所决定，蚀变主要为黄铁绢英岩

化、碳酸盐化等。金矿化在#$向延伸的矿化带中

的分布极不均匀，金矿体多呈扁豆状断续出现且大

致等距（)*+,-.+/0，%&1&）。这种分布格局是#$向

矿化带与""#向构造带中，呈等距分布的次级断

裂或片理化强带复合控制的结果（图(）。

图( 排山楼金矿床主要蚀变带剖面图（据王安建等，%&&2）

3456( 789+9:,4/0/.,89-;,9<-,4/0=/09

40>-4+8-0;/*5/;??9@/+4,
（.</A$-05B0C4-09,-;6，%&&2）

%!糜棱岩化岩石；’!初糜棱岩；(!糜棱岩；D!外蚀变带；

E!中蚀变带；2!内蚀变带；F!金矿体；1!蚀变带界线

%!AG;/04,4=9?</:H+；’!40:/A@9,90,AG;/04,9；(!AG;/04,9；D!9I/!-;,9<-,4/0

=/09；E!A4?!-;,9<-,4/0=/09；2!40,<-!-;,9<-,4/0=/09；F!5/;?/<9

J/?G；1!,89:/0,-:,/.,89-;,9<-,4/0=/09+

各矿带中的金!多金属矿体，在剖面上具有明显

的侧伏现象，由于"$ 向矿带主要倾向K$，"##
向次级断裂主要倾向"$，因而它们的交线总体向

西侧伏；而#$向矿带则向南或北倾伏，如阜新东

部的排山楼金矿的主矿脉向北倾、而大樱桃沟金矿

的主矿脉（图D）则向南倾。另外，"##向、""#向

和"$向、#$向次级断裂复合控制的矿体，多呈矿

带出现，即矿体的延长远大于延深。如排山楼金矿

区内的主要金矿体大多延深F(!(FLA，但沿走向

长可达%LL!21LA以上。这表明各矿体均受韧性

剪切带及与之相应产生的断裂蚀变带的共同控制，

且暗示它们是变形后稍晚阶段形成的B*含量相对

高的地质体（杨晓波，’LLL）。

( 结论

（%）阜新金!多金属成矿区地处"##、""#、"$
向构造的复合部位，其中""#向构造和"##向构

造为主要构造格架，是该区主要的控矿和导矿构造，

其次级或派生的"$向、#$向韧!脆性断裂带是该

区的容矿构造。

（’）区内金!多金属矿化不受地层层位和岩性控

制，而受断裂及其构造复合的控制，因而区内金矿床

（点）的成因类型属内生金矿群断裂控制金矿系中

韧!脆性剪切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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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樱桃沟金矿!号矿脉实测剖面图

"#$%! &’()(*+#,-,.+’()#/+’,0(1(#-#-+’(
234#-$+3,$,5$,677(8,)#+)

9:云母片岩；;:云母石英片岩；<:矿脉；

!:压扭性断裂；=:采样点及编号；>:片理产状

9:?#*3:)*’#)+；;:?#*3:@530+A:)*’#)+；<:,0(1(#-；!:*,?80()),:)’(30

.03*+50()；=:)3?86#-$8,#-+)3-7-5?B(0)；>:,**500(-*(,.)*’#)+,)#+4

（<）CDD向构造带由强、弱变形带相间组成，具

有韧:脆性变形特点，是E5及相关元素活化、迁移和

集中成矿的重要控矿和导矿构造，局部与次级CF
断裂、片理化带交汇处也可以成矿和容矿；CCD向

构造是区内的主要控矿和导矿构造，其次级DF向

断裂空间分布大致具等距性，多为陡倾斜张扭性破

裂面，为含矿流体充填交代提供了有利条件。成矿

作用在韧:脆性变形环境中进行，矿化强度与岩石变

形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工业矿体大多分布在糜棱岩

化岩石中。

（!）金:多金属矿体主要受CDD向和CCD向两

组构造与次级CF、DF向断裂的复合控制，主要矿

体多集中在次级断裂带的下盘特定范围内。矿体在

矿带 内 呈 透 镜 状、扁 豆 状 断 续 分 布，主 要 富 集 在

CDD向和CCD向两组构造的次级断裂和片理化带

的复合部位，且大致呈等距分布；两组构造的次级构

造面的交线决定了矿体的侧伏方向和侧伏角，矿体

大都呈矿带产出，其走向延长大于倾向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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