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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海省兴海县日龙沟—赛什塘一带, 位于东昆仑布青山—阿尼玛卿洋北侧呈北北东向展布的华

力西期苦海—赛什塘分支洋的中段。在该分支洋盆的扩张、俯冲消减以至闭合阶段, 形成了一系列呈北

北西向及北东东向展布并以断裂构造为主的地质构造。这些地质构造的影响波及该分支洋中一系列次

级沉积盆地的发育与展布, 控制着发生于其中的早二叠世火山-沉积矿床的形成与分布。印支期受这些

地质构造脆弱地带控制而分布的中酸性侵入岩的产出, 印证了上述地质构造的存在及展布特点。为该区

地质构造格架的研究和该区的进一步找矿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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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兴海县日龙沟—赛什塘一带, 地理位置处于青

藏高原东北部, 大地构造属苦海—赛什塘分支洋

(张智勇等, 2004年)褶皱回返后拼贴于柴达木地块

东南缘及东昆仑东段南缘的晚古生代褶皱带。

这一带地质构造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北北西向以

至近南北向的断裂与近东西向褶皱较发育。古元古

界苦海群 ( Pt 1K ) 岩块呈构造推覆体推覆于下二叠

统的不同层位之上 (李福东等, 1993)。深入一步考

察, 则可发现北东东向展布的褶皱与断裂的存在,

如: 赛什塘矿区之南由轴向北北西的褶曲所组成的

裙边褶皱群 (包括赛什塘背斜、孤峰向斜、年莫沟

背斜) , 总体呈北东东至近东西向展布; 分布于本区

北侧的日龙沟背斜、哦任向斜和铜峪沟短轴背斜总

体呈近东西向展布; 日龙沟与铜峪沟两矿区南部呈

近东西向展布的海相基性熔岩 (斜长角闪岩) 分布

带; 日龙沟矿区中部 T C10一带一些轴向近东西向的

褶曲和经钻探揭露所显示的铜峪沟南岸深部轴向近

东西向的小背斜和其南翼的挠曲等。总之, 北北西

向及近东西向构造形成了本区地质构造的基本格

架。

这些基本格架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什么时候和环

境下形成的? 它们对早二叠世沉积盆地的布局有什

么意义? 对本区进一步找矿有何意义? 这些是我们

必须解决的问题。本区的地质找矿工作已经经历了

近半个世纪, 却仍囿于日龙沟、铜峪沟和赛什塘等

3个矿区,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主要是对沉积环境和

构造格局研究程度不够。以前曾认为: 近东西向的

构造是本区最古老的构造, 而把北北西向构造归因

于 “河西系”的影响所致, 目前看来都是缺乏依据

的 (宋忠宝等, 2009; 陈守建等,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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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造格架的形成

据张智勇等 ( 2004年) 的研究, 认为华力西期

在苦海—赛什塘一带存在一条北东东向展布并与东

昆仑布青山—阿尼玛卿洋相连通的分支小洋盆, 称

为苦海-赛什塘分支洋。晚泥盆世—石炭纪是苦海-

赛什塘分支洋扩张期。早—中二叠世该分支洋进入

俯冲消减阶段: 早期沿柴达木微地块东南缘形成了

早二叠世岛弧火山岩 ( 264 Ma ) 和纳木龙花岗岩

( 267 M a)。晚期随着俯冲作用加剧, 发生中高压相

变质, 并沿消减带逐步形成俯冲增生杂岩楔。晚二

叠世时, 在柴达木和若尔盖微陆块相互作用下, 发

生弧-陆碰撞对接, 使该分支洋闭合。

苦海-赛什塘分支洋整体呈北东东向展布, 其扩

张及俯冲消减的总体作用方向应是北北西—南南东

向。而与其共轭的构造则是北北西—南东东向拉伸

及北北东—南南西向和北西—南东向剪切, 这就造

成了北北西向及南东东向构造应力的最初来源。

当该分支洋处于扩张阶段时, 由于在北北西—

南南东向主要受到拉张,其盆地基底除张裂轴之外,

两侧主要受到北北西—南南东向的压缩, 可在海盆

基底中形成一些北北西—南南东向的张裂及轴向南

西西—北东东向的褶皱。而当该分支洋处于俯冲消

减阶段时, 则在分支洋靠近柴达木微陆块一侧的基

底受到挤压, 使原有张性断裂形成先张后压扭的性

质。由于这一作用是缓慢持续进行的, 有时可能还

会时断时续, 致使这些张性 (后压扭) 断裂成为当

时海槽中的同沉积断层。同时, 这一过程是由南南

东往北北西逐步发展的, 这就形成由赛什塘经铜峪

沟再到日龙沟其含矿的下二叠统的地层层序逐渐增

高的现象 (王移生, 1990) , 这实际上是体现了构造

和热源的演化与迁移过程。同时, 由于这些北北西

向以至近南北向断裂带的差异运动, 形成一些近东

西向挤压的力偶, 致使一些轴向北北西以至近南北

向褶曲的形成, 于是就有了哦任向斜、铜峪沟短轴

背斜和赛什塘背斜、年莫沟背斜等褶皱构造。

除了上述地表出露的构造形迹外, 当时分支海

槽中还存在其他类型和其他方向的的构造现象, 最

明显的是北北西向与南东东向的断裂和褶皱使分支

洋盆进一步复杂化, 形成近乎棋盘格式的一系列小

海盆。而正是这些次一级的小海盆才决定着沉积当

时的构造环境和沉积环境。

　　通过在该区开展 1∶5万区域地质调查, 可以看

到在赛什塘矿区南南东约 3 km 处的曲什安河北岸

一带, 有一菱形地带, 其周边几乎都有石英闪长岩

或闪长玢岩出现, 此菱形地带的边长约为 2 km。在

此菱形地带之北西, 即丁科沟之南与老矿区制高点

( 3 971. 0 m) 北东侧, 也隐约存在一菱形地带 (Ⅱ) ,

其周边也存在一些石英闪长岩、闪长玢岩、石英斑

岩、花岗斑岩的岩体或岩枝, 此菱形地带的边长约

为 2～3 km (图 1)。

图 1　赛什塘矿区南西侧岩体 (脉)

构成的菱形块体示意图

Fig . 1　Schem atic diagr am show ing southwestern side o f

the ro ck fea tur e diamond lump, Sa ishitang mine

1. 实测及推测断层; 2. 不整合地质界线; 3. 构造推覆体;

4. 铜矿床; 5. 菱形块体

Q. 第四系; R . 古近- 新近系; P cl
1 . 下二叠统 c 岩组第 1 岩性段;

Pb3
1 . 下二叠统 b岩组第 3岩性段; Pb2

1 . 下二叠统 b岩组第 2岩性

段; Pb1
1 . 下二叠统 b岩组第 1岩性段; P a4

1 . 下二叠统 a 岩组第 4岩

性段; P a3
1 . 下二叠统 a 岩组第 3岩性段; P a2

1 . 下二叠统 a 岩组第 2

岩性段; P t1K . 下元古界; ��. 花岗斑岩;  ! . 石英斑岩; �∀�. 斜长

花岗斑岩; #∃. 闪长玢岩; #o52b . 石英闪长岩; #o∃. 石英闪长玢岩

　　在铜峪沟南的锡矿沟口 (今石灰窑北西侧) , 也

见有石英闪长岩呈北北西—南南东向展布。再向北

北西向延伸, 在森琴沟脑与扎火儿沟东侧分别见有

中粗粒花岗岩, 这两者的连线呈北北西—南东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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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这些沿菱形地块周边分布的侵入岩体 (枝) 以

及沿北北西向断裂 (或隐伏断裂) 展布的侵入岩, 它

们受控于先成的断裂带 (或隐伏断裂带) 或与褶皱

配套的断裂系统。

3　印支期侵入岩体的展布及其意义

据 《鄂拉山地区热水成矿 (以 Cu为主多金属)

模式》研究, 区内侵入岩以花岗闪长岩和花岗岩为

主 (约占 95% ) , 其次为石英闪长岩、闪长岩。区内

印支中晚期侵入岩大致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侵入岩

的同位素年龄为 239～220 M a, 包括闪长岩、石英闪

长岩、花岗闪长岩等, 主要分布于区域南部和西部。

第二期侵入岩的同位素年龄约为 220～200 M a, 主

要有花岗闪长岩、花岗岩、钾长花岗岩等, 主要分

布于区域西部。本区印支期花岗岩类的化学成分特

点反映其总体成分相对偏基性, 而且自南东往北西

向酸性高钾方向演化。本区侵入岩的岩浆由地壳部

分熔融物质组成, 具有壳源型岩浆特征, 属原地重

熔型岩浆。这与笔者等1990年在赛什塘岩体北东缘

( T C8701) 边部所采石英闪长岩标本在镜下可见残

余砂砾状结构的事实相应。

明显可以看出, 是那些在扩张及俯冲消减阶段

为主形成的北北西向断裂及共轭的北东东向褶曲与

断裂形成在先, 而印支中晚期的岩浆岩的侵入在后,

成为一种 “被动式”侵入的事实。这可以由赛什塘

矿区 0线剖面图 (图2) 及Ⅰ-Ⅰ'纵剖面图得到佐证

(图3) : 岩浆在上侵过程中, 主要是沿褶皱中已成的

图 2　赛什塘铜矿 0 勘探线示意剖面图

F ig . 2　Show ing copper m ineral 0 explo ra tion line

pr ofile diag ram in Saishitang

1. 钻孔位置; 2. 矿体位置及编号

Q. 第四系砂砾层; R . 古近- 新近系红色砂砾岩夹泥岩; P a7- 3
1 . 下

二叠统 a 岩组第 7～3 岩性段千枚岩及大理岩; P a7-2
1 . 下二叠统 a

岩组第 7～2岩性段黑云母千枚岩; Pa7-11 . 下二叠统 a 岩组第 7～1

岩性段变段粉砂岩、黑云母千枚岩夹变质砂岩; #o15. 石英闪长岩

图 3　赛什塘铜矿 I-I′纵剖面示意图

F ig . 3　Schemat ic pr of ile diag r am show ing Saishit ang copper miner al I-I′vert ical

1. 钻孔位置; 2. 矿体位置及编号

Q. 第四系砂砾层; R . 古近—新近系红色砂砾岩夹泥岩; P a7-3
1 . 下二叠统 a岩组第 7～3岩性段千枚岩及大理岩; Pa7-21 . 下二叠统

a 岩组第 7-2岩性段黑云母千枚岩、大理岩及变质粉砂岩; P a7-1
1 . 下二叠统 a 岩组第 7～1岩性段变质粉砂岩、黑云母千枚岩夹变

质砂岩; #o15. 石英闪长岩;  �. 石英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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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空间 (如: 构造虚脱部位、层间裂隙等) 灌入,

有时把大块的含矿地层都包围起来, 致使这些含矿

地层及其中的矿体一起被岩浆所“捕虏”, 而未被岩

浆所同化和熔融。这样, 赛什塘矿区及其周边的一

些侵入岩沿已成断裂和褶皱充填的事实就便于理解

了。反过来, 这些侵入岩的分布则反映了原有断裂

和褶曲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些现象来帮

助判断当时沉积盆地的构造格局, 因为这些构造格

局是下二叠统沉积时期先于侵入岩的侵入而存

在的。

　　赛什塘矿区已知的矿体群是呈北西—南东向展

布的,铜峪沟矿区的已知矿体群是近东西向展布的,

而日龙沟矿区的已知矿体群是呈北西—南东向展布

的。而与之相呼应的赛什塘背斜和日龙沟背斜都是

呈北西—南东向展布的, 铜峪沟短轴背斜则是近南

北向展布的, 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背斜控矿, 而

是背斜及断裂影响构造盆地的格局, 而构造盆地进

而影响到其中的火山-沉积成矿的布局。

　　因此, 可以认为苦海-赛什塘分支洋中一系列由

北北西向断裂及北西向近东西向的褶皱造成了一些

近乎棋盘格式的次级海盆, 而这些次级海盆则控制

着火山-沉积矿床的分布。

赛什塘矿区的主矿体M 2 ,沿倾斜方向其矿头矿

尾部分含铜量较低, 多为磁黄铁黄铜矿石以至于黄

铁矿石和磁铁矿石等, 这反映了原始沉积分带的特

征。本区类似沉积盆地中可能出现同样的沉积相上

的变化。

4　结语

2006～2007年赛什塘矿区外围及深部找矿中,

在 ZK5904见有厚达 25. 4 m 的磁铁矿体, 其下 15

m 处见厚 1 m 的 Pb-Zn矿体。7线北东端见到磁黄

铁黄铜矿体。因此, 应进一步加强地面磁法勘测, 以

较大间距的钻孔来探索, 构造格局和盆地展布也可

进一步查明, 这对本区域的进一步找矿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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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 Space Planes and Their Signif icance of Rilonggou-

Saishitang Region, Xinghai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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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p lorat ion Center of Qinghai N onf err ous Metal Geological E xp loration B 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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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longgou-Saishitang r eg ion in Xinghai county , Qinghai pro vince, lies in the north of

Buqingshan-Animaqing ocean and is connected to the m iddle reg ion of Hercynian Kuhai-Saishitang branch

ocean through the NNE spreading . In the expansion, subduct ion and closure stage of the branch oceanic

basin, a series of NNW and NEE dist ribut ion, main tectonic faults were formed. T he ef fects of the

geolo gical st ructures spr 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sedimentar y basin and the dist ribut ion in the

branch oceanic basin contro ling the format ion and dist ribut ion o f the Early Permian volcanic-formation

sedimentary depo sit s. The existence and dist ribut ion characteristics o f the above geolo gical st ructur e were

conf irmed by the acidity int rusive r ock output f rom the Indo-Chinese t ime fr ag ile g eo logical st ructur e. It

pr ovids further inspirat ion fo r the st ructural f ramew ork and geolo gical research in this area.

Key words : Rilonggou-Saishitang; basic st ructur al f ramewo rk; sedimentary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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