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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桂湘地区中生代复合大陆动力成矿系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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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大陆构造地质研究和分析认为：在印支期 sw—NE挤压构造应力场的驱动下，本区沉积盆地内可能形 

成自sw—NE向的盆地流体大规模流动(滇东南一桂西北)。在燕山早期，环太平洋板块 白 sE—Nw 挤压构造应 

力场驱动下，本区可能形成 自SE--~NW 向的盆地流体大规模流动(桂东南一黔西北一滇东北)，且可能被限定在康 

滇断块隆升区西边界的以东地区。在燕山晚期，伴随大陆构造进入伸展 一走滑体制和山间断陷盆地的形成，幔源 

热物质侵位形成盆地流体的垂向热(流)应力驱动源，这种张剪性构造为流体成矿提供了良好的构造背景。古潜 

山、褶皱 一断裂带、逆冲断裂 一褶皱带和脆韧性剪切带可能是本区主要流体圈闭构造和矿床定位构造，成矿系列可 

划分为改造型拉分盆地中古潜山控制的 F—Fe—S—Sb—Au成矿系列、褶皱 一断裂带热水再造成因的 sb—As—Hg—Au成矿 

系列、改造型盆地边部逆冲断裂 一褶皱带中热流体成因的 Ge—Ag—Pb—Zn成矿系列和脆韧性剪切带中 w—sb—Au成矿 

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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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复合大陆动力成矿系统是指在造山带 一高原 一 

沉积盆地的耦合与转换过程中，由大陆内部构造 一 

热流体多重耦合与协同作用下形成的成矿系统。它 

具有如下特点(以滇黔桂三角区为例)：(1)成岩成 

矿系统发生在大陆地壳背景下 ，在大陆地壳演化过 

程中有显著多次的强烈幔 一壳相互作用和物质传输 

与循环过程发生。局部洋壳化主要因大量的幔热物 

质被传输进入大陆地壳，造成大陆地壳局部裂解而 

形成断块构造，尽管大陆地壳有局部洋壳化，但仍以 

大陆地壳为主体。(2)一般基底 由太古代结晶基 

底、元古代变质基底和早古生代褶皱基底(或称过 

渡性基底 )，具有“三层式 ”基底结构 。基底构造层 

常由不同构造地体拼合而成，这种不稳定型基底构 

造层在后期伸展体制下易形成断块沉降和隆升，断 

块沉降区演化为沉积盆地 ，断块隆升区演化为海岛 ， 

形成典型的盆地 一海岛格局和“秦岭式”伸展构造 

(方维萱等，2001a)。断块隆升区(海岛)为相邻沉 

积盆地的蚀源岩区和物源供给区 ，因此 ，“三层 式” 

基底构造层的物质组成对后期成岩成矿有一定控制 

作用 ，尤其对沉积盆地 内热水 同生沉积成岩成矿及 

区域成矿分带控制 明显。(3)成岩成矿具有长期演 

化过程和多成因、成矿物质多来源特点 ，这种成矿集 

中区常发育两种成矿系列叠加。在先期形成矿源层 

或矿化层基础上 ，后期经构造再 造或改造作用形成 

工业富集，它们被称为沉积 一改造型层控矿床，因先 

期形成矿源层(裘愉卓等 ，1997)和后期构造再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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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涂光炽，1987；吴学益等，1997)作用的程度差 

异 ，形成特有的成矿系列 ；先期形成矿层受后期岩浆 

或构造流体成矿作用叠加富集 ，它们被称为沉积 一 

岩浆热液叠加矿床(涂光炽，1987)。(4)成矿集中 

区和矿床定位构造常有两种(或多种)控制因素，先 

期构造多为成矿集中区的主控构造，后期岩浆 一构 

造多为矿床和矿体定位的主控构造。构造变形筛分 

一 成矿期分期配套 一多期流体耦合与协同研究有助 

于认识和筛分矿床的主控 因素和找矿方向(方维萱 

等 ，2001b、c，2002)。 

滇黔桂三角区地质构造及其矿产长期以来深受 

前人的关注和研究 (施继锡等，1995；胡瑞忠等， 

1995；李朝 阳，1995；刘建 明和刘家军 ，1997；刘显凡 

等，1997；苏 文超等，1998；Liu et a1．，1999；Ma， 

1999；Peng and Hu，1999； Chen and Zou，1999； 

Zhang and Zhang，1999；韩润生等 2001a，b；陈翠华 

等，2003；黄智龙等，2004；程 日辉等，2004；肖拥军和 

陈广浩，2004；梁新权等，2005；柏道远等，2005)，本 

区低温成矿域(Au．Hg．Sb．As)和高温成矿区(W．Sn- 

Bi．cu．Zn)有明显区域成矿分带，高温成矿区可能是 

中生代大陆热点构造形成的垂向大陆动力成矿系统 

(方维萱等，2001d)，但其低温成矿域形成的大陆动 

力学过程仍然不明。本文从大陆造 山带 一沉积盆地 

一 高原耦合与转换过程角度，探讨大型 一超大型低 

温矿床形成演化与大陆区域构造样式之间关系。 

1 造山带 一沉积盆地 一云贵高原 

耦合 一转换过程 

1．1 火 山岛弧 一造山带 一沉积盆地耦合与转换 

在二叠 一三叠纪，扬子地块南缘及邻 区构造古地 

理格局为(自西向东)：杂多 一景洪火山弧一兰坪 一勐 

腊弧内盆地一李仙江 一Song Ma火山岛弧一墨江晚 

三叠世前陆盆地(北部 )／红河 一Tule弧内盆地一 维 

西 一绿春火山岛弧一哀牢山造山带一楚雄后陆盆地 

一 康滇断块隆升区一南北向小江转换同生断裂带一 

个旧 一那坡弧后裂谷盆地(南部)／右江 一北盘江拉 

分盆地(北部)一华南陆表海盆地一钦 防前陆盆地一 

大容山 一十万大山同碰撞岩浆弧带一云开造山带，处 

于火山岛弧 一造山带 一沉积盆地耦合与转换过程 (方 

维萱 ，2002)。在印支期 Sw—NE挤压构造应力场 

的驱动下 ，沉积盆地内可能形成 自Sw—NE向的盆地 

流体大规模流动(滇东南一桂西北)。 

在燕山早期，环太平洋板块 自sE—Nw挤压构 

造应力场的驱动下 ，本区可能形成 自 SE—NW 向的 

盆地流体大规模流动(桂东南一黔西北一滇东北)， 

因在康滇断块隆升区东西两侧曾形成了近南北向断 

裂带 ，且发生构造应力场转换 ，近南北 向走滑构造形 

成一系列次级 NE向压扭性 断层组 。研究 区 内 自 

SE--~NW 向的盆地流体大规模流动可能被限定在康 

滇断块隆升区西边界的以东地 区，次级 NE向压扭 

性断层 一褶皱构造是改造型盆地流体释压排泄的构 

造通道和储矿空间。在燕 山晚期 ，伴 随大陆构造进 

入伸展 一走滑体制和山间断陷盆地 的形成 ，幔源热 

物质侵位(垂 向大陆动力系统 )形成盆地流体的垂 

向热应力和构造应力驱动源，这种区域构造格局 中 

张剪性构造为流体成矿提供了良好的构造背景。 

1．2 大陆岩石圈深部构造及动力学分析 

华南地块 (陆表海盆地 )曾发生过 自 E— w 的 

俯冲碰撞，在滇东 一黔西一带深部现今仍有残存的 

大陆俯冲板片(图1)(赵永贵等，1992)。由于华南 

地块西缘的下岩石圈以较高角度(>45。)向西俯冲 

消减 ，在安顺 一黔西东侧 ，软流圈体被华南地块南缘 

的下岩石圈俯 冲板 片所切割断开 ，垂 向和近东西向 

断开距离均约有 200km(图 1axb)，软流圈体断开可 

能伴随着区域性地温升高。图 1b剖面的东端，残存 

的软流体垂直上涌可能曾供给较厚大陆岩石圈足够 

的热能 ，沿张性超岩石圈断裂发生幔源热物质侵位 ， 

形成贵州贞丰 一罗甸县辉绿辉长岩 一碱性岩 一金伯 

利岩 一钾镁煌斑岩，同时也传输给大陆岩石圈大量 

的热物质 和稳定 的热能 ，它们 与黔西南 Au—Hg．Sb． 

As大型-超大 型矿床 集 中区在空间分布上 相吻合 ， 

暗示软流圈体断开过程和软流体垂直上涌驱动本区 

发生流体大规模 运移 ，可能是控 制 Au-Hg．Sb．As大 

型 一超大型矿床集 中区定位 的地球 动力学制约 因 

素。赵永贵等(1992)认为近百千米厚的俯冲下岩 

石圈和数十余千米宽的软流圈上涌体的差异特征残 

存约有 300～400Ma，现 存的深部 构造 形态可能是 

0．3～0．4Ga来 大地构造运动 的综合遗迹。在此基 

础上，探讨云贵高原形成及其与矿产资源关系是可 

行的途径。 

1．3 云贵高原边缘大陆构造样式和形成机制 

通过地表地质路线观测 ，结合反射地震剖面解 

① 方维萱．2002．扬子地块南缘及邻区大型 一超大型矿床密集区大陆动力学分析与研究．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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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扬子地块南缘及邻 区大 陆岩石 圈深部构造 剖面 图(据赵永贵等 ，1992) 

a一福贡 一黔西剖面(N27。)；b一泸水 一安顺剖面(N26。)；c一腾冲 一安龙剖面(N25。)；d一耿马 一那坡剖面(N23．5。)．1一地壳；2一壳内低 

速带 ；3一下岩石 圈；4一过渡地幔 ；5一软流圈 ；6一软流圈上涌体 

Fig．1 Geologic sketch showing deep tectonic sections of continental lithosphere i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Yangtze massif(after Zhao et a1．，1 992) 

释研究认为大陆构造动力学机制 主要 有 (方维 萱， 

2002 )：① 断块构造成山区(带)；② 逆冲推覆构造 

作用(图2)；③ 正扇形背冲式 一斜冲走滑式断块构 

造 (图3)。 

① 断块构造成山区(带 )以云贵构造高原北缘 

大凉山脉系及梵净 山山脉系较为典型，这两个 断块 

成 山造原形成地层收缩褶皱和大陆地壳垂向加积增 

厚。在构造古地理上，因大凉 山脉系及梵净山山脉 

系垂向隆升，使重庆一带而演化为新生代前陆盆地， 

它们是云贵高原与四川 一重庆新生代沉积盆地的分 

NW  

割界线。梵净山山体外围部分与中心部位的物质组 

成与构造样式明显不同 ，梵净山断块构造成 山区以 

金顶为中心部位 ，中心部位 出露梵净 山群 (Pt。．厂)和 

板溪群 (Pt b)为 主体的浅变质火山 一沉积岩系 ，构 

造样式为由 NEE向短轴褶皱(张家堰和黑湾河倒转 

背斜 、牛风包倒转 向斜 等三个轴 向相 同)组成 的复 

式背斜。由 NEE向红石枢纽断层 、NEE—NW 向近圈 

闭状断裂组成断块 山体 (构造穹隆)；梵净 山山体外 

围部分由震旦 一三叠 系(缺失泥盆 一石炭系 )浅海 

相碳酸盐岩夹碎屑 岩组成 ，构造样式为褶皱 一断裂 

SE 

图 2 黔东凯里 一雷山“剪刀式”逆 冲推覆构造剖面示意图 

(据杨惠 民等 ，1999) 

Pz 一上古生界 ；Pz 一下古生界 ；Pz一古生界 ；Pt一元古界板溪群 ；F2一断层及编号 

Fig．2 Scissor-shaped nappe-thrust tectonics in Kaili-Leishan， 

easterm Guizhou(after Yang et a1．，1 999) 

组成 的滑覆 构造 系统。燕 山运 

动期 ，基底和盖层均再次发生强 

烈变形。压性 一压扭性 断裂和 

褶皱特征表 明是在大 陆挤压收 

缩体制 下 的断块 构 造 成 山区 。 

NEE向断裂走向和褶皱轴 向揭 

示挤压应力 场 为 SE— NW 向。 

可能与燕 山早期 环太平洋板块 

自 sE—NW 向的俯 冲作用有密 

切关系。在断块构造成 山过程 

中，构造动力驱动区域流体可能 

产生垂 向运移 一对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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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荔 波 一独山 一平塘正扇 形背冲式及斜冲走滑式断块构造反射地震剖面解译 图 

(据 西南石 油地质 局 O5工程处资料 ，1989，有修 改) 

Fig．3 Interpretion of a reflection seism ic sounding profile for fan-shaped uplifting and strike-slipping fault-block in Libo- 

Dushan-Pingtang area(modified after the 05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Southwest China Oil Geology Bureau，l 989) 

② 逆冲推覆构造作用(图 2)在云贵高原东缘 

黔东 一湘西一带发育 ，自加里东期产生多期次和层 

次的逆冲推覆构造 ，由地表构造窗 、飞来峰、脆韧性 

剪切带(板溪群中)及逆冲断层等组成。反射地震 

剖面解释 (杨惠民等 ，1999)表明中元古代板溪群逆 

冲推覆于震旦 一志 留纪地层之上 ，在雷 山 一凯里一 

带 ，地表元古代板溪群 (Pt b)之 下(0～10km)由古 

生代地层组成，板溪群 (Pt b)向西逆 冲推覆距离在 

5～20km不等。据饶家荣等 (1993)研究认为 ：麻 阳 

一 澧县断裂带在深部 l7～21km处可能存在太古代 

结晶基底 ，深部向东缓倾斜 的断裂带可能属雪峰西 

缘逆冲推覆构造带的根部带(结晶基底顶面的韧性 

层滑脱面)。sE—Nw 向逆冲推覆构造作用驱动流 

体发生大规模运移。 

③ 正扇形背冲式 一斜冲走滑式断块构造以荔 

波 一独山 一平塘为典型代表(图 3)。在独山 一格里 
一 带 ，正扇式背 冲式断块 构造在深部 (3～12km)主 

要 由震旦 一志留纪地层组 成的断块构造上隆区 ，两 

侧发育相背的阶梯状正断层 ，垂向断距 1～3km。地 

表地质构造为宽缓背斜(箱状褶皱 )，独 山箱状背斜 

总体 NNE向延伸 ，长约 70km，宽 0～35kin。背斜轴 

部地层平缓(倾角 5～8。)，两翼地层产状相对较陡。 

西翼倾向 NNW，倾 角 l0～l5。，东翼地层倾 向 SSE， 

倾角20～40。。背斜向南倾伏，倾伏角 8～l5。。独 

山箱状背斜的核部及两翼次级褶皱发育 ，多为短轴 

背斜 。在 其 核 部及 两 翼 发育 一 系列 产 状 相 背 的 

NEE—NWW 走向断层 ，燕山期 以张扭性力学结构面 

为主，它们是独 山半坡锑矿主要储矿构造 。深部 (3 

— 12km)深处导矿构造与地表断层系储矿构造属统 
一 构造系统。 

平塘深部(10km处 )与独 山地区的地层组成一 

致(图 3)，以寒武 一志留纪地层底面计算，二者之间 

相对垂向落差有 6 km。在垂深 5 km以上，主要为 

泥盆 一三叠纪被动陆缘碳酸盐岩 一碎屑 岩体 系组 

成 ，地层褶皱强烈，形成倒转向斜及紧闭背斜 。在地 

表由一系列向西逆 冲断层系组 成，断层 面具有 明显 

左旋走滑特征 ，构成斜冲走滑式 断块构造。在燕 山 

期 自sE—Nw 方 向区域挤压应力场作用下，沿震旦 

一 志留纪地层下界面与元古代板溪群上界面之间形 

成层间韧性滑脱构造面 ，造成震旦 一志留纪 地层垂 

向加厚和挤 出隆起 (独山 一上寨一带 )。在泥盆 一 

三叠纪地层与震旦 一志留纪地层之间的韧性滑脱构 

造面上部，因岩石塑性较大(含泥质较多 )发生收缩 

褶皱变形和左旋走滑 ，形成正扇形背 冲式 (基底 构 

造 )一斜 冲走滑式 断块构造变形 (薄皮构造 )，使大 

陆地壳上部增厚加积 ，斜冲走滑式断块构造区盆地 

流体被构造驱动排泄 ，正扇形背 冲式构造 中因切层 

断层发育提供了盆地流体垂向运移构造通道，这种 

大陆区域构造样式形成过程中曾驱动本区震旦 一三 

叠纪盆地构造层 中发生大规模盆地流体运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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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矿系列与定位区域构造样式 

本区成矿系列可划分为古 潜山控制的 F．Fe．S． 

Sb—Au成矿系列、褶皱 一断裂带热水再造成因的 Sb． 

As—Hg—Au成矿系列 、逆冲断裂 一褶皱带中改造型盆 

地热流体成因的 Ge—Ag—Pb．zn成矿系列和脆韧性剪 

切带中 w—sb·Au成矿系列 (表 1)，现仅讨论前二者。 

2．1 古潜山及其后期构造变形样式 

在滇黔桂地 区产 出有一系列披覆式和复合式古 

潜山构造 ，披覆式古潜 山有赖子山、高龙 一八渡 、安 

然 一板其 、戈塘 、白层等 ；复合式古潜 山有隆林 一隆 

或 、胶贯等。古潜山及其后期构造变形样式如图 4， 

它们可能是含矿热流体的岩性 圈闭和构造圈闭，也 

是矿床的定位构造。 

表 1 滇黔桂 湘地区复合大陆动力成矿系统与成矿 系列特征简表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m etallogenic system of compound continental dynamics in 

Yunnan·Guizhou·Guangxi-Hunan Provinces 

(1)二叠纪 一中三叠世伸展体制下 ，古潜 山构 

造为陆表海域中的孤立台地或局部 曾出露于海面之 

上的岛屿。 

(2)从沉积学和事件地层学角度看，在披覆式 

古潜山中(图 4中高龙 一八渡等地 )，上二叠统与下 

一 中三叠统发育与火山喷发事件有关火山 一沉积岩 

系(流体岩性 圈闭层 )，中三叠 统具有上 超沉积层 

序 ，如赖子山、高龙 一八渡 、安然 一板其、戈塘、白层 

等。在复合式古潜 山中(图 4中隆林 、晴隆等地 )， 

二叠纪火山喷发强烈 ，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岩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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瘩 鲁嚣蚕鬻薹萋鬈； 复合式古潜山 晴隆(后期弱构造变形) 

蜃 下二叠l统栖／ 
／ 曩组一茅口组 -f一 

，7一与火山喷 石戋系 
发有关的古侵 — 
蚀面构造岩相 l 
(由古风化壳 泥盆系 

、 斑脱岩、古 I 
喀斯特充填物 

、 硅化角砾 
岩 、侵蚀岩 
等组成 ) 

D 

厂_次火山 (侵入) 
岩相，由辉绿岩 、 
辉绿辉 长岩等组成 

寒武系 

质熔岩等 ) 

火山通道相 
(地表未见 
露头 出露) 

个 、 立互 芏亡 =][ 
6火山锥相 s一火山沉积岩相 河 

流 
★口 

3一玄武 岩质火山 
爆 发相 (火山角砾 

岩 、火山集块岩、 

火山碎屑岩等 ) 

＼、＼ 

图 4 滇黔桂地 区古潜 山及 其后期构 造变形样 式 

Fig．4 Sketch showing the paleo-burial hills and their late stage deformation styles in Yunnan-Guizhou-Guangxi provinces 

覆于先存的水下隆起之上 ，火山岩相发育齐全 ，组成 

火山穹隆或古火山机构(流体圈闭构造)，中三叠统 

具有上超沉积层序 ，如隆林 一隆或。 

(3)在构造 一地层学及构造转换的沉积学界面 

上 ，披覆式古潜 山与复合式古潜山均发育古侵蚀面 、 

古喀斯特和古风化残余沉积层 ，它们是构造转换的 

沉积学界面物质记录。如赖子山披覆式古潜山在二 

叠 一三叠系之间发育古风化壳(流体岩性圈闭层 )。 

(4)在古潜 山周缘沿二叠 一三叠系之间的火山 

一 沉积岩系中发育一系列古侵蚀面 ，如 D。／∈、C。／ 

D，、P ／P。、T。／P。、T ／P 等 (陈开礼 ，2000)之间发育 

古侵蚀 面 、古 喀斯 特 和残 余 沉积 层 (含 有古 土壤 

层)，它们是盆地流体排 泄和运移的岩性 一层 间构 

造通道，同时也是储矿构造。在印支 一燕 山期挤压 

受缩体制下 ，这些层位成为层间压实超压流体的储 

集层，沿这些层位(构造脆弱面 )形成环状构造滑脱 

面 ，构造驱动层间压实超压流体 向古潜 山顶部 的低 

压区发生大规模运移，因(古土壤)残余沉积层和三 

叠系中含泥质 或火 山灰质较高的岩石 流体渗透率 

低 ，构成对层间压实超压流体的岩性圈闭 ，形成盆地 

流体聚集空间。古潜 山流体圈闭构造 、环状构造滑 

脱面和岩性圈闭等形成 的盆地流体 聚集空 间，在燕 

山晚期被一系列 NW、NE和 SN向张扭性断层切割 ， 

触发层间压实超压流体发生释压排泄，它们是在构 

造驱动下含矿热流体运移的构造通道和储矿空间。 

(5)在较强的 印支 一燕 山期 盖层构造变形域 

中，古潜山外周 缘三叠系 (部分地段包括二叠 系软 

弱岩层 )形成等斜 一紧闭褶皱 ，古潜 山核心部位 (∈ 

一 P)以宽缓褶皱为主 ，二者之间以巨大的不协调褶 

皱为特点 ，如赖子山、隆林 一隆或 、高龙 一八渡 、安然 

一 板其、白层等 。然而 ，在较弱的印支 一燕山期盖层 

构造变形域 中，以软 一硬岩层 间构造滑脱 面发育、 

NE-NW．SN向断裂带切割宽缓 穹状褶皱为特点 ，如 

晴隆 一沙子岭 、戈塘等。 

(6)在古潜山分布 区，形成受古潜山及后期构 

造变形样式控制的 Fe．S．F-T1．Hg．Au-Sb成矿 系列和 

成矿集中区。根据古潜 山类型 、后期构造变形特征 

和成矿特点 ，可进一步划分为披覆式古潜 山控制的 

T1一Hg-Au-Sb成矿亚系列 、复合式古潜 山控 制的 Fe- 

S—F-Au—Sb成矿亚系列。 

2．1．1 披 覆式 古潜 山控 制的 T1一Hg-Au．Sb成矿亚 

系列 

以上讨论 了古潜 山类型及识别特征 ，以下依据 

断层 一褶皱及其派生小型构 造等特征 ，具体对赖子 

山和安然 一板其披覆式古潜山进行构造变形筛分 ， 

恢复构造演化历史。 

(1)海西期走滑拉分变形期 (C—T )D．：石炭 

一 三叠纪形成赖子 山近南北 向古潜 山(披覆 同生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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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 期的褶皱轴被错断 ，断层 的 sE盘发生顺 时 

针错动。与(T 一J—K )D F 相伴 ，形成一 系列次级 

NE向小褶皱 [(T 一J—K。)D S ]，伴有 NE向的轴 面 

劈理发育 ，以绿泥石构造片理及绢云母组成 的新生 

面理为主。板其 一丫他 一册 阳 一烂泥沟金矿 带沿 

NE向斜冲走 滑断层带宏观呈 NE向展布 。在 烂泥 

沟金矿床 中，F 断层 [(J—K。)D F ]是 I号 主矿体 

的储矿构造(韩至钧等 ，1999)，总体走向为 NW 向 ， 

走向长近 2000m。在平面展布上呈宽度不等的波 曲 

状形态。在剖面上，倾角变化很大，断层破碎带宽一 

般为 10余米，变化范围在50～40m。 

(K 一E)D 形成于燕山晚期 (图5)，此时本区强 

大挤压应力消失 ，在贞丰 一罗甸一带起源于软流层 

的地幔热点以热弧波形式上涌侵位 ，形成 同构造期 

半地堑式山间断陷盆地[(K 一E)D sB。]。大陆地壳 

以断块运动为主，NW、NE和 SN向张性 一张扭性断 

层活动强烈[(K 一E)D；F ]。在断裂破碎中，以张裂 

隙带 中充填大量雄黄 一辰砂脉 、方解石 一辰砂 一辉 

锑矿脉 、石英 一硫化物脉及其交织复杂 网脉为特点， 

形成大规模低 温 Au—Sb—Hg成矿作用 。但大型 一超 

大型金矿床的定位受大陆内部走滑构造变形带 中正 

花状 构 造 和古 潜 山 (流 体 排 泄 空 间 )复 合 控 制 

(图 5)。 

储矿构造及其含矿构造岩特征以烂泥沟金矿区 

为典型实例 (图 5)，F 断层 [(K 一E)D F ]走 向长 

500m，倾 向 sE，倾角 45。～80。，地表倾 NW 向。总 

体走向为 NE60。±，断层破碎带宽 3～5m。F，形成 

于 F 之后 ，对 F 有很大的影响和叠加改造(韩至钧 

等 ，1999)。造成 F 断层发生右行错断和叠加变形， 

近地表为直立 反倾 ，平 均倾 角 70。，倾角 呈现浅 部 

陡、深部缓的趋势。在 F 与 F 的交切部位 ，断层破 

碎带宽为 10～60余米 以上，形成厚 度达 40～60m 

的富金矿柱。二者交汇处形成 的构造岩类 型[(K 一 

E)D R ]及次级构造有 ： 

① 含矿水热动力破碎角砾岩 ：原岩 以含金蚀变 

糜棱岩为主，形成张性破碎角砾 ，各角砾间有可拼结 

性 。发育网脉状方解石 一白云石 一辉锑矿脉 、雄黄 

脉、雄黄方解石脉。辉锑矿 晶隙构造发育 ，局部可见 

到毛发状辉锑矿集合体生长在方解石 一白云石晶洞 

中。辉锑矿具较好 晶形。雄黄脉 宽 1．0～80cm不 

等 ，局部形成雄黄蚀变岩 (雄 黄 >60％)，上述各种 

脉体以细脉状 、网脉状胶结张性角砾岩 ，或穿插分布 

于其中。表明晚期叠加富化成矿作用发生在张性 一 

张剪性环境中。晚期水热动力破碎形成的含矿角砾 

岩是富矿柱形成的主要因素。含矿热流体因构造减 

压发生超压流体减压 ，因挥发组分逃逸形成汽压致 

裂，这种角砾岩特征说明曾有流体沸腾现象，雄黄 一 

辉锑矿 一方解石 一白云石细脉及网脉的大量集中并 

伴有强烈的碳化产于 F 与 F 构 造交 汇部位 ，提示 

可能是热流体(热泉)的喷流通道和强减压部位 。 

② 毒砂 一黄铁矿 一硅化蚀变糜棱岩 ：它们产于 

F 断层带中，毒砂 一黄铁矿 一硅化具有多期形成 的 

特点 ，局部呈网脉 一团块状穿插分布于含金蚀变糜 

棱岩 中，它们与雄黄 一辉锑矿 一碳酸盐脉及碳化 同 

属成矿晚期产物 。与 F 同构造期的蚀变 以均匀浸 

染状毒砂 一黄铁矿硅化为主，毒砂 一黄铁矿局部呈 

条带状沿同构造期 c面理产出，这种蚀变组合一般 

多产于强应变带中。 

③ 毒砂 一黄铁矿 一绢云母化蚀变糜棱岩 ：岩石 

具有明显褪色化，绢云母 晶片粗大 ，可达 1～3mm， 

沿新生面理分布。毒砂 一黄铁矿呈浸染状 、条纹状 

及条带状 ，沿构造置换 面理密集分布。上述构造岩 

特征说 明金成矿主要发生在燕山晚期。 

2．1．2 复合 式古潜山控制的 Fe—S—F—Au—Sb成矿亚 

系列 

与披覆式古 潜 山不 同，复合 式古 潜 山控 制 的 

Fe—s—F—Au—Sb成矿亚系列。在滇黔桂地区产于二叠 

系中各类矿产大多与二叠纪海相 一海陆交互相中火 

山喷溢 一喷发活动密切有关 ，由火 山活动直接或 间 

接地提供成矿能量和物质 ，在后期改造过程中，成矿 

流体被复合式古潜山圈闭，切层断裂导致流体释压 

排泄，触发流体失稳 ，发生富集成矿 。晴隆萤石 一锑 

矿床赋存在下二叠统茅口组顶部碳酸盐岩与上二叠 

统 峨 眉 山玄 武 岩 之 间 发 育 的 火 山 一沉 积 岩 层 

(SPTT，)，因火山 一沉积岩层 (大厂层 )岩石能干性 

差异大，在燕 山 一喜 马拉雅 山期演化 为区域性构造 

滑脱面。萤石 一锑矿床受 “大厂层”层位及层间构 

造滑动带控制明显 ，矿体产状较缓 ，与地层产状大致 

相同。如晴隆 一沙子岭中型 一大型萤石 一黄铁矿 一 

锑矿床集 中区 、隆林 一隆或 大型 金 一锑矿床 集 中 

区等。 

2．2 褶皱 一断裂带热 水再造成 因的 Sb—As—Hg—Au 

成矿系列 

黔东汞矿带由中部晚元古代板溪群将其分割为 

北部铜仁 一万 山 Hg矿带及 南部 三都 一丹寨汞 矿 

带。三都 一丹寒汞矿带南北 向长 90km，宽 3～5km， 

从北到南有丹寨水银 厂汞矿 田、三都交梨和周覃汞 

矿 田。在沉积相上，该矿带位于晚寒武 一早奥 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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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铜仁 一万山古油藏与大型 一超大型汞矿床 

(据杨惠 民等 ，1999，有 改动) 

1一黑色页岩 ；2一泥质 白云岩 ；3一薄层灰岩 ；4一自云岩；5一断层 ；6一推测气帽 ； 

7一沥青富集带；8一汞矿床；∈ gh一中寒武统；∈2a ～ 一中寒武统敖溪组第二、 

三段；∈ o。。 一中寒武统敖溪组第一 、二段；∈．q一下寒武统牛蹄塘组 

Fig．6 Sketch showing large-superlarge Hg deposits and paleo-oil 

traps in Tongren-W anshan area in Guizhou 

盆地斜坡相 一陆棚相 的过渡部位 (该部位受同生断 

层控制明显)，在构造上 ，汞矿带受两条近于平行 的 

近南北向逆冲断层控制 ，上述三个 Au．Hg矿田受这 

两条 南北 向逆断层带之 间的 NNE—SE向水银厂 断 

裂、交犁背斜和周覃背斜控制定位。汞矿体主要产 

于上寒武统杨家湾组 、下奥陶统锅塘组及上泥盆统 

望坡组中的碳酸盐岩。丹寨金矿石的 Rb．Sr等时线 

法年龄为 114Ma(陈庆年等 ，1990)②，说明矿床定位 

时间主要在燕山期。 

在湘黔汞矿带 中，万山大型 一超大型集中区规 

模最大(图 6)，它位于湘黔汞矿带南段 ，呈北北东 向 

延伸 ，东西宽约 3km，南北长 10km。由岩屋坪矿 田、 

万山矿 田及龙 田冲矿 田组成 ，已发现杉木董超大型 

汞矿床 ，张家湾 、岩屋坪矿及冷风洞 一油菜 冲等大型 

汞矿床和客寨大型硒汞矿床 。控制万山大型 一超大 

型集中区的定位构造为下溪背斜 一万山向斜和万山 

断层杉木董超大型汞矿床产在万山断层东侧，构造 

定位受 轴 向为 NW 向杉 木董 背 斜 向西 倾 伏端 与 

NEE向杉木董断层的斜交部位 ，铜仁 一万山古油藏 

与大型 一超大型汞矿床有密切关 系(图 6)，被破坏 

古油藏的为形成杉木董超大型汞矿床提供良好的储 

矿空间。汞矿体呈似层状产于 中寒武统 白云岩系 

中。围岩蚀变强烈 ，主要 有退色 

重结晶、硅化 、白云石化 、方解石 

化 、沥青化 、重晶石化 、黄铁矿化 、 

粘土化和石膏化等 。矿石类型主 

要为含 Hg蚀变 白云岩型。汞矿 

的赋矿围岩多为斜坡相滑塌成因 

的砾屑白云岩、砾屑灰岩 、多空穴 

白云岩等，它们具有大空隙度、高 

渗透率的特点，白云岩化过程中 

亦可增大岩石空隙度 。杨惠 民等 

(1999)认为铜 仁古 油藏 的岩 石 

空隙类 型有埋 藏熔蚀型 、构 造裂 

隙型和晶间空隙型等 ，测定 岩石 

的空隙度和渗透率为 (36件 )，砾 

屑灰岩平均空隙度 为 1．86％ ，渗 

透率为 n×10～～n×10-。’ m ， 

其中孔径 大于 10恤的微 孔 和微 

隙约 占30％ ；粉 晶白云岩平均空 

隙度为 5．28％ ，最大达 10．5％ ， 

渗透率为 6．78×10 I．zm ，这种 

岩石的大空隙度和高渗透率是本 区形成超大型汞矿 

床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杨惠民等 (1999)研究认为 ： 

铜仁和丹寨与汞矿共生的脉石矿物包裹体均一温度 

(分别为 101～183℃ 、95～166℃)与油气演化湿气 

阶段温度相近，万山杉木董和炸药库 Hg矿床中，与 

汞矿共生的脉石矿物中烃类包裹体含有 甲烷、重烃 

和异构烷烃，指示可能曾是古油藏气帽(图6)，在 

杉木董矿区附近白云岩的洞穴 中，见 到颇为富集的 

沥青 ，铜仁古油藏形成于加里东期 ，在海西 一印支期 

再次加深埋藏 ，油气演化进入湿气阶段。 

铜仁古油藏可能在燕山期垂向断块抬升和 SE 

—Nw 逆 冲推覆构造作用下遭到破坏 ，触发流体发 

生二次运移，油 一水混合相流体在构造通道中二次 

运移为连续排泄，但 (天然)气相因流体 内压力等 因 

素制约，在构造通道 中二次运移常为不连续排泄，当 

逐渐聚集的气相流体内压力超过构造圈闭的外压力 

时，发生气相流体 隐爆开启通道而继续运移 。深部 

高盐度的(大气 降水成因)流体注入到遭破坏 的古 

油藏中，气相 一油 一卤水流体混合导致矿质沉淀在 

古油藏中。古油藏可能是形成杉木董超大型汞矿床 

重要储矿条件 。 

② 陈庆年，杨国桢，周不康、1990．丹寨汞金矿床研究的新进展(科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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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在本区岩石圈垂向构造层空间关 系上(从 下到 

上 )，大陆区域 构造样式与成矿 系列 定位之 间关 系 

可 简要 归纳为 ： 

(1)w—sb．Au成矿系列产于中元古代过渡性绿 

片岩相浅变质基底构造层 (Pt。一 )中发育的脆韧性 

剪切带 。 

(2)热水再造成因的 sb．As．Hg．Au成矿系列主 

要产于震旦 一志留纪过渡性褶皱基底构造层 (z— 

s)中发育的褶皱 一断裂带 。 

(3)改造型盆地热流体成因的 Ge．Ag—Pb．Zn成 

矿系列主要产于泥盆纪 一石炭 纪伸展盆地构造层 

(D—c原型盆地)中发育的逆冲断裂 一褶皱带。 

(4)F-Fe-S-Sb—Au成矿系列产于二叠 一三叠纪 

转换盆地构造层(P—T)中，该系列受古潜 山及其后 

期构造变形样式的复合控制。 

从 时间关系上分析 ，大陆区域构造样式与成矿 

系列 定位之 间 关 系可 简要 归纳 为 ： 

(1)切层 NE-NNE向的脆韧性剪切带中 w—sb． 

Au矿床可能与燕山早期环太平洋板块 自sE—NW 

挤压构造应力场密切有关 ，并驱动 自 sE—Nw 向的 

盆地流体大规模流动 ； 

(2)盆地流体可能在燕山晚期大陆构造伸展 一 

走滑体制下形成的张剪性构造定位成 矿，在有利 的 

定位构造中形成与盆地流体成矿密切有关 的 sb．As． 

Hg-Au、F-Fe-S-Sb-Au和 Ge-Ag-Pb-zn的成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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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M ETALLoGENIC SYSTEM oF CoM PoUND 

CoNTINENTAL DYNAM ICS IN YUNNAN．GUIZHoU． 

GUANGXI．HUNAN PRoVINCES 

FANG W eixuan 一，HU Ruizhong ，SU W enchao and W ANG Guozhi 

(1．Institute of Beijing Geological Survey，China Geological Survey for Non ferrous Metallic Resources．Beifing 

1 000 1 2，China；2．Key Laboratory of 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 

ences，Guiyang，GZ 550002，China) 

Abstract：Based 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ontinental tectonics，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basinal flu— 

ids，migrating from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basin(southeastern Yunnan)to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basin 

(northwestern Guangxi)and driven by NE—directed tectonic compression field during the Indosinian orogeny，might 

be at large—scale，and the basinal fluids，migrating from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basin to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the basin and driven by northwest—directing tectonic compression field derived from the western margin of the Pa— 

cific Plate during the early Yanshanian orogeny and confined by the western margin of the Kangdian uplifting fault— 

block，might also be at large—scale．Vertical uplifting thermodynamic field derived from mantle—sourced materials 

under the basin serves to facilitate migration of the basinal fluids，resulting in extension of continental crust and for— 

mation of intracontinental basins．The extension—shearing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ental crust may have supplied the 

tectonic space for localization of the basinal fluids in the study area．The paleo—buried mountains
， fault—fold zones 

and thrusting fault—fold zones could have been the traps and tectonic sites for the basinal fluids in the area
． The 

metallogenic ser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Fe—S—Sb—Au of metallogenic series controlled by the paleo—buried 

mountains in the superimposed—type pull—apart basin．the hot—fluid reworking Sb—As—Hg—Au series in the fault—fold 

zones，the Ge—Ag—Pb—Zn series in thrusting fault—fold zone of the superimposed basin and the W—Sb—Au series in the 

brittle—ductile shear zone． 

Keywords：compound metallogenic system of continental dynamics；basinal fluids；metallogenic series
， fault—fold 

zone；paleo—buried hill；southern margin of Yangtze mass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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