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地区右线性构造聚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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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n o g r a d o 丫

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地区是苏联最大的早前寒武纪地层出露地 区之一
。

这套地层可以划分

为阿尔丹和斯塔诺夫两个褶皱系
,

二者在构造面貌
、

变质作用级别等方面均有差异
。

迄今对

二者的关系知道很少
,

故以构造一变质面貌将二者彼此分开
。

然而地学界多认为它们属太古

界无疑
。

因此
,

整个地区应是一个太古飞七固结区
。

在早
、

中元古代时期
,

该 区破裂为一个被缝合槽分隔的断块系
。

晚元古代时期
,

处于地台

快速发育阶段
。

随后在古
、

中
、

新生代时期经受了各种构造
、

岩浆活化作用的干挠
。

种类繁多的岩浆
、

沉积和变质杂岩从太古代至新生代都有发育
,

这就决定了这个独一无

二地区的重要意义
,

并可藉此重建该区的构造格局以及在岩浆作用与成矿作用分布方面的影

响和演化
。

本文根据 T o m s

on 和 F va or
s k a y a

关于聚矿构造的建义 ( 1 9 6 8 )
,

尝试进 行一次聚

矿构造分析
。

他们提出了隐蔽扰动瞬变带系 (
a s y s t e m o f t r a n s i e n t z o n e S o 1 c o n e e a 1e d

d i s t 。 r b a n e e s ) 一线性构造 ( l i n e a m e n t r e ) 的概念
。

该隐蔽挠动瞬变带系从地球历史 的 早期

阶段即已出现
,

其后的时期内决定了内生活动的某些特征
。

这些线性构造有时具有很大的成

矿意义
,

与成矿带内最大成矿单元的分布有直接联系
。

本文还将讨论如何识别阿尔丹一斯塔

诺夫地区的线性构造系
、

其演化特征以及如何从挠动瞬变带中辨认聚矿构造等间题
。

古挠动瞬变带

根据最近资料
,

Ol
e k m a

一 U c h、 河间区 ( 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地区的北半部 ) 太 古代的主

要大构造构成一个相对规则的近南北向正交网络系统
。

受早太古代原生断裂控制的 由隆起
、

坳陷带构成的原生 网络决定了构造的交汇部位
。

一些调查者曾经指 出过斯塔诺夫山系内地层

系列中 ( 区域南半部 ) 早太古代褶皱
、

断裂的经一纬方向性
。

与太古代总体构造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古断裂正交网络已在中央阿尔丹区详细描述过
。

这

些断裂已被确定为褶皱滑脱特征分析 的成果
,

并与太古代沉积
、

岩浆和其它组合的分布有联

系
。

前寒武纪基底的构造交错面也反映在地球物理场中
。

在检查阿尔丹一乌丘尔河间区磁力
、

重 力场研究结果 中
,

M al y s h e v
在太古代基底地层中发现了一个分阶段层状构造

,

上 部 阶 段

由 强花岗岩化岩石系列组成
,

其构造被弄得很复杂 ( 有弯窿
、

椭圆和褶皱 )
,

看来似乎叠置

在形态简单的下部阶段上
。

下部阶段约构造最像正交模式
,

由变质岩组成
,

没有那种近地表

的花岗岩化
。

该模式的各个要素
厂

龙磁力
、

重力场的变换带中很明显显示出来
,

且与高水平面



测量异常走向一致
。

把正交张性断裂 网络增加于构造图上
,

其主要断裂可追踪到斯塔诺夫山

脉
,

并可继续追索到阿穆尔区
。

使用 地质异常法揭示了挠动瞬变带系 ( A
.

M
.

K二hc va
o v , 1 9 7 8 )

,

使我们能够 在 中
、

小比例尺地质图上确定复杂形变序列构造的主要特征
。

隐蔽干挠的标志有
:

褶皱系的直 线联

合
;
序列的突然中断

;
褶皱轴线的旋转

; 褚皱斧与某一条线或某一异常吻合且有别于主要走

向
;
地层挠曲

;
褶皱系的倾扶 以及侵入岩体的直线接触

。

隐蔽挠动带沿走 向可由断裂接替
,

并可在其后的构造
、

岩浆活动时期复活面特别醒 目
。

通常
,

由最古老杂岩构成的断块沿此种断裂线性廷 冲并且暴露在地表
。

显然
,

断裂带内这种

断块的分布决非偶然
,

而是可以作为这种断裂形成时期很古老的指针
。

例如 C h a r a
一 Ol

c k m a

河间区的经向断裂系
,

南阿尔丹的纬 向断裂系就是这祥一种断裂系
。

各个地段不利的覆盖
,

早前寒武纪地层许多问题上的争论
,

以及因此 出现的区域地质图

的概略性质
,

使对 隐蔽挠动的任何分析决非容易
。

在斯塔诺夫山区识别 隐蔽挠动特别困难
,

那里是古老的和年轻的杂岩变质现象集中的地区
,

要求用特殊方法从年 龄上把它们区分开
。

况且近一半地区被 中生代地层覆盖
,

原生正交构造又被太古代发生的运动沿对角线方向强烈

改造
。

尽管如此
,

一些地区的经
、

纬向带由于年轻构造和新近形成的断裂而增强
,

因而可以

十分可靠 地鉴别
。

根据专门的地球物理
、

地质资料分析方法
,

早已发现的隐伏断裂系追踪了地台盖层下的

媳蔽挠动带
,

这样
,

E v
ot

a
一K o t k aP 线性构造的东延部分是一个雁行状排列的近 纬 向断 裂

带
。

K e t k a p和 K o n d e r o
一N e t s k线性构造是 由A

.

A
.

S t a v t s e 二等 ( 1 9 6 8
、

2 9了3 ) 判译的
,

推观J

展布于盖层沉积下的隐蔽挠动带的延伸部分得到了地球物理异常资料的证实
。

这些地球物理

异常资料是 L
.

工
.

K r a s n o v
等 ( 1 0 6 4

、
1 9 6 7 ) 建立的

。

研究中的隐蔽挠动带 ( 图 1 ) 穿过阿尔丹和斯塔诺夫区之门的边界
,

明显地反 映了 全区

独特的原生构造面貌
。

线性构造宽 20 一 50 公里
,

区内 总长达 1。。 o一 1 1 00 公里
。

某些密集排列

的线性构造被合并为较 高一级的厚带
。

这一线性构造系 包括了人们根据地质资料熟知的古正

交断裂
,

而该古正交断裂又包括 了C h e 浅 as o v 和孙加 l界 h o v
著作中描 述过的区域断裂网中的大

多数成员 ( 也因此 以区域断裂网成员为瞬变带命名 )
。

构造
、

岩浆分带特征

一般地说
,

太古代断块之间边界的经一纬方 向特性表示了前寒武纪构造
、

岩浆分带的正

交性质 ( 参 阅图4 )
。

这些断块在构造和物质上的差异被用来划分原生相带
、

褶皱系或 构 造

带的基础
。

这种正交性质也因 K ttr
o lat 系及其相当岩系的露头的分布而增强

。

M
.

2
.

lG
u k h o -

” ik y等 ( 1 9 7 3 ) 将 I交。 r o lt a系和其它相当岩系划分为地球演化早期 阶段的成分
。

因此
,

注意

探部断裂系 ( A m g a 和南 Y a k vt ia n
) 是瞬变线性体并片 ( A m g a 、

南阿 尔丹和 iT ill p ot n ) 很

重要
,

该深部断裂系分离控制K ur u l
/
t a 系露 头的断决

。

现在我们来考虑低级别的分带
。

I
.

M
.

F r lL m k i n等 ( 1 9 6 8
、

1 9 7 0
、

1 9 7 2 ) 以及其它人的工

昨已经建立了太古代建造中古区域断裂及其与两侧变化之间的联系
。

C h e r

ka
s o v 认为主要火山



耀

1一下部太古代基底
: a一铁镁带 ( 基性火山活动 ) , b一硅铝带 ; 2一太古代演化终结阶段 的槽地 ; 3一混

合岩和花岗岩 ; 4一辉长一苏长岩 , 5一辉长一斜长岩
; 6一超基性岩

; 7一后太古代建造
; 8一挠动瞬变带

:

I 一北 阿 尔丹
,

I 一 N im n y r , l 一 E v o t a k e t k a p 多

卜
孤一南 阿 尔丹 ( A n a m z h a k

,

C h a d
,

U l k a n

和北斯塔诺夫线性构造 )
,

现一兀一 G e t k a n一 L u e h a ( U n a k h a 和 B o m n a k线性构造 )
,

X 一 M
o g o t一 A g r a ,

互一 M u r u n一 K a t u g a ,

l 一 V e r k h n e t o k k i n s k
,

X l l l一 I e rn u l y a k i t
,

X IV一 A m g a ,

X V一 S e l i g d a r ,

X V I一
I im p t o n ,

X V l l一 D e h e l t u l a
,

X V l l l一 S i l i g la
,

X IX 一 Id y u m
,

X X一 T o m p t o k a n ,

X X I一M
a v m a k a n

岩系在两侧变化最大
。

我这里使用的铁镁带 (基性正变质岩饱和带 )的分带可直接根据推测原

生断裂网络划分
,

该断裂网络组成一个极其规则的正交型网
。

在研究关于挠动瞬变带太古代杂岩分布的工作中
,

继 R
.

F
.

C h ler k “ s “ v 之后作者识别了具

有饱和基性正片岩的带
。

现在
,

在阿尔丹和斯塔诺夫地区广泛的地层分区范围内
,

多少可信

地确立了某些类型的结 晶片岩和闪岩的原生岩浆成因 ( S
.

D
.

V e il k os l va in sk i y 等
, 1 9 7 6 )

。

这类岩石的区域分布轮廓已用来编 制太古代火山活动分布略图的基础 ( 参阅图 1 )
。

图 1清楚地显示了挠动瞬变带的
“ 网状形态

” 以及靠近基性杂岩的正交分布
。

线性 构 造

系有一个 以铁镁质为主的剖面
,

可作为火山作用分带边界
。

褶皱前的超基性岩
、

辉长斜长岩

和辉长苏长岩体主要集中在最大的挠动瞬变带内 (南阿尔丹和 G e kt a n
一 L uc h a)

。

花岗岩化活

动区与线性构造的联系不甚明显
。

总的说来
,

线性构造内部较少花岗岩化
,

挠动带通常成为

花岗岩及混合岩分布区的外部勿界
。

古经
、

纬向挠动网络对太古代演化末期阶段构造薄弱带的分布在很多方面 起 了 重 要作

用
。

沿该薄弱带显示了中基性火山活动 ( B or 一
s al a 、

U hr an 和 C hu m i k an 杂岩 )
,

侵入了辉

长岩
、

辉长苏长岩体
,

围绕该带周 围形成了花岗岩体
。

早
、

中元古代缝合槽也继承了早期历史
,

沿对角线正交挠动分布
。

因此
,

注意把盆地中

心位置和层状橄榄岩一辉岩一辉长岩侵入体等过渡性火山活动局 限于实际的线性构造正交系

上很重要
,

这就可使注意力局 限在对整个南阿尔丹地区的构造活动性
、

退化变质带
、

缝合槽

以及出露的层状基性
、

超基性侵入岩上
。

早
、

中元古代的最大构造 与 K o d ar 一 ud ok an 和
u l

-

女a n
槽地带对称分布

。

以后的糟地演化阶段
,

蛇绿岩扮演了重要作用
。



图 2 晚元古代地台岩浆作用和中生代复活活动岩浆
、

沉积杂岩分布略图
1一 3一中生代盖层

: 1一火 日成因盆地
,

终结复活活动
; 2一含煤盆地 ; 3一初始复活阶段的 近 地 表火成

岩
; 4一地台盖层

; 5一 太古 代田氏
, 6一邻区

, 7一 9一中生代侵人建造
: 7一复活终结阶 段 的 小 侵入体

,

8一斯塔诺夫深成侵 入岩带
, 9一阿尔丹碱性

、

碱土火山一侵人岩区和侵入岩体
;
cl 一同 9

,

坦具有一个也许

是前寒武纪的超钱性岩核
:

11 一古生代一中生代的金伯利岩 ; 12 一岩墙带 ; 13 一加 9 111 妙 a 金伯利杂岩 ( a ) 和

碱性超基性侵入岩 ( b ) ;刊一中生代和晚元古代时期复活的主要挠动瞬变带

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区经历了几个时期的复活活动
,

古正交断裂系对于岩浆岩 和其它地质

事件的分布必然产生一定影响
。

然而
,

中
、

新生代确实存在的这样一种影响
,

相尽却没有在古

生代活化的经
、

纬向构造 中发现
,

而古生代活动曾经影响了该区西南边缘
。

对这种现象
,

可

解释为是南部邻区古生代岩浆建造广泛发育 的一种结果
。

中生代复活活动以儿个方 向的挠动为特征
。

斯塔诺夫带岩浆传导断裂走向为北西到近东

西向 ( N
.

M
.

S抖泣 a等
,

1 9 7 6 )
,

而岩墙带走向是北西
、

北东
,

最通常的是纬向方向
。

北阿尔丹线性构造成为阻碍中生代上侵岩浆 向北侵入渗透的一个屏障
。

沿阿尔丹带分布

的岩浆活化规模和类型的变化边界己绘于图上
。

在北部
,

它包括晚侏罗一白噩纪斯塔诺夫侵

入岩带 ( 一个最强烈的裂隙型花岗岩浆活动带 )
。

该带由于与轴平行的古 G e t k a n
一 L “ ha 带

的影响而破裂
。

沿该带有淡色花岗岩
,

中
、

小型花岗斑岩和火山活动终结时 的 火山 成 因盆

地
。

在南阿尔丹构造内
,

发生了强烈的构造运动
,

这表现在地堑系和充填有含煤物质与近地

表火成岩洼地的形成
,

也表现在南Y a k at ian 大冲断裂的形成上
。

其北部阿尔丹 弧 区
,

正 如

C he
r
一 K as vo 所指出的

,

那里中生代碱性和碱土火山侵入岩区的分布受太古代大断裂系的控

俐
。

由于新形成的
、

遍布全区 的大断裂以其在岩浆作用最强烈地区的最密集分布
,

` .

使纬向构



造运动平面图特别显眼
。

根据新近资料
,

大多数超基性一碱性岩体的侵位与中生代活化有关
。

像局限于纬向带的

nI g iil ya 岩体
,

通常位于经 向隐蔽挠动带
。

古生代一中生代的 C h o m p ol 。
金伯利岩也产出在这

一位置
。

邻 区的新生代活化作用导致贝加尔裂谷系的形成
。

该裂谷系只出现在该区最西端
。

再向

东
,

古正交挠动系对活化运动的分布起了主导作用
。

最强震震中朝经
、

纬向线性构造的交切结

点聚集
。

在南阿尔丹长期持续活动断裂带内
,

分布着最明确
`

限定的新生代裂谷槽 ( T ok
a ,

Y t y -

二 d z h “ 等 ) 和第四纪粗玄质火 山岩 ( 图 3 )o 该带南缘与 Z “ y a
一 U ds k和阿尔丹系之间的分水岭吻

合
。

北阿尔丹线性构造是一条大断层
,

在南部
,

为地台盖层沉积 目前仍不断发育地区的边界
、

图 3 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地区新生代出现的复活活动
飞一第四纪沉积物 ; 2一元古代一中生代沉积盖层 ; 3一太古代基底 , 4一邻区 , 5一第四纪 火山 中

心 ; 6一 1 9 3 5一 2 9 7 3年最强震震中 ( 据 B
.

N
.

K o z 产二 i n 等
,

1 0 7 5 ) , 7一贝加尔和南 Y a k u t i a n 裂谷

系断裂 , 9一新生代时期复活的主要瞬变带

某些瞬变带在决定构造
、

岩浆分带基本特征的邻区构造缝合线 中 的 作 用 也 很 突 出
。

C h a y a

一 eS sn k深断裂带是 E vo at 一 K e tk an 线性构造的西延部分
。

早元古代时期
,

它与西部和

东部著名的几乎对称的狭窄贝加尔褶皱区有联系
。

在中元代时期
,

它分布在 A g i t k a n 系火 山岩

分布区的北部边界上
。

晚元古代时期
,

它毗邻 Bod ay bo 复向斜沉降区
。

T e l
尹
m an 杂岩 中的古

生代花岗岩未划归该带北部
。

纬 向带的东段决定了O k h o t k a

一C h u k o t k a
火山带D z

h
u g d z h t , r

支带的横切成 带现象
。

南

柯尔丹挠动带对该火山带的显著膨胀 ( M
a 邵 y 火山建造的结果 ) 具有成因联系

。
Y e

.

N
.

S a p -

。 z h in k o v a
完成的变质构造分析使我们能够把纬向线性构造再向东追踪到勘察加半 岛

,

并 使

其与这里 已知的隐蔽挠动横切带 ( O
z e r n 0 0 0 和 I e h a

一 A d r i a n o v o ) 对比
。

矿产资源分布类型

第一个重要的成矿世代是太古代
,

它以产出含铁石英岩和金云母磁铁矿石为特征
。

第一



一

种分凝作用位于追踪正交挠动带展布的两个广延带内 ( Y e
.

P
.

M i r o n y u k等
, 1 9 7 8 )

,

由于该

正交挠动带控制了 K ur 时
`
at 断块系和大多数晚太古代槽地

、

坳陷的分布
,

因此
,

含铁 石 英

岩局限于槽
、

坳地带
。

根据 Y a
.

N
.

B e l e v t s e v
等 ( 1 9 5 9 ) 调查者 的意见

,

认为 M u r u n
一 K a t

-

。 g a 线性构造内已知铁矿床矿石成因与热水溶液有关
。

磁铁矿一金云母矿床定位与成因的复杂性
,

使有可能毫不含糊地解决矿石的成因问题
。

仅仅这些矿物资源丰富的分凝作用的形成
,

其重要作用就显得十分明显
。

某些矿床
一

肯定可当

作一种真正的 铁矿石资源
,

而另外一些以及金云母矿床
,

其磁铁矿含量很低
。

某些调查者
一

旱就推断断裂对于金云母矿床的分布起了重要作用
。

因此
,

对角线正交 网状

断裂具有重要意义
。

如果考虑矿化作用的规模
,

我们就会发现主要金云母矿化 区局限于经
、

纬向挠动瞬变交切带结点上 ( 图4 )
。

对角线系统对于规模比较小的矿床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

曾有这样一种看法
,

即断裂对蔚 i王铁矿床的分布的控制作用
,

没有与矿床接触的花岗岩

化区域的分布对形成矿床的影响大
。

然而
,

E
、
ot a
一K e t k a n 纬向隐蔽挠动带内 所 有 最大矿

床的产 出位置 已引起 人们的注意
,

该隐蔽挠劝带 也具有对金云 母原生物质的 聚 矿 作用 ( 参

阅图 4 )
。

在这种情况下
,

矿 沐向着纬向隐蔽挠动带与其它线性构造的交汇部 位 聚集
,

后者

也控制了金云母矿床的分布
。

这就丧明
,

正交挠动瞬变带在对诀矿床 的分布可能比早先的看

法具有更大的意义
。

除了主要的金 云母和铁矿床外
,

太古代还以产有稀有金属
、

自云母矿化与水晶矿床为特

图 4 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地 区矿化作用分布
1一元古代一中生代

一

冗积盖层
; 2一太古代基底

; 3一邻区
; 4一斯塔诺夫侵入岩带 , 5一 12 一成矿 (区 )

带
: 5一已知中生代地区

; 6一中生代成矿
一

带
; 7一 8一中

、

早元古代含铜硅砂沉积组合 ; 9一太古代 主 要金

云母区 ; 10 一太古代主 要 铁 矿 区
;
n 一 友古代滋映犷一金云母带 ; 12 一其它类型 的 矿 床 , 13 一聚矿构

造
;
14 一 2 。一突 犷 构 查标 苏

:

刊 一 毛亏代 奋龙 兮主弋全泊刊台
,
15 一元古代和中生代具育 古 核 的 超基

性一碱性侵入体 ; 16 一元古代基性
、

超基性侵 仪岩
;
17 一太古代辉长一苏长岩 , 18 一辉长一斜长岩 , 19 一

前褶皱期超基生考
; 2。一主要太古代断块构造边界



征
。

根据地质
、

地球物理资料
,

水晶矿床位于正交的长期持续活动断裂与对角线系的交汇部

位
,

并 已经建立了长期持续活动断裂与对角线系交汇结点以及和经
、

纬向断裂交汇结点之间

的关系
。

稀有金属
、

白云母矿化作用与这些断裂之间的关系不明显
。

件随矿化的伟晶岩化及

其分布受花岗岩化范围的控制
。

第二个重要的成矿世代是
`

早
、

中元古代时期
。

该 区西北部含铜硫化物钦铁磁铁矿床与该

时 期的层状橄榄辉石辉长岩侵入体有关
。

类似的层状侵入体在该区其它地区 ( 南 阿 尔丹 和

G e t k a n
一 L uc h u 线性构造 ) 也发现

,

从而使这些地区具有找矿远景
。

沿南阿尔丹挠动构造
,

有另一种重要类型的稀有
、

稀土金属矿化
,

该矿化局限于与 C h u -

ya 一 K od 二 杂岩中的花岗岩和 U lka
r
槽地中的碱性花岗岩体有关的钠长扮岩

、

云英岩和伟晶

岩中
。

根据文献资料
,

所发现的这些矿化带的规模限于矿化显示 ( B iil b in
a
等 )

,

但 是根据

地质
、

构造特征
,

可以相信在这些地区能找到更大规模的矿床
。

K od ar 一 U d
o k a n

槽地中的大型铜矿床局限于泥砂质沉积物中
。

铜金属的大量 分 凝作用

显然与深成低温热液有关 ( K
.

L
.

S at p a y e v
等

,

1 9 72 )
,

因为用相反的理论或用原生 沉积低

品位矿石的成岩转换作用 ( V
.

S
.

D O m a er v
等

,

l g Qo
、

1 9 6 6 ) 来解释矿石的分凝作用 是 很困

难的 ( 考虑到类似 K h an i一Ol d o n g 和 U g u y a
地堑附近的 U d a k o n

槽地中的那些矿床
,

己 找

到 了类似的沉积建造和杂岩相 )
。

此外
,

挠动瞬变带范围外的地堑的位置可能具 有 决 定 意

义
,

因为这些带作为从深处向上传导含金属热液的通道显然有助于形成深成低温热液矿床适

宜条件的发育 ( 后者可能使原生金属再流动 )
。

区内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成矿世代是中
、

新生代时期
。

主要金属是金
,

伴生有铅
、

锌
、

翎和钥
,

后者有时具有单独开采意义
。

中生代的矿产资源与侏罗
、

白蛋纪岩浆杂岩有关
。

在

北部
,

与阿尔丹火山
、

侵入岩有联系
,

在斯塔诺夫山脉
,

与活动终结阶段的花岗岩类小侵入

体有关
。

由于继承中生代构造的新生代 区域构造作用的结果
,

在证实 有 优 势 内生矿化的那

些结点上
,

已形成了砂矿
。

因此
,

调查者在阿尔丹和斯塔诺夫地区已将这些结点范围标记古

挠动带上
。

该古挠动带系与这个世代的著名矿床的分布有联系 ( 参 阅图4 )
。

于

聚矿构造特征

在分析与挠动瞬变带有关的矿床产出的分布特征后
,

不可能不注意到晚期构造带中有许

多构造体
,

其中也主要出现可采矿化
。

如上所述
,

这些带中许多矿床的聚矿
、

形成和分布与

这些构造一断错带有关
,

这就使之可以把这些断错带归属聚矿类型范畴
。

这里我们初步划分

了南阿尔线性构造组
,

该线性构造对矿床系列与有远景的稀有金属分凝区的分布有关
。

对该
’

区的研究尚不充分
,

从这些线性构造中区分出聚矿与非聚矿型构造的工作迄今未能成功
,

所

以
,

通常把南阿尔丹带看作是一个聚矿单元
。

聚矿范围包括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地区的 dI y u m 和 M ay m ak an 东部线性构造
。

虽 然 区内

有实际意义的矿床很少产出在这些带内
,

然而它们与邻区一系列著名汞矿体的分布有联系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对延伸至邻区的其它聚矿构造的成矿意义也已认识
。

例 如 贝 加 尔一
P at

o m 高地众所周知的金矿床群局限在北斯塔诺夫线性构造的西延部分
。

M o g ot 一A gr a
线性

,
创

p



构造与纬向带金矿床的分布有关
,

该金矿带从斯塔诺夫区延伸至蒙古一 鄂 霍 次 克 褶 皱 区

边缘
。

E v o t o一 K e t k a p 和 G e t k a n
一 L u e h a

线 性 构 造 与K a m e h t k a
上的 O z e r n o v o 和 Ie h a

一

A
r i a d n o v o

隐蔽挠动带有关
,

后者具有聚矿意义 ( N
.

L
.

S h i l i n 等
, 29 7 9 )

。

作者 的工作可能有促于挠动瞬变带内主要矿结多组合性质现代理论的建立
。

这样
,

关于

含铁石英岩层状矿层的范围
、

矿岩中铜矿石的分凝作用
、

具有砂矿的金矿点以及对这些矿带

的热液矿化的总结皆是新 的
。

从那种与有关隐蔽挠动瞬变带的关系己被识别的不同时代杂岩分布的大量特征中
,

我们

只选择了那些适合聚矿构造的特征
。

这些特征确很理想
,

因为它们可以在包括产出矿床最多

的那些带中大体得到解释 ( iS il g la 和 T i m tP a n
)

。

可是它们出现在所有聚 矿 带中
,

它 们是

摺皱前超基性岩体和辉长一斜长
、

辉长一苏长岩体
、

早元古代层状基性一超基性侵入岩体
、

晚元古代超基性一碱性侵入岩体和金伯利岩 以及古生代
、

中生代金伯利岩和中生代具有纯橄

岩核 ( 古 ? ) 的中心型碱性侵入岩特征的概括
。

此外
,

一些考虑中的构造由于其 自身在决定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区 ( 南北阿尔丹
、

A m g a 和

iT m tP on 线性体 ) 和许多情况下在其邻 区 ( E vo ot 一 K e kt aP 的延伸区
,

南阿尔丹
、

G o t k a 。
一

L u c h a
带 ) 从太古代到新生代构造岩浆成带现象中的重要作用也 已识别

。

区分了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区的一个正交瞬变线性构造系
。

性构造穿 切构造组合带横越该

区插入邻区
,

反映了早太古代已发育的地壳构造的不均衡性
。

作为活动断块系的瞬变带
,

经过

前寒武纪到新生代时期的继承得到了发展
,

该断块系可深入地慢和下部地壳岩浆作用带中
。

隐蔽挠动瞬变带系中的聚矿构造以其产出的 巨大深度和可穿透性而著称
,

超基性岩和金

伯利岩产出其中与这种巨大深度有关
。

此外
,

这些构造在决定阿尔丹一斯塔诺夫区 ( 有时在

邻区 ) 岩浆构造分带中起了主要作用
。

因此
,

隐蔽挠动瞬变带的这种特有的部分特征作为源

自地慢的金属物质及携带它们的边缘断块 ( 它的多联合性 ) 中的各种岩浆
、

矿化作用的通道

并在其中具有注定要形成各种重要矿床的可能性
,

即其聚矿作用
。

( 陈硕彦译 自 << I n t e r n a t l o n a l G e o l o g 了 R e v i e w >> 2 9 5 3 ,

V o l
.

2 5
,

灿
.

7
,

马祖望校 )

二
带

二地质新知
.

…
奋

我 国 磷 矿 资 源 特 点

据 《 中国地质报 》 报道
,

我国磷矿资源在分布
、

赋存和质量等方面具有四大特点
:

1
。

磷矿储量分布不均衡
。

云南
、

贵州
、

四川
、

湖南
、

湖北是我国的主要磷矿基地
,

约占全 国 总 量 的

77%
,

现全国有 80 %磷矿产 自这些地区
。

2
。

磷矿以中
、

低品位为主
。

高品位磷矿仅占总储量的 8
.

6%
,

且主要集中在云南
、

贵州
,

其中 品 位大

于32 % 以上
、

有害杂质低的优质磷矿不足 2
.

3%
,

而 P : O 。
含量小于 n % 者就约占 3 2

.

6%
。

3
。

磷块岩储量大
、

杂质含量高
。

.

在工业储量中
,

主要是沉积型磷块岩矿床
,

占总储量的70 % 以上
,

而

. 0%的磷块岩矿石杂质含量较高
。

4
.

磷矿层不但大部分呈倾斜
、

缓倾斜的薄一中层矿体
,

而且多赋存于灰岩中
,

且顶低板常为白云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