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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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宇铜镍矿床位于塔里木板块之中天山地块东南缘! 铜镍矿床主要受康古尔断裂和雅满苏
断裂控制% 矿区及外围主要出露中元古界的一套中$ 深变质岩系! 次为上古生界一套火山熔岩$ 火
山碎屑岩) 褶皱构造和断裂构造比较发育! 以北东东向为特征! 白虎关复背斜是区内一级褶皱构
造! 砂泉子断裂 "雅满苏断裂在区内的部分# 是区内一级断裂构造) 片麻岩及变形花岗岩中各种
片麻状与眼球状构造非常发育! 反映遭受了区域性韧性变形% 详细的地表地质与坑道调查显示! 矿
区内以断裂构造为特征! 主要有北东向断裂和近南北 "北北东# 向断裂! 其中一部分北东向断裂
控制含镍矿超基性岩体的侵位和展布! 继而控制镍矿体的分布) 近南北 "北北东# 向断裂主要为
成矿后断裂! 对含矿超基性岩体及镍矿起左行断错和破坏作用% 但是在天宇镍矿区断错有限! 主矿
体比较完整! 没有被明显断错% 在 "4$& @采矿中段镍矿体的突然尖灭不是南北向断裂断错造成的!
而是含矿超基性岩体内镍矿化不均匀的自然尖灭结果% 此研究成果对于东天山地区乃至国内同类型
铜镍矿床的构造控矿作用分析$ 矿山采矿工程部署等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断裂) 控矿构造) 超基性岩) 天宇镍矿) 东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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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疆天宇铜镍矿区位于新疆哈密市东南方向
约 "’& 5@$ 在大地构造上位于塔里木板块 %!级&
中天山地块 %"级& 东南缘( 区域构造以近东西
向为特征$ 中天山地块为一古陆块$ 北以阿齐克
库都克"沙泉子深大断裂为界与觉罗塔格晚古生
代岛弧带相接$ 南以卡瓦布拉克"红柳河深断裂
为界与北山裂谷带相邻$ 呈近东西带状$ 略向南
突的弧形分布 )" g.* (

天宇镍矿位于上述区域的东部$ 地处中天山
地块东段星星峡隆起带 )" g.* ( 东天山地区铜镍矿产
资源丰富$ 发现了包括黄山! 黄山东! 香山在内
的多个铜镍矿床$ 其主要产于康古尔塔格古生代
蛇绿混杂岩带中’ 而天宇铜镍矿床出露于阿奇山
"雅满苏晚古生代裂谷偏南侧位置$ 其大地构造
背景存在明显差异( 区内发现了白石泉! 天宇!
天香等铜镍矿床 %点&$ 同时分布有大量的基性"
超基性岩体( 因此$ 天宇铜镍矿的找矿突破对于
区域成矿构造环境! 矿床成因研究和找矿预测具
有重要意义(

天宇镍矿由新疆地质六队于 .&&# 年发现$
.&&$".&&% 年开展普查( .&&’".&&- 年新疆新华
联天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勘查$ 委托新疆地
质六队实施( 经地表调查和深部工程控制$ 确定
为小型镍矿床( .&&( 年由新华联天宇矿业投资开
发( 对于天宇镍矿及相关铜镍硫化物矿床的岩石
学! 岩石化学! 矿床学! 同位素年代学以及成矿
物质来源! 岩浆演化! 成矿模式与找矿模型! 磁
异常特征等方面很多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并
取得了重要认识 )4 g".* ( 但是对于构造控矿作用几

乎未开展研究$ 直接影响了镍矿的进一步勘查找
矿和井下开采(

现以地质力学"构造控岩控矿理论为指导$
通过野外 %地表与井下& 详细调查研究$ 初步查
明天宇镍矿区构造控矿特点$ 分析了后期构造对
铜镍矿的改造与破坏作用(

"!区域构造背景与矿产分布

东天山是我国重要成矿带之一$ 区内主要矿
产有金矿! 铁铜矿! 铜矿! 铜镍矿和多金属矿(
天宇铜镍矿位于东天山成矿带的东段$ 从图 " 可以
看出$ 东天山地区区域构造与矿产分布关系密切$
铜矿床主要分布于康古尔断裂北侧$ 金矿床主要
沿康古尔塔格剪切带分布$ 铁矿床和铁铜矿床主
要分布于阿齐山"雅满苏裂谷带南侧和中天山地
块中$ 而铜镍矿床主要分布于东天山东段的黄山
"天宇一带( 区域构造和构造单元控矿作用明显(
主要受东天山区域性深断裂 %康古尔断裂和雅满
苏断裂& 控制 )" g.* (

.!矿区外围地质与构造

!9#%矿区外围地质概况
矿区及外围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中!

深变质岩系$ 其次为上古生界火山熔岩! 火山碎
屑岩$ 自老到新出露如下 %见图 .&(

长城系星星峡组 %7<D&# 为一套深变质岩系$
进一步划分为三个亚组( 下亚组# 灰色片麻岩!
混合岩’ 中亚组# 灰色片岩! 片麻岩! 大理岩!
石英岩’ 上亚组# 灰色石英片岩! 片麻岩! 混合
岩夹大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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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哈盆地’ ."大南湖*头苏泉古生代岛弧’ 4 康古尔塔格古生代蛇绿混杂岩带及韧性剪切带’ #"阿奇山*雅满苏晚古生代裂谷’

$"中天山岩浆弧’ %"地质界线’ ’"板块俯冲带’ -"大断裂’ ("铜镍矿’ "&"多金属矿’ """铁铜矿’ "."铜矿9金矿

图 "!东天山地区大地构造格架与矿产分布图 %据文献 )"* 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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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第四系’ 7. ."石炭系上统底坎尔组’ 7"O"石炭系下统雅

满苏组’ aD"蓟县系’ 7<DH"长城系星星峡组上亚组’

7<D,"长城系星星峡组中亚组’ 7<D6"长城系星星峡组下亚组’

45#
4"华力西晚期辉绿玢岩’ 6#

."华力西中期花岗岩’

67#
."华力西中期花岗闪长岩’ 7#

."华力西中期闪长岩’

89#
."华力西中期石英斑岩’ 6#

""华力西早期花岗岩’

7#
""华力西早期闪长岩’ :#

""华力西早期辉长岩’

64"加里东期花岗岩’ ""地质界线’ ."断层’ 4"背斜构造’

#"片麻理’ $"产状’ %"天宇矿区 %图 $ 位置&

图 .!东天山天宇镍矿及外围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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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县系 %aD&# 称为卡瓦布拉克组$ 为一套大
理岩! 白云质大理岩! 条带状大理岩! 片岩(

石炭系下统雅满苏组 %7"O&# 灰色灰岩! 长石
砂岩! 玄武岩! 凝灰岩夹凝灰角砾岩$ 多辉绿岩脉(

石炭系上统底坎尔组 %7..&# 深灰色泥岩!
粉砂岩! 砂岩! 灰绿色凝灰岩! 凝灰砂岩! 含砾
凝灰砂岩! 玄武玢岩(

第四系 %S&# 冲洪积砾石! 砂土及碎石(
矿区及外围出露侵入岩主要为华力西期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闪长岩! 辉长岩和石英斑岩等( 超基
性岩是铜镍矿床的成矿母岩$ 但是出露比较小(

矿区及外围构造 %见图 4! 图 #& 以褶皱构造
和断裂构造为主$ 褶皱构造有白虎关复背斜$ 断
裂构造有沙泉子深大断裂从矿区中部通过$ 其派
生的次级断裂比较发育( 白虎关复背斜位于中东
部$ 由长城系星星峡组中深变质岩构成$ 核部为
星星峡组下亚组$ 两翼为星星峡组中亚组和上亚
组( 其北翼天宇镍矿一带发育一系列次级褶皱
%详见后文&(

砂泉子断裂是区域上雅满苏断裂东段在研究区
内的部分$ 位于天宇镍矿以北 % 5@处$ 呈北东东延
伸$ 断裂南东侧为中上元古界中深变质岩系$ 以灰
色片岩! 片麻岩! 大理岩! 石英岩’ 北西侧为石炭
系火山"沉积岩系$ 灰色灰岩! 长石砂岩! 玄武岩!
凝灰岩夹凝灰角砾岩( 在 X.# 地质点$ 该断裂露头
表现为沟谷地貌特点和断层退色破碎带$ 且在断层
退色破碎带中发育明显的片理化 %见图 46! 4,&(

各种变形构造将在下小节专门描述(
!9!%矿区外围变形构造

矿区外围变形构造主要是变质变形构造$ 其
主要出露在矿区及外围的长城系星星峡组深变质
岩中$ 主要表现为眼球状构造! 片麻状构造和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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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砂泉子断裂地貌特点和断错褪色破碎带$ X.# 地质点$ 镜头向北东东’
,"图片 %6& 的局部放大$ 沙泉子断裂断层退色破碎带中发育明显的片理化$ X.# 地质点$ 镜头向北东东’

H"红柳沟断裂北西侧中酸性火山岩中韧性变形带$ X&. 地质点北$ 镜头向南西下’
C"红柳沟断裂北西侧中酸性火山岩中韧性变形带$ X&. 地质点北$ 镜头向北西下’

O"眼球状糜棱片麻岩$ 眼球具有定向$ 1*7组构指示右行$ 天宇"星星峡剖面 X$4*. 地质点$ 镜头向南下’
R"弱片麻状花岗岩中捕虏体拉长并呈 ’&j方向定向排列$ 矿区 . 线北西$ X"% 地质点$ 镜头向下

图 4!天宇镍矿外围沙泉子断裂$ 变质岩与变形花岗岩中眼球状及片麻状构造露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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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褶皱构造(
%"& 片麻状眼球状构造
天宇镍矿区外围星星峡东侧 %X&. 地质点&$

长城系星星峡组火山岩发生韧性变形$ 形成片麻
状眼球状构造$ 构成眼球状片麻岩 %见图 4H!
4C&’ 在矿区东南侧的星星峡西侧 %X$4*. 地质
点&$ 主要表现为眼球状片麻岩! 部分的经过静态
恢复的变晶糜棱岩或者糜棱状片麻岩 %见图 4O&’
在天宇矿区北侧 %X"% 地质点&$ 花岗岩中俘虏体
呈现明显的拉长状 %见图 4R&(

%.& 褶皱变形构造
变质岩褶皱变形构造主要出露在矿区及外围

的长城系星星峡组深变质岩中$ 主要表现为一系
列背形和向形构造 %见图 #6&( 这些褶皱构造属于
白虎关复背斜北翼的次级褶皱(

在天宇"白石泉剖面$ 自北向南可见多个次
级褶皱现象# *在天宇镍矿东北! 白石泉铜镍矿
南侧的X%# 地质点$ 可见不对称小褶皱$ 反映上层
向北向上的相对运动$ 指示高一级褶皱背形在北
侧$ 向形在南侧 %见图 #,&’ +在天宇镍矿 ""&j
方向 4>- 5@的 X(" 地质点$ 片麻岩中 1 形褶皱$
反映上层向南向上的相对运动$ 指示背形构造在

南侧$ 向形构造在北侧 %见图 #H&’ ,在天宇镍矿
"%-j方向 .># 5@的 X.( 地质点$ 反映北侧左行逆
冲$ 指示背形构造在南侧$ 向形构造在北侧 %见
图 #C&’ -在天宇镍矿 "4(j方向 #>- 5@的 X4% 地
质点$ 黑云斜长片麻岩中发育多个小褶皱转折端$
枢纽向南西西倾伏$ 指示位于高一级别褶皱转折
端附近的南东翼 %见图 #O&’ .在天宇镍矿 "$.j方
向 %>’ 5@的 X$" 地质点$ 片麻岩中的不对称褶皱
指示向形构造在北西侧$ 背形构造在南东侧 %图
#R&’ 依据这些低级别 1 型和 Z型小褶皱以及对称
的 Y型小褶皱$ 逐段恢复高一级褶皱构造$ 共计
有 4 个背形构造和 . 个向形构造相间出露 %见图
#6&( 另外在区内天香铜镍矿北东侧的 X&( 地质
点$ 片麻岩中的褶皱构造$ 反映北侧相对上升层
间活动$ 指示其北侧存在一个低级别向形$ 南侧
存在一个低级别背形 %见图 #6! #N&(

4!矿区构造及其控矿作用

R9#%矿区构造特征
矿区构造比较简单$ 以断裂构造为主$ 但编号

混乱$ 本文以 "9$&&& 地质图编号为准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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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矿区地质构造图$ 岩性说明同图 .$ ""地质界线$ ."断裂$ 4"高级别区域背斜$ #"低级别背形和向形$ $"片麻理$ %"产状’
,"不对称小褶皱反映上层向北向上的相对运动$ 指示背形构造在北侧$ 向形构造在南侧$ X%# 地质点$ 镜头向东下’

H"矿区东南$ 片麻岩中 1 形褶皱$ 反映上层向南向上的相对运动$ 指示背形构造在南侧$ 向形构造在北侧$ X(" 地质点$ 镜头向西下’
C"黑云斜长片麻岩及其中顺片麻岩理的层间褶皱$ 反映北侧左行逆冲$ 指示背形构造在南侧$ 向形构造在北侧$ X.( 点$ 镜头向北西下’
O"黑云斜长片麻岩中发育多个小褶皱转折端$ 枢纽向南西西倾伏$ 指示位于高一级别褶皱转折端附近的南东翼$ X4% 点$ 镜头向南西’

R"片麻岩中的不对称褶皱指示向形构造在北西侧$ 背形构造在南东侧$ X$" 点$ 镜头向南西’
N"长城系星星峡组眼球状片麻岩中的褶皱构造$ 反映北侧相对上升层间活动$ 指示低级别向形在北侧$ 背形在南侧$ X&( 点$ 镜头向东

图 #!天宇镍矿外围褶皱构造图
ÂN>#!Y6GPP<I]A0NRIBCPA0 XA60QL 0AH5OBCOGIPAJ60C AJPFAHA0AJQ! O6PJOM0 XA60P<60 YIL0J6A0P

""长城系星星峡组中亚组第五岩性段’ ."长城系星星峡组中亚组第四岩性段’ 4"长城系星星峡组中亚组第一岩性段’

#"长城系星星峡组下亚组第一岩性段’ $"片麻状花岗岩’ %"辉长岩’ ’"超基性岩’ -"超基性岩体编号’ ("一般断层及编号9

左行走滑断裂及编号’ "&"左行逆冲断裂及编号’ """镍矿体9蚀变带’ "."探槽及编号’ "4"钻孔及编号’ "#"坐标线

图 $!天宇镍矿区地质图
ÂN>$!‘OIBINAH6B@6G IRJ<OXA60QL 0AH5OBCOGIPA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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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断裂# 位于矿区北西部$ 在;.&! ;."
超基性岩体北西侧$ ;"( 超基性岩体南侧$ 呈北东
向延伸$ 长度大于 $ 5@ %图 $ 内约 "$&& @&( 野外
追索发现$ #̂ 断裂在 4 勘探线北西延长线与 # 勘
探线北西延长线之间没有明显的断裂构造迹象$
只见一些片理带$ 仔细观察可以确定$ 这些片理
带不是断裂构造引起的$ 而片麻状花岗岩的顶盖
围岩"""黑云斜长片麻岩的片麻理(

%.& -̂ 断裂# 出露于矿区北西部$ 呈北北东
向延伸$ 延伸长度大于 4 5@ %图 $ 内约 .&& @&’
其南端于 - 勘探线北西延长线止于 #̂( 野外调查

追索发现$ 在 - 线北西延长线与 . 线北西延长线之
间 %Z\&.&# 北约 -& @&$ -̂ 断裂继续向北北东
%断裂走向 $jg"$j& 延伸( 该断裂发育于片麻状
花岗岩之中$ 具有多期活动特点$ 首先具有压扭
性变形$ 在片麻状花岗岩中形成小型片理带$ 并
与断裂整体延伸呈小夹角$ 指示左行运动 %见图
%6! %,&$ 但是断裂规模不大$ 位移不会太大( 后期
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张扭性$ 特别是矿区外围的断
裂北段 %X’. 点& 发育明显的硅化 %见图 %H&( 但
该断裂在 X’" 点以南约 "&& @后$ 逐渐不明显$ 一
直到矿区内 " 线与 4 线探槽北端一带均未见起踪影(

6" -̂ 断裂地表沟谷 %X’" 点& $ 镜头向北’ ,"图片 6的局部放大$ 显示破碎带的岩石及组成$ 镜头向北’

H" -̂ 断裂地表沟谷及硅化带 %X’. 点& $ 镜头向南

图 %!天宇镍矿区北近南北向断层 " -̂# 的构造破碎带和硅化带
ÂN>%!+<IJINM6G<PP<I]A0NJ<ORM6HJLMO;I0O60C J<OPABAHARAOC ;I0OIRJ<O18*JMO0CA0NR6LBJ" -̂# A0 XA60QL 0AH5OBIMO6MO6

%4& (̂ 断裂# 位于矿区东部$ 走向 .$j左右$
延伸长度大于 4 5@ %图 $ 内约 (&& @&( 在矿区东
段的 .& 线附近断错超基性岩体! 矿化蚀变带和镍
矿体$ 并继续向北北东方向延伸$ 地表具有明显
沟谷和山鞍地貌 %见图 $! 图 ’6&( 在 X7.&&" 东
北侧$ (̂ 断裂表现为沟谷地貌和鞍形地貌$ 并将

片麻状花岗岩与角闪斜长片麻岩的界线左行断错
%见图 $! 图 ’6&’ 在 X7.&&" 探槽内$ 可见 (̂ 断
裂破碎带$ 旁侧次级裂隙指示剖面上为南东盘上
升的逆冲 %见图 ’,&$ 该断裂破碎带及其附近$ 绿
泥石化非常明显 %见图 ’H&(

6" (̂ 断裂地表沟谷和鞍形地貌$ 断错片麻状花岗岩与角闪斜长片麻岩的岩性界线$ X"&. 点$ 镜头向北东’

," (̂ 断裂构造破碎带$ 次级裂隙指示剖面上为东侧上升的逆冲$ 破碎带及两侧发育绿泥石化$ X7.&&" 北东壁 %X"&. 点& $ 镜头向北东’

H" (̂ 断裂构造破碎带局部放大$ 绿泥石化发育$ X7.&&" 南西壁 %X"&. 点& $ 镜头向南西

图 ’!天宇镍矿区北北东向断层 " (̂# 的地貌特征和构造破碎带
ÂN>’!+<IJINM6G<PP<I]A0NJ<O@IMG<IPJMLHJLMO60C J<ORM6HJLMO;I0OIRJ<O88?*JMO0CA0NR6LBJ" (̂# A0 XA60QL 0AH5OBIMO6M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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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断裂# 位于矿区东南部$ 呈北东走
向$ 延伸大于 # 5@ %见图 $ 内约 "%&& @&$ 被 (̂
北北东向断裂左行断错$ 西段主体发育于长城系
星星峡组中亚组第五岩性段$ 东段构成长城系星
星峡组中亚组第四岩性段与下亚组的界线( 地表
断裂破碎带不太明显 %见图 $&(

%$& .̂& 断裂# 为新命名断裂$ 该断裂属于控
制天宇主矿体的 ;.& 号超基性岩体的断裂( 该断
裂位于 ;.& 超基性岩体出露位置$ 呈北东向延伸$
矿区内长度约 ">. 5@ %见图 $&( 由于断裂位置被
;.& 超基性岩体侵位充填$ 又经历矿化蚀变改造$

破坏了原有的断裂构造特征$ 野外地表特征不明
显( 但是在天宇镍矿主采的 "4$& @和 "#&& @采矿
中段$ 主矿体南侧可以比较清楚观察到断裂带的
特征( .̂& 断裂带作为含矿超基性岩体与其南东侧
围岩 %岩体的围岩& 的界线$ 其北西侧为含镍矿
超基性岩$ 南东侧为围岩片麻岩 %见图 -6"-C&(
同时在一些部位保留了 .̂& 断裂带构造变形特征$
如断裂带及旁侧的片麻岩发生了强烈的褶皱变形$
并指示该断裂带具有右行走滑的运动学特点 %见
图 -O! -R&(

6""4$& @采矿中段 7Y"& 穿脉巷道与运输巷岔口北东 - @$ 矿体南侧主构造带$ 顶板照片 %已翻转& ’

,""4$& @采矿中段7Y-穿脉巷道工业矿体与南侧边界断层破碎带$ 破碎带内有矿体和含矿辉长岩$ 南侧 %左& 仍有矿化$ 坑壁照片$ 镜头向南西’

H""#&& @采矿中段 7Y’ 穿脉巷道与运输巷岔口顶板构造带$ 顶板照片 %已翻转& ’

C""#&& @采矿中段 7Y’ 穿脉巷道与运输巷岔口顶板构造带$ 顶板照片 %已翻转& ’

O""4$& @采矿中段 7Y"& 穿脉巷道与运输巷岔口北东 "% @$ 矿体南侧主构造带$ 顶板照片 %已翻转& ’

R""4$& @采矿中段 7Y( 穿脉巷道与运输巷岔口处$ 矿体南侧主构造带南侧片麻岩发生褶皱$ 指示右行相对运动$ 顶板照片 %已翻转&

图 -!天宇镍矿区北北东向断层 " .̂&# 的变形特征
ÂN>-!+<IJINM6G<PP<I]A0NCORIM@6JAI0 H<6M6HJOMAPJAHPIRJ<O8?*JMO0CA0NR6LBJ" .̂&# A0 XA60QL 0AH5OBIMO6MO6

R9!%矿区构造控矿作用
矿区构造控矿作用主要表现为二个层次$ 其

一是断裂构造通过控制含镍矿超基性岩体的分布
起到控矿作用$ 其二是成矿后断裂的活动控制矿
体的定位和分布(

%"& .̂& 断裂控制含镍矿超基性岩体及镍矿的
展布# .̂& 断裂是矿区范围内唯一控制 ;.& 号超基
性岩体的断裂构造$ 该断裂呈北东向延伸$ 其所
控制的 ;.& 号超基性岩体也呈北东向延伸$ 展布
于 .$ 线至 .& 线之间$ 北东向延伸长度约 ".&& @
左右$ 北西向宽度 "& g$& @不等’ 目前天宇镍矿

所采矿体就赋存于 ;.& 号超基性岩体内(
%.& 近南北向和北北东向断裂断错含镍矿超

基性岩体及镍矿带# 受 .̂& 断裂控制的 ;.& 号超
基性岩体及岩体内的镍矿体均呈北东向延伸$ 后
期近南北向和北北东向断裂的活动往往对北东向
的含镍矿超基性岩体和镍矿体起到断错破坏作用(
但是从矿区范围内观察看$ 总体上后期断裂断错
不太明显$ 唯一的是矿区东部的 (̂ 断裂在 .& 线附
近断错了 .̂& 断裂及其控制的含镍矿超基性岩体和
镍矿体 %见图 $! 图 ’&( 矿区另一条近南北向断
裂 -̂ 断裂虽然在矿区北侧地表具有明显的线性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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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硅化带及破碎带$ 但是在接近矿区部位构造
变形形迹越来越弱$ 止于 #̂ 断裂北侧$ 未有穿越
#̂ 断裂的迹象$ 所以 -̂ 断裂没有断错含镍矿超基
性岩体及镍矿体( 另外$ "4$& @中段镍矿体在
7Y"" 与 7Y". 穿脉巷道间的突然中断曾被怀疑是
-̂ 断裂南延造成的$ 野外地表及坑道详细调查已
被否定(

#!井下构造与矿体的关系

天宇镍矿区井下 "4$& @中段在 " 线附近
%7Y"" 与 7Y". 穿脉巷道间& 工业矿体突然尖灭
不是断裂构造的断错$ 而是矿化减弱的表现( 主
要依据有以下几方面(

%"& 矿体尖灭处虽然存在一些小型断层$ 但
其走向和位置与工业矿体边界不吻合$ 甚至是明
显斜交的( 这些小断层往往具有弧形断面夹透镜
体岩块的组合特点延伸$ 在工业矿体与非工业矿
体界线内外一定范围内$ 以北东向为优势方向延
!!

伸$ 位移很小$ 与矿体界线具有斜交特点 %见图
(6&$ 矿体界线位置地质体是连续的 %见图 (,&(

6"小断层与矿体界线关系’ ,"矿体界线照片$ 顶板照片已翻转

图 (!天宇镍矿 "4$& @中段 7Y". 穿脉巷道北东
侧南出矿巷工业矿体西界附近弧形小断层分布图

ÂN>(!Y6GPP<I]A0NJ<O6MHL6JOR6LBJ0O6MJ<O]OPJOM0
,IL0C IRIMO*,ICQ6JJ<O0IMJ<O6PJIR7Y". IR"4$& @BOFOB

%.& "#&& @采矿中段与 "4$& @采矿中段$ 虽
然上下只差 $& @$ 但是工业矿体西界的形态差异
非常大$ 这也不是用一条断层的断错所能够造成
的 %见图 "&&(

6""#&& @中段’ ,""4$& @中段

""片麻岩与辉长岩界线’ ."镍工业矿体’ 4"矿化体’ #"采矿巷道’ $"采矿部署线’ %"坐标线

图 "&!天宇镍矿 "#&& @中段与 "4$& @中段工业矿体西界形态对比图
ÂN>"&!7I@G6MAPI0 IRJ<OP<6GOIR]OPJOM0 ,IL0C6MQIRJ<OIMO*,ICQ,OJ]OO0 "4$& @60C "#&& @BOFOBA0 XA60QL 0AH5OBCIGIPAJ

%4& "4$& @中段矿体南东侧片麻岩与辉长岩
的界线$ 在 7Y". 和 7Y"" 穿脉巷道基本上可以对
比$ 没有明显被断错的证据 %见图 "&,&(

%#& 如果 "4$& @中段矿体向西是被断层断错
的$ 那么该断层必然向南西方向延伸至 7Y". 穿脉
巷道与主运输巷道叉口部位北西侧 4 g% @位置出
露( 坑道内调查追索在 7Y". 穿脉巷道与主运输巷
道叉部位及其北西侧一带虽然可见许多小断层和

裂隙$ 但是有点位移的裂隙都是以北东向为主$
一些近南北向裂隙也大多数被北东向裂隙断错
%见图 ""&(

%$& "4$& @中段 7Y". 穿脉巷道虽然不够工
业矿体$ 但是仍然有矿化$ 在该穿脉巷道的 .4 个
分析样品中$ 有 "# 个镍品位大于 &>"&s$ 有 $ 个
镍品位大于 &>.&s$ 其中最高的 "&Xd*%&( 号样品
达 &>4.s$ 表明矿化是连续的$ 只是没有达到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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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石岩’ ."片麻岩’ 4"巷道’ #"小型裂隙带’ $"岩性界线’ %"巷道顶板照片位置 %照片已经镜面翻转& ’

’"巷道侧壁照片位置’ -"裂隙带产状

图 ""!天宇镍矿 "4$& @采矿中段 7Y". 穿脉巷道与主运输巷道叉口附近裂隙分布图
ÂN>""!Y6GPP<I]A0NRM6HJLMOP0O6MJ<OHMIPPA0NIRJ<O7Y". 60C @6A0 JM60PGIMJN6BBOMQ6J"4$& @BOFOBA0 XA60QL 0AH5OBCOGIPAJ

业矿体的要求(

$!讨论

作为岩浆熔离型矿床$ 天宇镍矿的构造控矿
与脉状矿床的构造控矿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 铜
镍硫化物矿床主要与超基性岩体有关$ 而有用矿
物的聚集与超基性岩浆的演化与结晶熔离作用密
切相关$ 所以在讨论构造控矿问题时$ 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断裂构造为矿质的聚集提供空间场所$
而是以深大断裂为特征的构造控制超基性岩体的
侵位与展布$ 进而起到控矿作用$ 这在金川! 喀
拉通克铜镍硫化物矿床以及川西地区! 河北大庙
的钒钛磁铁矿床均具有类似的构造控矿特征 )"4 g"’* (
另一方面$ 成矿后构造对已经形成矿床的改造与
破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 ( 特别是成矿后断
裂构造的断错已经成为已有矿床外围找矿和矿山

坑道采探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金川铜镍矿田的 /!
//! ///! /e矿区实际上就是同一含矿超基性岩带被
三条北东东 %近东西 & 向断裂左行断错成四
段 )"#* ( 天宇镍矿在 "4$& @采矿中段主矿体在 " 线
附近 %7Y"" 与 7Y". 之间& 从宽度接近 $& @迅
速尖灭$ 很像断裂构造断错的特点$ 而且地表构
造在 " 线附近有 -̂ 近南北向断裂的存在又增加了
被断错的可能性$ 部分学者编制的矿区地质图也
在 -̂ 南延位置将矿化带和矿体处理成被断错的状
态 )-* ( 但通过地表 -̂ 断裂的追索和坑道详细观
测$ 查明主矿体尖灭的原因是超基性岩体本身矿
化不均匀的结果(

%!结论

%"& 天宇铜镍矿位于塔里木板块之中天山地
块东南缘$ 东天山地区区域构造与矿产关系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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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镍矿床主要受东天山地幔柱和区域性深断裂
%康古尔断裂和雅满苏断裂& 控制(

%.& 天宇铜镍矿矿区及其外围主要出露中元
古界的一套中"深变质岩系$ 其次为上古生界的
一套火山熔岩! 火山碎屑岩’ 褶皱构造和断裂构
造比较发育$ 构造线方向以北东东向为特征$ 如
白虎关复背斜! 砂泉子断裂 %雅满苏断裂在区内
的部分& 等’ 围岩片麻岩和变形花岗岩受区域性
韧性变形改造$ 各种片麻状构造与眼球状构造非
常发育(

%4& 矿区内断裂构造以北东向和近南北向
%北北东向& 断裂为主$ 其中北东向断裂控制含镍
矿超基性岩体的侵位和展布$ 继而控制镍矿体的
分布’ 近南北向 %北北东向& 断裂主要为成矿后
断裂$ 对含矿超基性岩体及镍矿起左行断错和破
坏作用(

%#& 天宇镍矿区主矿体比较完整$ 主矿体没
有被明显断错( 在 "4$& @采矿中段镍矿体的突然
尖灭不是 -̂ 断裂南延断错造成的$ 而是含矿超基
性岩体内镍矿化不均匀的自然尖灭结果(

致谢!野外调查工作得到新华联矿业天宇镍矿刘
志平矿长! 熊卫桃经理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
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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