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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刖

汞锑砷

．L
口

汞在三江地区的开采历史悠久，可能与开采金矿利用混汞法作金的选矿捕获材料有

关。砷、锑的开采利用为时较晚，发现的矿床(点)也较少。

汞矿虽然已知矿床不多，但矽‘点分布比较广泛，主要集中于四个矿带，即保山汞矿

带、凤庆一耿马汞矿带、昌都一巍山汞矿带及义敦汞矿带。此外，在本区变质岩的分布地

区，也常有汞矿异常出现，且多为钨、汞组合异常。也发现一些汞矿点。保山汞矿带开采

历史最长，经地质工作所获储量最多。其次为昌都一巍山汞矿带，义敦汞矿带也已有大

型矿床发现。

锑、砷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仅见于昌都一巍山带，矿床虽少，但已有大型砷矿床

二处，中型锑矿床一处，具有相当远景。

本区汞、锑、砷矿床，成因比较复杂。现仅根据成因及其形态，分为热液似层状矿

床及热液脉状矿床两大类(以下简称似层状矿床及脉状矿床)。汞、锑、砷矿床(点)

分布见图4-1。

第一节 汞

一、水银厂汞矿(212)

位于云南省保山县332 6方向，平距39．5公里，属保山县汶上公社所辖。区内地形陡

峻，起伏较大，海拔最低1 650米(老厂)，最高2400米(勒马大山)。由保山至瓦房街

70公里通汽车，瓦房街至水银厂1 6公里山路相接。

(一)矿区地质

水银厂汞矿床，位于保山复向斜成矿带的中段。西部紧邻怒江断裂带，相距3—5公

里。断裂十分发育，有较多基性岩分布。出露地层不全，多数被断层切割及火成岩沿断

裂充填，地质体显得支离破碎。分述于后：

1．地层

(1)志留系上统(S。)

分布予矿区东北边缘，为细砂岩及含泥质条带之瓦楞状灰岩夹薄层硅质灰岩。 420一550米

(2)泥盆系下统(D。)

分上、下两层。

①下层(D。1)：巨厚层致密条带状灰岩与灰、灰黄色砂质灰岩互层为主，夹钙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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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图系根据地图出版社1981年5月印尉1：6百万《中国素图》编制



英砂岩、灰岩、灰岩凸镜体． 94．2米

②上层(D，2)，浅黄灰色巨厚一厚层含粉砂质灰岩及含粉砂泥质灰岩，问夹致密灰

岩。 26．3米

⑨泥盆系中统(D。)

分三层。

①第一层(Dz 1)：浅灰色厚一中厚层泥灰质条纹灰岩为主，夹砂质灰岩，含石英砂

角砾状灰岩。 39．9米

②第二层(D。2)：泥灰岩、灰岩，底部产丰富化石。

③第三层(D z 3)：灰一浅灰色灰岩、泥质灰岩、薄层灰岩。为含汞矿的围岩之一。

22—43．5米
(4)泥盆系上统(D。)

分三层

①第一层(D s 1)：底部为深灰色巨厚层角砾状灰岩，产丰富化石。中部为泥灰岩、

泥质灰岩，夹角砾状灰岩3—4层。上部为泥质条带状灰岩，其顶部为泥质条纹状灰

岩、泥灰岩。常含汞矿。 52—85米

②第二层(Ds 2)：灰岩、泥灰岩、泥质灰岩，密集泥质条带状灰岩。 53．9米

⑨第三层(Ds 3)：下部为灰岩、泥灰岩、条纹状灰岩。中部为泥质灰岩、泥灰岩。

上部为灰色薄层状及浅灰色密集波状泥灰质条纹灰岩，夹一层同生角砾状灰岩，以

及泥灰岩、灰岩，含汞矿。 108米

(5)石炭系下统(C。)

下部灰色中细粒角砾状生物碎屑灰岩，含腕足类及珊瑚等化石，常含汞矿。上部为黑

灰色炭质泥灰岩，再上为层状灰岩、泥灰岩、燧石灰岩。与下伏泥盆系上统呈平行

不整合接触。433米

(6)石炭系上统(C。)

本层相当于原矿区所划之二叠纪玄武岩(P，卢)，为灰绿色粗至细粒玄武岩，具斑

状，杏仁状、枕状构造。与下伏石炭系下统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400米

(7)三叠系中统(T。)

肉红色，自色厚层一块状白云质灰岩为主，节理发育，风化面呈刀坎状。其上为暗

红、紫红色薄层细粒砂岩，砂质页岩，夹白云质灰岩凸镜体。与下伏石炭系呈平行

不整合接触。 >80米

2．构造

矿区褶皱、断裂发育。以水银厂复式背斜规模最大，北部倾没于下拉铺，南至保和

街以南，长约6公里，宽l一1．5公里。轴部出露地层以泥盆系为主，两翼由泥盆、石炭

系组成。

断裂十分发育可概分为两个形成阶段：

第一阶段，由于受东西向挤压，伴生于水银厂背斜的近南北向逆断层发育，倾角陡

(>60。)，有一定的延深，辉绿岩常沿断裂贯入。并形成了走向北东及北西两组剪切

断层，规模小，倾角中等。

第二阶段，多成北西走向规模较大的逆断层，倾角陡，有辉绿岩沿断裂带贯入，水

平错距大，常错移背斜及前阶段断层。本阶段同样伴生有剪切断层，走向多数近东西

向，倾角较陡，以水平错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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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成岩

本区基性岩十分发育，辉绿岩沿断裂带侵入，呈岩脉、岩墙、岩床等。岩体分两种

岩相：边缘相为细粒辉绿岩，内部相为中一细粒辉绿岩，后者主要分布于较大岩体的中

心或内部。

(二)矿床地质

1．矿床赋存部位

水银厂汞矿床；由大小十多个矿段组成，呈南北向狭长分布于水银厂背斜及其西

翼。以老厂为中心，往南北两端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矿段(点)。老厂最低，由南向北

逐渐升高，以麦浪坪为最高，矿体出露高差可达450米，矿体产于泥盆系灰岩挤压破碎

带有大量基性岩侵入处，其产状、形态复杂。现对五个主要矿段分述于后：

(1)老厂矿段

’图4-2水银厂老厂矿段矿体剖面图

1．泥盆系灰岩，泥灰岩2．辉绿岩3．断层

4．矿体5．矿体编号

注：本图缩自矿区2号剖面

(3)麦浪坪矿段

矿体赋存于F。。灰岩破碎带中，断续分布。

56．4

为矿区最主要的矿段。矿体均赋存

于水银厂倾没背斜西翼近轴部及浪瓦河

断裂带中，分四个矿带。

“205”矿带：辉绿岩呈岩脉、岩

床穿插于泥盆系灰岩、泥灰岩及泥质灰

岩中，多分枝并叠层呈树枝状。矿体常

随辉绿岩出现，其产状陡、缓一致。

(图4-2)。

“56"矿带：为“205”矿带北延

部分，产状陡，较稳定。围岩为断裂带

的破碎灰岩并与辉绿岩组成矿化带，有

黑色断层泥、泥灰岩作盖层，矿体在矿

化带中呈柱状、脉状、条带状产出。

“208"矿带：产于灰岩、辉绿岩

交界线附近的断裂带中，矿体上盘为大

理岩，下盘为泥灰岩，呈羽状(缓倾

斜)、脉状(陡倾斜)产出。

“探6"矿带：矿体较小，产于辉

绿岩墙中及其与灰岩捕虏体的边缘接触

破碎带，矿脉呈不规则状分布于矿化带

中。

(2)木家园矿段

矿体赋存于木家园小背斜轴部破碎

带中，围岩为中厚层破碎灰岩，并有较

多辉绿岩分布，矿脉呈不规则状产出。



(4)巴郎山矿段

位于水银厂背斜西翼，受逆断层及褶皱的控制，为缓倾斜羽状矿体。

为破碎灰岩，次为辉绿岩。矿石矿物在辉绿岩中呈浸染状产出。

(5)红星(下拉铺)矿段

位于水银厂背斜北部倾没端北西侧。辉绿岩脉群呈北西向平行展布，

隙有矿化显示，汞矿体产于辉绿岩中及其接触带内(图4-3)。

图4—3红星矿段V，，V。矿体剖面图

1．下石炭统灰岩，泥灰岩2．辉绿岩脉3．矿体4．断层5．坑道

2．矿体

下面将四个主要矿段的矿体产状、

1) ：

3．矿石

矿石中主要矿物为辰砂，呈脉状、

伴生矿物常为黄铁矿，在木家园、

并有少量辉锑矿产出。

主要含矿围岩

近脉围岩及裂

形态、规模、品位等，列简表说明如下(表4-

浸染状以及致密块状、薄膜状、角砾状等。

麦浪坪矿段有少量雄、雌磺，巴郎山、老厂矿段

脉石矿物有石英、方解石、重晶石等，成分比较简单。

4．近矿围岩蚀变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区内主要围岩蚀变有方解石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高岭石化、硅化、重晶石

化、黄铁矿化等，分叙于下。

(1)方解石化

与汞矿关系密切，沿断裂及矿带中发育普遍，呈细脉，网脉状，不规则状，色洁

白，结晶差。是本区良好的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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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一l

矿段名称

老厂矿段205矿带l
(1 700—1635)}

米标高

一__________________。一●老厂矿段56矿带
il 720一1650){

米标高

老厂矿段208探6
矿带(1770—
l 755)米标高

老厂矿段探6
矿带(1 720一
1680)米标高

木家园矿段

矿体产状、形态、规模

产 状

50。

-／65m70。

形态{

陡直矿l
体

长 度

85—1 00米

厚度及变化

60。

么80—90。

陡直的
脉状或
柱状矿
体

l 50—220米

为通矿I 120米
体

么。240"。l状,qz0--50勰。<3 。l“

倾向北西，
倾角60一
80。， (有
时近东西．

矿化带
较陡，
个别矿
脉不规

约loo米

断续长200
米

矿石品位变化。。。。。——。‘⋯_。。。●●●——
平均品位f走 向 倾 向

由南向北有l 30一60米变好，
贫化趋势 60一80米变坏，

80—110米变好

矽’化带宽6—
1 2米．向北
变窄尖灭，
往南变宽，
沿倾向变窄

0．5—1．8米
由中部向四
周变薄

10—l 5米，

由北向南有
变宽趋势

0．58％，最
高3．83％

中部富南北
变贫

中部富，南
北变贫

0．31％，最
高2．06％

2．57％，最
高9．93％

南部富，北
部变贫

由北向南变
tr

地表向下。一1 0

米变贫，1 o一
30米较富。30
米以下变贫

上部富，向下
贫化至尖灭

沿倾向有变窗
趋势

南端由浅至
深部逐渐变富
北部不明显

|倾向南) I则

————：——⋯，——一I，一～’，一⋯⋯——一}一———}————__；——麦浪坪矿段 l 75。 |呈薄板l loo米 i--I．5米 o．81％，最l中部较富，|由上至下变富
{么70一80。l状 l高5．3％ i两端较贫——⋯⋯{——一{——一一j⋯一⋯一；——一————i一——一卜——————一一——～

巴郎山矿段 {45。 l在矿带f l 00米 I矿带厚6—8 0．42％，最}由北向南略I地表以下l o—

1．』65--80。『中呈凸j {米，由南向f高0．63％ I变贫 25米矿较富，
|镜状 {北变薄 l向上、下变贫

(2)碳酸盐化

发育于辉绿岩中(内接触带)，及接触带裂隙中，主要是白云石、方解石网脉。往

往使辉绿岩蚀变褪色，且见有细脉状，浸染状汞矿，但一般无工业价值。

(3)绿泥石化

以辉绿岩中最发育，常与碳酸盐化一起存在，偶见薄膜状辰砂，无工业价值。

(4)高岭石化

分布仅次于方解石化，许多矿体附近都存在这种蚀变。

(5)硅化

灰岩、泥灰岩经硅化，褪色呈灰白色硅化灰岩，硅化强烈地段有石英脉产出。

(6)重晶石化

分布不广，多与方解石、辰砂共生，结晶粗大，尚有成矿后重晶石脉穿插于早期的

脉石中。

(7)黄铁矿化

发育广泛而零星，几乎所有岩体及断裂带都有，少量见于灰岩中，呈细脉状、浸染

状，一般与汞矿伴生。

此外，还有一种俗称炭化的黑色构造泥，产于断裂面上，常含黄铁矿等硫化物。经

搓碎的构造泥，厚几厘米至几米，松软、含水，系成矿前沿断裂生成，是矿体的良好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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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也是本区的重要找矿标志。其成分：二氧化硅含量42．99％，三氧化二铝20．23％，

其次为钙镁碳酸盐、黄铁矿及炭质等。

(三)矿床类型及其远景

矿区由云南省地质局滇西地质队于1956年普查，1959—1960年第十九地质队进行勘

探并提交了报告，所获储量已达大型矿床规模。1964年省地质局要求第二十地质队重上

水银厂工作，历时三年，1969年提交了报告，但由于矿床复杂，虽投入较大工作量，对

矿区构造及成矿规律有进一步认识，但新增储量不多。

矿区历年来所探明的储量已基本采尽，矿山采冶随之封闭。

(四)成因类型探讨

矿化带受褶皱断裂控制。矿体在矿化带中呈脉状、凸镜状产出；围岩有灰岩、泥灰

岩、辉绿岩等，但均不同程度破碎为特点。矿石以网脉状、浸染状构造为主；有用矿物

主要为辰砂，伴生少量雄雌磺及辉锑矿，脉石矿物有碳酸盐、石英、重晶石等。矿体顶

板有炭化构造泥。据上述成矿特征，属热液脉状汞(辰砂)矿床。

矿体与辉绿岩形影相随；产状陡缓一致；辉绿岩有时为直接围岩，其中并见有浸染

状辰砂，矿化与辉绿岩可能有关。

二、罗明烈马山汞矿(224)

矿区位于云南省保山县西北310。平距25．5公里。

(一)矿区地质概况

1．地层

矿区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地层时代划分系参照1：20万腾冲幅及保山幅资料，由老

到新可分述于下：

(1)石炭系下统(C。)

分上、下段。

①下段：为灰色中厚层或薄层状含燧石结核、条带泥质灰岩。本段与大塘阶下部及

铺门前组(C，p)在岩性上可以对比。出露不全。 >50米

②上段：下部为灰、深灰色薄至中厚层状泥质灰岩夹泥灰岩，厚36米；中部浅灰，

灰，深灰色中厚层状灰岩夹泥灰岩及少量燧石灰岩，为汞矿赋存层位，厚270米；

上部为灰白色中厚层状细粒结晶灰岩，局部具鲡状结构，中夹o．5—1．5米泥灰岩，

常有细脉状辰砂产出。厚110米。本段与大塘阶上部及香山组可对比。 416米

(2)石炭系上统(C。)

①下段(Csl)：为褐黄色中厚层状砂岩、页岩，夹石灰质砾岩、角砾状灰岩。可与

保山地区丁家组对比。

②上段(Cs 2)：为黄、黄绿色玄武岩，夹灰岩凸镜体，可与卧牛寺组对比。

未获厚度资料。

石炭系上统与下统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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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造

矿区位于近南北向烈马山背斜的北段西翼，南北延长大于20公里，宽数公里。纵向

陡倾角逆断层发育，其中一条缓倾斜(倾角25。)逆断层见汞矿化。

(二)矿床综述

矿区有烈马山、烈马山北西坡、滥田凹、明松山、朱砂厂等五个矿段。现将主要矿

段叙述如下：

1．烈马山矿段

处于烈马山背斜上的北东向小褶皱轴部附近，含矿围岩为石炭系下统上段中部的灰

色薄层至中厚层状泥质灰岩。本矿段有两个矿体，产于破碎带或层间剥离裂隙中，由浸

染状、细脉状及少量粉末状、致密状辰砂组成。矿体呈小凸镜状、巢状，长4—15米，

矿石平均品位2．7％左右，伴生少量雄磺(细脉状)，脉石为方解石。

2．烈马山北西坡矿段

矿体也产于北东向小褶皱轴附近，含矿围岩为石炭系下统上段上部的浅灰色厚层状

细粒至中粒结晶灰岩。辰砂呈细脉状产出，脉石为方解石。矿体长10米，宽1．5—3米，

沿走向及倾向变化很大，品位1％左右。

3．滥田凹矿段

处于烈马山背斜东翼的次级褶皱中，产于右灰岩的层问破碎带。矿体长25米，厚

0．5—1米，延深30米，平均品位0．66％，辰砂呈细脉状。围岩具方解石化。

烈马山矿区矿体产于石炭系下统上段的中、上部碳酸盐岩的破碎带中，构造起着一

定控制作用。该矿区1958年由云南省德宏州地质局进行初步普查，所获储量属小型规模

矿床。

三、金家山汞矿(229)

矿区位于云南省保LL[：县233。平距24．5公里处。自保山至蒲缥36公里可通汽车，蒲缥

至矿区7公里为山间小路。矿区海拔1300一1800米，相对高差一般loo一300米。

(一)矿区地质

矿区位处怒江深大断裂带东侧，保山复向斜中段偏西部，金家山背斜的南西翼。南

北向断层发育，多为逆断层，伴随次级褶皱及断裂。出露地层以石炭系下统及上统为

主。

1．地层

(1)石炭系下统(C。)

灰管中厚层状灰岩，局部含泥质、自云质。方解石脉发育，有铁化现象。

(2)石炭系上统(C。)

分上下两段：

下段(C。1)：灰黑一灰黄色页岩、粉砂岩、角砾状灰岩．有玄武岩穿插，铁化(褐

铁矿、赤铁矿化)、硅化普遍。 (本层相当于矿区原划韵C。2、P。1、P，2、P。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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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层)。

上段(C。p)：灰绿色玄武岩(具枕状构造?)央灰岩凸镜体。

2．构造

240来

>300米

作为金家山背斜的南西翼，区内地层走向北东，倾向北西。断裂发育，依其生成时

间、对成矿的作用，可分为三组(表4-2)。

表4—2

产 状

组 别 代表性断层 与成矿关系 含矿围岩

走 向 倾 向 倾 角

第一组 南 北 东 70。一80。 Fl逆断层 割断Vl矿体 玄武岩

F3、F4、F6等逆 成矿前断层，下盘
第二组 北 西 北 东 30。一40。 玄武岩

断层 有含矿玄武岩

第三组 东 西 南或北 70。一80。 多为正断层 成矿后破坏性断层 ／

3．火成岩

区内的基性岩有两个层位，一为石炭系上统上段，为成层性好的玄武岩，夹灰岩凸

镜体。另一为石炭系上统下段，为辉绿、玄武岩(次玄武岩)脉、岩床。

玄武岩具铁化、强硅化，且破碎。岩石具不等粒结构，有明显气孔、杏仁状构造。

在玄武岩中有汞矿化或富集形成矿体，是矿区找矿的主要对象(图4—4、4-5)。

(二)矿床地质

矿区汞矿体与玄武岩密切共存。在深部钻探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所有工业矿体均

赋存于玄武岩脉及岩床中，或其上下两侧的接触带附近，巳查明六个主要矿体列表如下

(表4-3)及图4-6。

矿区中的主要矿石为产于玄武岩的高硅质酸性矿石；少数有产于石灰岩中的碱性矿

石。以细脉浸染状为主，少数为致密块状、角砾状矿石。

矿石矿物成分较简单，有用矿物为辰砂，脉石矿物常见石英、方解石、白云石、黄

铁矿以及赤铁矿等。矿石经光谱分析，结果如下表4—4：

上列成分除镓稍偏高外，其余均无工业意义。铁含量亦稍高与次生褐铁矿化有

关。

围岩有以下几种蚀变：

1．硅化：在玄武岩脉、岩床中较普遍，呈不规则块状，与成矿有密切关系，是矿区

直接的找矿标志。

2．铁化：一为次生褐铁矿化，另一种为赤铁矿化。前者成网脉状穿插于玄武岩中；

后者呈不规则块状，普遍存在于玄武岩内。是矿区直接找矿标志之一。

3．黄铁矿化：多见于褐铁矿化处。在玄武岩中呈细脉状、粒状、团块状。褐铁矿化

部分系因黄铁矿氧化产生。

4．方解石化：在灰岩中沿断裂、节理裂隙呈不规则细脉状穿插。与汞矿无明显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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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金家山汞矿区地质图

1．玄武岩2．灰黑色页岩3．黄绿色页岩4．层状角砾灰岩5．粉砂岩，页岩，夹玄武岩脉6．石

灰岩7．矿体8．正断层及其他断层9．逆断层1 o。地质界线ll。开采场12．钻孔及刹面线

注：图中的c：、Pi、P：、Pi相当于本文所述的C；，P3*g当于本文所述的c；。

表4—3

产 状矿体
产出位置及围岩 矿体形

编 号 走向 倾向 倾 角

VI 北西 24。 26。
F6断裂带中的玄武岩 长90米，延深40

及其破碎带 凸镜状产出

V2 北西 北东 几度一水平
F6断层下盘玄武岩床 水平状凸镜体长

由 宽18—20米

V4 北西 45 32。一40
玄武岩与灰岩接触带 呈一大凸镜体，

上 米，延深1lo米

水平凸镜状矿V5 北西 30。 5。——10 玄武岩床
l 00米，延深40—6

长l oo
l一2

。．．．—————．—，I——．．

01操长l 2
米

。

f浅贫部、
l深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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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金家山汞矿区I—I，剖面图

1．石灰岩2．砂岩3．玄武岩4．断层角砾岩

5．矿体6．坡积层

L一_土一 !! F

目圆z圈。圈。
NE

图4-6玄武岩中V。、V。矿体剖面图

1．砂岩2．玄武岩3．矿体4．断层

表4—4

Si l 0 Ti o．1—0．4 Zn

Al

Fe 3—8

0．0l

Ni 0．0l—O．04 Ga

Co 0．00l

O．001

AS 0．0l—o．03

f——
Mg o．1一o．4 V o．006一o．04 Se 0．001

一一一i 一一—— 一f⋯————一————一I～‘。一一一—j——-r一——～——
Mn 0．01--0．1 Pb 0．01 Y 0．001

5．白云石化：产于石灰岩中，蚀变不强，但较普遍。与成矿无明显关系。

(三)矿床规模及远景

矿区工作程度为初勘，所获储量已达中型规模。矿床埋藏浅，适于露采。探明储量

已开采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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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已知矿化点尚有马鹿塘、独寨村、太平等。工作程度很低，对于这些矿点，继

续开展普查评价工作，远景可望扩大。

矿床属热液脉状汞矿类型，在成因上可能与基性岩浆有关。

四、茅草坡汞矿(237)

位于云南省施甸县279。方向约12公里。自保山县至仁和桥有公路，仁和桥至矿区25

公里有大路相通，矿区海拔1500一2000米，由施甸河至矿区最高点相对高差600米，区

内相对高差仅250米，地形起伏不大。气候温和。

(一)矿区地质

矿区位于怒江深大断裂带东侧、保LLI复向斜中段偏西部，区内为一被断层破坏了的

次级背斜构造。沿背斜轴西侧有一纵向逆断裂带，贯穿矿区南北，倾向东，倾角70。一

90。，为矿区的主干断裂。区内更次一级的褶皱及断裂尤为发育。出露地层主要为中泥

盆统何元寨组、下泥盆统沙坝脚组及王家村组。矿体主要赋存于何元寨组的灰岩、白云

岩中。

1．地层

由下而上叙述：

(1)泥盆系下统

①王家村组(D。叫，1)：为一套灰黄色灰质粉砂岩、粉砂质泥灰岩。

②沙坝脚组(D，s)：浅灰色砂质灰岩及砂质白云质灰岩。

(2)泥盆系中统

150米

>107米

何元寨组(D。hy)：灰色薄至厚层状泥灰岩、泥质灰岩，结晶灰岩夹灰质页岩，部

分具疙瘩状、角砾状及假鲡状构造。其中红褐，黄棕杂色细一中粒铁化自云质灰

岩．为本区主要的含汞围岩。 139米

2．构造

(1)褶皱

茅草坡背斜为矿区主要褶皱。走向5。一15。，延长1500米，向北倾没，北部保存较

完整，南部被断层破坏。背斜轴部由泥盆系下统王家村组，翼部由泥盆系下统沙坝脚组

及泥盆系中统何元寨组组成。两翼倾角30一60。。伴生次级褶皱发育，轴部有挤压破碎

带，部分有汞矿富集。矿区位于背斜西翼。

在含矿带内，沿走向或倾向，发育着小型波状挠啦构造，对汞矿富集十分有利。

(2)断裂

矿区主要有两组断层：

①北北东组：走向近南北，倾向西，倾角70一90。。多为逆断层，伴有同向褶皱，

是本区主要的控矿构造。以F。一。为例，矿体出现于断层下盘，其形态随断层作“S"形

弯曲，断层控矿明显。

②北北西组：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70。以上，多为逆断层。同方向的次级小

断裂常含较富汞矿体。

57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