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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矿结构面的历史沿革及分类 

李四光（1953a）创建了结构面的概念，定义

为：“为描述和制图的方便，各种结构要素在三度

空间的方位可以用结构面表示出来”。李四光

（1953b，1999）将结构面按力学性质分为张性、

压性、扭性、压扭性、张扭性五类。陈国达等 1978

年创建了成矿构造的概念，定义为：“与矿床形成

及改造有关的构造”（陈国达等，1985）。叶天竺

等（2014）认为，成矿构造与成矿作用有着复杂

的组构关系，是既控制了矿体的赋存空间，并提

供了成矿作用动力来源的综合系统；同时，成矿

作用空间定位涉及岩性、断裂、裂隙、物理化学

界面，实质上已经超出了经典意义上的“构造”

概念；故根据成矿作用的基本特征，为了描述成

矿空间位置广泛存在的特殊界面，提出了“成矿

结构面”的概念。成矿结构面指成矿作用过程中

赋存矿体的显性或隐性存在的岩石物理及化学性

质不连续面，也就是赋存矿体的各类界面。 

叶天竺等（2014）将成矿结构面大致分以下

三种类型： 

（1）原生成矿结构面：指与成矿地质体同时

或近于同时形成的构造界面，指地质体形成过程

中产生的分割地质体内部结构的构造面，包括沉

积成岩作用原生构造、火山成岩作用原生构造、

岩浆侵入成岩作用原生构造等。原生成矿结构面

是成矿地质体形成过程中重力、热力、压力、流

体驱动力作用而形成的，所以将火山、岩浆侵入

作用形成的热液水压裂隙构造和爆破角砾岩构造

也列为原生成矿结构面。 

（2）次生成矿结构面：指成矿地质体形成以

后产生的构造界面，指区域应力作用下形成的褶

皱、断裂构造中的成矿结构面。褶皱构造包括褶

皱构造轴面及褶皱作用形成的次生断裂、裂隙构

造、层间破碎带、转折端、虚脱带等构造。断裂

构造包括各种级别及序次的断裂、裂隙、节理等。 

（3）物理化学转换结构面：属分划性结构面。

在成矿作用过程中，所有成矿物质沉淀都发生在

温度、压力、酸碱度、氧化还原电位等的物理化

学转换界面处。由于与断裂、褶皱和成岩原生构

造在空间上重叠，因此经常被忽略，所以将原生

成矿结构面和次生成矿结构面形迹不显著，但主

要由物理化学界面显示的成矿结构面单独列出。

例如砂岩型铜矿矿体赋存于古氧化还原转换部

位；砂岩型铀矿赋存于古氧化带界面处及地下水

前锋带等。 

原生、次生、物理化学转换三类成矿结构面

在同一矿床类型中经常形成密切的时空关系，对

指示深部找矿意义重大。 

2  以山西梨园金矿为例 

梨园金矿位于山西省灵丘县下关乡梨园村，

NNE 向断裂是主要的控矿构造，矿体产于 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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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断裂 F3 及其派生断裂带和角砾岩带中。矿区内

出露的岩浆岩有伟晶状钾长花岗岩、石英斑岩、

闪长岩和辉绿岩，潜火山岩脉发育。矿体主要赋

存于太古界阜平群索家庄组第一段黑云斜长片麻

岩和伟晶状钾长花岗岩中，主要由 1 号矿体和 2

号矿体组成。其中，1 号矿体为爆破角砾岩型，

倾伏方向较稳定，约为 310°，其角砾成分混杂，

主要有粗粒钾长花岗岩、条带状片麻岩、斜长角

闪岩、石英脉等，偶见潜火山岩角砾，角砾多为

棱角状，大小不一，最大可达数十厘米，而小者

不到一毫米。胶结物常见硅质物，主要为石英、

绢云母化和黄铁矿等，有时可见碳酸盐矿物（铁

白云石等）。2 号矿体为含矿石英脉，近于直立，

但向西方向侧伏，侧角为 24°，与围岩的边界清楚。

1 号矿体和 2 号矿体具有相似地球化学特征，为

同源产物。 

叶天竺等（2014）认为，一般情况下，同一

矿床次生成矿结构面浅部或边部，经常形成陡倾

斜脉状矿体，但规模较小；原生成矿结构面在深

部及中心部位，经常形成缓倾斜似层状矿体，规

模较大。梨园金矿的 2 号矿体近陡立，为成矿地

质体顶部叠加区域性断裂构造的次生成矿结构

面；而 1 号爆破角砾岩型矿体是由于大量气液在

顶部聚集，当气液压力超过围岩压力时形成侵入

产出，为典型的原生成矿结构面。矿区内，爆破

角砾岩体、潜火山岩脉发育，在浅部以陡倾斜脉

状矿体、爆破角砾岩矿体为主，而在深部潜火山

岩体顶部接触面可能出现成矿结构面的转变，即

出现物理化学转换结构面。所以，对于寻找深部

成矿地质体顶部接触面的缓倾斜厚大似层状、水

压裂隙形成的细脉浸染型层块状矿体将成为下一

步找矿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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