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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ore deposits and their effects 
on mineralization pattern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geologists. Geological structure not only affects the migration and enrichment of 
ore-forming materials and the formation of ore deposits, but also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exploration direc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depth study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allogenic models of mineral deposi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xploration efficiency and 
optimizing the exploitation layout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the restri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posit and the metallogenic model is briefly summarized,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posit 
are analyz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metallogenic model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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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领域，矿床地质构造特征及其对成矿模式的影响一直是地质学家关注的焦点。地质构造不仅影响着成
矿物质的迁移、富集和矿床的形成，而且对于矿产资源的分布和勘探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地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对矿床地质构造特征及其成矿模式的深入研究，对于提高矿产资源勘查效率、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论文简
要概述了矿床地质构造特征与成矿模式的制约关系，分析了矿床地质构造特征，并探讨了这些特征对成矿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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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矿床地质构造特征是成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对

成矿模式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论文针对矿床地质构造特征

及其对成矿模式的制约关系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地质构造与

成矿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2 矿床地质构造特征

2.1 矿床地质构造类型

2.1.1 褶皱

褶皱是岩石受构造应力作用而发生的弯曲变形，是矿

床形成的重要地质构造类型。同斜褶皱两翼产状相同，轴向

与层面平行；异斜褶皱两翼产状不同，轴向与层面不平行；

环状褶皱两翼呈环形，轴面与层面平行；复合褶皱由多个褶

皱叠加而成。褶皱控制了岩层的展布，为矿床提供了赋存空

间。矿床往往分布在褶皱轴部、转折处或两翼。

2.1.2 断层
断层是岩石受构造应力作用而发生的断裂和位移。正

断层上盘相对下降，下盘相对上升；反断层上盘相对上升，

下盘相对下降；平移断层两盘沿断层走向发生平行位移；节

理断层规模较小，两盘基本保持连续。断层使岩层发生位移，

为矿床提供了运移通道和赋存空间。断层附近的矿床往往与

断层有关。

2.1.3 裂隙
裂隙是岩石受构造应力作用而发生的裂缝。节理规模

较小，裂缝宽度一般小于 0.5cm；裂缝规模较大，裂缝宽度

一般在 0.5cm 以上；裂谷裂缝宽度较大，可形成一定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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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谷。裂隙为矿液运移提供了通道，有利于矿床的形成。裂

隙发育的岩石地区，矿床形成条件较好。

2.2 构造特征的时空演化

2.2.1 时间演化规律
地质构造活动往往呈现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受

多种因素影响，如地球内部构造运动、板块运动等。在时间

尺度上，构造活动的周期性表现为成矿作用与构造运动的同

步或滞后。地质构造活动可分为多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

同的构造特征和成矿条件 [1]。在时间尺度上，构造活动的阶

段性决定了矿床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地质构造活动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从地壳形成到矿床形成，往往需要数百万年甚至

数十亿年的时间。在时间尺度上，构造活动的长期性决定了

矿床的地质构造特征及其演化规律。

2.2.2 空间演化规律
地质构造活动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如山脉、

盆地、断裂带等。这些构造单元的形成和演化，对矿床的分

布和成矿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地质构造活动在空间上往往呈

现叠加性，即不同时期、不同规模的构造活动相互叠加，形

成复杂的构造格局。在空间尺度上，构造活动的叠加性决定

了矿床的地质构造特征及其演化规律。地质构造活动在空间

上具有一定的迁移性，即构造单元在时间尺度上的运动和迁

移。在空间尺度上，构造活动的迁移性决定了矿床的分布和

成矿作用。

3 成矿模式概述

3.1 不同类型矿床的成矿模式

3.1.1 热液矿床成矿模式
热液矿床是指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地下热液与岩石

发生交代、沉淀、结晶等作用而形成的矿床。常见的热液矿

床类型有石英脉型、蚀变岩型和斑岩型等。石英脉型热液

矿床模式以富含矿物质的地下热液沿裂隙、节理等构造带运

移，在适宜的温度、压力和化学成分条件下，发生交代、沉淀，

形成富含金属硫化物的石英脉。蚀变岩型热液矿床以富含矿

物质的地下热液与围岩发生交代作用，使围岩发生蚀变，形

成富含金属元素的蚀变岩 [2]。斑岩型热液矿床以富含矿物质

的地下热液沿断裂、节理等构造带运移，在适宜的温度、压

力和化学成分条件下，形成富含金属硫化物的斑岩。

3.1.2 沉积矿床成矿模式
沉积矿床是指在特定的沉积环境中，由生物、化学或

物理作用形成的矿床。常见的沉积矿床类型有碳酸盐岩矿

床、砂页岩矿床和铁、锰、铜、铅、锌等金属矿床。碳酸盐

岩矿床以富含钙、镁、铁等元素的地下热液与沉积物发生交

代、沉淀作用，形成富含碳酸盐的沉积岩。砂页岩矿床以富

含铁、锰、铜、铅、锌等元素的沉积物在适宜的地质条件下，

形成富含金属元素的砂页岩。铁、锰、铜、铅、锌等金属矿

床以富含金属元素的沉积物在适宜的地质条件下，形成富含

金属元素的矿床。

3.2 成矿过程中的地质作用
3.2.1 岩浆活动

岩浆活动是成矿过程中最重要的地质作用之一。岩浆

活动产生的高温、高压环境有利于成矿物质的形成和富集。

岩浆活动可分为岩浆侵入和岩浆喷发两种形式。侵入岩浆活

动形成的岩体常常是矿床的主要赋矿岩体，而喷发岩浆活动

则可能形成火山岩型矿床。

3.2.2 热液流体运移
热液流体运移是成矿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机制。热液流

体携带着成矿物质从高温、高压的源区向低温、低压的成矿

空间运移。在运移过程中，热液流体与围岩发生交代作用，

使成矿物质在有利部位富集成矿。热液矿床主要包括斑岩

型、热液交代型和热液充填型等 [3]。

3.2.3 沉积作用
沉积作用是成矿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地质作用，主要形

成沉积矿床。沉积作用过程中，成矿物质从水溶液中沉淀出

来，形成富含成矿物质的沉积岩。沉积矿床类型包括沉积岩

型、沉积变质型和风化壳型等。

3.2.4 构造运动
构造运动对成矿过程具有重要作用，构造运动导致地

层变形、断裂形成和岩浆活动，为成矿物质提供运移和富集

的通道。构造运动可分为挤压、拉伸和剪切等类型。挤压构

造运动有利于形成大型、超大型矿床；拉伸构造运动有利于

形成断裂型矿床；剪切构造运动有利于形成剪切带型矿床。

3.2.5 地表水作用
地表水作用是成矿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地质作用，主要

形成地表水型矿床。地表水与成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使成

矿物质溶解、沉淀和富集成矿。

4 矿床地质构造特征对成矿模式的制约关系

4.1 构造对成矿物质来源的控制
4.1.1 构造活动与成矿物质来源

地质构造活动是成矿物质来源的关键因素。在地质构

造运动过程中，岩浆活动、变质作用、构造变形等都能产生

成矿物质。具体表现为岩浆在上升过程中，溶解并携带大量

成矿物质，这些物质在岩浆冷却过程中会逐渐沉淀、聚集形

成矿床。地壳深处的高温高压环境可以使原有岩石发生变

质，释放出成矿物质，形成变质矿床 [4]。构造变形过程中，

岩石受到挤压、拉伸等应力作用，导致岩石破碎、裂隙发育，

有利于成矿物质在裂隙中聚集。

4.1.2 构造对成矿物质供应的控制
构造裂隙为成矿物质提供了良好的运移通道，有利于

成矿物质在裂隙系统中聚集。裂隙的发育程度、走向、间距

等对成矿物质聚集具有重要影响。不同构造单元具有不同的

成矿物质分布特点。例如，板块边缘、造山带等构造单元往

往具有丰富的成矿物质。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构造单元的

相互作用、碰撞、俯冲等会导致成矿物质分布发生变化。例

如，板块俯冲作用会使成矿物质向俯冲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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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构造对成矿流体运移的影响
4.2.1 构造对成矿流体运移路径的影响

断裂构造是成矿流体运移的主要通道。断裂带内，由

于岩石破碎、裂隙发育，使得成矿流体在断裂带内流动，形

成运移路径。褶皱构造对成矿流体运移路径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褶皱构造可以形成封闭空间，有利于成矿

流体在封闭空间内聚集；二是褶皱构造的变形作用可以形成

新的裂隙，为成矿流体提供新的运移路径。

4.2.2 构造对成矿流体聚集场所的影响
构造裂隙是成矿流体聚集的重要场所。在断裂构造和

褶皱构造发育的地区，成矿流体往往在构造裂隙中聚集，形

成矿床。构造穹隆是成矿流体聚集的另一个重要场所。穹隆

构造中心的岩层相对较厚，有利于成矿流体的聚集。

4.3 构造对矿床定位和矿体形态的制约
4.3.1 矿床定位的制约

构造运动是矿床形成和分布的重要驱动力，构造运动

引起的地壳变形和断裂、褶皱等地质现象，为矿床的形成提

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如板块构造运动、地壳运动等。构造

岩浆活动与矿床的形成密切相关，岩浆活动产生的热液、热

流体等，在构造裂缝、断裂带等有利空间条件下，将成矿物

质带入成矿带，形成矿床 [5]。地质构造的演化过程对矿床的

定位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在区域构造演化过程中，某些构

造单元的稳定性较好，有利于矿床的形成和保存。

4.3.2 矿体形态和规模的制约
构造裂缝和断裂带是热液成矿的重要通道，对矿体形

态和规模有显著影响。矿体往往呈带状、层状、脉状等形态，

与构造裂缝和断裂带密切相关。岩浆侵入体是热液成矿的重

要物质来源，侵入体的大小、形态和分布对矿体规模和形态

有直接影响。通常，侵入体越大，矿体规模越大；侵入体形

态不规则，矿体也呈不规则形态。矿床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受

到地质构造演化的制约，在构造演化过程中，矿床的形态和

规模会发生变化。如矿床在构造活动初期形成的小型矿床，

随着构造活动的持续，矿体规模可能逐渐增大。

5 矿床地质构造特征对成矿模式制约关系发
展建议

5.1 深化地质构造研究
加强地质构造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入探讨地质构造形

成、演化和作用的机制，为成矿模式提供理论支持。开展区

域地质构造研究，分析区域构造背景对成矿的影响，明确区

域构造与成矿的关系。深入研究矿床地质构造特征，分析构

造应力场、断裂系统、岩浆活动等因素对成矿的影响，揭示

成矿构造条件。加强构造地质填图，提高地质构造研究精度，

为成矿预测和勘探提供可靠依据。开展构造模拟实验，验证

地质构造与成矿的关系，为成矿模式提供实验依据。

5.2 构建地质构造与成矿关系的数据库
收集整理地质构造与成矿关系的文献资料，建立地质

构造与成矿关系的知识库。整合区域地质构造、矿床地质构

造、构造模拟实验等数据，构建地质构造与成矿关系的数据

平台。建立地质构造与成矿关系的数据模型，分析不同构造

条件下的成矿规律。开发地质构造与成矿关系的查询、分析

和预测系统，为地质勘探和矿产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定期更

新数据库，保持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为地质构造与成矿

关系研究提供持续动力。

5.3 开展地质构造与成矿关系的综合研究
深入分析不同地质构造类型对矿床形成的影响，包括

断裂构造、褶皱构造、岩浆活动等，以揭示地质构造与矿床

分布和成矿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区域地质背景，研究

不同地质构造单元内的成矿元素分布和成矿潜力，为成矿预

测提供依据。分析地质构造演化对矿床形成和分布的影响，

探讨地质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之间的关系。结合现代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遥感等新技术手段，开展地质构造与成矿关

系的综合研究，提高研究精度和水平。

5.4 提高成矿预测精度
建立和完善成矿预测模型，包括地质构造模型、成矿

流体模型、成矿物质来源模型等，为成矿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加强对成矿过程中关键地质构造因素的识别，提高对成矿预

测的准确性。利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新技术手段，开展

综合地球物理场、地球化学异常等方面的研究，为成矿预测

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加强区域成矿预测研究与区域矿产资源

评价相结合，提高成矿预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借鉴国内外

先进经验，不断优化成矿预测技术方法，提高成矿预测精度。

建立成矿预测信息数据库，实现成矿预测信息共享，为成矿

勘查提供有力支持。

6 结论

深入研究矿床地质构造特征及其对成矿模式的制约关

系，对于提高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矿床

地质构造特征对成矿模式具有显著制约作用，地层、岩性、

构造样式、岩浆活动等因素共同影响着成矿物质的迁移、富

集和矿床的形成。不同类型矿床的地质构造特征对成矿模式

的制约作用存在差异，通过对地质构造特征的分析，可以确

定成矿有利地段，指导勘查工作。针对不同地质构造条件下

的矿床，制定相应的开发方案，提高矿产资源利用率。在今

后的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为中国矿产资源事业

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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