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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嵩县雷门沟钼矿为斑岩型钼矿床，控矿斑岩体岩性主要为正长花岗斑岩–斑状二长花岗岩。与控矿斑岩

体上侵及冷凝有关的非构造裂隙强烈发育，这些裂隙规模虽小却是各种含矿脉体充填的场所且与构造作

用无关，它直接控制着成矿金属矿物的赋存，充分反映了斑岩型矿床的裂隙系统特征。本文重点研究了

雷门沟斑岩型钼矿床非构造裂隙的主要类型及控矿特点，为深入研究雷门沟钼矿成矿作用过程及矿床模

型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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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imengou molybdenum deposit in Song County is a porphyry type molybdenum deposit. The 
ore-controlling porphyry body is mainly syenite-porphyry monzonite granite. The non-structural 
fractures related to the intrusion and condensation of ore-controlling porphyry bodies are strong-
ly developed. Although these fractures are small in size, they are filled by various ore-bearing 
veins and are not related to tectonism. They also directly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metallogenetic 
metallic minerals. It fu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acture system of porphyry deposit. In this 
paper, the main types and ore-controlling characteristics of non-structural fissures in the Leimen-
gou porphyry molybdenum deposit are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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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区地质概况 

嵩县雷门沟斑岩型钼矿是河南境内重要的钼矿床，其西段经详查提交工业矿钼金属资源量63.64万吨，

矿床平均(Mo)品位 0.079%，矿床规模达特大型[1]。矿区地层主要为太古界太华岩群深变质岩(图 1)，岩

性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片麻岩、斜长角闪片岩、大理岩或含石墨大理岩、磁铁石英岩等。

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有近东西向、北北东向、北东向、北西向四组，规模不等，长 200~1800 米，

宽 1~10 余米，形成于燕山期，具多期活动特征；经矿体连接对比可知断裂构造没有破坏矿体的连续性，

也没有改变矿体形态，即断裂构造不具控矿作用。矿区内岩浆活动频繁，与钼成矿关系密切的为中酸性

—酸性的岩体、岩脉及小岩珠，岩性为二长花岗岩–石英二长岩(基)、二长花岗斑岩(体)、微细粒正长花

岗岩–二长花岗岩(株) [2]。经锆石 U-Pb 法测年及辉钼矿锇－铼测年成果，成矿时代为燕山晚期(131.0 + 
0.6) Ma [3]。爆发角砾岩呈镶边状分布于控矿斑岩体顶部和岩体周围[4]，钼矿体主要呈半环状围绕斑岩体

内外接触带分布[5]。 

2. 雷门沟钼矿床非构造裂隙类型及控矿特征 

与受断裂构造控制的脉状热液型金属矿床的矿体不同，斑岩型矿床的矿体控矿因素不是与动力作用有

关的断裂而是各种裂隙，这些裂隙可以是成矿前的断裂构造，也可以是与断裂构造无关但跟侵入岩体关

系密切的复杂裂隙系统[6]，这些裂隙系统的强烈和高密度发育为含矿流体的运移、循环、与围岩的物质

交换及成矿物质的卸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有利空间，但这些裂隙系统都是与构造作用无关的裂隙，称为

非构造裂隙。 

2.1. 斑岩型矿床裂隙系统研究现状 

斑岩型矿床规模巨大，经济意义显著，因此地学界对斑岩型矿床的研究也较深入。特别是成矿构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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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结构面研究的引入，认为流体作用形成的裂隙－破裂系统是斑岩型矿床的主要成矿结构面[7]，当岩

体内静水压力大于围岩静岩压力时在接触带形成从岩体内向围岩的放射状裂隙，当静岩圧力大于岩体内

静水压力时形成平行接触面的裂隙系统即环状裂隙。部分研究者从区域地质构造方面着手研究斑岩型矿

床裂隙系统在方位展布上与区域构造线方向的一致性[8]，也有一些矿床学者提出斑岩型矿床裂隙系统与

岩浆侵位的关系[9]。在对中国斑岩型铜钼矿床的总结中，学者们更多地注意到了斑岩型矿床裂隙系统的

独特性[10]，以及裂隙发育的密度及广度，总体上确认斑岩型矿床的裂隙系统是岩浆作用的产物[11]。本

文认为单纯的静水压力在地下深部是难以形成高密度水压裂隙的，本文更倾向于认为水压裂隙更可能是

对岩浆上隆膨胀裂隙的继承，因为从岩浆作用的过程看，岩浆上侵作用于围岩在前，岩浆中的流体聚集、

富集在后。因此本文重点是研究斑岩型矿床裂隙系统的非构造特征及其常见的发育形式、控矿具体方式

及非构造裂隙的主要类型。 
 

 
Figure 1. Skech of Leimengou Molybdenum mining area 
图 1. 雷门沟钼矿区地质略图 

2.2. 非构造裂隙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2.2.1. 非构造裂隙的概念 
非构造裂隙是指与区域性构造作用无关的裂隙，主要是指在溶蚀(形成溶洞、孔穴、坍塌)、风化(碎块

化、角砾化)、热胀、冷缩、压实、失水、气体逸出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裂隙(缝)叫非构造性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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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与侵入岩体有关的非构造裂隙的特点 
与沉积的具韵律性的层状岩石不同，侵入岩一般呈均一的块状体，而且由深部向上隆起时，对上覆围

岩有顶托作用，对两侧围岩产生挤压，均能使围岩产生裂隙与变形。岩体在侵入时携带大量的热能，由

于热传导现象的存在，会对围岩产生强烈的烘烤作用使之膨胀裂解，同时成矿岩体富含流体，流体的活

动将热传导引向岩体外侧更远的位置，这也是斑岩型矿床围绕岩体分布的主要原因。 
与侵入岩体有关的非构造裂隙特点如下： 
① 岩体自深部向上运移过程中必然对上覆围岩起上托作用产生与岩体界面基本垂直的张裂隙，同时

岩浆的热流作用于围岩，由于热胀冷缩作用使围岩受热膨胀而产生膨胀裂隙。 
② 大部分岩体平面形态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当岩体上侵时带动围岩的上隆，但围岩的上隆是被动

的，使之产生与岩体边界基本一致的裂隙系统即围绕岩体的环状裂隙，包括平行岩体顶面的发育于上覆

围岩中的环状裂隙。 
③ 当岩体上隆时，岩体顶面一般呈外倾的弧形，即中部高向周围变低，因此以岩体弧顶为中心向四

周形成呈放射状散开的放射状裂隙。 
④ 当岩体逐渐冷却时，同样由于热胀冷缩作用岩体及岩体外侧围岩均产生冷缩裂解，形成冷缩裂隙。

由于岩石物理性质的差异，不同的岩性其膨胀系数或冷缩系数是不同的，因此当两种不同的岩性相接触

时在其接触面会因其不同的收缩率(或收缩幅度)而产生微小的冷缩裂隙，这种裂隙在含矿脉体与围岩之间

是普遍存在的。 
⑤ 斑岩型矿床的控矿斑岩体在岩浆演化的后期会分异出大量流体，这是斑岩型矿床成矿的基础[12]，

早期流体处于超临界状态即高温气液，随着岩浆的逐步冷却和流体温度、压力的下降，流体在沿裂隙系

统流通充填过程中，气体逸出留下大量孔洞，这些孔洞构造也是一种重要的非构造裂隙，为成矿物质的

富集充填提供了空间。 

2.3. 雷门沟钼矿床膨胀裂隙对含矿脉体的控制特点 

雷门沟钼矿区因控矿斑岩体上隆在围岩中产生的膨胀裂隙较发育，同时由于岩体侵入的多阶段性(正
长花岗斑岩–二长花岗岩)，较早侵入的正长斑岩也作为较晚侵入的二长花岗岩的围岩存在，因此在控矿

斑岩体中也同样发育密集的膨胀裂隙。裂隙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热液活动形成的充填其内的各种脉体。各

种膨胀裂隙规模差异较大，按裂隙宽度分为三种，即微裂隙、小裂隙和大裂隙。微裂隙宽度一般 1~3 毫

米，延伸长度一般 5~50 厘米；小裂隙宽度一般 5 毫米至 3 厘米，延伸长度 0.5 米至 1.5 米，少部分延长

可达 3~5 米；大者宽度则可达 1.0~10 米，延伸长度十几米至几百米。不论是毫米级的微裂隙还是厘米级

的小裂隙、米级大裂隙，这些裂隙与构造作用无关，主要表现为张裂(开)，裂隙面弯曲而不平直，不发育

与断裂作用相关的角砾岩、断层碎粉和相对运动产生的磨擦面。沿裂隙充填的物质有两种，一种是与控

矿岩体有关的具同源岩浆演化序列的岩脉、岩枝或超临界阶段形成钾长伟晶岩脉、石英脉，一般充填于

大裂隙中；另一种则是成矿气液沿小裂隙或微裂隙充填形成的各种脉体如石英脉、辉钼矿石英脉、辉钼

矿黄铁矿石英脉、辉钼矿黄铁方解石石英脉、辉钼矿黄铁矿莹石石英脉等成分复杂脉体。 
沿裂隙充填的花岗斑岩脉与围岩(多数情况下围岩为隐爆角砾岩)一般具有清楚的界线，呈侵入接触关

系。如图 2 所示，细微粒斑状花岗岩脉宽 7.2 米，沿裂隙贯入于爆破角砾岩中，二者因抗风化程度的差异

在地形地貌上表现明显，二者界线为一小的冲沟。沿花岗斑岩脉与围岩界线追索发现，二者接触界线呈

不规则锯齿状，接触界面附近的围岩仅具热液蚀变引起的颜色变化(颜色变浅)及烘烤疏松现象，但没有明

显的动力作用所产生的碎裂岩、断层角砾岩、磨擦镜面等特征，因此其性质是裂隙而不是断层。在钻孔

中也见有浅肉红色钾长伟晶岩脉沿裂隙的贯入，脉体与围岩具有清楚的界线，因强烈蚀变脉体一般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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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如图 3 所示，钾长伟晶岩脉宽约 0.4 米，有小斑块状黄铁矿发育，是沿早期膨胀裂隙充填的。 
 

 
Figure 2. Granite porphyry intrude into Breccig 
图 2. 花岗斑岩侵入到爆破角砾岩中 

 

 
Figure 3. Pegmatite dike filled in the granite porphyry fissure 
图 3. 花岗斑岩裂隙中充填的伟晶岩脉 

 
充填有花岗岩脉、伟晶岩脉、石英脉的规模较大的膨胀裂隙在雷门沟钼矿区总体而言不是控矿裂隙系

统的主体，真正的控矿主体是规模更小一些的密集发育的膨胀裂隙系统。这些裂隙的产状也是较为复杂

的，有与岩体界面垂直的表现为裂隙顺直孔的岩心长轴方向或与直孔的岩心长轴方略有交角的方向延伸

(即与岩体界面相垂直的垂直裂隙)，也有与直孔岩心长轴方向垂直或基本垂直的裂隙(即与岩体界面平行

的环状裂裂)，如图 4、图 5 所示。这些裂隙的规模一般是毫米级的微裂隙或小裂隙，宽度多在 1~5 毫米

左右，少部分脉体宽度 1~2 厘米。但裂隙的密度大，达到或基本接近 1 条/1~2 厘米至 2 条/1 厘米。需要

说明的是，平行或近平行岩体层面的环状裂隙与垂直或近垂直岩体层面的垂直裂隙是普遍发育的，都被

成矿脉体(如辉钼矿石英脉、黄铁矿辉钼矿石英脉等)所充填。 
这些复杂而密集的微裂隙系统可能不是同时形成的，之间有着较明显的交切或切错关系，不同的脉体

相交切其实代表了裂隙在形成时间上的先后有差异。如图 6 所示，裂隙的形成至少可分为 3 个阶段，即 1
号辉钼矿化水平脉体形成于第一阶段，2 号辉钼矿化近垂直脉体形成于第 2 阶段，3 号黄铁矿化斜交脉体

形成于第 3 阶段。在三者的组合关系上表现为 1 号辉钼矿化水平脉体被 2 号辉钼矿化近垂直脉体左行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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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错距约 5 毫米；而 3 号黄铁矿化斜交脉体不仅左行错开了 1 号辉钼矿化水平脉体也同时左行错开了 2
号辉钼矿化近垂直脉体。以上现象说明斑岩型矿床的裂隙系统是复杂的，是多阶段形成的，而且早阶段

形成的裂隙被较晚阶段形成的裂隙切错，还表现为即使是同一矿化成份的脉体在形成时间上也有先后，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控矿岩体的就位是一个长期的活动过程。 
 

 
Figure 4. Vertical fissure developed along the long axis of 
the core 
图 4. 沿岩心长轴方向发育的垂直裂隙 

 

 
Figure 5. Horizontal fracture perpendicular to the long axis 
of the core 
图 5. 与岩心长轴垂直的近水平裂隙 

 

 
Figure 6. Intersection of vein indicate the sequence of 
fracture formation time 
图 6. 脉体交切关系说明裂隙生成时间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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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雷门沟钼矿床冷缩裂隙对金属矿物赋存控制特点 

与膨胀裂隙相比较，冷缩裂隙则主要形成于控矿斑岩体的冷凝阶段，或形成于控矿岩体外侧围岩的冷

却收缩阶段，因此冷缩裂隙不仅发育于控矿斑岩体外侧的围岩中，也大量发育于控矿斑岩体内部。当控

矿岩体冷却收缩幅度较大时其上覆围岩会因下部岩体的收缩而塌陷，此种情况下会产生较大规模的裂隙，

这种裂隙与膨胀裂隙区分困难。但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能观察到的是两种岩石因收缩幅度差异而产生的微

裂缝或微缝隙，最主要的也是最有意义的是各种各样的含矿脉体与围岩之间因冷却过程中的收缩幅度差

异而产生的微裂(缝)隙，这种微裂(缝)隙基本上都是毫米级的，宽度一般 0.1~1 毫米左右，个别达 2 毫米。

这种类型的冷缩裂隙虽然规模微小，但与各种脉体密切共生，对钼矿和其它金属矿物的富集意义重大，

它为钼矿物和其它金属矿物的赋存提供了有利空间。这种裂(缝)隙主要生成于各种脉体的边部，即脉体与

围岩接触界面处，特别是在含矿脉体中更为明显，如图 7、图 8 所示，可见辉钼矿化主要在石英脉的边部

发育，敲开后辉钼矿化呈薄脉状或薄膜状发育于脉体与围岩的接触面处。这是由于围岩与脉体的冷缩幅

度不同而产生的赋矿裂隙。这种裂隙的规模都是毫米级的，裂隙宽度决定着辉钼矿化的厚度，也就是说

决定着辉钼矿化的强度，或者说决定和影响着钼矿矿石的品位，当脉体边部的冷缩裂隙宽度较大时所富

集的辉钼矿的厚度也较大构成较富或较纯的辉钼矿脉，当脉体边部的冷缩裂隙宽度较小时，则富集的辉

钼矿呈纹线状分布。 
 

 
Figure 7. Molybdenite developed along the cold shrinkage 
fissure at the edge of quartz vein 
图 7. 辉钼矿沿石英脉边部冷缩裂隙分布 

 

 
Figure 8. Pyrite distributed in the cold shrinkage cracks at 
the edge of veins 
图 8. 黄铁矿分布于脉体边部冷缩裂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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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缩裂隙不仅发育于各种含矿脉体边部，也常发育于脉体内部，常见发育于含矿脉体内部与脉壁平行

的微冷缩裂隙，这种微裂隙可以是相对连续的，更多情况下是断续的；可以是平直的，也可以是弯曲的。

这种微裂隙也都是毫米级的，宽度一般小于 1 毫米，是辉钼矿和其它金属矿物的重要富集场所。如图 9
所示，石英脉体内部的冷缩微裂隙与脉体边部的冷缩裂隙呈平行分布。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这是不同

阶段充填的两种石英脉冷却幅度差异造成的，一种为白色石英脉，另一种为烟灰色石英脉。由此可以看

出，任何不同物理性质的两种岩石之间均能产生冷缩裂隙，这些裂隙被成矿脉体充填时才对成矿有意义，

这是非构造裂隙控矿的主体，当然也可以被纯辉钼矿或其它金属矿物充填，但这是极少数，不是主要的

非构造裂隙控矿型式。 
 

 
Figure 9. Molybdenite filled the cold shrinkage fissure in the 
vein material 
图 9. 脉体内部冷缩裂隙充填的辉钼矿 

2.5. 雷门沟钼矿床其它类型裂隙控矿特点 

雷门沟钼矿床除发育膨胀裂隙与冷缩裂隙外，还发育有其它类型的非构造裂隙，这些非构造裂隙主要

有：与热液中的气体逸出有关的孔洞构造、不同矿物间的接触面构造、脉体中的捕掳体构造、爆破角砾

岩中的充填构造等，这些非构造裂隙也是金属矿物沉淀的场所。 
1) 孔洞构造 
当富含气态组分的含矿脉体中的气体(经观察雷门沟钼矿区含矿脉体中有矿化莹石–石英脉、矿化方

解石–石英脉发育，因此含矿脉体中富含 F、CO2 等气体)在冷却固结过程中因矿物的冷凝固结发生逃逸

时，会在含矿脉体中留下大大小小的孔洞，这些孔洞具有不规则的形态，可以是与脉壁平行的拉长孔洞，

可以是孤立的单个孔洞，也可能是多个呈串珠状分布的孔洞。斑岩型矿床与其它矿床的重要区别是控矿

岩体中是富含流体的，这些流体中同样溶解有大量气体，冷凝过程中气体的逸出也会在控矿岩体中留下

孔洞，同样会被脉石矿物和金属矿物充填，因此孔洞构造不仅发育于各种热液作用形成的脉体中，也发

育于控矿斑岩体内。脉体中的孔洞大小与脉体规模呈正比关系，通常小于 1 厘米。这些大大小小的孔洞

就成为辉钼矿和其它金属矿物沉淀富集的良好场所，形成小条带状、小斑块状、小团块状矿化，这种矿

化最常见的是黄铁矿化，如图 10 所示。辉钼矿虽有沿孔洞充填者，但一般斑块较小，呈颗粒状集合体分

布，说明流体中所含的主要金属组分是 Fe 其次才是 Mo。气体逸出形成的孔洞一般只发育在脉体内部靠

脉体中心或近中心部位，在脉体的边部则极少发育。更多、更常见的组合是脉体中部为孔洞状充填富集

的黄铁矿斑块，脉体边部或内部的冷缩裂隙中则充填富集辉钼矿，构成辉钼矿化–黄铁矿化组合(图 10)，
脉体为辉钼矿化、黄铁矿化脉，围岩为控矿斑状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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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The edge of the vein body are filled with molyb-
denite, the holes in the vein body are filled with pyrite 
图 10. 脉体边部冷缩裂隙充填辉钼矿，脉体内部孔洞充填

黄铁矿 
 

2) 矿物接触面构造 
矿物接触面构造是岩石中常见的一种构造形式，相接触的两种矿物因物理性质的差异在冷却时收缩幅

度是不一样的，其结果是在两种矿物的接触面形成冷缩微裂隙。这种现象多出现在伟晶岩脉体中，一般

的中细粒脉体中或成分单一的脉体中难以发育，如图 11 所示，在石英–钾长石伟晶岩脉中可见金属矿物

黄铁矿发育。黄铁矿呈一侧平直一侧不规则状，平直的一侧位于石英与钾长石两种矿物的接触面，即黄

铁矿由石英与钾长石接触面形成的冷缩裂(缝)隙向石英一侧生长，在石英内部及钾长石内部见不发育金属

矿物。 
 

 
Figure 11. Pyrite crystallized on the contact surface of two 
minerals 
图 11. 黄铁矿结晶于两种矿物接触面上 

 
接触面构造的矿化也发育在蚀变脉体与围岩接触处，但并不是所有蚀变脉体与围岩接触处均会发育矿

化，只有当围岩中有颗粒粗大的矿物时才会出现金属矿物的矿化，如图 12 所示，石英–莹石脉与似斑状

花岗岩中的钾长石斑晶相接触，在接触处产生冷缩裂隙，被黄铁矿充填，这种形式类似于河道中转石后

面富集的重矿物颗粒，而在石英–莹石脉与细粒花岗岩接触处则不发育矿化。 
3) 爆破角砾岩的角砾状构造 
一般认为爆破角砾岩是由岩浆期后形成的超临界流体发生隐爆而将围岩震碎的产物[13]，大量角砾的

存在会使成矿流体的循环更容易，碎块与碎块之间的孔隙也更有利于成矿金属矿物的富集与赋存。地表

及浅部因强烈的氧化淋滤作用金属矿物已难以看到，但对雷门沟钼矿钻孔岩心的实地观察发现，爆破角

砾岩带中角砾与角砾之间或角砾与胶结物之间的矿化是不强烈的，只在个别角砾的边部发育有辉钼矿化，

如图 13 所示，辉钼矿化发育于角砾边部的局部，但没有形成围绕角砾分布的辉钼矿化边，辉钼矿化区傍

侧有(黄铁)矿化石英脉分布，推测辉钼矿化与矿化石英脉关系密切，因此这种矿化在矿区只具有个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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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普遍特征。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爆破角砾岩带对成矿作用的控制因素不是主要的，这与

剖面上矿体的分布与爆破角砾岩的关系相吻合，即富矿体并没有全部赋存于爆破角砾岩中。 
 

 
Figure 12. Pyrite crystallized on the contact surface of 
gemstone and potash feldspar 
图 12. 黄铁矿结晶于莹石与钾长石接触面上 

 

 
Figure 13. Molybdenite distributed around the edge of 
Breccia 
图 13. 辉钼矿围绕角砾边缘分布 

 
4) 捕掳体构造 
捕掳体构造在雷门沟钼矿床中的发育稀少，仅在个别规模相对较大一些的含矿脉体中出现，辉钼矿、

黄铁矿等金属矿物围绕捕掳体边缘分布，这也是冷缩裂隙的一种发育型式。 

3. 雷门沟钼矿床非构造裂隙控矿特征总结 

1) 裂隙系统对矿化型式的控制 
从上述观察研究中可以看出，与受构造控制的脉状金属矿床相区别，斑岩型矿床具有复杂且极为发育

的裂隙系统，因为是裂隙而不是断裂，决定了裂隙的规模与宏观上能看到的断裂构造具有显著的区别，

裂隙的性质也与受应力作用形成的具有固定延伸方向的断裂构造差异明显。裂隙构造是控矿岩体活动的

产物，因此控矿岩体的规模、产状、形态对裂隙系统发育的程度、范围、密度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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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观察研究中还可以看出，各种成矿脉体是沿裂隙系统充填的，而各种成矿脉体是有用金属组分赋存的

主体，在成矿脉体外的围岩中极少能看到主成矿元素辉钼矿的分布，因此裂隙系统为各种成矿脉体的充

填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为成矿物质的卸载和沉淀提供了直接场所[14]，也因此对矿化型式起着决定性的影

响。 
2) 裂隙系统对矿化富集程度的控制 
既然裂隙系统直接决定了斑岩型矿床的成矿金属元素辉钼矿的卸载空间和赋存形式，那么与成矿斑岩

体侵位有关的裂隙系统的发育程度和发育型式对矿化富集程度和矿石品位就起着直接制约作用[15]，裂隙

密度大、充填的成矿脉体多矿化就强、矿石品位相应就高，裂隙密度小、充填的成矿脉体少矿化就弱、

矿石品位相应就低或达不到边界品位要求。控制裂隙发育程度的因素有多种，不但与控矿岩体外围的岩

石性质有关，还与控矿岩体的形态、产状、侵位次数有关，也与岩浆携带的热能多少有关，因此与斑岩

型矿床控矿岩体相关的裂隙系统的发育程度是不均匀的，这导致了含矿脉体充填的不均匀性，从而也决

定了钼矿化的不均匀性，即局部富而相邻部位贫，还可能出现局部的无矿段。 
3) 裂隙系统发育部位的限制 
因控矿岩体的侵入上隆而使上覆围岩产生大量膨胀裂隙，但岩体上隆所能影响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不是

无限的，从岩浆侵入动力学上讲离侵位岩体越远则这种影响就越弱，即从宏观上看离控矿岩体越远的上

覆围岩则裂隙发育越少、裂隙密度相应越小，充填的含矿脉体密度也相应越小，矿化也就越弱。离控矿

岩体越近，则上覆围岩受力越大，裂隙也就越发育，裂隙密度也就越大，充填的含矿脉体也就相应越多，

矿化也就越强烈。在岩体冷却阶段，会在岩体和外侧围中形成冷缩裂隙，但从岩浆热力学角度看，总是

岩体与上覆围岩接触部面先冷却，而岩体内部则冷却相对缓慢，且越向岩体深部则越冷却缓慢，这样就

会在快速冷却地带也就是岩体与围岩的内、外接触带产生大量冷缩裂隙，当这些裂隙被含矿热液充填后

同样会产生强烈的辉钼矿化；而向岩体内部或深部因冷却缓慢则裂隙发育少，充填的含矿脉体也相应少，

矿化就弱或基本无矿化。因此斑岩型矿床的矿体几乎总是产在控矿岩体的内外接触带，就是由这种与侵

入岩体相关的裂隙系统的发育程度和发育形式决定的。 
4) 裂隙系统中的主要类型归纳 
雷门沟斑岩型钼矿床的非构造裂隙系统主要类型可归纳为：膨胀裂隙、冷缩裂隙、孔洞构造、矿物接

触面构造、捕掳体边缘构造。岩体上侵隆升及热效应形成的膨胀裂隙，是各种矿化蚀变脉体充填的最重

要场所；岩体及围岩冷却因岩性差异而产生的收缩幅度差是最重要的冷缩裂隙，是成矿金属矿物富集的

决定性空间；温度下降气体逸出形成的孔洞也是金属矿物充填的良好空间；捕掳体边缘构造也是金属矿

物聚集的有利位置。以上 4 种非构造裂隙决定了雷门沟钼矿床成矿物质的运移、富集、卸载、定位的具

体空间和方式，是宏观矿体形态的微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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