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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层控铜矿床的成矿作用

徐恒诚
( ‘

交徽诌
‘

台金矿山 片 司 )

提 要 对长江中下游铜铁矿床的成因和成 矿炸甲的认识至 今众说纷纭
_

作者据多年在该区找矿

勘探实践和成因研 究
,

提出矿 )友属 l)乙积或火山沉积一热袱叠加型 成因
。

矿床沉 积
万

f固定层位
·

表现

明显的层控特点
; 凹陷沉 积盆地或古海盆地边缘

、

迈东西网和近南北 问隐伏基底断裂交汇结点控制

矿床分布
;
后期岩浆侵八 和区域变质作用使矿床受热液作用叠勺[J和改造 挥此

.

摆脱了局程于 小侵

入体与灰岩接触带或矿区周边找矿的认识
,

从了而扩大了找犷 吐景

关键词 长江 甲下 游 层拄硫化物 矿床 海底 火山作 明 热液叠加 变质改造

0 问题的提出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铜
、

铁矿产 资源基地之 一
,

经方关部门的长期工作
,

对沿江地区资

源勘探开发和地质成矿作用的研究都取得了或大成果 们对其矿床成因及其成矿作用方面却

认识不一 存在有矽 行岩型
、

同生沉积型
、

复合型成矿 以 及层考空汐卡岩型矿沫之说
。

但据笔者多

年来对本区矿床成因研究和找矿勘探实践
,

认 为多牧矿 )文商属于沉积 、或 火山沉积 )一 热液叠

加改造型 (徐克勤
.

, 9 7 4 )
。

基于上述实践
,

在找矿方 !司 一从 本摆脱了 只限于在小型侵入体与灰

岩的接触带或矿区周边找矿的认识
,

从而扩 弋了找矿远 景
.

这对新区的普查勘探及区域成矿规

律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

! 成矿区域地质背景

长江中下游断裂拗陀带或 下扬子断陷带
弓

.

位干 戈另11隆起与江南百陆之间
。

此带
,

自震 旦
.

纪以来
,

民期处于相对拗陷状态
,

其形成和发展
、

显著地受到若于深断裂控制
.

故涂克勤称之为

断裂拗陷带
。

西起武汉
、

大冶回东经九江
、

安庆
、

铜陵直至南京
、

镇江一带
。

全 长约 6 00 公里 (图

1 )
。

震旦一加里东旋 回内沉积了巨厚的碎屑岩一碳酸盐系 加里东运动使本区地壳轻微上升
,

早
、

中泥盆世沉积普遍缺失
。

海西
、

印支期发生海侵
,

匕泥盆统为砂 页岩
,

石炭一二叠系以碳酸

盐类为主
。

含铜硫化物 主要赋俘在这套海侵岩 系底部附近的碎屑岩向碳酸盐的过渡部位
,

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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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皿b le

表 1 铜陵地区矿床类型划分

C la ss lf le扭 tl皿
o f o r e d e P o s或t t冲

e in T o n g lin g A r e a

类类型型 层位位 矿床类型型

铜铜铜铜铜 硫(氏 5 2 ))) 铁铁 金金

不不不 闪长岩及与其接触的志留留 舒家店
、

茗 山 (矿矿矿矿 舒家店(矿化 )))

整整整 纪砂页岩(斑岩亚矿床))) 化)))))))))

222 、、、、、、、、、、、、、、、、、、、、、、、、、、、、、、、、、、、、、、、、、、、、、、、、、、、、、、、口口口 T , 与闪长岩接触带带 凤凰山
、

胡村后山山 曹山
、

鸡冠山山 虎山
、

凤凰山山 虎山山

型型型 P I

一c :

与 6 接触带带 笔山
、

江家冲等等等等等

整整整 T --- 狮子山
、

大团山
、

老老 新桥
、

冬瓜 山
、

天马马 长龙山
、

顺风山
、

叶叶 五松
、

天马山
、

戴家家
ZZZ、、 P 222

鸦岭
、

铜官山
、

冬瓜瓜 山
、

峙门口
、

衫匕园园 山山 冲
、

新桥
、

黄狮涝
、、

口口口 C 222 山
、

新桥
、

戴家汇
、、、、

长山头头
型型型型 麻姑 山

、

铜 山
、

前前前前前
山山山山

、

西峰岭岭岭岭岭

复复合型型 D :
一T ; 及其与闪长岩接触带带 狮子山矿田田 狮子山矿田田田 天马山山

铜铜铜铜官山矿田田 铜官山矿田田田田
铜铜铜铜山矿 田田 铜山矿田田田田

表 2 铜官山矿床组合特征简表

T a b le 2 Ch a r a e te rist le s o 里o r e d e p os it a s so e ia tio n a t T o n g g u a n s ha n

‘‘
、

森扮扮
上部矿体 (矽卡岩型 ))) 中部矿体 (层控型 ))) 下部矿体 (热液型 )))

控控矿因素素 接触带构造控制制 层位
、

岩性控制制 收缩
、

侵入裂隙控制制

矿矿体形态态 透镜状
、

不规则状状 层状
、

似层状状 脉状
、

网脉状状

矿矿石构造造 块状
、

脉状状 层纹状
、

皱纹状
、

条带状状 细脉浸染状状

矿矿石结构构 交代溶蚀
、

填隙固溶体分离结结 草毒 (球)状
、

变晶
、

残余结构
、、

粒状和固溶体分离结构构

构构构构 交代结构构构

矿矿物生成顺序序 磁铁矿一黄铁矿一磁 黄铁矿矿 胶状黄铁矿一黄铁矿一磁黄铁铁 黄铜矿一黄铁矿一闪锌矿矿

一一一黄铜矿矿 矿一磁铁矿一黄铜矿矿矿

围围岩岩 不同时代灰岩岩 石炭纪白云岩岩 闪长岩
、

角页岩
、

石英岩岩

蚀蚀变特征征 矽卡岩化化 滑石
、

蛇纹石化为主主 黑云母化
、

绢云母化化

脉脉石矿物物 石榴石
、

透辉石
、

阳起石石 蛇纹石
、

金云母
、

滑石
、

橄榄石
、、

石英
、

角闪石
、

斜长石
、

黑云母母
白白白白云石石石

.

黄龙组底部的白云岩层所控制
。

在本类矿床中主要含铜
、

铁
、

铅
、

锌
、

硫和可供综合回收的金
、

银

等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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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床地质简述及其类型划分

本区具有多类型
、

多层位和成群
、

成带的

矿化现象
。

矿床成因繁多
,

如沉积型
、

热液型
、

矽卡岩型及斑岩型矿床
,

出现范围多在长江

南岸
,

但主要矿床类型为石炭系地层产出的

含铜硫化物矿床
,

这从 中国南方石炭纪层控

矿床对 比图中可以看出(图 2)
。

但同时在三

叠
、

二叠
、

志留
、

泥盆系地层中也有产出
,

具有

层控特征
。

此类矿床在江西城 门山
、

武山
、

(安

徽 )安庆
、

贵池
、

铜陵
、

宣城
、

(江苏 )江宁
、

镇江

等地均有发现
。

就其原始沉积而言
,

大多以硫

化物相为主
,

碳酸盐相次之
,

氧化物相 (赤铁

矿)又次之
,

以产铜
、

硫 为主
,

铁次之
,

局部亦

有铅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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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里东边缘冒地槽 3
.

断裂拗陷带边

界 4
.

含铜硫化物矿床

图 1 长江中
、

下游中石炭世含铜硫化物矿床分布

图

F 19
.

] M a P s h o w in g C u 一
b e a rin g s u lfid e o r e d e -

P o s it d is t r ib u t io n in th e n l id d le a n d lo w e r

r e a e h e s o f Y a lig t z R iv e r

以铜 陵地区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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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南方石炭纪层控矿床对比图

F19
·

2 H o r止o n t a l e o rn P a riso n o f s t ra t o b o u n d o r e d e p o s its o f

C a rb o n 迁o r o u s in th e S o u th o f C hin a

征表现在一个矿 田 (床 )内存在成

岩期至后生成矿期形成复合成矿

的特征
。

从矿体产状
、

形态
、

岩体

关 系
,

区内可划分三种矿床类 型

(表 一) [ 2〕:
(l )

“

不整合
”

型
:

包括

接触带矽卡岩型和脉状矿化型
,

矿体与地层呈
“

不整合
”

接触
,

切

穿层理
、

层面
,

称为第一种矿化类

型
。

对此型论著颇多
,

本文不作赘

述
。

(2) 整合型
:

矿体与地层产状

一致
、

呈层状或似层产出
,

主要产

于中上石碳统
;在下三叠统

,

上二

叠统 中也有产出 (图 3)
,

称为第

二种矿化类型
,

是本文讨论的重

点
。

(3) 复合型
:

是以上两种类型

结合共存在一个矿床范围 内
,

宏

观上构成本区多层控矿的特征
,

它介于 ]
、

2 两种矿化类型之 间
。

以铜官山矿床为例
,

同样存在有

lq犯山侣C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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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云9
.

3

图 3 铜陵地区地层综合柱状图

5 t r a tig r a Ph le e o lu m n a r o f T o n g ljn g A r e a

三种还同的矿化类型
:
(l) 第一种矿

化类型 (上部矿体 )
:

主要产于石炭

一二叠系与石英闪长岩接触带及其

附近
,

受接触带构造控制
,

如笔山
、

白象山等
。

(2) 第二种矿化类型 (中

部矿体 )
:

主要产于高骊山组砂页岩

与黄龙组白云岩段之间
,

严格受白

云岩段控制
。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延伸稳定
,

从宝山一松树 山一老庙

基山一天马
,

水平延长断续达
_

奴 m

以上
。

这是矽卡岩型矿床不具有的

特征
。

(3) 第三种矿化类型 (为底板

岩石矿化带 ) :
在五通组砂岩和高骊

山组角岩接触带附近
,

它代表海底

热液通道的浸染状
、

脉状
、

角砾状铜

矿化
,

如老庙基山
、

铜官山等
。

上述三种类型的矿体
,

构成 了
“

三层楼
”

的矿床组合
,

三者可组合

在一起
,

也可单独出现
,

特征虽不相

同
,

但在矿床成因上也具有内在联

系(表 2 )
。

从中部矿体的矿石结构
、

构造
,

矿物生成顺序看 (表 2 )
,

为胶黄铁

矿一黄铁矿~ 磁黄铁矿、磁铁矿 一

黄铜矿
,

是沉积变质系列
,

大量黄铜

矿
,

及部分黄铁矿是叠加其上的
;
靠

近岩体部分还形成磁铁矿一黄铁矿

一磁黄铁矿一黄铜矿系列的矿物为

热液交代系列
,

两者系列顺序是相

反的〔表 2 )
。

这两种组合系列的典

型矿物磁铁矿和黄铁矿矿物特征也有明显之差异
。

从表 3 中的两类磁铁矿
,

它们的产状
、

物理参数和氧同位素组成
,

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

但

其化学成分区别不明显 (表 4 )〔
Z J 。

与马坑铁矿成分相比
,

显示出两者有相似的成矿环境
,

有助

于矿床成因的探讨
。

中部矿体的两类黄铁矿 (即沉积型黄铁矿和热液型黄铁矿 )
,

前者热电系数均为 P 型
,

硫

原子系数均小于 2
,

沪s 值也十分相近
,

它表 明胶状黄铁矿为沉积成岩产物
;
粗晶黄铁矿与岩

体中的黄铁矿的参数相似
,

可能显示热液改造的产物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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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类磁铁矿特征对比简表

T a ble 3 C o m p a r is o n b e t概
e n tw o 亡yP

e s o f m a g n e tire

次次次
层控型 (沉积变质型 ))) 矽 卜岩 型 (热液交代型 )))

宏宏观标志志 细粒
、

有条带
、

残余鲡状构造成层 产出
,

早于矽卡岩化化 粗 粒
,

交代结构形态不规则
,

受构造控制制

物物理参数数 比重
:
4

.

H 一 4
.

26 反射率
:

18
.

9一 21
.

3666 比重
:
4

.

54 一 4
.

6 4 反射率
:

20
.

2 2 ~ 2 2
.

2222

爆爆爆裂温度
:

> 5 10 C 磁化率
:

较低 7
.

60 火 ]0
一 ,,

爆裂温度
:
> 5。。C 较高 11

.

75 丫 l沙
111

微微量元素素 含 v
、

T i 低 (4 1~ 2 0 0
, 2 4 ~ 2 2 0p p m ))) 含 V

、

r l

较高 ( 5 4 ~ 5 6 0
.

16 1一 3 Jop p n : )))

BBBBB e 5
.

1一 6
.

1 (PPm ))) B e 2
.

8 (p p m )))

666 18 000 5
.

8 5 %
。。

3
.

8 4对
。。

表 J 两类磁铁矿化学成分特征

T a b le 4 C h e m ie a l e o m P o s itio n fe a t u r e s o f t
wo

tyP es o f m a g n e t it e

次次次
5 10 222 T 10 竺竺 A l , 0 333 F e :20 333 F e ooo { }}}M

吕UUU }}}} }}} 兰
.

合合 T , O
nnn

成因类刑刑
MMMMMMMMMMMMMMM n OOOOO {{{

}其
‘

之之之 A 12 0 33333

eeeeeeeeeeeeeeeeeee o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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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T as一222 0
.

1555 0
.

0 555 0 5 333 6 8
.

4 000 一一!!! 0
.

2 宝宝 0
.

0666 G O浦浦 99
.

5333 0
.

0 999 矽 卜岩型型
}}}}}}}}}}}}} 29

.

5333 0
.

1 333333333333333
!!!!!!!!!!!!!!!!!!!!!!!!!!!!!

LLL ,一 3一 5 222 0 3999 0
.

0 222 0
.

4222 6 7
.

4 222 3 0
.

2 444 0
.

0 555 0
.

2 777 土
.

2 555 0
.

2 000 1 0 0
.

2 666 0
.

0 555 层控制制
LLL Z

一3一5 111 2
.

2 222 0
.

0 222 0
.

2 888 6 4
.

0 111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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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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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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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llll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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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666666

表 5 各类黄铁矿的标型特征

T a b le 5 M o rp h typ e eh a r a e te r、 o f p 尹ite ,

七七犷
数数 比重重 维氏硬度度 反射率率 热电系数数 红 外光谱谱 }晶胞参数 一一硫原子子 微量元 素素

⋯
硫同位 ,,

天天 望 \\\\ g /c m ,, k g / xn m
艺艺艺 n l v

/ ccc 自n 一 111 入

一一系数数 C o zN iii

一
、3 ”“ (,‘

l

’’

地地层中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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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1111111 + 18 8
·

9 (p ) lll 4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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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7 了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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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88

矿矿矿 胶状状 4
.

3 4 555 9 0000 4 9
.

2 777 + 99
.

1 (P ))) 4 2 111 5
.

4 16 444 1
.

8 5 2 」」 4 0 000 + 4
.

2 000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中中中 微晶状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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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888 1 19 999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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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n + P ))) 4 2 000 ! 5. 4 1 7 222 1
.

9 6 8 33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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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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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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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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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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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 222 ] 8 上333 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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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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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3333333 一 1 0 0
.

2 (n ))) 1 1888 5
.

4 18 222 2
.

0 5
‘

1888 1
.

4666
一

干 2
.

3 555

热热液胶状状 4
.

3 5 7777777 一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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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飞7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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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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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岩 性

{
层 控 矿 床床

PPP节节

PPP !!!

其它类型矿床

, 石膏 (贵池
,

3 地层控矿
M O
铜陵地 区

菱铁矿
江南地 区

Fe F e S Fe
映川沉积

F e S 凤凰山

石膏冬瓜 11-

图 4 矿层层位柱状图〔据常印佛资料
.

部分省略修改 )

F ig
.

4 S t ra ta eo lu m n a r

矿床有一定层位
,

矿体稳定
,

成

层产出
,

从石炭至三叠系地层中
,

在

本地 区内计有九层矿体 (图 4 )
,

在

区内可以相互对比
。

其含矿层位区

域的稳定性
、

矿床的相似性
,

无疑反

映了矿床是沉积或火山沉积一热液

叠加
、

改造型成因
。

3
.

1 层控矿床的成因依据

心川
l
eeFe//

//

装装蒸鑫鑫轰鬓)羹羹摹冀熟熟}}}男冷珊多葵续纽鬓李毛系牙污招乡追追

麒麒攀夔罄藻茹蓬声薯释释

图例

目
,

臣用
2

目
3

}2困
‘

目
5

幽
“

。
、 沐
狡

/

飞 \

} 、 \ /
5 F e S Z F e S

1
.

三叠系中下统塔山组大理岩及角岩 2
.

三叠 系中下统小凉亭

组大理岩及角岩 3
.

二叠 系上统大隆组硅质岩 4
.

黄铁矿 5
.

二

叠系上统粉砂岩 6
.

二叠系下统硅质页岩

图 5 铜陵老鸦岭铜矿 16 线剖面示意图

F 19
.

5 S k e te h Pr o fi xe o f lin e l6
,

L a o y a lin g C u 一M in e ,

T o n g lin g

Fes
: 黄铁 矿 c u :

氏 5 1

斑铜 矿 Fe s 磁黄铁 矿

e u Fe s :

黄铜矿 F 3o ; 磁铁矿

老庙基山 e u F e s F e s , e u sF eS 月 e u F e s Z

小铜官 山 e u F e s : F e s : F e s Fe 3 o ;

金 口岭 F e s : F e S e u 5 Fe S ,

图 6 C u 一Fe 一 S 一。 系的矿石相

(据贵阳物化所资料)

F 19
.

6 C 一, 一F e 一S 一 0 o r e Pha s e P lo t

3
.

1
.

1 层位控矿 在同一断裂拗陷带中
,

含铜硫化物均受特定的地层层位控制
,

主矿

体均呈层状
、

似层状与地层整合产出
,

与围岩同步褶皱
,

矿体局部加厚或变薄 (图 5 )
。

这些矿

床
,

往往沿泥盆系和石炭一二叠系之间呈带状顺地层稳定延伸数 k m
。

如黄梅地区沿背斜一

周
,

由菱铁矿氧化成铁帽沿石炭一二叠纪地层断续出露约 1 4k m
。

以中
、

上石炭统地层为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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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的围岩
,

如武山
、

城门山
、

贵池铜山
、

铜官山
、

冬瓜山
、

新桥
、

麻姑山
、

南京栖霞山等黄铁矿型

矿床均呈条带状断续分布
。

图
层到

,

璧到
Z

J馨毅
J

唇目
。

层目
,

靡目
6

目
,

医目
、

}喜戛
9

例
巨目

沁

压日
, .

距引
j2

匡鸯
. 3

度目
14

1
.

高骊山组黄铁矿化右英砂岩 2
.

黄龙组底砾岩 3
.

含铜黄铁 矿 4
.

具沉积韵律的层状 黄铁矿 5
.

含角砾英安岩 6.

硅化晶屑凝灰岩 7
.

凝灰质粉砂岩 8
.

英安质凝灰岩 9
.

凝灰质粉砂岩与含砾凝灰质砂岩互层 」。 英安 质枕状熔岩

及凝灰砾岩 川
.

凝灰质炭质混合岩 ! 2
.

自云质灰宕 冷
.

贞岩 曰
.

石灰岩

图 7 铜陵新桥牛山石炭系火山一 沉积黄铁矿实测剖面

F 19
.

7 P r o file o f C a r b o n ife r (川写 v o l(
·

a n o 一 卜 e d im e n t乏卫r )
·

P yr ire M in e
·

X jn q ia o T o n g lin g

、 , 卜 〔 h

图例 巨习 l

目
2 巨当 3 睿委 4 应亘, 巨i翻

6

丢目7 唇塑、互l亘: 9 翻毛
10 匡困曰 [卫

, 2工皿门匡二 ! 4

1
.

现代堆积 2
.

孤峰组 3
.

栖霞组

11
.

闪长粉岩 12
.

石英闪长岩

4
.

船 山组 5
.

黄龙组 6
.

高马阳l」组 了
.

往通 组 8
.

寨山组 9
.

矽卡岩 田
.

矿层

1 3
.

高岭土 化 1 4
.

断层

图 8 铜陵新桥矿区综合地质剖面图

F 19
.

8 In t e g ra te d g e o lo g je a l p r o 月Ie o f X in q ia o M Jn e

3
.

1
.

2 矿石结构构造 本类型矿床成矿后区域变质较弱
,

反映 了矿石沉积特征的结构构造

较易被保存 (表 6 )
。

按其演化过程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徐克勤
,

1 9 79 声
口:

¹ 沉积 一成岩结构构

造
:

包括层纹状
、

条带状
、

胶状
、

蓦球状
,

主要是白云岩和胶状黄铁矿组成
,

如松树山
、

新桥
。

º 沉

积变质结构构造
:
磁铁矿保留有鲡状或菱铁矿假象等形态如冬瓜山

、

新桥
、

长龙山等
。

» 叠加作

用的结构构造
:

交代充填结构也很发育
。

黄铜矿呈脉状
、

细网脉状等交代磁铁矿
、

黄铁矿等
。

3
.

1
.

3 与热液沉淀相反的矿物共生顺序 在本类矿床的层状矿体中
.

F e
一 s 一。 系矿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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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共生顺序
,

不是热液矿床中从高温到低温的沉淀顺序
,

而是从低温到高温的变质反应顺序

(图 6) 闭
。

其主要金属矿物是胶状黄铁矿~ 黄铁矿~ 磁黄铁矿
。

这是从低温到高温
;
从还原到

氧化变质反应顺序
,

是本类矿床存在的一种基本趋势
。

表 6 铜陵地区层控矿床矿石类型和结构特征

T a b le 6 T 邓
e s o f str a to b o u n d c u 一 d e Po : its a n d th e ir te x t u r a l eh a r a e te r s a t T o n g l伍 g

矿矿石类型型 金属矿物物 脉石矿物物 结构构造造 矿床实例例

黄黄铁矿矿石石 黄铁矿为主
,

少量方方 石英
、

重晶石
、

碳酸盐盐 块状构造造 峙门口口

铅铅铅 矿
、

闪锌矿
、

自然然 矿物
。。

似砂状构造造造
金金金

、

黄铜矿
。。。

变晶结构构构

磁磁黄铁矿矿石石 磁黄铁矿为 主
,

次为为 石 英
、

方 解石
、

透闪闪 块状构造造 天鹅抱蛋山
、

马山山

黄黄黄铁矿
,

少量毒砂
、

自自 石
、

绿帘石
、

橄榄 石
、、

粒状镶嵌结构构构
然然然金

。。

蛇纹石
。。

各种交代溶蚀结构构构

含含铜黄铁矿矿石石 黄铁矿为主
,

次为磁磁 石英
、

方解石
、

含铁白白 块状构造造 松树 ilJ
、

冬瓜 ilJ
、

新新
黄黄黄铁矿

、

胶黄铁矿
、

磁磁 云石
、

菱铁矿
、

少量矽矽 细一粗粒变晶结构构 桥
、

麻姑山山
铁铁铁矿

,

少量闪锌矿
、

方方 卡岩矿物
。。

它形粒状变晶结构构构
铅铅铅矿

、

自然金
。。。

交代结构构构

含含铜矽卡岩矿石石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黄黄 石榴子石
、

透辉石
、

透透 块状构造造 冬瓜山
、

老庙基山
、、

铜铜铜矿为主
,

次为磁铁铁 闪石
、

石英
、

方解石
。。

斑杂状构造造 新桥
、

麻姑山山
矿矿矿

,

少量方铅矿
、

闪锌锌锌 各种交代结构构构
矿矿矿

,

微量毒砂
、

自然然然然然
金金金

。。。。。

含含铜黄铁矿硬石石 黄铁矿
、

黄铜矿
,

少量量
·

硬石膏
、

白云石
、

方解解解 解解解 冬瓜山
、

麻姑山山

膏膏矿石石 磁黄铁矿
、

磁铁矿矿 石
、

石英
。。。。。。。

含含铜磁铁矿矿石石 磁铁矿
、

穆J赘铁矿
、

黄黄 石英
、

方解石
、

白云云 块状构造造 老庙基11 1
、

冬瓜 il绍
、、

铜铜铜矿
,

少量黄铁矿
。。

石
、

矽 长岩矿物
。。

层纹状构造造 麻站山山
粒粒粒粒粒状结构构构
交交交交交代结构构构

含含铜蛇纹石滑石石 磁黄铁矿
、

黄铁矿
、

黄黄 橄榄 石 (硅 镁石 )
、

透透 层纹构造
、

条带状状 松树山
、

冬瓜山
、

麻麻
矿矿石石 铜矿

,

少量磁铁矿
、

自自 辉石
、

金云母
、

滑石
、、

构造
、

柔皱状构造
、、

姑山
、

天鹅抱蛋山山
然然然金

。。

蛇纹石石 压应结构构构

块块状磁铁矿矿石石 磁铁矿
.

少量赤铁矿
。。

白云 石
、

石英
、

菱铁铁 块状构造
、

粒状结结 顺风山山

矿矿矿矿
。。

构构构

磁磁铁矿白云岩岩 磁铁矿
,

少量赤铁矿
。。

白云石
、

菱铁矿
。。

条带状构造造 顺风山山
波波波波波纹状构造造造
粒粒粒粒粒状结构构构

磁磁铁矿 (赤铁矿 ))) 磁铁矿
、

赤铁矿
。。

白云石
、

石英
、

石榴子子子 顺风山山
矽矽卡岩矿石石石 石

、

透辉石
,,,,

镜镜铁矿矿石石 镜铁矿
.

少量赤铁矿
、、

方解石
、

石英
。。

球粒状构造
、

束状状 叶山
、

长龙 山山
磁磁磁铁矿

,

微量黄铁矿
、、、

结构构构

黄黄黄铜矿
。。。。。

镜镜铁矿矽卡岩矿石石 镜铁矿矿 石英
、

阳起 石
、

方解解 条带状构造
、

交代代 叶山
、

长龙 山山
石石石石

。。

结构构构

3
.

1
.

4 矿物的标型特征 黄铁矿为贯通矿物
,

由于晶化程度较好
,

可区别于胶状黄铁矿
。

以

铜官山矿田为例
,

对地层
、

矿层
、

岩体中的黄铁矿体加以对比
,

具有明显的差别 (表 7)
。

3
.

1
.

5 矿床与海相火山岩及侵人岩的关系 矿床主矿层与中石炭统火山碎屑岩系有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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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联 系
,

如牛山露天采场 (图 7 )
。

在新桥矿
’

区火山岩产于中石炭统黄龙组地层中
,

成层状分

布与黄龙组灰岩呈相变关 系
,

与矿层呈互层产出
。

在矿层中存在有小型闪长岩浸入
,

但局部矽

卡岩化
,

且不含铜 (图 8 )
。

一一一一一一‘
、、

___
厂

州

汤之
_

_ ,

一_

一
?

一
一一

砂砂砂

洲向 地 点及地 叹 )旱卜组 义
.

等俘线

图 , 皖南地区

F 18
.

t
j l卜 o Pa e l飞 n l之l p 〔 f (

、

铜流铁和 未 j
.

:人 u 以
、 。

.

肖陆 吕 推测水 卜隆起
。

地层等厚线图
、附 于要 犷床 )

5 t r a ra in rh 廿 5 0 ‘ L h ‘〕f 入 rl l, u l p r o v it飞‘户e

3
.

2 成矿作用的古地理环境

本类型矿床
.

常
一

印佛教授曾作过深入研究曰 从

编制的等厚线图看出
.

皖南中上石炭统地层厚度东

厚西簿和东宽西窄的趋势 (图 9 )
,

苏皖一带的海水

从东向西侵入
.

九江附近 为 一海峡
,

可能湖北
、

江西

一带海盆相通 (据常印佛等 )
.

在苏皖南部形成以 广

德为中心的四陷
,

沉积厚度小 于 ! OOm
.

呈北 东东一

南西西延至贵池
。

其间有两个次 一 级小凹陷
,

向北
、

东
、

西三个方 向厚度变薄
.

以繁昌 一 带最薄
,

在变薄

处
,

推测为一水下隆起地带 (图 1 0 )
。

在隆起部位 3 0

回
:

图
2

回
,

圃
4

画
、

1
.

剖面地点及地 )刹旱度 2
.

等岸线

铁矿床

图

J
.

铁矿床 5
.

深部 为流铁 矿

一 5 0I n 地段有镜 〔赤 )铁矿
、

磁铁矿 见于长龙山
、

顺

风山 在隆起与凹陷之间的缓坡部位
,

在 4 0 产一 6 Om
心

.

喇硫
。。 _

, .

⋯
_ _ ,

,

_一

” ‘ 「

等厚线地段分布有冬瓜山
、

新桥
、

松树山等规模较大

10 铜陵地区 c

床位置 )

。

地层等厚线图 (附矿 的含铜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但矿石类型水平方向有变

F ig
.

1 0 ls o Pa e h o f C : 十 3

T o n 8 1in g A r e a

5 t t a t a In

化
,

反映了海水深浅不同
,

其氧化
、

还原的电位及生

成矿物相皆不尽相同
。

随着沉积厚度的加大
,

主要沉

积以硫化物为主
,

碳酸盐相次之
。

事实证 明
,

本区层控铜矿床的成矿作用严格受古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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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陷沉积盆地或古海盆地边缘所

制约
。

A S A u
.

% g / 1 0 3 k g

4 构造控矿

从区内已知矿田与矿床构造的分

析
,

构造控矿可划分两类阁
:

一类是基

底构造
;
一类是盖层构造

。

前者表现为

一方面作为岩浆上升入侵的通道
,

即
“

导岩
”

构造
; 另一方面作为古构造控

制了沉积盆地的发育
,

决定了容矿岩

相分布及其变化
,

也间接地控制了矿

化分布
。

盖层构造表现为一系列短轴

背斜及复式向斜
。

构造方向为北东一

北 东东褶曲及北东 向断裂活动带
,

和

缓倾斜褶皱及小型倾没背斜和倒转背

0
.

6

0
,

5

0
.

4

0
.

3

0
.

2

一一

444

___ 333

___
之

··

一一 、、

图 乏1

F 19
·

1 1

马山矿区第 37 线各钻孔金
、

砷平均含呈变化图

(横座标为各钻孔见矿部位间的水平距离 )

A v e r a g e d eo n te n t ra n g e s o f A u ,
A s

fo
r d r ill h o le s

in lin e 3 7
,

M a s h a n M in e

城城‘1 山

几几
2 OOO

一一一

I 叹JJJ

武武山

)))
一

2000

一一一

1 000

弓弓弓弓
马马山

)))))
一

2 000

一一一一

冲000

‘‘官

iii
5 000

44444 000

33333 000

,,,

2 000

lllll 000

、、、、

l

一一止
. . .

⋯⋯
:

. .
.

.
. ~

一 ,

全经拼二
2

4

气
.

一 l-⋯
~

.

. . . . .
·

.
.

一
6

卜

一一一丁一
-

.

⋯⋯ ,

—
一 I

- -
·

一
· · ·

· ,
·

⋯ 8

一⋯ ‘
. - . . . . . .

.
. . .

⋯⋯ 9

·

一 1 0

、

二 1 .

· ,
·

t Z

一 10 一s 一 6 一 4 一 2 0 2 4 井6 8 , o

卜陨 石硫区间州

d 3 电 S 沁

2 () 1 0 () 一5 一 35 一4 0 1 0 0 一 1 0 一 2 0

d 劣闷S %

图 1 2

F ig
·

1 2

长江中
、

下游含铜硫化物矿床硫同

位素组成直方图

H is t o g ra m o f s 一 is o t o P e e o m P o s i
-

tjo n o f s u lfid e o r e d eP o s it s in n l id
-

d le a n d lo w e r r ea eh e s o f Y a n g t z

R iv e r

卜浙 尔某矿区 2. 美国特克汤 3
·

澳大利 亚芒特艾沙 4
.

德国兰姆

乐斯别尔格 5
.

澳大利亚布尔肯希尔 6
.

日本柯罗科 7
.

安徽新桥

矿 区 8
.

加拿大魁北克 9
.

苏联高加索 10
.

苏联乌拉尔 11
.

瑞典

弗兰恒 12
.

瑞典布利登

图 13 世界及我国主要黄铁矿型矿床 户s %
。

变化范围
Fig

.

1 3 6 3 ‘5 r a n g e s o f m a jo r p yr it e 一 ty p e e u o r e d e p o s it s

in th e w o rld

斜形成封闭构造
。

据常印佛认为
,

区内有一组近东西向

的铜陵一戴家冲隐伏基底断裂带为导岩构造
,

它和近

南北向的青阳山一牛山隐伏基底断裂带相交
,

形成
“

结

点
” ,

则为一系列构造 一岩浆活动的中心
,

分别控制了已知内生铜矿床及许多矿点的分布
,

从而

对沉积一火山沉积矿床的热液叠加和矿石变质改造提供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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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类型矿体中黄铁矿的元素含量 (% )

T a b一e 7 E le m e n t e o n t e n t in v a r io o s p y r ite (% )

样样样样 F eee SSS S eeeeeee C L--- P bbb 2 nnn S bbb T eee 〔 o 厂N --- S / S eee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地地层中黄铁矿矿 333 攫6
.

药666 5 3
.

」222 0
.

0 0 下
,

888 U
.

〔, 12 333 (矛
.

U日】】 比
.

0艺艺 0 2 111 i))) 0
.

0 1 333 0
.

0 1 6 666 0 2 】333 6 8 4 888

~~~ 矿体中胶黄铁矿矿 222 4 6 1浦浦 5 1 2 333 0
.

0 (J J666 ()
.

U 1 2 555 U
.

00 1 3 555 0
.

0 666 0 (1555 0
一 ⋯⋯⋯

L)
·

IJO SSS 0
.

0 333 匀
.

2 5 ,, 3 2 0 1 888

矿矿体中细粗晶黄铁矿矿 555 4 6
.

8 222 5 3
‘

1222 0
.

0 0 1 888 0
.

0 2 2 555 (J
.

0 0 3 1 444 000 0
.

0 6 666 OOO ()
.

0 1 666 0
.

0刁刁 8
.

1 2 111 2 9 5 1 111

岩岩体中黄铁矿矿 333 月5
.

,l888 5 3 7 444

⋯
。

】

。。4 2 555 0 0 5 8 555 0 0 3 888 0
.

6 000 0 1 6 666 0
.

0 0 3 333 0
.

0 2 777 0
.

0 0 6 666 1
.

5 3 999 1 2 6 4 000

5 层控矿床的成矿机理

层控铜矿床就其成矿作用而言
,

同时具有明显的时控特点
,

本区矿体主要沉积时间一般局

限在 c :

和 c Z+ 。

之间 ; P 、

和 c Z + 3

之 间
,

部分成矿期在下三叠统地层中
,

赋存有较大规模 的层状

矿体
。

在空间上严格受一定层位及岩性控制
,

具有一定分布范围
.

其产状
、

形态受上
、

下地层的

产状制约
。

反映了成矿高峰
,

既限制在一定

时间间隔内
,

又限制在一定的地层层位中

在中上石炭统岩相下部普遍有一层白

云岩厚达 10 余 m
.

其 上有一层硬石膏
.

如

麻姑 山
、

冬瓜山厚约 6 一 」lm
.

推测其成矿

机理是在某些地段 由于形成半 闭塞的泻

湖
,

当海水蒸发时
,

泻湖达到适当盐度
.

产

生高咸化水 (卤水 )
,

沉积了石膏和硬石膏
,

同样
,

在此环境
一

下也适于铜的硫化物沉积
。

在本区某些 含铜硫 化物矿床
,

具有明

显的胶体化学沉积特点
,

并使一些矿物发

显釜性些吐竺
树山

理

B 为背 斜们, 纽倾伏角

水平分带 \
、

图 曰 铜官山矿床层状矿体改造分带示意图

F Lg
.

14 M o d if ie a tio n z o n e s o f s t r a t o fo r m o r e b o d ie s in

T o n g g u a n sh a n M in e

生相的转化
,

如 ;冗积菱铁矿与铁的氧化物 同硫化物共生
.

菱铁矿
、

赤铁矿转变成磁铁矿
,

黄铁矿

变成磁黄铁矿(ZF e s :

~ ZF e s + 5 2
)

,

物质重新组合
.

产生叠加的矽 卡岩化现象
。

6 成矿物质来源的地球化学依据和铜铁矿物相

在长江中下游拗陷带
,

以铜陵地区为例
.

赋存于石岩系的诸层控矿床
,

砷
、

钻
、

镍
、

硒等微量

元素和硫同位素组成具有明显的相似特征
,

而与斑岩型
、

矽卡岩型矿床具有较大差异
。

6. 1 微量元素叫

6
.

1
.

1 砷 砷在本类矿床 中主要以毒砂
、

砷黝铜矿替代硫化物 中硫的形式赋存 (顾连兴
,

19 8 6 )
,

其含量普遍在 7 。。p p m 以上
,

个别平均含量达 l一 4 %
,

在同一矿区内含铜硫化物层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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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到
.
{夔圈

2

蔑舀
3

圈翻
4

璧缨
,

1
.

石英岩 2
.

角页岩 3
.

铁帽 4 铜矿体 5
.

大理岩

图 巧 铜官山松树山地质剖面示意图

F19
.

1 5 S k e t eh g e o lo g ie a l s e e t饭o n o f S o n g
-

s h u s h a n M in e ,

T o n g g ll a n s h a n

石中的砷含量显著高于后期热液叠加的矽卡岩型和

斑岩型矿石 (表 8)
。

在同一矿层中受过岩浆热液改

造的部分
,

砷含量显著低于未经改造的部分
。

同时
,

在远离岩体的部位砷
、

金含量要 比靠近岩体处高的

多 (图 1 1 )
。

这似乎表明在岩浆改造过程中
,

两种元

素发生了近于同步的活化转移
。

6
.

1
.

2 钻
、

镍 钻镍在本类矿床中主要替代硫化

物中的其它金属元素 (顾连兴
,

1 9 86 )
,

如对武山
、

马

山
,

新桥层状矿体中的黄铁矿
、

磁黄铁矿样品进行光

谱分析得知
,

三个矿区的 c o,/ N i值均大于 1
,

与王亚

芬¹ 提出的火 山沉积矿石 中 c 。 / N i 值大于 1 的结

论相一致
。

6
.

]. 3 硒 本类矿床中的硒
,

主要代替硫化物中

的硫赋存
。

据顾连兴资料表明
,

武山
、

马 山
、

新桥等矿

区黄铁矿单矿物的 s /S e
值均小于 20 0 0 0 0

,

表 明硫

的来源可能与中石炭世海底热液有关
。

表 8 若干矿区不同类型矿石砷含量 (PP m )
‘

T a b le 8 A s e o n t e n t in va r i o u s o r e o f s o m e m i n e s

矿矿区区 块状硫化物型型 矽卡岩型型 斑岩型型 资料来源源

铜铜官山 ( 宝山 ))))) ] 400000 安徽省冶金厅第三地质队( 195 9 )
, ··

马马山山 2230 0 ~ 39 0 0 0000000 安徽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八一二队 ( 198 2) ““

武武山山 8 0 0 ~ 10 0 000 8 0 ~ 30 00000 江 西省地质局赣西北地质队五O 七分队 ( 19 70 )
‘ ’’

城城门山山 7 8 000 10 333 9 333 黄恩邦
、

王福林
、

武志华 ( 19 8 0)))

,

样品均为硫化物矿石
.

采用化学分析法测定
* *

资料引自矿 区勘探报告
。

6
.

2 硫同位素

在断裂拗陷带中含铜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
,

可分为三种类型
:

¹ 塔式型
:
同位素在零值

附近
,

如新桥等矿区
; º 正值型

:
同位素富含重硫

,

如冬瓜山
; » 离散型

:

同位素分布甚为离散
,

常出现较大负值如栖霞山 (图 12 )
。

从新桥矿区同位素 沪 s 值变化幅度与世界黄铁矿型矿床对比看
.

发现它们十分相似 (图

13)
。

其 沪s 值变化一般都在一 5一 + 5另之间
,

有的偏离较远
,

如澳大利亚芒特艾沙矿区
,

德国

兰姆尔斯别尔格矿区
,

以及新桥层状黄铁矿
。

这可能与成矿过程中火山一沉积作用有关
。

我国

南方石炭系一些层控型黄铁矿床
,

硫同位素变化范围和世界同类型矿床有些相似
,

硫同位素变

化范围多为正值型
,

但 户 s 值区间却在零值与十 10 之 间
,

平均值在 + 4一 + 6%。之间
。

例如铜官

卫 王亚芬
.

海相火山岩型铁铜矿床黄铁矿 c 。 /Ni 比值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

19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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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矿床 (1 0 5 个样品 )硫同位素测定的 护
‘s 值变化于十 0

.

54 一 + 9
.

4 3%
。 ,

平均值 + 5
.

5 9%
。 ;铜陵

马山铜 (金 )矿床(59 个样品 )硫同位素测定的 护
‘s 值变化 于十 4

.

56 一 + 10
.

4 %
「 .

平均值为斗 6
.

3 9编
,

新桥矿床(2] 个样品)硫 同位素测定的 护写 值变化于一 8
.

5 一 十 13
.

2%
。 ,

平均值为 + 4
.

7 0编
。

综上所述
,

本类矿床具有成矿物质多来源的特征
。

砷瓷量与 c o/ Ni 值高
,

表明其来源与火

山热液有关
,

矿床中的金属可能部分来源于地慢
。

s /S
e
值均小于 2 0 0 0 0 0

,

沪s %
〕

在零值附近呈

塔式分布
,

表明矿床中的硫可能主要来自地慢
,

另一部分来 自海水硫酸盐的无机还原
。

在局部

地段可能有生物硫
。

6
.

3 铜矿物相的形成

主要反映于成矿热液的物理化学条件 (热液成分
、

离子浓度
、

酸碱度
、

氧化还原电位
、

温度

和压力等)
。

在本区内矿石类型水平向的变化
,

反映了海水深度不同
,

特别是氧化
、

还原电位以

及温度压力不同
,

生成铁
、

铜矿物相也不同
。

本区主要划分为三个相
.

即氧化物相 (赤
一

镜铁矿
、

磁铁矿)
,

碳酸盐相 (菱铁矿 )和硫化物相
。

以铜官山为例
,

在岩体与灰岩的接触带中出现 了明显

分带
,

由远离岩体 (从东北 向西南 )硫化物逐渐减少
,

磁铁矿逐渐增多
,

在垂直向上的深部也有

所增加(表 9 )
。

推测矿层可能受到晚期岩浆侵入发生了围岩蚀变和变质
,

原生的沉积矿层
,

受

到一系列的变质改造
,

形成有规律的改造分带 (图 1 4 )
。

并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矿物相中
,

可以

叠加
,

出现在同一矿床内
。

表 9 老庙基山
、

小铜官山不同中段各类型矿石量变化百分比

T a b le 9 P e r e e n ta g es o f d iff e r e n t o r e o f d if fe r en t le v e ls
,

a t 儿
a o t o n g g u a n s h a n a n d la o m ia o jis h a n

中中段 (m 少少 老庙基 山山 小铜
’

言山山

黄黄黄铜矿磁铁矿矿 磁铁矿矿 黄铁矿矿 其它矿石石 黄铜矿 磁铁矿矿 磁铁矿矿 黄铜矿矿 其它矿 }匕匕

666 555 48
.

111 1 1
.

222 2 4
.

000 1 5
.

777 3 6 111 2 t
.

555 3』
.

555 8
.

]]]

3335 ~ 6555 3 5
.

999 14
.

222 3 6
.

888 1 5
.

]]] 3 3
.

000 29
.

7 222 2 4
.

666 1 2
.

了了

555~ 3 555 2 9
.

444 19 444 3 3
.

888 17
.

111 3 ]
.

222 3 4 444 1 9
.

999 ] 1
.

分分

一一 25 ~ 555 3 2
.

666 2 6
.

333 2 2
.

999 1 8
.

222 3 1
.

777 3 0 999 19
.

555 1 7 999

一一 55 ~ 一2 555 4 0
.

888 3 1
.

111 1 5
.

666 1 2
.

555 2 2
.

浦浦 3 9
.

333 1日
.

777 18
.

666

一一 85 ~ 一5 555 4 8
.

111 3 2 111 8
,

OOO 1 1 888 19
.

222 4 3
.

222 18
.

666 19
.

000

一一 8 5 以下下 4 8
.

111 3 2
.

111 8 000 1 1
.

888 19
.

333 4 3 222 {8
.

444 19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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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太理岩 2
.

扁豆山组 3
.

南陵湖组

4
.

塔山组 5
.

小凉亭组 6
.

大隆组

7
.

龙潭组 8
.

孤峰组 9
.

栖霞组

〕0
.

黄龙船山组 1丁高骊山组

12
.

五通组 13
.

坟头高家边组

议
.

上欧冲组 15
.

琅那山组

16
.

闪长岩 17
.

安山粉岩

18
.

铜矿体 份
.

石榴子石矽卡岩

¹ 矽 卡岩型

琅邢山铜矿 狮子山铜矿 胡贝后 山铜矿 西马

鞍山铜矿 凤凰 山铜矿

º 斑岩型

沙汐铜矿 舒家店铜矿

» 沉积变质型

麻姑山 皿 荞麦山 新桥马山 天鹅抱蛋 山 铜官

山 冬瓜山 老鸭岭 贵池铜山

¼脉状铜矿

月山铜牛手卜井边 娘娘山

、2J4,b78,1011坦竹自15肠17四绍

和一|一一七一一川一一
l一一x一一d�一“一一.一一司�一曰一一目一一印习勺幻曰�乙一川司�⋯日一川习叻门J�引

.

图一上一T一一T一一卜一一卜一一卜一一P一一卜一一Pl一一
,

理一一O一一叭l一;l二O二f一一‘一一竺习几一一卜一

图 16 长江中下游铜矿成矿复合模式图

F ig
.

1 6 M a t a llo g e n ie m o d e l fo r t h e m id d le a n d lo w e r r e a e h e s o f Y a n g t z R ive
r

7 矿石的变质改造和叠加

长江中下游断裂拗陷带中
,

大多数为沉积一 火山沉积型的矿床
,

都不同程度地经受后期岩

浆侵入
,

各种热液活动和 区域变质的影响
,

使层状矿体经过后期热液叠加和改造
。

徐克勤

( 1 9 8 2) 曾指出
,

这些侵入体主要属同熔型花岗岩类
。

其改造叠加主要表现为川
:

¹ 胶黄铁矿~

黄铁矿~ 磁黄铁矿~ 磁铁矿变质反应系列
,

并使矿层中的钙
、

镁
、

铁
、

硅等组分发生高温反应而

形成似矽卡岩的硅酸盐类矿物组合
。

º 在岩体及热液作用下
,

矿石物理性质发生了改变
,

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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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后期热液影响发生了重组晶现象
,

如新桥黄铁矿型铜矿中
,

早期沉积生成的层状胶黄铁矿
,

重结晶愈强
,

则胶状沉积结构 保存愈少
。

» 矿物相的转 化
,

如菱铁矿
,

当温度上升至 400 一

5 0 0
『

C 时
,

则矿物不稳定
.

发生分解转变为磁铁矿
。

赤铁矿
,

当 0 2
的分压力降低或从外面带进

C
、

C O
、

H :

或 e H 4

等还原剂时
,

赤铁矿转化为磁铁矿即 ( 6 r e Zo 3~ 4F e 3o 4 + o : ) 。

推测麻姑山出

现的穆磁铁矿很可能按此方式形成
。

黄铁矿受到变质改造时
,

挥发出 5 2
转化为磁黄铁矿

( ZF e S Z~ ZF e s十 s : )控制这 一转化的决定因素
,

主要是温度和硫的分压力
,

同时围岩也发生矽

卡岩化
。

从上述论点
,

我们推测
,

在松树 山
、

老庙基山 (图 15 )
。

广泛的发育着黄铁矿
、

磁黄铁矿石
,

主要由于黄铁矿型矿石受石英 闪长岩变质改造的产物
。

在改造过程中 F e 、

s 等成矿元素发生

了迁移
,

但局限在层理范围内
.

以就地或准原地形成富集
:

�八夕」
燕山期后生叠加和改造成矿模式

户

二弋二卜吮
.

代 :
.

卜
一

行不万
.

了、

~ 一 , 二二丁、 :
/ 万

汹哗 黔锦乒⋯二译攀
采毖妞盛三公一尸二

l 二

石炭纪 同生沉积成 矿模式

奎
C 1 9

C F C S Z 毫碳
)

潇
b F e S Z

概谕你 不斌示砂必

j

前震 旦 系从 !
{》轰载犷

飞撰1
撼获获砰

酬口
.

目
2

圈
3

昌
;

目
,

口
。

树
7

目
,

暑
。

摆
. 0

画
. 1

目
, 2

口
1 3

圈
! 4

1
.

组合 2
.

灰岩 3
.

砂岩 4
.

贞岩

纹石化白云岩 1]
.

改造叠加矿层

图 ]7
-

5
.

硅质 岩

1 2
.

沉积矿层

6
.

闪 长岩类侵入 岩 7 大理 岩 8
.

自云质大理宕 9
.

矽 仁岩 10
.

蛇

1 3
.

断层 14
.

矿液运移方向

五 铜陵地区石炭纪层控矿床成矿方式示意图

F 19
.

1 7 M e t a ]] o g e n ie m o d e l o f s t r a t o b o u n d o r e d o P o s it s in T o n g lin g A r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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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语

(l) 长江中下游断裂拗陷带中一些由沉积 (或火山沉积 )海底热泉一喷气作用所形成的含

铜硫化物矿床
,

是受燕山期花岗岩类侵入体的热液改造和叠加以及沉积后的活化转移和接触

热变质等多种作用综合影响的产物阁
。

这些岩体呈株状小型侵入体
、

岩性均属燕山期石英闪长

岩一花岗闪长岩类
。

在以张性为主的地质背景中
,

在 区域上常有 同时代的火 山作用
,

推测其为

燕山期同熔型火山岩或次火山岩类
。

这些矿床受到同熔型花岗岩类的不同程度的变质改造和

热液叠加
,

故在此背景上往往形成层状含铜硫化物型
、

矽卡岩型和班岩铜矿等
,

在小范围内共

存的现象(图 1 6 )〔
“

·

, J
。

(2) 由喷流作用形成的层状矿床主要受中石炭统层位控制
,

在成因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但有的矿田也同时出现上二叠统的层状矿体
,

在有的地区也有产于下三叠统层状矿床
,

都有一

定的规模
,

多层赋矿特征十分明显
,

形成了多层控矿的模式〔图 17 一 I
一

贾 )
。

(3) 上述的矿床模型
,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 [l0 〕
。

同时也应注意到第三种矿化

类型即硅质岩石中经常发育的作为海底热液通道形成的脉状
、

浸染状铜矿化
,

也有可能构成具

有工业价值的矿床
。

本文经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徐克勤教授详细审阅了本文初稿
,

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

笔者在此衷心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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