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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武山铜矿地处长江断裂南侧的九江 ) 瑞昌构造带中心部位, 发育于横立山 ) 黄桥向斜

的北翼。不整合面及武山岩体接触带是矿体赋存的主要部位; 上泥盆统五通组含砾石英砂岩和中

石炭统黄龙组白云质灰岩之间的层间断裂带、中石炭统黄龙组和下二叠统栖霞组灰岩的层间断裂

带控制块状多金属硫化物体的成生与富集,而武山岩体与石炭系、二叠系灰岩、灰岩捕虏体的接触

带则形成夕卡岩型矿体; 在武山岩体和石英砂岩接触部位则难以形成工业矿体。在研究断裂构

造、接触带构造、褶皱构造和围岩组成特征基础上,预测在标高- 1 100 m 之上 ,武山岩体与灰岩的

接触带中仍有较好的找矿前景,而在武山岩体与泥盆系、志留系巨厚碎屑砂岩的接触部位则矿化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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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背景

武山铜矿地处长江断裂南侧, 系长江中下游铁、

铜成矿带大冶 ) 九江成矿亚带的一部分, 九江 ) 瑞
昌地质活动构造带中心部位。

区内出露主要地层有志留系巨厚碎屑砂岩、泥

盆系上统五通组( D 3w )含砾石英砂岩, 石炭系中统

黄龙阶 ( C2 h) , 二叠系- 三叠系碳酸盐岩。石炭

系 ) 中三叠统碳酸盐岩建造是该区铜硫矿床的主要

赋矿层位。

燕山和喜山期岩浆活动发育,而燕山期中酸性

岩浆岩分布广泛。大小 20多个岩体呈 N W 向带状

出露于长江西南侧, 是九瑞成矿带最重要的铜、金、

钼成矿母岩
[ 1]

;远离长江部位岩浆活动强度减弱,而

在长江沿岸附近岩体密集,规模稍有增大。

构造以 NEE向断裂为主。古生代至中生代早

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呈近 SN 向拉张状态, 形成了一

图 1 九瑞地区断裂、岩浆岩分布简图

(据翟裕生, 1992,修编)

F ig . 1 Distributio n ma p of fault and magmat ic

rocks in Jiurui area

1.中酸性岩体 2.环形构造 3.断裂 4.穿壳断裂

系列 EW 向断裂,为含金属热液海底喷出活动及同

时代层状铜( Fe, S, Au, Pb, Zn, Ag)矿床的堆积提供

了有利场所。



中生代以后,经印支、燕山多旋回构造作用, 褶

皱、断裂、岩浆活动十分发育(图 1) , 区域中具有一

定规模的基底断裂常成为岩浆上侵的通道,控制了

浅部岩浆房的部位、金属矿田的区域展布
[ 2, 3]
。

褶皱构造呈多个背、向斜平行排列组成复式向

斜构造,褶皱轴线由西至东由 NEE 逐渐转至 NE,

总体为一向南弯曲的弧形褶皱带。自北向南依次发

育邓家山 ) 通江岭向斜、界首 ) 大桥背斜、横立山 )

黄桥向斜、大冲 ) 丁家山背斜、乌石街 ) 赛湖向斜、

长山 ) 城门湖背斜等。

图 2  武山铜矿床地质平面图

F ig . 2 Plane map of Wushan co pper depo sit

1.三叠系嘉陵江组灰岩、白云质灰岩 2.三叠系大冶组灰岩、页岩 3.二叠系长兴组硅质页岩

燧石灰岩 4.二叠系龙潭组燧碳质页岩夹煤层 5.二叠系茅口组燧石灰岩、碳质灰岩 6.二叠

系栖霞组燧石灰岩、碳质灰岩 7.石炭系黄龙组灰岩、白云岩 8.泥盆系五通组含砾石英砂

岩、石英砂岩 9.志留系纱帽组石英砂岩、粉砂岩 10.花岗闪长斑岩 11.石英闪长斑岩 12.煌

斑岩 13.高岭土 14.褐铁矿 15.夕卡岩 16.平移断层

区域断裂主要发育 NEE 向、NE 向和 NW 向 3

组。NEE 向断裂是区内的主要断裂。早期的区域

SN 向挤压形成 NE 向、NW 向剪断裂, 多次构造活

动叠加改造, NE 向断裂由张剪性转变为压剪性为

主的斜冲断层, NW 向断裂则以正、逆断层形式出

现,控制了区域地层及矿化带形成与发育。

受NW向和 NE向两组构造交叉形成的菱形网

格控制,区域岩体和矿床常常分布于构造交叉的结

点。如城门山 ) 丁家山 ) 狮子岛、武山 ) 通江岭、铜
岭 ) 东雷湾、宋家湾 ) 宝山 ) 丰山洞等均呈 NW 向

展布, 而东雷湾 ) 通江岭、宝山 ) 铜岭、宋家湾 ) 武

山、大冲 ) 丁家山等岩带则呈NE向分布(图 1,图 2)。

2  矿区地质

2. 1  地层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由北而南依次为: 志留系上

统纱帽组长石石英砂岩、石英砂岩; 泥盆系上统五通

组石英砂岩、含砾石英砂岩;石炭系中统黄龙组白云

岩夹灰岩;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碳质灰岩、茅口组燧石

结核灰岩夹硅质岩,上统龙潭组煤层和碳质页岩、长

兴组燧石灰岩; 三叠系下统大冶组页岩夹灰岩,中统

嘉陵江组灰岩及第四系粘土、亚粘土。

地层总体走向 65b~ 75b, 倾向 SE, 倾角 60b~

75b。除志留系、泥盆系出露较完整外, 其他地层仅

零星出露, 第四系覆盖面积占

60%。

2. 2  构造与矿体赋存规律

武山矿床位于赣西北褶皱群

横立山 ) 黄桥向斜东段北翼, 该向

斜贯穿于矿区南部, 轴向 NEE 向,

单斜构造。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主要以 NEE 向的层间破碎带及

NW向、NE 向平移断层为主。

NEE向层间破碎带贯穿于整个

北矿带,断裂系褶皱变形过程中的层

间破碎带发育而成,主要沿泥盆系五

通组与石炭系中统黄龙组之间的断

裂破碎带展布,早期为逆断层,经多

次活动,部分转变为正断层,也称 F

Ò-11 断层。该断裂带长约 2 700 m,

宽度为 50~ 100 m。

黄龙组和五通组之间的断裂破

碎带为北矿带甚至矿区重要的导矿

控矿构造,也是北矿带矿体的重要容

矿空间。破碎带内发育不同期次的

基性岩脉和块状含铜黄铁矿矿体。

含铜黄铁矿矿体被挤压破碎且充填

交代。工业矿体呈透镜体状分布于

该断裂破碎带中东西长 1 600 m 的

范围内,其中 I号铜矿体占北矿带铜

储量的 92%。块状含铜黄铁矿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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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山铜矿 40 线地质剖面图

F ig . 3 G eolog ic section of the 40th ex plo ration line

 1.第四系 2.三叠系中统嘉陵江组 3.三叠系下统大冶组 4.二叠系上统长兴组 5.二叠

系上统龙潭组 6.二叠系下统茅口组 7.二叠系下统栖霞组 8.石炭系中统黄龙组 9.泥

盆系上统五通组石英砂岩 10.志留系 11.石英闪长玢岩 12.花岗闪长斑岩 13.夕卡岩

14.褐铁矿 15.不整合面

板围岩破碎,裂隙发育,并被后期含铜

黄铁矿充填或胶结。早期矿石呈角砾

状,而后期又被含铜黄铁矿胶结,说明

断裂构造发生多次活动, 并有多期成

矿热液活动。

石炭系中统下段白云质灰岩与上

段大理岩或灰岩之间的岩性差异面常

有小型盲矿体产出,矿体呈脉状、锥形

或楔形产出,连续性、稳定性差。石炭

系中统黄龙组与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灰

岩的层间断裂带是北矿带另一重要的

赋矿空间, 与 F Ò-12 平行发肓, 也是

北矿带的重要控矿构造。

武山岩体同位素年龄为 145~ 147

Ma[ 4] ,在近似环形的武山岩体外缘及

内部的捕虏体受花岗闪长斑岩体控

制,矿体主要赋存于岩体与围岩接触

带上, 次为岩体内围岩残留体边缘, 因

此接触带也是主要的控矿构造。其中

主要矿体有 8号和 9号铜矿体分别产

于岩体与二叠及三叠系的接触部位,

两矿体占南矿带铜储量的 80%。小矿

体大部产于岩体之中, 受岩体中碳酸

盐岩残留体的控制(图 3)。

2. 3  矿区构造控矿特征分析
武山矿区内 NEE 组层间断裂发育在五通组与

黄龙组、黄龙组与栖霞组之间的假整合面、岩性差异

面部位,在深部与接触构造交切,有利于岩浆- 矿液

的贯入,控制矿区岩脉、岩枝和矿体的发育。北矿带

Cu1, Cu5, Cu7矿体产于假整合面和层间破碎带中,

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

( 1)五通组与黄龙组之间的假整合面、层间破碎

带( F Ò-11 ) ,在成矿前业已成型,是北矿带似层状矿

体( ÑCu1)赋存的主要部位, 也是重要的导矿、容

矿、控矿构造。该断裂属于正断层, 走向 60b~ 75b,

倾向 SE,宽度 50~ 80 m,沿地层呈 EW 向延伸。为

成矿物质运移、沉淀与聚集提供了有利空间, 形成规

模巨大的块状硫化物矿体。

( 2) F Ò-1
2
分布于黄龙组与栖霞组层间破碎、

岩性差异结构面, 断裂破碎带在成矿前已成型。也

是ÑCu2矿体赋存空间。该断裂属于正断层, 走向

60b~ 75b,倾向 SE,宽度 10~ 50 m ,长 2 000 m。

( 3)接触带构造。一部分围绕岩体呈近似筒状

分布,接触带是南矿带铜矿化、夕卡岩矿体赋存空

间,矿体受 NNW 向、NW 向、NE向 3组接触带构造

控制。另一部分是岩体与围岩残留体之间的接触

带,围岩残留体与岩体之间进行接触交代反应,经蚀

变、矿化作用形成工业矿体。

成矿后断裂主要有 NNW 向、NE 向 2组, 在整

个矿区比较发育,目前规模较大的有 21条, 从 F 1 )

F21 ,走向一般为 9b~ 45b和 290b~ 350b, 倾向 NE 向

或 SW向,倾角多为 60b~ 80b, 少部分较为平缓, 为

平移断层, 错断矿体。断裂宽度一般 0. 2~ 2 m, 最

宽 3 m ,断距 2~ 69 m 不等。发育各种岩石、矿石的

角砾成分, 角砾岩胶结物为硅质、铁质、方解石和泥

质。此外常见黄铁矿脉、煌斑岩脉、花岗岩脉产出。

3  围岩蚀变

3. 1  蚀变产出部位

蚀变主要产于花岗闪长斑岩与碳酸盐围岩的接

触带、岩体内围岩捕虏体及接触带外带, 以及地层的

不整合界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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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内接触蚀变带

岩体内夕卡岩与矿化多由碳酸盐岩捕虏体与岩

体之间经交代而成。多分布在- 100~ - 200 m 标

高以上,个别达- 400 m标高, 夕卡岩产状与地层产

状基本一致, 大多倾向 S, 呈透镜状和似层状产出

(图 3)。

3. 1. 2  外接触蚀变带

( 1)大理岩化带:在岩浆散发热量的影响下, 灰

岩发生重结晶和退色现象而形成, 大理岩常围绕岩

体分布,但不同部位发育程度有差别,在岩体边界相

对复杂的部位大理岩化常较发育。

( 2)外夕卡岩带:武山矿区接触带夕卡岩严格受

接触带产状控制,沿接触带连续发育,在平面上呈围

绕侵入体的环状,在剖面上主要呈内凸弧形、/ S0形、

蛇曲形及平直的带状,夕卡岩的厚度 2~ 45 m。

3. 1. 3  不整合面构造蚀变带
不整合面构造蚀变矿化带似层状产出, 主要交

代中石炭统黄龙组及二叠系碳酸盐岩而成。厚度

10~ 45 m, 向深部与接触带夕卡岩相连, 往浅部过

渡为块状硫化物矿体。

与岩体较近的五通组砂岩节理发育, 在节理和

砂岩的内部具有强烈黄铁矿化和黄铜矿化,同时在

武山岩体边部和上部也发育绿帘石- 绿泥石化带。

3. 2  蚀变分带

3. 2. 1  接触带中蚀变分带
在武山岩体与碳酸盐地层接触带的两侧及岩体

中的悬垂体、捕虏体等地段蚀变作用强烈。主要蚀

变矿物为钙铁石榴石, 其次为石英、方解石,同时少

量的透辉石、硅灰石、透闪石、绿泥石、绿帘石、金云

母、玉髓等。

岩体至围岩蚀变带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 1)透辉石化花岗闪长斑岩带:不太发育, 主要

蚀变矿物为透辉石、石榴石、绿帘石等。

( 2)石榴石夕卡岩带: 石榴石夕卡岩带最发育,

蚀变矿物为石榴石, 呈致密块状产出。铜矿体的形

成与富集主要与此带有关。

( 3)石榴石化大理岩带:主要分布在石榴石夕卡

岩带的外侧,局部出现于灰岩捕虏体中,有时与石榴

石夕卡岩带交替出现。石榴石呈浸染状,集合体状

散布于大理岩中。

( 4)硅化大理岩带: 在热变质作用下,碳酸盐岩

经重结晶而成,该带一般含铜较低。在富含硅质的

溶液交代作用下,局部常形成硅化灰岩,当硅化较强

烈时,含铜相对较高。

3. 2. 2  层间破碎带中的蚀变分带

在五通组与黄龙组之岩性差异面及黄龙组碳酸

盐岩的层间破碎带中,蚀变矿化强烈,由于该岩性差

异面具有较为连续的储矿空间, 在含矿热液运移过

程中易于发生充填交代作用, 形成含石英的块状硫

化物矿体。同时, 在层间破碎带下盘的五通组砂岩

中,硅化、弱绢云母化和粘土化也广泛发育,并且在

砂岩中也发育石英和金属硫化物细脉、网脉, 砂岩内

砂粒的空隙中也出现强烈的金属硫化物矿化。

4  成矿预测及找矿方向

武山铜矿深部勘探期间仅控制到- 400~ - 600

m标高, 局部了解到- 800 m 标高。从矿体向下延

伸方向,仅个别剖面控制了矿体尖灭。根据构造、地

层、岩体向边部、深部延深状况,武山铜矿深部应有

很好的勘探前景,是今后找矿勘探的首选区。

4. 1  不整合面构造成矿预测

岩体的侵入切穿了不整合面,岩体和地层不整

合面的相对位置随着标高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深

部(图 4a) ,产于不整合面层间破碎带中的北矿带似

层状矿体位于岩体的南侧,由于岩体的围岩为砂岩,

因此未见夕卡岩化矿化带;中深部和中浅部(图4 b,

图 4c) ,岩体与不整合面破碎带交切, 层间破碎带中

出现块状硫化物矿化, 而在与碳酸盐岩接触的岩体

周边发生夕卡岩化带及其 Cu矿化; 在浅部(图 4d) ,

层间破碎带位于岩体的北侧, 夕卡岩型矿化和块状

硫化物均较发育。

黄桥向斜的转折端及南翼下部,越往深部越靠

近武山岩体,其成矿地质条件与武山铜矿北矿带相

似,可能存在象北矿带一样的赋存在石炭系黄龙组

中的似层状铜矿, 但由于重力作用, 储矿空间可能

较差。

在武山矿床北矿带, 地表氧化铁帽及铁帽型金

矿发育部位,探明的伴生金也达大型规模[ 5]。向深

部及边部有隐伏矿体赋存;受层间破碎带改造因素

影响, 考虑流体运移、蚀变特征,以五通组和纱帽组

砂岩中的绢英岩化蚀变和网脉状硫化物矿化为找矿

线索, 进一步向深、边部追索隐伏矿体。两翼相对较

远的部位, 可能形成低温热液型 Pb, Zn, Ag 矿化。

4. 2  外接触蚀变带

南矿带矿体主要发育于内接触带构造和捕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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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武山岩体在不同深度与不整合界面的关系示意图

F ig. 4 Sketch show ing relat ion of W ushan rock

bo dy with o ther g eo lo gical bodies at various

depth and unco nfo mities

1.花岗闪长岩 2.蚀变矿化带边界

3.断裂 4.块状硫化物矿体

构造(岩体内部的接触带构造) , 通过探找接触带边

部或岩体内残留的碳酸盐岩或夕卡岩, 探明岩体内

的盲矿体。北矿带定位于被岩脉分割构造错失的分

支矿脉,重点放在石炭系黄龙组下段白云质灰岩与

上段大理岩之间的岩性差异面、黄龙组灰岩与二叠

系灰岩之层间破碎带或岩性差性面, 注意寻找其中

产出的巢状、瘤状小盲矿体。

4. 3  深部

在大约- 900 m 处, 不整合面与武山岩体北缘

相交,矿体的空间形态逐渐发生变化,随着深度的增

加,不整合面控制的北矿带将在武山岩体东西两侧

分两段发育,而武山岩体与黄龙组白云质灰岩接触

的范围也逐渐变小, 形成外围夕卡岩型矿化带的弧

度也将随之变小,以至最后消失,武山岩体外围逐渐

变成五通组砂岩,矿化强度减弱。

4. 4  武山花岗闪长斑岩体
武山岩体位于向斜北翼。按地层的厚度及已知

钻孔揭示的地层状况推测,大约在地表以下 1 100

m 处,岩体的南侧将会与黄龙组白云质灰岩和五通

组砂岩的界面相交。不整合面以下部位为砂岩, 不

利于夕卡岩产生, 因而该部位以上是夕卡岩型铜矿

体的发育区段, 而该部位以下夕卡岩则不会有很强

的发育, 由于上覆岩石较厚,压力较大, 黄龙组白云

质灰岩和五通组砂岩之间不整合面的有效空间较

小,也不利于块状硫化物矿体发育。

图 4展示出岩体与地层的一种交切关系, 不整

合面逐渐为岩体切穿, 形成弧形分布的夕卡岩矿化

带。在岩体和砂岩接触部位不形成夕卡岩矿化带,

在砂岩中的节理裂隙中可能具有较强的矿化, 但不

易形成工业矿体。

武山花岗闪长斑岩体深部各种蚀变如硅化、夕

卡岩化、黄铁矿化仍然强烈,因此应加强武山花岗闪

长斑岩体的含矿性研究,探讨深部是否存在斑岩型

铜钼矿体。

4. 5  外围

在位于武山矿区东部约 5 km 处的狮子岛, 同

属横立山 ) 黄桥向斜东段北翼, 泥盆五通组与石炭

系黄龙阶层间断裂破碎带向矿区外围延伸至此, 所

处构造位置及地质条件与武山矿区北带相似。因赤

湖水体,地质工作程度不高,施工的钻孔中见到了含

铜黄铁矿, 上部为褐铁矿, 围岩蚀变有大理岩化、石

榴石夕卡岩化、绿泥石化、硅化,黄铁矿化常见,是矿

区外围找矿方向之一。

5  结论

( 1)成矿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决定了武山铜

矿的成生与演化。武山岩体提供大量的成矿物质和

能量。层间不整合构造与接触带构造提供了有利的

迁移通道和成矿空间。充足的灰岩地层为夕卡岩型

铜铁多金属矿体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 2)矿体的形成与演化是岩石、构造等多种成矿

因素的耦合,开展找矿与成矿预测, 必须参考这些因

素。

( 3)研究灰岩与砂岩二者之间不整合面的发育

部位是开展武山铜矿深部成矿预测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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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TONIC-ALT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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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shan copper deposit is situated at the center of Jiujiang-Ruichang tectonic belt on the south-

ern side o f Yangtze river f racture and on the northern limb of H eng lishan-H uangqiao syncline. Or e bodies

occur at the unco for mity plane and the contact zones of Wushan int rusiv e body. T he interform at ional frac-

tural zones betw een the conglo meratic quartzite o f W utong form ation o f U pper Devonian Series and the

dolo mit ic lim estone of H uang long form at ion o f Middle Carboniferous Series and betw een H uanglo ng for-

m at ion of M iddle Carboniferous Series and lim esto ne of Qix ia stage of Low er Permian Series co ntro l the

enrichment of m assiv e po lymetallic sulfide and form at ion of the ore bo dies. Co ntact zo nes betw een Wush-

an int rusive body and lim estone of Car bonifero us System and Permian System and xenoliths co ntro l skarn

ore bodies. No indust rial or e body occurs at the contact zones betw een Wushan int rusive bo dy and the qu-

artzite. Based on study o f character ist ics of f ractur e, co ntact zone and fo lding and the w all r ock com pos-i

t ion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contact zone betw een Wushan int rusive body and lim estone above-1100m level

is prospective for ore ex plorat io n and less prospect ive at the contact zones betw een Wushan int rusive body

and tremendous thick clast ic sandsto ne o f Devonian and Silurian Systems.

Key Words:  Wushan copper deposit ; interfo rmat ional f ractural zone; contact zone; fold st ructure; for-

cast ; Jiangx 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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