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责任编辑!!赵庆

作者简介!!王朝义"#%)(#$%男%高级工程师%#%0'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主要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和矿产资源储量评审&通信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锦绣大道与湖北路交口%安徽省地质资料馆&#(室!邮政编码'!("""#!*+,-./'AQ7.A39!#)(234,

!"#'$%&'%()(*&#++,&$%%$ $-$.&.%$(&%$&%%.

安徽沿江坳陷多金属成矿带控矿因素与找矿建议

王朝义#!马!良!

!#2安徽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合肥!("""##!2安徽省公益性地质调查管理中心"合肥!("""#$

摘要!!安徽沿江坳陷是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安徽新发现的具有较

高经济价值的金属矿床几乎全都在该区&侵入岩体周边不同性质的围岩往往对矿床的类型具有

控制作用!区域性深大断裂控制了成矿母岩的形成和分布%而具体的矿床构造"褶皱)断裂)接触

带$控制着成矿有利空间"低压带$的分布!燕山中晚期中性 中酸性混熔型钙碱性岩浆岩不仅控制

金属矿床的产出部位%还提供了成矿物质)热能%并产生成矿热液!矿床均围绕岩体分布%具有矿种

和矿物组合等方面的水平 垂向分带!成矿时代为#(""#''?-%金属矿床分为玢岩型铁矿)夕卡岩

型铁矿)斑岩型铜矿)夕卡岩型铜矿)层控型铁铜矿等'种矿床类型%各类型之间存在过渡)共生)

叠加关系%构成中性 中酸性岩浆成矿系列&建议在今后的找矿工作中%要选好靶区)就矿找矿%加

强中性 中酸性岩浆岩和控矿构造的研究%并注意技术方法的有效性与多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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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安徽沿江坳陷多金属成矿带在大地构造区划上

为扬子准地台中下扬子台坳的一部分&成矿带的北
西侧大体以郯城#庐江大断裂南侧的滁河弧形断裂
"<*+<<*向$为界%南东侧大致以高坦断裂"<*
向$和周王深断裂"*R 向$为界%总体以长江为轴线
"安徽境内长约$""D,$呈<*向展布!成矿带平面
上呈往南西收敛)向北东展开的喇叭形%总面积约$
[#"$D,!&根据地貌特征及侏罗纪以来地层厚度
的不同%成矿带内又细分为$个次级断隆区)(个次
级断陷区"图#$&

安徽沿江坳陷多金属成矿带是我国长江中下游

铁铜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矿带内铜)铁)金)硫
等矿产资源丰富&据安徽省!"#!年储量表公布数
据统计%该区已查明铜金属量)%!2![#"$E"含伴生
铜$%铁矿矿石量约('[#"0E%金金属量!#02(E"岩
金$%硫矿矿石量约%[#"0E%分别占全省相应矿种

查明总量的%02#a%)$2%a%%$2#a和%%2%a&另
外%全省近#"年来新发现的)具开发利用价值的重
要金属矿床%以及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中新增资
源储量较多的矿床也几乎全部位于该区内"表#$&

本文通过对该坳陷带地质构造发展历史背景特

征)成矿系列特征)主要矿产分布规律等方面的分析
研究%总结区内主要矿产的成矿规律和控矿因素%并
提出找矿建议&

#!沿江坳陷带地质构造特征

安徽省地跨中朝准地台)秦岭褶皱系"省内仅含
北淮阳褶皱带$)扬子准地台(个#级构造单元,#-%沿
江坳陷带属扬子准地台的北缘部分%其南侧为皖南陷
褶断带"(级$)北侧为北淮阳褶皱带及中朝准地台&
沿江坳陷带内地质构造发展历史独特%与南北两侧差
异较大%是导致该区矿化异常集中的内在原因&

!-!!地质构造特征

#2#2#!构造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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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安徽沿江坳陷多金属成矿带构造分区示意图

"据文献,#-修编$

O.;2#!P73E48.3L.T.J.48JD7E364QG4/9,7E-//.34C7I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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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GC4T.837
$柘皋#滁州断隆区!%潜山#全椒断陷区!&怀宁#巢湖#含

山断隆区!'望江#无为#和县断陷区!)池州#铜陵#马鞍山

断隆区!*南陵#宣城断陷区!+宣城九连山断隆区

#2郯庐断裂!!2周王断裂!(2高坦断裂!$2滁河断裂!'2实测)推测

断裂!)2岩浆活动中心带!&2构造分区界线!02火山盆地!%2省界

据安徽省莫霍面等深图资料%沿江坳陷带北西
侧北淮阳褶皱带内的岳西一带地壳厚(%"(%2'
D,%其南东侧黄山#宁国一带地壳厚(&D,%而坳
陷带内宿松#安庆#铜陵#巢湖#滁州一线地壳厚
仅((2'"($2'D,%反映深部地幔顶面在沿江坳陷
带内明显呈<*向的隆起,#-&

前震旦纪'本区处于地槽发育阶段%古元古代末
"#%""?-$中朝准地台基底固结%新元古代末"0""
?-$整个扬子准地台的基底固结%!个准地台初步
形成&沉积组合主要为冒地槽活动型沉积建造%总
体表现为相对抬升!而其北侧"北淮阳地区$为地堑
式深水槽盆相活动型沉积建造%沉积厚度巨大,#-&

震旦纪#三叠纪'早石炭世末以前%沿江坳陷带
地区一直呈隆起状态"沿江台拱$%南北两侧均为坳
陷%为*两陷夹一拱+结构%沉积了海陆交互相碳酸盐
岩 陆屑建造"图!$!中晚石炭世变为浅海%沉积浅
海相碳酸盐岩!二叠纪以后%沿江台拱变为单一的坳
陷%其北侧和南侧均为隆起%结构变为*两拱夹一
陷+%原来的沿江台拱成为坳陷中心!晚三叠世末期

图"!安徽沿江坳陷带震旦纪/石炭纪演化剖面"据$修编$

O.;2!!*T4/:E.48GC4Q./74QE67B.8.-8+H-CI48.Q7C4:J

G7C.4L.8L7GC7JJ.485487
>2砂岩组!e2砂岩 页岩组!H2页岩 砂岩组!S2页岩组!

*2灰岩 白云岩组!O2灰岩组

本区发生印支运动%盖层出现一系列<*向褶皱%进
入大陆边缘活动带时期&

侏罗纪#第四纪'燕山早期"早侏罗世$以内陆
坳陷为主%在台褶带的坳陷中心沉积了湖泊碎屑岩!
燕山中期"晚侏罗世$本区断裂)岩浆活动强烈%陆相
坳"断$陷盆地发育%大量中酸性岩浆侵入)喷发%近

*R 向和<<*向断裂控制着岩浆活动和陆相盆地
的发育形态%同时也控制了燕山期铁)铜等金属矿产
的形成!燕山晚期以断陷为主%发育一系列呈<*向
排列的断隆区和断陷盆地&喜马拉雅期以垂直升降
运动为主%坳陷区内沉积了一套类磨拉石建造&

#2#2!!结晶基底及沉积盖层
本区从震旦纪至石炭纪总体表现为相对隆起的

状态"沿江台拱$%在其北侧和南侧均为相对坳陷%其
结构为*两陷夹一拱+%只是二叠纪以后沿江台拱才
变为单一的相对坳陷,#-&因此%相对来说%在扬子准
地台内沿江坳陷带的基底结晶和固结程度较差%盖
层沉积厚度较小&

#2#2(!重力异常特征
据重力异常资料反映%沿江坳陷带内明显表现

为<*向的重力高异常"\#"\'"\#'\' ,J\!$%其
北西侧和南东侧渐低%以北西侧岳西一带和南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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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沿江坳陷成矿带近!+年来的找矿新进展及新增资源量

P-I/7#!].JE4Q87A,-.8,7E-//.34C7L7G4J.E7J-8L,.87C-/C7J7CT7J.83C7-J7J.8C7;.48-/48;E67_-8;E57T-//79
.8C7378EE7897-CJ

序号 矿床名称 成因类型
勘查

程度
新增资源量(E

成矿母岩

及时代
赋矿层位 构造单元

报告提交

时间

# 怀宁县朱冲铁铜矿 夕卡岩型 勘探
富铁矿''#)$[#"$

铜金属量''2"[#"$
石英闪长岩

燕山中期
P#F! 怀宁断隆区 !"#! "0

!#
池州铜山铜矿

深部及外围

夕卡岩型)
层控夕卡岩型

普查 铜金属量''2'[#"$ 石英闪长岩

燕山中期
H!F(#=# 池州断隆区 !"## "&

(
南陵县姚家岭

铜铅锌矿

热液型)
斑岩型)
夕卡岩型

普查

铜金属量'#(2([#"$

锌金属量'#!![#"$

铅金属量'!"[#"$

金金属量'((

花岗闪长斑岩

燕山晚期
=#

铜陵#繁昌
断隆区 !"#" #"

$#
铜陵凤凰山铜矿

深部及外围
夕卡岩型 普查 铜金属量'$2([#"$ 花岗闪长岩

燕山晚期
P#F!

铜陵#繁昌
断隆区 !"## "&

'#
铜陵天马山金矿

深部及外围
层控热液型 普查 金金属量'$2!

石英闪长岩

燕山中期
H!

铜陵#繁昌
断隆区 !"## "&

) 宣城市马尾山铜矿 夕卡岩型 勘探

锌金属量'$2![#"$

铅金属量'"2%[#"$

铜金属量'"20[#"$

花岗闪长斑岩

燕山晚期
H!F(#=#

宣城九连山

断隆区
!"#! #!

& 庐江县沙溪铜矿外围 斑岩型 普查 铜金属量'$&2)[#"$ 石英闪长斑岩

燕山晚期
B#

枞阳#庐江
火山盆地 !"") "#

0 庐江县泥河铁矿 热液型 勘探 铁矿'#20$[#"0 闪长岩玢岩

燕山中期
火山岩沉积岩

枞阳#庐江
火山盆地 !"#" "&

% 当涂县杨庄铁矿
夕卡岩型)
热液型

勘探 铁矿'#2'$[#"0 闪长岩玢岩

燕山中期
P#F!

宁芜

火山盆地 !"## "&

#"#
滁州琅琊山铜矿

深部及外围

夕卡岩型)
热液型

普查 铜金属量'%2)[#"$ 石英闪长岩

燕山中期
H!F(#=# 滁州断隆区 !"#" #"

!!资料来源'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储量报告统计表&带#者为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项目&

的黄山一带最低"\''\'"\)"\' ,J\!$&重力异
常低反映岳西和黄山地区的沉积盖层较厚%地幔顶
面呈相对的凹陷!反之%重力异常高反映沿江坳陷带
的沉积盖层较薄%地幔顶面相对隆起,!-&

#2#2$!岩浆活动
安徽沿江坳陷带内岩浆活动主要为燕山中晚期

"#"""#''?-$,#-&岩浆属混熔型中性 中酸性钙

碱性系列%物质来源主要为下地壳"硅镁层$或上地
幔衍生物与上地壳"硅铝层$物质的混熔物,#-&印支
期呈小范围的中深成相侵入%无火山活动!燕山中晚
期安山质火山活动)潜火山岩和中 浅成中酸性岩浆

侵入活动均很活跃%形成了一套火山 侵入杂岩%具
典型的大陆内部陆相岩浆活动特点%属构造活动带
拉张条件下形成的产物%与铁铜多金属矿成矿关系
密切%为成矿母岩&岩浆从早期到晚期向偏酸富碱
方向发展演化%其中火山岩由中性向碱性方向演化
"安山岩%粗安岩%粗面岩%碱性粗面岩$%侵入岩
由中性向中酸性方向演化"辉石闪长岩%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花岗岩$,#-&

沿江坳陷带内岩浆活动时代主要集中在燕山中

晚期%岩浆属混熔型中性 中酸性钙碱性系列%岩浆
活动强烈&其南侧皖南陷褶断带内岩浆活动期次较
多%主要集中在新元古代青白口纪)晚三叠世及白垩
纪%以酸性系列为主!其北侧中朝准地台"华北地台$
自元古宙以来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岩浆活动相
对较弱%至中)新生代才有小规模的中基性岩浆活
动&

由于本区长期呈隆起状态%二叠纪以后才转为
坳陷"沿江坳陷带$%其基底结晶和固结程度相对较
差%盖层的厚度相对较小%在燕山期短暂的拉张应力
作用下极易形成构造软弱带%诱发深部中性 中酸性

岩浆的上侵%出现分布广泛的火山 侵入杂岩%从而
奠定了沿江坳陷带集中分布大量铁铜矿产资源的成

矿基础条件&

!-"!构造单元划分
沿江坳陷带内可细分为$个次级断隆区和(个

次级断陷区"断陷盆地$%两者相间排列%受*R 向

和<*向构造的联合控制%形态呈不规则长条状%总
体呈<*向展布"图#$&断隆区一般为低山丘陵地
貌%侏罗系#新近系沉积厚度较小"或缺失$!断陷区

0# 地!质!找!矿!论!丛 !"#'年



为平原地貌%侏罗系#新近系沉积厚度较大&断隆
区中%一般表现为 <*向背向斜褶皱束%其背斜紧
密)向斜开阔%构成隔档式褶曲%卷入地层主要为古
生界#中下三叠统!在怀宁#巢湖#含山断隆区的
中南段)池州#铜陵#马鞍山断隆区的北段分别出
现了庐江#枞阳火山岩盆地和繁昌)宁芜火山岩盆
地%为岩浆活动的中心地带%分布有燕山中晚期中
中酸性火山岩及次火山岩!北侧距岩浆活动中心带
较远的柘皋#滁州断隆区和巢湖#含山断隆区岩浆
活动较弱%成矿概率相对较低&在(个断陷区中%除
望江#无为#和县断陷区沉降幅度较小"无为#和
县一带实际为褶皱引起的凹陷%仅沉积几十至几百
米厚的古近系#第四系$外%另!个断陷区的沉降幅
度均较大"为断裂引起的断陷$%如全椒断陷区的古
沛盆地和宣城断陷区的宣城盆地晚侏罗统#古近系
的厚度均&&""",,#-&

!!成矿规律

"-!!成矿机理
由于本区长期以来处于相对隆起状态%导致区

内基底结晶固结程度相对较差%盖层沉积厚度相对
较薄%在燕山期短暂拉张应力作用下极易形成近

*R 向构造软弱带%经 <*+<<*向断裂叠加作用%
在断裂交汇处诱发深部中性 中酸性岩浆上侵%成矿
物质随之迁移%集中到岩浆热液中%并在有利的部位
富集成矿,($-%从而形成铁)铜多金属矿床聚集区&
本区的成矿机理与过程为'长期相对隆起和拉张作
用%形成软弱带%诱发深部混熔型中性 中酸性钙

碱性岩浆上侵 演化%成矿物质转移聚集%形成金
属矿床,')-&

"-"!时间分布规律
区内岩浆活动时代主要集中在#"""#''?-%

岩浆总体向偏酸富碱方向演化&其中%早期的中性
中酸性岩浆与成矿关系密切%为成矿母岩%其形成时
代多为#(""#''?-!后期的酸性或碱性岩浆与成
矿关系不十分密切&因此%区内金属矿床的成矿时
代主要为#(""#''?-%属燕山中晚期,#-&

"-#!主要矿产空间分布规律
区内金属矿床均属燕山中晚期中性 中酸性岩

浆矿化系列,'-&其中%中性侵入岩"闪长岩)辉石闪
长岩$与铁"硫$矿化关系密切%形成铁矿系列'当其
与燕山早中期的火山沉积岩接触时形成玢岩型铁

矿%当其与三叠系碳酸盐岩接触时形成夕卡岩型铁
矿!中酸性侵入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与铜
"金)硫$矿化关系密切%形成铜矿系列'当其与厚大
密实的碎屑岩"如志留系砂岩$接触时形成斑岩型铜
矿,&-%当其与碳酸盐岩接触时形成夕卡岩型铜矿&
上述侵入岩接触带附近的围岩裂隙中"包括内带和
外带$%均赋存有热液交代型或充填型矿体"次火山
岩顶部富铁矿曾被称为*矿浆贯入型矿体+$&

铁矿系列矿床主要分布于断隆区的庐枞)繁昌
和马鞍山(个火山岩盆地内%共伴生矿产主要有硫)
钒)钛)磷等&矿化分带'从岩体向外带)由高温向低
温)由铁矿化为主变为硫矿化为主!矿床类型'玢岩
型)接触交代型"夕卡岩型$)沉积 变质型"层控夕卡
岩型$)热液充填型&

铜矿系列矿床主要分布于怀宁)池州#铜陵)宣
城九连山和滁州琅琊山等地的断隆区内%共伴生矿
产主要有金)钼)硫)铅)锌)银等&矿化分带'从岩体
向外带)由高温向低温)由铜"金)钼)钨$矿化为主变
为硫"铅)锌)银$矿化为主%矿床类型组合特征与铁
矿相似%但外带的赋矿层位具多层性"图($&

总之%该区目前已知的铁铜矿体无论在横向平
面上还是在垂向剖面上%均以燕山中晚期中性 中酸

性侵入岩为中心%围绕岩体分布"距岩体一般"(""
,$%从岩体向外带由高温矿物组合渐变为低温矿物
组合,'-&侵入岩的岩性决定了主要矿化种类%中性
岩浆形成铁矿系列%中酸性岩浆形成铜矿系列!不同
性质的围岩决定了不同主要类型矿床的形成%性质
不活泼的碎屑岩主要形成玢岩型或斑岩型矿床%性
质较活泼的碳酸盐岩主要形成夕卡岩型矿床,0-&

"-$!成矿系列
区内铁铜矿床主要有'种成因类型'玢岩型铁

矿)夕卡岩型铁矿)斑岩型铜矿)夕卡岩型铜矿)层控
型铁铜矿&为简化起见%将外带热液充填交代型归
并到夕卡岩型中%各矿床类型之间因存在过渡)共
生)叠加关系%组合出#"种类型'过渡型!种%共生
复合型#种%叠加复合型&种"图$$%共同构成中性
中酸性岩浆成矿系列,0%-&

(!控矿因素分析

#-!!岩浆岩
燕山中晚期侵入的中性 中酸性混熔型钙碱性

系列岩浆岩是本区铁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母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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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安徽沿江地区铜矿多层性赋矿示意图

"据$修编$

O.;2(!?:/E.+/-97CJD7E364QH:L7G4J.EJ.8E67

L7GC7JJ.485487
#2南陵湖组!!2塔山组!(2小凉亭组!$2大隆组!'2龙潭组!)2孤

峰组!&2栖霞组!02黄龙)船山组!%2高骊山组!#"2五通组!##2
花岗闪长斑岩!#!2铜矿体

控矿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供成矿物质%
矿床中的有用元素主要来自岩浆%铁铜矿体无论在
横向上还是在垂向上%均以燕山中晚期中性\中酸
性侵入岩为中心围绕岩体分布%侵入岩的岩性决定
了主要矿化的种类%中性岩浆形成铁矿系列%中酸性
岩浆形成铜矿系列!二是提供热能%产生热液%使交
代作用得以进行%矿质元素得以从岩浆中活化)迁
移)聚集&因此%岩浆岩是本区铁铜多金属矿成矿的
第一控制要素%离开这类岩体就很难找到有价值的
工业矿床,#"##-&

#-"!构造
构造的控矿作用分为!个层次'$深大断裂'控

制成矿母岩的上侵部位%如近*R 向和 <<*向深
大断裂的交汇部位控制着成矿母岩的定位%铜陵断
隆区内的铜官山岩体)狮子山岩体)新桥岩体)沙滩
角岩体均分布在近*R 向构造带上%且具等距离分
布特点%是受近*R 向和 <<*向深大断裂联合控
制的结果!%具体的矿床构造"褶皱)断裂)接触带$'
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形成的各种低压带控制
了矿体的具体定位!低压带主要有岩体冷缩张裂带)
背斜轴部的张裂带及剥离孔洞)断裂弯曲及交叉的
部位)各种构造破碎带及层间孔隙等!不同矿床的具

体控矿构造各不相同%如庐江沙溪地区%<*向褶皱
导致不同沉积岩性界面间形成 <*向断裂%其与深
大断裂交汇处成为岩体产出的部位%<*向断裂的
方位)形态控制了成矿母岩的空间形态%进而控制了
岩体接触带及其附近矿体的形态)规模和产状%<*
向断裂对成矿起关键和主导作用,#!-&

图$!安徽沿江地区铁铜矿床成矿系列示意图

"据文献,0-%修改$

O.;2$!BD7E36,-GJ64A.8;E67WC48+H4GG7C,.87C-/.5-E.48

J7C.7J.8C7;.48-/48;E67_-8;E57T-//79%>86:.GC4T.837
#2过渡型'$ 玢岩 夕卡岩过渡型铁矿床"当涂白象山铁矿$!

%夕卡岩型铁)铜矿床"池州铜山铜矿$!,2共生复合型'&斑

岩\夕卡岩共生型铜矿床"铜陵舒家店铜矿$!(2叠加复合型'

'层控 玢岩复合型铁矿床"南山铁矿$!)层控 夕卡岩复合型

铁矿床"繁昌桃冲铁矿$!*层控 斑岩复合型铜矿床"庐江沙溪

铜矿$!+层控 夕卡岩复合型铜矿床"铜陵铜官山铜矿$!-层

控 玢岩 夕卡岩复合型铁矿床"当涂杨庄铁矿$!.层控 夕卡

岩复合型铁)铜矿床"怀宁县朱冲铁铜矿$!/层控 斑岩 夕卡

岩复合型铜矿床"南陵县姚家岭铜铅锌矿$

因此%构造不仅控制了成矿母岩的形成和分布%
还控制了成矿有利空间"低压带$的展布%是含矿溶
液上升运移的通道)动力来源和赋存场所%是区内控
矿的一个重要因素&

#-#!沉积围岩
沉积围岩的控矿作用表现在两点'一是控矿岩

体在上侵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沉积围岩往往能决定
矿床的类型%当岩体围岩为化学性质不活泼的碎屑
岩和硅质岩时易形成斑岩型)热液充填型矿床%当围
岩为化学性质较活泼的碳酸盐岩时易形成夕卡岩型

矿床!二是在不同沉积岩的接触界面上!如砂岩 灰

岩)硅质岩 砂页岩)灰岩 页岩等界面"产生的层状
裂隙带是重要的容矿空间%常形成层控型矿床"图

($%同时部分层位围岩"如中 上石炭统灰岩$易溶)
活泼%H-!F和 ?;!F含量高%极易发生强烈的交代作
用%常形成层控夕卡岩型矿床&

"! 地!质!找!矿!论!丛 !"#'年



$!找矿建议

$-!!选好靶区%就矿找矿
地壳运动的不均匀性和成矿作用的多样性决定

了不同地区的矿化具有极大差异性,%-&安徽省近

#"年来新发现的重要金属矿床几乎全都在沿江成
矿带内%说明今后找矿的重点区域还应选择本区%尽
管区内的工作程度已经较高&在成矿带内%勘查的
重点要放在断隆区%尤其是断隆区火山岩盆地与周
边褶皱束的交接部位'在火山岩覆盖区的下部%常有
隐伏次火山岩与沉积岩接触带或侵入岩中的围岩捕

虏体%它们都是成矿的有利地段%但易被忽视%如新
发现的南陵姚家岭矿床就产于繁昌火山岩盆地与铜

陵褶皱束的交接部位!靶区尽量避开断陷区%尤其不
要选在断陷盆地内%因为断陷盆地的覆盖较厚%即使
有矿体埋藏%深度会很大%增加了开发成本而使矿产
价值相对减小&

另外%在断隆区找矿时须重视*就矿找矿+&即
在老的矿集区!成矿带"内已知矿床"体$的周边及
深部去寻找矿床"体$延长或延深的部分%包括与已
知矿床"体$类型相同的或类型不同的矿床"体$&实
践证明%就矿找矿是我国东部地区实现找矿突破)提
高找矿效果的最有效途径%要高度重视&

$-"!重视中性 中酸性岩浆岩

本区已发现的金属矿床均与岩浆侵入活动有

关&尤其是燕山中晚期侵入的中性 中酸性混熔型

钙碱性岩浆岩%已知矿体均在这类岩体的周边分布%
围绕该类岩体进行勘查%就抓住了本区找矿工作的
重点,#"-&勘查时%横向上%一要注意成矿类型的多
样性"多层位)多类型$%用成矿系列理论指导找矿%
一般岩体内为斑岩型%近外带为夕卡岩型)热液交代
型%远外带为热液充填型!二要注意从岩体向外带由
高温矿物组合渐变为低温矿物组合这一矿物分带规

律%注意综合找矿和综合评价%避免遗漏矿体&垂向
上%要注意对超覆岩体深部下接触带的勘查和研究&
如滁州琅琊山铜矿深部矿体%就是在综合分析浅部
钻孔资料后%确认成矿岩体由北东向南西超覆%岩体
的下部存在一个向<*倾伏的锅底状下接触带的基
础上%采用深部钻探手段发现的%新增铜金属量约

#"[#"$E&

$-#!加强控矿构造的研究
在不同的矿床中%起关键控矿作用的构造要素各

不相同%找矿中应具体分析%要研究确定主导的控矿
构造并对其重点勘查&有!类具体控矿构造值得注
意'$不同沉积岩性接触界面的层状裂隙带%通常产
于岩体的外带%不但具多层性成矿特点"只要围岩的
差异大%其间就有可能成矿!图($%而且能形成远离侵
入岩体的层控热液型矿体%如繁昌桃冲铁矿%厚大的
夕卡岩型铁矿体周边因一直未发现成矿岩体%有研究
者认为其成矿与岩浆岩无关!实际上该矿床应属受砂
岩与灰岩间层状裂隙带控制的岩浆热液交代型矿床%
只是矿体距岩体较远而已!%<*向逆隐断裂%常常会
控制矿体的具体定位%应重视逆隐断裂上盘由石英
岩)石英砂岩)粉砂岩)硅质岩等组成的*构造屏蔽盖
层+%通过沿江地区近年来矿床的勘查实践%发现该区
不少地段都具备成矿母岩这个条件%但由于缺少*屏
蔽盖层+%未形成具规模)够品位的工业矿体&一般这
类*屏蔽盖层+均系<*向逆断层的上盘%产状是上陡
下缓%多发生在区域沉积岩性差异较大的地层界面
间%当其上盘为透水性差)化学性质不活泼的岩性时%
其下盘深部往往是找矿的重要部位,#"-&

$-$!重视技术方法的有效性与多解性
在东部老区找矿应注意使用有效的勘查新技

术)新方法,%-&沿江地区以往采用化探测量方法对
寻找露头矿较有效%但随着找矿目标转为*攻深找
盲+%单一的化探找矿效果就会受到局限%如配合以
适用的物探方法就会使找矿依据更加充分&在使用
物探测量指导深部找矿时%一要注意方法手段的有
效性研究%如怀宁县朱冲铁铜矿%因地面常规磁测的
探测 深 度 不 够%后 实 施 大 地 音 频 电 磁 测 深
"HB>?P$方法%最终找到了一个埋深较大的铁铜
矿床,#(-!二要注意异常多解性的研究%正确区分矿
致异常与非矿异常%如新发现的宣城市马尾山铅锌
银矿%其多金属硫化矿引起的极化率一般为$a"
0a%低于二叠系龙潭组煤系引起的极化率"#"a"
#'a$%!"世纪&"年代%因勘查的验证孔均打在高
极化区龙潭组中而误认为本区无矿%!""0年%经过
对异常的深入研究%找准了矿致异常后才发现了该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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