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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
,

铜陵地区的地质工作进展很

大
,

有不少新的发现
,

积累了丰富的地质资

料
。

本文着重讨论矿床的控制因素和对矿床

的认识
,

以期对今后的找矿有所助益
。

区 域 地 质

铜陵地区位于江南古陆与淮阳
、

张八岭

古陆之间
,

下扬子台褶带中部
,

由印支一燕
山褶皱隆起和燕山断裂凹陷组成

。

区内构造

发育
,

浆岩活动频繁
。

志留系至三迭系均有
分布

,

发育浅海相
、

滨海相碎屑岩占优势的

志留纪
、

泥盆纪地层
,

以碳酸盐为主的石炭

一二迭纪及早中三迭世地层
,

累 计 厚 度约

米
。

本区北部为侏罗一白至纪火山岩
。

印支运动使区内地层成形一系列褶皱构造
,

构造线呈北东方向
,

大致平行排列
,

由西向

东有铜官山背斜
、

大通一顺安复向斜
、

银村

桥背斜
、

舒家店背斜
、

凤凰山向斜
、

戴公山

背斜等 图
。

褶皱形态多变
,

多为短轴状
,

一般背斜
狭窄

,

向斜开阔
,

常呈复式褶皱
,

其两端分

山洲产洲夕

图 铜陵地区矿产分布图

一铜官山背斜 , 一 大通一顺安复向斜中次级背斜 青

山背斜 , 一银村桥背斜 , 丁一舒家店背斜 , 一凤 且

山 向斜 , 硕一狱公 山背斜

①钢官山 , ②金 口 岭 , ③娜子山 , ④老鸦岭 , ⑤新桥 ,

⑧风且 山 , ⑦仙人冲 , ⑧铁 山头 , ⑧沙滩角 , ⑩戴映山 ,

戴家会 , 舒家店 ,

别向东
、

西微偏
,

略呈 形
。

区内主要有东西向和北东向两组墓底构

造断裂
,

二者交切
,

构成本区菱形构造格局
。

区内盖层构造有北东向的褶皱群及纵向和横

向断裂
,

走向与基底构造大体一致
,

说明盖

层构造明显地受基底构造影响和控制
。

两组

构造线的交切
、

复合部位
,

往往控制岩体和

矿床的产出
。

伴随燕山运动而产生的浆岩活动
,

表现

为侵人作用和火山一次火山作用
。

燕山期岩

浆侵人活动初步可划分两个亚旋回 第一亚

旋回早期
,

主要有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花

岗闪长岩
、

石英二长岩侵入 晚期主要为花

岗岩
、

花岗正长岩
、

石英正长 岩
、

正 长 岩

等
,

表现了由中酸性闪长岩类到次碱性花岗
正长岩的演化趋势

。

第二亚旋回侵入的
,

主

要是辉长闪长岩
、

闪长扮岩
、

钠长斑岩和碱

性正长岩类
,

具有偏碱丛性闪长岩类到碱性

正长岩类演化特征
。

与铜矿有关的侵人岩
,

多为中酸性小侵

入体
,

面积 么 ,

呈岩株
、

岩瘤
、

岩

枝
、

岩脉
、

岩船等形状产出
。

其侵人时代
,

据同位素年龄测定为 百万年
,

属燕

山早期产物
。

产于不同时代地层的矿床

本区有一定经济意义的铜矿床
,

绝大部

岁义夕卡岩型
。

这些矿床均与一定地层层位

有关
,

显示层控矿
一

床的特征
。

下面按地层控

矿时代
,

由老至新
,

对代表性矿床举例简述

如下

一 产于石炭系中上统的矿床

铜官山 式 矿床位于铜官山背斜倾没

端北西翼
,

地层走向北
“

东
,

北西翼较平

缓
,

南东翼陡
。

背斜核部由五通群石英砂岩

组成
,

依次 出露有高丽山组砂页岩
、 。发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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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地区地层柱状剖面图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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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

几 幻魁白罕 ,
、

六
,

健从了亡亡

下下下 统统 端山组组 已理理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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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
不, 灰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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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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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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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统 黄龙绍 耳 沁万,,, 灰岩
、

编铸从衬
、

日入衬衬

厂厂厂统统 高‘可百‘

了二勺刁刁一
‘‘ 日妙币岩岩

泥泥泥 。 、 , ’

昆
。。石 哭砂岩臾补砂’, ‘ 衬衬

谈谈谈 吮 为通爪爪
系系系

老山
、

宝山等矿段
,

矿体规

模较大 , 呈似层状
、

透镜状
产出 , 形态较规则 , ’

产状与

层理走向毯本一致
。

松树山
、

老庙基山
、

小

铜官山矿段原系相连的似层

状矿体
,

后因横断裂错动分

成几段
,

这三个矿段所组成

的矿体走向北 一
”

东
,

倾

向北西
,

倾角
。 。

产于石英闪 长岩 与栖霞

组灰岩接触带上的矿体
,

因

受接触构造和 裂 隙 构 造控

制
,

产状与围岩不一致
,

矿

体形态比较复杂
,

如笔山筒

状矿体
、

白象山 扁 豆 状 矿

体
。

夕卡岩化是矿区的主要

蚀变
。

蚀变分带现象明显
,

自岩休向外
,

分别为石英闪

山组灰兽
、

栖霞组灰岩
、

孤峰组硅质岩
、

龙

潭组长石砂岩
、

大隆组硅质页岩
、

青龙群灰

岩等 图
。

石英闪长岩呈北东向仲长的椭圆形 ,
面

积
,

侵入于五通群石英砂岩和龙潭

煤系之间
, 一

与石炭一二迭系灰岩接触
。

围绕

接触带
,

断续有含铜矿体产出
。

主要接触带

位于五通群石英砂岩之上
。

产于此带的矿体
由北至南有松树山

、

老庙获山
、

小铜官山
、

巨巫〕和龙山组

国〕龙潭组

〔匹」五通醉

巨灭〕夕 卜针

困习 石莱囚长了奋

图

【互」殷毛心沮

匡五 孤峰组

巨五〕佚机

互 磁铁护

匡囚大隆组

仁互司栖霞组

匡二」进黄铁矿

口 气理岩

长岩
、

蚀变闪长岩
、

夕卡岩化闪长岩
、

石押
石夕卡岩

、

透辉石夕卡岩
、

含硅灰石透闪石

大理岩
、

灰岩
。

矿石类型繁多
,

组分复杂 表
,

伴
生铂

、

硫
、

金
、

银
、

硒
、

啼等多种元素
。

矿

床规模中一大型
。

新桥式 矿床产于银村桥背斜和舒家

店背斜两个相对烦没交汇地带
。

背斜轴部地

层为志留系上统寨山组砂页岩
,

冀部依次出

露泥盆系上统五通石英砂岩到三迭系青龙灰

石
。

以石英闪长岩为主体的 岩 体
,

面 积仅
。 “ ,

侵 人于高丽山组之上与黄龙船山
灰岩

、

栖霞灰岩之间
,

呈似层状
,

产状和围

岩层理一致
,

形态规则
。

矿体走向北北东一

北东
,

倾向北西
,

上陡下缓 图
。

另有

一些次要矿体
,

产于附近灰岩中
,

规模小
,

形态较复杂
。

矿石类型为块状硫化 物 铜 矿 石
,

伴生

金
、

银
、

锅
、

硒
、

磅等元素
。

矿床规模为大

型
。

铜官山矿田地质略图

二 产于二迭系上统的矿床

老鸡岭式 矿床产于顺安一大通复向斜
次级背斜 青山背斜 近轴部的东南翼

,

为

一隐伏矿床
。

地表出露三迭系青龙灰岩
,

深部

旭层由上而下为青龙灰岩
、

大隆组硅质岩
、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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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土碟石

芋口组灰羚

〔亘口舟告‘,红‘灰居奋

区玉二黄划以岩

孤川滩质岩巨互 高丽山红砂
页岩

匹口石英闪长者

汤互 含铜黄铁矿矿体

巨三习闪长扮羚

的多层夕卡岩体
。

铜矿体产于其中
,

也呈多
层状分布

。

岩体成群分布
,

形状复杂
,

规模
不等

。

单个矿休多呈似层 状
、

透 镜 状和鞍

状
,

主矿体占该区储量
,

分布在东西

狮子山
。

矿体产状和 岩层理大体一致
,

北
一

匕东一北东走向
,

向南东倾斜 一
。 。

西

段以 号矿体最大
,

其次是东姐号矿体
。

矿石类型主要为含铜夕
一

卜岩 型
,

伴 生

硫
、

金
、

银
、

硒
、

蹄
、

钻
、

铅
、

锌
、

铂等
。

矿床规模中型 图
。

圃困困

图 新桥铜矿地质例面图

围畔睽
而日卜、闪

潭组长石砂岩
、

孤峰组硅质岩
、

栖霞组灰岩

等
,

上述岩石在矿化范围内
,

已变质为大理

岩
、

角岩
、

夕卡岩及硅质角岩等 图
。

背斜轴向北
。

东
,

西 北 翼 倾 角
“ ,

东南翼 伙
。 。

成矿前后的断裂以及

小褶曲都极发育
。

以闪长岩为主
,

岩体呈长条状和不规则

的岩枝侵人
。

矿体形态简单
,

呈似层状
,

产

状与围岩层理一致
, 与地层同时形变 , 构成

多峰状小褶曲
。

矿石类型主要是含铜夕卡岩
,

伴生金
、

银
、

相
、

秘
、

钻
、

硒
、

啼等组分
。

矿床规模

为中型
。

夕 浮奈及角鲁

矿体

曰哑团画巫

图 狮子山铜矿地质剖面图

三 产于二迭系中下统地层的矿床

狮子 山 式 矿床位于大通一顺安复向

斜次级背斜 青山背斜 近轴部的东南翼
。

矿 田主要地层为三迭系青龙灰岩
。

矿体群产

于和龙山组
,

后者由一套薄层泥质岩石和钙

质岩石相间的条带状灰岩组成
。

区内小型褶

曲和纵横断裂发育
。

闪长岩呈不规则的岩枝
,

沿构造脆弱带侵入于灰岩中
,

形成幅度较大

匹少
川 卜‘组

于一花 了

殷坑

火隆组

龙滩棋系

孤峰组

栖破组

矿体

闪长六

断从

金口 岭式 矿床产于铜官山背斜北西

翼
。

主要出露地层为三迭系青龙灰岩
。

矿体产

于金 口 岭石英闪长岩与和龙山组条带状灰岩

薄层仄岩与钙质页岩互层 的接触带上
。

接

触带发育着以石榴石透辉石为主的夕卡岩
。

本矿 区有三个主矿体
,

以 号矿体规模

最大
。

占该区储量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

镜状
,

形态较规则
。

矿体顺层侵人
,

接触带

产状和层理方向一致
,

因而矿体和围岩层理

也是一致的
。

矿石类型主要是含铜夕卡岩
,

伴生金
、

银
、

钥等组分
,

而以金含量最高
,

平均 克

吨
。

矿床规模小型 图
。

层控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

困国四画国困团国囚

图 老雅岭铜矿地质剖面示意图

通过区内矿床地质特征分析和含矿层位

对比
,

发现这些矿床受一定层位控制
,

具有
层控矿床的地质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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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石英、

图 金 口 岭铜矿地质剖面示意图

困困回回困困口困四困困国困

一 控矿地层

根据铜陵各矿区矿体的赋存规律
,

主要

控矿层位有以下三个
,

区内绝大多数矿床均

受这三个层位的控制
。

石 炭 系中上统 主要矿体产于石炭系

高丽山组和黄龙船山灰岩之间 具多层状矿

体时
,

常产于假整合面或不同 岩 性 层 理面

上
。

区内不少著名铜矿均分布于此层
,

如新

桥
、

铜官山
、

冬瓜山
、

戴腰山铜矿等
。

二迭 系上统 矿床产于二迭系龙潭组
与大隆组

、

大隆组与殷坑组之间的假整合面

或不同岩性的层间剥离面上
,

主要交代硅质

岩中的夹层一一泥灰岩
。

产于此层位的有老

鸦岭
、

罗家村
、

大团山等铜矿
。

三迭 系中下统 产于三迭系中下统和
龙山组至扁担山组下段

。

主要围岩有中厚层

状灰岩
、

条带状灰岩
、

钙质 页 岩
、

泥 质灰

岩
。

产于此层的有金口岭
、

东西狮子山
、

凤

凰山
、

沙摊角等铜矿床
。

矿床受上述三个层位控制的现象是很明

显的
。

有些矿体
,

即使产在岩体和灰岩的接

触带上
,

铜矿体也不受岩体控制
,

而沿接触

带分布
,

可以离开岩体插人灰岩
,

沿控矿层

位形成矿体
, 如戴腰山

、

沙滩角及铜官山铜

矿等
。

宣城一带的铜山
、

麻姑山铜矿等
,

长达一百

多公里
。

沿此层位
,

断续分布 不 少 重 要的

铁
、

铜矿床和矿点
。

产于二迭系大隆组
、

三迭系中下统的铜

矿
,

其分布范围较窄
,

据现有资料
,

仅限于

铜陵县及其附近地区
。

另一个特点是矿体成群产出
,

控矿层位
多

,

如研究程度较高的铜 官 山
、

狮 子山矿

田
,

经过多年工作
,

相继发现石炭系黄龙船

山组
、

二迭系大隆组
、

三迭系和龙山组地层

三个层位的矿体
,

即所谓 “ 三层楼 ” 矿 图
、 。

铜官山矿田的 “三层楼 ” 矿 即老庙基

山矿
、

罗家村矿
、

金 口岭矿 和狮子山矿田

的 “ 三层楼 ” 矿 即冬瓜山矿
、

老鸦岭矿
、

狮子山矿
,

均各自分布在一定的层位上
,

受不同时代的三个地层控制
。

这二个矿田相
距 公里

,

构造单元不同
,

矿床产出的形式

有所变化
,

但经过分析对比
,

认为铜官山矿
田平面出露的三层矿和狮子山矿 田垂直深度
产出的三层矿

,

其赋矿层位
、

形态产状
、

矿

石类型
、

矿物共生组合等
,

基本相似 ,

可以

对应
,

属于三个不同时代地层
,

各自产于同

一层的矿体 图
、 ,

表
。

铜陵东部地区
,

凤凰山矿田和南陵矿田

属同一向斜
,

相距 公里
。

凤凰山矿 田的药

园山
、

仙人冲矿和南陵矿 田的沙滩角
、

破头

山矿
,

均产于三达系扁担山下段 圣一 孟
地层

,

受同一层位控制
。

二 层控矿床的分布特点

受一定层位控制的矿床分布较广
,

和龙山组

般坑组

左隆组

龙潭燃系

孤峰绷

辆负组

黄龙船乍 ,纵

病丽山红

今 卜岩化

闪 几罕会了全牛芝

冬瓜山矿体

老甲 全矿体 投谈

东御子山矿体

杖彬

一层位内
,

可断续分布数公里至数
在同

如产于中上石炭统的矿床
,

一

子
一

公里
。

撼撼寡寡

丈丈
、、

冬瓜山
、

新桥
、

戴腰山
、

自铜官山向西经 图 狮子山矿田
“

三层楼
”

矿剖面示意图

戴家会铜矿
,

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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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
金「岭丫

。 水气味亏
男家牛钾

二 厂 。 、

绝成刹河 肖忘

山

一代万 又

兄 乙 黔
·

吻
〔工习和龙山组

匡卫』龙潭煤系

区旦石英闪长式

【工刃 殷坑组

五 〕孤峰组

口钥矿体

医刃火峨
诬 万雕

图 铜官山矿田 “三层楼 ” 矿剖面图

银官山
、

狮子山矿田 “三层楼 ” 矿主

要地质特征对比 表

矿床

名称 厂丽 , 蔺
砂页岩

页岩

叫
矿体 矿宕一

层位 形态 类型

蔽痴闷厦获丁阵而而
山组 较规则 衡戮 夕

一 ⋯—
上塑一

黄龙船 层状 ,

⋯块状硫化

山组 规则 物型
、

夕

卡岩型

三 矿体的形态产状

受层位控制的矿体
,

呈层状
、

似层状或
扁平的透镜状

,

产状粕围岩层理一致
。

稍离

岩体
、

产于围岩中的矿休
,

如新桥铜矿
、

老

雅岭铜矿尤其明显
。

产于侵人岩和碳酸盐地层之间
、

直接与

侵人体接触的矿体
,

由于侵 人 体 沿 层面侵

人
,

接触构造面和层理面具有一致 胜
,

因此

矿体的产状和围岩层理一致
。

受这类复合构

造控制的矿体
,

一般形态变化相对要大
,

延

展不如上述矿体稳定
,

单个矿体规 模也比较

小
。

如铜官山矿 田的老庙基山
、

小铜官山
、

老山
、

宝山等矿体
,

沿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

断续分布
,

但总的产状和田岩层理走向
、

倾
斜一致

。

东
、

西狮子山矿床
,

裂隙发育
,

岩枝不

规则穿插
,

矿体呈大小不一的透镜状成群分

布
,

矿体
“

东倒西倾
” ,

产状不一
, ‘

似乎杂乱
无章

,

其实还是有规可循
。

矿化带主要在和

龙山组地层中发育
,

矿化带中的刃
、

‘

休随地层

褶曲而起伏
,

组成 矿 体 的 “ 背 斜 ” 和 “ 向

斜 ” 图
。

矿体 “ 东倒西斜 ” 的现象
,

正是反映了受地层产状控制的结果
。

马山金铜矿位于铜官山倾没背斜东南翼
倒转地层中

,

含铜硫化物矿休随地层一起倒

转
,

形成 “乙 ” 字形矿休
。

老鸦岭铜矿经坑探揭露后
,

更加明显地

看到矿体伴随地层一起
,

形成弯度较大的多

峰状小型褶曲
。

四 地层的含矿性

石炭纪地层是本地区 最 主 要 的含矿层
位

,

它处于下部陆相碎屑岩层和上部滨海相

一浅海相碳酸盐层之间
、

亦即是华力西一印

支最早一个最大海浸旋回的底部
,

在这个假
整合面上

,

铜陵
、

贵池
、

南陵
、

宣城
、

径县

一带断续分布一层至数层厚度不一的黄铁矿

矿层 有时为菱铁矿矿层
,

范围极广
,

这

类近地表的矿体
,

由于氧化作用
,

者巧形成铁

帽
,

经采样分析
,

有的含铜五切 一 。 ,

但多数铁帽含铜录均
。

三迭系和龙山组至扁担山组下段
,

以及
大隆组地层扩经侧定

, ,

及 。 ,

,

含量均较高
,

其原始 沉积含 铜量均

超过本区所有碳酸盐岩地层
,

具有较高的成

矿元素丰度
。

各个时代地层的原始沉积 含 量 高 低不

一
,

因地而异
,

总的讲
,

椰较低
,

都不能构

成有工业意义的矿体
。

但确实存在高于相邻

地层的成矿物质
,

而这些成矿物质
,

在以后

成矿过程中
,

可能参与成矿 作 用
,

对 产出
“层控 ” 矿床

,

可能起了一定的影响
。

五 岩性的控矿作用

地层的控矿作用也包含岩性对成矿的井

制作用
。

有些时代的含矿层
,

同生沉积 余属
量极微

,

之所以能起控矿作用
,

主要是件矿

本身就具有有利的物理化学条件
。

与铜矿有关的地层
,

主要是碳酸盐类岩

层次

官一瓜桐一冬

罗罗家村村 硅质岩岩 砂页岩岩 大隆组组 层 状 , 薄薄

而而而而而而 规则则

老老鸦岭岭 硅质岩岩 砂页岩岩 大隆组组 层状 , 薄薄 夕卡岩型型

而而而而而而规则则则

金金 口 岭岭 石英闪闪 条带状状 和龙龙 似层状
、、

夕卡岩型型

长长长岩岩 灰岩岩 山组组 透镜状 ,,,

较较较较较较规则则则

脚脚子 山山 条带状状 条带状状 和龙龙 似层状
、、

夕卡岩型型

夕夕夕卡岩岩 灰岩岩 山组组 透镜状
、、、

鞍鞍鞍鞍鞍鞍 状 ,,,

较较较较较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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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包括大理岩
、

含隧石条带灰岩
、

夹泥质

条带灰岩
、

泥灰岩
、

钙质 页 岩
、

白 云质灰

岩
、

白云岩等
,

含有较高的
, ,

化

学性质活泼
,

易于交代
,

其中
,

亦较高
,

容易在热液的参与作用下 , 形成夕

卡岩及矿体
。

碳酸盐岩层的上下层位
,

有物性差异较

大的砂质页岩及钙质页岩时
,

透水性就差
,

特别是变质后形成的角岩
,

具屏蔽作用
,

对

矿化富集有一定意义
。

如高丽山组砂质岩
、

和龙山组钙质页岩
、

龙潭组砂页岩
,

均具有

一定的屏蔽作用
。

当受构造应力作用时
,

又

能引起层间裂隙和剥离构造
,

有利于含矿溶

液渗流和充分地交代置换沉淀而形成矿床
。

两组不同方向断裂 或裂隙 交汇控矿

的实例
,

在各区常能见到
,

呈 或 形的构造

形式
,

构成矿体的空间位置
。

在
“ ”

或气 ”

的交点上
,

往往是矿体最厚最富部位
。

例如

铜官山岩体与围岩接触
,

构成四个隅角
,

每

个隅角都由二组不同方向的构造 断裂或裂

隙 组成
,

分别控制着老庙从山
、

宝山
、

白

象山
、

笔山等不同规模的矿体 图
。

岩 浆 岩 控 矿 因 素

构 造 控 矿 因 素

构造对矿床的控制很明显
。

矿床均产于

地质构造的特定部位
,

不同级序的构造对矿

床的分布和矿化富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一 区域性控矿
、

导矿构造

铜官山一戴家会东西断裂明显地受基底

构造的影响和控制
,

是一种继承性的断裂构

造
。

沿构造线自西至东有铜官山
、

狮子山
、

新桥
、

南陵
、

戴家会等铜矿 ,

是本地区最重

要的控矿
、

导矿构造
。

与之平行的东西向构

造 , 在其南北二侧均有分布
。

北东向断裂构造平行于 长 江 破 碎带产

出
,

在本区自西至东平行排列若干条
,

它与

东西向断裂交切
,

构成本地区的菱形构造格

局
。

这二组断裂的交切结点
,

往往控制岩体
的侵人和矿床的形成

。

二 储矿构造

倾伏背斜
、

倒转背斜
、

复向斜中次级背

斜
、

向斜扬起等褶皱构造
,

因挤压作用
,

地
层急剧转折

,

应力相对集中
,

构 造 裂 隙发

育
,

是岩浆侵入
、

矿液运移的良好通道
,

也

是储矿的有利场所
。

如铜官山矿和新桥矿均

产在背斜倾没端 图
、

狮子山矿产

于复向斜中的次级背斜 图
。

产于假整合面上的矿床
,

在不连续的介

质中
,
在构造应力作用下 , 沉积间断面形成

剥离空间
,

从而导致矿液的沉淀富集而形成

矿床
,

如马山金铜矿
。

与铜有关的岩浆岩多为中 酸 性 小 侵入

体
,

地球化学特点是含铜量 偏 高
,

岩 石中
, , ,

含量一般高于中性岩类的

平均含量
,

含铜量大于 可作为找铜矿

的侵人体标志
。

含铜岩休的边缘及其附近有

碱性溶液活动的迹象
,

如钾长石脉
、

长英细

脉的发育或有钾化现象的存在
。

成矿作用与侵人体在空间上的依存关系
是相当明显的

,

多数矿体直接产在岩体和围

岩的接触带上或其附近的围岩内
,

前者如铜

官山
、

凤凰山
,

后者如老鸦岭
。

新桥铜矿可以见到以岩 体 为 中 心向外
侧

,

矿体厚度
,

矿化强度
,

矿物组合
,

蚀变

作用
,

由厚度薄
,

由富变贫
,

由 高 温 至低

温
,

由强变弱的有规律的变化
,

显示了岩体

与矿休的密切关系 图
。

乙
·

‘

,’
、

冬
⋯’’

,’

︸叼

夕、

矛

专厂一二
‘

, ,‘产 矛 户
, , ,

一
。 碑产

丫沙、户二
、

、访一

不, 英 长石

出铁矿界线

〔二习
巨〕

锹矿界钱

铅锌矿界线

黄铁矿界线

圃回口

图 新桥铜矿铁
、

铜
、

铅
、

锌
、

硫平面

分布投影图

结 语

本区矿床受区域构造的制约
,

产在受北

东和近东西向构造的交汇处 , 矿床的具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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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又受背斜倾没端和扬起端
、

倒转背斜
、

复

向斜中次级背斜
、

沉积间断面
、

层 面构造等

几种构造组合的联合控制
。

铜矿床在空间上与燕山早期中酸性侵人

体有关
,

本地区的所有铜矿床
,

无不例外地

均伴有小型侵人体
,

并伴有矿化作用
、

蚀变

作用
,

显示了岩体与成矿的密切关系
。

硫同位素测定
, ” ‘ 的比值和陨石

硫 习 毛比值很接近
。

铜官山矿 “ 念 “ 今

的比值在 之间 新桥矿
‘的比值在 , 狮 子 山 矿
。

一 , 金 口 岭 一
。

乙 ‘编 值的变 化
,

铜 官 山 矿
, 新桥矿 , 狮子 矿 一

, 金 口岭矿 一 。 。

一般多在
一 。 编之间

,

变化范围较窄
,

表明
成矿溶液中的硫在成矿过程中同位素分馏作

用不强烈 ,

具有很好的均一性
,

说明矿质来

源比较单纯
。

以上资料表明
,

本地区矿床 的 成 矿物

质
,

主要来源于地壳深部或下地慢
,

部份成

矿物质来源于围岩
。

综合 述
,

铜陵地区极大多数铜矿床
,

产于一定的地层中
,

受三个不同时代地层控

制
,

具有层控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
。

矿床受
区域构造制约

,

产于地质构造的特定部位
,

与燕山早期中酸性侵入体有关
。

成矿物质主

要来源于上地慢
,

部份来自围岩
,

因而认为

是以后生为主的广义层控矿床
。

层位岩性对矿床的形成固然是重要的地

质因素
,

但不是唯一因素
,

不等于有了层位

就能找到矿
。

多年找矿实践表明
,

单一的控
矿地层还不能构成矿床

,

只有在控矿地层
、

构造因素
、

岩浆岩因素以及其他各种地质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
,

才能形成具有经济意义的

矿床
。

赣东北网状断裂对成矿的控制
江西冶金地质一队 苏运波

赣东北是我国铜矿的主要蕴藏区之一
,

此外还分布有铅锌钨锡妮担等金属矿产
。

该

区主要由东西向
、

北东向
、

北北东向及北西

向构造组成区域构造的格架 图
。

东西

向构造是 区内发育最早
、

活动时间最长的构

造
,

自晋宁期到喜山期均有活动
,

波及之地

层从古生界以前直至新生界
。

组成这个构造

的主要成分为一系列东西向基底褶皱带及伴
生的东西向断裂

。

由于受后期构造的干扰和

改造
,

使局部方向变为北东 东
、

东 西 向构

造
,

对以后各期构造运动的发生
、

发展有明

显的影响
。

北东向构造始于上古生代
,

系叠加在东

西构造的基础上发生
,

主要由 一 系 列 北东

向褶皱带
、

压扭性断裂和岩带组成
,

燕山期

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新生性
。

北北东向构造发生于燕山早期
,

至新生

代仍有活动
,

整个构造运动分为早
、

晚两个

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形成北东
。

的平

行相间展布的断隆和断凹 , 第二阶段形成一

系列北北东
”

的压扭性断裂 局部为

张扭断裂 和中新生代火山盆地
。

北西向 约北西
。

构造主要
由一系列压性和张性断裂组成

,

局部地段有
北西向褶皱分布

。

该构造可能始于古生代
,

至新生代仍有活动继承
,

具有多期复杂的活

动历史
,

是 区内重要控岩控矿构造之一
。

此外
,

根据卫星照片和 现 已 查 明的情
况

,

区内还分布一些南北向构造
,

但不占主

要地位
。

区内各组构造在发生和发展的漫长历史

过程中
,

是互为依存
,

相互 干 扰
,

先 后益

加
,

形成多构造的复合 , 特别是东西向构造

和北东
、

北北东向构造的复 合 关 系 十分重

要
。

它对区内燕山早期第一阶段花岗岩的成

矿活动有重要的控制意义
。

等距发育的 “ 网状断裂构造 ” 系统

及其控矿意义

中生代以来
,

区内新生和复 活 的 北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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