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斑岩铜矿床概念的演化及其主要地质特征

谭 克 仁

斑岩铜铂矿床具有重要的工业意义
,

在

资本主义国家中
,

其铜储量 占 铜 总 储量的

年
,

苏联占 年
,

中

国的斑岩铜相矿床也占有很大比重
,

同时矿

石 中还含有可供综合回收的金
、

‘

银
、

硒
、

蹄

和锌等伴生组分
。

斑岩铜钥矿床概念的演化

本世纪初宾厄姆和莫伦锡斑岩铜铝矿床

的发现和研究
,

对矿床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

此后又相继发现了许 多 大 型 本类矿

床
。

对斑岩铜铂矿床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

个阶段
。

本世纪初到八十年 代 末 为 第一阶

段
。

斑岩铜铂矿床的开发可追溯到 年
。

当时
,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矿产的掠夺性开

采
,

初期只开采脉状富铜矿
,

随着开采深度
的加大

,

成本不断提高
,

后来发现浅部大脉

旁侧的浸染状贫矿也具有开采价值
,

从而开

创了斑岩铜矿研究和开发的 历 史
。

帕 森斯

从矿床开采的角度出发
,

给斑岩铜矿

所下的定义是 规模巨 大
,

开 采 成本

低
,

可以大规模开采 铜 矿 物 含 量均

匀
,

选择性开采不如整体开采有利 , 矿

石物质来源 与侵入斑岩密切相关 , 通过

次生富集作用可形成次生硫化物一辉铜矿聚

集体
。

贝特曼 对斑岩铜矿的共性作丁

以下归纳 品位低 可采用大规模
的采矿

一

方法 与二长斑岩的岩株状侵人

体有关 斑岩及其侵入的结晶片岩都含
有浸染状铜矿物 , 各矿床的原生矿物极

为相似 , 硅化和绢云母化明显 有

一定的次生富集作用
,

水平分布范围大于垂

直分布范围
,

并常呈块状产出 有不含

矿的淋滤带存在 , 具有祝似为成 」阅和矿

质来源
。

七十年代以前
,

按照苏联的作法
,

通常

把斑岩铜矿床和细脉浸染状铜矿 视 为 同 义

语
,

并划归一种独立的工业类型 〔‘ ”〕。

当时

的认识是 细脉浸染状铜矿床有时称为 “ 斑

岩 ” 铜矿
,

其特点是 矿床产于硅化和

绢云母化强烈的斑岩中 , 后者多半是花岗斑

岩
、

花岗辉绿斑岩等 主要矿石矿物是

黄铁矿
、

黄铜矿和辉铜矿
,

脉石矿物为石英
、

绢云母
、

白云母和高岭石
,

次生矿物是孔雀

石
、

蓝铜矿和褐铁矿
。

另外还有少量的斑铜

矿
、

磁铁矿
、

闪锌矿和电气石 , 细脉

浸染型铜矿常保存原岩的斑状等结构构造
,

金属矿物产于由石英等组成 的 网 状 脉中 ,

氧化带一般深 米
,

次生富集带

具有重要工业价值 , 原生矿石铜品位

约 。 一 。 ,

次生富集带品位往往超过
。

综上所述
,

七十年代以前
,

大多数学者

是从矿床开采及其工业利用的角度来理解和

使用这个术语的
,

虽然其中也包含有成因因

素
。

从七十年代到 目前为第二个阶段
。 。

洛厄尔和 戈贝特
‘一

“ 〕针对圣马 纽 埃一

卡拉马祖矿床提出斑岩铜矿床的水平和垂直

矿化蚀变分带模式
,

从而揭开了从矿床成因

角度研究斑岩铜矿床新的一页
。

嗣后

西里托 〔‘“ 〕总结了斑岩铜铂矿床的顶和底
,

提出成矿的板块构造模式
。

任启江 。 较全面

地综述了斑岩铜铂矿床的特征
、

找矿方向和

找矿方法
。

陈国达 匕“ 〕从成矿构造角度出发
,

详细地描述了斑岩铜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和

形成机理
。

同时
,

一些研究生产单位对我国斑

岩铜铝矿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找矿工作
,

相继找到了一些巨型矿床
。

近几年来
,

原桂

林冶金地质研究所
、

中南矿冶学院
,

周作侠
·

“ 、

宁奇生
一 ’”

‘

、

江西

地质开究所 〔‘ ·

等对斑岩铜铂矿床的地质特

征及沌矿条件进行了深入研究
。

成都地峨学

院
’

、

武汉地质学院 等把 匆 岩铜

铂矿床作为一 种独立的成因类型编入矿床学

教科书中
。

南京大学
‘“ 〕在 考地球化学 》一

书中也作了较深人的探讨
。



鉴于上述
,

笔者认为有重新提出
、

分别

使用细脉浸染状铜钥矿床和斑岩铜相矿床这

两个术语的必要性
。

因为第一
,

它们反映了

该类矿床的普查勘探
、

开采利用和成因研究

的发展史 , 第二
,

细脉浸染状铜钥矿床主要

从工业开采利 用角度来理解
,

其主要特征是
品位低

,

分布均匀
,

规模巨大
,

埋藏浅
,

易

采易选 , 而斑岩铜锢矿床则主要从成因上来

考虑
,

强调该类矿床是在时间上
、

空间上和

成因上均
一

与浅成
、

超浅成的中酸性斑岩体有

密切联系的一 类矿床 , 第三
,

自 洛厄

等尔开创了从成因上来研究此类矿床以来
,

就使用了斑岩矿床 这个

名词
,

而把浸染状
、

微脉

状 。 、

细脉状 和

脉状 当作斑岩铜铂矿床的 一个特征

来描述
。

在七十年代以前
,

斑岩体仅仅是作

为一个成因因素来考虑
。

至于该类矿床的进一步划分
,

因其标准
不同而各别

。

根据矿床产出的 大 地 构 造特

征
,

可将我国斑岩铜铂矿床分为地槽型和地

注型两类 , 因控矿 因素的差异可分为广义和

狭义两类斑岩铜铂矿床
,

前者指的是与浅成

中酸性斑岩体有关的铜铂矿床的总称
,

其中

包括夕卡岩型铜铂矿床
,

后者则是通常流行

的与浅成中酸性斑岩体有关的铜铂矿床 , 基

于有用金属共生组合的不同
,

目前还流行有

斑岩型铁矿床
、

斑岩型钨矿床
、

斑岩型铜铅

锌矿床等
,

冠以 “ 型 ” 字
,

主要是为了与斑

岩铜钥矿床区别开来 。

斑岩铜钥矿床形成的主要地质特征

根据现有实际材料
,

归纳出斑岩铜铂矿

床形成的主要地质特征
,

有利于研究工作朝

着正确方向发展
,

兹概括如下

一 成矿 的 大地 构造特征 斑岩铜铝

矿床产于活动区
,

成矿期与活动区的剧烈期

相一致
。

根据活动区的性质
,

可将此类矿床
分为地槽型和地洼型

。

前者产于地槽区或地

洼区
,

成矿期与地槽发展过程中剧烈期相一

致 后者 产于地洼区
,

成矿期与地洼发展过

程 扫剧烈期 一致
。

二 成矿斑岩特征 斑岩体多属钙碱

性系列的 中酸性次火山岩及超浅成小型侵人

体
,

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闪长斑岩
、

富斜花岗斑岩
、

英安扮 岩
、

石 英 二长斑岩

等
。

据斑岩体特征
,

又有简单斑岩休和复式
训 宕休之分

。

对于复式斑岩体
,

有人捉出系

深部分异和多次分异的成因认识
,

当然不排

除不同来源岩浆多次话动献
一

可能性
。

三 矿 石 构造特征 矿 石
一

红有 浸染

状
、

细脉浸染状
、

细脉状
、

脉状和大脉状等

构造
,

并且从岩体 咋心或钳变带 中心向外
,

按浸染状 , 细脉浸染 状 , 细 脉 状 , 脉 状 ,

大脉状顺序出现
,

因而具有 带 状 分 布的特

点
。

四 蚀 变分带特打 根据蚀变发生的

位置
,

可分两类 同心环状的蚀变和

矿化分带
,

如玉龙
、

多宝山等矿床
,

丛本符

合 洛厄尔的蚀变矿化模式
,

即从功 岩体

中 合向外依次出现钾化带
、

纲云母化带
、

泥

化带和青盘岩化带 多中心自蚀变矿

化分带
,

如铜厂矿床等
。

装
一

浆晚期阶段的 自

变质钾交代和岩浆期后早期钾交代以岩休为

中心
,

而嗣后的矿化蚀变则以 接 触 带 为中

心
,

向两侧依次出现石英一绢云母一水云母

化带
、

水云母一伊利石化带和绿泥石一绿帘

石化带
。

但成矿作用的多儿
,

州
一

以及成矿过程

的多阶段性
,

也使蚀变而
、一

化 农现出多期
、

多

阶段的特点
,

它们相互叠加
,

从而使之复杂
,

应予高度重视
。

五 矿 石 组 成 特 点 口 。 、

州 。为
主

,

伴生元素主要为
、 、 、 、

、 、 、

等
。

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铜

矿
、

辉铜矿
、

辉锢矿
,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
,

次要矿物成分有闪锌矿
、

方铅矿
、

自钨矿
、

自然金等
。

六 成矿物质 来源
、

成矿物理 化 学环

境和 成矿 机理 根据 与斑岩铜针矿床有关的

岩体
、

大地构造
、

区域构造
、

微量元素组合
、

、

硫和铅同位素织成等特点
,

说明成矿物质来

源于地壳深部
,

斑岩体的 形 成 温 度一般为

℃
,

成矿温度一般为 一 ℃
。

根据蚀变矿化和物质组成 特点
,

友明岩浆

期后热液早期阶段
,

热液拐里碱性
,

在石英
、

绢云母和硫化物大量沉淀时
,

热液山碱性渐

变为中性一弱醉性
。

‘

七 围岩 条件 陈国达 根 据 岩

不同所表现的不同矿化特征分 为 细 肪 没染

型
、

脉型和接触交代 划
。

细脉授染型书要见

于斑岩体 内
,

脉斑矿体常见于刚性较强的硅

铝质围岩中
,

而夕卡 岩型矿休则形成于岩体



与碳酸盐围岩的接触带上
。

江 西 地 质 研究

所 〔’ 〕分为五种类型 细脉浸染型 ,

名 夕卡岩型 脉状铜矿 ,

似层伏铜矿 , 爆破角砾岩筒铜矿
。

某

些地区的矿床
,

如城门山铜矿床
,

·

同时具有
上述五种类型的铜矿体

,

实质上则是一统一

的含矿热液
,

因围岩不同及其环境不同而所

表现出来的不同矿化形式
,

称之为 “ 多位一

体 ,,, 的成矿模式
。

八 构造地质特征 矿床的产出受一

定的地质构造控制
。

西里托

指出
,

钙碱性火成岩体和斑 岩 矿 床 产于两

个岩石圈板块之间狭长的挤 压 地 带
。

周作

侠
·

‘ ’ 认为中国斑岩铜矿带受切割基底的深

大断裂控制
,

常与基性
、

超基性岩休组成的

蛇绿岩带相伴产出
,

矿床和岩休的产出则受

次一级的褶皱和断裂控制
。

我国地质构造受

古亚洲
、

古地中海和古太平洋地块的联合控
制

,

因而使我国斑岩铜铂矿床的构造控制特

点表现得更为复杂
。

九 表生特征 该类矿床因埋藏浅
,

铜
、

锌硫化物易于氧化
,

因而易于形成次生

富集带和在地表形成次生扩散晕
。

十 采选特点
‘

贝 特 曼 提

出
,

埋藏浅
,

品位低
,

分布均匀
,

储量大 ,

矿休稳定
,

易采易选
,

整体开采比选择性开

采在经济上合算等是开采利用斑岩铜铂矿床

的优越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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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发 现 大 型 银 矿

勃里登公司在瑞典中部加播贝里

矿区发现一个欧洲最大
、

也是世界最

大的银矿床
。

该矿床矿石储量至 少有

万吨
, 银 品位为 克 吨 盎

司 吨 ,

如果采用较低的边界品位 ,

总储量可 达 至 万吨
,

银品位

则为 克 吨 盎 司 吨
。

矿石还伴生有锌
、

铅
、

钥和金
。

该公 司在这 一 矿区还经营另外两

个矿 山 加漪贝里和加潘贝里诺拉 ,

前者为铅一锌一铜一银矿床
, 后者为

一银 矿床 ,

伴生有铅锌
。

新发现的矿

床称为达姆斯约
,

位于前两个矿床之

问
。

矿化面积为 公项
。

准备从 上迩两个矿山打勘探巷道

来进行该矿床的开拓和勘探工作
。

全

面的开拓尚须开掘竖井
。

此外
,

现有

的冶炼厂 还须将矿石处理能力提高一

倍
,

达到每年 万吨
。

预计至 年晚期可开始产银 ,

下一年可达到全部生产能力
。

该项设

计的成本估计在 万至 万美 之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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