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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生成矿作用在赣北是一种最重要的成矿作

用
,

塔前一朱溪多金属成矿带就是一例
。

该成矿

带位于景德镇与乐平县的交界处
,

呈北东向延展

达 公里以上
。

带内有关的多金属矿床
,

既受中石

炭统黄龙组
、

下二迭统茅口组层位控制
,

又受中生

代地洼阶段中酸性斑岩类叠生成矿作用的制约
,

几乎每个矿床都具有叠加式层控矿床的特征
。

成矿带地质构造特征

成矿带的基底由前震旦纪变质岩系组成
。

盖

层主要为上古生界地层
,

其中的中石炭统黄龙组

及下二迭统茅口组夹有海相火山一热泉沉积型多

金属硫化物矿源层
。

上三迭统安源组及白整系石

溪组属第三构造层
,

与下伏地层呈高角度不整合

接触
,

具地洼型沉积性质
。

塔前一朱溪成矿带呈一走向北东 一 “

的

复向斜
,

横剖面呈 形
,

走向逆断层及横向正断

层均较发育 图
。

在两组断裂的交汇处
,

常有

中酸性斑岩类呈岩墙或岩株侵入
,

其同位素年龄

为 一 百万 年 钾一氢法
,

属燕山晚

期
。

沿 走向断层尚见有一系列基性一超基性

岩墙分布
。

性性性

⋯
地 层 单 ,立立 地 层 岩 性 及 化 石石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
系系 统统

⋯
组组组

地地地
一

迭迭 安安 近海相含煤碎屑岩组合 ‘安派式建造 产大 植物化石及海相特肠类化石
,

地层厚约‘ 一

洼洼洼 系系 统统 旅旅 米
,

与 下伏地层 呈高角度不整合接触触
组组组组组组组

地地地地 「「 大大 青灰 色薄层泥灰岩夹页岩
,

产海相拼腮类及角石化石
,

厚度大 于 米
,

与下伏地层呈连续过过
台台台台 统统 冶冶 渡接触触

组组组组组组组

迭迭迭迭 上上 长长 灰色及淡肉红色石灰岩夹白云岩及涟石灰岩
,

产 尸 , 窟 等菊石化石
,,

系系系系 统统 兴兴 地层厚 一 米米
石石石石石 组组组

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炭

系系系系系 乐乐 海陆交互相含煤建造 产 , 户 , , 。 及 月 。 ‘
、

。

平平平平平平 尸 , 、 地层厚 ‘卜 ,米米
组组组组组组组

下下下下下 茅茅 上部为硅质岩
,

中部为厚层状灰岩夹白云岩条带及链石结核
,

下部为硅质岩与炭质页岩互层夹夹
统统统统统 口口 灰岩及海泡 石镁质粘土层

。

产人量海相动物化石
,

地层厚 一 污 。米米
组组组组组组组

栖栖栖栖栖栖 上部为钱石灰岩
,

中部为含炭灰岩
,

底部为滨海相粗砂岩
。

产大且海相动物化石
,

如
妞妞妞妞妞妞 〔 。 ‘ 《 地层厚约 米米
组组组组组组组

几几 船船 蓝 灰色巨厚层状灰 岩夹白云岩条带
,

产 大 以 蜓 类为主的海相动物化石
,

地层厚 一 。米米
统统统统统 山山山

红红红红红

卜卜卜卜卜 黄黄 上部为肉红 色石灰岩
,

中下部为中粗粒球拉状自云岩
,

产大 海相动物化石 底部有 一 米米
统统统统统 龙龙 厚的底砾岩

,

与下伏地层 呈高角度不整合接触 地层厚 。一 米米
组组组组组组 灰绿色千枚状板岩 与变余砂屑沉握灰岩 互层

,

具复理石韵律 地层厚度不清清

地地地 前前 峰峰峰峰
栩栩栩 展展 公公公公

且且且且 山山山山
系系系系 群群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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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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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团 团
胭 塔前一朱澳 多金口成矿带地质构遭圈

一篆性 及 韶幕性兴 一 地 层 界线 一 不 移 合地 界线 一 性 质 不明的断层 一 逆掩断层

,

一上三迭统安汗组 一 下三迭统大冶组 一 卜 几迭统 一 下 二迭统
, 、

一 中上石炭统

岗斑岩 丫 二一 花岗闪长斑岩 一 细晶岩

一 自举 系石澳组

一 前 , 旦 系 作一花

矿 源 层

中石炭统货尘组下部的矿深层

矿 源层产状 黄龙组底部有一层厚约

一 米 的滨 海 相碎屑岩
,

砂砾岩中常夹书渺
岩

、

硅质岩
、

凝灰岩及角酬犬白云岩
。

乐平众埠

街矿区发现夹两层流纹质凝灰岩
,

具菱锌矿化
。

黄

龙组下部的球粒状 白云岩具礁相特征
,

富产腕足

类及峨类化石
。

球粒状 白云岩中
,

具同生的多金属硫化物矿

化
。

例如月形矿区
,

共有 个铜
、

铅
、

锌硫化物

矿体
,

除 号矿休外
,

均与地层产状一致
,

倾向

一
“ ,

倾角约
’

,

犹 如沉积的层状矿床

图
。

号矿体位于底砾岩中
,

其他产于球粒

状 白云岩内
,

矿层顶底板大多数 为白云岩或大理

岩及粘土质页岩 层火山岩
。

朱溪矿区的铜
、

铅
、

锌
、

银硫化物 主矿体
,

位于黄龙组底部 矿体产状形态与不棋合面 一

致
,

矿体厚度与底砾岩厚度早正相关 图
。 、

、 、

号多金属硫化物矿层位于黄龙组下部

目 目 团 团
。

团 团
。

因
,

图 月 形矿区地质例面用

一厚层石炭岩 一自云 岩 一钥铅锌矿体 一断层

一不棋合界面 一地层 界线 变质岩
、

一 石

炭统船山组 石灰 岩 一中石炭统蔺龙组 白云 岩 月一花

岗斑岩 一钥铅锌矿体

的白云岩中
,

其产状与围岩一致
,

走向北东
,

倾



向南西
,

矿层顶底板为白云岩或大理岩
。

图 朱级矿区地质例面图

一地层分界线 一不整合界面 一断层
、

一 上石

炭统船山组 一中石炭统黄龙组 一前趣 系 礴
斑岩 , 一 ‘

绿色蚀变带
” 一矿 层

矿 石 结构构造

江胶状及乳滴状结构 朱溪矿区的闪锌矿常

呈乳滴状胶体
。

月形矿区的 号矿体中
,

发现大

量微粒胶状黄铁矿
。

此类结构
,

与现代海底火山

喷气一热泉沉积型黄铁矿很相似 是在低温开放

环境中沉积而成
。

②鲡状及同心环带状构造 黄龙组下部的球

粒状 白云岩
,

具缅状及同心环带状构造
,

球粒白

云岩中所夹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化层中
,

也发现
‘

大量的 鲡状及同心环带状构造
,

是浅水沉积的 币

要标志
。

朱溪矿区的方铅矿常呈 一 的同心

环带状构造
。

月形矿 区的 含铜 黄铁矿 呈鲡状构

造
,

绒 粒直径 一 ,

常被黄铜矿或闪锌

矿交代
。

洛 显微条带状及韵律纹层状构造 尽管本区

中生代的秃生成矿作用强烈
,

但不少矿区的多金

属硫化物矿化层中
,

仍能辨认出同生沉积的纹理

及韵律
。

例如月形矿区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层中
,

原生沉积纹理清晰可见 黄铜矿
、

闪锌矿矿石呈

显微条带状构造
,

其产状与围岩一致
,

呈沉积韵

律交替出现
,

矿层中尚臾有白云岩条 带 及 蜓 类

化石
。

朱溪
、

弹岭
、

岩 诸矿区的多金属硫化物

矿层
,

常位于砂质
、

泥质
、

碳酸盐岩沉积韵律旋

回的泥硅质岩石中

‘ 矿石 成分 该成矿带内与黄龙组有关

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化层
,

几乎都是以铜
、

铅
、

锌

为主
,

伴生有金
、

银 各矿区的矿石 类型也相

似
,

以浸染状矿石为 仁
。

主要工业矿物都以黄铜

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为主
,

且三者比例也人致相

当
。

这种在同一层位
,

不同矿 区的成矿元素组

合
,

矿物类型有着如此的相似性
, 一

是同生沉积

矿源层的琴本特征
。

下二迭统茅 口组下部的矿源层

矿 源层的产状形 态 茅 组 卜部 为

套灰黑色薄层状硅质岩
、

泥灰岩
、

炭质贞岩欠海

泡石镁质枯土 贞岩
,

产人址海相动物化石
,

三要

有 “ , ’, ‘, 户 、
, “

月多 豆 一 ,

涟 石 结 核 中 蜓 类 化 石 丰 富 厂 , , ,“

沙 ,矛 ,王 〔, 矛 〔, 〔
·

考 ‘ , , 户 等
。

海泡石镁质粘 上层的化学成分
,

主二要山 ,

一 〔“
、 一 冬

’

组成
二

与海泡石伴生的粘土矿物除滑石
、

高岭

石
、

水云母外 尚见有火山成因的碳硅石及蒙脱

石
。

同层位中尚发现有长石
、

石 英品洲

镁质枯土层 有谜石结核
,

而无菱铁矿及黄铁

矿结核
。

产正常盐度的海相动物化石苔鲜虫
,

属

常海相沉积无凝
。

虽为粘 几岩
, 、

甚低
,

足以说明其物质来源不可能是陆源
,

应

该是内源化学沉积
。

章人俊先生认为
, ‘

与时海水

中有过量的 胶体及硫酸镁
、

纵化镁溶液 互

相结合而形成含水的硅酸镁粘土沉积
。

这 种 过

量的 胶体及真溶液应来自海底火山一 热泉

的不断喷溢
。

横路
、

塔前矿伏的茅口组 卜部见有

数层花岗斑岩与围岩产状一致
,

具同步褶曲 可

能有一部分花岗斑岩是沉火山岩脱玻化的结果
。

在外围的陈坊
、

桐子坪相当层位中已确定有多层

中酸性沉火山岩夹层
。

茅口组 卜部的泥灰岩及镁质粘 土岩中有役染

状的硫化物
,

经系统取样分析
, , ‘ ,

》 一 吸一 ,

艺 一

、, 。, ,

明显比其他层位偏高



是一重要的矿源层
。

瓜子峰
、

横路矿区的铜矿层

及塔前矿区的白钨矿层
,

均产 于该层位中
,

它们

的产状与围岩琴本一致
。

矿石 结构构造 茅口组下部有关的矿

层中
,

常保留有沉积纹理及韵律
,

矿层中有时夹

具纹理条带的硅质岩
。

塔前矿区的 号矿体与地

层产状墓本一致
,

夹具沉积特色的似层状粘土岩

及胶状赤铁矿
,

矿石类型及结构构造均保留有沉

积特色
,

与东乡枫林矿区的石炭系海底火山一热

泉沉积型白钨赤铁矿石很相似气

中生代地洼阶段的叠生成矿作用

地洼阶段的地质构造特征 塔前一朱溪

成矿带位于赣湘桂边缘海的北东段
,

印支运动使

其封闭 褶皱呈一系列的北东向短带状紧闭 褶皱
,

晚三迭世初再度形成地堑式断陷盆地
,

有巨厚的

安源式含煤碎屑岩建造堆积
。

中晚侏罗世时
,

在

近侧有建德式陆相火山岩堆机 白坚纪的紫红色

砂砾岩在北西侧有出僻
,

具南雄弋建造特征
。

白坚纪的断裂
、

岩浆活动异常强烈
,

除走向

压剪性及横向张剪性断裂外
,

尚有一系列层间断

裂
,

尤其是在不整合面上最为发育
。

主干断裂的

交汇处
,

常是重要的控岩导矿构造 如
、 、

,

断裂带
。

层间断裂
,

尤其是发育在矿源层中的

层间断裂
,

常是重要的储矿构造
。

随同控岩断裂

的不断加深
,

与其有关的岩浆活动顺序是由酸性

斑

卜卜气芬芬
朱 溪溪 张 家 坞坞 横 路路 塔 前前 月 形形

特特 征
闪闪闪 长 纷 岩岩 花岗闪长斑岩岩 花岗闪长斑岩岩 花岗闪长斑岩岩 花岗斑岩岩

主主主 斑品主要由斜长石
、、

斑品 一主石 英 哎一
、

斜斜 斑品由石 英 一
、、

石英
、、

斑晶由石 英
,,

要要要 角闪石
、

黑云母 长石 鑫〔
、

黑云 母母 斜长石
、

黑云云 斜长石 公
、、

中长石 月
、

黑黑

矿矿矿 组成 基质为斜长石 别
、、

一 ,
、

正长石 母 组成 攀质质 钾长石 , 一
、、

云母 组成

物物物 钾长石 叹
、

角闪石
、、

组成 撰 质 为 石 英英 为 石英
、

斜斜 黑云毋 ‘
、、

墓质为钾长石石

组组组 石英
、

黑云母
、

斜长石 一 ,
、、

长石
、

黑云母母 角闪石 《 、、 一
、

石 英英
卜卜

组成成 正长石 组成成 呀
、

’云母母
少许许

。

,, 矿 物物 磷灰石
、

侧 石石 磷灰 石
、

州 石石 磷灰石
、

栩 石
、、

班铁矿
、、

磷灰 石
、

铃石
、、

错错错错错石
、

金红石石 磷灰石
、

铭石石 金红 石
、

磁铁矿矿

岩岩岩
。 。

石石石 ,, 了了 气
。

化化化
,,

】 《

学学学
,, 。

‘
。

成成成
。 。 。

分分分 板
。 。

”书 。 。

。 。

, 。 。

,,

‘‘ 。 。

产产 状状 岩 墙墙 岩 株株 岩 床床 岩床及岩坡坡 岩 冶冶

围围岩蚀变变 大 理 岩 化化 夕
一

卜岩化化 夕卡岩化化 夕 卡 岩 化化 大 理 岩 化化

矿矿 化化 俐
、

锌
、

银银 钢钢 俐俐 钨
、

铝
、

俐俐 俐
、

铅
、

锌 金金

床家安
, 一 。,

百工西地质
。

到基性
。

先是花岗斑岩的小规模侵入
,

之后是花

岗闪长斑岩的强烈侵入与爆破
,

最后才是中基



性
、

基性及超基性岩浆侵入
。

中酸性斑岩类多呈

小岩株
、

岩床
、

岩墉产于拗陷带的边部
,

基性岩

坡则多位于拗陷带的中部
。

地洼阶段的 生成矿作用

岩浆热液的 处生成矿作用 本区与叠

生成矿作用的有关燕山晚期 中酸性钙碱 质次火

山岩
,

以富喊 、
、 ‘, , 、

高硅
一

。、

低 铁 镁
, “·。、

、

为特点
,

属二类五科偏碱

土的花 岗斑 岩 向 花 岗闪 长 斑 岩 的 过 渡 类型

表
。

为了了解成矿带内燕山晚期中酸性斑岩类的

含矿性
,

对岩体进 行 了系统取样
,

分 析 结 果
。 见表

。

化形成 厂石榴石透辉石夕 卡岩
,

它使矿源层 中的

钨离子与热液中的钨络阴离子
,

以及围岩中的钙

相互作用
,

形成 钨矿沉淀
。

晚期的夕卡宕化形

成透闪阳起石夕卡岩
,

并伴有小而贫的辉钥矿
、

白钨矿
、

黄铁矿化叠加
。

硅化是石英州硫化物一

钨酸盐叠生成矿阶段
,

形成 了致密块状的白钨矿
、

辉倪种
‘

及黄铜矿
。

碳酸盐化是最晚的蚀变
,

它是

碳酸盐一
‘

硫化物一钨酸盐叠生成矿阶段
,

形成 了

范围广矿化弱的辉钳一白钨矿化
、

斑

元元 花 岗岗 斑状花岗岗 花岗闪闪

⋯
石 英 、、 闪 长长

斑斑斑 岩岩 闪长岩岩 长斑岩岩 长扮岩 纷 岩岩

「 砚

砚 川 了 川 百加 川 奋 、 叮争 月月

、、 呀
,

卜 飞只只
,

, 硬 】

由表 可知
,

中酸性斑岩类在侵入过程中
,

也带来 了一定数量的成矿元素
。

在成矿带内
,

中酸性斑岩类与不同围岩接

触
,

形成 了不同类型的围岩蚀变
。

塔前矿区
,

在

断层上盘的前震旦纪变质岩中有一个约 瓦 ,

的斑状花岗闪长岩及花岗闪长斑岩岩株
,

其围岩

蚀变为云英岩化及钾长石化
,

伴有细脉浸染型辉

相黄铜矿化
。

断层下盘的花岗闪长斑岩则呈岩

床
、

岩墙产出
,

与硅铝质围岩接触时形成角岩及

硅化
,

与石灰岩接触时形成大理岩化
,

当与茅口

组矿源层接触时
,

形成似层状夕卡岩化
,

并伴有

白钨一辉相一 黄铜矿化
。

含矿夕卡岩的形态不受

接触带的产状制约
,

而受矿源层的产状控制 图
,

远离接触带的矿源层中也能形成似层状含矿

夕卡岩
。

塔前矿区的含矿夕卡岩分带较明显
,

由内向

外依次为 石榴子石透辉石夕卡岩
、

透辉石夕卡

岩
、

大理岩
。

内带矿化富而范围小
,

中带矿化贫

而范围大
,

外带一般无明显矿化
。

早期的夕卡岩

阴 , 塔前矿 区地 质例面图

一云 英岩化 一地 层界线 一 不枯合界比 一断层
, 一 上三 迭统 安杯煤 系 一 下二迭赞 竿 甲 灰 岩
, 一 下二迭统俐贡组 健石灰 岩

,

一 卜石炭给职山组 灰

岩 斌一 燕山晚期花岗闪长斑岩
一 穿 架 一 夕 卜岩

月形矿区与花岗斑岩有关的围宕蚀变限 于黄

龙组底部的矿源层内
,

围岩蚀变‘于不帷合面上的

蒯丢断裂紧密相关
,

形成 了较好的蚀变带及多金

属硫化物叠加矿化
,

由内向外依次 为 石榴子石

透辉石夕卡岩化
、

透闪石阳起石化
、

蛇纹石化
、

绿

泥石化
。

与蚀变作用有关的叠加矿化有铜
、

铅
、

锌
、

黄铁矿及金
。

张家钨矿区有一 “

的花岗闪长斑岩岩

株 围岩蚀变仅限 于茅口组 下部的矿源层中
,

主

要有两期
,

第一期为石榴 子石透辉石夕卡岩
,

第

二期为透辉石阳起石夕卡岩 两期都伴有黄钢矿

化叠加
。

由 于茅口组矿源层保存不 多 所以难以

形成 一定规模的矿床
。

沿走向至西南
’
处的

瓜 子峰矿试
,

花岗闪 长斑岩认岩床浸入 茅 组

矿源层中
,

形成 了较理想的似层状夕 卜岩蚀变带

及致密块状黄铜矿化
。

下冲钨矿区的花岗闪长斑岩侵入
、

晚二迭世



地层 中
,

区内有一厚度较大的夕卡岩铁帽
,

其中

有铜矿化
,

尽管花岗闪长斑岩中
、 、

诸

元素丰度值较高
,

但由于其矿化未能叠加在矿源

层 上 区内无矿源层
,

故未形成较好的矿床
。

弹岭矿区的花岗闪长斑岩岩株
,

侵入于石炭

系船山组及黄龙组上部碳酸盐岩中
,

形成了较好

的夕卡岩蚀变带
,

并伴有黄铜矿化
。

但由于已知

的热液蚀变及矿化未能叠加在矿源层上
,

也未发

现较好的矿体
。

由此看来
,

尚需在黄龙组下部的

矿源层内
,

寻找花岗闪长斑岩的蚀变矿化带
。

横路矿区的花岗斑岩及花岗闪长斑岩
,

呈似

媛状顺层侵入于茅口组的碳酸盐岩中
,

接触带上

均有夕卡岩蚀变带及黄铜矿化
,

但其矿床却仅限

于茅口组下部矿源层中 图
。

小矿体
。

例如月形矿区的 号矿体
,

就是花岗斑

岩将主矿层的 一部分活化转移到
,

断层带中充

填而成
。 一 号矿脉也呈类似的情况与主矿体

斜交
,

其分布范围一般不超出矿源层
,

矿石类型

大多为致密块状矿石
。

朱溪矿区
,

在似层状主矿体的近侧常见有分

叉的锯齿状小矿脉
,

矿石类型已由原来的同生沉

积星点状转化成细脉浸染状
,

星点状的黄铜矿由

已重结晶次生加大到 左右 部分

黄铁矿已经热液作用变成磁黄铁矿
。

矿源层中矿

物的 种类增多
,

伴生元 素也有明显增加
,

其中
、 、 、 、

等元素已达到综合利用

的要求
。

塔前矿区的主要矿层
,

在叠生成矿作用过程

中
,

矿体产状形态及矿物组合都向着复杂化的方

向发展
,

矿体规模变大
,

品位变富
,

伴生元素种

类增多
。

结 论

图 横路矿区地质剖面图

一 地层 界线 一 顺层断层 一上二迭统乐平煤系

砂 页岩 一下二迭统茅 口组灰岩
、

泥质灰岩 一 下

迭统栖眨组缝石灰岩 州川一 燕山晚期花岗闪长斑岩

一铜矿体

断裂热液的叠生成矿 作用 塔前一朱

溪成矿带经 地质测量
,

发现在中石炭统

底部的不整合面上
,

几乎都有顺层断裂叠加
。

在

断裂强烈作用地段
,

由于摩擦生热
,

形成了顺层

矿化蚀变带
。

如朱溪矿区
,

沿黄龙组底部矿源层

的顺层断裂带两侧
,

形成了特有的
“

绿色蚀变

带
” ,

由透闪石阳起石化
、

透闪石化
、

蛇纹石化
、

叶绿泥石化
、

滑石化组成
。

多金属硫化物矿体

与
“‘

绿色蚀变带
”

产状一致
。

尚见有晚期的硅

化
、

碳酸盐化及铜铅锌银钨矿化叠加
。

月形矿区的
“

绿色蚀变带
”

与朱溪矿区十分

相似
,

在其蚀 变带近 侧 均 未 发现 有 关的 岩

浆岩
。

在 叠生成矿作用中矿 床产状及其物理

化学性质的改变 塔前一朱溪多金属成矿带内的

大多数矿区
,

都有与似层状主矿体斜交的矿脉及

晚古生代
,

由于吴川一四会
、

郴州一怀

集
、

崇明一景德镇一萍 乡古 断 裂带的微型扩

张
,

形 成 了 裂 陷型赣湘桂边缘海
。

本区位 边

缘海的北东段
。

由于古断裂是由南西向北东逐步

扩张
,

所以其海侵方向也是由南西向北东逐步扩

展
,

与海底火山一热泉沉积有关的矿源层也是由

南西向北东逐步推移升高
,

本区黄龙组下部及茅

口组下部形成了两个多金属硫化矿源层
,

是本区

成矿的重要物质基础
。

中生代地洼阶段的断裂
、

岩浆作用较为强

烈
,

燕山晚期的中酸性斑岩类也是一个币要的成

矿物质来源
,

断裂
、

岩浆热液形成的益生成矿作

用一般有 一 次
,

是工业矿床形成的重要
‘ ’

加

工 阶段
,

在矿源层的基础上形成 了一系列叠加

式层控矿床
。

矿源层是本区形成工业矿床的基础
,

地洼

期断裂
、

岩浆的叠生成矿作用是形成工业矿床的

重要条件
,

二者缺一不可
。

在矿源层内找中酸性

斑岩体
,

是最主要的找矿方向
。

瓜子峰矿区的发

现
,

进一步证明 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

文中插图由胡玲玲同志清绘
,

顺致谢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