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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集中区的主要类型 某些区域控矿因素的讨论

某一矿产最佳找矿地区和某一地区最佳找矿

对象的正确判断
,

具有重要意义
。

认识已知矿 产

集中区的区域地质背景和矿床组合特点
,

是解决

问题的主要途径之 一
。

为此
,

本文拟讨论铜矿集

中区的主要类型
,

并在此琴础上进一步讨论某些

铜矿床的形成条件
。

这里
,

在矿床类型之外采用了矿产集中区类

型的概念
。

这是由于
,

看来相似的矿床可以出现

在全然不同的地区 而不同的矿床
,

因某种内在

联系却可在同一区域出现
。

矿产集中区类型划分

的基础是区域地质背景和矿床组合
,

它是不能以

矿床类型来代替的
。

本文讨论的是铜矿集中区的主要类型
,

因而

只把包含有大型独立铜矿床的常见矿产区作为研

究基础
。

不考虑由中小型铜矿组成的地区
,

如塞

浦路斯型和别子型等矿产区
。

不考虑共生铜矿和

伴生铜矿组成的地区
,

如铜镍硫化物矿床
、

多金

属矿床
、

斑岩钥铜矿床
、

锡铜综合矿床等矿产区
。

也不考虑极为罕见
,

因而研究程度不足的地区
,

如德尔尼 型及与苏长 岩系列有关的铜矿矿产区

等等
。

铜矿集中区类型划分的基础是区域地质背景

和矿床组合特点
。

然而要掌握一个地区的区域地

质特点和铜矿找矿程度 佗和认识矿床组合有密

切关系
,

却绝非易事
。

因此
,

本文的类型划分 力

图以我国实际材料为基础
,

只利用国外资料增添

了少数确信并不雷同而必须补充的类型
。

由于我

国铜矿找矿程度较高
,

这样做是可以的
,

但不 可

避免会有疏漏
,

欢迎指正
。

在矿床组合方面
,

着重考虑的是大型矿床
,

否则其情况会十分复杂
,

甚至达到无法研究的程

度
。

也暂不考虑和其他矿种的共生状况
。

铜矿集中区主要类型的划分列入下表
。

有必要对表列某些区域控矿 因素作进一步

讨论
。

活动大陆边缘和活动大陆边缘影响带 近

年来
,

活动大陆边缘控矿引起了重大关注
。

同时
,

也 “ 泛流传 了一整套活动大陆边缘成岩成矿和金

属来源的假说和模式
。

本文认为
,

活动大陆边缘

的控矿现象很明显
,

但以洋壳俯冲消减为核心的

成岩成矿和金属来源机制却使人 十分疑虑
。

可以我国东部燕山期的环太平洋带来讨论这

个问题
。

一般认为东亚边缘海主要生成 于第三纪
。

从边缘海的张裂对我国东部岩浆活动性质的影响

来看
,

最早地区也不早 于早白奎世晚期
。

也就是

说
,

在中生代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的极盛时代
,

我国东部很可能是与大洋直接毗邻的活动大陆边

缘
。

但该地区这个时代的很多特点是很难以洋壳

俯冲消减机制来说明的
、

中一酸性岩浆活动带

最窄也在 公里以上
,

最宽近 心里
,

远远

超过 了目前所知的毕鸟夫带的宽度 起金属成矿

分区与前燕山期的大地构造单元有关
,

常有继承

性
,

常和海岸线呈大角度交切 褂不同酸度岩浆

活动区的分布也与前燕山期人地构造单元有 定

联系
,

常常显示了古构造复活的控制作用
。

问题还在于这些情况并非罕 见的例外
。

而 且

就是在洋乡钊附冲消减成岩成矿假说提出的依据地

区
,

即南美安第斯山区
,

霍利斯特也提出 种种

疑问
‘

, 。

因此
,

也可容许对活动大陆边缘控矿作另一

种设想 上在大陆和大洋的积极相互作用 下陆壳

破裂或老构造复活
一

省导致深部热流体上升 于

引起陆壳部份重熔或同熔
,

形成中一酸性岩浆

①岩浆演化
、

运移
、

成矿
。

但是
,

人们往往把活动大陆边缘一 与前述

有疑问的机制联系起来
,

因而本文使用 活动人



拥 矿 滚 中 区 的 主 共 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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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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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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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于粉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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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玄武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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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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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 火山 岩

、若丽朴、、
状硫化 物 型 ’

叫 克民 保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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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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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闪长 、
、

。长 一

斗一 一一一一

工
一

里少 一 一一干 一一
“ 身组成 中 基 ⋯优地摘型海相 中酸性 火山 岩 ⋯火山 岩铜矿

‘ 性火 山 岩 琴 底 稀 一 酸性火 山 发 叮地段 及 层 状硫化 物 型

位 火山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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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沉积

地摘

中

性火山 岩墓底 期 为含红 尼或

炭质层的 冒地

摘型沉积 岩系

晚 期 为陆 相

早期 中酸性

次火山 岩 火

山岩 中荃性

火山 岩 凝 灰

质白云 质沉积

岩 中期 红

层上盘或炭 质

层两盘的白云

质岩 晚期

陆相红 层中的

浅色 层

早期 由次火山

斑 岩向火山沉积

成因过渡的矿 床

铜矿 峪
、

拉 拉

「一 、

大红 山 , 中

期 陆 源再造成

因
’

变质岩铜矿
”

东川 晚期

陆 源 再造成因 砂

岩铜矿

演中川南区
、

中条山 区 等

陆边缘影响带一词 以免与之混淆
。

本文把活动大陆边缘影响带定义为 在大陆

和大洋的积极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中一酸性为主的

岩浆活动区
。

它既包括其下有俯冲消减带存在的

区域
,

也包括与之毗 邻的区域
。

从我国东部燕山期环太平洋带的情况出发
,

本文认为活动大陆边缘影响带有如下琴本特点

撷临同时代的活动大陆边缘 可以跨越前期地



质发展历史极不相同的区域 ②岩浆活动带的规

模可以和同时 代 大陆 边 缘 相 比拟
,

在成 分 上

以中一酸性为主
,

有厚千米以上的强烈火山喷发

物大量出现是其重要标志 卿同时代地壳差异运

动强烈
,

沉积地层岩相厚度变化极大
。

用上述特点衡量
,

我国中
、

东部的活动大陆

边缘影响带还包括 晚古生代的华北古大陆北侧

和西伯利亚古大陆南侧地区 晚元古代的华南古

大陆北侧西侧地区 可能还有中生新生代的中国

大陆西南侧和印度大陆东北侧地区
。

这些时代和

地区也都是我国主要的成矿时代和地区
。

内大陆裂谷
、

大洋边缘岛弧和古大陆边

缘中基性火山岩带 目前流行的看法是 塞浦路

斯型块状硫化物铜矿生成于洋壳的生长边缘
,

其

他块状硫化物铜矿多生成于洋壳消减边缘的火山

岛弧中
。

对此本文不提出争议
。

在一般文献中所指的洋壳消减和火山活动的

位置实际包含有两种情况 以拉于大洋边缘

位于大陆内未张开为大洋的裂谷中
,

如边缘海
、

红

海型小洋盆等
。

问题在于这两种情况下的成矿特

点有无不同
。

从我国情况看
,

差别可能是存在的
。

我国最重要的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铜矿产于

匕祁连地区
,

而北祁连早古生代优地槽是叠置于

已成大陆内的
“

盲
”
地槽

。

对此
,

尽管最近提出

了多种解释
,

但从其东端陇东及陕西境内喷出活

动显然转为以中酸性为主来考虑
,

把它看作内大

陆裂谷是合适的
。

梅友松和作者曾指出 仁 ,

从华北和华南两

个古陆的核心部向外
,

存在着基底地层年代依次

变新的现象
,

反映 了陆壳依次向外生长
,

存在着

多个边缘中基性火山岩带
。

如果可以和现代板块

活动类比的话
,

这种边缘中墓性火山岩带大概应

当类似位于大洋边缘
、

在洋壳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火山岛弧
。

这些地区也存在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

铜矿
,

但 目前所见都是中小型的
。

不过
,

在这些

地区却有重要的火山成因的浸染状铜矿
,

如大红

山
、

拉拉厂
,

以及特殊的铜矿峪斑岩铜矿
。

这个区别的普遍意义尚待进一步研究
。

但应

当看到
,

目前世界各地的主要火山成因块状硫化

物铜矿产区
,

大多有形成于古大陆裂开处的见解
,

其中充填的火山岩年代跨度并不很大
, 一些地区

提出 了有关基性火山岩形成 于边缘海和红海型小

洋盆的可能不能排除与 匕祁连类比
。

而在现代大

洋边缘
,

在洋壳上发展起来的岛弧中 《不包括由

陆壳分离发展起来的岛弧
,

确实也还没有发现较

大的块状硫化物铜矿
,

但却发现 了重要的斑岩钢

矿
。

因此
,

上述差别是值得重视的
。

墓底地层和金属物质来源 梅友松和作

者特别重视基底地层类型及其中的金属丰度对区

鞠戎矿特点的指示意女 」,

梅友松还作 了展开

论述 曰
」

。

近两年来获得的区域化探成果大体和

这些看法一致

看来
,

在基底地层形成之后
,

成矿物质的主

要来源很可能是基底地层
。

退一 步说
,

即使在这

方面有争议
,

基底地层性质和金属丰度至少也是

区域性金属成矿分区的良好指示物
,

对实际工作

是有意义的
。

当然
,

如果还要进一步追本溯源
,

可能要追

溯到与基底地层形成有联系的 上地幢
,

或者还有

初始硅铝壳
。

也不能完全排除残存 软流圈之上

的古代上地鳗残留物在后期成矿中起一定作用的

可能性
。

关于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铜矿

重要的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铜矿产 于两类区

域
,

特点各不相同
。

北祁连型地区是最主要的 火山岩系与内大

陆裂谷有关
,

’身是中基性火山岩垅底的
一

部分
。

火山岩在酸度上有明显演化
,

矿床集中在酸性端

员发育的地区和层位
,

且常位 ’火山喷发中心区

及其附近
。

与币要斑笔澜矿不共生

巴尔干型地区次要些
。

火山岩系与活动的人

陆边缘有关
,

叠置 于粉砂一泥质岩纂底 卜
、

火山

岩以中性 为主
,

从安山质向粗面质演化
。

矿床常

见
立

中早期安山岩中
,

常与次火山岩体及斑岩铜

矿共生
。

需要指出
,

矿床与安山质向粗面质演化

的火山岩系共生可能并非偶然
。

在区域地质条件

与之相似的长江下游
,

中生代安山一粗面岩系中

也有大量铁的聚集
,

不过这里是陆相条件
,

主要

形成铁矿
,

只有小型块状硫化物铜矿 罗昌河等
。



这两类地区的共同特点是 火山岩系都是海

相的 火山岩总厚都很大
,

常在千米以上 火山

岩按酸度或碱度有明显分异 矿床与火山机构及

一定的喷发旋回有关
,

或是与一定成分的次火山

岩体及斑岩铜矿共生
。

看来
,

把这些矿床在总体

上视为火山成因仍然是可能和必要的
。

这里的问题是
,

成矿与火山作用特点之间
“

专属性
”

的表现是迁回曲折的
,

它受区域地质

和火山岩演化特点的制约
,

但也确有存在
。

如果

把多金属矿石 为主的产区联系起来看就更为清

楚
。

日本第三纪
“

黑矿
”

和苏联矿区阿尔泰泥盆

至巴狗多金属矿都产于叠置在陆壳基底上而以中酸

性为主的火山岩系中
,

火山岩系有明显的酸度演

化
,

矿床与酸性端员有联系
。

这是又一种地质背

景下又一种专属性的例子
。

近年来有人从统计学出发
,

认为与块状硫化

犊闷
‘

床有关的火山岩多种多样 并无专属性可言
,

从而根本否定火山作用与成矿有亲缘关系
。

然而
,

如果统巾对不考虑地区地质特点
,

不分矿化主次

和规模大小
,

未必能肯定的说明很多问题
。

近年来的另一趋势是把火山成因的概念无限

外延而脱离了它建立的基础
。

但是
,

由于热卤水

成矿的研究
,

对那些缺乏与火山作用有成因联系

的地质证据的矿床
,

特别是不与或仅与少量火山

物质共生的矿床 应当慎重
。

刘东升和作者等指

出过远源火山沉积成矿在理论上有困难 “ 弓。

对

于弱火山活动成大矿的假设
,

也必须解释为何岩

浆中的挥发分只大量携运矿质
,

而不驱动岩浆作

大规模喷发或浸入
‘

关于含铜沉积岩

含铜沉积岩 砂 贞岩
、

白云岩
、

砾岩
、

硅质

沉积等 的成因是一个众说纷纭 的问题
,

确实也

可能有不同情况存在
。

可能应区分出两类地区的

三利卿
‘

床
。

浪山垫地区情况较简单
,

含矿建造是叠置

中基性火山岩基底之上的第一套冒地槽沉积
。

主

要矿床或与重晶石化的 白云 质沉积有关 炭 窑

口
,

或与硅质沉积有关 霍各气
,

均有大量铅锌

矿体共生
。

从矿化特征看
,

可以推测深层氯化物卤

水所聚集基底地层中的铜在成矿中有决定作用
,

这是第一类矿床
。

属滇中型的滇中川南地区情况比较复杂
,

有

多个时期的铜矿化出现
。

最新的是白整纪含铜砂

砾岩
,

较老的是震旦纪地台型含铜白云岩
,

更老

的是元古代冒地槽型含铜白云岩
,

按地质关系推

测
,

在变质较深的优地槽型火山岩系中还有一期

最老的强烈铜矿化存在
。

对于时代较新的三个层位的矿化来说
,

下述

现象值得密切注意 通与狼山型矿化区不同
,

没

有见到高纯氯化物卤水有广泛活动的迹象 矿

化层位多不存在火山活动
,

或火山活动微弱而零

星
,

难于设想由火山活动直接提供大量铜 尽矿

化层位与红层有密切关系
,

红层含铜较高
,

而红

层主要是陆源物 , 矿化区域大体围绕最早期铜

矿分布区出现
,

存在不仅由陆源区岩石
,

而且也

由矿石供给丰富铜的可能性 二有多处发现碎码

铜矿物的报道
,

说明有来自陆源的铜存在
。

因此
,

冉崇英和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很多同志关于红

层是矿源层
,

其铜主要来自陆源的设想是可能的
。

在矿床形成方式上
,

他们从新的实际材料出发提

出了一系列新见解 易门队发现 了
‘

刺穿体
”

对

易门铜矿体的控制 李雷认为基底一隐伏构造和

砂岩铜矿的分布有密切关系 任祖传
、

卢今刁
‘ 、

王治滨等都强调构造对形成含铜白云 岩和含铜砂

岩的作用
。

冉崇英等最近更以易门包裹体的研究

为基础
,

强调浅层硫酸盐卤水的意义
,

认为浅层

硫酸盐卤水溶滤下伏红层的铜
,

在沉积一成岩期

向上运移形成贫矿
,

卤水的多期活动更使贫矿改

造加富
,

并发生后生迁移
。

从此出发
,

本文拟把

这些刃
‘

床视为陆源再造矿床
。

陆源地的岩石和铜

矿化与矿源层中的铜有密切关系
,

成矿则是浅层

硫酸盐卤水多次溶滤迁移铜的结果
。

这是第二类

矿床
。

滇中川南区在可能最早形成的铜矿中也有含

铜白云岩或白云质岩石存在 大红山
、

石龙
,

但

情况不同
。

它们产于厚大的火山岩系中
,

本身常

含凝灰物质的变质物
,

附近有中基性或中酸性火

山岩中的浸染或条带铜矿存在 把把寨
、

落由
。

如果把后二者视为火山成因的话
,

则把前
一

者视



为火山一沉积成因也是合理的
。

这是第三类矿床
。

中条山地区类于滇中型铜矿集中区
,

但其早

期矿化特点略有不同
。

在中条山
,

下层位还有与

中酸性次火山岩有关的重要
“

斑岩铜矿
” 。

美国基维诺裂谷中的铜矿产区也可能类于滇

中型地区
。

果然如此
,

则下层位还有举世闻名的

玄武岩铜矿
,

在大地构造上位
一

于极为狭窄的内大

陆裂谷中
。

由此看来
,

在滇中型继承性复合铜矿集中区

找矿
,

应充分注意多层位矿化的可能性
。

既要注

意上部各有利层位 红层及其上盘
,

炭质层上下

盘
,

还应注意下层位火山岩
、

次火山岩和白云岩

中的浸染状铜矿
。

可惜对下部层位矿化的专门研

究特别薄弱
,

它们与火山作用究竟是怎样联系的

为何均不出现大量典型块状硫化化物矿石 它们

与斑岩铜矿和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矿床的关系如

何 这些重要问题 目前都还不清楚
。

从上述三类含铜沉积岩成矿方式的设想出

发
,

构造控矿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

或许
,

这方面

的深入研究有可育碱为新的找矿工作的出发点
,

从而使沿层找矿更为深入一步
。

关于斑岩和夕卡岩铜矿

斑岩铜矿集中区大约可分三类
。

江南型
。

以我国江南的铜矿区为主要代表
。

世界上大多数斑岩铜矿可能均集中在此类地区
。

此类集中区叠置于粉砂一泥质岩基底上
,

受与各

类陆相中一酸性火山活动有关的中酸性侵入体带

控制
,

其生成与各时代的活动大陆边缘有联系
。

斑

岩铜矿常见与夕卡岩铜矿共生
,

少见其他类型重

要铜矿
。

巴尔干型
。

次要一些
。

巴尔干的白平纪成矿

区域即属此类
,

但这个地区的第三纪斑右柄可 集

中区仍属江南型
。

巴尔干型集中区的区域地质特

点总体上与江南型相似
。

其不同处是 、少有关的

火山岩系是海相的
,

以中性为主
,

由安山质向粗

面质演化 ②侵入体常是次火山性质的
,

也偏中

性
,

以石英闪长岩及闪长岩类为主 召 块状硫化

物矿床与斑尾澜矿共生
,

二者可互为找矿指示
。

菲律宾型
。

此类斑岩铜矿集中区较为特殊
,

系叠置于中基性火山岩基底上
,

目前多见于西南

太平洋岛弧带内
。

和其他很多并无重要斑岩钥矿

出现的中基性火山岩基底区相比
,

本类铜矿集中

区 以菲律宾为代表 有如下特征 谈处于大洋

边缘的岛弧上 匆手部各层位火山岩 下岩系
,

一 上部
,

以基性岩为主
,

缺乏明显分异
,

没有重要火山成因矿床存在 ③与成矿有联系的

第三纪火山岩系以安山质为主
,

按酸度有微弱分

异现象
,

属海相喷发
,

有规模较小的块状硫化物

矿床存在《屿成矿直接有关的侵入活动偏中性
,

以石英闪长岩为主
,

局部见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或脚戊分与之近似的次火山岩
、

, 地司享度薄
,

仅 一 讼里
。

但究竟是哪一些特点与斑呈绷矿

的发育有内在联系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斑岩铜矿发育区多少都能见到些夕卡笔绷矿

化
。

从我国近年的找矿经验来看
,

夕卡岩铜矿的

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围岩中碳酸盐岩层的发

育状况
。

在地层剖面中的无碳酸盐沉积区
,

无疑

是形成斑岩铜矿 德兴
、

多宝山 在夹碳酸盐

沉积区
,

可以形成斑岩和夕卡岩复合铜矿
,

其规

模可相互比拟 龙等 在碳酸盐岩层发育区
,

往往是以夕卡岩铜矿为主
,

在笔淋内接触带可以

形成具从属意义的然而是有价值的斑笔澜矿
。

在

考虑一个地区的找矿对象时似应充分估计到这一

特点
。

当然还应注意研究成矿深度对这方面的可

能影响
。

夕卡笔封祠矿的层控现象极 为值得重视
。

安徽

地质局近年在长江沿岸的找矿进展表明 利用夕

卡笔澜矿主矿体经常赋存的层位
,

以出露岩体和

上层位矿化为指引
,

可以找到埋藏较深的盲矿
。

目前看来
,

厚大的碳酸盐岩系 当然也 夹多层砂

贞岩 的底界和顶界
,

是控制夕 卜笔拍利矿主矿体

位置有决足意义的层位
,

特别是在这种 公位及其

附近有铁质沉积
、

膏盐沉积时更是如此 例如
,

在长江中下游和畜南古陆东段南侧
,

已经证明中

石炭统和中三叠统是这种层位
。

因此
,

在某些已

知铜矿成矿区范围内
,

似还应探翻策部有无新的

控矿层位 如中上奥陶统 的可能性
。 ’

当然
,

还

必须深入研究 玲控的原因 以及通过浅层矿化如

何更准确的指示深层矿化 等问题



用磁重资料解释夕卡岩和斑岩铜矿产区的深

部地质情况可能是一个重要进展
。

安徽地质局物

探队和熊光楚等人的工作表明
,

长江中下游一带

的主要铜矿床在不大深度下都有面积至少大 于十

平方公里的岩体存在
。

这在实践上有可能提供新

的间接找矿标志
,

在理论上则可能有助于解决小

岩体成大矿带来的疑问
。

江西冶金地质一队的经验还表明
,

在江南型

地区的陆相火山盆地中
,

在不出现标志高氧环境

的矿物和矿化组合
,

而出现标志高硫环境的组合
,

特别是硫砷铜矿的情况下
,

在铅锌矿化旁侧或深

部可以出现银山类型斑岩铜矿
。

其品位尚可
,

有

可能达到坑采感兴趣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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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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