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北部晚前寒武纪的矿源层及其层控矿床

马 长 信

江 西 省地质矿 产局 大队

江西北部晚前寒武纪属地槽发展阶段 其中

有七个不同层位的矿源层 在此基础上经过中生

勺豹构造岩浆活化作用
,

形成了一系列层控矿床
。

正确认识此类矿床与矿源层的特征
,

对成矿预测

是有益的

晚前寒武系的划分与对比

我们将江酬匕苟哟晚前寒武纪地层重新划分

如下 ’

中元古代早期的障公山群划分为四个组
。

第

二 二组的古抱粉组合与粉子山群相当 以灰绿

色凝灰粉砂质千枚状板岩与绢云绿泥板岩
、

钙质

硅质板岩
、

炭质板岩互层为主
,

夹变余凝灰质细

砂岩及细碧角斑岩 具薄复理石韵律
,

属大洋优

地槽远源末梢浊积岩相 ‘ ,

厚约 米 第三组

以灰绿色变余凝灰质细砂岩与板岩互层为主
,

具

复理石韵律 属深海浊流中扇典型浊积岩相
,

底

部有百余米厚的内聚碎屑流相泥砾混杂岩〔’ 厚

约 一 米
。

第四组的古抱粉组合与长城至蓟

县 系相当 以灰绿色中粗粒变余凝灰质砂岩与板

岩互层为主
,

具粗复理石韵律 属深海近源滑塌

浊积岩相 厚约 米
。

障公山群分布范围广 图
,

可与皖南的溪

口群
、

浙中的双溪坞群
、

赣西 北 的九岭群对比

表
。

中元古代晚期的计林群底部 有一套滨海相

杂色底砾岩 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自下而

上可分为三个组
。

第一组 以灰色变质中细粒杂砂

些多芝兰乡遴毫夕
‘ 产或事彝彝冷夕双欢妙娇泌 ,

口
,

目 哪 图 四 口 口 曰 圈
。

团
。

口
,

图 江西省北部地质构造图

一中断生代地层

一早元古代地体

一古生代地层 一晚前寒武纪地层 名一中生代陆壳 重熔 型花岗岩 一晚前寒武纪花岗闪长岩

一中生代同熔型花岗闪长斑岩 一韧性推顶剪切带 一 横向线性构造带 一 人断 小 日 一高挥

发份花岗岩底辟弯窿构造

马长值 江 西 省北 部 前震 旦 纪 地 层 的 划 分 与 对比 年

么马长信 江 西北部 前 旦纪 浊积 岩研 究
·

肪 年
。



岩与板岩互层为主
,

具复理石韵律
,

属边缘海近

源浊积岩相
,

厚 一 米 第二通且为紫红色粉

砂质板岩与板岩互层夹变质细粒杂砂岩条带及翠

绿色板岩
,

具薄复理石韵律
,

属边缘海末梢浊积

岩相
,

厚 一 米 第三组为灰色粉砂质板岩

与板岩互层夹变质中细粒杂砂岩
,

下部夹多层席

状细碧石英角斑岩
,

具复理石韵律
,

属典型浊积

岩相 厚度大于 米计林群可与皖南的沥口群
、

浙中的骆家门群
、

赣西 助修水群
、

湘西 助冷

家溪群对比
。

晚元古代的落可妹群〔 〕为
一
一套陆相紫红色中

酸性火山碎屑沉积岩夹熔 岩
,

属磨拉石建造
。

厚

度
、

岩性变化大 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执 可

与皖南的井潭组
、

浙西的松木坞群
、

湘西北板溪

群马底释组对比
。

震旦系下统莲沱组下部为砂砾岩层 上部为

页岩夹泥灰岩 属三角洲至潮坪相
,

厚 一

米
,

与下伏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

南争它组为浅海浮

冰沉积 厚约 一 米
。

上统属浅海相
,

底部有

一古风化壳层 与下伏地层呈假整合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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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前寒武纪的矿源层

江西北部晚前寒武纪地层中
,

共发现了七个

不同层位
、

不同岩相建造类型
、

不同成矿元素组

合的矿源层 表

一 第一矿源层
一

位 于障公山

群第一镇且中部末梢浊积岩相中
。

矿源层厚

米
,

平均 一 。

肉眼

可见大量星点状黄铁矿 经电镜扫描
,

发现矿源

层中有大量中酸性火山碎屑
。

二 第二矿源层
一

位 尹漳公山群

第二组下部灰绿色凝灰粉砂质板岩与钙硅板岩互

层地段之末梢浊积岩相中
。

矿源层厚 一

米 一 , 一
,

,

一
,

,‘ 一
,

矿源层与围岩呈

同步褶曲
。

三 第三矿源层
·

位 于障

公山群第二组上部灰绿色凝灰粉砂质 千枚岩与板

岩的互层中 夹超镁铁质熔岩
,

属末梢浊积岩相
。

矿源层厚大于 米 一

一
,

一 其中细碧岩经人

工重砂鉴定含自然金
, ,

黄铜矿为 目
,

白钨矿为
。

第四矿源层
·

位 于障公山群第四

组 中段之近源滑塌浊积岩相中
。

矿源层厚大于

米 其中的变余沉凝灰岩中

一 一 厂 在都昌飞鹅山矿

区发现 层变余沉凝灰岩 平均加
。

第五矿源层
·

位 于计椒羊第二

组紫色变质岩系所夹的翠绿色板岩中
,

属边缘海

末梢浊积岩相
。

在波阳计林 一

’ 在彭泽大浩山矿源层厚约 米
一 在都昌大港 一

’
,

顶底板紫色岩系 左右
。

铜 以

密集的硅 孔 雀石薄膜 毫米 沿层理产出



图
,

含铜高低与硅孔雀石薄居助勺密集程度有

关
。

经电镜扫描二 发现铜矿物常与蒙脱石共生
。

圈 都 大谁计林群第二组矿抓层剖面图

一中元古代晚期计林群第二组 一暗萦红色粉砂
城板岩与板岩互层

、

一攀绿色板岩 一翠绿色
板岩中夹的悯矿层 由橄细的顺层硅孔雀石条带组成

。 一暗分红色粉砂质板岩
图 德安尖蜂坡矿区 线地质剖面图

策六矿派层 。 一 。 · 一

位于

展旦系下统莲沱组砂砾岩段上部潮坪相之钙质含

砾砂岩中
。

矿源层厚约 米
。

在彭泽郭桥矿

区
,

平均
,

厚 一 米
,

一 。

以星点状的黄铜矿
、

辉铜矿
、

含铜黄铁矿及脆银

矿为屯 在湖口花尖山
、

都昌大矾山
、

庐山松树
·

岭
、

韧安彭山
、

修水大椿等地
、

矿源层厚约 一

米 般翔 一 , 一

彭山张十八地区含古砂矿型

的金及锡石 图

一第四 系残坡积 一寒武系下统 卜展旦系

上统灯 形组 一展旦 系上统陡山沱组 一展旦

系下统南沱冰硕岩组 一 展旦系下统莲沱组 上段

一展旦系下统莲沱组 下段 , 一中晚元古界计

林群第三组 一夕卡岩

第七矿源层 ‘ 位于震旦

系上统陡山沱组底部的古风化壳残积层中
,

厚

一 米 主要由新 状石英及锰土组成
,

在海侵过

程中形成了吸附型多金属硫化物矿源层
。

一 一 一 ,

切 一 一 有时含 及

较高 嚷
。

班

地地 层 单 位位 岩 相 与 建 造造 矿。层编号及元‘组合合

晚晚晚晚 灯 形 组组 浅海相硅质岩建造造

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古古古古 陡山沱组组 浅海相碳酸盐及泥质岩建造造 ⑦ 一 一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中中中中 南 沱 组组 浅海至滨海火山冰峨岩建造造造

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古古古古 三角洲至湘坪相类磨拉石建造造 亘 一 一 一

界界界界 陆相火山碎屑岩磨拉石建造造造

边边边边缘海典型浊积岩相复理石建造及细碧岩建造造造

第第第第二组组 边缘海末梢浊积岩相复理石建造造 息 一

第第第第州组组 边缘海近源浊积岩相复理石建造造 〕 一

第第第第四组组 深海近抓滑场浊积岩复理石建造造造

第第第第三组组 深海浊流中扇典型浊积岩相复理石建造造造

第第第第二组组 深海末梢浊积岩相复理石建造及细碧角斑岩建造造 ③ 一 一 少 一

第第第第一组组 同上上 ① 一

构造一岩浆活化阶段

形成的层控矿床

江西北部中生代 构造一岩浆活化作用特别

强烈
、

是本区晚前寒武纪的矿源层被改造
、

再造
、

至加成层控矿床的重要阶段
。

与层控矿床有关的

构造一岩浆活化作用主要有三种形式气

冬马长信 试论帐北钨相锡矿床的大地构造背景及找

矿方向一 年
。



一 韧性推粗剪切带与陆壳 熔型花岗岩

的成矿作用 在江西北部发现了三条规模巨大的

韧性推筱剪切带 图
。

最北边的一条称为
“
江

南韧性推援剪切带梦其规模和范围与杨志坚所称

的
‘

狂南深断裂
”
大致相同〔“ 〕,

位于皖南石台
、

帐北都昌程浪
、

庐山温泉
、

永修云山
、

武宁白岩山

至修水大龙山一线
,

呈北东东向延伸长达千余公

里
,

宽数公里至十数公里
。

韧性推覆剪切带两侧

中生代前地质构造差异较大 北侧属中扬子地体
,

其褶皱基底地层时代为早前寒武纪
,

古生代以陆

缘海碳酸盐潮坪相为主
,

缺失晚三叠纪沉积
。

南

侧称江南地体
,

基底为晚前寒禅己地层
,

早古生

代 以笔石页岩建造为主
,

晚古
,

生代 以海陆交互相

为主
,

缺失泥盆纪地层
,

晚三叠纪地层中产太平

洋型海相瓣鳃粼七石
。

韧性推筱剪切带中糜棱片

理发育
,

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冲撞混杂岩块〔令〕,

于庐山温泉一带发现有榴闪岩及榴辉岩块
。

在韧

性推覆剪切带内及其近侧尚有一系列中生代陆壳

重溶型花岗岩体侵入
。

障公山一九岭韧性推覆剪切翎立于皖赣交界

处
,

呈近东西向延展
,

自景德镇北向南西弯曲至

波阳郎埠入都阳湖 再 自南昌西山呈北东东向延

伸至湘东浏阳
,

长达千余公里
,

宽数至十数公里
,

由数个次级带分支复合组成主体
。

韧性剪切作用

形成的糜棱岩及糜棱片理 甚发育
。

经薄片及

电镜扫描观察
,

在韧性剪切带之糜棱岩中石英常

呈流变脉体
,

出现核梭构造
,

长石出现丝边构造

及晶格位错
,

云母形成特有的微型膝褶
,

层面
。

及轴面劈理 已被 , 置换
,

且见 又错断了已

褶皱了的石英昧 剪切带内特有的判断标志 —
剑鞘状构造及杆榜状构造屡见不鲜

,

尚发现一些

大小不等的冲撞混杂岩块
。

中生代陆壳重熔花岗

岩体沿韧性推顶剪切带分布
,

产状形态密切相关
,

化学成分相似
。

初步认为此类花岗岩是在韧性推

覆剪切过程中
,

于地表下 一 公里地带陆壳发

生重熔
,

加之俯冲壳楔一侧含结晶水沉积岩盖层

的加入
,

便形成了陆壳重熔花岗岩浆〔“ ’,

沿韧性

推搜剪切带上升侧立
,

构成了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

大茅山一态勺山韧性推覆剪切洲立于皖南欺

县
,

德兴大茅山
、

张村
,

弋阳樟树墩 东乡大王

桥
,

新余神山
,

至武功山
,

呈北东东向
,

长达千

余公里
。

剪切带内糜棱片理发育
,

由超基性岩类

构成的冲撞混杂岩块特别多
,

朱训
、

胡魁等人曾

注意到超基性岩块与中生代地层接触
,

称为
“

帐

东北深大断裂
” 〔“ 〕,

刘鸿允等人认为超基性岩块

系震旦纪大洋沉积
,

呈 “
无根

”

构造侵位〔, 〕。 笔

者认为是相当许靖华所建立的薄壳板块造山模式

之冲撞混杂岩〔月 」 所出露的位置正是韧性推覆剪

切带的位置
。

在新余良山铁矿等地
,

许温复发现

了一系歹咧鞘状构造
。

沿韧性推覆剪切带有一系

列陆壳重熔型花岗岩分布
,

其岩石化学成分
、

同

位素组成
、

稀土配分模式与围岩相似
。

江西北部三条主要的陆壳 重熔型花岗岩带恰

位于三条巨大的韧性推覆剪切带中
,

许靖华
、

朱

夏都认为华南的基本构造模式可以与南阿帕拉契

亚类比〔色 。

韧性推筱剪切带倾向南东 中扬子地

体是其俯冲壳楔
,

江南地体是超迭壳楔
,

三条剪

切带可能有着统一的滑动机制
,

层层向北西推扭
。

韧性推覆剪切带形成的时代
,

据其两侧地体地史

的差异
、

剪切晋宁期花岗岩的事实 洒山
、

中

生代陆壳重熔型花岗岩的产状 推测应形成
一

中

生代
,

至少在中生代有强烈的活化
。

与陆壳 重熔

型花岗岩有关的石英脉型锡
、

钨
、

钥矿床 瓷土

矿床
,

矿源层中受此种花岗岩浆热液再造
、

改造
、

叠生泊勺层控型矿床
,

均位 于韧性推菠剪切带中
,

例如白茶坞
、

青术下
、

杨枚尖
、

大湖塘
、

扬北坑

等钨矿区
。

剪切带中的矿源层在韧性剪切过程中

所产生的变质荆夜作用下
,

成矿元素产当王移富

集形成似层状层控矿床
,

例如德兴金山的金矿床

即是第三矿源层中的金沿剪切带之糜棱片理产生

变质重就位〔。〕,

形成的层控型金矿床
。

又如都昌

大港配澜矿层就是第五矿源层中的铜在韧性剪切

的作用下形成的
。

二 横向线性构造带与克 同熔型花幽岩

所形成的层控矿床 笔者在 年曾提出
, “

九

分 一德兴北西向横断裂
”

是一条中生代斑岩型矿

床成矿带 张用夏据大地航磁资料于 年提

出
“

武汉一德兴断裂成矿带
” 。

该断裂带是一条断

子马长信 九江一德兴断裂带 舫年



陷较深的长期活动的构造脆弱带
,

是一条与韧性

推扭剪切带伴生的横向线性糊直带
。

可能是由于

韧性推扭剪切带各段的基底滑移速率刁勺司而产生

的一组横向断裂带 由于各段滑移速率的多次变

更 使其错动方向多变 规模逐步加大
。

其东南端

可能与中生代的岛弧一海沟消减带相沟通
,

使与

其有关的壳帆同熔型花岗岩浆沿横向线性构造断

裂带向大陆内侧渗漏 在与北东向断陷带的交汇

处形成了一 系列中酸性斑岩侵入体
,

荆半有地梭

排气作用形成的爆破岩筒及与其有关的斑岩型

铜
、

钥
、

金矿床
,

例如富家坞
、

铜厂
、

朱砂红
、

银山
、

月形
、

塔前
、

徐湾
、

锦里
、

新庄
、

上仙岩
、

大港
、

阳储岭
、

城门山
、

洋鸡山
、

武山
、

邓家山
、

封山

洞等斑岩型矿区的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斑岩
、

二

长花岗斑岩
、

流纹斑岩岩株
。

副矿物组成属磁铁

矿一磷灰石型 微量元素中 明显偏

高
,

矿物呼铭体包裹体发育
,

钾长石三余度较小
,

成岩温度较高
,

稀土元素配分模式曲线属右倾型
,

铺异常不明显 ‘ ’、’ ‘“
值变化区间大 例

, ”
’ , 一

, ’母

绝对

值小
。

成岩年龄以燕山早期为主
,

但也有印支期

及燕山晚期
。

值得指出的是
,

此类斑岩型成矿带不是沿岛

弧或活动陆缘分布 而是沿横向线性构造断裂带

向大陆内侧呈有限长度的带状展布
。

此类斑岩型

矿床不是单纯的斑岩型
,

而是常位 于一定的矿源

层内
,

主矿体不是在斑岩中而是在围岩中
,

成因

类型常是斑岩型加上层控型及夕卡岩型
,

成矿物

质不仅来自斑岩也来自围岩
。

如德兴斑岩铜矿
,

,‘ 的矿体右斑岩中 的矿体在障公 山群

第二组彭栩 矿源层中 季克俭认为其铜质主要来

源于围岩〔’“ 〕。

又如阳储岭斑岩型钨钥矿床恰位

于障公山群第四组钨矿源层中
,

矿体呈北西向展

布
。

张大椿等人〔’‘’据氢氧圆立素研究结果认为
,

钨来源于围岩 铂来源 于上地慢
。

再如城门山
、

武

山
、

塔前诸矿区
,

成因类型是斑岩型
、

夕卡岩型
、

层控型多位一体 气
‘三 高挥发份花岗岩底辟窗班构造区的层

控矿床 江酬匕部发现了一系 列弯窿构造成矿

区 例如德安彭山
、

景德镇高台山
、

婆远珍珠山
、

修

水香炉山
、

水修云山
。

在弯翻勺核部常有半隐伏

至隐伏的高挥发份花岗岩侵入体
。

弯窿区的地层

产状
、

构造形态与花岗岩产状密切相关
。

笔者认

为此类弯窿构造是由于高挥发份花岗岩的底辟作

用产生的〔’ ’,

故称其为高挥发份花岗岩底辟弯

窿构造
。

高挥发份花岗岩中的硅
、

铝
、

碱含量较高
,

微量元素
, ,

的含量特别高

副矿物黄玉
、

电气石
、

萤石的含量也偏高
,

有时

可达
。

该类花岗岩与锡
、

萤石
、

白钨矿
、

毒

砂矿成矿关系密切
。

核部隆起高
,

层间破碎带发

育
,

由核部到翼部层层向下滑落 成矿分带现象

较明显
。

如德安彭山弯窿构造区
,

核部有一隐伏

的高挥发份花岗岩侵入体
,

岩体顶部有月以伟晶

岩壳 上部 为中细粒二云母花岗岩
,

下部为中

粗粒黑云母花岗岩
。

经 个样分析 平均
, , ,

, ,

, , , ,

。

全岩
吕 ’ “ “

氧咸立素
’洲

。 全岩稀土总量低
, 一

,

稀上配分

模式 曲线具强烈铺负异常特征
。

贵阳地化所用

一 法测得的等时线年龄为 百万年 一

法年淤为 一 百万年 个样
。

围

岩为晚前寒澎己地层
,

盖层为早古生代地层
。

地层

倾角在核部平缓
,

翼部变陡
,

层间断层破碎带发

育
。

在第六
、

七矿源层的基础上
,

经过高挥发份花

岗岩的改造
、

再造
、

登力碱矿作用
,

形成了一系列

锡
、

锌铜 含金银
、

毒砂
、

萤石矿层控型矿床
。

距岩体较近的 曾家垅矿区 在震旦纪的第六
、

七矿源层内形成了似层状夕卡岩锡矿床
,

矿体不

是沿 接触带分布
,

而是沿矿源层延伸
,

呈典里的

层控矿床 图
。

矿源层中的部分成矿元素被迁

移到顶盖早古生代的层间破碎带中形成再造的层

控矿床
。

成矿分带现象也较清楚 由内向外依次

为 ,
。

离岩体较远的尖峰坡矿区及红花尖矿区 矿

体主要位于第六矿源层中 其次在第七矿源层
。

蓦黄恩邦等 城门山
’

三位
一

体
”
钢矿床 年



矿层与地层产状一致
,

呈似层状 图
。

蚀变仅

限于矿源层中的 矿体内
。

因第六矿源 层的岩性

慰丐质砂岩
,

蚀变以云英割七为主
,

次为似夕卡

岩化
。

锡石及闪锌矿呈细撇熟染状
。

在矿源层顶

部的碳酸盐岩中
,

尽管产生了夕卡刽七 却无矿

层
。

当有横切矿源层的断层
、

裂隙大量存在时
,

在矿源层顶部的层间破碎带中可 形成新的似层状

矿床
。

图 抽安 曾家垅地质剖 面图

一莲 魄 川一燕山晚期花岗岩

《其他图例同图

远离岩体的张十八矿区 矿体仅局限于第六

矿源层中
,

蚀变较弱
,

以锌
、

铜
、

铅
、

银
、

锡多

金属硫化物矿石组合为主
,

含金也较高
。

矿层产

状与矿源层一致
,

且呈层状
。

离岩体愈远矿层产

状愈规则
、

蚀变愈弱
、

矿化范围愈小
。

经研究认为 高挥发份花岗岩底辟弯窿构造

是由韧性推搜剪切带中的陆壳重熔岩浆受到了来

自横向线性构造带中的安山岩浆及地慢排气作用

的混染
,

使其挥发份剧增
,

以强有力的底辟作用

向上侵位形成弯窿构造
。

所以此种弯窿构造多位

于韧性推筱剪切带的近侧
。

结 论

江西北部明葫立寒武纪的七个矿源层是中生

代构造一岩浆活化作用形成层控矿床的物质基

础
。

层控矿床是在矿源层内经构造一岩浆的改造
、

再造
、

叠加成矿作用形成的 二二者的交汇处是成

矿预测的方向
。

中生代的构造岩浆周七作用
,

拍工酬匕部

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韧性推授剪切带与陆壳重

熔花岗岩带的产生
,

二是与韧性推搜剪切带有成

生联系的横向线性构造带及壳慢同馆型花岗岩带

的形成 三是高挥发份花岗岩底辟弯窿构造的

出现

在韧性推搜剪切带内寻找层控型金矿潜在

远景较大
。

在横向线性构造带内寻找斑岩型 层

控理绷
、

金矿床较有希望
。

在高挥发份花岗岩底

辟弯窿构造区寻找层控理播
、

锌
、

钨及萤石矿前

景可观
。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 曾得到马新华
、

刘瑛
、

索书田
、

王志强 吕凤翔等同志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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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由彭桂英 陈秋萍清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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