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金银铜成矿带

物化探成果初步推断

丽卜逸根

浙江 省物探大队

本文通过研究浙江省深部地质构造的地球物理特征
、

地球化学作用

的展布与空间结构以及元素的垂向分带和区域分布
,

讨论了金银铜成矿

带的区域分布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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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区域重 力调查资料表明
,

浙江省

深部构造主要受北东向
、

北西向和东西向断

裂构造控制
。

北东向的 “ 三凹一隆 ” 构造格

局
,

是本省的基础构造格架
,

并控制着金银

铜矿带的空间展布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场特征

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特征

全国
“ 、 “

区域布格重力异常的分布势

态
,

反映出浙江省区域重 力场的分布主要呈

北东向
。

水平地震测深资料计算表明
,

闽浙地区

莫霍面深度变化不大
,

约为
。

在浙江

省境内
,

上地慢凹陷区和隆起区的地壳厚度

仅相差 一
。

最厚处 龙泉为
,

杭州仅
。

上地慢鼻状隆起区 肖山一

常山 地壳厚度为
。

浙 西皖

浙赣边界的地壳厚度为
。

在莫霍 面的隆起区和凹陷区边缘
,

常显

示有清晰的重力梯度带
,

展现出浙江省的

条北东向梯度带
、

两条东西间梯度带和 条

北西向梯度带
。

它们是区域深断裂构造的反

映
,

即所谓北东向的双林一乌金断裂
、

奉贤

一着县断裂
、

上虞一江 山断裂
、

东福山一泰

顺断裂和东西向昌化一余姚断裂
、

开化一三

门断裂
,

以及北西向的长兴一象山断裂
、

顺

溪一温岭断裂
、

遂昌一文成断裂
。

这些断裂的形成时间和发展演化特点虽

各不相同
,

但均切割至上地慢
,

莫霍面的形

态变化具特征性
。

构造的形成时 间跨 度较

大
,

大约从晋宁期至燕山期
。

根据区域重力基础理论
,

由剩余重 力异

常图上解译得到的其他东西向
、

北西向和北

东向断裂
,

似乎不影响莫霍面的形态变化
,

表明多属盖层构造
,

其切割深度相对较浅
。

断裂构造控制的侵人岩体的形成时间大多属

或晚 于燕山期
。

地球化学作用的展布与空间结构

区域化变量的空间分布具有结构性和随

机性双重性质
。

经因子分析
,

提取一组以铁

族元素为主的最大贡献公因子
,

元素的区域

配分表现 出空间上的一致性和关联性
。

这一元素组合特征除反映变质岩系和中

基性岩的产出外
,

还表明由于受库拉板块和

太平洋板块 向亚洲大陆俯冲和消减作用
,

部

分上地慢的熔融物质和洋壳物质上浮
,

与下

地壳物质产生 同熔作用
,

形成 同熔岩浆的地

球化学属性
。

莫霍面的形态变化表现 出特征性
,

切割

至上地慢的深断裂
,

可以为同熔岩浆的贯人

提供通道
。

这些断裂构造或控制着慢源型岩

浆岩的分布
,

或控制着同熔型岩 浆 岩 的分



布
。

慢源型花岗岩类
、

。

同 熔 型花岗岩类 因形成深度 大
,

定

位浅
,

因而岩浆分馏程度较高
, ,

故
。

慢源物质的加人
,

使岩体

的铁族 元 素 丰 度偏高
。

元素的垂向分带

和区域分布

元素的垂向分带

中番
、

磺山
、

治岭头和八宝山等金矿床

的元素垂向分带序列 自头晕至尾晕 综合

模 型 为 一 一 一 一 尸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这一 模 式 与

依据软硬酸碱理论确定的各元素络合物稳定

程度的顺序相一致
。

治岭头金矿不 同标高矿体元素的分带特

征见下表

区 绍兴
,

矿产的空间分布表现为
、

多金属一金
、

银
、

多金属一金
、

银
、

铅

铜
、

铅
、

多金属
。

在浙西
,

由上地慢凹陷区向隆

锌锌

标 高 主 要 元 素

、

、 , 、 、 、

、 、 、

、 、 、

这种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的垂向元素变化模式
,

表现出由低标高向高

标高
,

逐渐由高温元素组合向中低温组合过

渡的特征
。

元素的区域分布

上述不同标高的矿体元素分带特征
,

‘

同

样表现在区域标高差异造成的地球化学异常

空间分布上
。

在遂昌一龙泉高标高区段 即上地慢凹

陷区
,

显示
、 、 、 、

等异

常 在绍兴一诸暨低标高区段 即上地慢隆

起区
,

则为
、 、 、 、 、 、

。等异常
。

自上地慢凹陷区 庆元 向 卜地慢隆起

起区
,

同样也具有这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分布

和矿产空间分布的过渡特征
。

环状异常及元素水平分带

由于岩浆体系的类型
、

岩浆活动方式以

及岩浆的分异演化和剥蚀程度不同
,

导致重

磁环状异常和化探环状异常在空间分布势态

上的差异
。

侵入岩与重磁环状异常和化探异常

不同岩石类型的同熔型花 岗 岩 类 侵入

体
,

其出露部位或隐伏部位显示重 力低的重

力负环状剩余异常
,

和弱磁性或中强磁性的

航磁环状异常
。

化探环状异常的空间分布模

式
,

也反映了 一定的异同性 尽管由于岩浆

的分异演化程度不同
,

化探环状异常的核部

分布有
、

一
、 、 、

异常
,

或

一
、 、

异常
,

然而其 外 环 均以
、 、 、

异常呈负环状 异 常 为特

征
。

异常强度除与岩体的侵人时间有关外
,

还与侵人空间有关
。

在上地慢凹陷区
, 、

、

量偏高 在上地慢队起区
, 、

量

偏高
,

对于受深断裂控制的侵人岩型重磁化

环状异常
,

这种特征更为明显
。

火 山构造与重磁环状异常和化探异

常

成矿潜 力较大的火山弯隆构造和破火山

口构造的发育程度各不相 同
,

其重磁环状异

常表现为重力低的重力负环状剩余异常
,

以

及中强至强磁性航磁环状异常
。

然而
,

化探

环状异常的特征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外
,

环均以
、 、 、 、 。、

呈负环

状异常为特征
‘ 这可能反映了火山构造的专

属性
。

火山机构所处的区域空间部位
,

决定

了这些特征元素异常强度的专属性 上地慢

凹陷区
、

而
、

偏高 上地 慢 隆 起 区
、 。偏高

。

深断裂两侧的火山构 造 型重



磁化环状异常
,

这种特征更为明显
。

金银铜成矿带区域分布规律

作为深源元素和矿质元素
,

金和银
、

铜

均受控于火山一岩桨作用
,

受制 于 深 部构

造
。

地球化学异常和重砂异常的区域分布
,

显然与浙江省 “ 二凹三隆 ” 的 构 造 格局有

关
。

省内的主要金银铜成矿带如下
。

, 双林一乌金银金铜成矿带

双林一乌金带为
、 、 、 、

元素高背景区带
,

反映了下古生代地层的出

露范围
。

成矿元素以
、 。、 、

为主

是找银的有利区带
。

在原有铅锌
、

多金属矿床

点 的基础上开展二次评价
,

对找银是有希

望的
。

吉蒙多金属矿的找矿成果便是例证
。

近年来
,

一些人 异常的评价结果表明
,

对 于

找金也有前景
。

奉贤一衙县金铜银成矿带

奉贤一衡县为 , , 、 。、 、

元

素高背 景区带
,

除了与沉积岩原始地球化学

丰度有关外
,

更反映了一系列铜
、

锌矿化的

分布特点
。

这种矿化与下古生界的含铜
、

锌

层位似有成因上的联系
。

成矿元 素 以 。、

。 、 、 、

为主
。

对重合有重砂黄金

异常的已知铜
、

铅锌矿点作二次评价
,

应注

意在有利区段寻找不 同成因类型的金银矿
。

里山岭等金异常的追综评价表明
,

这些地区

是找金银的有利区带
。

上虎一江山金铜银成矿带

上虞一江山断裂两侧分布有众多的金
、

银
、

铜
、

铅锌矿床 点 和
、 、 、

、 、 、

元素异常
。

近几年来
,

中

番
、

金田寺金矿体租某些
、

异常的 评

价成果
,

进一步显示了成矿带的潜力
。

东福山一泰顺银金成矿带

自东福山至泰顺
,

为
、 。 、 、 、

元素高背景区带
。

作为成晕元素 的
、

、 、 、

构成一个稳定 的地球

化学异常组合
,

被视为寻找火山岩型铅锌银

矿的地球化学找矿标志
。

主要成 矿 元 素为
、 、 、 ,

在储家
、

大岭 口
、

五部

等银
、

金矿床评价的基础上
,

近年来又对儒

雅洋
、

平田
、

怀溪等地的 异常 进 行 追踪

评价
,

虽无重大突破
,

但仍表明对金银的寻

找是有意义的
。

昌化一余姚金银铜成矿带

自昌化至余姚分布有八 , 、

元素异常
,

是以往寻找金银铜地质工作薄弱区带
。

东段

某金
、

银
、

多金属矿点的踏勘检查表明
,

已

知矿化体分布在破碎蚀变带中
。

在其东南
,

又见两条含金
、

银
、

硫化物石英脉
,

拣块样

含八
,

含
。

一 一

,

即
, 。·

执
,

」
七 邓 切 助 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