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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瑞铜金矿床控矿条件及成矿预测

钟 良 水

江 西 省地矿 局粉西 北地质大队
·

九江 市

文中概述了江西九瑞铜金矿床的地质特征
,

着重分析了地层
、

构

造
、

岩浆岩体与成矿的关系
,

介绍了运用成矿因素和找矿标志的数 理

统计所取得的成矿预侧效果
。

关钻词 江西省 , 九瑞 铜金矿床 , 控矿条件 , 预测效果

地 质
·

矿 床

了广义 夕卡岩型

九瑞地区是长江中下

游铁铜金多金属成矿带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年代
,

我队在分析区域成矿背景

的基础上
,

总结 了九瑞铜

金矿床的成矿规律
,

提 出
“ 三位一体 ” 的成矿模式

年代初
,

对矿床成因
、

物质来源提 出了不

同的认识
,

有人认为是多来源
,

有人认为是

岩浆源等
。

九瑞铜金矿床的斌矿地层有石炭系
、

泥

盆系
、

二登系和三叠系
,

而以石炭系最为重

要
。

矿床受构造控制明显
,

且与岩浆岩小侵

人体关系密切
。

从 年代中期开始
,

我们对

该地带进行 了成矿条件研究
,

应用现代成矿

理论
,

建立了 “ 综合信息成矿模式 包括定

性和定量模式
” ,

并开展 了综合成矿预测
,

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设想
。

地质概况

九瑞地处长江中下游
,

属 下 扬 子台褶

带
,

早古生代一三登纪坳陷区 即下扬子断

陷带 中部
。

区内奥陶系至第三系 地 层 广

布
,

褶皱较发育
。

背斜核部为碎屑岩 类 岩

石
,

向斜核部为碳酸盐类岩石
,

形成 了北东

向 “ 背紧向缓 ” 的复式褶皱
。

长江大断裂呈

北西一南东向展布
,

并向南突出为弧形贯穿

区内
。

北西 向断裂 主要为 深断裂 与 北

东
、

北东东向褶皱
、

断裂交织成菱形格局
,

控制着一系列中酸性岩浆岩的侵入
,

形成若

干矿 田
。

城门山铜矿
、

武山铜矿
,

江西第一

个独立岩金矿 —洋鸡山均在此带内
。

岩桨岩畏入特点

九瑞铜金矿带岩浆活动比较频繁
,

岩浆

岩体有 多处
,

燕山期小型侵入体沿长江深

断裂带南侧作北西 向展布
。

出露 面积占全带

面积 左右
,

单个岩体多小于
,

呈 小

岩株
、

岩枝
、

岩脉或岩墙产出
。

岩浆活动具

多期次
、

多岩类特点 以燕山 早期岩浆活动

相对较强
,

从早到晚有闪长岩 , 石 英 闪 长

粉 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斑岩 , 酸性

脉岩 , 基性脉岩
。

与铜 金 矿有成因联系的花 岗闪长斑

岩
,

其岩石化学特征是 碱值
、

碱度中等
,

,

为
,

为
, 。

岩体中成矿元素含量较高
, ,

, 。



与金矿有成 因联系的石英闪
一

长粉岩
,

其

岩石化学特征是 碱值
、

碱度中等
,

, ,

成
, 。

岩体中成矿

元素含量较高
,

八
,

, 。

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闪长粉岩的形成时

间为
。

构造环境

地处于下扬子台坳中段
、

跨越九江台隆

的瑞昌一九江凹摺断束和庐 山弯断束北西与

阳新一大冶凹褶断束相接
,

是一长期活动地

区
。

带内经历 了多次构造运动
,

形成了一套

北东东向平行排列同等发育的背向斜紧密相

间的雁列式线型褶皱
,

主背向斜轴上有次级

摺曲
,

构成 型向斜和 型背斜
。

背斜中部

横起
,

两侧倾伏
。

断裂主要有北东东向
,

其次为北西和北

东向
。

这些褶皱断裂构造有机嵌合
、

交织
、

盈合配置
,

构成 了带内菱
、

块
、

带的构造格

局
。

北东东与北西向基底构造的交点
,

控制

着深部或半隐伏岩体
,

是矿 田的构造骨架
。

成矿 岩

本带铜金成矿围岩为一套志留系
、

泥

盆统碎屑岩类和一套中石炭统至中三叠统碳

酸盐岩类
,

前者为泥质砂岩
、

细砂岩
、

含黄

铁矿结核石英砂岩
、

含黄铁矿结核石英细砂

岩
、

含砾石英砂岩
、

石英砂砾岩 后者为中

一厚层状灰岩及生物屑泥粒灰岩
。

浅海障壁

岛湖盆环境是形成矿床的有利岩相
。

岩石的物理
、

化学性质及其组合特点
,

对矿床的类型
、

矿体产状
、

赋存部位
、

矿化

富集程度等
,

都有较大的影响
。

矿床分布规体

当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闪 长粉岩侵入干

围岩
,

在构造作用下
,

成矿元素活化
、

转移
、

沉淀
、

富集
,

形成铜金多金属矿床
。

根据矿床形成的地质条件
,

从岩体 中心

向外形成 种不同类型的矿床 斑岩 型 矿床

分布于岩体中 夕卡岩型矿床 分布于岩

体 与围岩接触带中 层控硫化物型矿床 分

布于接触带外侧远离岩体处
。

统计研究结果表明
,

矿化
、

围岩蚀变等

都具有分带性 不 同类型矿床具有不同的分

带规律
。

斌山夕卡岩理们矿床矿化
、

蚀变
、

地球化学分布特征衰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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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笼山夕卡岩型金铜矿床矿化
、

蚀变分带特征衰 衰 皿

项 目 ” ” ” 征

矿石类型 相 铜 矿石 铜
、

铁
、

金矿石 金
、

铜
、

铅锌矿石 金
、

雄黄
、

雌黄矿石 ⋯ 金大理岩

角 砾岩矿石

矿物组合分 带 辉钥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
、

脉石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斑铜矿
、

磁铁矿
、

石英 黄铁矿
、

斑铜矿

雄黄
、

雌黄
、

公运铁 黄铁矿
、

矿
、

菱锰矿 一方解石

矿化元素分带
、

上部
,

、

下 部

、 、 、 、

围岩蚀变分带 黄铁矿化
、

绢云母

化
、

花岗闪长斑岩带

石榴石
、

透辉石
、

硅灰石
、

夕
一

卡岩带

夕卡岩化
、

大理岩 大理岩
、

大理 岩化
、

角砾岩带

一到一一﹄一一七、一一一

分布位置 岩体边部 接触带 外接触带 围岩裂隙带及破碎角砾岩带

斑岩型矿床
,

矿化元素为 ‘ 。 、

,

围岩蚀变为钾化 , 硅化 , 粘土化
。

夕卡岩型矿床
,

以武山铜矿床
、

鸡笼山

金铜矿床为例
,

详见表
、

表
。

层控硫化物型矿床的矿化元素分带是

铜矿为
、

,
、 、 、

‘
、 、

、

金矿为 粉岩型

,
、 、 、

,
、 、

、 。

围岩蚀变为强硅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的蚀变带和地球化学异常中心带
,

是矿体分布部位
。

铜金控矿条件

地层与成矿的关系 图

不 同时代地层的物理
、

化学性质

有所差异
,

对成矿产生不同的影响
。

研究分

析统计表明
,

带内成矿围岩以石炭 系 最 重

要
,

其次是三叠系和二叠系
。

黄龙组地层中

的铜
、

金储量分别占全区的 和
。

不 同岩性对成矿有不 同影响 围

岩岩性以碳酸盐岩为主
,

铜
、

金储量各 占全

区总储量的 以 匕 其次是斑岩
,

铜
、

金

储量各 占全区 以 上 砂岩
、

页岩较差
。

岩性差异面对成矿亦有着不同程

度的控制作用 成矿岩体附近以碳酸盐岩与

碎屑岩的界而最重要 带 内规模较大的铜
、

金矿床主要赋存在 黄 龙 组 碳酸盐岩与五通

组碎屑岩的假整合接触界而上
,

其次是黄龙

组与下二叠统
、

上二叠统 与三叠系的界面
。

黄龙组三岩段不 同岩性赋矿量
,

以白云岩类岩石最重要
,

占整个层位的

以上
,

其次是灰岩
。

地质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九瑞地 区构造比较复杂
,

但对铜
、

金矿

床的形成有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图
。

控岩构造 北西西 向基底断裂为

一级控岩控矿构造
。

沿该断裂分布 有 城 门

山
、

武山
、

东雷湾和封山洞 等岩体
,

构成醒

目的构造岩浆岩带
,

控制着带 内大型铜
、

硫

铂
、

金 矿床的展布
。

该带两侧
,

岩浆活

动明显减弱
,

岩体规模小
,

出现 铅
、

锌
、

金
、

银组合的 中小型矿床和矿 化 点
。

矿 田 构造 由北西一北北西 和北

东向两组盖层断裂交切构成的菱形网格构造

级 之结点
,

控制了中深部 岩体 的 分

布
。

如围绕城门山一十六公里
、

丁家山一大

山
、

武山一狮子岛
、

东雷湾一丰 山 洞 等 兴

体
,

分布 一 系列矿床
、

矿点和矿化点
,

构成

了几个醒 目的成矿中心格局
,

体现 矿 田构

造的分层性
、

集中性和成岩成矿的丛集性及

其有机结合的整体
。

矿床定位构造 组合 北西 或北西

西
、

北东东及北北东 或北东 组浅部断

裂切割的断块
,

控制浅部岩体或矿 床 的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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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主共地忍及岩性与成矿的关茱

位
。

如城门山
、

武山
、

丁家山等岩体均受这

几组断裂构造控制
,

形成大中型矿床 只有

其中二组断裂控制的岩体
,

其规模一般较小
,

主要形成中小型矿床 而受一组断裂控制的

岩体
,

主要是小岩墙
、

岩枝
,

多形成一些矿

化 点
,

个别为小型矿床
。

“ 四带一 面
”

撞制矿休 综合分析研

究统计表明
,

带内铜
、

金矿床的矿体
,

主要

受 “ 四带一面 ” ,

即岩体与围岩接触带
、

层间

破碎带
、

裂隙带与断裂带及不 同岩 性 界 面

或沉积间断面 控制
。

而以接触带
、

层间

破碎带最为重要
,

铜
、

金储量 前者占 带 内

以上
,

后者占带内 以 上
。

鉴于 上述条件的制约
,

故形成 了带 内特

有的广义夕卡岩型 “ 三位一体 ” 铜金矿床
。

岩体与成矿的关系 图

岩体 与矿床在时间上相近
,

以武

山
、

城门山矿床为例
,

杂岩体 同位素年龄为
。

矿化穿擂交代斑岩 体和围岩

的现象屡见不鲜
。

明显切割矿体的煌斑岩同

位素年龄值为
。

岩体 与矿 体 这

种时间上的同期性和先行后续关系
,

说明成

矿物质来源 与岩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 系
。

岩体 与矿床 在空间上相互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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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显示特定的分布格局
。

九瑞矿带内矿床和

矿 化 点无不 与中酸性侵入体密切伴生
。

围绕侵人体分布着不 同类型的矿化
,

从 内到

外依次为斑岩型铜金矿带
、

夕卡岩型铜金矿

带和层间硫化物型铜金矿带
。

岩体的产状与成矿关系密切
。

岩

体在平面上近于等轴状
,

垂直方向呈筒状或

花瓶状
、

蘑菇状小岩体
,

常形成规模较 大的

矿床
,

矿化类型较全 岩墙
、

岩脉状岩体只

能形成小型矿床或分散矿化
。

岩体 与矿床在地球化学特征 乞有

密切联系
。

成矿岩体 的碱值明显高于 同酸度

中国岩浆岩
,

其分异指数一般在
,

氧化系数多 成矿岩体的铜或铅
、

锌
、

金
、

银明显偏高
。

成矿岩体的岩性
,

以花 岗闪长斑

岩与铜
、

金关系密切 而石英闪长粉岩主要

与金 犷关系密切
。

成矿预测

成矿 因素
、

找矿标志的效理统计

在揭示矿 田
、

矿床成因和控矿构造规律

的基础 匕 将不同的找矿方法获得的定性
、

定量数据
,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

分析它们的

定量关系 利用负二项分布模式研究矿床空

间分布形式 运用经验概率法
、

秩相 关 分



卜一

一 —
一

—一一 一一

一
叫 大犷

卜 了叫 中犷

一
矿点

矿化点破无矿

一为 一 刃 一 一

犷化成无矿 卜 卜 , 尸一冲

矿点一一一 ,
刁犷卜一

尸十 刊

村卜 , 尸 ,

卜十了扣闷
幼

夕协

份 助
, , 二

佑

的
比

如

灯材

树技
比

例

拍

例︶

。匕上匕匕吕止一二
岩株 粉幼旅均你 。 口 国】 , 国】 创幻 , 力 日刃

岩休含们且《即

口 岩桨岩与成矿的关系

些一连生 上七上土划 。

入万 心。

一
污

析
、

找矿信息量法研究成矿因素
、

找矿标志

与矿床分布的关系 应用逐步判别分析
、

模

糊聚类分析
、

对应分析
、

因子分析等方法
,

对岩体进行成矿性评价 利 用成矿因素
、

找

矿标志与矿床的关系
,

建立铜
、

金矿产资源

定呈模式
,

从而使成矿预测从定性向定量过

渡
。

定量统计分析规律见表
。

实践证明
,

统计规律与已知地质规律是

相 一致的
,

增强 了可靠性
,

提高 了地质工作

的研究精度和质量
。

成矿顶洲及效果

该带找矿勘查工作的发展过程是 地质

类比法 , 物化探法 , 矿床分带规律研究 , 综

合信息成矿模式 包括定性和定量模式
。

本

次主要是建立地质一物化探综合信息成矿模

式和矿产资源定量模式 信息一回归分析
、

隶属度
、

逻辑信息法
、

特征分析
,

应用成矿

模式
、

综合信息类比
、

矿床统计及气汞测量

等多种先进方法
,

配合网格单元和地质体单

元两种类型进行套合
,

预测九瑞铜
、

金矿带

的资源潜力
,

划分出 个铜
、

金成矿 远 景

区
,

确定 了 个找矿靶区 表
。

验证了

个靶 区
,

效果好
。

武山外围某金
、

银矿床
,

验证结果
,

矿

层赎存在黄龙组白云岩段与五通组碎屑岩
,



成矿因介
、

找矿标志姚计给 一览衰 ,

编 号 成矿因素找矿标志 成矿因素找矿标志

层位
、

或

岩性 白云岩或灰岩

岩性差异面

地层组合 或

基层断裂
、

丰山洞一城门山

向控岩控矿带

岩体接触带

一 向层间断裂破碎带

菱形网格构造结点

裂隙带

主岩休 万或 拼

杂岩体 丫亡万 加件

岩体面积大于 岩株岩墙

岩体时代

岩石特征值信息 。

微里元素特征信息
今 。

钾化

夕卡岩化

硅化

蚀变强且复杂

矿化 见矿体

主要金属矿物特征信息
‘

有铁帽出露

磁场抬高区边缘

航磁 地磁

航电 激电或 自电

重力异常

水系沉积物
、 、

或
、 、

异常

土城
、 、

或
、 、

异常

岩石
、 、

或
、 、

异常

化探异常浓度分 带及重益性好

物探与化探异常吻合好

具找矿惫义的环形影象

菱环影象清晰

多组线形影象交汇

︸,口,‘。﹄‘勺,,妇‘几‘,‘。乙‘‘心山几‘,叨舀,曰勺口

编一

日吸七曰了且,二‘且且,二,二,几,几,二

注 以上亦为建立定 模式的变
。

当用二态时
,

存在为
“ ,

否则为
‘ ’ 。

三态时存在为
’ ,

相反为一
’ ,

介于二

者之间则为 “ 。’ 。

大确们全矿带 个找矿犯区班洲资翻分布一览衰 衰

铜储 万 金储
靶巨名 尔 单 元 号 预 测 效 果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

、 、 、 、

、 、

、 、

、 、 、 、

、

供 白杨阪详查基地

供铁路坎等详查基地

︸“,曰,几,‘一了

⋯
吸”斑八“月吃,﹄玉了二

正在验证
, 巳供地方开采

占天山准备验证

验证巳见矿
九︸九︸“月只月,,口

⋯
口

丹心‘心乙几,‘

‘︺材几,二︸斑匕

⋯
勺,止︸

﹄八八︸八甘一﹄,口自卜︸﹄己

⋯
︸,山勺口,口吸

皿砚姐粗找班班恤

重点靶区
。

黄龙组灰岩段与白云岩段
,

栖霞组灰岩与黄

龙组灰岩段 个岩性差异面及其附近
,

分别

见到
、 、

三个主要矿体
。

其中 号矿

体规模最大
,

长达 以上
,

倾斜延伸

二 , 厚度
,

平均含

,

八
,

证 实为一中型层控型

金
、

银
、

矿床
,

并有一定数量的铅
、

锌
。

城 门山矿区外围某金
、

银矿床
,

验证结

果
,

发现两层矿体
,

其 中 号矿体主要赋存

在五通组碎屑岩与黄龙组白云 岩段之间的岩



性差异面上
,

矿体连续性好
,

走向延长
,

倾斜延伸最大达
,

赎存在一 一

标商之间
,

厚度变化较 大
,

平 均 厚
。

主 要组份为 八
、

、 ,

伴生
、

、 ,

证实为一 中

型银
、

多金属矿床
。

其余 处验证靶区
,

经钻孔验证分别都

见到了矿层或矿体
,

一处金 矿已供地 方 开

采
,

并获数万元的经济效益
,

可望达小型矿

床规模
。

预测的见矿情况
,

与实际情况基本

吻合
。

’

综上所述
,

此次预测成果显著
,

对在九

瑞地带进行新的一轮铜
、

金普查找矿
,

乃至

长江中下游的普查找矿及成矿预测都具有重

大意义
。

本文是在国家 “ 七五 ” 重点攻关项 目
,

三级课题 《江西九瑞地区铜金成矿条件及成

矿预测 》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

参加

此项课题研究工作的有队总工黄恩邦
,

高级

工程师薛运义
、

张乃堂等同志 , 研究过程中得

到 了队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

在此 一

并致谢

资
一

,

吃 加

叱
,

。‘ 。 ,

上接第 页

然而稀土元秦之间的比值却用得很少
。

笔者

深信
, 、 、 、 、

等比值还将挖掘出很多很有意义的信

息
。

以微盆元素同常量元素之比
,

最好

乘以系数
。

例如研究花岗岩采用
,

可

将
,

以使其比值近于
。

若采用累

加组 合时 如
,

实际 上 花 岗 岩 的 演 化 和

分异程度
,

含量的高低
,

起较大 的 指 示

作用
,

若不乘以系数就人为的压 低 了 它 的
“ 贡献

” 。

研究外生作用时
,

应考虑水迁移系

数
。

它是以绘合因素反映元素在外生条件下

的迁移性能
。

元素对最好选 对
,

不 是 只 一

对
,

也不是越多越好
。

例如 应用于 研

究海陆相时
,

要注意到海底火 山喷发会带来

较 多的
。

若 只 根 据 。比值有可能 ,

错
。

总之选取稍多元素对 比值可达到相互检

验之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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