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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

铜陵地区是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 中的重要成矿区
。

主要矿床类

型为夕卡岩型和层控夕卡岩型铜 金 矿床
。

本文阐述了矿床空间分

布规律
,

富矿段的控制因素和区域矿化特征等
,

并建立了成矿模式
。

关键词 铜陵地区 成矿规律 矿化特征 成矿模式

地 履
·

矿 床

铜陵地区是长江 中下
游铁铜成矿带 中的重要成

矿区
。

尤其是铜 金 矿

的成矿条件良好
,

找矿潜

力较大
,

一直被列为国家

的重点找矿区之一
。

矿床 空间分布

矿床的形成通常是沉积作用
、

岩浆作用

和构造运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

从根本上说
,

构造运动控制 了沉积作用和岩浆活动
,

因而

也控制了成矿作用和矿床分布规律
。

本区的

内生金属矿床主要形成于燕 山早期和晚期

其 空 间分 布 可 以 概 括 为 一个 “ 中心 ”两 个
“ 带 ” ,

受构造 网络控 制
,

多层成矿
。

一个
“ 中心 ’夕,

就是以岩浆侵人作用为 中心
,

形成

矿田范围内的分带 两个“带 ”则是指区域范

围的北铁
、

南铜带
,

可能是区域沉积作用对

成矿
一

控制的反映
。

矿带的带状分布

自北而南大致可分为 带 铜陵一戴家

汇一线 以北为铁矿带
,

分布有 叶 山
、

顺风

山
、

桃冲等铁矿 以南为铜金多金属矿带
,

分布有最重要的铜官山
、

狮子山
、

风凰山
、

新桥
、

沙滩脚等铜 金 矿 田 最南部的木

镇一三里店一线为黄铁矿
,

兼有金矿北
,

以

青阳峙门 口 硫铁矿为 代表
。

上述矿床的分
带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脸沉积 一

厂 的分带性背景
,

而铜带 的 出

现则与燕 山期的岩浆侵人作用密切相关
,

受

铜陵一戴家汇近东西向深断裂控制
。

,

矿田范围的分带性

本区铜金多金属矿田的形成与岩浆侵入

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与成矿有关的岩浆岩

主要是钙碱性系列的石英二长闪长岩和花岗

闪长岩
。

自岩体向外成矿元素的矿化分带依

次为
、 一

,
、 、 、 、

、 、 、 。

这一水平分带

现象极为 明显地反映在地球化学晕 上
。

在不同深部
,

构造类型不同
,

控制着不

同类型的矿化
。

垂向上 自下而上依次为 由

岩体 中裂隙构造控制的细脉浸染状矿化 斑

岩型
一 , 中部多层顺层滑动构造控制的似层

状矿体 层控夕卡岩型 岩体接触带构造

控制的透镜状或不规则状矿体 夕卡岩型

岩体上部的断裂
、

裂隙构造控制的脉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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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西向
、

南北向
、

北东向和北北东向等构

造
,

从而形成 了网格状构造系统
。

在燕山期

北北东向构造应力场的作用下
,

断裂活化或

被改造
,

同时叠加 了北北东向压扭性构造
。

上述构造的空间分布具有等距性
,

网格状构

造的交叉点则控制了岩浆侵入及与其有关的

矿化
。

已知矿田 床 均在断裂交叉点上或

其附近
,

如 铜 官 叮
、

狮子 山
、

新桥
、

凤凰

山
、

沙滩脚等矿 田
。

在部分未发现有岩体的

结点上
,

也存在有矿床或矿化现象
,

如章木

山铁帽金矿
、

天屏 山 岭头 铁矿 或铁帽

金矿 等
。

因此
,

本区矿田 床 分布具等

距性
,

矿 田间距东西约
,

南北相距

约 一 图
。

线 线

课

体 热液型 卜
受隐爆角砾岩筒构造控制的

矿
一

体 , 顶部围岩 中裂隙构造控制的网脉状矿

体 热液充填型
。

按主要矿种 工亚价值 划分
,

区内以

铜
、

金
、

硫为
几

上体的矿化
,

铜
、

金在空间上

往往分离
,

铜近岩体
,

金则离开岩体
,

或者

位 于比成铜岩体略偏基性的岩体附近
,

形成

所谓铜
、

金配对现象
。

如铜官山矿 田内的铜

官山铜矿 与天马 山金硫矿
,

狮子 山矿 田的狮

子 山铜矿与 鸡 冠 石 银金 矿 及 包村 金 铜矿
。

铅
、

锌矿化主要 出现在岩浆作 用较 弱的地

段
,

往往分布于铜矿化的外带
,

可能存在较

强的工业矿化
,

值得重视
。

矿床范围内的矿物分带

就同一矿床而言
,

常出现金属矿物和蚀

变矿
‘

物的分带现象
。

随着远离岩体
,

金属矿

物的分带为 磁铁矿一磁黄铁矿一黄铁矿
一 ,

如铜官山
、

冬瓜 山矿床等 蚀变矿物分带

为 石榴石一透辉石一硅灰石一蛇纹石
。

这

种矿物分带是热梯度分带和交代分带结合的

产物
。

铜
、

金矿化在垂向上存在上金银
、

下铜

的分带现象
,

如鸡冠石上部以金银矿石为

主
,

向深部铜矿化有增强的趋势 图
。

这可 能是金 属矿化水 平分带在垂 向上的反

决
。

矿床的氛化分带

由 于受表生氧化作用
,

原生硫化物矿床

经氧化
,

形成 了表生氧化分带次生富集现

象
。

矿床氧化带可以划分 段 氧化带 铁

帽 一淋滤带一原生带
。

氧化带铁帽中常有

金的富集
,

形成新桥
、

戴家冲
、

黄狮涝山等

铁帽型金矿
。

而淋滤带 中常发育硫化物次生

富集带
,

如新桥
、

铜官山矿床均有铜的次生

富集
,

虽不构成重要工业价值
,

但在评价和

综合利用时值得注意
。

矿床分布的等距性

,,,

。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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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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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因

在长期构造演化过程中
,

本区盖层发育

图 鸡冠石银 金 矿床地质剖面图

一第四 系 一东马鞍组 叮面一石英二长闪长岩

叻 一内 夕 卡岩 一角岩 一大理 岩 一夕 卡

岩 一铁帽 一含铜 夕卡岩 一硫铁矿体 一银

矿体

从 目前资料分析
,

以铜陵一戴家汇断裂

为界
,

矿化强度向南有减弱的趋势
。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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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儿解洲

生兰兰兰三理 三兰二兰 三三三三当

图 铜地区地质构造网络控矿示惫图
钾一二长花岗岩 抓一花岗斑岩 叮邓一二长花岗斑岩 必一花岗闪长岩 下故一花岗闪 长斑岩 一石英二长闪长岩

一石英二长闪
一

长份岩 刀如一辉石二长闪长岩 叨一辉
一

长辉绿岩 一背斜轴线 一向斜轴线 一推侧葵底断裂带
叮占科

一推 盖
层断裂带 一推测大断裂 一实侧断裂 一矿床 点

层 位
,

有铜矿化减 弱
,

铅
、

锌
、

金矿

化增强的可 能
,

在其他层位 中都可 能 出现

金
、

铅
、

锌矿化
。

北西向一北北西向断裂
,

过去一般认为

是破矿构造
。

但从演化观点看
,

它是长期多

次活动的
,

成矿期属于张扭性质
,

是良好的

容矿构造
。

一些矿床
,

如金 口岭矿床
、

凤凰

山
·

矿田的药园山矿床 图 即受北西或北

北西向断裂控制
,

厚度增大
。

铜官山矿床也

有显示北西富集的方向
,

晚期被岩脉充填
。

狮子 山矿 田发 育大量北西向岩脉
,

有的破

坏 了矿体
,

表明了该组构造长期活动的特

征
。

‘ 曰

如峪众建

困
,

困
富矿段 的控制因素组合类型

前已述及
,

本区矿床 体 的形成受地

层岩性
、

岩浆岩及构造等诸 因素的综合控

图 药园山一 中段地质构造图

一秀 系大理岩 占一花岗闪长岩 价二 口一二长花

岗斑岩 辉绿岩 , 一断层破碎带 , 一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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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而矿床 中的矿化富集部位是受其中几方

面有利条件的组合所决定
。

控制富矿段有利

条件的组合类型可概括为以下几种

两期褶皱叠加的部位 如北东 向褶

皱与东西向褶皱复合处
,

形成弯窿状构造
,

控制 了老鸦岭铜矿床的富矿段 图
。

背斜构造的倾伏端及翼部的剪切部

位 在倾伏端常形成虚脱空间
,

易于矿液的

充填富集而形成富矿段 而背斜两翼剪切作

用形成的层间破碎带
,

则有利于金矿化的富

集
,

如天马 一 矿床 图
。

岩墙一岩枝形成的圈 闭或半圈闭部

位 矿液受岩墙一岩枝的封闭作用而聚集形

成富矿段
,

如西狮子山矿床等 图
。

屏 蔽层之 间或其下方的有 利岩层

泥页岩
、

角岩和糜棱岩等屏蔽层的存在对矿

液起到阻挡作用
,

不易渗透
,

因而在两个屏

蔽层之 间或其下方矿液富集而形成富矿段

图
。

接触带构造 中的“ 超覆 ”接触处或呈

港湾状的部位 这些部位有利于矿液聚集而

形成富矿
一 。

如凤凰山矿田的药园山矿床富矿

部位即位于花岗闪长岩超覆到围岩部位的下

接触带的灰岩中 图
。

矿柱 图
,

如铜官山矿 田的笔山矿床和

狮子山矿 田的鸡冠 山矿床
。

两个相邻侵人岩体之间 如狮子 山

矿 田的包村及青山脚岩体之间的地段
,

冬瓜

山矿床的矿体品位最富 图
。

接触带与断裂构造复合处 断裂接

触带 接触带与北北西 或北西 向
、

北

东向等断裂复合处
,

矿化经多次叠加而形成

富矿
,

如金 口岭
、

鸡冠石矿床等 图
。

接触带与原始沉积矿层接触
、

交汇

部位 如松树山与笔山矿体深部交汇处形成

富矿 图
。

区域成矿特征

磷
声 跳 尹以、 乙 产

厄几
“

滩 尸缨
’了下一一 ·

户 ⋯共⋯妇
·

‘

二一一习 一一 一一 奋止止三七一一一匕一一人

图 富矿段的控制因素组合类型

两 组断裂的交汇部位 往往形成富

矿
‘

床分布受层位控制 明显
。

矿化虽

可发育于各个层位
,

但最重要的矿化赋存层

位为 中上石炭统和下三叠统
,

其次为 二叠

系
。

上述 个层位分别 占本区铜总储量的
。 、

和 表
。

可见
,

中
、

上石炭统黄龙组地层 中的矿床在本区占

主要地位
。

且矿体与地层之 间多呈整合产

出
,

具明显的层状特征
,

受层间滑动构造控

制
。

铜
、

金矿化在空间上和成 因上 与燕

山期侵入岩体有密切关系
。

工业矿体均分布

在钙碱性系列的石英二长闪长岩
、

花岗闪长

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及其附近
。

其矿化类型

与围岩的岩性有关
。

如 围岩为碳酸盐岩时
,

形成 夕卡岩型或层控 式 夕卡岩型矿化

若围岩为粉砂岩
、

砂岩和硅质岩时
,

则形成

斑岩型矿化
。

金矿化具多期次
,

常与铜矿化伴生
,

有

时可形成独立金矿床
。

如天马山金矿
。

空间

上有铜一金配对现象
。

单一铁
、

硫矿床与岩

体关系不甚密切
,

显示铁
、

硫矿化和铜
、

金

矿化的差异性
。

岩体 中晚期北西向含金石英

脉应得到重视
。

除部分硫
、

铁矿床外
,

铜
、

金矿床

均发 育 围岩蚀变
。

主要蚀变类型为 夕卡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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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认

日垃团团
·

回因口回回
︸

回回回圃回口画

深部岩浆房 、 、

图 安徽铜陵狮子山矿田成矿模式图

声一东马鞍山组 一南陵湖组 一和龙山组 一殷坑组 声一大隆组 ,

卜龙潭组 , ,
, 孤峰组 , ,

一栖吸

组 一黄龙
、

船山组 尸一五通组 一 一志留系一震旦系 叮占。 时一钙碱性系列 叮如一碱性系列 一角砾岩简 一

铜 金 矿体 一铂矿体 一银 金 矿体 一黄铁矿矿体 一细脉浸染型铜矿北 一含铜石英脉 一成矿元素 一岩

浆气液 一地层水及天水 一成矿流体 一推测岩浆房 一沉积黄铁矿层 沉积铝富集层 ,

矿床 ①冬瓜 山
、 、 、

②花树坡
、 ③老鸦岭

、 、

④大团
、

⑤西狮子 山

、

⑥东狮子
、

⑦胡村
、

⑧东狮子山 号矿体 ⑨鸡冠石
、 、 、 “

⑩曹山黄

铁矿 ①冬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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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滑石一蛇纹石化和绢云母化 硅化
、

钾

化等
。

矿床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分带

性 见前迷
。

铜陵地区各容矿层位中矿床 点 及储妞百分比

容容矿层位位 矿床 点 ,亏总储最

个个个数数 占总数 人 硫铁矿矿

冲
‘

乡
,

士士 毖 刀
一

忿
,

卞卞一 巧 乃 名

】】 】 】 乃 名

一

刀
一

一
一

了 之 息

其其他他他他

研究表明
,

产于 中上石炭统中的铜

矿床
,

具有两期成矿特征 , 即存在沉积成岩

成矿期和热叠加改造期
,

因而这类矿床具有

外生和内生成矿作用的双重特征
。

因此
,

对

该类矿
一

床不仅要注意研究岩相古地理
,

同时

也应充分注意研究岩浆侵入作用
,

二者兼

顾
。

这对分析该区的成矿规律和找矿预测都

有玉要意义
。

本区的斑岩型
、

接触交代型和层控

夕卡岩型以及热液脉型矿床是有成因联系的

成矿系列
。

热液脉型向夕卡岩型过渡
,

而夕

卡岩型可与斑岩型组合矿化
,

甚至形成脉一
层一斑组合矿化

。

充分认识这一成矿特征
,

研究这一系列
,

总结演化的规律
,

对开展深

部普查评价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

成矿模式

密切的成因联系 ,

受统一的地质背景控制
,

有许多相似性
,

故可用最完整的狮子山矿
一

田

的成 因模式 图 作为本区的代表性模式
。

这一模式实质上是热液脉型
、

夕卡岩型
、

层

控 式 夕卡岩 型及斑岩 型 及少量沉积一改

造型 子模式的组合模式
,

造型特点是“ 多位

一体 ” ,

在剖面上表现为“ 多层楼 ,

本文为“ 七五 ”科技攻关项 目“铜陵地区

铜
、

金等矿床综合预钡归的组成部分
,

研究

期间得到了安徽省地矿局常印佛总工和唐永

成副总工的关心和支持
,

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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