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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

铜陵地区石炭系地层为重要的成矿层位
。

冬瓜山铜矿床为区内特

大型矿床
。

本文通过研究成矿地质背景
、

含矿岩石组合及时空分布特

征
,

认为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层与下伏地壳
,

并提出了矿床的形成

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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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概况

矿床位于下扬子准地台
,

铜陵断块狮子

山矿田的深部
。

赋矿层位为石炭系船山组和

黄龙组
,

厚 一
,

为一套碳酸盐岩

浅海台地相地层
。

以粉砂岩一白云岩 蒸发

岩 一灰岩为主
,

具海进海退旋回特征
。

含矿岩石组合

据矿床勘查资料
,

自上而下可划分为
、 、

三种组合

灰岩一含铜黄铁矿 磁铁矿 一灰

岩组合
,

分布在主矿体顶部
,

或单独形成小

矿体
,

并见有矿化穿层现象
,

相当于船山组

地层
。

近岩体部位出现含铜层状夕卡岩
、

磁

铁矿或磁黄铁矿层
。

矿石为交代溶蚀结构和

粒状 变 晶结构
。

铜 品位
,

一
, 。

灰岩一白云岩 蒸发岩 一黄铁矿

菱铁矿 一白云质灰岩一砂砾岩
,

是重要

的含矿岩石组合
,

相当于黄龙组地层
。

矿石

为含铜黄铁矿
、

含铜硬石膏
、

含铜磁黄铁矿

及含铜蛇纹石岩
。

条带状
、

层纹状构造
,

变

胶状一隐晶质显微结构
。

铜品位
,

一
,

一

。

黄铁矿 胶黄铁矿 一粉砂岩
、

页

岩组合
,

分布零星
,

仅见于矿体底板
,

如矿

床西北边缘
,

相当于泥盆系五通组上段
。

矿

石以含铜粉砂岩
、

含铜角岩为主
。

浸染状构

造
,

铜品位低
。

矿体形态及变化规律

矿体总体上呈层状或似层状
,

与褶皱形

态 同步变形呈鞍状 图 从微观上看
,

矿体形态受含矿岩石及换层界面制约
。

产于石灰岩中的矿体呈透镜状
,

零星

分布
,

与围岩局部呈 一
“

交角
,

偶见

水蚀现象
,

肥厚部位常与主矿体相连
。

产于石灰岩与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界

面上下的矿体
,

呈较稳定的层状
。

与围岩呈

整合接触
。

该含矿层位具有区域性质
。

产于黄龙组与五通组上段界面及其附

近的矿体
,

呈透镜状
,

不稳定
。

常与上述的

第二种矿体相连接
。

产于岩枝与围岩接触带及其旁侧的矿

体
,

形态复杂
,

受不同形式接触构造控制
。

铜陵一戴家汇断裂
,

走向近东西

是本区主要的导岩
、

导矿
、

布岩
,

布矿的基

底断裂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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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 一 组合 狮子山矿区冬瓜山矿

床为 一
一

一 组合 新桥矿 区 为 一
一 多金属组合 南陵沙滩角矿区为

一 组合
。

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显然受铜

陵一戴家汇断裂带控制 图
。

垂向上
,

一般是矿体底部富铜
,

向

顶部 逐渐贫化
,

与 含量变化相
,

一致
。

而 与 呈正相关
,

与
、

呈负相

关
,

与 呈正相关 图
。

图 铜陵冬瓜山铜矿床地质剖面图

南陵湖组
一

塔山组 】
一小凉亭组 川一大

隆组 一龙潭组 一孤峰组 一柄霞组 、 一黄

龙
、

船山组 石。一石英闪长岩 占。 一夕卡岩化石英闪 长岩

在铜陵地区 自西向东
,

铜官山矿区

沉积环境分析

晚石炭世下扬子海域以陆表海为特征
,

为海水较浅的潮坪
。

影响当时海域碳酸盐岩

沉积特征的主要因素为基底构造
、

岩相古地

理和岩石地球化学等
,

现分述如下

基底构造运动

本区加里东期地壳以振荡运动为主
,

以

高角度逆冲断层为特征
,

大多呈北北东向
、

南北向和东西向展布
。

泥盆纪之后地壳振荡

不定
,

海进
、

海退交替
,

以浅水环境沉积为

铜官山矿区 狮子山矿区 新桥矿区

海 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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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晚石炭世台内盆地的同生沉积与断裂控矿横剖面图

一石介透镜体 一自云宕 一灰岩
,

一砂岩
一

矿体
,

卜伏地层和地壳中的含矿溶液沿断裂带 增高
,

海水携带的大量化学物质进人含水盆

汗进
,

汽接 ‘ 石炭纪海水混合
,

在海底界面 地
,

很快沉淀
,

致使化学分异的矿物仅分布

移成
‘

金属垫
, 。

在盆地内
。

岩相古地理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本 区是 皖 南海域 扬 子海 的 一部分
。

微量及稀土元素 含矿岩石与石英
, , 、

晚石炭世
,

西北 部为淮阳台地
,

西南部 闪长岩的各种微景元素含煊显示了正常海相

为江 南台隆
,

中间为狭 长的
“

喇叭
”

形拗陷 沉积特征
。

从岩石和胶黄铁矿的微量元索分

带
。

海进方向 七北东向南西
,

经历了相对浅 析来看 小于
,

大于 , 含

一探州戈的旋回变化
。

古地形受基底断裂控 一 富
、 、 、 、

,

制
,

属相对水下 低隆区
,

局部形成台内盆地 贫
、 、 ,

有机质含 可达 一

和浅滩
。

山
一 二

蒸发作用
,

介质的含盐度不断
,

而石英闪长岩则相反
。

·



柱状及岩性

夕卡岩化闪长岩

曲线 曲线

大理岩

层状夕卡宕

含铜磁黄铁矿

含铜磁黄铁矿黄铁矿

含铜闪长斑宕

含铜硬石

含铜黄铁矿磁黄铁矿

含钢嫂石膏

含铜磁黄铁矿黄铁矿

含铜夕卡岩

含铜黄铁矿磁黄铁矿

含铜硬石膏黄铁矿

含铜闪长斑岩

含铜黄铁矿夕卡岩

台铜硬石青夕卡宕

含铜黄铁矿班黄铁矿

含铜蛇纹石岩

含铜粉砂岩
石英闪长岩

一一一彝︸黔

图 冬瓜山铜矿床 赋矿孔段综合柱状图

从岩 矿 石稀土元素分析结果来看
,

石英闪长岩 艺 为
一 一 火

一 ,

为 一 一

一 ,

为 又 一 , 、

一“ ,

占
,

为无异常的平滑曲线 黄铜

矿 艺 为
一 。,

为 又

一 ,

为 一。一 ,

占 白云

岩 艺 为
一“ ,

为
火 一 ,

为
一 ,

占
,

均

为负异常曲线 图
。

硫
、

氧
、

碳同位素分布及组成 黄

铁 矿 中的 护 为
。一 。 ,

均值
咨 。 磁 黄 铁 矿 。 一

。,

均值 占 。 黄铜矿 , 。

一 。 ,

均值 占, 。。

在垂直方 向

上
,

磁黄铁矿与黄铜矿 护 同步变化
,

为

正相关
。

黄铁矿 护 的变化更能反映当时

为半封闭台内盆地沉积环境 图
。

借助于 对 占’“ 、

占” 变化

甸别海相灰岩的计算公式
’

一 。 。”

必‘ ,

值大于 为海相
,

本矿

床 个计算值均大于
,

与矿床内的硬石

膏 占, 为
。及尼尔逊 研究石炭

纪古海水的 护 为十 。相一致
。

下共一人 、 厂 、

”“

二义 匀、、二
,

之
二

、 、 、 一

几二草一
一” ’

冲婆思贷云吩勺﹂叱冲架

图 冬瓜山铜矿床岩 矿 稀土元素配分模

量线

占。一石英闪
一

长岩 一黄铜矿 。一白云岩

成矿物质来源

泥盆系五通组顶部的胶黄铁矿层 矿胚

层 和黄龙期沉积含矿金属软泥
“

金属垫
”

的早期 为成矿物质的直接来源
,

依据是

据刘裕庆本矿床 同位素模式年龄
·



的平均值为 【’】的资料及矿床中白云

岩的 占’ 、, 均值为
。,

占‘’ 。

均值为 。 ,

说明成矿物质与地层属同

源同生沉积
。

矿石中层纹状
、

草毒状构造发

育
,

矿体 与围岩呈整合接触
,

矿物颗粒 自下

而 上由粗变细
,

底部以 为主
,

中上部以
、

为主
,

上部为
,

分带性明显
。

水面以下
,

中
、

晚石炭世发生广泛海侵
,

由

地下热水
、

大气降水
、

海水的循环作用
,

在低洼地段含矿物质首先储存和聚集
。

由于

这 一 地 段 的 值呈 弱 酸 性 至 弱 碱 性
,

, 、 、

有机质含量高
,

使 以

凝胶体沉积
,

形成胶黄铁矿或菱铁矿
。

当含铜溶液沿断裂上侵与硫的催化作用
,

交

代黄铁矿
,

形成黄铜矿
、

辉铜矿
,

构成富铜

的松软
“

金属垫
” 。

随氧化一还原作用的变

化
,

海水中的硫酸盐不断增加
,

水体变浅
,

细菌作用明显
, “

金属垫
”

加厚
,

体积缩小
。

矿、铁气月黄一磁
。

一黄铁矿 《黄铜们

一一
。卜卜喊火、

、广
、

口立一

正正常海
,

一一

易省乌
翱川当叫祠洲州翩训

﹄

编 肠 沁

图 冬瓜山铜矿床 占 垂向变化曲线图

铜陵地区同类型矿床分布在铜陵一戴

家汇东西向深断裂带附近
。

因此
,

含矿流体

沿断裂上佼
,

补充部分物质来源
。

矿体中见

到角砾状含矿岩石和裂隙式矿脉是可能的
。

成矿机理

对本矿床的成因类型 已有许多论述
,

对

其成矿机理则研究较少
。

本人初步归结以下

方面
。

沉积阶段

含铜
、

铁
、

硫的物质
,

经海解和有机质

等的作用
,

以悬浮物和络合物状态搬运
,

沿

断裂上侵的含矿溶液与底层水混合
,

有选择

地沉积 图
,

故石炭系地层有的区段见

矿化
,

有的区段无矿
,

而在构造有利地段形

成不问规模的工业矿床
。

石炭系与泥盆系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

触
,

说明该区有一个上升剥蚀过程
,

至晚泥

盆世开始下降
,

其顶部黄铁矿沉积在当时潜
· ·

图 冬瓜山铜矿床成矿模式综合图

成岩阶段

随着地壳下降
,

上覆新的沉积物不断堆

积
。

在此阶段
,

厌氧细菌增多
,

介质为弱碱

性一碱性还原条件
,

无或很少有外来物质加

人
, “

金属垫
”

内的成矿元素迁移
、

富集和沉

淀
,

形成初级规模的矿床
。

成岩期后的变质阶段

随着温度升高
、

压力增大
,

上升热水与

地下水
、

天水不断地循环回流
,

贫有机质
,

在弱碱性的弱还原环境中
,

岩 矿 石发生

变质
。

矿床中胶黄铁矿包体水占 。 。 为

一
·

。,

占’‘ 。 为一
·

。 ,

说 明沉积

期后有大量地层水加人
,

使含矿岩层发生变

质
,

白云石蚀变为蛇纹石
。

菱铁矿变为黄铁

矿 磁铁矿
,

而且 由于矿热的交代作用
,

矿体出现穿层现象
。

上述特征和论据
,

说明冬瓜山铜矿床为

典型的同生沉积一改造型矿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