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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概况 

铜山口铜矿床成岩成矿演化机理探讨 

亩可 p ，毒'和 e’ 
——————一  f， ’ 

(湖 北省 冶金 地质 勘掉 队 ’黄石 市 ) 

从硫 、锶 同位素、稀土元素和成矿散量元素，以及岩石化学成分特 

征 ，论证 了铜 山口岩体是 由玄武岩浆经 同熔作用形成的 ，并为铜 山口铜 

矿提供矿质来源，还论证了铜矿的成矿过程和成矿演化机理 。 

关黼 铜山 铜矿 
， 、 勃司 床 一， ) 、J ， ’ 

铜山口铜矿位于淮阳山字型前弧西翼偏 

弧顶 ，属于枫林一大冶一灵乡一嘉鱼锯齿状 

长江断裂带。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下 

统上部的浅海相碳酸盐岩。主要岩浆岩为花 

岗闪长斑岩岩株、花岗闪长斑岩岩脉和石英 

二长斑岩岩筒。花岗闪长斑岩岩株受天台山 

东西向断裂和北东向的铜 山口倾伏背斜控 

制 ，由南东向北西侵入到三叠系碳酸盐岩地 

层 中。岩株 出露直径 500～600m，面积 约 

0．33kin。，呈上大、下小的似蘑菇状，其同位 

素年龄为146Ma，属燕山早期第 3阶段产物。 

花 岗闪长斑岩岩脉和石英二长斑岩体共生， 

石英二长斑岩岩筒切割花岗闪长斑岩岩株和 

主要矿体-，又伴有铜、钼矿化，对早期形成的 

铜、钼矿体进行叠加，其同位素年龄为 123～ 

132M a。r 

矿区共有 6个矿体，主要矿体赋存于岩 

株与围岩接触带的强夕卡岩化带和岩体内缘 

的石英绢云母化带中。其分布严格受花岗闪 

长斑岩岩株的控制。矿体围绕岩株呈筒状 ，控 

制深度达 60Ore(图1)。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铜 

矿、黄铁矿、辉钼矿。脉石矿物主要为透辉石、 

蛇纹石、石英、滑石。 

矿区蚀变可分 为钾化带、石英绢云母化 

带和夕卡岩带。其中夕卡岩带又分为白云岩 

本文 1993年 11月收到 ，1994年 3月改回，张旭明编辑 

和大理岩两个系列，在空间上白云岩系列位 

于大理岩系列之上 。矿体主要呈细脉浸染状 

赋存在白云岩系列中的强夕卡岩化自云岩亚 

带之中，其次为夕卡岩化 白云岩亚带 。 

囵  回 z口 。曰  囝 s 

图 l 铜山口铜矿床岩矿体空间位置示意囤 

．
(据湖北省第一地质本队改绘) 

T dy4-6一碳酸盐岩 }” 一花岗 闪长斑岩 }Q 石英二长 

斑岩}1一铜矿体}2一钼矿体}3 蚀变界线 ；4一断屡{5一隐 

爆角砾岩 

2 成岩成矿物质来源 

2．1 岩浆岩 

据鄂东南地区由寒武系到白垩系 35个 

地层单元铜 (钼)元素平均含量统计 ，区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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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平均含铜 8．4×10 ，钼 3×10 ．变化幅 

度较小，无含铜 、钼较高的特殊地层。矿区内 

与铜C钼)矿床关系密切的大冶群碳酸盐岩地 

层，距离矿区愈近含铜量愈高。矿区外围平均 

含铜量为 1．77×10 ，矿区内为 879x10 ， 

且大冶群碳酸盐岩地层含铜量大大高于围岩 

的背景值．又因为矿体是赋存在岩浆岩岩株 

与围岩接触带的强夕卡岩化带和岩浆岩株体 

内缘的石英绢云母化带 中，可见矿质来源与 

岩浆岩株体有密切的联系。 

2．2 同位素特征 

2．2．1 硫 同位素 

根据矿区内 27个样品的硫同位素测定 

S为一1，4‰～1．5 。，其变化范围窄 ，绝对 

值小，组成频率呈明显的塔式分布 ，与卤水沉 

积物( S为 3．1‰～9．8 。，均值 5．7 0) 硫 

酸盐 (11‰～2o‰)、沉积硫化物 (一30N ～ 

3O‰，国外资料)有明显不同，和铜官山夕卡 

岩矿床的 b'34S(1．4‰～3．2 0，皖 326队)也 

矿床．如铜厂铜(钼)矿床为一2．5‰～2．6‰， 

美国科拉多卡罗尔铜(钼)g-床为一1‰～2‰ 

(中国斑岩铜矿，1984)。显然铜山口铜矿床的 

硫来源于地壳深部或上地幔玄武岩浆。 

2．2．2 锶 同位素 

对磷 灰石锶 的 同位素进 行测 定． Sr／ 

sr初始值为 0．704，正好与现代大洋玄武 

岩 (≈ 0．704)相 吻合，也和 岩 浆碳 酸盐 岩 

(O，7034)~常接近(岩浆岩石学，1985) 由此 

可推测铜山口花岗闪长斑岩岩体来源于上地 

幔的玄武岩浆。 

2．2．3 稀土元素特征 

据杨超群研究，铜山口铜矿床花岗闪长 

斑岩的稀土元素特征(表 1)与 同熔型花岗岩 

系列的稀土元素特征一致 ，扼 u一0．95，无亏 

损，其稀土元素的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为向 

右倾斜近于平滑的曲线，而与重熔型花岗岩 

类的稀土元素特征有明显不同，亦表明铜山 

口花岗闪长斑岩是由地幔衍生物与地壳物质 

有明显 的不同，而又非常接近斑岩型铜 (钼) 部分熔融，而遭受物质混染而成。 

表 1 稀土元素特征表 

成岩成矿系 0 撑品数 ∑REE ∑Ce ∑Y ∑C ，∑Y u 

铜 山口花崩闪长斑岩 1 163．26 143 ∞ 19 88 7 21 0．S5 

局熔型花岗岩系列 22 143．0O 125．72 17 05 7 12 0．97 

重熔型花岗岩系 5 4．09 244．64 164．44 1．62 { 0 092 

据场超群 (1983)进行综合 F单位 1O～。 

2．2．4 成矿微量元素特征 

铜山口花岗闪长斑岩岩株铜(钼)平均含 

量分别高出维氏值 12倍和 45倍 ，亦高于本 

区岩浆岩铜 (钼 )的背景值(表 2)，与偏幔源 

型的铁山、阳新等岩体近于一致，而与陆壳改 

造型不同(表 3)。由此可见，铜 (钼)元素的含 

量与岩浆演化有一定的相关性，另外岩体中 

亲石元素普遍较低 ，也说 明了岩浆来源较深。 

2．2．5 岩石化 学特征 

通过本 区花岗闪长斑岩、石英二长斑岩 

的化学分析 ，取 K O、Na O、CaO换算成重量 

百 分 数，投 影 在 岩 浆 花 岗 岩 分 布 图 上 

(R．D．Rdiu等 1972)，结果大部分投影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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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型区内，仅个别样(石英二长斑岩)投影在 

表 2 铜山口岩体与区域岩体主要成矿 

元素对 比表 (×1o ) 

岩体名称 样品数 Cu Mo Cu Mo 

铜 E 15 240 45 j 33 

区域 6大岩 磕 7108 13 <3 4．33 

维诺格拉多夫值．1962{ 20 1 20 

拄 l区域 6太 岩 体为 鄂城 、铣 u 、金 u_ ，是多、 新 、 

段祖，据鄂地矿局区阐Iĵ科研所 ，1984年。 

岩浆区外围。采用c·I·P·w 标准矿物法 

将算得 的标准矿物(重量百分数)石英(Q)、 

钾长石(Qr)、斜长石(Ab)投影在塔尔特 Q 

Ab—0r三元图解 内，铜山 口矿区大部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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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落在共结点附近 ，推测岩浆岩形成 的深度 为 20～30km 

表 3 不同类型花岗岩微量元素含量对比表(×10～ ) 

成团龚型 岩体皂祀 cr C0 N1 V 赍抖来踩 

陆主改造型 埠山 千里j』、小龙 ．<0．25～5 0 25～5 <5 (6 79 绦克勤．1983 

同培型 宁芫、桐声等 5 2 j～10 >5 6．79～78． 

偏壳源亚型 酆藏、垒L．砉 5 5～7 4 5～7 38～52 地矿局科研所 区测队，198 

偏幔婚亚型 链山、s 新、灵多、殷祖 9．6～12．8 10～12 73～87 司上 

偏幔源亚型 铜山口 J 50 13 8 18 j 91 ZK307、318，38个样统计 

3 面一床形成的物理化学条件 

(1)通过对比岩体中石英熔体包裹体和 

石英流体中包裹体与含矿流体中包裹体的形 

态特征(表 4)．我们发现从石英熔体包裹体 

一石英流体中包裹体一含矿流体中包裹体的 

形态是由椭圆形 向多为不规则形，少为椭圆 

形或菱形且呈稀疏小群体或单体分布变化； 

向以液相为主，另有气相和 NaC1子矿物．并 

呈不规则状、六方双锥、椭圆、管状变化。粒径 

由3～6 m向 2～IO~-m变化。包裹体的形态 

是 由规则向不规则逐渐变化 包裹体的体积 

是由大小相近向大小悬殊逐渐变化。说明铜 

山口铜矿当时凝结的速度快，温度、压力在短 

时间内变化大的特征。 

(2)用均一法测得岩体中石英熔体的温 

度为 985～1000℃，石英 流体的温度上限为 

460～402"C，下限为 340～134~C，爆裂法测 

得黄铜矿、黄铁矿温度为 304~337~C。温度 

变化说明铜山口铜矿，从岩体到成矿的温度 

是一个逐渐降温过程 ，从而更进一步说 明了 

铜矿的形成 ，是由铜山口岩株体携带矿质，然 

后产生以硅质为主的含矿流体 ，在一定的物 

理化学条件下沉淀富集成矿。 

(3)由 岩 体 向 铜 矿 体 ，含 盐 度 由 

11 1w： ～ 43wt ，降 至 12 5wt ～ 

，18 3wt (表 4)。这表明岩浆在结晶过程中， 

高盐度流体向接触带集 中，又说明由于围岩 

与岩体的强烈接触交代作用，导致岩体自身 

含盐度降低。 

表 4 铜山口岩体 中石英包裹体和含矿流体中包裹体特征对比表 

包裹体分类 样数 均一温度(℃) 气陵比( 、 盐度(wt j 三力(MPa) 形 态 特 征 

岩体中石英的 4～5 

培体包裹体 1 995～1OOO 15～35、 椭圆形 

60～ 85 

岩体中石英的 134～222 11 1
～ 43 55～ 70 

多为不规 则形，步 坤椭凰 形或麦 

2如～34O 形 ，3～6 mt呈稀疏小群体或单体 流体包裹体 (2) 25
～ 75 402

～460 分 布 

耆矿流体 5～30(一艇) 被相为主 ，另有气相和 NaC]子 

皂裹庳(1) 13 12 5～18 3 矿 物，呈五规则 壮、卉方双锥 椭 30
~ 70(最高 ) 圆

、管状 ，2~10,um 

据谭秋明 湖北地质 1991年 1期 ，(1)据姜晓覃 ，(2)样品数。 

“  

由于围岩与岩体的强烈接触交代作用， 中的阳离子以钾、钠、钙、镁为主，阴离子以硫 

导致岩体 自身含盐度降低。 酸根 、氯为主，碳酸根、氟次之 ，pH值为 5．9， 

(4)含矿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的测定结 说明是在偏酸性条件下形成的。 

果(表 5)表明，铜 山口铜矿主要成矿期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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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舍矿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 

主要 离于 K CaH Mg0 ，C1一 F～ S0}一 HCO 

rag／100g 5．2 O 76 4．35 】O．58 10．13 O．40 22．84 1．22 盐寰 12．5wt ～】8．3wt 

当量 】0．60 2．63 l7 34 35．57 35．57 2．62 59 31 2．5 pH一5
． 9 ． 

4 成岩成矿演化机理探讨 

铜山口铜矿位于淮阳山字型前弧西翼偏 

弧顶，由于淮阳山字型的构造运动，从震旦纪 

初期至第三纪之后，本区一直处于构造活动 

带之中 又根据重磁资料分析，从早三叠世以 

后，鄂东南地区处于莫霍面相对隆起。由于地 

幔物质上涌，使地壳发生侧向蠕动而受拉伸 

变薄。另一方面，在这一特定的地质构造环境 

中 ，使早 已存在的北西向、北西西一东西 向、 

北东一北北东向的基底断裂复 活，形成区域 

的断块构造 据最近测制的麻城一九宫山大 

地磁测深剖面资料表明，呈北西向横贯鄂东 

南中部 ，追踪北西西及北东、北北东向两组基 

底构造的锯齿状长江深大断裂，从长江下游 

向西经鄂东南地区的枫林一大冶一灵乡一嘉 

鱼两边深 20～30km的壳内发生明显上下错 

移，说明它向下深切地壳到达地幔，且向上组 

成树枝网络系统的断裂。 

张性活动使本区地壳压力 降低 ，促使地 

幔石榴子石橄榄岩部分熔融形成碱性玄武岩 

浆。由于它的来源较深，熔融程度低，又富碱 

和挥发分，并且所承受的压力较大，因而有较 

低的密度和粘度，活动性较大，向地壳侵位穿 

刺力和顶蚀能力较强 首先以底辟上侵在地 

壳剖面软弱带，即上地壳 (硅铝层)的下部或 

底部形成深位岩浆房 由于下地壳的成分与 

玄武质岩浆成分相近 ，加之热流值可能较高， 

因此热平衡反应不强烈，同熔 混合作用不发 

育；上地壳不存在上述不利因素，岩浆的高热 

流值和 巨大的热熔引起硅铝物质同熔 ，产生 

了含水硅铝熔体。两者之间通过热重力扩散 

和对流而混合，结果产生了中基一中酸性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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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岩浆。由于酸度增高，粘度变大 ，而水和碱 

硅铝质组分的增 加又降低了岩浆的结 晶温 

度 。它们沿着构造通道 ，在层间虚脱和滑脱部 

位形成多层次高位岩浆房。在此过程中，水的 

再次加入 ，使岩浆进一步分异 ，内压加大，加 

上构造动力驱使，沿长江枝状断裂断续和主 

动半主动上侵，至盖层褶皱虚脱部位、志留系 

与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等岩性差异剥离构 

造部位、以及断裂交叉部位就位形成侵入体。 

铜山口岩体和铜矿位于锯齿状的长江断裂带 

上 。故岩体和铜矿的形成与锯齿状长江断裂 

息息相关 (图 2)。 

随着富铜岩浆的上侵和结晶作用的初步 

发展 ，以及熔融地壳物质中结晶水的晶出，促 

使残留岩浆中以水为主的挥发组分和矿质进 
一 步富集在岩浆顶部，从而导致蒸气压力大 

于围限压力 ，顶破围岩 蒸气压力随即剧降 ， 

引起含矿流体从残余岩浆中分馏出来，产生 

所谓岩浆后退沸腾，发生碎裂角砾岩化作用。 

其 证据有 ：(1)流体包裹体 的气液 比相差悬 

殊 ，从 4 ～85 (表 4)；(2)同一薄片中气体 

包裹体、气液包裹体和多相包裹体共存，说明 

成矿流体曾经过急剧减压，使流体包裹体具 

有多种压力状态。 

从花岗闪长斑岩到 白云岩 ，对各蚀变带 

系统采样进行了化学分析、光谱分析和岩矿 

鉴定(表 6、7) 在巴特一李青计算和图解法 

的基础上 ，改用原岩作参照数(此值为零) 即 

选用 白云岩“标准晶胞”中各阳离子数作参照 

数 ，与石英一绢云母花岗闪长斑岩的阳离子 

数对 比，并设计了一种新的图解法。在研究计 

算和图解后所示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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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铜山口铜矿矿化蚀变带中岩石化学组分含量表 ( ) 

岩石名称 l Si02 A1：03 Fe： RO MgO Ca0 Na20 K O P O5 Ti0 2 Mn0 

花岗闪长斑岩l 63 03 l4．47 1．65 3．04 l_95 4 90 4 O1 4．13 O．28 ： 睦化花岗闲长斑 73 76 9
． 69 1．40 】l 27 1．04 3 18 0．65 6．拍 0 10 

饕

。

0·08 

强夕卡岩 化 白云 40 15 2．27 16．05 2 86 9．76 2S．14 0．11 0．13 0 04 
、  

夕卡岩化自云岩 l 16．08 2．56 4．31) 1 23 lO 03 34．12 0．11 0．80 0．04 

弱夕卡岩化白云 5 45 0．87 0 88 O．34 1．6．S0 34．30 0．19 0．40 0 01 

白云岩 l 3 93 0．61 0．60 O．07 2O．39 30．67 0．11 0．13 0．O3 

(1)矿区蚀变和矿化过程中，物质组分的 

迁移是“单向”的，岩株体 中的物质组分大量 

带入围岩(白云岩)，而围岩中的物质组分带 

入岩株很少。 

(2)夕卡岩化实质是一种硅化和钾化作 

用。从表6、7和图2可以看出，夕卡岩化带的 

形成，是大量硅质 和部分钾由岩株带入 白云 

岩的结果。且从围岩向接触带呈递增的趋势， 

其递增量也较大。由于硅化、钾化的强弱不 

同，从而也就形成了不 同的夕卡岩蚀变带。 

表 7 铜 山口镉矿床花岗 长斑岩 、白云蚀变带各种阳离子带出带^表 

岩石皂称 Sj A【【Fe 十 Fe抖+Mn2 K Na Ca Mg C S P TL 

白云岩 33 6 4 O 1 2 275 254 494 O 0 o 

弱夕卡岩仡白云岩 +14 +3 }+2 +3 +1 +1 斗42 —39 一Z 0 O o 

夕卡岩化白云岩 +113 +21 +25 +10 +8 o 56 一lO6 一136 +4 O o 

疆夕卡岩化 白云岩 +386 +21 +122 上26 o o +6 —1O3 —482 +12 O o 

花崮阅_兰斑岩 576 lj6 1 l1 23 4B 71 4S 27 0 4 2 3 

石英绢云母化花岗间长斑岩 +72 ——55 ——2 —14 +23 —61 一18 一l3 +6 O —2 2 

(3)矿化强度与硅质的带入量成正相关 

(图 2)，铜矿体主要赋存于硅带入量最多的 

■ 

i 
● 

萎 

图 2 带人硅的阳离子 数与铜含量关系图 

强夕卡岩化带 中，这与一般斑岩铜矿产于石 

英绢云母化带中的意义是相同的。 

(4)根据夕卡岩化带的带入组分和包裹 

体成分分析得知 ，含矿流体从岩浆 中分馏出 

来时 ，应是一种富硅，且含铝 、铁、铜 、钾 、钠和 

大量挥发组分的气水溶液 

’ (5)夕卡岩呈细脉 、粗脉或网咏状穿插于 

围岩之中，脉壁平直整齐，与围岩界线清楚， 

有时可见同步弯 曲和夕卡岩脉 中的矿物呈对 

称带状分布的现象 。这说 明其生成以充填为 

主 ，也就是说本矿区外夕卡岩带带入的是硅、 

铝质含矿流体 ，生成的是含矿夕卡岩脉 据此 

笔者认为：当硅铝质含矿流体从残余岩浆中 

分馏出来 ，在压力差的驱使下，硅铝质含矿流 

体沿细脉含水裂隙向围岩渗滤交代 围岩 ，生 

成以蛇纹石化为主的矿化细脉，由于硅铝质 

含矿流体 中钙 、镁的含量极不饱和，所以部分 

裂隙两铡碳酸盐矿物不是被交代而是被逐渐 

熔蚀加入流体中。 

(6)根据包裹体的温度变化范围，和成矿 

流体的物质组成，以及矿床蚀变矿化过程中 

物质组分的带入带出，可将铜山口铜矿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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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个成矿阶段。 

早 期 阶段 ：600～400℃(个别样 品可达 

700'C)，成矿溶液主要呈高盐度流体相，处于 

临界一超临界状 态，此时岩体 中形成钾长石 

化和黑云母化。对围岩体系来说，开始是一个 

逐渐增温过程 ，硅、铝、钾质含矿流体又不断 

从岩浆中得到补偿，因此 ，流体 中钙、镁不饱 

和状态继续保持。随着碳酸盐矿物不断地熔 

蚀并加入流体 ，使硅、铝、钾质含矿流体成为 
一

种富含硅、铝、钾、钙、镁的夕卡岩流体 。这 

3CaCO3+ A12O3+ 3SiO2 

3CaCO + Fe2O3+ 3SiO2 

时 油 于岩体顶蚀力的作用，围岩裂隙也由细 

变粗，进而变为阿脉状。当温度增至 700℃ 

时，围岩转变为降温过程，岩浆提供的硅、铝 、 

钾质含矿流体又逐渐枯竭 ，因此，硅、铝、钾质 

含矿流体 由对围岩的溶蚀转变为夕卡岩流体 

自身的结 晶。首先，石榴子石、透辉石开始结 

晶，此时流体仍处于临界或超临界状态 ，并以 

气相包裹体为主，伴有液相包裹体 ，其典型的 

矿物反应式如下 ： 

ca。A12 3Olz+ 3CO2十 

钙铝榴石 
Ca3Fe2S O 2+ 3CO2十 

钙铁榴石 
CaCO3+MuCO + 2SiO2=CaM[gsi2O6+ 2CO2十 

透辉石 

中期阶段 ：4o0～2。0℃，成矿溶液主要为 

高盐度水溶液，温度下降至400'C以下，形成 

石英绢云母化和蛇纹石、滑石、透闪石，并交 

代早期形成的硅酸盐矿物，交代强烈时仅见 

原矿物极少量的残余。此阶段多相包裹体发 

育，普遍见有Na 、C1一等离子矿物 ，其反应式 

为 ； 

3／2Na[-AISi3Oa]+H + 1／2K— 1／2KA12 EAISi3O10](OH)2+ 3／2Na + 3SiO2 

绢云母 石英 
或：3KA1Si3O8+ 2H 一KA12[-AISi3Ol。](OH)2+ 2K + 6SiO2 

绢云母 石英 

5CaMg(CO3)2+ 4s 2+ m 2O— Mg6Isi ：。3(oH)8+ 6CaCO3+ 6CO2’ 

蛇纹石 

3CaMg(CO3)2+ 4siO2十 H2O÷ Mg3Si‘O】。(OH)2+ 3CaCO3+ 3CO2十 

滑 石 

2CaCO 十 5MgCO3+ 8Siq + H2O—CaMg5Si8O22(()H)2+ 7CO2十 

透闪石 

或 ：4CaMgSi2O6+Mg + 2H 一 CaMgsSisO。2(OH)2+2Ca蚪 

透闪石 

与此同时，由于含矿流体中的盐度高，氯 

离子浓度大，当含矿流体发生沸腾时，铜与氯 

的络合物、铜与硫的络合物作用力很强，矿质 

可形 成[CuC1。]一或 Cu(Hs)一的络阴离子随 

着含矿流体迁移。当含矿流体向围岩(碳酸盐 

岩)迁移时，含矿流体体系相对开放，氧逸度、 

pH值逐渐增高 ，当含矿流体 由增温转变为降 

12 

温的过程时，含矿流体 已成为富硅、铝、钾、 

钙、镁 的夕卡岩 流体 ，这时流体中的盐度 由 

11．1wt ~43wt％降至12．5wt ～18．3wt 

％，pH增高达5．9(表4、表5)，一方面使硫酸 

的电离常数增大，另一方面促使络合物离解， 

从而造成金属硫化物在夕卡岩脉中大量沉 

淀，形成夕卡岩化带的主要工业铜矿体 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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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式为 

CuCI2+ 2H2S+ Fe(OH)2 
一 CuFeS + 2HCl+ 2H，0 

黄铜矿 
R l2+ H2S— FeS+ 2Ha 

Fea2一-2H2O~--Fe(0H)：+ 2HCI 

2Fe d OH)。+ Fecl2 Fe304+ 2HCI+ H2 

磁铁 矿 
CuS+ 2HzO毒Cu(OH)2+ H2S 

或 cusO + 2NaOH —Cu(OH)2+ Na2sO 

Cu(OH)2+ 2H2S+ FeC12 ． 

CuFeS2+ 2HCl+ 2H 0 

黄铜矿 

FeC12+ H2S— FeS+ 2HCI 

磁黄铁矿 

或 Fe 一+ 2s0 + 8H 一 FeS2+ 8H2O 
· 黄铁矿 

晚期 阶段 ：200℃以下，含矿流体在地下 

水参与下 ，产生碳酸盐化、绿泥石化 ，并伴有 

少量金属矿物沉淀 
} 

根据上述成岩成矿机理的分析，笔者将 

铜山口地区成岩成矿组合模式概括如图3。 

地怪底醉流 

图3 铜山口地区成岩成矿组台模式 图 

卜 慷罗系；Tl ThT3一三叠系 ；P一二叠系}c一石炭系 

D_I泥盐系；o一奥陶系 ． 

Approaching the Mechanism of Diagenetic and M etallogenic Evolution 

0f T0ngshankou Cu—deposit 

F矗n口 Kedona 

It has been pr~ved by suⅡur stront~Im iE~topes．ra e~rth element(REE)．metallogenJc microelement and lithochem[cal 

composition featttre that Tongshankou massif r~uked from basalt magma by syn~exls and provided the舭 e of o s for the Cu 

de ．Aud， metallogerfc pe~es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cu depo目t is discussed． 

(上接第6页) 
15 M~iler P Parekh P P and Schneider H I-The日ppbc 

fion Tb／Ca—Tb／La aksndance ration to problem of 

fluorspex genesis．M in．Dep．1976，(11)：ll1～ l16． 18 

16 Sato Distribution。f fluorite deposits in Japanese；B 

lands．Mjn．1)ep．1980，(15)．327～ 33 4． 

17 ax Pl reox~ e ooo6em~om'a P l_ 凹eHH月帅  

H Ⅸ B HaBe nOpO．K．~ 帅  K0 ．Feox~ n， 

1978．(6)：675～ 687． 

Kapc'~ B H P． f K e⋯  

口 啪  X衄 眦  rD删 。B。p 。m Mem p0岬 ⋯ K“ 

H H T叩 yc肿 嘣  

l987．(2)：163～ l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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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J~taohe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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