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宁芜火山岩型铜金矿地质特征 成矿规律和找矿前景 

赵玉琛 
(安徽省地矿 互 ．马鞍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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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山岩 型铜金矿以脉型为主 ，分 A、B、C 3个亚型 t主要产于富钾型和钾钠 

型火山岩 中，受 负向火山构造及北西 向扭 张断裂或破碎带控制 ，推测金 由火 山岩 

浆或热液从深部绿色片岩系(结晶基底)中苹取 ，戚矿时并有雨水参与 。该区为继 

承式火山盆地，金活化转移距离长，较上叠式火山岩盆矿化差，找金前景不大。 

关键词火山岩型铜金矿璺避  些芝萱苎宁芜 勃司 f辛) 墨 
宁芜火山岩盆地沿长江中下游南京一芜 

湖段呈狭窄的带状分布，全长约 80kin，宽 3 
~ 16km。近年研究认为它原是一个大陆裂 

各[1]，其轴线为一由深断裂演变的断裂喷发 

侵^岩带 ，控制着中生代火山岩喷发、次火山 

岩侵^和矿化活动，是我国著名的铁、硫、铜 

(金 )成矿 区。 

区内已发现铜金矿床(点)数十处，采掘 

遗迹遍布。8O年代以前，均视为铜矿探采，对 

伴生金未引起重视 如T铜矿自50年代以 

来一直采铜，回收金约 2t@，1 980年因铜采尽 

闭坑，现地方又从其废坑及尾矿中回收金 ，经 

济效益仍很可观。8O年代中期，宁芜地区开 

展了第 2轮矿产普查，又发现了较多的铜金 

矿点。铜、金有密切的成因和共生联系，有的 

以铜为主，有的以金为主 ，不易 区分，本文统 

称其为铜金矿。金矿在宁芜成矿带中会日趋 

显要，该带是长江中下游找金的重要地段。 

1 地质背景 

宁芜火山岩盆地是一继承式盆地，火山 

岩与下伏中生代沉积岩基本是连续堆积，出 

露和揭露的直接基底(火山基底)为三叠系一 

中慷罗统沉积岩层。白下而上为周冲村组、黄 

马青组、象山群和西横山组，以陆相砂质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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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为主，厚 2ooO余 m。火山岩分 5组 ， 

1 900m，自下而上为龙王山组、大王山组、姑 

山组、山边村组和娘娘山组 ，除娘娘山组外， 

均属钙碱质陆相火山岩。两套地层含金、银等 

丰度(见表)均不高且差异不大 宁芜火山基 

底表皮褶皱为卵形隔档式，向斜开阔、背斜尖 

闭，均呈北东向延伸 ，经燕山运动形成一些差 

异抬升和陷落的断块。火山岩为原地陆相喷 

发，主要呈北东向展布，喷发中心受基底断裂 

和断裂交叉点制约并自老至新由南东向北西 

方向迁移。主要火山构造类型：负向型为破火 

山口、火山洼地 ，多位于火 山基底陷落断块 

上；正 向型为火山隆起和岩穹窿，多l位于抬升 

断块上。其中大王山组以正向型为主，其余各 

组以负向型居多。区内铜金矿脉主要分布在 

负向火山构造的边缘地段 ，并多受先压后张 

的扭性断裂和破碎带控制(见图)。 

宁芜火山岩铜金矿分 3种工业类型：① 

火山岩一次火山岩中细脉浸染型(广义斑岩 

型)，称大平山式，分布于断隆地块上 ，与龙王 

山组小型火山穹窿有关。矿石建造为“碱性长 

石一绢云母一碳酸盐一黄铜矿 ，以铜为主， 

伴生Bi、As、Au、Ag、Mo、Zn等，金、银多为痕 

量或不含；②火山岩中含铜黄铁矿型 ，称马山 

式，分布于大王山组火山穹窿边缘 ，属大型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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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铁矿的卫星矿带。以黄铁矿为主，含铜量低 山岩中脉状锕金矿，是区内最主要的铜金矿 
● 

‘ 

r 

且变化大，矿 石矿物组合为“磁铁矿一黄铁矿 体．伴生金、银或以金银为主，已知含金量最 
一

黄铜矿”，伴生金、银亦为痕量或不含 ；③火 高达 1000g,／t，本文主要讨论这种类型。 

宁芜地层 ，火山岩 Au，Ag等含量统计表(×IO。 ) 

地 层 主 要 岩 性 弹品披 Au Ag Cu Ph zn l As 

娘娘山组 蓝方冕辉响岩质火山岩 38 0．003 0．0j3 J3 3】 11 】 6 

山边村组、姑 山组 石英安山岩、英安岩、粗面岩等 307 0．003 0．055 24 24 10。 1 6 

大王山蛆 辉石安山质火山岩 382 O．003 0．066 24 22 f： 龙王山组 角闪粗安质火山岩 355 0．003 0．068 25 23 
侵入岩 花岗岩等 50 0．003 0．O45 18 25 8s 7 

火山基底 砂质碎屑岩 256 0．o03 0．054 15 22 98 l 4 

注 数据引白宁苇区调报考，1自86 a 

宁芜地质构造及铜金矿脒分布略凰 

1一 宁芜火 山岩 In一照娘 山组{ 一山边村组 F g一蛄 山组 ； 

d一大王山组}L一龙王山组F 2一花 岗岩类；3一火山基底； 

4一破火山rl、火】_Il洼地‘5一火 山隆起、岩穹i1[‘6一断裂喷 

发侵入岩带 (轴线)F7—扭性断裂，8～10一脉型火山岩铜金 

矿床、矿化点；B—A亚型I 9～B亚型|1O—c亚型 

2 成矿地质条件剖析 

2．1 宁芜火山岩及火山基底岩石金银丰度 

均很低(见表)，接近地壳平均值 ，故难视为矿 

源层或来源岩石。该区结晶基底未出露，但据 

28 

HQ一5线，HQ一9线和麻城一九宫 山大地 

电测深推 断 应为 一套绿 片岩 相 浅变 质岩 

，系[ ，其顶面埋深一般 为 3～6km，底面埋深 

约 10～12km 众所周知 ，这种岩系含金丰度 

是很高的，有可能是宁芜铜金矿的矿源层。 

2．2 宁芜地区处于中生代大别(山)地体向 

南挤压的前 缩短带内，经平衡剖面估算，缩 

短量约为 61 0 ，本区表皮褶皱舒缓不可能 

达到上述缩短量，估计深部以压扭性断裂调 

节为主，它报有利于金的活化迁移，据长江中 

下 游多金属年 龄段 为 1 53～276Ma、567～ 

696Ma、89l～989Ma、1435Ma 3]，说明金及其 

他多金属是从下伏老地层中萃取的。 

2．3 铜金矿脉和矿化脉无一例外受扭断裂 

和破碎带控制。宁芜断裂构造是从节理系统 

强化而成。节理系统主要分区域型和叠加型 

2种前者分布很 广，由走向 310--：330。左行和 

270 右行高倾角(>80。)共轭剪节理构成；后 

者分布虽局限 ，但在火山岩中较发育 ，由走向 

310～320。右行及 350～5o左行 ，倾角 7o。以上 

的共轭节理组成，其最大张应力方向扭转 为 

北东向，使先成的北西向节理或断裂获得较 

强的张应力分量，是控矿构造的雏形，均具有 

先压后张的特性，其挤压阶段为含金热液上 

升的转移通道，舒张阶段为金的沉淀场所。 

2．4 铜金矿脉和矿化脉在各火山岩组中均 

有分布 ，似与岩性无关 ，但从含金丰度及成矿 

规律对 比看 ，以富钾型最有利，次为钾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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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芜火山岩自老到新从中基性 向酸性 (姑山 

组)过渡，最后向碱性(山边村组和娘娘山组) 

演化 ，即愈晚期火山岩对成矿愈有利。 

从火山构造看 ，正向型 岩穹窿为主，它 

是深部岩浆直接挤侵到地表，形成著名的玢 

岩铁硫矿带 ，具绿色面型铁镁质蚀变。部分铁 

矿形成于晚岩浆一矿浆期 ，含金仅零点几到 

几个 1O ，说明金在这种构造、岩体中为原 

始型，缺乏活化转移和富集。大平山式和马山 

式铜矿床均处于火山隆起带 ，矿床规模虽较 

大但含金甚微，可能是这个原因 而负向火山 

构造除火山基底陷落外，岩浆房的多次虚脱、 

调整，也有利于含金火山热液活动，故铜金矿 

脉较发育。 

无论火山带或单体火山构造均呈北东向 

延长，故火 山喷发 晚期 的收缩阶段，如前所 

言 ，北西向扭断裂能获得充分的张应力，而北 

东向者则仍多紧闭，这就是北西向矿脉十分 

发育的原因，就部分小矿脉沿环状和放射状 

断裂充填就是明证。 

2．5 宁芜五组火山岩均为轻稀土富集型，球 

粒陨石标准化配分 曲线为右倾光滑型，铕亏 

损不明显， St／”Sr集中在 0．706~0．709之 

间，具幔源成因并混染部分地壳，推断火山岩 

浆源 区深 度为 135～230km，有萃取转移老 

地层中金的条件 。铜金矿石中硫化物 S波 

动于 1．8‰～7．2 o，平均为 4，5‰，极差约 

4‰ ，数值集中，属幔源火山热液型 另外，矿 

脉中石英氧同位素d 0波动于 9 2‰～11‰ 

(4个矿床点 ，6个样品) ，换算为水 的氧同 

位素为 一1．13‰～1．71‰，明显低于原始岩 

浆水，说明成矿时有雨水参与。 

2．6 金具亲铁、亲硫特性 ，一般说高温时亲 

铁．中低温时亲硫 ，且亲碲性更明显 从玢岩 

铁矿及部分 c亚型与磁铁 矿共生的矿脉中 

金含量甚微看 ，本区金的亲铁性主要表现在 

活化转移阶段，而在沉淀阶段主要表现亲硫 

性 据测温资料 ，早期的石英和石英一镜铁 

矿阶段接近高温(292～347 C)；硫化物 阶段 

为中低温Q84~300℃) 另外 ，碲可能促进金 

沉淀，如硫化物中含碲量是镜铁矿等的3倍， 

这就是中期成矿阶段含金撮高的原因 

3 找矿前景 

⋯ 一宁芜地区第 2轮矿产普查发现的铜金矿 

脉数约为 已知矿脉的 3倍，其中部分是盲矿 

脉 直接找矿标志是各种 硅化破碎带 ，评价 

时 ，一般石英单脉愈长则愈稳定 ，延深也愈 

大。矿脉(带)有多次破碎，且有锰菱铁矿、镜 

铁矿和硫化物组合者对成矿有利 。另外当锰 

菱铁矿在地表分解为软锰矿或呈锰土时，使 

露头染成黑色麻点状、花皮状者希望最大。本 

区铜金矿以显微金为主，只能系统取样分析 

判定。间接找矿方面主要是重砂，原、次生晕， 

激发极化法和电阻率法 。I、I级远景 区重砂 

矿物组合为辰砂(雄黄 )、泡铋矿、自然金；典 

型的金矿化探异常元素组合为 cu—Pb—As 
— Ag—Au，部分地段有 P—sr—Ba套叠；矿 

化石英脉的 秘值≥1．5，电阻率≥200E~m 

值得指出：宁芜火山岩盆地是继承式，结 

晶基底与火山岩之间相隔厚愈万米 上的古 

生界 ，金的活化迁移距离很长，这一点较上叠 

式火山岩盆地(即火山岩直接覆盖在结晶基 

底上)逊色 如皖西的晓天盆地 ，火山岩直接 

盖在大别群和佛子岭群之上 ．铜金矿化很发 

育 ．像本区的 c亚型，在那里 的火山岩 中普 

遍金矿化且大多构成工业矿脉。据此推想，宁 

芜、溧水、漂阳等继承式火山岩盆地虽常有铜 

金矿脉发现，但工业前景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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