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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 i 江西富家坞斑岩铜(钼
)矿床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互盘理 
(kT_西有色地质勘查局 5队 ·采江 ·33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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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西德兴富家坞斑岩铜(钼)矿床进行多年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探讨了矿床 

的地球化学特征 、异常摸式及其在成矿带的找矿意义 

关键词 斑岩铜(钼)矿床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找矿预测 

1 地 质概 况 

矿床位于江南古陆南缘赣东北深大断裂 

西北侧 区内广泛出露前震旦系板溪群浅变 

质岩系，侏罗系盖层分布面积少。构造发育 ， 

断裂交叉，多组裂隙网织 。火山活动频繁 ，成 

矿与花岗闪长斑岩岩体关系密切 ；矿体主要 

赋存于花岗闪长斑岩与 围岩千枚岩接触带部 

位的石英绢云母 、水自云母化带中。矿体 中金 

属矿物组合为：黄铜矿、辉钼矿、黄铁 矿以及 

少量方铅 矿、闪锌 矿、辉铜矿 、磁铁矿 、镜 铁 

矿 、毒砂等。 

2 地球化学特征 

2．1 区(带)地球化学场特征 

矿床产出在德兴附近赣东北深断裂带的 

区(带)地球化学场中{该场场晕形态严格受 

深大断裂控制，其场晕轴 向呈北东向，与深断 

裂方 向一 致，且晕主要发育在深 大 断裂的 

(上盘)北西侧 该场长 105km，宽 30kin，主 

要 由 Cu、Mo、Pb、Zn、Ag、W、Bi、Cr、Ni、Co元 

素异 常组成 ；有一定规模的异 常 剧属 Cu、 

Mo、Pb、Zn、Cr、Ni、Co7元素，该 7元 素的 1 

级浓度异常 ，则反映的是受到一定变质蚀变 

作用影响的板溪群成矿有利地段的一套浅变 

质岩系带。Cu、Mo的 3级浓度异常，主要发 

本文 1993年 3月收到 ，1994年 7月改回，张启芳编辑 

育在 富家坞、铜 厂，礁 砂 红铜 (钼 )矿床和银 

山铜金铅锌银矿床一带，反映了与斑岩岩体 

成矿有关的斑岩铜(钼)型矿床和火山岩型铜 

金铅锌银矿床。Pb、Zn3级浓度异常，主要发 

育在德兴银山一带 ，主要反映银山矿床前缘 

铅锌矿脉带 cr、Ni、Co异常，则主要与深断 

裂带和深断裂带 上出露的北东 向成群的基 

性、超基性岩脉有关 。总体来看 ，该地球 比学 

场所反映的德兴地 区成矿带 ，主要是寻找斑 

岩型铜(钼)矿床的远景区。 

2．2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2．2．1 地层和岩浆岩体 中微量元素含量特 

征 (表 1) 

从表 1可 以看 出：矿床 中 千枚 岩 Cu、 

Mo、W、Bi含量高于 区域千枚岩 ，Mn明显低 

于区域千枚岩 。花岗闪长斑岩与维氏中性岩 

浆岩相 比，cutMo、Pb、Ag、W 含量明显高， 

Ti、Mn明显低 。资料表明：本矿床 Cu、Mo的 

富集 ，是在区域变质 ，特别是在花岗闪长斑岩 

体的侵入成矿作用下逐步形成的。Ti、Mn含 

量在各岩性 中，都 比维 氏克拉值和维 氏中性 

岩浆岩值低，呈负值异常；Pb Zn在矿化千枚 

岩中，显示其含量低于 区域千枚岩，充分说明 

在成矿作用中，有元素的带出带入现象。 

2．2．2 矿石元素的分配及相关性特征 

主要元素在矿石中的赋存、分配特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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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相关性见表 3。 

表 1 主要地层和岩浆岩体中微量元素平均含量(×10-s) 

岩 性 Cu Mo Pb Zn Ag W Bi Ti Mn 样 数 (十 ) 

矿化千枚岩 316 84 34 34 0 17 24 3 3230 <1O0 12 

前鹿旦系板溪群 矿廉千枚岩 222 1．5 41 8g 0．1 13 4 17o0 289 15 

区域千枚岩 50 1 2 47 9g 0．13 2 7 3．2 439 18B 

克拉克值 (维氏) 47 1 1 16 83 O 07 1．3 0．O0g 450'0 1000 

燕山中期花岗阁长斑岩 471 53 58 44 0．8 12 5 <3 162l l27 16 

中性岩浆岩(维氏) 35 0 g 15 72 0．07 1 0．01 8000 l200 

表 2 元 素在矿石中的赋存(×lfl )及分配特征表 

矿 物 黄铁矿 黄铜矿 辉钼矿 镜铁矿 黑云母 螭云母 绿呢石 

样 数 (A ) 15 8 l 2 3 4 3 

Co 1970 》 1 l200 410 200 63 

M o 317 > 1 9 17 < 3 1O 

Pb 800 200 5000 100 < I'0 <  

Zn 850 3l7 150 400 200 < 1o0 < 1o0 

Co 850 25 < 10 < 10 < 10 

Ag 7．3 2 ” lS 

W 无显示 无显示 无显示 1200 无显示 无显示 无显示 

300 100 5000 > 10000 300 1日o0 

M n < 100 < 100 2000 3000 < 1(10 

资丰。桌蔼 ：原汇西物探 、桂林地研所 、富家坞指挥部台作内軎B资丰i。 
．  

从表 2单矿物分析资料可知，Cu主要赋 著。Cu与 Co元素在地表铜(钼)矿体中呈负 

存于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及绿泥石 中}Mo 

主要赋存于辉钼矿、黄铁矿、黄铜 矿中 ；Ph、 

zn赋存于黄铁 矿、黄铜 矿、辉铝矿、镜 铁 矿 

中 ；co赋存于黄铁矿中；Ag赋存于黄铜 矿、 

黄铁矿和绿泥石、黑云母 中；W 赋存于镜 铁 

矿中；rn赋存于黑云母中{Mn赋存于黑云母 

与镜铁矿中，Ti、Mn在主要金属矿物中均呈 

负值 (即小于克拉克值)。除上述之外 ，其他矿 

物中的其他元素分配量相差不大，较均匀。 

表 3 元素的相关性特征 表 

元 素 g IMo／Ag Cu／Co 

上部地表铜 (钼 )矿傩 一0 62 0．85 —0．75 

部 铜 f锢 )矿尾 1 —0 5 l 

从表 3可知，cu与 Ag元 素在 地表铜 

(钼)矿体中呈负相关，且负相关性不显著 ，在 

深部铜 (铝)矿尾 ，呈很显著的正相关 。Mo与 

Ag元素在地表铜 (铝)矿体中呈正相关且较 

显 著 ，在深 部铜 (钼)矿 尾呈负相 关且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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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且较显著 ，在深部铜 (钼)矿 尾 ，呈正相 

关 ，且相关性很显著。 

2．2．3 元素的分带性及比值特征 

从花 岗闪长斑岩体一接触带一 围岩干枚 

岩 ，原生晕水平分带序列为 ：Mo—cu-+ _̂g— 

PE~Zn，总体元素组合性水平分带为tMo、 

Cu、Ba、Ag、Pb、W — Cu、M o、Ag、Ba、c0一  

Ph，Zn V S，Ti，M n As。 

矿床垂直方向元素分带性不明显。 

在矿床 中选择主要成矿元索 cu、Mo作 

比值计算 ，其结果见表 4。 

表 4 矿体 中 Cu／Mo比值寰 

海按标高(m) Cu／Mo 备 注 

360 245 

240 89 各标高平均 

O 43 含量之 比 

一 240 21 

从表 4可看出，矿床 中的矿体在海拔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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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上 ，cu量由上而下，呈逐渐降低趋势 斑岩 

铜(钼)矿床，是以铜矿资源为主的矿床类型， 

说明该矿床的找矿意义由上而下明显地变 

小 。 

3 矿床地球化学异常模式 

矿床地表原生晕异常(图 I J为 Cu、Mo、 

Pb、Zn、Ag、Mn、Ti、Co等组合异常 ；Cu、Mo 

异常含量强度高，形态完整 ，Cu的 2、3级浓 

度 (600×10 ～2400×10 )异常 中心位置 

和 Mo3级浓度 (> 3．2×10 )异 常 中心位 

置，反映铜 (钼)矿床出露部位 ；其他元素异常 

反映弱，呈零星状分布于矿体之上及其周边； 

总体异常呈“环状”分布于矿床之上 。该矿床 

地表海拔标高 35O～400m 左右 ，多数钻孔勘 

探探度在一2Oo～一300m 左右 ，钻孔原生晕 

在垂直方向的变化规律为：由上而下，有明显 

完整的元素异常为：Cu、Mo、Pb、Zn、Ag、Mn、 

co、w 主要成矿元素 Cu、Mo异常 ，发育在 

海拔标高一380m 以上至地表 ，cu的 3级浓 

度 (>3200×10 )异常、Mo的 3级浓度 (> 

80×10 )的异常均发育在一200m 以上至地 

表 ，且基本反映的是铜(铝)矿体位置及范围。 

Mn正异常 (>1 300×10 )反映 的是铜 (钼) 

矿体上部和边 镜铁矿发育地段 ，其他元素 

异常为伴生，其分布位置与 Cu、Mo异常位置 

基本吻合。从图 2中可看出成矿元素 Cu、Mo 

异常在矿床 中的立体发育和变化特征：Cu、 

Mo异常在海拔 360m 地段 ，发育在成矿母岩 

花岗闪长斑岩体西和北西侧，在海拔 240～ 

0m 地段 ，围绕花岗闪长斑岩体呈 环状 ”发 

育，到海拔一1 20m 地段 ，异常已转移到成矿 

母岩花岗闪长斑岩体东和南东侧；整个总体 

异常由上而下围绕着岩体与围岩内外接触带 

中的矿体与蚀变带发育 ，且 Cu、Mo3级浓度 

(Cu>3200×10 、Mo>80×10 )异常的分 

布，与铜(钼)矿体分布位置较吻合。 

0 35
,

0mj．?L 。 L 。 _] 
Pb 2 AE 

翕  缈， ◇ 
。  

6D～ 2 ∞ } 2∞～8Ⅱ口 ． ⋯  。 

： 
图 l 富家坞矿床地表原生晕异 常分布 囤 

Pt一板溪群浅变质岩系}” 花岗闪长斑岩 ，内接触带甩边为钾长石化带；a一芒英 绢云母水云母化带 lb一绿琵石 

绿帘石化带(单位：×10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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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 2 困  目 4 

骂 2 富家坞矿床水平切面 Cu、Mo浓度分市特征 ‘ 

Pt 板 溪 群 于收 岩 }坩 一  l岗1 毛 岩体 ；1 Cu20U×l0_ ～ 800×t0 ，Mo5× 10～ 20x10 {2--C~800X10一 ～ 

3200×10 ．Mo20x1c ～80×10 ．3一cu>32 0×1c ．M。>80×10 ；4～矿妊垃置盟范围．有大，-框时 框与框之间 

是 体 

根据富家坞矿床地质地化特征 ．建立 了 

地球化学异常模式(图 3 。矿床中元素的水 

平分带与蚀变带的水平分带关系密切．由成 

矿母岩花岗闪长斑岩岩体向外至围岩千枚岩 

1 

400 NW／ ' "" ~ SEI 

图 3 富家坞矿床地球化学异常模式 

Pt 扳 壤群 干攻 岩 { ～ 花 发斑 ．【～ 

蚀变矿化 告 元素分带 

地段 ．发育着 3个蚀变带和异常带：I 岩体 

内钾长石化带 、弱 Mo、Cu、Ba、Ag、Pb、W 异 

常带 ；Ⅱ 一接触带石英绢云母、水云母化带、 

强 Cu、Ma、Ag、Ba、c0异常带 ；皿一围岩内绿 

泥石、绿 帘石 化带、弱 Pb、zn、V、S、T】、Mn、 

As异常带。每个蚀变带和异常带均 有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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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黄铁矿 、辉钼矿为主的矿化，尤以 内外接 

触带中的石英绢云母、水白云母化带、强 Cu、 

Mo、A m 、Co异常带．矿化晟 为发育，是该 

矿床最主要最富矿的部位 。在海拔 300m 以 

下部位的花岗闪长斑岩岩体中心，还有一个 

第 Ⅳ带，为无矿无蚀变无异常带 。 

王 子堂 
银 山卉 

富家坞制 广式 

下晓超 式 

图 1 德 兴斑岩铜矿体系示意模式 

】 酶 譬岩 装 ；2 酸性 到 由 酸性 浅 成 岩 体 ；3一 

羽老 哐淫 群 。二枚 岩 ；4一舞 岩 型锕 (钼 )矿床 {5～ 火 山[附 近 

铜盒铅簪接 譬̈蛛 f 6 瀑驻角砾岩垩和脉垂 铅锌磁铁矿体； 

7一火 [；8一侠罗基必u岩 ll～ 蚀奎矿忙舒带与元 

素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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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找矿预测 

综合地质地化特征 ，得到图 4、表 5：深部 

酸性岩浆渊熔体的局部上升侵入，与围岩千 

枚岩发生混杂、交代与同化，其熔体由酸性向 

中酸性过渡转化，形成斑岩岩体，部分熔体继 

续上升喷溢出地表形成火 山岩；在这一系列 

地质作用过程中，按顺序由下而上可以(在复 

杂情况下可呈多方向的)形成的矿化类型有： 

斑岩型一次火 山岩型一火 山岩型 ；整个成矿 

格局在成因上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 ， 

它是同一矿质来源、同一构造环境、受不同围 

岩介质作用的产物的一个斑岩铜矿体系。因 

此，可以预测：在天子堂和银 山矿床的下部， 

均有富家坞、铜厂式斑岩铜 (钼)矿床存在的 

可能，找斑 岩铜矿 的方向，在江西德兴地区， 

应向次火 山岩型矿床的底部发展 。建议今后 

在天子堂、银山矿床的深部勘探时，当深部发 

现有上述富家坞矿床地球化学异常特征时， 

应标志着勘探进入富矿地段 ，当深部发现有 

下 晓起式的矿物组合与元素组合时，应终止 

勘探。本文归纳总结的地质地化特征和规律 ， 

在江西德兴地区有找矿与终止找矿的双重意 

义。 

表 5 斑岩铜矿体系矿床矿物 元素蛆台爱剥蚀特征 

刘蚀 矿 廉 金属矿物组合 蚀变矿物组合 元素组台 

I程度 

方铅矿、闪锌矿 、黄铜矿、赤 绿 诧石化 绿 帘石化 、碳 酸 Pb、Zn、Ag、Cu Cd、Au、As、 
铁矿 、磁铁矿 、锰矿 盐化、硅化、绢云母化 Sb、Cr、Ni、c0、Mn 砖 

天子堂式 剥 
蚀 

方铅矿、闪锌矿、黄}回矿、疏 硅化、觜云母化 、绿泥石化、 Cu、Pb、zn、Au、Ag、cd，W、 

砷铜矿 、砷蹦铜 矿 、金、银 、 绿穹石化 、碳酸盐化 、Mn、As、Co 锒山式 
黄铁 矿 中 

攘 

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 、辉 钾长石化 、硅化 、绸云母化、 Cu Mo 血 ，W，Pb Zn，Co， 剥 

富家坞 、 铜矿 、方铅矿、闪锌矿 水 白云母 化、绿泥石 化、绿 Mn、Bi、As 蚀 

铜广式 帘石化 

黄铁矿 、黄铜矿、挥钼矿、黑 钾长石化、硅化 、绢云母化、 Cu、Mo、Pb、Zn、W、H、As 

钨矿 、方 铝矿 、闪锌 矿 、磁 铁 水 刍云毋 化 、绿 诧石 化 残 
下晓起式 矿 棠 

说明： 矿物 、元素的前后排列为主多见者在前 ，为次少见者在后 

成文时，承蒙吴泳生高级工程师审核、指 

导，王素芬同志清绘图件，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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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Anomaly Features of the Fujiawu Porphgry Copper(Molybdenum) 

Depesit，Ji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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