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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寻找大型、超大型铜金矿床的可能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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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安徽省矿产资源现状、地质及成矿优势基础上 ,从岩浆岩在安徽铜金矿床形成机制

上占有较大份额的特点出发 ,以岩浆岩为例 ,对安徽大型超大型矿床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从重、磁、

化、遥如何综合预测和 GIS新技术应用方面做了分析 ,提出了具体思路和预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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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产资源现状

安徽作为一个资源大省煤、铁、铜储量相对较为

丰富 ,金矿资源相对匮乏。由图 1 可以看出 :

1)主要矿种 (铜、铁、硫、金、煤)的产地分布比较

集中 ,主要位于长江沿岸和淮南、淮北 ;2) 多数矿床

伴生 ,复合矿床多 ;3) 探明储量多 ,资源潜力大。已

探明煤的储量为 260 亿 t、铁为 35 亿 t、铜为 460 万 t ;

4)矿产地多 ,尤其是金银铜铅锌多金属矿床可能成

为优势矿种。

2 　地质及成矿优势

安徽是环太平洋成矿带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位于中朝准地台、扬子准地台及秦岭地槽褶皱系 3

个Ⅰ级成矿单元交汇部位。由北向南主要有 :1) 华

北地台 (占据皖北大块区域) ;2) 著名的郯庐断裂带

似锦带一样斜挂东北与南西 ;3) 喇叭状的下扬子凹

褶带毗邻分布 ;4)江南古陆垫衬下方 ;5)地质上的魔

鬼三角 —大别板块和横插一“角”的秦岭褶皱系相间

分布 ;

目前 ,已发现大型铜矿 1 处、中型铜矿 16 处、大

型铁矿 4 处 ,进一步寻找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潜力较

大。

3 　基础地质工作扎实 ,预测资料充分

全省 1∶20 万区域航磁和区域重力编图工作已

完成 ,部分重要成矿区带还进行了 1∶5 万重力磁法

化探及区域地质填图 ,成矿远景区及矿区周围大比

例尺重、磁、化等资料较为丰富。

此外 ,近年来在找矿理论和方法上还开展了以

“新类型、新矿种、新方法”为宗旨的研究 ,从多角度

探索了在安徽实现找矿重大突破的可能性。

4 　大型、超大型矿床形成机制的探讨

铜矿是安徽的主要矿产 ,分布广 ,主要集中在长

江流域 ,在皖东、淮北等地也有发现 ,矿床成因类型

较多 ,主要有夕卡岩型 (占 80 %) 、斑岩型、热液型。

已发现的金、银矿 90 %是属于产在夕卡岩型铜

铅锌多金属矿中的伴生矿产 ,单一的金、银矿中以

中、低温热液型金银为主 ,其次为与前震旦纪变质岩

有关的含金石英脉、与火山热液有关的石英脉型金

矿以及冲积坡积型砂金矿 ,产地有 25 处上 ,如铜陵

黄狮涝山和马山中型矿床等。可见岩浆岩在省内铜

金矿床的形成机制上占有较大份额 ,下面着重以岩

浆岩为例对成矿机制作一探讨。

4. 1 岩浆岩成矿控矿的重要性

许多矿床表明 ,岩浆活动是区内生铜铁及金银

铅锌多金属矿床的主要控制因素。岩浆岩成矿控矿

方式主要有 2 种 : ①提供矿质和成矿流体在岩浆岩

及熔岩分异演化过程中成矿 ; ②原有矿层 (成矿原

岩)受岩浆热能和热液叠加改造而形成层控矿床或

层控 ———夕卡岩矿床等 ,即后期改造叠加成矿。

长江中下游大、中、小型铜金矿床与印支 —燕山

期产酸性岩浆岩紧密相伴 ,分段集结 ,成带分布 ,单

个岩体 (多为复式岩体)与矿床在空间上分布更是形

影不离 ,矿床主要分布在岩体的顶缘 ,包括侵入前缘

带、瘤状突起部位、接触凹凸面、以及岩体“超覆”围

岩的转折部位等 ,亦即这些部位相对地更有利于矿

床的形成。另外 ,燕山期成岩成矿在时间上也是一

致的 ,岩浆岩形成时期主要为 (170～90) Ma ,而 Fe、

Cu、Au 等的成矿高峰时间也是在 (170～90) Ma ,说明

沿江地区岩浆岩的侵入与多期次活动 ,包括分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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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混溶、化合、分解、沉淀及矿质的富集等是岩浆岩 成矿控矿的具体表现。

图 1 　安徽省主要矿产分布图

4. 2 　含矿岩浆岩的侵位深度对成矿的控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 ,岩浆岩的侵位深度决定了长

江中下游铁铜矿床控矿构造及矿化类型的垂向分带

性 ,由浅到深 ,从次生火山岩顶缘冷缩裂隙、剥离构

造及角砾岩构造为主体的次火山岩控矿构造体系 ,

逐渐转变为岩体侧翼断裂 ———接触带为主体的侵入

接触带控矿构造体系 ;由脉型、斑岩型和玢岩型逐渐

转变为夕卡岩型 ,矿化垂向区间相应由小变大。一

般认为浅成或近地表 (深度 < 3 km)的环境对成矿有

利 ,多期次复式岩体更有利于热液的交代而成矿。

4. 3 　岩浆岩的多期次侵入与成矿的关系

印支 —燕山中晚期岩浆活动 ,在安徽表现最为

强烈 ,范围较广 ,尤其是燕山旋回 ,伴随多次构造运

动而连续发生火山喷发和多次的岩浆侵入活动 ,二

者交替进行 ,为安徽岩浆活动的高峰时期 ,形成了以

中酸性岩类为主、大面积、成群成片成带分布的复式

岩体 ,它们对成矿的控制主要表现为 :

1)多期次侵入常伴有多期次矿化 ,其中有一、二

次为主要成矿期。其中盖层背斜的轴部 ,背向斜的

转折部位 ,岩体顶部接触带 ,捕虏体周围 ,蘑菇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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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侧等部位都是较好的成矿构造区。

2)多期次侵入活动中岩浆上升通道的变化影响

矿化分布和矿化强度。如果不同期次岩浆侵入上升

通道横向位移明显 ,每次都伴有矿化 ,则矿化在水平

方向展开 ,水平分带明显 ;如上升通道比较固定 ,则

早晚期矿化在空间上相互叠加 ,矿化分带在垂向上

展布明显 ,矿化强度常较大 ,能形成大型工业矿体 ,

这对寻找大型、超大型矿床有利。如果多期次侵入

上升通道复杂 ,前后破坏、肢解甚至吞蚀 ,矿石组分

将受到交代蚀变或热变质作用而变得更加复杂 ,但

对多金属矿床成矿有利。

5 　技术思路

1)资料上 ,充分运用和开发现有研究成果 ,充分

利用重、磁、化、遥、重砂等综合信息 ,在 1∶5 万以上

比例尺开展工作。

2)思路上 ,按照求新、求异、求果的原则进行。

求新就是运用新理论新方法 ,打破传统成矿思维 ;求

异就是运用不同技术手段和有别于常规的方法 ,殊

途同归 :求果是目的 ,就是实现点上突破。

3)方法上 ,结合新的找矿思路 ,在 GIS 系统平台

上 ,挖掘数字图像系统处理功能 ,以小矿推大矿 ,由

贫矿找富矿。(1) 充分利用重、磁、化、遥、重砂等综

合信息 ; (2)以重磁解决构造问题兼顾成矿异常 ,省

内主要矿床都与侵入接触带构造有关 ;侵入接触带

是重要的控矿构造 ; (3)以遥感解决环形影像及隐伏

构造和深部岩浆房活动情况 ; (4) 以化探发现矿异

常 ,因为化探异常与矿种密切相关 ,大异常往往有大

矿 ,多信息叠加带 ,可靠性更高 ,应加强根异常 ———

宽缓大的一级异常和峰群异常 ———小而陡的次级异

常的研究。

6 　大型和超大型铜金矿床的可能性预测

1)要切准以往工作的薄弱环节和遗漏之处 ,开

拓找矿思路 ,寻找新的成矿模式 ;

2)成矿区域 ,小矿床、矿点云集 ,尚未发现大型

矿床的地区要加以注意 ,因为小矿床预示着藤 ,大矿

床是瓜 ,要顺藤摸瓜 ;

3)大岩体的边缘接触带或岩体的多次上升通道

重溶带 ,一般来说 ,重溶带矿质来源丰富 ,如能多次

叠加 ,成矿的可能性较大 ;

4)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结合带 ,深大断裂的交

汇部位 ,因为特殊的构造部位 ,在深部岩浆上升侵入

过程中 ,有利于矿质的分异和富集 ;

5)莫霍面的梯度带 ,大岩浆房的周边接触带及

大岩浆房的岩枝等 ,能否认为铜陵地区的岩体是九

华山大岩浆房的一个岩枝呢 ? 如果可以 ,应注意寻

找下一个岩枝 :

6)周边省份大型铜金矿床的延伸构造带、断裂

带等 ,如蚌埠地区为山东大金矿成矿带的延伸部位 ;

屯溪南部为江西特大金铜成矿带的延伸部位。

随着省内“三轮区域化探”的进一步开展 ,“三

新”找矿的深化 ,在省内再次发现大型和超大型矿床

的日期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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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TALLOGENIC POSSIBILITY OF LARGE AND ULTRA - LARGE SCALE

COPPER - GOLD DEPOSIT IN ANHUI PROVINCE
GAO Er - gen ,LIU Tong - qing ,HE Chuan - s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ineral resources’present status ,the geologic and metallogenic superiority of Anhui Province ,we know that magmatite pre2

ponderate the metallogenic mechanics of copper - gold ore in this province.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metallogenic mechanics of large and ultra - large scale de2

posit by taking megmatite for example. An predicted method and its concrete process are proposed after analyzing gravity , magnetism , geochemistry , remote sens2

ing and GIS information synthe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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