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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构造演化与成矿流体、岩浆岩及其成矿作用、成矿模式与成矿规律、地质异常与找矿模式 4

个方面对铜陵矿集区的研究进展与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分析。近年来，成矿学研究进展不仅体现于更多资料的积累

和整理，新技术的应用，更表现为科学观念的深化和变革，研究焦点的延拓和创立，如：深部地质构造与成矿、

全球构造与成矿、区域地球化学与成矿、区域地质流体与成矿、成矿作用过程研究及“3S”技术与计算机模拟技

术应用。其既为铜陵矿集区成矿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和条件，也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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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矿集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的中部，下扬子印支期北东向构造带的东南部隆褶带。其构造—岩浆—流体—

成矿作用特点在中国具一定典型性，发育与海西期海底喷发（热水）有关的成矿系统和与燕山期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

成矿系统。叠加–改造作用明显，属于复合成矿系统。本文主要从以下 5 个方面对其研究现状进行阐述。 

1  构造演化与成矿流体 

铜陵地区大地构造演化可分为 3 个阶段：基底形成发展阶段、沉积盖层稳定发展阶段和板内变形阶段，即活动—稳定—

活动的过程。 

本区晋宁运动后，处于拉张环境，逐步形成断裂拗陷带。海西期沉积形成晚石炭世的滨海、浅海碳酸岩建造。沉积成岩

过程中，封存的地层水受热、酸化，盐度升高，在地热及火山热能驱动下，形成水热循环系统，萃取地层中的成矿元素，已

形成含矿热液，与海水、大气降水或岩浆水混合形成热卤水，沿基底断裂（同生断裂）上升，形成层状铜、金（黄铁矿型）

矿床。进入燕山期，上地幔岩石圈隆起，区域处于张性或向张性过渡环境，产生强烈岩浆活动，再次成矿（周涛发等，2000）。

刘绍濂等（1996）注重了板块运动对该区演化与成矿作用的影响。倪若水（1995）详细讨论了中生代沉积盆地演化与成矿作

用（卤水流体）的关系。 

燕山早期古构造应力场最大压应力方向为NWW—SEE，使EW－NWW向断裂具张剪性质，深切到岩石圈板内拉张带，

造成深源物质上涌，形成铜陵－沙滩角矿带。燕山晚期区域的最大主压应力方向转为NE-SW向，沿平行NE—NNE方向延伸

的破裂面转化为张剪性，深切于岩石圈形成另一系列的板内拉张带，幔源物质上涌而成矿（刘绍濂等，1996）。构造动力体

制转换是成矿的主要条件（邓军等，1988）。受燕山期左行剪切应力场作用形成的滑脱构造，是在大规模的地壳表层滑脱作

用下，沿地层柱中主要软弱层产生多层次滑脱、地层减薄或加厚。其是本区重要的控岩控矿构造（刘绍濂，1997）。刘文灿

等（1996）对铜陵地区构造变形系统进行了全面研究，探讨了构造变形及其复合效应与成岩成矿的关系 。 

该区成矿物质、成矿流体具有多源性（刘文灿等，1996）。杨学明等（1997）通过老鸦岭层状铜矿床的成矿地球化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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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成矿流体与岩浆热液为主，另有地下水、天水参与。夏元法（1999a,b）通过对天马山、新桥等矿床的研究发现成矿

物质具有多源性，以岩浆为主。 

於崇文等（1995，1998）运用输运反应耦合过程动力学理论对该区层控夕卡岩铜矿床进行了成矿作用动力学研究，揭示

了成矿流体流动、成矿物质扩散机理。岑况（1999）利用共存矿物溶解度的计算理论和方法，以铜陵天马山硫化物矿床为例

进行模拟，结果为，成矿流体流经砂岩并溶解砂岩中的原生黄铁矿最终流到砂岩和碳酸盐岩界面沉淀成矿。 

2  岩浆岩及其成矿作用 

铜陵地区侵入岩研究历史悠久。翁文灏（1920）将它划入与铁铜矿产有关的偏中性类侵入岩，谢家荣（1936）将它归入

扬子式花岗岩，徐克勤等（1982）提出其属同熔系列花岗岩，郭文魁（1982）将它列入钙碱系列岩石。常印佛等（1991）命

名为扬子式同熔型，是钾硅质异常演化的产物，原始岩浆为碱性玄武岩浆。 

对岩浆岩的源区存在着两种基本认识。一是陆壳物质熔融形成花岗质岩浆（壳源）。张理刚（1994）根据铅、锶、钕、

氧同位素研究，否定了幔源岩浆结晶分异形成岩体的可能性；徐启东（1997）通过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置于大别造山带中生代

岩石圈演化过程的一部分进行区域地球化学研究后认为，其是碰撞后下地壳物质熔融的结果，地幔主要是以能量的形式参与

花岗岩类的形成，花岗岩类的源区表现出两类地壳物质混源的性质。二是来自上地幔的岩浆不同程度地同化陆壳物质形成花

岗质岩浆（壳-幔混源）（常印佛等，1991；张理刚，1994；徐启东，1997 毛建仁等，1990）。后者得到较多人的认可。吴言

昌等（1999）认为由地幔隆起带脊部产生碱性玄武岩浆，与下地壳物质发生 AFC 作用，形成了高钾钙碱性岩浆，对应于铜

陵矿集区的铜、铁成矿系统。赵斌等（1996）通过高温高压实验研究证实了壳－幔混源的观点。王文斌（1995）据铅同位素

研究提出侵入岩与接触交代型矿石铅为壳幔混合源，以地幔源为主．幔源铅约占 63％～74％。邢凤鸣等（1996a,b；1997）

认为铜陵地区侵入岩可能是中等亏损的大陆地幔因低度部分熔融产生的高钾碱性玄武岩浆，同化太古宙麻粒岩相下地壳后上

侵的产物，并通过成岩实验论证了这一观点，同时对 AFC 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在 27 km 左右的深度发生过联合的同化

混染、分离结晶作用，AFC 计算模拟结果显示岩石中幔源物质占 70％左右。 

岩浆岩中发育深源、浅源两种包体，周珣若等（1993）认为这两种包体都是同源岩浆在不同岩浆作用阶段的产物：即深

源包体（辉石岩和角闪石岩）来自深位岩浆房中堆积岩碎块，而浅源包体（闪长质微粒包体）来自浅位岩浆房冷凝边碎块；

浅部岩浆房与深部岩浆房深度为 19～22 km、7～10 km。 杜杨松等（1997）发现有变质岩残余包体，具有（普通辉石）-韭

闪石（阳起角闪石）-镁质黑云母-更长石（正长石）-（石英）-磁铁矿（黄铁矿）-（磷灰石）矿物组合，缺乏富铝矿物和碳

酸盐矿物；并提出岩浆岩包体、变质岩包体以及相应的寄主岩浆岩的矿物化学特征具有相似性，有明显的成因演化关系。另

外，邢凤鸣（1995）在鸡冠山岩体中发现有堆晶淬冷包体。 

值得提出的是，通过对大地电磁测深剖面、地震剖面、层析成像速度结构等地球物理资料的研究，提出长江中下游及其

邻区，在 15～23 km 深度左右存在壳内高导（低速）层。正是这些超导层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及其邻区陆壳的变形，地壳中部

的高导（低速）层正处于地壳脆-韧性转换带上，成为伸展构造的拆离面、叠置构造的激发层。壳内高导（低速）层的分布

与上地幔隆起有一致的起伏形态。沿高导层隆起带，地层向两侧滑移推覆，地壳拉张，熔融岩浆沿深断裂向上运移，成为岩

浆上涌的通道（彭聪等，1998）。地球物理资料解译与岩石、地球化学研究具有一致性，进一步证明了深部岩浆房的存在及

其存在深度，明确了岩浆起源的深部地球物理背景。 

赵斌（1997）通过矿床锶与氧同位素研究提出夕卡岩的岩浆成因，并对比了交代夕卡岩和岩浆夕卡岩的稀土元素地球化

学特征（赵斌等，1999）。凌其聪等（1998）认为铜陵东狮子山铜矿床为夕卡岩岩浆冷凝结晶演化过程的产物，整个成岩成

矿过程为：浅部岩浆房形成→辉石二长闪长岩岩浆、夕卡岩岩浆形成并上下分层→两种岩浆侵位、矿床形成。杜杨松等（1997）

提出浅部岩浆房分异出成矿气液形成隐爆角砾岩。 

岩浆动力学研究表明深源岩浆房残余岩浆上升至浅部侵位的速度为 10.29 m/h，浅部岩浆房寄主岩浆上升速率为 0.972 

m/h（杜杨松等，1997）。岩浆侵位较浅，约 1～3 km。 

对岩浆岩中碱质异常的来源问题认识不一，有些学者认为是来源于盖层的膏盐（蔡本俊，1980，1982，1993；胡文宣等，

1991），有些学者持源于岩浆本身的观点（蔡本俊，1993）。李文达（1996）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除原始岩浆具有碱质外，

在岩浆分异过程中不时地有外来碱质加入，这些碱质主要由中、下三叠统中的膏盐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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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矿模式与成矿规律 

前人总结了狮子山矿田“多层楼”、铜官山矿田“三位一体”经典成矿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层位控矿”，即除

沿火成岩体边缘成矿外，在三叠系底部（大团山矿）、二叠系大隆组底部（老鸦岭矿）等层位中发育多层含铜夕卡岩矿层。

徐恒诚（1993）从演化的角度总结了铜陵矿集区石炭纪同生沉积、燕山期后生叠加改造成矿模式。 

储国正与黄许陈（1993）将矿床、矿点的空间分布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带”，受构造网络控制，多层成矿。一个

“中心”，就是以岩浆侵入作用为中心，形成矿田范围内的分带；两个“带”则是指区域范围的北铁、南铜带。储国正等（2000）

总结铜、金矿点规律为内铜外金、下铜上金、西铜东金。 

4  地质异常与找矿预测 

通过对铜陵地区 1：2.5 万航磁资料进行化极、分离深浅源场及垂向二次导数等数据处理，发现有些化极局部异常和区

域场垂向二导异常呈环状展布，这些环状异常与出露或隐伏的圆柱状岩体、铜多金属矿体、蚀变矿化体密切相关（李胜汉等，

1995）。栾继深与赵友方（1989）利用卤素测量、壤中吸附态汞及气汞测量、土壤电导率测量、盐晕测量等综合化探方法在

该区不同覆盖类型、不同类型已知矿床及未知区均取得好效果。吕新彪等（1998）运用地质异常理论和方法，对长江中下游

地区沉积、构造和岩浆岩异常的类型及特征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地球物理研究表明铜陵矿集区与地幔隆起区、重力高值

带对应（彭聪等，1998）。刘绍濂（1995）建立了遥感成矿遥感影象模式和找矿标志。 

根据多方面控矿因素，前人从多角度出发总结了铜陵矿集区的找矿模式，并取得一些找矿的突破。邢耶（1996）提

出了隐伏黄铁矿遥感地质综合找矿模式，刘绍濂（1999）总结了铁、铜、金(银)等各金属矿床的找矿模式。安徽省地矿局 321

地质队根据狮子山成矿模式，在狮子山矿田中以钻探在 880 m 以下发现了厚达 50 m 的铜矿层，经过详细勘探，获金属量达

141 万吨的冬瓜山矿床，从而在深部找矿中获得了重大突破（中国矿床发现史·安徽卷编委会，1996）。 

5  现状总结及态势展望 

近年来通过国家科技攀登项目“与寻找超大型矿床有关的基础研究”、“地质流体作用及其成矿效应研究”、国土资源部

“九五”重点基础科技项目“古大陆边缘成矿系统及成矿构造动力学研究”等系列科研课题的实施，提出了许多新理论认识

与技术方法。如区域成矿学研究已成为当代地球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任务是探索区域的成矿环境、成矿作用过程和

矿床的时空分布规律，为难度日益增大的找矿预测和资源潜力评价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当前区域成矿学研究主要包括 6 方面：

深部地质构造与成矿、全球构造与成矿、区域地球化学与成矿、区域地质流体与成矿、成矿作用过程研究及“3S”技术与

计算机模拟技术应用。现正实施的国土资源部专项研究计划——“大型矿集区深部精细结构与含矿信息”（以铜陵地区为重

点）以查清不同尺度的深部精细结构，确定不同尺度的源－运－储成矿系统。科学技术进步与思维理念的更新势必促进铜陵

矿集区成矿研究的深入和多方面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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