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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铜陵地区各矿田内的矿床的观察发现 o它们均含铜 !金 o但各矿床含铜 !金的差异性比较大 ∀该

区海西期同生沉积的 ≥∞⁄∞÷ 型块状硫化物矿床和燕山期岩浆热液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具有二元性 ∀在峙门口k铜

金l硫铁矿 !水竹岭金铜矿和虎山金矿k牛山硫铁矿l等较为典型的海西期块状硫化物矿床中 o可圈出独立的金k铜l

矿体 ~以凤凰山铜矿田 !小金山金矿 !笠帽山金矿等为典型代表的燕山期岩浆热液矿床 o也具有较高的金 !铜品位 o可

形成工业矿体 ∀但无论是海西期同生沉积矿床还是燕山期岩浆热液矿床 o规模都比较小 ∀有些矿床尽管存在海西

期同生沉积成矿作用和燕山期岩浆热液成矿作用 o但铜 !金分配明显不同 o品位差异悬殊 ∀导致水平方向或垂直方

向上铜 !金分配差异的原因可归结为矿床叠加改造过程中的温度场控制的/ 排金效应0 o形成/ 下铜上金0 !/ 内铜外金0

k储国正等 ot||ul的矿床分布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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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问题的提出

在安徽铜陵矿集区内 o燕山期含金的岩浆热液

叠加于海西期喷流沉积含金黄铁矿型块状硫化物矿

床之上的叠加改造成矿作用很普遍 k曾普胜等 o

ussu ~曾普胜 oussul ∀通过对铜陵地区各矿床的观

察发现 o铜陵地区各矿田内的矿床均不同程度地含

铜 !金 o但矿床含铜 !金的差异性比较大 ∀区内的两

类矿床 o即海西期同生沉积的 ≥∞⁄∞÷ 型块状硫化物

矿床和燕山期岩浆热液矿床都含铜 !金 ∀海西期矿

床以峙门口k铜金l硫铁矿 !水竹岭金铜矿和虎山金

矿k牛山硫铁矿l等较为典型 o可圈定独立的金k铜l

矿床并作为主要开采对象 ~燕山期岩浆热液矿床以

凤凰山铜矿田 !小金山金矿 !笠帽山金矿等为典型代

表 o也具有较高的金 !铜品位 o可形成工业矿体 ∀但

是 o这两类矿床的规模都比较小 o难以同叠加改造矿

床k如狮子山矿田和铜官山矿田l的规模相提并论 ∀

同时需要注意的事实是 o在铜陵地区 o尽管海西期同

生沉积矿床和燕山期岩浆热液矿床共同存在 o并且

产出的层位相同 o但铜 !金分配明显不同 o品位差异

巨大 o以具有相同层位的冬瓜山矿床和马山矿床为

例 o冬瓜山矿床伴生金仅为 s qtx ªr·o铜矿床平均品

位 t h左右 ~而马山金矿金平均品位可达 ts ªr·o伴

生铜 s qt h左右k马山金矿地质科提供的生产数据l ∀

垂向上比较 o与冬瓜山铜矿床同处于狮子山矿田内

的朝山金矿矿体的平均金品位也可高达 ty qwz ªr·o

伴生的铅锌 !铜品位很低 ∀是什么机制控制着金的

分配呢 �实际的观测资料表明 o导致铜 !金分配差异

的原因可归结为/ 排金效应0 }即在矿床叠加改造过

程中 o后期发生的地质作用 o如岩浆作用 o在其温度

影响范围之内 o热液作用于先存的含铜 !金地质体

k如铜陵地区的海西期块状硫化物l之上 o使化学活

动性相对较强的金向上 !向外迁移 o而相对惰性的铜

多部分 / 原地不动0 ∀其结果 o金被排除带走 o导致

铜 !金分离 ∀形成/ 下铜上金0 !/ 内铜外金0k储国正

等 ot||ul的矿床分布格局 ∀

Ξ 国土资源部科技司专项研究计划k编号 }�sssupu !�sssupvl和地质调查项目k编号 }usstsssssswl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曾普胜 o男 ot|yw年生 o副研究员 o主要从事岩石学和矿床学研究 ∀ ∞°¤¬̄}½̈ ±ª³∏¶«̈ ±ª� ¶²«∏q¦²° ∀

收稿日期  ussvptuptx ~改回日期  usswpsupuw ∀张绮玲编辑 ∀

 
 

 

 
 

 
 

 



u  地质背景

铜陵地区位于中国东部大别p苏鲁造山带南侧 o

属于大别造山带与扬子地块作用形成的对冲带k唐

永成等 ot||{l ∀铜金矿床主要沿东西向展布的铜陵

p南陵深断裂控制的岩浆成矿带分布k常印佛等 o

t||t ~吴才来等 oussvl o由铜官山矿田 !狮子山矿田 !

新桥矿田 !凤凰山矿田 !沙滩脚矿田等构成著名的铜

陵矿集区k图 tl ∀少数矿床分布于铜陵地块南侧的

五贵桥 !丁桥一带 ∀从空间分布上看 o岩浆岩活动与

本区铜金矿床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 o岩浆

活动叠加于早期形成的k石炭纪p二叠纪l≥∞⁄∞÷ 型

块状硫化物之上 o使矿体的规模变大 o品位增高k曾

普胜等 oussul ∀

图 t  铜陵地区铜金矿床分布图k据安徽地勘局 vut地质队 ot||s Ο改编l

t ) 第四系 ~u ) 第三系砂砾岩 ~v ) 白垩系砂岩 !砾岩 ~w ) 侏罗系碎屑岩 ~x ) 上三叠统砂页岩 ~y ) 中p下三叠统灰岩 !白云岩 ~z ) 二叠系灰

岩 !硅质岩和页岩 ~{ ) 石炭系白云岩 !灰岩和碎屑岩 ~| ) 上泥盆统石英砂岩和粉砂岩 ~ts ) 志留系砂岩 !粉砂岩 ~燕山期岩浆岩 }tt ) 辉石闪

长岩 ~tu ) 闪长岩 ~tv ) 闪长玢岩 ~tw ) 石英闪长岩 ~tx ) 石英闪长玢岩 ~ty ) 花岗闪长岩 ~t{ ) 断陷盆地边界 ~t| ) 基底断裂 ~us ) 铜或金矿

床k点l ~ut ) 断层 ~uu ) 地质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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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叠加改造过程中的排金效应

3 q1  叠加前的海西期黄铁矿型块状硫化物特征及

金 !铜含量

铜陵地区的块状硫化物矿层主要顺层分布于上

石炭统黄龙组和船山组k≤u η n ≤u χl底部 o经后期褶

皱作用 o有些在背斜轴部k如舒家店p大成山p永村桥

背斜和铜官山背斜l直接出露于地表 o而向斜轴部

k如顺安p盛冲复向斜的冬瓜山l则隐伏于地下 ∀虎

山矿区k图 ul可见到同生断裂kƒtl控矿 o同生断裂旁

侧的褪色蚀变带内的石英砂岩原岩k⁄v ωtl已变质

为石英岩 ∀在东西两侧的采坑中可见到大量的角砾

岩 o角砾包括下伏地层中的石英砂岩 !先成的黄铁矿

等 o呈棱角状 o被胶黄铁矿胶结 ∀新桥矿区的第 t|

勘探线可见喷气口产生的铁碧玉构成的角砾岩筒

k曾普胜等 oussu ~曾普胜 oussul o在喷气孔旁侧也可

见到因硫化物堆积超过边坡稳定角时产生的含复成

分滑塌角砾岩 o角砾由块状黄铁矿 !铁碧玉 !砂岩等

组成 o它们被胶黄铁矿或蓝色的粘土岩胶结 ∀在水

竹岭一带 o块状硫化物有明显的分层现象 o下部为黄

铁矿 n黄铜矿k黄矿l o上部主要为铁闪锌矿 n 方铅

矿k黑矿l o但白矿k硫酸盐l不发育 ∀

矿层之下普遍存在一层石英细砾岩k局部被胶

状黄铁矿胶结lk图 ul或含硫化物的纹层状粘土k受

热变质后成为含硫化物蛇纹石p滑石岩l o区域上具

有可对比性 ∀块状硫化物矿层的下伏五通组石英砂

岩 o普遍被热水蚀变为石英岩状砂岩或石英岩等 o并

可见到含金的网脉状矿体k如峙门口 !水竹岭 !半山

李家 !新桥 !五峰山等地l ∀矿层之上被分布较广的

一套白云质碳酸盐岩覆盖 ∀

总之 o铜陵地区海西期 ≥∞⁄∞÷ 型块状硫化物矿

床的双层结构发育 o下伏网脉状矿体和上覆层状矿

体紧密伴生 o层控的热水沉积岩受同生断裂控制 o从

喷流中心向外 o矿物组合有分带现象 }k铁碧玉角砾

岩筒l ψ结晶黄铁矿 n胶状黄铁矿 ? 黄铜矿 ? 铁闪

图 u  虎山金矿区沉积喷流矿床剖面示意图

t ) 栖霞组k°t θl灰岩夹硅质岩 ~u ) 船山组k≤u χl灰岩 ~v ) 含矿的黄龙组k≤u ηl层状黄铁矿 !胶黄铁矿 !闪锌矿 n 方铅矿 ? 菱铁矿及白云

岩 ~w ) 角砾状黄铁矿矿石 ~x ) 黄龙组底部黄铁矿胶结的石英细粒岩层 ~y ) 五通组上段k⁄v ωul含胶黄铁矿结核之粉砂岩页岩 ~z ) 五通

组下段k⁄v ωtl重结晶石英砂岩岩筒r石英砂岩 ~{ ) 含金铁帽 ~| ) 蜂巢状 !团斑状黄铁矿p石英脉金矿体 ~ts ) 断裂及编号 }ƒt ) 同生断裂 ~

ƒu ) 层间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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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矿 ? 方铅矿 ψ胶状黄铁矿 ψk重晶石 n硬石膏l ψ

炭质层 n粘土或白云石 n石英 n胶状黄铁矿层 ∀除

了石炭系的块状硫化物之外 o在二叠系地层中局部

出现热水沉积岩 o如硅质岩 !硅质页岩以及菱锰矿等

存在于大成山背斜和青山背斜等地的栖霞组 !孤峰

组和大隆组等层位中k曾普胜等 ousswl ∀尽管前人

曾报道在天马山 !狮子山等地有火山岩产出k朱雅

林 ot||u ~侯生秀 ot|{xl o但总体看 o铜陵地区海西期

的块状硫化物矿床属于缺乏火山活动的 ≥∞⁄∞÷ 型

块状硫化物矿床 ∀

石炭系块状硫化物矿床的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

矿 o少量黄铜矿 o局部有铁闪锌矿 !方铅矿 ∀脉石矿

物有石英 !方解石 o局部可见硬石膏和重晶石 ∀总体

以黄铁矿占绝对优势 o属黄铁矿型块状硫化物矿床 ∀

黄铁矿胶状结构发育 o新桥一带可见草莓状结构 ∀

在铁碧玉角砾岩筒中可见到黑烟囱及热水热液在上

升通道内形成的叠锥构造k¦²±̈ p¬±p¦²±̈ ¶·µ∏¦·∏µ̈l o

块状硫化物内多处可见热水溶液交代形成的k石英p

黄铁矿l火焰状构造 o冬瓜山 !马山 !松树山等地在块

状硫化物矿层底部的含硫化物滑石p蛇纹石岩发育

纹层状 !马尾丝构造k«²µ¶̈·¤¬̄¶·µ∏¦·∏µ̈l ∀

块状硫化物中的铜 !金含量 }铜陵地区 o海西期

≥∞⁄∞÷ 型块状硫化物不同程度地含铜 !金 o并主要

集中在近喷口相的含铜闪锌矿内和石英网脉带内 o

部分矿区可圈出独立的铜金矿体 ∀以峙门口硫铁

k金铜l矿为例k图 vl o矿床平均 ω�∏ s qy{ ªr·oω≤∏

s qux h oω�ªty qxs ªr·o无岩浆活动叠加 ~水竹岭块

状硫化物 ω�∏ t ªr·o风化铁帽 ω�∏ � w ªr·~半山李

家块状硫化物下盘的网脉带金矿 ω�∏ y ∗ ws ªr·~铜

官山背斜南端k上徐 !戴家冲 !古松 !古圣等地l的金

矿 ω�∏t qx ªr·o氧化矿 ω�∏ w ∗ ts ªr·∀新桥 !虎山

金矿远离岩体 o胶黄铁矿重结晶很弱的地段层状硫

化物及其喷口之下的同生断裂中尤其富金k ω�∏w ∗

ws ªr·l o其中热水反复活动导致的团斑状 !蜂巢状或

丝瓜瓤状石英网脉发育k图 ul ∀

块状硫化物地球化学特征 }通过硫化物的同位

图 v  峙门口硫铜金矿床纵剖面图k据安徽 vut地质队 ot|{y Οl

地层 }⁄v ωt ) 五通组下段石英砂岩 ~⁄v ωu ) 五通组上段泥质粉砂岩 ~≤u ) 上石炭统黄龙组 !船山组白云岩 !灰岩 ~°t θ
t ) 栖霞组下段含沥青

灰岩 ~°t θ
u ) 栖霞组上段灰岩 !含燧石结核灰岩夹燧石层 ~°t γ

t ) 孤峰组下段含锰硅质岩及磷结核 ~°t γ
u ) 孤峰组上段硅质岩 !硅质灰岩 ~

�u ξ
t ) 宣南组下段紫红色细砂岩 !砾岩 o含石膏泥岩 ~矿体 }≥ ) 硫铁矿矿体 ~≤∏) 铜矿体 ~�± ) 含金铁帽

ƒ¬ªqv  � ²̈̄²ª¬¦¤̄ ¶̈¦·¬²± ²©·«̈ �«¬° ±̈®²∏≥p≤∏p�∏§̈ ³²¶¬·k�©·̈µ�²qvut � ²̈̄²ª¬¦¤̄ °¤µ·¼ ot|{yl

⁄v ωt ) �³³̈µ⁄̈ √²±¬¤± ∏́¤µ·½¶¤±§¶·²±̈ ~⁄v ωu ) �³³̈µ⁄̈ √²±¬¤± ¤µª¬̄̄¤¦̈²∏¶¶¬̄·¶·²±̈ ~≤u ) �³³̈µ≤¤µ¥²±¬©̈µ²∏¶§²̄²°¬·̈ ¤±§ ¬̄° ¶̈·²±̈ ~°t θ
t )

�²º µ̈° µ̈°¬¤± ¥¬·∏° ±̈p¥̈ ¤µ¬±ª ¬̄° ¶̈·²±̈ ~°t θ
u ) �²º µ̈° µ̈°¬¤± ¬̄° ¶̈·²±̈ ¤±§©̄¬±·p¥̈ ¤µ¬±ª±²§∏̄¨ ¬̄° ¶̈·²±̈ ~°t γ

t ) �²º µ̈° µ̈°¬¤± °¤±ª¤±̈ ¶̈p

¥̈ ¤µ¬±ª¦«̈µ·¤±§³«²¶³«²µ∏¶±²§∏̄¨~°t γ
u ) �²º µ̈° µ̈°¬¤±¦«̈ µ·¤±§¶¬̄¬¦̈²∏¶̄¬° ¶̈·²±̈ ~�u ξ

t ) �³³̈µ≤µ̈·¤¦̈²∏¶©¬±̈ ³∏µ³̄¨¶¤±§¶·²±̈ o¦²±ª̄²°p

µ̈¤·̈ ¤±§ª¼³¶∏°p¥̈ ¤µ¬±ª °∏§¶·²±̈ ~ �µ̈p¥²§¬̈¶}≥ ) °¼µ¬·̈ ²µ̈¥²§¼ ~≤∏) ≤²³³̈µ²µ̈¥²§¼ ~�± ) �²̄§p¥̈ ¤µ¬±ªª²¶¶¤±

Ο 安徽省地矿局 vut地质队 qt|{y q安徽省青阳县峙门口硫铁矿勘探地质报告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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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年龄测定 o峙门口含铜金硫铁矿的 � p̈�¶等时线

年龄为kvsv ? vvl �¤k � ≥ • ⁄ � x qylk蒙义峰等 o

usswl ∀前人用 � ¥p≥µ等时线法测定新桥硫铜金层

状矿体矿石等时线年龄为kvtv ? vu qzl �¤k谢华光

等 ot||xl o与其赋存的地层层位晚石炭世时代相吻

合 ∀可见 ou|s ∗ vut �¤大致可代表铜陵地区的海

西期喷流p沉积矿床的活动时期 ∀

海西期块状硫化物的黄铁矿 ≤²r�¬比值 � tk多

在 s qu ∗ s q{v 之间lk岳文哲等 ot||vl o明显不同于

成矿温度更高的岩浆热液成因的黄铁矿k≤²r�¬�

tl ∀与块状硫化物密切相伴的似层状 !透镜状硬石

膏 !重晶石等硫酸盐的 Δvw ≥ 值范围为 tt qu ϕ ∗

uu q{ ϕ o平均值为 t{ qu ϕ o与 ≥¤±ª¶·̈µkt|zyl统计的

石炭纪海水硫同位素组成一致 o反映喷流沉积形成

的硫酸盐主要为海水硫来源 ∀

3 q2  燕山期岩浆岩的金含量

岩浆活动带来的铜 !金也极为重要 o铜陵地区燕

山期各类岩浆岩都含有较高的铜 !金k表 tl ∀这些岩

浆表现出明显的成矿专属性k邓晋福等 ot|{s ~朱上

庆等 ot|{{ ~杜杨松等 ousssl o小金山 !笠帽山等地只

有岩浆岩而无早期的同生沉积矿层存在 o有独立的

金矿体存在 o品位高达 w ∗ ty ªr·∀凤凰山矿田内目

前尚未见到海西期同生沉积矿床 o药园山 !宝山陶 !

仙人冲 !江家冲 !清水塘 !铁山涝等地的矽卡岩型铜

矿床都具一定规模 ∀

由上可见 o铜陵地区的铜 !金 o既有同生沉积时

期的 o也有岩浆活动带来的 o显示出铜 !金来源的二

元性 ∀需要强调的是 o尽管上述海西期块状硫化物

和燕山期岩浆岩都含金k铜l并形成矿床 o但总体来

看 o这些矿床k点l在铜陵地区的铜金矿床中规模相

表 1  铜陵地区主要侵入岩体的 Χυ !Αυ平均含量 Ο Π

Ταβλε 1  Χυ ανδ Αυ χοντεντσ οφ τηε μ αϕορ ιντρυσιονσ

ιν Τονγλινγ αρεα

岩体 ω≤∏rts
p y ω�∏rts

p |

辉石二长闪长岩k白芒山l vxx q|u uw qs

铜官山石英二长闪长岩 tuy qvt u qv

狮子山石英二长闪长岩 tsy q|| tu qs

凤凰山花岗闪长岩 usz qwu w q|

沙滩脚花岗闪长岩 wy qzy w qu

世界花岗岩k转引自张本仁等 ot||wl us w qx

对较小 o难以同两期成矿作用叠加的狮子山矿田和

铜官山矿田中的矿床相比 ∀

3 q3  叠加改造后的铜 !金含量

狮子山矿田可当作叠加成矿作用过程中金品位

垂向变化k图 wl的典范 ∀铜官山矿田则是侧向的排

金效应保留比较完整 o尤其以马山金矿为典型 ∀

燕山期岩浆成矿作用叠加的过程中提供的能量

巨大 o且温度可以很高 ∀东狮子山隐爆角砾岩筒k图

w之 ¡l的熔融包裹体温度可达 |us ε 以上k凌其聪

等 ot||{l ~岩石中细粒闪长质包体形成温度为

||z ε o压力为 s qwv �°¤o相当于 t ∗ v ®°深度 ~辉石

二长闪长岩中的辉石岩包体形成于 t tuy ε !s q{s

�°¤的条件下 o辉石巨晶形成于 t sy{ ε !s q{t �°¤

的条件下 o相当于 us ∗ vs ®° 深度 k王训诚等 o

ussul ∀岩浆的热场促使胶黄铁矿kƒ ƒ̈ ü≥wl向细粒

结晶黄铁矿kƒ ≥̈ul ψ粗晶黄铁矿kƒ ≥̈ul或磁黄铁矿

kƒ ≥̈l ψ 磁铁矿kƒ �̈ƒ ü �vl转变k崔彬 ot|{zl o并可

见到黄铁矿 !磁黄铁矿的后成合晶k¶¼°³̄ ¦̈·¬·̈lk顾

连兴等 ot||{l ∀在这种矿物晶格发生重大变化的叠

加改造过程中 o化学活动性差异较大的金 !铜重新分

配在所难免 ∀

这些岩浆 o都对先成的岩石或矿物进行了叠加

和改造 ∀同时岩浆自身带来的金 !铜等成矿物质也

融入此时的成矿流体中参与成矿 ∀由于温度场作用

和铜 !金 u种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的差异性 o使得从

岩浆深处带来的铜 o在遇到块状硫化物时 o由于硫逸

度和氧逸度的增加 o一部分叠加到早期的含铜黄铁

矿型块状硫化物之上 o使层状矿体更富铜 ~余下的铜

随成矿流体继续上升至更高位置的有利部位k如花

树坡 !老鸦岭 !大团山 !东p西狮子山等地 o图 w 之 �

≈ …  ¡l成矿 ∀

在高温条件下 o金的性状却不同于铜 ∀在持续

的热场作用下 o硫逸度较高时 o金不仅不沉淀 o而且

早期形成的块状硫化物中的金被成矿流体萃取出

来 o并随之上移 o随温度下降逐步沉淀于有利部位 ∀

需要指出的是 o金的向上迁移富集不是一次性完成

的 o它与岩浆活动期次有着密切的关系 ∀

就狮子山矿田而言 o第一期的燕山期岩浆岩当

是朝山k白芒山l辉石二长闪长岩k其包体辉石岩年

龄为tws �¤o唐永成等 ot||{l o由于它侵入早 o得到

Ο 安徽省地矿局 vut地质队 o中国地质大学k北京l qt||s q铜陵地区铜 !金等矿床综合研究 q

Π 安徽省地矿局 vut地质队等 qt||x q安徽沿江重要成矿区铜及有关矿产勘查研究 q

suu                     矿   床   地   质                   ussw 年  

 
 

 

 
 

 
 

 



图 w  铜陵狮子山矿田金随深度变化趋势和推测深部岩浆演化示意图

k据黄许成等 ot||v改编 ~矿床平均品位数据引自 vut队勘探资料 Ο和唐永成等 ot||{l

t ) 东马鞍山组 ~u ) 南陵湖组 ~v ) 和龙山组 ~w ) 殷坑组 ~x ) 大隆组 ~y ) 龙潭组 ~z ) 孤峰组 ~{ ) 栖霞组 ~| ) 黄龙组 n 船山组 ~ts ) 五通组 ~

tt ) 钙碱性系列石英二长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tu ) 辉石二长闪长岩 ~tv ) 隐爆角砾岩筒 ~tw ) 铜矿体 ~tx ) 钼矿体 ~ty ) 金k银l矿体 ~

tz ) 细脉浸染型铜钼矿体 ~t{ ) 岩浆流体运移方向 ~t| ) 推测深部岩浆房 ~us ) 矿田边界 ~ut ) 矿床编号 ~uu ) 矽卡岩角砾岩筒

ƒ¬ªqw  ∂¤µ¬¤·¬²± ²©ª²̄§ º¬·« §̈ ³·«¤±§¬±©̈µµ̈§ √̈²̄∏·¬²± ²© °¤ª°¤¬±·«̈ §̈ ³·«²©·«̈ ≥«¬½¬¶«¤± ²µ̈©¬̈ §̄o

×²±ª̄¬±ªo �±«∏¬°µ²√¬±¦̈

k�©·̈µ�∏¤±ª ÷∏¦«̈ ±ª ·̈¤̄ qot||v ~§¤·¤²©¤√ µ̈¤ª̈ ªµ¤§̈ ²© §̈ ³²¶¬·¶©µ²° ×¤±ª ·̈¤̄ qot||{ ¤±§ �²qvut � ²̈̄²ª¬¦¤̄ °¤µ·¼l

t ) ⁄²±ª°¤. ¤±¶«¤± ƒ²µ°¤·¬²± ~u ) �¤±̄¬±ª«∏ ƒ²µ°¤·¬²± ~v ) �¨̄²±ª¶«¤± ƒ²µ°¤·¬²±~w ) ≠¬±®̈ ±ª ƒ²µ°¤·¬²± ~x ) ⁄¤̄²±ª ƒ²µ°¤·¬²±~y ) �²±ª·¤±

ƒ²µ°¤·¬²±~z ) �∏©̈ ±ª ƒ²µ°¤·¬²± ~{ ) ±¬¬¬¤ ƒ²µ°¤·¬²±~| ) �∏±¤ª̄²±ª ƒ²µ°¤·¬²± ¤±§ ≤«∏¤±¶«¤± ƒ²µ°¤·¬²±~ts ) • ∏·²±ª ƒ²µ°¤·¬²± ~tt ) ≤¤̄¦p¤̄2
®¤̄¬±̈ ∏́¤µ·½ °²±½²§¬²µ¬·̈pªµ¤±²§¬²µ¬·̈ ~tu ) °¼µ²¬̈ ±̈ °²±½²§¬²µ¬·̈ ~tv ) ≤µ¼³·²¥µ̈¦¦¬¤·̈§³¬³̈ ~tw ) ≤²³³̈µ²µ̈¥²§¼ ~tx ) � ²̄¼¥§̈ ±∏° ²µ̈¥²§¼ ~

ty ) �²̄§²µ¶¬̄√ µ̈²µ̈¥²§¼ ~tz ) ∂ ¬̈±̄ ·̈p§¬¶¶̈ °¬±¤·̈§≤∏p� ²²µ̈¥²§¼ ~t{ ) �¬ªµ¤·¬²± §¬µ̈¦·¬²± ²© °¤ª°¤·¬¦©̄∏¬§~t| ) �±©̈µµ̈§§̈ ³̈ °¤ª°¤¦«¤°p

¥̈µ~us ) �²∏±§¤µ¼ ²©²µ̈©¬̈ §̄~ut ) ⁄̈ ³²¶¬·±∏°¥̈µ~uu ) ≥®¤µ± ¥µ̈¦¦¬¤³¬³̈

的早期块状硫化物排除的金是充裕的 ∀这个过程中

形成的朝山金矿的品位高且储量也相对大 o矿床的

平均品位 ω�∏ty qwz ªr·k图 w之 £l o最高可达 twx

ªr·
Ο ∀

相对而言 o第二期钙碱性系列的石英二长闪长

岩1年龄在ktvx q{ ? t qtl �¤o吴才来等 ot||y2无法

再获取早期硫化物/ 馈赠0的大量金 ∀尽管存在明显

的热场排金效应 o但总体金含量已大大降低 o矿床中

金的平均品位通常只有 t ªr·左右 o但仍远高于深部

的冬瓜山k图 w ≠ ¥l矿床 ∀岩浆穿过硫化物层之后 o

使得岩浆岩体本身含铜增高 o成矿流体富铜 o如大团

山矿区k杜扬松等 ousssl ∀

然而 o第一期的辉石二长闪长岩富金和第二期

的石英二长闪长岩富铜并不意味着辉石二长闪长岩

具有富金而石英二长闪长岩具有富铜的专属性 ∀穿

过硫化物层的岩浆富金和铜本身就暗示着 o侵入到

狮子山矿田的岩体对同生沉积矿床进行叠加改造

后 o在较高的温度场 kuyx ∗ ttuy ε lk凌其聪等 o

t||{ ~王训诚等 oussu ~肖新建等 oussul作用下使岩

浆成分更加富铜 o而金在热场作用下被向上排出 o导

致金在高位富集k图 w之 � ≈ …   ¡l ∀因为只有那

些穿过黄龙组地层k/ 矿胚层0l的辉石二长闪长岩才

tuu 第 uv卷  第 u期          曾普胜等 }铜陵矿集区铜金矿床叠加改造过程中的排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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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的富金 o而像舒家店岩体那样未穿过矿胚层的

辉石二长闪长岩体并不富金 ∀

第三期岩浆岩在地表并未直接出露 o但其成矿

流体形成了/ 鸡冠石式0银金矿床 ∀这类矿床包括鸡

冠石银金矿床k图 w 之 ¤ l和包村金矿k图 w 之 ¢ l

等 ∀它们可能与更晚期的 !较低温度的富金k银 !硫

盐l成矿流体的叠加有关 o不属于第二期岩浆活动的

产物 ∀从野外产状看 o这些矿床中 o金集中于细脉

状 !网脉状的含炭质沥青p胶黄铁矿石英脉内 ∀石英

脉与煌斑岩脉密切相伴产出 o含银金的硫盐矿物k如

银黝铜矿等l !辉铋矿等低温热液矿物组合发育 o呈

近东西向和近南北向产出 o并穿切第二期岩体形成

的矽卡岩型矿体 o表明这期流体产出于更晚期的张

性地质背景中 ∀含金矿脉产状近东西向和近南北

向 o可确定本期流体是在北西p南东向挤压导致的近

东西 !近南北向引张的背景条件下形成的 ∀具有相

同产状的岩脉 o如铜官山花岗斑岩脉 kttw qzy ?

t q|xl �¤k曾普胜 oussul !新桥闪长玢岩脉 tts �¤

k�«¤¬ ·̈¤̄ qot||yl o与繁昌盆地火山岩年龄 tty �¤

k唐永成等 ot||{l相近 o说明本期成矿作用可能是与

富金的安粗岩系列的火山岩k于学元等 ot|{t ~• ¤±ª

·̈¤̄ qot||t ~邱检生 ot||ul有关的成矿流体叠加于铜

陵地块之上所致 ∀

铜官山矿田与狮子山矿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

笔山岩体规模较大 o侵入时基本与小铜官山的喷流

沉积型矿体重合 o因而岩体将大部分同生沉积的矿

体融入自身的成矿物质中而拥有更加丰富的铁和硫

k也包括铜 !金等l o只保留松树山矿段和笔山矿段深

部的同生沉积型矿体 ∀由于岩体就位的空间为铜官

山背斜核部 o相对位置较高 o氧逸度高 o因而矿石矿

物以氧化物k磁铁矿l为主 ∀相邻的马山金矿的岩体

虽然也侵入于同生沉积矿体内 o但与笔山岩体相比 o

主岩体并未大规模叠加到早期的块状硫化物之上 o

改造的温度场较冬瓜山要低些ktvs ∗ vxs ε o薛建寰

等 ot|{|l ∀这种温度较低和硫充分的条件适宜金的

沉淀富集 o因而在马山地区 o块状硫化物本身成为金

沉淀的最佳位置 o形成富大的矿体 ∀较笔山岩体而

言 o马山岩体的侵入位置偏离背斜核部 o就位深度

大 o氧逸度低些 o因而经岩体叠加改造后的矿体的矿

石矿物以硫化物k磁黄铁矿 !黄铁矿l为主 o氧化物

k磁铁矿l次之 ∀温度分带的作用 o致使叠加改造后

的金矿体通常位于岩体的上部k铅锌矿居于中间l ∀

小铜官山主矿体含金低 o是因为岩体已被剥蚀了相

当一部分 ∀在小铜官山剥蚀的大量氧化物废石中已

选出大量的金k王训诚 o个人通讯l o可推测其在被剥

蚀前的含金量较高 ∀如考虑铜官山矿田的剥蚀部

分 o其叠加改造后铜 !金分配的总体面貌当与狮子山

矿田的相似 ∀

w  结  论

ktl 铜陵地区的成矿物质来源具有二元性 ∀海

西期块状硫化物矿床可圈定独立的金k铜l矿体并作

为主要开采对象 ~燕山期岩浆热液矿床也具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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