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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武山铜矿；２．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摘　要：武山铜矿床是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中的重要铜矿床，该矿床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寻
找隐伏矿床潜力较大。文中通过直接追踪已知矿床的容矿地层向深部的延伸情况，进行成矿模式

类比和遥感资料解析，认为武山铜矿深部及边部具有较大的找矿空间，特别是狮子岛地区具有寻找

新大型铜矿床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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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世界各
国对铜的需求越来越大，各大铜矿矿山逐渐显现

“资源危机”。近年来，在已知矿床的深部及边部寻

找隐伏矿体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文中按照已知矿体

推延加成矿条件类比的思路，结合以往的地质勘查

工作，试图在武山铜矿深部及边部寻找具有成矿潜

力的有利地段。

１　成矿地质背景
１．１　区域地质特征

武山铜矿区地处扬子准地台（Ⅰ），下扬子 ～钱
塘台坳（Ⅱ１）西段，九江台陷（Ⅲ１），瑞昌 ～九江凹
褶断束（Ⅳ１）的东缘，郯庐 ～赣江深断裂与长江深
断裂交汇的西南侧，北与中朝准地台相接，南邻江南

台隆与华南地槽褶皱系。

区内出露主要地层有志留系巨厚碎屑砂岩、泥

盆系上统五通组（Ｄ３ｗ）含砾石英砂岩，石炭系中统
黄龙阶（Ｃ２ｈ），二叠系 ～三叠系碳酸盐岩。石炭系
～中三叠统碳酸盐岩建造是该区铜硫矿床的主要赋
矿层位。燕山和喜山期岩浆活动发育，而燕山期中

酸性岩浆岩分布广泛。２０多个岩体呈 ＮＷ向带状
出露于长江西南侧，是九瑞成矿带最重要的铜、金、

钼成矿母岩；远离此部位岩浆活动强度减弱，而在长

江沿岸附近岩体密集，规模稍有增大。构造以 ＮＥＥ
向断裂为主，古生代至中生代早期，长江中下游地区

呈近ＳＮ向拉张状态，形成了一系列 ＥＷ向断裂，为
含金属热液海底喷出活动及同时代层状铜（Ｆｅ、Ｓ、
Ａｕ、Ｐｂ、Ｚｎ、Ａｇ）矿床的堆积提供了有利场所。

中生代以后，经印支、燕山多旋回构造作用，褶

皱、断裂、岩浆活动十分发育，区域中具有一定规模

的基底断裂常成为岩浆上侵的通道，控制了浅部岩

浆房的部位、金矿田的区域展布。褶皱构造呈多个

背、向斜平行排列组成的复式构造，褶皱轴线由西至

东由ＮＥＥ逐渐转至 ＮＥ，总体为一向南弯曲的弧形
褶皱带。自北向南依次发育邓家山 ～通江岭向斜、
界首～大桥背斜、横立山～黄桥向斜、大冲～丁家山
背斜、乌石街～赛湖向斜、长山～城门湖背斜等。

区域断裂主要发育 ＮＥＥ向、ＮＥ向和 ＮＷ向３
组，ＮＥＥ向断裂是区内的主要断裂。早期的区域ＳＮ
向断裂挤压形成ＮＥ向、ＮＷ向剪断裂，多次构造活
动叠加改造，ＮＥ向断裂由张剪性转变为压剪性为主
的斜冲断层，ＮＷ向断裂则以正、逆断层形式出现，
控制了区域地层及矿化带形成与发育。受ＮＷ向和
ＮＥ向两组构造交叉形成的菱形网格控制，区域岩体
和矿床常常分布于构造交叉的结点。如城门山～丁
家山～狮子岛、武山 ～通江岭、铜岭 ～东雷湾、宋家
湾～宝山～丰山洞等均呈 ＮＷ向展布，而东雷湾 ～
通江岭、宝山～铜岭、宋家湾 ～武山、大冲 ～丁家山
等岩带则呈ＮＥ向分布。
１．２　矿区地质特征

（１）地层。矿区内出露志留纪、石炭纪晚世、二
叠纪、三叠纪早、中世等地层。志留系、石炭系黄龙

组下段由碎屑岩组成，其它时代地层主要由碳酸盐

岩组成。

（２）构造。横立山 ～黄桥向斜轴向北东东，轴
部隆起，形成“Ｗ”形复式向斜，西端扬起，向东倾
伏，三叠系中统嘉陵江组灰岩构成向斜核部，泥盆系

上统五通组至三叠系下统大冶组地层分布于向斜的

９４



两翼。断裂构造主要有北东东、北西～北北西、北东
向三组。北东东向断层发育于地层假整合面、岩性

差异较大的层间，早期以逆冲断层为主，后期转化为

正断层，北西～北北西向断层发育于矿区北部，为平
移断层，断距一般较小，对矿体走向连续性影响不

大；北东向为正断层分布于矿区南部，为平移断层，

规模小，为控岩、控矿构造。

综上所述，本区褶皱以及多数断裂在区域内成

矿作用前已定型，北西向断裂，特别是北西向的隐伏

基底断裂是导致岩浆上侵的主要通道，北西向断裂

与北东东及北东～北北东向断裂所在的结点是岩浆
上侵后集聚凝固的场所。成岩成矿后，各组断裂受

到改造而重新活动或产生部分新断裂，使岩体（矿

体）受到破坏，但错位不十分明显。

（３）岩浆岩。矿区岩浆岩比较发育，主要由花
岗闪长斑岩岩株及一些岩脉组成，成岩时代为燕山

早期。侵入顺序为：闪长岩、次英安斑岩→花岗闪长
斑岩→石英闪长玢岩→花岗细晶岩→煌斑岩。其中
花岗闪长斑岩与成矿有关。

（４）近矿围岩蚀变。围岩蚀变主要有大理岩
化、矽卡岩化、硅化、白云岩化、绿泥石化等。其中硅

化、白云岩化、绿泥石化与武山铜矿成矿关系密切。

２　找矿标志
综合九瑞矿田的区域地质特点，以及对武山矿

床的矿区地质特征，结合生产勘探资料，总结出以下

几点找矿标志。

２．１　地层标志
矿床（体）受假整合面、岩性差异面控制明显。

因为这些界面是构造脆弱部位，易产生构造断裂，为

含矿热液的运移和沉积提供有利空间。其实质受地

层岩性与构造联合控制。

（１）在中酸性斑岩体附近，五通组砂岩与黄龙
阶碳酸岩之间是主要赋矿层位。

（２）矿区与成矿有关的围岩主要是碳酸盐岩为
主，因含有较高的氧化钙、氧化镁。化学性质活泼，

易交代成矿或蚀变成有利于矿液充填交代的矽卡

岩。如：武山南矿带与花岗闪长斑岩接触的碳酸盐

岩围岩被含矿气液交代成含铜矽卡岩。

（３）地表所见到的铁帽是寻找硫化物矿床的直
接标志。

２．２　构造标志
岩浆与矿液的运移必须要有地质构造活动来提

供良好的运移通道和空间，因此构造对岩体 ～矿床
（体）在空间的分布起着重要作用。

本地区的岩体受到ＮＷ和ＮＥ两组构造交叉形
成的菱形网格控制。这两组构造交叉的结点即为岩

体、矿床（体）的分布位置，同时尚有 ＮＥＥ和 ＮＮＷ
向两组浅部构造叠合，构成复式菱形的网格构造。

如：武山岩体（矿床）～城门山 ～东雷湾 ～丰山洞等
岩体连线（呈 ＮＷ向）与大浪 ～宋家湾 ～狮子岛的
岩体或矿体（矿化点）连线（呈ＮＥ向）的交叉部位。
２．３　岩浆岩标志

区内所有花岗闪长斑岩体在空间分布相互依

存，形成时间属同期，为成矿提供大部分成矿物质，

故岩浆岩对成矿起着根本性作用。岩体与矿床在空

间分布上形影不离，主要体现在矿体产于岩体与围

岩的接触带以及岩体附近的围岩中。中酸性岩体是

寻找该类矿床的先决条件，是不可缺少的标志之一。

结合实际情况，有利成矿岩体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

点。

（１）岩体产状、形态及规模：浅成或超浅成侵
位，岩体在小侵入体中属较大岩体，一般在０．５ｋｍ２

左右。如城门山、武山、丰山洞、东雷湾岩体。

（２）成矿最有利的岩体岩石类型为花岗闪长斑
岩。

（３）化学成分：硅原子数大于１０８７，钾、钠原子
数大于１８４，Ｋ２Ｏ／Ｎａ２Ｏ比值大于０．９７。

（４）原生铜含量相对较高，武山含铜花岗闪长
斑岩含铜为１００×１０－６。
２．４　围岩蚀变标志

块状硫化物铜、硫矿体的围岩蚀变具有明显的

不对称性，矿体底板的含砾石英砂岩、砂岩中具强烈

的硅化、绢英岩化，Ｐ１ｍ灰岩中具白云岩化，而花岗
斑岩附近见大理岩化和矽卡岩化外，无矿化蚀变现

象。含铜斑岩矿体的围岩蚀变具有面型特征，有黄

铜矿化、黄铁矿化、钾化、硅化、绢云母化等。在花岗

闪长斑岩体的边部及顶部埋深１００ｍ以内的部分，
含铜量一般为０．０５％～０．１％。黄铜矿化强的部位
构成含铜斑岩矿体。矿化蚀变向内部逐渐变弱，直

至消失。

总之围岩蚀变主要有大理岩化、矽卡岩化、硅

化、白云岩化、绿泥石化等。其中硅化、白云岩化、绿

泥石化与武山铜矿成矿关系密切。

３　成矿模式
前人根据武山铜矿区成矿特征，建立了成矿模

式（如图１），该模式主要反映了：
（１）中深部大岩体控制矿田，其上的小侵入体

对矿床起明显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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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花岗闪长斑岩是中深部岩体结晶分异演化
的产物。

（３）两种不同围岩（砂岩和碳酸盐岩）环境，对
形成矿床（体）有影响。

（４）确定了两种不同矿体类型赋存的有利空间
部位。

图１　武山铜矿成矿模式图示

４　成矿预测
４．１　武山矿床深部预测

武山铜矿勘探期间仅控制到 －４００～６００ｍ标
高，局部了解到 －８００ｍ标高。从矿体向下延伸方
向，仅个别剖面控制了矿体尖灭。根据构造、地层、

岩体向边部、深部延深状况，武山铜矿深部应有很好

的前景。其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条。

（１）经个别钻孔控制向下延伸到 －８００ｍ标高
仍没有尖灭，表明其深部尚有一定远景。

（２）控制矿体的聚矿界面（岩性差异面 ＋层滑
断裂面）向南东倾斜延伸达－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ｍ标
高以下与接触带交接复合，表明该控矿界面尚有一

定的延伸。

（３）矿体长度随深度的增大而减小，厚度往深
部增大。

４．２　矿床边部预测
根据成矿地质条件及地球物理异常、地球化学

异常、遥感地质解译等提供的信息，与成矿模式类比

而确定距武山矿区东部约５ｋｍ处的狮子岛地区具
极大寻找新铜矿床的潜力。其依据主要有以下几

条。

（１）本区所处褶皱构造和分布的地层、岩性与
武山铜矿相同，具对成矿有利的碳酸盐岩建造和重

要的聚矿界面（黄龙组下段碎屑岩与黄龙组上段的

碳酸盐岩接触面）。

（２）存在浅隐伏成矿岩体。从区域成矿模式和
找矿标志得知，岩体成矿的先决条件是矿床预测的

重要对象（标志）。该隐伏岩体位于狮子岛西南赤

湖水域中，在狮子岛附近有岩浆活动，已知有石英闪

长玢岩和花岗闪长斑岩脉９条，花岗闪长斑岩的岩
石结构与武山岩体类似；结合已知岩体，在遥感图

像上存在环形图像显现，因此利用遥感图像可以预

测为隐伏岩体（浅部）信息；该地区有航磁△Ｔ异常
两处，其中有一处地磁异常有４个异常中心，经△Ｔ
插值切割区域异常和上延１００ｍ后，异常形态变得
简单，呈等轴状，表明在较下部位为一个较大的隐伏

岩体，地磁异常（上延１００ｍ）４０ｎＴ的范围是隐伏岩
体的赋存部位。

（３）处在有利的构造部位。控制城门山、丁家
山岩体（矿床）的ＮＷ向基底断裂与ＮＥ向基底断裂
的交汇处与预测的隐伏岩体位置也相吻合，同时三

者（狮子岛、丁家山、城门山）呈 ＮＷ向基底断裂具
等距分布规律。此外 ＮＥＥ向层间断裂（容矿构造）
在隐伏岩体间通过，其构造组合形式与武山矿区相

似。

（４）在近地表发现了块状硫化物矿体，其赋矿
层位、矿石类型与武山北带矿体基本一致，根据矿带

内组合特征，预示其附近存在与该矿体有密切联系

的隐伏花岗闪长斑岩体及矽卡岩型铜矿。

（５）１９７１年赣西北地质大队在狮子岛地区施工
钻孔７个，投入工作量２４０９．４４ｍ发现的块状硫化
物矿体赋存在五通组与黄龙组的岩性差异面的层间

断裂带中，现控制长度２７０ｍ，向下控制到 －２００ｍ
标高，沿走向和倾向均未尖灭。矿体浅部已氧化成

褐铁矿，向下为含铜黄铁矿，含铜超过０．５％，硫最
高可达４３．２６％，目前发现的赋矿层位、矿床类型与
武山矿区北矿带颇为类似。但是由于受湖水限制，

走向和倾向上均未进一步进行追索控制，表明该地

区存在较大的远景。在岛上施工的钻孔中，见到具

有找矿标志的大理岩化、石榴石矽卡岩化、绿泥石

化、绿帘石化、硅化、沸石化。其中大理岩化分布范

围较广，黄龙组灰岩几乎全部大理岩化。

５　结　论
经过直接成矿模式类比、遥感资料解析等途径，

研究发现距武山铜矿东部约５ｋｍ的狮子岛地区具
发现大型铜矿床的巨大潜力。武山铜矿在今后的找

矿工作中应特别加大对狮子岛地区的研究力度，争

取发现新的大型铜矿床，为九瑞矿田找矿研究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同时武山铜矿深部亦需加强研究，

摸清武山矿床的深部矿体延伸情况，必要时可布置

钻孔进行深部控制。（下转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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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白云石（硫化物浸染）镜下照片
弱矿化硅质岩岩石组分以细粒不规则交错结合的石英为主，含不规

则团斑状，以不规则镶嵌结合为主的中细粒石英集合体，呈无序分

布，组成斑杂状构造。含少许稀散分布的细粒碳酸盐含稀浸状矿化。

ｄ＝３．２ｍｍ（＋）

１．１２　方解石
方解石有时与石英紧密共生，充填在断裂破碎

带内，形成十分粗大的方解石、石英脉体，往往在其

附近一定会出现较富的铅锌矿体。而那些十分粗大

的干净的白色方解石，多充填在断裂破碎带晶洞内，

形成方解石晶簇，属于成矿作用最晚期的碳酸盐化

的产物，无铅锌矿化，可作为成矿结束的标志。

镜下方解石白色 ～灰白色，较大的半自形 ～自
形晶粒状结构，围岩受热液的影响重结晶，晶粒粗大

且自形，具菱形切面（图１５），附近见灰黑色半透明
矿物为闪锌矿。

图１５　方解石镜下照片
脉状萤石～闪锌矿化含石英细晶岩沿碳酸盐化硅质裂隙被萤石充

填，围岩接触带边缘碳酸盐结晶粗大且自形具菱形切面，灰黑色半透

明矿物为闪锌矿。ｄ＝３．２ｍｍ（－）

１．１３　萤石
主要产出在银厂沟矿段１０＃矿带。镜下常见沿

碳酸盐岩裂隙充填呈脉状的萤石，含少许灰色细粒

团斑石英包裹体（图１６）。
在对光片镜下金属矿物的相对百分含量进行统

计后，发现无论是野外还是坑道中采取的样品都有

一个特点：①方铅矿和闪锌矿占金属矿物总量大于

８０％；②方铅矿和闪锌矿两者的相对含量变化比较
大，有的矿石就以方铅矿为主，有的矿石以闪锌矿为

主，总体以方铅矿为主；③镜下都可见大量的次生氧
化物矿物的存在。

图１６　萤石镜下照片
稀浸状矿化含萤石碳酸盐化硅质岩脉状充填的萤石，含少许细粒石

英包裹体及碳酸盐细脉侵入，沿围岩接触带局部石英较富集及碳酸

盐明显重结晶。ｄ＝３．２ｍｍ（－）

２　结　论
通过对宁南县银厂沟～骑螺沟铅锌矿床矿石光

片和薄片观察，明确了矿物的种类、含量、粒度及其

矿物间相互关系。虽然矿区的矿物种类比较简单，

主要是方铅矿和闪锌矿，但是矿物的标型特征以及

矿物组合表明了该矿是一个典型中、低温热液矿床，

反映了矿床经历了一个普遍的中低温成矿阶段。矿

物常见裂隙填充现象，矿物形成与热液活动关系明

显，矿床的形成与热液密不可分。大量次生氧化物

的出现，比如闪锌矿的边缘局部可见菱锌矿，方铅矿

的边缘有白铅矿和铅矾，以及斑铜矿和黄铜矿的氧

化产物铜蓝，以及具有黄铁矿假象的针铁矿，这些硫

化物及其对应的氧化物无不反映了矿床形成后经历

了不同程度的次生氧化作用阶段。氧化矿石在选矿

过程中，必须增加脱硫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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