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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城门山块状硫化物矿床

地质特征及成因研究

王忠玲

(江 西省地质矿产翰西北大队 )

提 要 本文论述了城门山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
、

矽卡岩型铜矿
、

斑岩型铜矿
、

斑岩型翎矿
、

铁帽

型铁矿和铁帽型金矿的矿床地质特征
、

控矿因素
、

主要成矿物理化学条件及成矿作用 该矿床有海

底喷气或热泉和岩浆热液两种成因
,

海西
、

燕山和表生三个成矿期
。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属海底喷

气或热泉沉积形成
,

而城门山多金属铜矿是复成因矿床
。

关键词 城门山 矿床 海底喷气或热泉 块状硫化物 矽 卡岩 斑岩 铁帽

矿区地质

矿区位于下扬子坳陷的西部
,

九江一瑞昌褶断束的东南部
,

长山一城门山倾伏背斜东段的

北翼
。

l
.

J 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有志留系
、

石炭 系
、

二
一

叠 一三叠系及第四系(图 1 )
。

志留系出露有中统 罗惹坪组和上统纱帽组
,

为浅海相碎屑岩类
,

主要为泥岩夹砂质页岩和

砂岩夹粉砂岩
、

砂质页岩
。

石炭系中统黄龙组分上
、

下两段
。

下段为滨海相碎屑岩
,

主要为含砾石英砂岩
、

石英砂岩夹

粉砂岩及少量凝灰质砂岩
,

产有少量的同生沉积结核状黄铁矿
。

上段为浅海相沉积
,

下部为白

云质灰岩
,

上部为纯灰岩
。

二叠一三叠系主要为浅海相的碳酸盐岩
。

第四系为沿江滨湖相沉积和残
、

坡积物
。

1
.

2 构造

矿区位于长山一城门山倾伏背斜东段的北翼
。

地层走向北东东
,

与区域主构造线方向基本

一致
,

倾向北北西
,

倾角 4 50 一 6 50
。

区内次一级褶皱也比较发育
。

断裂构造主要有走向北东东
、

北东一北北东
、

北西 一北北西三组
。

断裂的形迹较复杂
,

显示长期多次活动特点
,

其中 F ,

成矿

后的活动尤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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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s以一志留系罗惹坪组
; s3

~ 志留系纱

帽组
; c Zh l

一 石 炭 系 黄龙 组 下段
;

cZ h Z
一石炭系黄龙组上段

; Pl q ~ 二叠

系栖霞组
; Pl m 一二叠系茅 口组

; pZ I一

二叠系龙潭组
; p Z

~ 二叠系长兴组
;

Tl d一三叠系大冶组
; Fl 一20 一断层编

号 ;

BK 一溶蚀洼地堆积物
;

恢一花岗

闪长斑岩
; Q :
一石英斑岩

;

sK 一矽卡

岩
; si 一硅质岩

,
Fe 一 褐铁矿体

,

cu Py

一块状硫化物型铜硫体
; l一背斜轴

及倾伏方向
; 2 一不整合界面

; 3 一构

造角砾岩月一铁帽型金矿体

Fig

图 1 城门山矿区地质略图

G e o lo乡ca l m a P of Che
n g rn e妇sha n Mln e

表 1 城门山岩桨岩成岩时期表

Ta b le 1 G e o lo gi ca l a g e
of Ina g m a r

oc ks in C he n 目m e n s址In M in e

样样品编号号 岩 石 名 称称 测 定 矿 物物 测定方法法 年龄值值 成岩岩 测试单位位

(((((((((((M a ))) 时期期 测试时间间

6669 一 G 一 555 石 英 斑 岩岩 全 岩岩 K 一 A ttt 1 1888 燕山山 贵阳地化所所
晚晚晚晚晚晚晚期期 1 9 7 1

.

333

GGG 555 石 英 斑 岩岩 全 岩岩 R b 一S ttt 10 33333 贵阳地化所所
111111111111111 9 7 222

6669 一G 一 666 花 岗 闪 长 斑 岩岩 黑 云 母母 K 一A ttt 1 5 333 燕燕 贵阳地化所所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19 7 1 444

6669 一 G 一 888 花 岗 闪 长 斑 岩岩 黑 云 母母 K 一A lll 1 4 888 早早早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门门 999 花 岗 闪 长 斑 岩岩 黑 云 母母 K 一A rrr 1 4 22222 桂林冶金研究所所
111111111111111 97 2

.

999

CCC一 2 000 花 岗 闪 长 斑 岩岩 全 岩岩 R b 一 S ttt 1 5 ))))) 宜昌地矿研究所所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时线线线线 1 9 8 6
.

111
CCC一 5 000 花 岗 闪 长 斑 岩岩 斜 长 石石石石石石

CCC一 5 000 花 岗 闪 长 斑 岩岩 磷 灰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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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岩桨岩

燕山期浅一超浅成相的中酸性杂岩体呈岩株状侵入
,

出露面积约 IK m Z 。

岩体在平面上近

似等轴状
,

垂向上为筒状
,

以 75
。

向北北西倾斜
。

杂岩体由花岗闪长斑岩
、

二长花岗斑岩
、

石英

长石斑岩
、

糜细石英斑岩
、

晶屑石英斑岩
、

石英安山粉岩构成
。

其中
,

以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斑岩

为主体
。

据 K一 A r 、R b一sr 同位素测定结果 (表 1) 与岩体地质特征分析
,

花岗闪长斑岩属燕山

早期的产物
;石英斑岩形成于燕山晚期

。

2 矿床地质

2. 1 矿床特征
“

2. 1. 1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产于海进程序地层中
,

受固定层位控制
,

顺层矿化明显
。

矿体与地

标高l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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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5 35 一志留系纱帽组

, c Zhl 一石炭系黄龙组下段
; C Zh Z

一石炭系黄龙组上段
; Pl q一二叠系栖霞组

; Pl m 一二叠

系茅 口组刃一第四系
‘M b一大理岩

, si 一硅质岩
;

sK 一矽卡岩
; 丫6扮一花岗闪长斑岩

, l一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
; 2 一矽

卡岩型铜矿
; 3 一斑岩型铜矿

; d一含铜硅质岩
; 5 一构造角砾岩

图 2 城门山矿区纵剖面地质略图

Fi g
,

2 Lo n gj t u d 1n ai Pr of ile of Ch e n g m e n sha n M in e

层成整合关系
,

两者成同步褶曲
。

主矿体产于黄龙组上段的下部 (图 2
.

3)
。

黄龙组上段的中上

部也有些矿体产出
,

但规模小
,

分布零星
。

主矿体规模大
,

形态简单
,

呈似层状产出
,

延长 2 4 0 0 余米
,

倾斜延伸近 1 0 0 0 米
,

一般厚 10

~ 30 米
,

最厚达 75 米
,

厚度变化系数为 63
.

5 %
,

属较稳定类型
,

小矿体的产状形态比较复杂
,

呈扁豆状
,

透镜状产出
,

延长一百到几百米
,

一般厚 1一 1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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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 《米)

图例说明
:

菠魏
。

4 0 0 6 0 0

匡昌
,

四皿
3

瞬{翻
;

1 2 00 〔米 ,

瞬翻
5

压二国
。

阮一志留系纱帽组
, Q hl 一

石炭系黄龙组下段
; Pl 口一

二叠系矛 口组声以一二叠系

龙潭组
; 几~ 二叠 系长兴

组
‘T川一三 叠 系 大 冶组

;

Fl 一断层编 号
, M卜一 大理

岩
, sl 一硅 质岩

;

sK 一 矽卡

岩曰6 ”一 花 岗 闪 长 斑岩
;

Q :
一石英斑 岩

; F七- -
褐 铁

矿 ; l 一块状硫化物 型铜硫

矿 ; 2 一矽卡岩型钥矿
; 3 一

斑岩型铜矿 门 一含钢硅质

岩
; 5 一斑岩型翎矿

; 6 一 构

造角砾岩

图 3 城门山矿区横剖面地质略图

F堪
.

3 cr oss sec ti on of C he
n g m e n sha n M in e

赋矿地段
,

矿体与赋矿地层的厚度成反消长关系
,

在局部矿体厚度大的部位
,

赋矿地层已

完全为矿体所取代
。

近矿围岩矿化蚀变明显不对称
。

矿体底板围岩具强烈硅化
、

绢英岩化和黄铜矿
、

黄铁矿等

矿化
,

矿化强的地段形成一些规模小
、

分布零星的铜或硫矿体
。

而矿体顶板的灰岩只有靠近岩

体附近才有矽卡岩化
、

大理岩化和一些矿化现象
,

远离岩体的部位无矿化蚀变
,

为正常灰岩
。

矿石类型主要为含铜黄铁矿
,

次为黄铁矿
、

含铜碳酸盐岩
、

含铜硅质岩
、

铅锌矿石
、

少量的

含铜矽卡岩
、

含铜磁铁矿
、

矿石具有垂直分带现象
。

黄铁矿矿石主要产于矿体的底部
,

城门山区

段主体的底部该类型矿石最大厚达 21 米
,

延长 4 00 余米
。

含铜黄铁矿多出现于主矿体的下部
。

含铜矽卡岩
、

含铜磁铁矿仅出现于靠近岩体的部位
。

其余的矿石则主要分布于主矿体的中上部

和其他小矿体当中
。

矿石以疏松块状构造 (俗称粉沫状矿石
,

用锤轻敲矿石即成粉砂状)为主
.

,

次为致密块状
、

条带状
、

层纹状
、

揉皱和角砾状等构造
。

在主矿体中矿石构造也具明显的垂直分带现象
,

角砾状

构造多出现于底部
,

中部以层纹状
、

琉松块状构造为主
,

条带状构造则多出现于上部
。

矿物颗粒

较细
,

粒径多小于 1 毫米
。

其中
,

黄铜矿粒径小于或等于 0
.

104 毫米的占 80 %以上 ;
黄铁矿粒

径小于或等于 0
.

9 91 毫米的占 90 写以上
。

矿石以半自形一他形晶粒结构为主
,

次为 自形晶粒

结构
,

少量的鲡状
、

球粒状
、

交代和熔蚀等结构
。

矿石的矿物成分较复杂
。

矿石矿物以黄铁矿为主
,

一般占矿物总量的 60 %以上
,

多者达 70

一 8 0 %
;
次为黄铜矿

、

辉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少量磁黄铁矿
、

毒砂
、

白铁矿
、

砷黝铜矿等
;
微量

的磁铁矿
、

赤铁矿
、

辉钥矿
、

辉秘矿
、

自然金
、

银金矿
、

自然银
、

自然铜
、

孔雀石
、

兰铜矿等
。

矿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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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般占矿物总量的 75 %以上
,

多者达 80 ~ 90 %
。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

玉髓
、

碧玉
、

碳酸盐类

等矿物
,

少量矽卡岩类矿物
。

矿石的主要经济组分为铜
、

硫
。

铜的品位一般 1一 2 %
.

品位变化系数为 51
.

7 %
,

属较均匀

类型
,

硫的品位多为 25 一 30 % ;
次为伴生与共生的铅

、

锌
。

产于黄龙组上段 中上部的小矿体以

铅
、

锌 为主
,

仅部分地段铜的品位达工业要求
;
伴生的金

、

银
、

砷含量较高 (表 2 )
,

局部地段金
、

银品位达边界品位
,

少量样品达工业要求
。

矿床中的黄铁矿
、

黄铜 矿含金分别为 0
.

6 3 9 /t 和

119 /t
,

在各类矿床中也是最高的
。

矿床中的铜
、

硫
、

铅
、

锌富集规律具有地层学分带特征 (表 3 )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自低层位

的矿体到高层位的矿体
,

铜
、

硫的品位从高到低
,

而铅
、

锌品位则与铜
、

硫的情况相反
。

T a bl e

表 2 各类矿床伴生的金
、

银
、

砷品位

C o n te n t o f A u ,

A g , A s a ss oc ia t e d w it h d if fe r e n t o r e
血卯

sits

矿矿 床 类 型型 样品个数数 金品位(g /t ))) 银品位(g /t ))) 砷品位 (% )))

块块 状 硫 化 物 型 铜 硫 矿 床床 1 0555 0
。

4999 1 4
.

6 111 0
.

0 4 888

矽矽 卡 岩 型 铜 矿 床床 2 4999 0
.

2 333 9
.

7 888 0 0 2 222

斑斑 岩 型 铜 矿 床床 15 555 0
.

1777 6
.

1 666 0
.

0 1 555

斑斑 岩 型 钥 矿 床床 16 777 0
.

0555 1
.

0888 0
.

0 0888

铁铁 帽 型 铁 矿 床床 2 111 0
.

3999 1 8
.

999999

表 3 不同层位的矿体铜
、

硫
、

铅
、

锌品位

Ta ble 3 C 一 ,

S
,

P b
,

Z n gr a d e o f o r e 以x 」ies in d iffe r e n r h o r iz o n s

赋赋 矿 层 位位 品 位 (% ))) 备 注注

CCCCC uuu SSS P bbb Z nnnnn

黄黄龙组组 中 上 部 的 矿 体体 0 3住住 < 2 8
.

8 555 2
.

0555 2
.

6 555 中 仁部的矿 体
,

有些样品黄铁矿的含含

上上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量甚少
,

未分析硫硫「「「 部 的 矿 体体 1
.

3 333 3 1 3 333 0 4777 0
.

6 00000

燕山期的岩浆侵入和热液活动
,

对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进行了改造和叠加成矿作用
,

破

坏了矿体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

使其复杂化
,

产生 了一些岩浆热液成矿的特征
。

如矿体被岩体切

割
,

z K 1 41 钻孔见厚 3 米的石英斑岩脉切穿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
;
岩体和矽卡岩型矿体中有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的矿石角砾和残留体
;
靠近岩体的矿体围岩发生 了矽卡岩化

、

大理岩

化
、

硅化和黄铁矿
、

黄铜矿等矿化
; 出现 了物相转化

、

黄铁矿变为磁黄铁矿
,

菱铁矿被磁铁矿交

代
;
部分矿物发生了重结晶

,

胶黄铁矿变为晶质黄铁矿
一

; 矿石中出现了较多的充填
、

交代
、

熔蚀

等岩浆热液成矿的结构等
。

2
.

1
.

2 矽卡岩型铜矿床

矿体产于岩体的接触带与岩体中灰岩悬垂体
、

捕虏体内
,

矿体形态复杂
、

变化大
。

接触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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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体呈蛇曲状
、

豆荚状
,

产状与接触带一致
。

悬垂体与捕虏体中的矿体多呈透镜状
,

矿体的规

模大小不等
,

一般一百到几百米
,

厚 5 ~ 30 米
。

矿体围岩具有热液充填交代成因矿床的矿化蚀变特征
,

主要为矽卡岩化
、

大理岩化和硅化

等
。

矿石以致密块状构造为主
,

次为浸染状
、

脉状等构造
,

具热液充填交代成矿的各种典型结

构
。

矿石矿物成分比较复杂
,

矿石矿物以黄铁矿为主
,

次为黄铜矿
,

少量的方铅矿
、

闪锌矿
、

磁

铁矿
、

磁黄铁矿等
。

硫化物总量一般不超过 30 %
。

脉石矿物主要为矽卡岩类和碳酸盐类矿物
。

矿石的主要经济组分为铜
,

品位变化大
,

一般 1 %左右
,

伴生少量硫
、

铅
、

锌
、

金和银等
。

硫

的含量一般不具工业意义
,

只有当矿体中有大量的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残留体时
,

硫才达工

业品位
。

有用组分空间变化无明显规律
。

2. L 3 斑岩型铜矿床

矿体产于石英斑岩体的上部和边缘
,

以及石英斑岩体外接触带的花岗闪长斑岩中
。

主矿体

呈近水平的席状产出
,

其余矿体多呈透镜状
。

矿体的形态不规则
,

产状变化大
。

矿体的边界不

清
,

与围岩成渐变关系
。

矿体延长几十到几百米
,

厚几到几十米
。

矿体的围岩具斑岩型矿床的

一般矿化蚀变特征
。

矿石多为浸染状及细脉浸染状构造
。

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

次为黄铜矿
、

辉铜矿
,

少量的辉相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硫化物总量一般不超过 20 %
。

脉石矿物主要有长

石
、

石英和少量的云母等
。

铜的品位低
,

一般不超过 1 %
。

2. 1. 4 斑岩型相矿床

矿体位于岩体的中部
。

主矿体产于石英斑岩体的中下部及石英斑岩与花岗闪长斑岩体的

接触带部位
,

呈不规则塔状产出
,

其余矿体多呈透镜状
。

主矿体长与宽为 30 0 x 36 0 米
,

延探达

5 0 0 米以上
,

往深部并有变大的趋势
。

矿体围岩具斑岩型矿床的一般蚀变特征
。

矿石矿物主要

有黄铁矿
、

辉钥矿
,

次为黄铜矿
,

少量辉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硫化物总量一般在 15 % 以下
。

脉石矿物主要有长石
、

石英和少量云母等
。

矿石的经济组分为钥
,

品位较低
,

多为 0
.

02 一 0
.

05 %
,

往深部有增高趋势
。

2. L S 铁帽型铁矿床

矿体产于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和矽卡岩型铜矿体的浅部氧化带中
。

矿体的产出形态不

规则
,

多呈透镜状产出
,

少数小矿体为囊包状
、

矿体延长几十到几百米
,

厚几到几十米
。

矿石具

块状
、

皮壳状
、

多孔状及峰巢状等构造
。

矿石矿物主要为褐铁矿
,

占 60 一80 %
,

残留少量的硫化

物矿物和一些铜
、

铅
、

锌的氧化物
,

微量的自然金
、

自然银
、

自然铜等
。

矿石的 T Fe 多为 20 一

3 5 %
,

由于含杂质较高
,

目前尚未利用
。

2
.

1
.

6 铁帽型金矿床

矿体均产于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浅部的氧化带中
,

多呈透镜状产出
,

延长一百到几百

米
,

厚 5一20 米
。

厚度变化系数为 89 %
,

属不稳定类型
。

与铁帽型铁矿相 比
,

矿石除金
、

银类矿

物含量较多及品位达工业要求以外
,

其结构构造
、

物质组分等与铁帽型铁矿基本相同
。

矿石的

主要经济组分为金
,

次为银
,

伴生少量铜
、

铅
、

锌
、

秘
。

金的品位变化大
,

一般 3一 7 9 /t
,

品位变化

系数为 1 39 %
,

属不均匀类型
,

银的含量较高
,

多达边界品位
,

部分地段达工业品位
,

可综合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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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的氧化带
,

据矿石的氧化程度和出现的矿物组合
,

可进一步划分为

淋滤
、

金银次生富集
、

铜硫次生富集三个亚带
。

在金银次生富集亚带中
,

矿体厚度最大
,

金
、

银品

位也最高
。

2. 2 成矿机制

2. 2
.

1 成矿物质来源

从不同类型矿床的黄铁矿硫同位素组成 (表 4) 和黄铁矿中 c o/ Ni 值 (表 5) 可看 出
,

黄铁矿

的硫同位素组成与 c o/ Ni 值
,

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黄龙组下段地层中的结核状黄铁矿
,

户S 具较大的负值
,

变化范围大
,

c o/ Ni 值仅为
0

.

4 9
,

具有陆源物质同生沉积形成的特征
。

另一类是各矿床中的 沪s 基本相 同
,

富重硫
,

变化范

围小
,

均值低
,

与陨石的 洲S 相 比偏差不大
,

样品的直方图具塔式特征
;
黄铁矿中 C o/ Ni 值

,

除

了一个胶黄铁矿为 0
.

83 外
,

余者均大于 1
。

表明成矿物质源于上地慢或下地壳
,

同时混人了部

分围岩物质
。

各矿床中的硫同位素及黄铁矿中的 C o/ Ni 值又有一定差别
,

这是矿床类型
、

成矿

期
、

成矿作用不同的物理化学条件的客观反映
。

表 4 不同类型矿床黄铁矿的硫同位紊组成

Ta bl e 4 5
一

is t o pe e

om PO sitio n fo r Pyr it e in d if fe r e n t or e d e 户治its

矿矿 床 类 型型 样品数数 6 3 刁S (%。))) 备 注注

(((((个 ))))))))))))))))))))))))))))) 变变变变化区间间 平均值值值

块块 状 硫 化 物 型 铜 硫 矿矿 2 111 1
.

7 ~ 4
.

888 2
.

999 斑岩型铜矿和斑岩型 钥矿为同一一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矿期的产物
,

硫同位素按含矿岩岩

含含 矿 花 岗 闪 长 斑 岩岩 1 777 1
.

2 ~ 5
.

333 2
。

999 石类型测定的
。。

含含 矿 石 英 斑 岩岩 888 2
.

1 ~ 5
.

333 3
。

66666

矽矽 卡 岩 型 铜 矿矿 4 111 1
.

8 ~ 5
。

666 3
.

33333

黄黄 龙 组 下 段 结 核 状 黄 铁 矿矿 222 一 3 5
.

3~ 一 3 0
.

111 一 3 2
.

77777

据城门山
、

武山铜矿地质
, 19 8 9

表 5 不同类型矿床的黄铁矿
、

胶黄铁矿中钻
、

锐含最及比值

Ta bl e 5 C o
/ N i r atio a n d th 比 co n t e n t 加 p y r ite a n d P打

。g e Ute for dif fe r e n t or e d e Po slts

矿矿 床 类 型型 矿 物物 样品数数 含量 (PP m ))) 比值值

(((((((个 ))))))))))))))))))))))) ￡￡￡￡￡OOO N iii 山/ Niii

块块状硫化物型型 黄 铁 矿矿 1999 4 111 3777 1
.

0999

铜铜 硫 矿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胶胶胶 黄 铁 矿矿 lll 1 999 2 333 0
.

8 333

矽矽卡岩型铜矿床床 黄 铁 矿矿 1999 1 6 666 4 666 3
.

6 111

斑斑岩铜矿
、

斑岩钥矿矿 黄 铁 矿矿 l333 3 4 777 1 7 666 1
.

9 777

黄黄龙组下段砂岩
{{{
黄 铁 矿矿 444 2 222 4 555 0

.

4999

据地矿部南京地矿研究所
,

19 8 8

2
.

2
.

2 成矿的物理化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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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矿床的氢
、

氧同位素组成及成矿温度见表 6
。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与石英相平衡

表 6 不同类型矿床的氢
、

叙同位素组成

几bl e 6 H
,

0 is ot o
pe

e o m P0 sltio n fo r d iffe r e n t o r e d e Po sits

矿矿床类型型 样号号 产 状状 被测定定 同位素值(编))) 温度度 6 1 8 0 H 2 000

矿矿矿矿矿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 )))))66666666666 18000 6〔怕20000000

(((((((((((S M O W ))) (S M O W )))))))

块块状硫化物物 C 222 z K 7 1 8
,

石英英 石英英 1 2
.

3 444 一 6 9
.

000 1 2 000 一 8
。

7 000

型型铜硫矿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CCCCC 3 ---

方解石脉脉 方解石石 1 6
.

7 000 一 5 6
。

777 15 000 3
。

4 555

矽矽卡岩型型 C i oooo

矽卡岩中的石榴石石 石榴石石 5
.

4 55555 39 0
。

4 2 000 7
.

3 9 ~ 7
.

4 000

铜铜 矿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CCCCC 3 ,, 矽卡岩中的石英英 石英英 1 1
.

4 22222 3 4 000 5
.

8 333

斑斑岩型铜矿矿矿 花岗闪长斑岩岩 黑云母母 7
.

0 777 一 8 1
。

666 5 8 666 9
.

6 222

床床 和 斑斑斑 中的黑云母母母母母母
尸尸

岩岩型钥矿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CCCCC 3 3 ---

石英斑岩中中 石英英 10
.

000 一 7 3
.

0 111 5 8 666 8
.

5 555

的的的的石英斑晶晶晶晶晶晶晶

含含含含矿石英脉脉 石英英 1 3
。

0 666 一 7 3
.

0 111 3 2 0
,

4 2 000 6
.

9 5 ~ 9
.

4 222

石石石石英斑岩中中 方解石石 1 6
.

2 111 一 7 7
。

222 1 5 000 2
.

9 666

的的的的方解石脉脉脉脉脉脉脉

据地矿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

1 98 8

水的氧同位素 6“0 0 2。

一
8

·

7编
.

(据 Bla tte r

19 7 5 公式
: 1 0

3 In a 石英冰 = 3
.

6 5 又 1 0
6 T 一 ’一

2
.

5 9 计算
,

适 用于 1 0 0一 2 0 0 oC )
。

在 6 , 日

氏
2 。
一犯 相关图上

,

投点落在大气降水附

近
,

表明成矿溶液主要为大气降水
,

结合区

域资料分析
,

有少量的地层水
、

岩浆水参

与
。

而矽卡岩型铜矿床的为 5
.

83 编
,

斑岩

型铜矿和斑岩型钥矿床的则为 6
.

95 一 9
.

4 2 %
。

(据 c la y to n 1 9 7 2 公式
: 1 03 In a 石英冰 =

3
.

3 8 只 l o 6T 一 2
一 3

.

4 计算
,

适 用于 2 0 0 一

5 0 0 ℃ )
,

在 己‘日O H : 。
一 6 D 图上投点落在岩浆

水附近
。

表 7 各类矿床的成矿盐度

Ta bl e 7 5 目in lty Of d iffe r e n t o r e d e Po slts

矿矿床类型型 盐度(N ac 一)w t %%%

块块 状 硫 化 物 型 铜 硫 矿矿 1 0 ~ 2 000

矽矽 卡 岩 型 铜 矿矿 15 ~ 3 777

斑斑 岩 型 铜 矿矿 4 9 ~ 5 333

斑斑 岩 型 钥 矿矿 6 000

据谢奕汉
,

李若海
,

1 9 8 3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成矿温度有小于 100 ℃
、

1 00 一 2 00 ℃
、

2 00 一 2 50 ℃三个区间
,

均较

低
。

矽卡岩型铜矿主要形成于 3 40 一 42 0℃
。

而两类斑岩型矿床的成矿温度为 32 0一 4 20 ℃
。

各



第六卷 第
,

期 王忠玲
:

江 西城门山块状硫化物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研究

矿床的成矿压力差异较大
,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为 20 只 」J Pa
,

而矽卡岩型铜矿床和两类班

岩型矿床则为 56 x l。“一 3 60 x l护Pa
。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的 PH 值为 6
.

47 一 7
.

6 1
,

属酸性

弱碱性环境
。

fo
?
一 l。 ‘刹

一 ! O一 5 。 ,

fs : 一 附
’3 ,

以 H Zs
、

H s 一

为主
。

矽卡岩型铜矿床和两类斑岩型矿

床的 p H 为 7
.

7 一 9
.

8
,

属弱碱性环境
,
fo Z

~ 1 0 一 3 8
·

fs :
~ 10

一 ‘3

一 1 0 一 ‘’ ,

以 5 0 通
一 、

S鑫
一

为主
。

各矿床

成矿溶液的盐度差别较大 (表 7 )
。

2
.

2
.

3 成矿作用的讨论

矿区北西方向直距 15 公里处的武山
,

黄龙组上段的下部有与地层成整合关系的似层状
、

透镜状产出的英安岩
、

晶屑凝灰岩等火山岩
〔‘二 ,

并有海底喷气或热泉沉积的块状硫化物型铜硫

矿体
!
一

2
·

” 。

矿区 西直距 26 公里的高丰铁帽型金矿
,

矿体中发现英安岩的角砾
〔5 〕。

本矿区黄龙组

下段的上部有凝灰质砂岩 ¹ ;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中有较多的含铜硅质岩

、

碧玉条带
。

以上

资料表明
,

区域上海西期曾有过海底 火山活动及与其有关的喷气或热泉沉积作用
。

海西成矿期
。

以海底喷气或热泉的形式沉积了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
,

成矿温度低
,

矿物

颗粒细
,

是成矿热液进入海底以后
,

与海水混合
,

迅速冷却
,

矿物快速结晶沉淀的体现
。

成矿温

度有三个区间
,

小于 ]0 o C 的代表了陆源物质远地成矿搬运而来矿物的形成温度
; 100 一 2 00 ℃

的为海底喷气或热泉沉积成矿的温度
; 200 一 250 C 的是成岩

、

变质和热液叠加成矿的温度
。

成

矿热液的盐度低是受海水稀释的结果
。

成矿的压力低
,

是成矿处于弱酸性至弱碱性的浅海环境

所致
。

矿物
、

矿物组合和有用组分呈地层学分带特征
,

除与海底喷气热液各阶段有关组分的浓

度有关外
,

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也至关重要
。

一般说来
,

铜
、

硫沉积的 PH 值要 比铅
、

锌低一些
,

而铅
、

锌的性质 比铜
、

硫活泼
,

可以在溶液 中作较长时间的游离
,

在 PH 值较高的晚期沉淀
。

海底喷气热液进 入海底沉积成矿的同时
.

在块状硫化物型铜矿体的底板
,

沿主通道旁侧碎

屑岩类的节理
、

裂隙
、

地层层面等充填
、

交代
、

形成了强烈的矿化蚀变现象
。

在矿化的富集地段

形成 r 一些零星小矿体
。

成矿以后
,

经历多次构造运动
,

特别是中三叠末 区域性的印支运动席卷本区
,

使块状硫化

物型铜硫矿体与地层同时发生褶皱
。

矿体在背斜轴部的相对抬升
,

目前已基本被剥蚀
,

在 向斜

轴部的相对下陷
.

隐伏于深处
;
褶皱翼部是出露此类矿体最好的场所

。

故矿区中出露于地表的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均在背斜的翼部
。

燕山期的岩浆侵入及其热液活动对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体进行了改造和叠加成矿作用
,

破坏 了矿体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

使其复杂化
,

产生了一些岩浆热液成矿特征
。

燕山成矿期
。

燕山早期花岗闪长斑岩的岩浆期后含矿热液沿岩体的接触带及岩体中碳酸

盐岩悬垂体
、

捕虏体充填交代生成了矽卡岩型铜矿床
,

同时在岩体中形成部分斑岩铜矿化
;
燕

山晚期石英斑岩的岩浆期后含矿热液在石英斑岩体中及其接触带部位的裂隙
、

节理充填交代

形成了斑岩铜矿床和斑岩钥矿床
。

这三类矿床的成矿压 力大
、

温度高
、

矿物颗粒较粗
,

除与成矿

热液本身的性质有关外
,

也是成矿作用比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更封闭环境下进行的体现
。

各

矿床的成矿溶液盐度有较大差别
,

主要是成矿溶液的物质成分和浓度不同所致
,

矽卡岩型铜矿

的成矿热液主要沿岩体的接触带上升
,

仅受部分地下水的稀释
,

故其盐度较高
。

斑岩铜矿的成

¹ 赣西北大队和南京大学地质系
,

城门山矿区岩浆活动及矿床成因
.

1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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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热液主要沿岩体的裂隙上升
,

地下水不发育
,

成矿溶液稀释程度差
,

故其盐度更高
。

斑岩相矿

在岩体中心部位成矿
,

地下水更不发育
,

成矿热液几乎未受到稀释
,

故其盐度在各类矿床中为

最高
。

表生成矿期
。

燕山期的成矿作用以后
,

区域上又有构造运动
,

已经形成的矿床又有不同程

度的抬升
。

硫化物总量高的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和矽卡岩型铜矿床
,

在长期的表生地质作用

下
,

裸露于地表和浅部的矿体遭受氧化和剥蚀
。

由于元素的地球化学特性的不同
,

在氧化的条

件下
,

矿石中的铜
、

铅
、

锌
、

硫等组分大量淋失
,

铁的性质比较稳定
,

相对富集起来
,

形成了铁帽

型铁矿床
。

在各类矿床中 (铁帽型金矿除外 )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伴生金和硫化物含量最高
,

由于

金的地球化学特性比铜
、

铅
、

锌
、

硫要稳定得多
,

故在同样的氧化条件下
,

金在氧化带中的金银

次生富集亚带中富集起来
,

形成了铁帽型金矿床
。

3 结语

综上所述
,

城门山多金属铜矿
,

有海底喷气或热泉和岩浆热液两个成矿作用
。

成矿作用的

历史漫长
,

从海西期开始
,

依次为海西
、

燕山
、

表生三个主要成矿期
,

后者至今仍在进行
。

海底喷气热液成矿系列
,

海西期形成了块状硫化物型铜硫矿床及其底板砂岩中的矿化
,

属

产于沉积容矿岩中的一类矿床
,

是海底化学成矿系统
;
岩浆热液成矿作用为通道相补给成矿系

统
。

燕山期的岩浆侵人及热液活动
,

对矿床进行了改造和叠加成矿作用
,

铁帽型金矿是块状硫

化物型铜硫矿床
,

通过长期表生地质作用形成的
。

燕山期岩浆热液成矿作用
,

早期形成了矽卡岩型铜矿床
,

晚期主要形成斑岩型铜矿床和斑

岩型钥矿床
,

铁帽型铁矿床是表生地质作用的产物
。

城门山多金属铜矿是复成因矿床
。

本文主要依据我队积累资料写成
,

实属集体劳动成果
,

此外尚有部分引用的内部资料
,

因

故
,

未予注明
,

敬请原谅
。

附图由王北香同志清绘
,

顺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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