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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西省村前夕卡岩+ 斑岩复合型铜铅锌矿床产于燕山中期超浅成花岗斑岩与上石炭统

黄龙- 船山组白云质灰岩、白云岩接触带及其附近, 具有接触带、斑岩体内成矿的特点。NE 向村

前倒转倾伏背斜轴部及倒转翼与岩体接触部位是矿区有利的成矿部位。矿体形态总体为不规则

似层状 ,沿走向、倾向皆有膨大与收缩现象,倾角 15b~ 68b。矿化主为铜铅锌。花岗斑岩、接触面的

产状、围岩的夕卡岩化蚀变是矿化富集的主要控制因素。研究表明, 含矿热液主要来自于上地幔,

矿床成因类型属/ 夕卡岩+ 斑岩复合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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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村前夕卡岩+ 斑岩复合型铜铅锌矿区位于江西

省高安市北西 23 km 处, 矿床产在江南台隆的宜

丰 ) 景德镇深断裂的旁侧 [ 1]
。矿体分布于村前岩体

(即主岩体)北部接触带及其附近, 具有接触带和斑

岩体内同时成矿的特点。矿床以铜、铅、锌、硫为主

要矿种,伴生铁矿,还伴有金、银、镉、钨、钴等有益元

素。

1  矿区地质特征

矿床主体位于村前岩体的北接触带。矿区内出

露地层主要为石炭系上统和二叠系下统碳酸盐岩,矿

区以北出露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浅变质岩[ 2] ;矿区以南

则为燕山中期侵入岩体和覆盖其上的上白垩统南雄

组碎屑岩。矿区内大面积为第四系覆盖,占矿区面积

的98%。地表露头稀少,仅西部有少量黑云母斜长花

岗斑岩及爆破角砾岩出露,东部河床底部有上石炭统

黄龙组 ) 船山组及下二叠统栖霞组碳酸盐岩的零星

露头,东南部上白垩统南雄组呈低缓丘陵分布(图 1)。

图 1 村前矿区地质略图

Fig . 1  Geo log ical sketch of Cunqian Cu-Pb-Zn deposit

1. 上白垩统 2. 上三叠统 3. 上二叠统 4. 下二叠统 5.二叠系 6.

下石炭统 7.中元古界双桥山群 8.燕山中期斜长花岗斑岩 9.晋

宁期花岗闪长岩 10.石英角斑岩 11.硅化破碎带 12.深断裂 13.

推测断层 14.不整合界线

1. 1  地层
矿区内发育的主要地层有:

( 1)上石炭统黄龙组- 船山组( C2 h- C2 c)。岩

性主为浅灰、灰白色中厚层灰岩、白云质灰岩及白云

岩,下部白云岩较多, 为区内的主要赋矿层位; 局部

具硅化、夕卡岩化、大理岩化、铁白云石化及金属矿



化,铜、铅锌、铁沿层间破碎带、接触带及不整合面交

代充填。

( 2)下二叠统栖霞组( P 1q)。岩性为浅灰、深灰

色层状- 中厚层灰岩、泥灰岩、泥岩、含燧石灰岩,夹

有厚度不等的黑色碳质泥岩和含碳钙质泥岩。与岩

体的接触带具有大理岩化及黄铁矿化、黄铜矿化和

铅锌矿化。

( 3)三叠系上统安源组( T 3a)。岩性为浅灰、灰

白色、红褐色或黑色中厚层中-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及粉砂岩。

( 4)第四系( Q)。上部为腐植土及亚粘土,下部

为亚砂土及流砂砾石层。

1. 2  构造
( 1)褶皱:矿区整体受村前倒转背斜控制。背斜

核部为双桥山群变质岩和黄龙组 ) 船山组碳酸盐岩,

栖霞组碳酸盐岩构成褶皱的翼部。背斜轴线大致呈

32b~ 65b方向延伸, 略呈波状延展,脊线呈鞍状起伏。

北翼地层产状平缓,南翼倒转, 轴面倾向 335b,倾角
52b。背斜总体向 SW倾伏,倾伏角约为 24b。

该背斜的轴部和倒转翼在与侵入岩体的接触部

位,特别是黄龙组 ) 船山组碳酸盐岩底部的不整合
面是矿区最有利的成矿部位。

( 2)断裂:矿区中部有成岩前的 NNW向和 NNE

向的两组断裂,矿区南部有近 EW向的断裂存在。

矿区内未发现成矿后的断层。

1. 3  岩浆岩

村前岩体为一复式岩体, 它具有同期、同源、超

浅成多次侵入的特点, 并发生过隐爆作用。主要的

岩石类型有:黑云母斜长花岗斑岩、黑云母富斜花岗

斑岩、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霏细斑岩、晶屑石英斑

岩和隐爆角砾岩等。其中黑云母斜长花岗斑岩为村

前岩体的主体。

黑云母斜长花岗斑岩(黑云母富斜花岗斑岩、黑

云母二长花岗斑岩) :深灰色、灰色, 斑状结构,致密

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以斜长石为主,石英、黑云母次

之。斜长石属中长石,自形- 半自形板状,环带构造

发育,聚片双晶清晰, 粒径 1 ~ 2 mm , 多已为绢云

母、高岭土、菱铁矿交代; 石英呈熔蚀港湾状、浑圆

状,具长英质环边结构,少数具裂纹;黑云母呈片状,

内含锆石、磷灰石包体,有被绿泥石、菱铁矿、白云母

交代现象。副矿物为磷灰石、锆石、磁铁矿等。岩石

常见绢云母化、菱铁矿化、弱方解石化、高岭石化、硅

化、弱绿泥石化、夕卡岩化及金属矿化现象,金属矿

物含量 2%~ 3%, 主要为黄铁矿, 次为黄铜矿、闪锌

矿、磁铁矿, 多呈细脉浸染状或交代斜长石、黑云母

产出。

霏细斑岩: 深灰色、灰色,致密块状, 岩石特征与

黑云母花岗斑岩类似, 仅局部出现斑晶, 含量 15%

~ 30% ,成分以石英为主, 其次为斜长石、钾长石和

黑云母。

晶屑石英斑岩: 深灰色、灰白色, 晶屑- 碎斑结

构,致密块状、似角砾状构造。基质呈霏细结构。晶

屑约占 25% ,以石英为主, 次为斜长石和少量钾长

石。岩石具绢云母化、菱铁矿化、硅化、绿泥石化、夕

卡岩化等。金属矿化主要为黄铁矿,其次为黄铜矿、

闪锌矿、毒砂等,呈细脉状、浸染状分布于岩石中。

隐爆角砾岩:灰色、深灰色,碎屑状结构, 角砾状

构造。由岩屑和少量晶屑组成,岩屑成分复杂,有黑

云母斜长花岗斑岩、霏细斑岩、晶屑石英斑岩、变质

砂岩、千枚岩、硅化岩、碳酸盐岩等。晶屑以石英、长

石为主,云母次之。岩石遭受绢云母化、高岭石化、

碳酸盐化、夕卡岩化等。金属矿化在局部地段明显,

以黄铁矿为主, 其次为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呈浸

染状、细脉状分布为主,局部的角砾为矿石。

对村前岩体采集的 37 个硅酸盐分析数据的系

统处理表明:与铜多金属成矿有关的主要为花岗闪

长斑岩、斜长花岗斑岩、闪长玢岩演化系列, w

( SiO 2 ) = 58. 34% ~ 69. 90% (集中于 62% ~ 66%) ,

w ( Na2O+ K 2O) = 6. 2% ~ 7. 5% , 具有低硅、富碱

(钾)、贫钛的特征,属钙碱性系列[ 3] ; 向低硅- 富碱

方向演化对铜(金)成矿有利, 向高硅方向演化与钼

(钨)关系密切; 稀土配分曲线为右斜型式, D( Eu) =

0. 8~ 1. 2。

2  矿床地质特征

2. 1  矿体地质特征

矿体分布于村前岩体(即主岩体)北部接触带及

其附近,具有在接触带和斑岩体内成矿的特点。分

布范围,西起 10线,东至 51线,东西走向长1534. 08

m(图 2)。现以 II3矿体为例叙述如下:

II3 矿体的形态为不规则似层状,沿走向、倾向

皆有膨缩现象, 在横剖面上受主岩体接触带控制,呈

似层状或呈/入0字形, 分为北支和南支。南支矿体

上部受主岩枝接触带下盘及层间破碎带的控制, 形

态复杂呈蛇形弯曲, 南支矿体下部受主岩体接触带

和不整合面的控制, 呈陡立的波状弯曲。北支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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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面控制,形态简单,呈似层状, 倾角较缓, 为 15b

~ 68b,南支与北支矿体交汇部位常形成厚大的矿

囊,在 43线 ) 51线间矿体受主岩体接触面的控制,

呈弯曲的似层状。

图 2  村前矿区剖面立体图

F ig. 2 Ster o pro file o f Cunqian Cu- Pb-Zn depo sit

2. 2  矿物共生组合和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中所见矿物 50余种;其中金属矿物有 20

余种。矿床经历了多期多阶段的成矿过程,夕卡岩

期和石英硫化物期的金属矿物以硫化物为主, 次为

氧化物;表生期的金属矿物主要为氧化物。

( 1)夕卡岩期。¹ 无矿阶段: 石榴石- 透辉石;

º磁铁矿阶段: 透闪石、阳起石- 绿帘石- 黄铁矿

(粒状) - 假象赤铁矿- 磁黄铁矿。

( 2)石英硫化物期。 ¹黄铜矿阶段:石英- 晶质

黄铁矿- 胶状黄铁矿- 黄铜矿- 磁铁矿(长板状)辉

铜矿、斑铜矿- 车轮矿; º铅锌矿阶段: 毒砂- 闪锌

矿- 黄铜矿- 方铅矿; » 弱黄铁矿阶段: 黄铁矿(细

粒,脉状体) - 白铁矿- 绿泥石- 石英; ¼碳酸盐阶

段:赤铁矿(细脉状) - 菱铁矿- 铁白云石(不规则状

与细脉状) - 方解石。

( 3)表生期。矿石中的金属硫化物、菱铁矿等经

表生氧化作用,形成针铁矿、铅铁矾、铅矾、白铅矿、

锌铁尖晶石、菱锌矿、孔雀石和自然铜等次生矿物。

矿石的结构有晶质结构、交代结构、固溶体分离

结构、压力结构、表生结构多类, 以晶质结构和交代

结构为主。矿石的构造主要为块状、团块状、浸染

状、脉状、网脉状, 次有角砾状、胶状、环状、肠状、蜂

窝状、土状等。

2. 3  矿石中有用元素的赋存状态

硫化物中的铜、铅锌主要赋存于黄铜矿(极少量

辉铜矿、斑铜矿)、方铅矿、闪锌矿中。氧化物中的铜

以少量孔雀石和自然铜形式存在, 未见其他含铜矿

物。铁矿石中的铁主要形成磁铁矿, 约占 75. 66%,

其余为假象赤铁矿、菱铁矿等。氧化矿石中的铁主

要以针铁矿、赤铁矿形式存在, 局部发现有大量碳酸

铁和少量硫化铁的残余。

2. 4  伴生有益组分

本区矿石中发现伴生有益组分及分散元素主要

有金、银、钨、钼、镉、碲、钴等, 另外还有微量铊、硒、

钪、铋、镓、锗等组分。在矿体中达到综合回收指标

的有金、银、钨、铟、镉、碲、钴、镓、锗。

2. 5  矿床围岩蚀变
村前岩体的北侧,斑岩体与黄龙组 ) 船山组碳

酸盐岩形成接触带, 是本区的主要赋矿部位。接触

带外侧约 800 m 的范围内发育较强烈的蚀变与矿

化,围岩出现热变质、热液蚀变及金属矿化。蚀变类

型较复杂, 主要有夕卡岩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高

岭土化、硅化、钾长石化、角岩化、大理岩化、铁白云

石化、蛇纹石化及碳酸盐化等,其中夕卡岩化、大理

岩化、硅化、蛇纹石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与成矿关

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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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床成因分析

3. 1  岩体地质特征

村前岩体系由黑云母斜长花岗斑岩(含黑云母

富斜花岗斑岩、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霏细斑岩) -

(隐爆)晶屑石英斑岩- 隐爆角砾岩组成的同源多次

贯入的复式岩体, 平面上近似椭圆形, 总体呈向 N

倾斜,呈陡立的角状岩株,侵入于中元古界 ) 三叠系
中,被上白垩统覆盖,为燕山期岩浆活动的产物。岩

体中 Cu, Pb, Zn, Ag, W 等元素的丰度较高, 如晶屑

石英斑岩中 w ( Cu)最高值达 440 @ 10
- 6
, 隐爆角砾

岩中 w ( Pb)和 w ( Ag )的最高值分别为220 @ 10- 6和

50 @ 10- 6 ) ,黑云母斜长花岗斑岩中 w ( Zn)的最高

值达 276 @ 10
- 6
。

3. 2  矿床的产出特点
矿床产出的部位由北向南分为 4个带[ 4] 。¹ 外

带:上石炭统黄龙组 ) 船山组大理岩、白云质大理

岩、白云岩; º 村前岩体北接触带:以外夕卡岩带为

主,内夕卡岩带次之; »隐爆角砾岩附近的斑岩裂隙

带和捕虏体带; ¼晶屑石英斑岩中的微裂隙带。

各矿体总体上为近东西走向, 倾向 N, 倾角 35b

~ 60b, 矿体形态复杂, 主要呈不规则似层状与透镜

状。

3. 3  硫同位素组成特征

根据江西地科所对区内矿体中采集的 16个黄

铁矿样品的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D( 34 S )值为 2. 5 @

10- 3~ 4. 5 @ 10- 3 , 平均值为+ 3. 6 @ 10- 3 ,其变化范

围窄、离散度亦小, D( 32S) /D( 34 S)比值范围为 22. 12

~ 22. 16,平均 22. 13 ,与标准陨石硫同位素组成比

较接近。说明不同矿体具有同一硫源,也表明含矿

热液中硫主要来自于上地幔。

3. 4  矿床成因

基于以上归纳的矿床基本特征,接触带是本区

的主要控矿部位,次为斑岩体内裂隙带, 二者具有在

同一成矿作用下多元就位的特点。故其成因类型为

夕卡岩+ 斑岩复合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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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COMPOSITECUNQIAN

SKARN+ PROPHYRY Cu-Pb-Zn DEPOSIT IN JIANGXI PROVINCE
LI Jun-liang

( J iangx i Geological Sur vey , N anchang 330030, China)

Abstract:  T he composite Cunqian skarn+ pr ophyr y Cu-Pb-Zn deposit in Jiangx i province is lo cated at

contact o f M iddle Yansanian super-shal low granite and do lomit ic limestone and dolomite of Upper Carbon-

iferous H uanglong-Chuanshan formation. The o re depo sit is character ized by o re bodies occurring both in

the contact and w ithin the porphy ry body. T he ax is and limbs of Cunqian overturn plunging ant icline are

favo rable for ore format ion. Or e bodies ar e g ener al ly in irregular layeroid and sw ell and contract both in

direct ions of st rike and dip and the dip ang le is 15b-68b. T he m ineralizat ion is dominated by Cu, Pb and

Zn. Granite, at t itude of the contact plane, skar nizat ion of the w all ro ck are contro l factors of m ineraliza-

t ion. Studies on the deposit show that the ore f luid is mainly derived fr om upper mant le and it is g enetica-l

ly a skarn+ prophy ry Cu-Pb-Zn deposit.

Key Words:  skarn+ prophy ry deposit; Cunqian Cu-Pb-Zn deposit ; Jiangxi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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