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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地层、构造、岩浆岩与成矿的关系入手，对本区成矿地质条件进行分析，指出石炭系中上统黄龙组和 

船山组为矿区最主要的赋矿层位，其灰岩岩性是形成接触交代矿床的最有利的岩性，且与泥盆系上统五通组和二 

叠系上统砂页岩构成了构造薄弱面——钙硅界面，有利于矿液的运移和矿质的沉淀；五通组石英砂岩为矿体定位 

起隔挡屏蔽作用；断裂构造 F1 为矿液运移、矿体定位的关键因素；燕山期的岩浆活动为成矿提供了物质来源、成 

矿流体和热能，是成矿的第一要素。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区成矿物质来源、形成条件、控矿因素、矿化形式以及 

成矿作用等方面的特征，对铜山铜矿的矿床成因进行了探讨，认为铜山铜矿包括多种矿化成因类型，整体上属以 

矽卡岩型成矿作用为主的燕山期岩浆热液铜铁金硫成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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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geological  conditions was  researche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eralization  and 
strata,  structure,  magmatite  rock  of  Tongshan  copper  dipos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2h+3c,  limestone  lithology 
which is beneficial to form contact metasomatic deposit and weak structure plane, CaSi interface, which is favorable for 

oreforming fluid migration and oreforming materials precipitation, is the main stratum containing orebody. The quartz 
sandstone  in D3W is  shielding  for  orebody  location,  the  fault  F1  is  the  key  factor  of  ore  fluid migration  and  orebody 

location,  the magma  activity  of Yanshanian  is  the  first  factor  for  offering material  source,  oreforming  fluid  and  heat 
energy.  On  this  basis,  the  genesis  of  deposit  was  researched  combining  with  the  oreforming  material,  formation 

conditions,  orecontrolling  factors,  metallization  form  and  mineralizing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ngshan 
copper  deposit  includes  variety metallization  genesis  types,  including Yanshanian magmatic  hydrothermal  copper  and 

iron sulfide gold mineralization series controlled by skarn type minerogenesis on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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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池铜山铜矿属于长江中下游铁铜金成矿带中的 

安庆−贵池矿化集中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中地洼 

区北东向展布的铜陵—贵池断褶束贵池背向斜的西 

端 [1−4] 。铜山铜矿开采和冶炼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冶炼 

就比较发达，20 世纪 50 年代在本区开展了大量的地 

质工作。近年来， 前人在本区做了包括矿床地球化学、 

成矿物质来源、关键控矿因素以及成矿年龄等方面的 

大量研究 [5−8] ， 认为铜山铜矿为燕山期形成的矽卡岩型 

铜矿床，成矿物质具有多源性，控矿因素及成矿过程 

较为复杂。 目前来讲，铜山铜矿资源面临枯竭的局面， 

已被列入危机矿山的范畴，因此，弄清本区成矿地质 

条件及矿床成因，对于完善本区成矿理论以及在本区 

寻找隐伏矿体、增加资源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据此，本文作者从地层、构造、岩浆岩的角 

度对本区成矿地质条件进行了分析，结合分析测试， 

从成矿物质来源、矿床形成条件、控矿因素以及成矿 

作用等方面对本区的矿床成因进行了探讨，建立了铜 

山铜矿床的成矿模式，旨在为以后的找矿工作提供指 

示信息和理论依据。 

1  成矿地质背景 

矿区内地层自志留系上统茅山组到三叠系下统扁 

担山组均有分布。志留系和泥盆系以砂岩、砂页岩为 

主，石炭系—三叠系主要以碳酸盐岩类岩石为主，其 

中石炭系黄龙—船山组和二叠系栖霞组是主要控矿层 

位。褶皱构造以姥山背斜和铜山向斜为主，轴向由近 

东西向逐渐转为北东向，断裂构造以多期次活动的北 

东东向 F1 和 F2 为代表(见图 1)。岩浆岩均为中酸性小 

侵入体，主要为一套燕山期同源演化形成的浅成高钾 

钙碱性花岗闪长斑岩−石英闪长(玢)岩组合，地表呈岩 

株、岩脉状产出，主要侵入体为铜山花岗闪长斑岩岩 

体。岩体周围矽卡岩化、大理岩化、角岩化等广泛发 

育，岩体中后期热液蚀变有硅化、黄铁矿化、高岭土 

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蛇纹石化等。 

图 1  铜山铜矿矿区地质简图: 1—背斜轴和倒转背斜轴；2—向斜轴和倒转向斜轴；3—断层；4—推测断层；5—穹窿构造； 

6—构造盆地；7—志留系；8—上泥盆统五通组；9—石炭至二叠系；10—三叠系；11—花岗闪长斑岩；12—石英闪长玢岩； 

13—石英闪长岩 

Fig. 1  Geological map of Tongshan area of Anhui province: 1—Anticlinal axis and inverted anticlinal axis; 2—Synclinal axis and 

inverted  synclinal  axis;  3—Fault;  4—Supposed  fault;  5—Domal  structure; 6—Structural  basin;  7—Silurain; 8—Wutong  group  of 

upper  devonian;  9—CarboniferousDias;  10—Triassic;  11—Granodioritic  porphyry;  12—Quartz  diorite  porphyrite;  13—Quartz 

dio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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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铜矿矿体产于花岗闪长斑岩岩体与有利围岩 

的接触带内以及花岗闪长斑岩岩体中， 在近矿围岩(燧 

石岩及大理岩)中亦有矿化现象。矿体的产状多倾向 

南，倾角变化较大，形态以似层状、透镜状为主，局 

部富集部位呈囊状、扁豆状等， 主要集中分布于铜山、 

前山和前山南 3 个矿段。其中，铜山矿段的矿体产于 

铜山岩体、铜山岩枝与灰岩接触带中；前山矿段和前 

山南矿段(前山矿段之延深部分)的矿体产于铜山岩体 

西段的上接触带和岩体中。主要矿石类型包括含铜黄 

铁矿、含铜磁铁矿、含铜矽卡岩、含铜角砾岩等 4种 

矿石。矿石的结构主要以交代结构、包含结构、他形 

结构、自形晶粒状结构、胶状结构为主，其次为镶边 

结构、压碎结构、共结边结构、网状结构等(见图 2)。 

矿石的构造主要为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网脉状构 

造、条带状构造和角砾状构造等。 

2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2.1  地层与成矿的关系 

本区铜的赋矿地层为石炭系中上统、二叠系下统 

和三叠系下统，其中最主要的赋矿层位是石炭系中上 

统黄龙组、船山组和二叠系下统栖霞组。从岩性分析 

来看，石炭系中上统和二叠系下统、三叠系下统均以 

灰岩为主，而其下的泥盆系上统五通组和二叠系上统 

均为砂页岩，赋矿层位实际上处于“钙硅”岩性突变 

图 2  铜山铜矿典型矿石结构((−)代表显微镜的单偏光): (a) 交代溶蚀结构(−)； (b) 交代残余结构(−)； (c) 包含结构(−)； (d) 脉 

状穿插结构(−)；(e) 自形晶结构(−)；(f) 他形粒状结构(−) 

Fig. 2  Typical rock ore  texture of Tongshan copper deposit:  (a) Metasomatic  attack texture (−); (b) Metasomatic relict  texture (−); 

(c) Poikilitic texture (−); (d) Vein interspersed texture (−); (e) Idiomorphic crystal texture (−); (f) Allotriomorphic granular tex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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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附近。 

前人对本区各地层中微量元素平均含量研究结果 

显示 [5] ，含铜最高的层位是三叠系中统铜头尖组，其 

次为二叠系上统大隆组和志留系上统茅山组，而这些 

层位在本区基本上没有铜矿床(体)产出或仅局部有微 

弱的铜矿化。 

尽管铜山铜矿目前产出的接触带型工业矿体位于 

石炭系中上统黄龙组、船山组和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灰 

岩中， 但由于成矿岩体是沿 F1 大断裂和泥盆系五通组 

石英砂岩和石炭系中上统、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灰岩之 

间的层间薄弱面上侵的，因而直接接触的围岩主要就 

是底板的泥盆系五通组石英砂岩和石炭系中上统灰岩 

以及顶板的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灰岩，矿体依然属于花 

岗闪长斑岩体和碳酸盐岩的接触带上的矽卡岩型铜铁 

硫矿体，远离接触带的地层中，如果没有断裂裂隙发 

育，还没有工业铜铁矿体的产出。 

层状含铜黄铁矿型矿体产于泥盆系五通组与二叠 

系栖霞组的层间构造接触面(实际上也就是石炭系中 

上统黄龙组、船山组灰岩中)上，受层位控制，在区域 

上完全可以对比，如安徽铜官山、冬瓜山铜矿床，江 

西城门山、武山铜矿床，南京栖霞山铅锌矿床等，含 

矿层位空间分布的稳定性和对比性，反映了原始沉积 

因素对成矿的控制 [9−12] 。 

从物理化学性质看，五通组由碎屑岩组成，致密 

坚硬，化学性质稳定，不利于矿质交代；石炭二叠系 

碳酸盐岩性脆、化学性质活泼，且与五通组之间存在 

假整合面，力学性能差异大，在多次构造活动中由假 

整合面产生层间破碎，为矿液的运移和沉淀提供了良 

好的空间，构成了本矿床的主要容矿构造。 

上述情况表明，在成矿物质的来源上，石炭系中 

上统黄龙组、船山组灰岩中有原始黄铁矿矿胚层，为 

成矿提供了部分矿源，其余大多数地层层位的含矿性 

与所存矿床(体)之间没有成因上的联系，地层对成矿 

作用主要表现为以其有利的岩性(碳酸盐岩是接触交 

代矿床形成最有利的岩性)、岩性突变面(钙硅界面是 

构造薄弱面， 有利于矿液的运移和矿质的沉淀)和隔挡 

屏蔽效应(厚大的泥盆系五通组石英砂岩)对成矿起控 

制作用。 

2.2  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根据本区矿床的主要特征、构造与矿床以及岩浆 

活动的关系，将区内主要的控岩、控矿构造分述如下： 

控岩构造主要为 NE 向长江深大断裂带、NW 向 

长江扭曲断裂破碎带、 NNESN向殷汇—葛公断裂带、 

NWWEW 向吴田—王塥断裂带和矿区内张性断裂构 

造 F1、F2、F14 以及发育于泥盆系五通组石英砂岩之上 

的层间滑脱构造带 [13−14] 。 

导矿构造主要为矿区范围内近东西向产出的具有 

多期活动特征的  F1 张性断裂构造；配矿构造主要为 
F1 张性断裂构造派生的次级张性断裂 F2、F14 [13−14] 。 

整体而言，F1、F2、F14 3条断层，既是浅部控岩 

构造、又是重要的控矿构造，其作用在导矿、配矿和 

容矿方面均有显示。综合分析，该组断层为一逆冲断 

裂系统，主断面为  F1 断层，F2、F14 断层是其侧枝， 

在深部合为一体。该组逆冲断层是矿区内的主要控矿 

构造，主要矿体赋存于沿断层带、地层(栖霞组和五通 

组顶部)及岩体侵入的复合部位。 

容矿构造主要包括以下 5种类型： 

岩体侵入接触构造：为矽卡岩型矿床的主要控矿 

构造，矿区内大部分工业矿体都赋存于花岗闪长斑岩 

和二叠系栖霞组灰岩接触带中，如  29 # 、30 # 矿体，包 

括含铜矽卡岩型、含铜磁铁矿型以及含铜黄铁矿型。 

一般在岩体侵入接触面产状变化部位，如对围岩的内 

凹、外凸(舌状体)、岛状体(捕虏体)等处有利于接触交 

代作用的进行而易形成富矿体； 当接触面倾向岩体时， 

常形成岩体超覆接触构造，有利于含矿热液充分聚集 

交代，因此矿体发育良好；当接触面背向岩体时，只 

有在与围岩产状一致时，才能形成较好的矿体；如果 

围岩呈捕虏体存在于岩体中，则对矿液的充分交代和 

富集极为有利，常形成透镜状、扁豆状的矽卡岩富矿 

体。 

层间滑脱构造：主要沿地层的原生沉积间断面或 

岩性突变界面发育，在构造应力作用下，这些不整合 

面间常形成剥离空间，形成层间滑脱构造带，最具规 

模的是泥盆系上统五通组石英砂岩与石炭系中上统灰 

岩之间的滑脱构造。滑脱构造在成矿作用中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它们是矿液和岩浆运移的通道，是矿区 

内最为重要的控矿和储矿构造，如矿区范围内最大的 
4 # 矿体就产于层间滑脱构造中。 

角砾岩筒构造：一种特殊控矿构造类型，矿体呈 

盆形透镜体群，相互平行产出，与隐爆矽卡岩质熔流 

体固结时的板层状流动构造密切相关，如铜山矿段露 

天采场产出的隐爆角砾岩型矿体。 

层间破碎带：由于围岩的物理、机械性质差异较 

大受构造变动时所产生的，是含矿溶液运移和沉淀的 

良好场所，常形成层状、似层状矿体，如产于泥盆系 

五通组石英砂岩与二叠系栖霞组灰岩之间所夹的层间 

破碎带中所产出的层状含铜黄铁矿型矿体。



第 22 卷第 3 期 赵晓霞，等：安徽贵池铜山铜矿成矿地质条件及矿床成因  831 

复合接触带控矿构造：包括侵入接触构造、断裂 

带构造、角砾岩筒构造、层间滑脱构造和层间破碎带 

等多种因素，有时包括两种因素如侵入接触—断裂带 

构造，有时包括多种因素如侵入接触—断裂带构造— 

层间滑脱构造。当多种因素叠加时常形成有利的容矿 

构造，是富矿体产出的主要场所，如侵入接触—断裂 

带构造—层间滑脱构造叠加时控制了本区 4 # 、 32 # 等层 

状、似层状富矿体的产出。 

2.3  岩体特征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1) 岩石学及岩石化学特征 

矿区内主要出露铜山岩体，呈岩株产出，出露面 

积约为  2  km 2 ，总体形态呈北东向延伸，其岩性主要 

为花岗闪长斑岩。 

花岗闪长斑岩：灰白，略带肉红色，主要矿物成 

分为斜长石、石英、黑云母、角闪石和钾长石等，副 

矿物为磁铁矿、 屑石、 磷灰石和锆石等。 具斑状结构(见 

图 3)，斑晶含量＞50%，斑晶主要为斜长石和钾长石， 

其次为石英、角闪石、黑云母，基质主要为石英、斜 

长石、钾长石、石英及少量暗色矿物颗粒组成，粒度 

一般小于 0.2 mm。 

本次岩体全岩分析样品均采自钻孔新鲜岩体，全 

岩分析及岩石化学特征值见表 1， 岩体的 SiO2 含量(质 

量分数)为  62.90%~65.05%，平均值为  64.22%，略低 

于中国花岗闪长岩的平均值，岩石属中酸性侵入岩。 

铜山花岗闪长斑岩的里特曼指数(σ)值为  2.17~ 
3.91，平均值为  2.33，碱度率平均为  2.07，岩石属钙 

碱性岩石系列。w(K2O+Na2O)平均值为  7.00%，且 
K2O/Na2O比值均小于 1，具富碱高钠质特点。 

Al2O3/(K2O+Na2O+CaO)平均为 1.46， 即说明岩浆 

有向铝过饱和类型演化的趋势。应用晶体场理论，在 

岩浆演化到铝过饱和时，大量铝转入氧的六次配位位 

置，从而有效地阻止 Cu 2+ 元素在 Mg、Fe硅酸盐中的 

分散，使之在岩浆晚期向流体相中聚集，形成含矿热 

液，对铜矿化十分有利。 
2) 岩浆岩与成矿的关系 

岩体的微量元素定量分析结果见表 2。从表可知： 

岩体中  Cu 等成矿元素含量明显高于同类岩石的维氏 

值，显示出明显的富集性；而在地层中  Cu 等成矿元 

素含量均远低于同类岩石的维氏值，表明本区成矿物 

质主要来源于岩浆热液。岩体与成矿关系密切，是矿 

区范围内与燕山期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成矿母岩。 

铜山铜矿大量的同位素测年数据(142~137 Ma) [15] 

表明，本区成岩成矿主要发生于燕山早期 140  Ma 左 

右，成矿是在成岩之后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的 

地质事件，铜钼铁工业矿体主要形成于岩浆期后中高 

温热液阶段，铅锌银形成于中低温热液阶段。 

主要工业矿体以及矿化地段在空间上均与花岗闪 

长斑岩体密切相关。前山矿段位于铜山背斜南东翼， 

成矿受近东西向和北北东向断裂控制，矿体主要产于 

二叠纪栖霞组灰岩与铜山花岗闪长斑岩接触带上。前 

山南矿段位于铜山弧形构造转折端，铜山背斜南翼和 

北山蓬向斜北翼，受东西向和北北东向逆断层控制， 

矿体主要产于二叠纪栖霞组灰岩与铜山花岗闪长斑岩 

接触带或泥盆纪五通组砂岩中。铜山矿段矿体赋存于 

二叠纪栖霞组灰岩(或大理岩)与岩体的接触带中，且 

在栖霞组大理岩中和靠近接触带的花岗闪长斑岩之中 

亦有矿化形成矿体。 

矿区内产出的铜矿床以矽卡岩型为主，其次为斑 

岩型、角砾岩型和热液型。主要的 4种矿化类型及其 

成矿作用都毫无例外地与燕山期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密 

切的关系。大量的事实表明，岩浆活动的成岩作用和 

岩浆期后热液作用对矿床形成起主导性控制作用，主 

要表现为提供成矿物质、成矿流体和热能 3个方面。 

岩浆岩不但控制着矿化的发育程度，而且还控制着矿 

化的时空分布。 

图 3  铜山岩体显微照片: (a) 斑状结构(+)；(b) 斑状结构(+) 

Fig. 3  Microscope photographs of Tongshan intrusion: (a) Porphyritic texture (+); (b) Porphyritic tex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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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岩分析及岩石化学特征表 

Table 1  Wholerock analysis and lithochemical features 

样品参数 
ZK2 

花岗长闪长斑岩 
ZK4 

花岗长闪长斑岩 
ZK5 

花岗长闪长斑岩 
ZK6 

花岗长闪长斑岩 
平均值 

中国花岗闪 

长岩平均值 

w(SiO2)/%  62.90  65.05  64.25  64.67  64.22  64.98 

w(Al2O3)/%  15.98  16.07  16.16  16.04  16.06  16.33 

w(TFe2O3)/%  4.46  3.96  4.03  3.79  4.06  1.89 

w(CaO)/%  4.81  3.67  3.87  3.80  4.04  3.70 

w(MgO)/%  1.29  1.60  1.55  1.51  1.49  1.94 

w(Na2O)/%  3.64  4.03  3.77  3.76  3.80  3.67 

w(K2O)/%  3.07  2.88  3.46  3.37  3.20  2.95 

w(TiO2)/%  0.56  0.51  0.52  0.50  0.52  0.52 

w(MnO)/%  0.08  0.04  0.07  0.07  0.07  0.09 

w(P2O5)/%  0.19  0.18  0.18  0.17  0.18  0.32 

σ  2.37  2.17  2.49  2.42  2.33  1.99 

w(K2O+Na2O)/%  6.71  6.91  7.23  7.13  7.00 

w(K2O+Na2O+CaO)/%  11.52  10.58  11.10  10.93  11.03 

Al2O3/ 
(K2O+Na2O+CaO) 

1.39  1.52  1.46  1.48  1.46 

AR  1.95  2.08  2.13  2.12  2.07 

注：中国花岗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平均值均据黎彤。测试单位：中国广州澳实矿物实验室。 
Note: Chinese diorite average according to LI Tong. Test unit: ALS Minerals  ALS Chemex, Guangzhou; China. 

表 2  微量元素含量表 

Table 2  Contents of trace elements 

wB/10 −6 
样品号 岩性 

W  Bi  Cu  Pb  Zn  Cr  Co  Ni 

ZK2花岗闪长斑岩  10.00  2.00  68.00  5.00  28.00  23.00  6.00  9.00 

ZK4花岗闪长斑岩  10.00  2.00  35.00  8.00  23.00  19.00  4.00  6.00 岩体 

ZK5花岗闪长斑岩  10.00  2.00  22.00  6.00  25.00  20.00  5.00  7.00 

平均值  10.00  2.00  41.70  6.30  25.30  20.70  5.00  7.30 

25748大理岩  10.00  3.00  15.00  6.00  5.00  18.00  4.00  3.00 
围岩 

25749大理岩  10.00  2.00  1.00  2.00  3.00  1.00  1.00  1.00 

平均值  10.00  2.50  8.00  4.00  4.00  9.50  2.50  6.50 

维氏值(花岗岩类)  1.50  0.01  20.00  20.00  60.00  25.00  5.00  8.00 

测试单位：中国广州澳实矿物实验室。Test unit: ALS Minerals  ALS Chemex, Guangzhou, China. 

3  矿床成因分析 

从成矿物质来源来看，本区花岗闪长斑岩微量元 

素测试结果表明 [5−6,  16−18] ，岩体中相对富集主成矿元 

素铜，而地层中主要成矿围岩二叠系栖霞组碳酸盐岩 

中铜元素的含量相对较低，区域上与铜陵−贵池−安庆 

矿集区其它地段矽卡岩型铜铁矿床具有相似规律，成 

矿物质主要来自于燕山期中酸性岩浆，花岗闪长斑岩 

为矿区矽卡岩型矿化的母岩。氢氧同位素测定结果表 

明，成矿热液 δ 18 O 值为 4.51×10 3 ~16.97×10 3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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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11.09×10 3 ，其 δ 18 O值基本变化在 Taylor 划分的 

花岗质岩石 δ 18 O 值范围(6×10 3 ~15×10 3 ) [19] 内，成矿 

热液来源于岩浆 [20] 。区域上大量前期研究成果表 

明 [2−3] ，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与成矿有关的热事件主要 

为燕山期岩浆侵入活动，加之矿区范围内大范围发育 

的大理岩化可以说明燕山期岩浆侵入活动是成矿所需 

能量的主要提供者。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燕山期岩浆 

侵入活动不但是成矿所需能量的主要提供者，也是成 

矿物质来源以及成矿热液的主要提供者，是矿区范围 

内成矿的第一要素。 

从形成条件来看，矿区范围内出露燕山期中酸性 

岩浆岩—花岗闪长斑岩以及石炭−二叠系不纯碳酸盐 

岩，底板为厚层泥盆系石英砂岩，沿岩体与碳酸盐岩 

矽卡岩接触带叠加有张性断裂带、滑脱构造带、层间 

破碎带，岩体周边广泛发育大理岩化、矽卡岩化、钾 

化、硅化、绢云母化、青磐岩化等蚀变，地表附近发 

育断续铁帽以及黄铁矿化、黄铜矿化、磁铁矿化、褐 

铁矿化等，并且处于长江中下游矽卡岩型铜铁金硫成 

矿带中段，成矿条件优越，具备形成大型−超大型矽 

卡岩型矿床的有利条件。 

从控矿因素来看，中酸性岩浆岩—花岗闪长斑岩 

为其成矿母岩，主要含矿围岩为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碳 

酸盐岩，主要控矿构造为复合接触带，包括简单接触 

带、断裂接触带、滑脱构造带、层间破碎带。主要隔 

挡层为厚层泥盆系上统五通组石英砂岩。 

从矿化形式来看，根据矿化产出部位、 容矿构造、 

形态、产状、矿石矿物、组合、结构构造、围岩蚀变 

等特征的不同， 铜山铜矿床可以划分为 4种矿化类型， 

即层状含铜黄铁型、含铜矽卡岩型、含铜角砾岩型和 

含铜斑岩型。层状含铜黄铁矿型矿体呈似层状产于花 

岗闪长斑岩附近泥盆系五通组与石炭二叠系地层的构 

造接触面上，矿体分布整体呈近 EW向，并与地层走 

向一致。含铜矽卡岩型矿体分布在花岗闪长斑岩附近 

矽卡岩带中，在五通组与石炭系、二叠系地层的构造 

接触面上与层状含铜黄铁矿型矿体合二为一。含铜角 

砾型矿体，主要为石炭二叠系碳酸盐岩地层伸入花岗 

闪长斑岩体中半岛体的前缘部分，工业矿体在角砾岩 

中呈不连续的透镜状，并叠加有金、硫矿化。含铜斑 

岩型矿化分布在花岗闪长斑岩体内，主要位于近地表 

浅部，以脉状、网状呈面型分布于岩体边部，矿化不 

均匀，矿体不连续。 

从成矿作用来看，接触交代矽卡岩型作用为其主 

要成矿作用，其次为斑岩型成矿作用、热液型成矿作 

用以及隐爆角砾岩型成矿作用，均与燕山期中酸性岩 

浆活动引发的大规模成矿流体活动有关，显现了岩浆 

热液成矿作用在不同围岩环境下有不同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铜山铜矿包括多种矿化成因 

类型，整体上构成以矽卡岩型成矿作用为主的燕山期 

岩浆热液铜铁金硫成矿系列。 

4  成矿过程探讨 

铜山铜矿隶属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安庆—贵池矿集 

区，位于俯冲板块撕裂或折断处相对应的大陆边缘弧 

后伸展部位，与Ⅰ型或埃达克质花岗岩具有密切的关 

系，成岩成矿时代为 142~137 Ma [14] 。 

印支期由于太平洋板块活动逐渐增强，形成南 

东—北西挤压构造应力场，造成本区北东向盖层褶皱 

构造格局，并伴生有北东向纵张断裂和北西向横张断 

裂。燕山早期叠加有东西向盖层褶皱以及伴生近东西 

向纵张断裂和近南北向横张断裂。 

在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俯冲过程中，由于俯冲 

板片撕裂，导致软流圈沿裂开处上涌，以至于发生壳 

幔相互作用，形成来自深源的由俯冲板片重熔而成的 

富含铜和铁等成矿元素的具有埃达克岩石性质的  I 型 

花岗质岩浆，矿区范围内以花岗闪长斑岩—铜山岩体 

为代表，包括小河王石英闪长岩等，是长江中下游成 

矿带安庆－贵池矿集区 140  Ma 左右时限成矿的代表 

性中酸性成矿岩体， 以广义矽卡岩型 CuFeMoAu矿 

化组合为特点。 

在北东向和东西向基底断裂以及北西向和近东西 

向盖层断裂的联合控制下早期石英闪长岩岩浆上升侵 

位，就位于盖层的泥盆系五通组碎屑岩与石炭系、二 

叠系碳酸盐岩的岩性薄弱面、滑脱构造带、层间断裂 

面以及北西向和近东西向张性断裂带中。 

岩浆在上侵过程中，成矿物质不断富集于岩浆热 

液中，并在成矿有利部位形成含铜磁铁矿和含铜矽卡 

岩型铜铁矿体。随着基底断裂活动的加强，深源岩浆 

进一步向酸性方向演化，造成规模较大的第二次花岗 

闪长岩岩浆的上侵，在岩浆由石英闪长岩质向花岗闪 

长岩质演化过程中，大量的铜铁钼锌等成矿物质不断 

向流体富集，在岩体侵入接触构造带、层间滑脱构造 

带、层间破碎带、简单接触带以及复合接触带等有利 

容矿构造中形成充填型含铜磁铁矿、层控型含铜黄铁 

矿、接触带型含铜矽卡岩等典型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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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庆—贵池矿集区位于大别—苏鲁造山带的 

东缘，在造山过程及造山后伸展期，除产生规模较大 

的张性断裂带(F1)外，沿厚大的泥盆系五通组石英砂 

岩与二叠系栖霞组灰岩地层不整合面之间出现规模宏 

大的构造滑脱面，而夹于泥盆系五通组石英砂岩与二 

叠系栖霞组灰岩地层之间的薄层石炭系黄龙组和船山 

组灰岩地层则形成广泛的层间破碎带。 

当岩浆侵位时大量成矿流体迅速堆积在这些有利 

的层状空间中，形成大规模层状矿体，沿层间裂隙发 

育层状矽卡岩型矿体(C2h+3c，常见沉积成因灰黄色胶 

状黄铁矿，常混杂较多泥炭质杂质且常常光泽较暗， 

晶形不明显，与岩浆流体交代成因的亮黄白色且立方 

体晶形明显的黄铁矿形成鲜明对比)或层控矽卡岩矿 

体(五通组与栖霞组之间)。成矿不仅发育于矽卡岩阶 

段，而且更加广泛出现在退化蚀变阶段，常见铜多金 

属与阳起石－透闪石、 绿泥石和绿帘石(由钙质矽卡岩 

蚀变而成)或透闪石−镁绿泥石−滑石−蛇纹石(由镁质 

矽卡岩蚀变而成)共生。 

在燕山早期的后期阶段，由于基底断裂活动逐渐 

减弱，仅产生规模较小的二长花岗岩岩浆的上侵，岩 

浆在由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向二长花岗岩的演 

化过程中，流体成分越来越多，在二长花岗岩岩浆上 

侵前缘上部形成隐爆角砾岩筒，伴随有含铜角砾岩型 

和斑岩型细脉浸染状铜钼矿化以及相对远离岩体的受 

构造裂隙控制的热液型 Pb、Zn、Ag、Cu、Au矿化。 

岩浆活动过程中，由于岩体具有强大的热动力， 

使周围地下水受热，加入到岩浆热液中，并使地层中 

的成矿物质活化(主要是铁和硫，其次铅和银)，向流 

体中迁移最终在岩体接触带附近形成多个阶段叠加的 

铜铁金硫矽卡岩型富矿体，在其周边沿断裂裂隙富集 

形成成矿温度相对较低的热液型铅锌银矿体。由于后 

期的岩浆活动较弱、规模较小，叠加的矿化作用并不 

强烈，因而保留原有的矿化类型特征， 形成矽卡岩型、 

斑岩型、角砾岩型以及热液型复合型工业矿体，体现 

了燕山期岩浆热液铜铁金硫成矿系列和同源多位一体 

的成矿模式(见图 4)。 

图 4  铜山铜矿成矿模式图:  1—花岗闪长斑岩；2—层间滑脱构造带；3—斑岩型铜钼金矿化；4—矽卡岩型铜铁金硫矿化； 

5—层控矽卡岩型铜铁矿化；6—隐爆角砾岩型铜金矿化；7—热液型铅锌银矿化；8—热液型−矽卡岩型复合型铜铁硫矿化； 

9—层间破碎带型铜铁硫矿化；10—断裂构造 

Fig. 4  Metallogenic mode diagram of Tongshan Copper Deposit: 1—Granodioritic porphyry; 2—Interlayer gliding structural belt; 

3—CuMoAu mineralization of porphyry; 4—CuFeAuS mineralization of  skarn type; 5—CuFe mineralization of  strata bound 

skarn  type;  6—CuAu  mineralization  of  cryptoexplosion  breccia  type;  7—PbZnAg  mineralization  of  hydrothermal  type;  8— 

CuFeS mineralization  of  compound  type  of  hydrothermal  type  and  skarn  type;  9—CuFeS mineralization  of  interlayer  fracture 

zone type; 10—Faul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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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  黄龙组和船山组灰岩为接触交代矿床形成的 

最有利岩性，其层位为矿体主要的赋存层位，且其与 

泥盆系上统五通组和二叠系上统砂页岩构成的构造薄 

弱面—钙硅界面，有利于矿液的运移和矿质的沉淀。 

厚大的泥盆系五通组石英砂岩化学性质稳定，对成矿 

流体起隔挡屏蔽作用，也有利于成矿作用的进行。矿 

体主要定位于花岗闪长斑岩体侵入接触构造、层间滑 

脱构造、角砾岩筒构造、层间破碎带、复合接触带控 

矿构造中。断裂构造 F1 为矿液运移、矿体定位的关键 

因素。岩浆活动的成岩作用和岩浆期后热液作用对矿 

床形成起主导性控制作用，为成矿的第一要素，为成 

矿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来源、流体来源及热能。 
2) 从成矿物质来源、形成条件、控矿因素、成矿 

作用以及矿化形式方面分析可以得出，铜山铜矿以矽 

卡岩型为主，包括斑岩型、角砾岩型以及热液型等多 

种成因类型，体现了燕山期岩浆热液铜铁金硫成矿系 

列和同源多位一体的成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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