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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银山铅锌铜矿与德兴铜矿的关
系及其找矿方向

陈光荣 杜杨松

南京 大学

江西银山铅锌铜矿床和德兴铜矿床
,

在构造背景
、

基底矿源层
、

岩石和矿床特征
、

成因方面
,

都是一致的 ,

表明二者属于同一类型矿

床
,

即次火山斑岩 型矿床
。

两者在地层
、

岩石和矿床方面的细微差

别
,

可能与其具体构造位置
,

因而与其剥蚀程度有关
。

认为银山矿区

深部有可能找到德兴式铜矿
。

关键词 银山铅锌铜矿 , 德兴铜矿 找矿方向

银山铅锌铜矿和德兴铜矿同位于江西省

德兴县境内
,

相距仅 公里
。

前人 , “〕① ④

对该区的地层
、

构造
、

岩石和矿床曾做过详

细研究
。

但两矿床的关系如何 二者有无成

因联系 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

本文试图

根据现有资料
,

对此进行初步讨论
,

并对该

区的找矿方向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

构造背景

银山与德兴两矿床在大地构造上均位于

江南地背斜的东北部
、

赣东北深大断裂带之

北西侧
,

属乐德盆 地的一 部分
。

其差别在

于 德兴矿床位于盆地的边缘
,

而银山矿床

则位于盆地之 中
,

二者相距 公里 图
。

岩和爆破角砾岩等
,

厚度大于 米
。

石溪

组火山沉积岩厚约 米
,

主要有砂 岩和砾

岩夹凝灰质砂岩
。

’

德兴铜矿区除第四系外
,

主要 出露双桥

山群第三
、

四段
。

其 中
,

第三段 厚约

米
,

」

岩性为变质沉凝灰岩
、

凝灰质粉砂岩
、

凝灰质板岩
、

凝灰质千枚岩和千枚岩等
。

第

四段厚约 米
,

岩性与银山矿区相同
。

不难看出
,

银山与德兴矿区在地层方面
。

的差别在于
,

前者有厚层的侏罗一 白奎纪火

山岩系和火山沉积岩系
,

基底地层仅出露双

桥山群第四段 后者则未见侏罗一白蟹系
,

基底地层出露的是双桥山群第三
、

第四段
。

地
’

尸

层

银山矿区除第四纪沉积物外
,

主要出露

前震旦纪双桥山群变质岩 系
、

侏罗纪鹅湖岭

组火山岩系和 白奎纪石溪组火山沉积岩系
。

双桥山组在本区出露的为第四段
,

厚约

米
,

主要岩性为变质沉凝灰岩
、

凝灰质千枚

岩
、

粉砂质千枚岩和绢云母千枚岩等
。

鹅湖

岭组火山岩系包括流纹质火山碎屑岩
、

熔岩

和爆破角砾岩
,

以及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

熔

次火山岩特征

据杜杨松的研究资料
,

银山和德兴矿区

次火山岩的岩石特征对比如下 ⑤

①江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江 西省德兴县银山铅锌矿
地质勘探报告

,

年
。

②江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江西省德兴县银山铅锌矿
区九区一西山铜矿带初步勘探 地质报告 , 年

。

③江西省地质局 江西德兴斑岩铜矿
,

年
。

④华仁民 德兴地区两个系列花岗岩类的特征
、

成因

及其成矿作用 ,

年
。

⑤杜杨松 德兴银山及其邻区中生 代火山岩系特征
、

演化及其与成矿 关系的研究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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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策德镇 务源

·

乐平

乐禅盆地

, 一 飞

扭长祖 山 犷区

绝 段 示 盆 困

‘ 心

不纤
汽 盆 上 大 」 二

‘二二 〕 了

杯

入二 ,“
‘ 兴 县 妞

图 德兴地区地理位里 及区域地质构造示竞图

一江南地背斜 , 一浙西后加里东隆起 , 班一钱塘江一信江断裂拗陷带 , 一萍乡一乐平断裂拗陷带 , 赣

东北深大断裂带 , 一双桥山群 , 下 军一花岗闪长斑岩 , ’

一千枚质砾石 , 卜 一角闪流纹岩 , ’一 一

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 , 一 ’
一英安质熔岩 一 爆破角砾岩 , 岩体编号

、 、 、 、 、 、

“一英安斑岩 , 、

银山
、

德兴矿区岩石微且元案对比 些
表

且、,
己,、、

岩 石

花岗闪长斑岩
斤了︸﹄︸匕

银 山
英安斑岩

石英斑岩

‘ ‘“。。 ‘

卜
·

行一布一叮门
·

。。

打一一下一万
。 ‘ ”

‘ , ’

过

‘月,

心

一︸。一一巨卜一肠巨﹂

据华仁民 ,

银山矿区英安斑岩和德兴矿区花岗

闪长斑岩的矿物成分一致
,

均以斜长石
、

钾

长石
、

石英
、

角闪石和 黑云母等 为主要矿

物
,

而且斜长石多于钾长石
。 ‘

银 山矿 区 英安 斑 岩生 含 量为
,

铝过饱和
,

属钙碱质一弱碱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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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碱含量与 呈 正相关
。

德兴矿 区花

岗闪长斑 岩 平均含 量为
,

铝过饱

和或正常
,

属钙碱质一弱碱质岩石
,

硫含量

亦与 呈正 相关
。

银山矿区英安斑岩的微量元素特征

与德兴矿区花岗闪长斑岩相近
,

但石英斑岩

与之差别较大 表
。

因此
,

‘

与德兴铜矿

花岗闪长斑岩对应的应是第二阶段的英安斑

岩
,

而不是第一阶段的石英斑岩
。

银山矿区英安斑岩的稀土元素丰度

与德兴铜矿花岗闪长斑岩相近
,

球粒陨石标

准化配分模式也 基本一致 图
,

表明其

成因关系密切
。

浸染状黄铁矿和黄铁矿矿化 晚期蚀变叠加

于早期 蚀变之上
,

呈带 状分布
,

主要有硅

化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
、

高岭石化和重晶

石化
,

伴有大规模的铜铅锌矿化
。

蚀变与矿

化具明显的分带性 二者往往有一定的对应

关系
。

铜铅锌矿体大致以 英安斑岩岩体为

中心
,

向外依次出现铜矿化带 硅化
、

纤云

母化带 , 铜铅锌矿化带 硅化一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带 , 铅 锌矿 化带 碳酸盐化
、

绿

泥石化带 , 铅 银 矿化 带 硫酸 盐化
、

绿泥石化带
。

在垂直方向 上也有类似的分

带现象
,

而以矿区南部较为明显 上部为铅

矿
,

向深部依次过渡为铅锌矿
、

铜铅矿
,

深

部为铜矿
。

资冬
、

一

、谈泛卜二色
。

户
、

万一
、‘ 、 ·

、

、洲
’

又泛二 二产

银山矿区矿体围岩中成矿

元寮丰度 表

项 目 样品数 岩石类型

珊朴方

。 户 , 、 。 ,了
, 丁

’
, 、 ’

’、,

图 德兴
、

银山矿床次火山岩稀土配分

据 华仁民
, 一

一德兴铜厂 , 一银山

此外
,

银山矿区英安斑岩和铜厂花岗闪

长斑岩的铭同位素初始比值 ”了 ”“ 分

别为
,

和
,

二者是可以对比的
。

竺件
岩

⋯ ⋯ ⋯
。

银 山

】 少严瞥
‘ 。

】
“‘。

下书渭燮半掣」一斗牛
华导一斗一千导土阵上地馒 。 。” 。

矿床特征

银山矿床的围岩主要是千枚岩
、

千

枚质砾岩
、

火山碎屑岩
、

熔岩和 次 火 山 岩

等
,

它们都含有丰 富的成矿元素 表
。

成矿的有利部位是构造裂隙
、

次火山岩与围

岩的接触带
、

震碎角砾岩及爆破角砾岩等破

碎带
。

银山矿区的围岩蚀变作用可分为二

期 早期面型蚀变围绕英安斑岩岩体发育
,

主要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局

部见碳酸盐化
,

伴随有少量浸染状或细脉一

银山矿床是在岩浆期后热液成矿期

形成的
。

其主体成矿过程可以划分为石英一

硫化物和碳酸盐
、

硫酸盐一硫化物两个成矿

阶段 每个成矿阶段又可分为两个亚阶段
,

从早到晚依次为 石英
、

绢云母一硫化物亚

阶段
,

‘

绿泥石一硫化物亚阶段
,

碳酸盐一硫

化物亚阶段和硫酸盐一硫化物亚阶段
。

用共生矿物对中微量元素和同位素

分配系数
、

包裹体均一法和爆裂法
,

测得银

山矿床的形成 温度为
。

℃
。

分析

表明
,

该矿床的形成温度
,

从主岩体 与围岩

的接触带 向 两侧依次降低
,

即从 降至

约 表
。

银山矿区矿石矿物硫同位素的主要
叭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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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是

占。 的变化范围很小
,

从 一

到 筋

同一 矿 区
、

同一 中 段 矿 物的
润 沁变化规律是 黄 铁矿 闪锌矿 方铅

矿
,

符合富 侣矿 物系列的顺序
,

说明它们

与成矿环境之间达到了同位素平衡乡

同一矿 区由深 处至 浅处
,

黄铁

矿
、

方铅矿或闪锌矿的子魂
筋依 次升高

同一中段
,

从铜区向两侧
,

黄铁

矿
、

方铅矿或闪锌矿的扩
‘

偏值依次 升高
。

关于 德兴 铜矿 的 矿床 特征
,

朱训等

曾做过详细研究 〔 〕,

主要结 论如

下

矿体主要 围岩有前震旦纪双桥山

群变质岩和燕山期次火山岩
,

它们都含有丰

富 的成矿 元素 表
。

主要铜铂矿体均产于含矿花岗闪长斑岩

含矿石英脉 裂法洲通数据 衰

段

号 。 , 。

铜 区 九 区

。

温度
, ℃

一 。 ‘ 。 一 。

德兴铜矿矿体围岩成矿元紊丰度 表

·

小
品 ·

卜⋯
竺

鄂等嘿

州拭巡奖
一

⋯幽立
地 壳 ⋯ ’ ⋯

三 ⋯
一

二
二
一 ⋯可司丁

岩体顶 部和上部的内外接触带上
。

矿化的富

集中心与偏外接触带分布的构造断裂
、

裂隙

密集带大致吻合
。

铜矿体主要产于硅化
、

绢

云母化
、

水 白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

等登加蚀变带 中
。

从矿田北西端的朱砂红矿

床到南东端的富家坞矿床
,

随着矿床剥蚀程

度由剥蚀到中等剥蚀
,

矿石的铜
、

钥品位由

贫到富
。

德兴铜矿的围岩蚀变作用具有多阶

段的特点 旱期以钾
一

长石化为主
,

中期以硅

化
、

绢云母化和绿泥石化为主
,

晚期以碳酸

盐化和硫酸盐化为主
。

各阶段的蚀变作用 中

心
,

从早到晚
,

由岩体内部逐渐向外推移
,

蚀变范围也随之扩大
。

因此
,

从各阶段蚀变

矿物组合的分布范围来看
,

具有以岩体内部
为 中心的分带形式

。

但矿田内的主要蚀变矿

化阶段 石英一硫化物阶段
,

则受岩体接触
、

带控制
。

成矿溶液 由接触带向内
、

外两侧运
移

,

在运移途 中与围岩发生变化反应
,

形成明

显的以岩体接触带为 中心的蚀变矿化分带
。

根据成矿地质作用和成矿时间
,

德

兴铜矿可划分为三个大的成矿期 岩浆晚期

残余气液矿化期
、

岩浆期后热液成矿期和表

生成矿期
,

主要成矿作用发生在岩浆期后热

液成矿期
。

根据该成矿期的矿物组合
,

大致

划分出 个成矿阶段
、

个亚阶段
,

·

即 】

硅酸盐一硫 化物 阶段 钾长 石
、

硬石

膏
、

石英一硫化物亚阶段 石英一硫化

物阶段 石英
、

绢云 母一硫化 物亚 阶

段 绿 泥石 绿帘石 一氧 化物
、

硫化

物亚阶段乡 碳酸盐
、

硫酸盐一硫化物阶

段 硫酸盐
、

萤石一硫 化物 亚阶 段

硫酸盐一硫化物 亚阶段
。

德兴铜矿床的形成温度
,

用包裹体

均一法测得为
“ ,

主要集中于
“ ,

这与有色矿产 地质研究院 对富家坞

矿床的测试结果 一致
。

值得

指出的是
,

矿床包裹体均一化温 度的空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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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两种趋势 其 一
,

早期成矿气液热流体

的温度
,

由斑岩向围岩趋于降低 其二
,

成

矿溶液沿斑岩与围岩接触带和构造裂隙活动

最为强烈
,

温度从接触带 向两侧稍有降低
。

德兴铜矿主要硫化物具有相同的硫

源
。

护悠值的变化范 围为一 偏
。

铜

厂区从接触带向两侧
,

随着岩石蚀变
、

矿化

程度由强到弱
,

以黄铁矿单一的同位素组成

为背景
,

其护 算术平均 值由高变低
,

在几

十到几百米范围内降低了约 偏
。

全矿田

个矿床的金属硫 化物的 ”‘ 算术平均值
,

水平方向以 硫磺矿最高 筋
,

其次

是富家坞 编
、

铜厂 偏
、

朱砂红 一 汤
。

考虑到剥 蚀程度以硫

磺矿较深
、

朱砂红较浅
,

故推 断硫化 物的
峨 值由深处 向浅处是降低的

。

综上所述
,

银 山矿床和德兴矿床的地质

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

主要差异在于前者未

见到早期钾长石化及相应的硅酸盐一硫化物

成矿阶段的矿化
,

而且矿床的形成温度略低
。

矿床成因

对银 山铅锌铜矿床和德兴铜矿的研究表

明
,

二者的成因是相同的
,

都是 由岩桨期后

热液混合天水热液
,

围绕次火山岩体发生对

流循环
,

并浸取双桥上群中的成矿元素
,

在

适宜的场所沉淀而形成的
。

考虑 到两矿 床在构 造背景
、

基底矿源

层
、

岩石和矿床特征及成因方面的一致性
,

以及地理位置上的相互关系 , 可以认为两矿

床是与同一 期 同源岩 浆有关 的 同一类型矿

床
,

即次火 山斑岩型矿床
,

其深部可能为同

一个大岩基
。

银山和德兴矿床在地层
、

岩石和矿床特

征方面的细微差别
,

可能和它们具体的构造

位置有关
。

由于德兴铜矿位于乐德盆地的边

缘
,

邻近隆起区
,

剥蚀较深
,

因而 中生代火

山岩地层已不复存在
,

但古老的基底地层却

出露较全
,

同时
,

次火 山岩 花岗 闪长斑

岩 因混染的地壳沉积物很少 与其邻区隆

起区有关 而具有明显的慢源特征
,

如铭同

位 素初 始比值较小
,

慢源 特征元 素如
、

、 。 、

等含量较高
。

至于银山矿区未

见到高温期的硅酸盐一硫化物成矿阶段的矿

化
,

矿床的形成温度而略低
,

则可能与该 区

剥蚀浅有关
,

因为越是深部
,

成矿温度越高
。

既然银山矿床与德兴矿床属同一矿床类

型
,

具有相同的特征和成因
,

两者的差别仅

由于剥蚀程度不同所造成
,

那么在银山矿区

的深部
,

找到类似于 德兴式 的铜矿 是可能

的
。

银山矿区已获得的深部钻孔资料
,

为此

提供了有力的佐征
。

本文承蒙王德滋教授审阅
,

并提出宝贵

意见 文 中插图由郑意春同志清绘
,

在此一

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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