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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对 皖中庐江沙溪斑岩型铜矿床进行了地质-地球化学分析研究 ,结 合钻探成果,提 出

了该区斑岩型铜矿的成矿模式。应用激发-极化等方法进行了地球物理验证 ,在 菖蒲山地区发现并

田定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斑岩型铜矿远景区。结合矿区所处的大地构造部位 ,对 全区斑岩型铜矿成

矿前景进行了预测,提 出本区存在大型-超大型斑岩型铜矿的成矿潜力。

关锾词 :斑 岩型铜矿 成 矿模式 地 球化学-地球物理研究 沙 溪-菖蒲山地区

安徽 327地 质 队对 皖 中庐江 沙溪斑 岩 型铜矿床进行 了长期 的勘 查 工作 ,已 圈定 中等 品位

(Cu≥ 0.4%)25.85万 吨 ,低 品 位 (Cu=o.2%~0.4%)23.10万 吨 。

在执行国家 85攀 登计划和重点科技攻关课题研究中,课 题组在详细分析前人 ,尤 其是

安徽省地矿局 327队 地质与钻孔资料的基础上,通 过野外考察 ,室 内分析 ,提 出了构造屏

蔽、背斜核部控矿控岩的理论模式。并根据这个模式在该矿区以南菖蒲山背斜核部发现了富

铜铁帽 ,3个 地表露头样品分析结果 :高 品位达 1475× 10̄ 6,最
低品位 560× 10̄ 6,高

者已

接近边界品位。在中国科学院地学处的统一协调下 ,1993年 11~12月 ,中 国科学院地球物

理所专题组在科大专题组的密切配合下对科大提出的菖蒲山预测区进行了电法和磁法探测工

作,并 对沙溪已知矿区第 9勘 探线进行了对比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 菖蒲山地区存在一个

与沙溪矿区异常形态近似、强度略大的高极化区,异 常体近 NNE向 分布 ,纵 向长度大于

15OO m,宽 度大于 500m,异 常埋深距地表 100m左 右 ,初 步研究结果表明,该 异常体由硫

化物矿化引起 ,且 规模较大 ,结 合全区的地质-地球化学的综合研究 ,认 为本异常区是 由与

沙溪矿区相似的埋深较浅的斑岩铜矿体所引起的,即 在沙溪矿区南侧菖蒲山一带存在一个较

大规模的斑岩型铜矿远景区。

区域地质背景与矿床地球化学

沙溪-菖蒲山斑岩型铜矿区位于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的中段北缘,郯 庐断裂的主干

断裂从矿区西侧通过,东 部濒临庐枞火山岩盆地,矿 田位于郯庐断裂带与矾山-铜陵深断裂

的复合部位[11。矿区地层出露简单,除 第四系近代沉积堆积和白垩系红色砂砾岩外,矿 区

西北部及东部、东南部边缘分布有上侏罗统一下白垩统陆相火山岩。而作为含矿岩体围岩为

艹 国家 85辇 登计划专题 (30△ 2)及 85重 点科技攻关项目 (85-901)铜 矿资源类型评估研究成果

孙立广,男 ,53岁 ,教 授,长 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研究。邮政编码:23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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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沙 溪一 菖蒲 山斑岩铜矿 区地质-构造略图

(据安徽省地矿局 327队 资料改编)

1一第四系沉积物;2— 中一新生界红层;3— 中生界火山

岩;4— 中生界碎屑岩;5一 古生界碎屑岩;6一 闪长岩类;

7一浅成相闪长斑岩;8— 含矿石英闪长斑岩,黑 云母石英

闪长斑岩;9— 潜火山岩类;10一 侵人角砾岩;11— 爆发

角砾岩;12— 推测背斜轴;13一 次级向斜轴;14一 断层线;

15—沙溪斑岩铜矿区;16一 菖蒲山斑岩铜矿预测区

中下侏罗统内陆湖沼相碎屑岩、上泥盆统

一中下志留统陆相滨海相碎屑岩及海湾泻

湖相碎屑岩。沙溪斑岩铜矿体绝大部分产

于斑岩岩体中,主 要为石英闪长斑岩 ,黑

云母石英闪长斑岩 ,细 斑闪长斑岩。 自北

向南将沙溪矿区划分为 4个 矿段 ,即 棋盘

山、铜泉山、狮子山、断龙颈。但实际上

4个 矿段是一个呈 NNE向 连续分布 的整

体 ,受 全区 NNE向 的复式背斜控制。菖

蒲山预测区位于断龙颈断裂以南 ,构 造线

方向向东稍偏 ,构 成与沙溪矿床相对独立

的矿化区,但 二者之间又有密切的成因联

系,全 区地质概况见图 1所 示。

本区岩浆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早

期为侵人阶段,各 主要侵人体均有不同程

度的铜矿化,而 该阶段石英闪长斑岩、黑

云母石英闪长斑岩为主要容矿岩石 ,其 次

角闪闪长斑岩、粗斑闪长斑岩、侵人角砾

岩、细斑角闪闪长斑岩等亦部分或局部含

矿。该阶段末期有大量基性、中性和亚碱

性、酸性脉岩贯人 ;晚 期阶段有火 山喷发

和潜火山活动。

多数 闪长岩 中 N勿 O的 含 量 均 大 于

K2O,用 Batchelor等 (1985)[21提 出 的 多 阳

离子参数 (R1=4Si11Na-11K-2Fe-Ti;R2=6Ca+2Mg+Al)判 别表明:本 区闪长岩类为消

减的大陆边缘花岗岩和板块碰撞后隆的花岗岩;同 时依据 Maniar等 (1989)[10]提 出的微量

元素判别方法进行判别表明,该 闪长岩为岛弧或大陆弧花岗岩,由 此可知该区的闪长岩与板

块碰撞有关。同位素和岩石化学的研究表明:该 区的中酸性侵入岩的物质来源为壳-幔混染

型,并 以幔源为主[4,5];从 全区闪长岩产生的大地构造背景分析,该 区处于扬子陆块与华北

陆块接合部位的南缘,中 生代时期位于庐枞火山岩断陷盆地的边缘,郯 庐深大断裂带通过全

区,该 区的闪长岩无论是从产生还是到其演化上看都是有利于大型乃至超大型斑岩矿床的形

成[296~s)。

2 菖 蒲山预测区构造屏蔽与背斜核部控矿模式及其意义

从沙溪已有剖面线及钻孔资料来分析,沙 溪矿床的主要矿体呈倒
“
U” 字形,均 分布在

背斜核部,围 岩以蚀变高家边组硅化碎屑岩为主 (图 2),沿 核部断续出露的岩体可以看成

是背斜核部剥蚀后的露头。两翼部出露的无矿岩体是浅成相火山岩。在背斜核部,富 含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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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分的含矿热液在受到顶盖屏蔽情况

下富集成矿,而 在两翼显然不利于成

矿。印支期以来,郯 庐断裂的大幅度左

行平移,在 断裂东侧形成 了一系列羽

状,呈 NNE— NE展 布的褶皱轴,其 背

斜核部及其虚脱部位为含矿岩体提供了

良好的容岩空间。

我们在研究了前人工作基础上,结

合地表实测地层剖面,提 出了构造屏

蔽,背 斜核部控岩控矿模式 (图 略)。

应用模式图可以完满地解释沙溪矿床中

矿体的分布,矿 层厚度的分布以及两翼

岩体无矿的本质原因。根据这个模式有

目的地选择断龙井以南有志留系分布的

菖蒲山地区进行野外调查工作,很 快便

发现了地表矿化点和斑岩型铜矿的标志

一一富铜铁帽。3个 地表样品的分析结

果 表 明 Cu含 量 560× 10̄
6~1475×

10̄ 6之
间[3],地 表矿化点的 Cu品 位 比

沙溪矿床地表矿化点的 Cu品 位高出甚

多,而 且该矿化点正位于一个背斜核部

地带,从 而进一步证明这个理论模式对

寻找斑岩矿床的实际意义。

3 地 球物理测量及异常分析

图 2 沙 溪矿 区第 12勘 探线地质剖面图

(据安儆地质矿产局 327队 资料)

1—石英闪长斑岩;2一 粗斑闪长斑岩;3— 黑云母闪长斑

岩;4一 粉砂质泥岩;5— 泥质粉砂岩;6一 砂岩;7一 工业

品位锔矿体;8— 断层;9一 钾化蚀变界线;10— 侏罗系

象山群:11一 志留系坟头组;12一 志留系高家边组

区内地球物理测量研究,是 在地质、地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作区的选择及测线的

布置,覆 盖了地化工作所发现的异常地段。考虑到测区中、下志留统与闪长岩体的接触带等

地质现象,测 线有一定延伸,以 利于从正常场至异常区的全面了解。这次工作,我 们共实测

剖面 6条 (其中一条是与沙溪矿区以知矿体对比研究),测 线基本均为 NW-SE方 向,预 测

区内测量控制的面积约 0.6km2。

根据所研究地区的地质情况,在 该区工作中,我 们主要选择了激电法和高精度磁法两种

方法。电法选用的仪器是加拿大进口的 IPR8接 收机和 IPT-1发 射机,方 法为中间梯度法,

配合对称四极测深。研究方案确定为从已知到未知原则,并 充分考虑地质条件的特殊性的原

则。我们首先选择了沙溪矿区第 9线 作为实验剖面。从所测剖面可知,埋 藏矿体和异常对应

很好,该 异常电法表现为低阻、高极化特征,极 化率高值达 碉‰。且高极化较为宽缓,可

能反映矿体外围的硫化物矿化晕有更宽的范围。

在预测区所测的 5条 剖面中,1~4线 具类似的特征 (图 3)。 其极化率值从东部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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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志留统的⒛‰左右,向 西进人异常区突然变为

已知矿区较好矿化地段第 9勘 探线的极化率异常值。

40‰ 以上,最 高近 60‰ 左右,略 高于

而进入中沙溪闪长岩体后极化率值迅速

图 3 菖 蒲山预测区激发-极化法测量的

极化率等值线平面图

1一等值线及极化率数值;2一 测量工作线

降至 8‰ 以下。极化率异常非常明显。且异常

大体与区内中、下志留统和中沙溪闪长岩体接

触带方向一致 ,为 近 NE方 向的带状 ,具 体可

分为两条带 ,较 西部的带异常值稍高,可 能为

埋深较浅所致。由测深结果表明,高 极化率体

顶板埋深不足 100m。 电阻率因受地形等因素

影响,变 化较大 ,但 仍可见近岩体异常带的低

阻反映,同 时也反映了预测区高硫化物矿化区

和已知矿区相对应的特点。

该异常带在略向 SE偏 转后 ,尖 灭于 2~5

线之间。异常面积可达 0,6km2。

4 结 果讨论

综上所述 ,菖 蒲山预测区是一个有希望的

斑岩铜矿远景区,地 、物、化的证据都支持构

造屏蔽、背斜核部控矿的模式 ,我 们可以看到

区内激发极化法所圈定 的异常,具 一定规模 ,

异常和相邻的中沙溪矿体有相近的量值,局 部高于已知矿区。0O‰ ~ω ‰这样高的极化率数

值在本区只能反映地下硫化物矿化富集的特征。异常和已知矿区特征近似,为 低阻高极化。

异常对应的构造部位和已知矿区相当。结合该区所处的有利铜矿成矿的大地构造部位″’:〕,

我们认为本区是极有前景的斑岩型铜矿成矿远景区。

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常印佛教授在本课题研究中所给予的指导和 m7地 质

队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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