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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山铜多金属矿床位于扬子地台北缘下扬子台拗沿江断裂带中段，隶属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月山

矿田。矿区出露的与成矿有关的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中、下统月山组（T2y）含膏盐白云质灰岩和南陵湖组（T1n）

灰岩。成矿岩体为中浅成、中酸性侵入体，主要为一套燕山期形成的高钾钙碱性闪长岩类组合，呈岩株、

岩脉状产出。岩体中角闪石的 40
Ar/

39
Ar 年龄为 136 Ma（陈江峰等，1991），属燕山期侵入岩体。岩体周围

矽卡岩化、大理岩化、角岩化等蚀变广泛发育，其次为局部分段发育的热液蚀变硅化、黄铁矿化、高岭土

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蛇纹石化等。控矿构造以接触带构造为主，具体表现形式包括简单接触带、断

裂接触矽卡岩带、层间破碎矽卡岩带、“舌状体”构造、接触-圈闭构造、多因素复合矽卡岩带以及波状起

伏界面（包括超覆构造、凹部构造、不规则界面等）。 

龙门山铜多金属矿床位于月山岩体西端，矿体产于闪长岩体与三叠系碳酸盐岩的接触带部位以及捕虏

体中，在近矿围岩中亦有矿化现象。矿体的产状多倾向北西，倾角变化较大，为 20～50°；形态以透镜状、

似层状为主，局部呈囊状，沿走向具分叉现象。主要矿石类型包括矽卡岩型铜矿石、矽卡岩型铁矿石、脉

型硫化物矿石等。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半自形结构、它形粒状结构、共结边结构、包含结构、镶边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脉状及网脉状构造和条带状构造等。 

（1）岩石学特征  月山岩体闪长岩类岩石多呈灰色、灰白色和灰绿色色调，岩石结构简单，一般为

中细粒或半自形不等粒状结构。造岩矿物以斜长石为主（50％～65％），钾长石含量相对偏高（8％～20％），

暗色矿物以角闪石为主（5％～15％），且含有少量的黑云母（≤3％），局部可见极少量的辉石。石英含量

变化较大，由闪长岩到蚀变闪长岩依次增大（2％～15％）。副矿物含量较少，在 5％以内，主要为磁铁矿、

黄铁矿和磷灰石，以它形不等粒状充填于主矿物和暗色矿物之间。 

（2）岩石化学特征  闪长岩类的 w(SiO2)在 57.39%～59.21%之间，平均含量为 58.37％，略高于中国

同类岩石的 SiO2平均含量 57.39％（黎彤值，下同），基本上属于硅酸弱饱和岩石，岩石总碱含量 w（K2O 

+Na2O）为 6.79%～7.77%，平均值为 7.31％，较中国正常闪长岩值（6.83%）高，Na2O/ K2O 值在 1.46～

1.63 之间，平均值为 1.54；碱度率 AR 值在 1.91～2.06 之间，平均值为 2.00，显示出岩体在较富钠的背景

上富钾。里特曼组合指数（σ）平均为 3.50，σ值在 2.87～3.96 之间变化，基本上属碱性岩。 

（3）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稀土元素总量（ΣREE）为 239.02×10
-6～299.87×10

-6，平均值为

262.76×10
-6， LREE/HREE 介于 8.37～12.84 之间，平均为 9.94，变化较小，但其比值远大于 1，轻稀土元

素相对富集强烈，重稀土元素亏损严重。(La/Sm)N值范围为 4.46～6.22，平均为 5.24；(Gd/Yb)N值范围为

2.06～3.41，平均为 2.98，小于(La/Sm)N 平均值，重稀土元素分馏程度较低，衰减速度比轻稀土慢。铕异

常值（δEu）均在 0.64～0.90 之间，平均为 0.82，接近陨石值，整体铕谷不明显，属无铕负异常型（正常

型）；δCe值为 0.81～0.84，平均为 0.82，变化较小，铈谷不明显，属铈弱亏损型（见图 1），反映了表层风

化作用对岩石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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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发现，岩体→蚀变岩→矽卡岩→矿石→围岩的∑REE 值的大小以及 LREE/HREE 比值大小变

化范围较大，但总体来说，无论是∑REE 值，还是 LREE/HREE 比值，矿石的数值相对来说与岩体、蚀变

岩接近，矿化带内接触带更有利于成矿。 

（4）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月山新鲜

钾长闪长岩中高温元素 W、Bi，低温元素 Hg、

Sb、Ag 含量均高于维氏值，表明新鲜岩体中

高、低温阶段成矿元素均较为富集，中温元素

Cu、Pb、Zn 低于维氏值，另外 V、Ti、Cr、

Co、Ni 均低于维氏值。本区 Sr 的丰度变化较

大，最高达 4840×10
-6，远高于上地壳值

350×10
-6和下地壳值 230×10

-6。                

测试结果表明，岩体和矽卡岩 Cu 和 Fe

的 含 量 分 别 是  3.8×10
-5
→3.724×10

-3 和

1.225×10
-2
→9.685×10

-2，可以看到 Cu、Fe 在

矽卡岩中比较富集，其中 Pb、 Zn、 Hg、 Ag

等中低温元素含量变化不大。矿石、矽卡岩、

围岩中 W、Mo、Bi、Hg、Mn 含量高于维氏值，

整体来观察可以发现蚀变岩、矽卡岩、矿石中

Cu、Fe 较为富集，成矿元素相对富集于矿石和

蚀变岩中，表明在成矿过程中有多种物质来源,

但闪长质岩浆占主导地位。 

    （5）成岩环境  戈蒂尼指数（τ）是用以反

映火山岩形成的构造环境的重要参数，根据 lgτ

与 lgσ作图可以划分火山岩形成的构造单元。在

戈蒂尼指数（τ）与里特曼指数（σ）对数值的关

系图（见图 2）上，所有的样品点均落入 B 区，

靠近 C 区，表明本区岩体形成环境在岛弧及活

动大陆边缘区。 

（6）结  论  本区强烈的岩浆活动提供成矿物质来源及热源，有利的地层和围岩条件为矿床的形成

提供了良好的物化条件，赋矿地层主要为三叠系月山组和南陵湖组白云岩、灰岩和角砾状灰岩。控矿构造

主要为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及层间破碎带。岩体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均向右倾，属轻稀土富集型，配分曲线

几乎重合，显示本区钾长闪长岩与闪长岩具同源性。通过对以上矿床地质特征、成矿条件及地球化学特征

的分析，认为龙门山矿床为以中酸性岩浆热液充填交代为主的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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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Ce Pr Nd Sm Eu Gd Tb Dy Ho Er Tm Yb Lu Y

LMS-530-4钾长闪长岩

LMS-575-1钾长闪长岩

ZKA-2闪长岩

ZKA-8闪长岩

ZKA-11闪长岩

        图 1  月山岩体闪长岩类稀土元素配分图 

 

 

图 2 月山岩体 lgτ-lgσ关系图 

A. 非造山带地区的火山岩；B. 造山带（岛弧及活动大陆边缘区）；

C. A 和 B 两区派生的碱性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