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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陵矿集区与块状硫化物矿床有关的

热水沉积岩
Ξ

曾普胜  蒙义峰  杨竹森  裴荣富  王训诚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安徽省地勘局 地质队 安徽 铜陵  

摘  要  通过对铜陵地区系统的填图观察和室内研究 初步确定了铜陵地区海西期的热水沉积岩 ∀它们是 石

炭系黄龙组 由下而上 !由内到外的层序包括含硫化物滑石蛇纹石岩 由原岩为含水富镁碳酸盐岩 二氧化硅的热

水沉积岩变质而成 ψ块状 !层状 含铜金 黄铁矿 ? 铁碧玉 ? 硬石膏 ? 菱铁矿 ? 菱锰矿 ? 硅质岩 ψ 含炭质粘土 ψ 白

云岩 二叠系为栖霞组 含铅锌金 硅质岩 !孤峰组 含锰 硅质岩和大隆组 含钼 硅质岩 ∀这些热水沉积岩总体构成

铜陵地区晚古生代多期热水活动的格局 ∀常量元素 !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的分析结果表明 本区的硅质岩具有热水

沉积岩的特征 ∀氧同位素估算的热水硅质岩古温度在 ε 以上 ∀铜陵地区的热水沉积岩对层控矿床的勘查和隐伏

矿床的预测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尤其是黄龙组底部的热水沉积岩是铜陵地区找矿的重要标志 对于指

导长江中下游地区 如宁芜等地 寻找该层位的矿床有着不可替代的指示意义 ∀

关键词  地球化学  热水沉积岩  块状硫化物矿床  铜陵

中图分类法 °        文献标识码

  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是否存在喷流 沉积成因

的块状硫化物矿床 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存在海西期喷流 沉积 徐克勤等 顾

连兴等 顾连兴 有人则认

为不存在海西期喷流 沉积 黄志诚等 ∀众所

周知 喷流 沉积成因的块状硫化物矿床 不论是

∂ ≥型还是 ≥∞⁄∞÷ 型 除具备由标志热液补给

通道的脉状 网脉矿带与化学沉积产生的层状块状

矿带构成的 / 双层0 结构外 ƒ

通常还伴生一套喷气岩或喷气

沉积岩 侯增谦等 ∀后者要么作为块状硫化

物矿体的边缘相 要么与块状硫化物矿层同层位产

出 构成所谓的/ 同矿石层位0 ∀这些喷气岩或喷气

沉积岩的发育常常标志着海底热水流体的活动 形

成于热水喷流系统的启动期或衰减期 侯增谦等

因而成为判别海底喷流 沉积成矿作用的重

要标志 ∀

在铜陵矿集区 上泥盆统五通组之上的地层中

广泛产出与喷流 沉积型块状硫化物矿床相伴的热

水沉积岩 图 但各处产出厚度变化较大 其中 以

铜官山矿田松树山矿段 !马山矿段 狮子山矿田冬瓜

山矿床 新桥矿田 水竹岭矿床 峙门口矿床等地厚

度较大 可达数米至数十米 ∀此外 铜官山背斜南段

上徐金矿 !五峰山硫铁矿 !桃园硫铁矿 !小涝铁矿等

地也有零星分布 ∀热水沉积岩与含铜 !金的黄铁矿

或磁黄铁矿紧密共生 成为铜陵地区海西期层控矿

床的找矿标志和区域对比标志 ∀前人对铜陵地区的

热水沉积岩有过少量研究 刘裕庆等 夏邦栋

等 徐跃通 曾普胜等 但缺乏系

统性 ∀本文在系统的野外填图基础上 对铜陵地区

的热水沉积岩作简单总结 讨论其产状 !成因及其在

找矿勘查中的意义 ∀

 热水沉积岩的产状和岩石学特征

铜陵矿集区的热水沉积岩主要分布于石炭系黄

龙组 ≤ η 底部 !二叠系栖霞组 ° θ 下部 !孤峰组

° γ 和大隆组 ° δ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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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铜陵地区海西期含矿层位柱状对比图 Ο

ƒ  ≤ ×

  石炭系黄龙组 ≤ η 白云岩与上泥盆统五通组

⁄ ω 泥质粉砂岩或粉砂质页岩之间所夹的热水沉

积层是铜陵矿集区 主要的矿胚层 或贫矿

体 栖霞组 ° θ 的含铅锌和金 硅质岩层在焦冲 !

潘冲 !马山等地可见 热水沉积方解石层夹于含炭质

粘土中 孤峰组 ° γ 的含菱锰矿 风化为软锰矿和

Ο  安徽省地勘局 地质队 Β 万铜陵幅区调报告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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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锰矿 方解石 硅质岩层主要分布于大成山背斜

东翼 !杨桃山 五峰山 !马山等地 大隆组 ° δ 含辉

钼矿硅质岩见于老鸦岭矿床 !五贵桥矿床等地 ∀这

些含矿的硅质岩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看作矿胚

层 ∀

1 1  石炭系黄龙组热水沉积岩

黄龙组 ≤ η 底部的热水沉积岩自下而上有规

律地分布 分别由黄铁矿胶结的石英细砾岩 !纹层状

含铜 蛇纹石滑石岩 原岩为硅质组分 石膏 白

云石 硫化物 !块状硫化物层 硬石膏 铁碧玉

岩 重晶石 炭质 粘土 !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组

成 ∀

石英细砾岩中的胶黄铁矿 底部 从西

部的铜官山矿田到东部的新桥矿田牛山矿段 即现

在的虎山金矿 都稳定存在 ∀磨圆度极好 粒度为

∗ 的滨海相石英被微细粒黄铁矿胶结 黄

铁矿增多时可见到沉积纹层 图 ∀新桥以东缺失

这套石英细砾岩 到南部的水竹岭等地它相变过渡

为泥岩 这表明在黄龙组石英细砾岩沉积时期 威宁

期 本区西部相对较低而东部高出水面 ∀

纹层状 含铜 蛇纹石岩 主要分布于西部

的铜官山矿田和狮子山矿田的矿层底部 到东部新

桥一带则相变为蓝色粘土和碎屑岩 ∀该套岩石在小

铜官山 !马山等地厚度一般数十厘米 但在冬瓜山矿

区可厚达数米 并作为矿体底部的标志层和贫矿体 ∀

图  新桥矿田虎山金矿黄龙组底部黄铁矿

胶结石英细砾岩层

ƒ  ≥ ∏

∏ ƒ ∏

÷

纹层状 !马尾丝构造发育 与现代红海沉积的深海金

属软泥特征十分相似 ∀镜下可见石膏板状和菱铁矿

假晶 ∀它们是含硅 !镁的热水沉积岩 隐晶石英 白

云石 石膏 硫化物 ? 冰长石等 在燕山期岩浆活

动的局部热场作用的结果 ∀可能的反应是

≥ ≤ ≤ ψ ≥

     白云石         滑石

≤ ≤ ≤ {

≥ ≤ ≤ ψ ≥

               蛇纹石

≤ ≤ ≤ {

这种反应可以是在近于封闭的等化学 无成分

带入带出 条件下完成的 类似于角岩的受热变质 ∀

在远离侵入体且未见通道与岩浆连通时仍可见到这

类蛇纹石滑石岩 含铜相对较低 在冬瓜山矿床中铜

含量为 左右 也可以是半封闭或开放系统 有

岩浆成分加入 局部可见到石榴石或透辉石矽卡岩

呈脉状或带状穿入纹层状块状硫化物中 铜含量相

对增高 可大于 ∀在冬瓜山矿床中 这种稳定呈

层的含铜蛇纹石岩可见到两层 一层位于矿体底部

与马山 !松树山矿段矿体底部的层位相当 另一层位

于下部的块状硫化物矿体之上 其特征与第一层极

为相似 也发育马尾丝构造和纹层状构造 为第二个

热水沉积旋回的标志 在冬瓜山矿床 中段

线 ) 线间可见 ∀这表明冬瓜山矿床的热水沉

积不是单一期次完成的 厚可达 的巨厚块

状硫化物层是多期次热水活动的产物 ∀

图  新桥矿床底部的富铜金含火焰状

石英块状硫化物

ƒ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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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状硫化物层 ? 铁碧玉 ? 重晶石 ? 菱铁

矿 ? 硬石膏 ? 炭质 在各矿田内都较发育 ∀离开喷

发中心后发育规模不等的铁碧玉 !重晶石 !菱铁矿 !

硬石膏或炭质等 它们与块状硫化物层一起构成

≥∞⁄∞÷ 矿床的有机整体 ∀块状硫化物在新桥矿田 !

狮子山矿田冬瓜山矿床 !铜官山矿田马山矿段 松树

山矿段 !水竹岭金矿 !峙门口硫铁矿 !桃园硫铁矿 !小

涝铁矿等地发育 矿体呈块状 !纹层状 !似层状产出 ∀

浅水区的新桥 虎山一带近喷口处 爆破导致的复成

分角砾岩被黄铁矿或胶黄铁矿胶结 也可见硫化物

堆积垮塌的块状 胶状黄铁矿呈角砾被细粒黄铁矿

或胶状黄铁矿胶结 ∀在新桥矿田块状硫化物底部可

见到较早的石英脉注入到未固结的堆积物中引起硫

化物假角砾化的现象 并使热液中硅饱和而出现火

焰状或团斑状石英 图 这类矿石含金铜较高 平

均 ω ∏ ω ≤∏ Ο 是新桥矿区目

前开采铜金的主要对象 ∀冬瓜山 !马山等矿床中矿

体虽然厚大 但爆破角砾岩型块状硫化物较少见 可

能与喷流 沉积时水体相对较深 不易爆破有关 ∀块

状硫化物具有明显的多旋回特点 仔细观察发现 新

桥块状硫化物有 个以上的沉积旋回 图 热水沉

积高峰期为块状和层状硫化物组成 间歇期沉积物

为蓝色粘土 水为较深的冬瓜山矿区为碳酸盐 可

见喇叭状的铁碧玉质角砾岩筒 为热水沉积的喷口

之一 其中的铁碧玉外貌与褐铁矿相似 但因特别坚

硬可与褐铁矿相区别 其外侧有层状 !透镜状重晶石

和水蛋白石夹于蓝色粘土中 并可见喷口附近堆积

垮塌导致的复成分混杂角砾岩 角砾成分为赤铁矿 !

黄铁矿 !重晶石 !水蛋白石等 基质为含炭质 蓝色

粘土 ∀

白云岩层 在铜陵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同

生沉积块状硫化物之上 为黄龙组底部的标志性层

位 层位较稳定 图 区域上称其为威宁期老虎洞

组白云岩 岳文哲等 ∀在威宁中 !晚期这种

/ 多滩岛碳酸盐浅陆表海沉积相0环境中 岳文浙等

张裂环境下热水沉积作用使海水的钙镁含量

区域性升高 热水带来的其他金属如 ƒ !≤∏!° !

等已先期沉淀 导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区域性

图  新桥沉积 喷流块状硫化物矿床 勘探线剖面略图

) 五通组石英砂岩 ⁄ ω ≤ η ≤ χ石炭系黄龙组 船山组 ) 含纹层状黄铁矿泥质砂岩 ) 蓝灰色含构造角砾粘土岩 ) 块状硫化

物 下部含角砾 上部为胶黄铁矿 ) 蓝色粘土岩 ) 含蓝色软泥捕虏体的石英二长闪长岩 ) 铁碧玉 块状硫化物 ) 含重晶石蓝色软

泥 ) 铁碧玉 块状硫化物 ) 含重晶石菱锰矿蓝色软泥 ) 角砾岩筒 下部为赤铁矿 上部为铁碧玉 ) 含次棱角状重晶石 黄铁矿

滑塌角砾的蓝色粘土岩 ) 块状黄铁矿层 ) 大理岩化沥青灰岩 ) 蚀变石英二长闪长岩

ƒ  ≥ ¬ ≥ ¬ √ ∏ ÷

) ±∏ ⁄ √ • ∏ ƒ ⁄ ω ≤ ∏ ∏ ƒ ∏ ≤ ∏ ƒ ≤ η

≤ 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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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黄龙组或老虎洞组白云岩 刘裕庆等

岳文哲等 ∀事实上 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乃

至华南大多数热水沉积矿床的上部都表现为白云岩

或白云质灰岩 碳质层组合 ∀国内外许多热水沉积

型或 ∂ ≥型矿床的矿层之上都发育白云岩或白

云质灰岩 如东川铜矿落雪组白云岩 刘继顺等

张学诚等 !白云鄂博稀土铁矿的白云鄂

博群白云岩 杨子元 !中

条山铜矿的余家山组白云岩 孙海田等 !澳大

利亚的 铅锌矿的白云岩 !

加拿大的萨利文铅锌矿之上的白云岩 哈钦森

陕西省凤县 太白县地区泥盆系金 多金属成

矿带之上分布着星红铺组白云岩 穿盆同生断裂

∏ 控制的三级热水沉积盆地

中硅质铁白云岩是广泛分布的一种岩石 方维萱

∀

白云岩多被认为是潮坪环境下像撒布哈模式那

样由蒸发泵 √ √ ∏ 机制形成的 许靖

华 Ο 即在干旱 !蒸发快的环境下 太阳能形成

的蒸发作用使潮上带环境的地下水的水头向上运

动 带来的海水使已沉积的岩石白云岩化 白云岩之

上常伴有纹层状藻席 叠层石 和片状 !鸡笼铁丝网

状 石膏 ∀前人详细的岩相和生物古地

理研究 岳文浙等 表明黄龙组时期 大部分

时间海水通畅 盐度正常 ∀因此 不可能具备形成白

云岩的泻湖或者撒布哈环境 黄龙组 ≤ η 白云岩也

未见伴生的叠层石和石膏 ∀因此 用潮上带蒸发的

撒布哈模式难于解释其中白云岩的形成 ∀白云岩与

上 !下地层均呈区域上的整合接触 白云岩中未见其

他硫化物浸染 也难用后期热液交代的密西西比型

∂ × 模式来解释 ∀

铜陵地区黄龙组底部分布广泛的块状硫化物矿

床和白云岩 不能简单地解释为铜陵半岛的陆相风

化剥蚀 或潮坪相泻湖相/ 有利于黄铁矿的形成 袁

旭音 0和白云岩的形成 ∀因为 在小安德列斯

群岛上的佩开尔米尔 ° 泻湖中打钻 泻湖

的沉积物中都是文石和石膏 并无白云石及白云石

化现象 许靖华 ∀泻湖相中的白云岩只是一

个想象的模式 到目前为止 并未发现任何一个古代

或现代泻湖中沉积白云岩的例子 ∀

  以上这些整合于热水沉积的块状硫化物之上的

白云岩和白云质灰岩可能正是热水沉积作用之后海

水中镁离子浓度增高和还原性增强的必然结果 ∀块

状硫化物矿层之上有白云岩分布是一种较普遍的现

象 这类白云岩可以作为矿层顶板的标志 ∀

1 2  二叠系热水沉积岩

二叠系地层中的热水沉积矿 化 层 除上述黄

龙组 ≤ η 底部的含矿层和白云岩外 还有栖霞组

° θ 的硅质岩 分布广 含铅锌和金 硅质岩层在

焦冲 !潘冲 !马山等地可见 孤峰组 ° γ 硅质岩广泛

分布于铜官山背斜青山背斜和大成山背斜两翼 单

层厚度 ∗ 含菱锰矿 风化为软锰矿和硬锰

矿 方解石 硅质岩层主要分布于大成山背斜东翼 !

杨桃山 五峰山 !马山等地 大隆组 ° δ 硅质岩 分

布范围近于孤峰组硅质岩 单层厚度 ∗ 图

含辉钼矿者分布于老鸦岭矿床 !五贵桥矿床等

地 ∀这些硅质岩具有明显的热水沉积岩特征 在一

定程度上也可看作矿胚层 图 ∀

上述石炭纪至二叠纪的几类热水沉积产物表

明 铜陵地区的热水活动具有间歇式 !多次活动的特

征 持续时间从黄龙组到大隆组 ≤ η ) ° δ ∀热水

沉积岩构成铜陵地区主要的矿 源 层和矿胚层 ∀以

下以硅质岩为例简述其地球化学特征 ∀

 热水沉积硅质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前人对鄂东南地区的晚二叠世大隆组中存在数

图  铜陵市东郊的大隆组薄层状硅质岩
眼球状粘土指示硅质岩形成于浅水环境

ƒ  × ⁄ ƒ ° δ

∏ ∏ × ≤ ∏ ° √

∏

√

Ο  许靖华 许靖华教授沉积学讲座讲稿汇编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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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与地层整合产出的薄层状硅质岩进行过常量元

素 !微量元素 !稀土元素 !硅和氧同位素地球化学的

研究 表明其为热水沉积硅质岩 在浅海环境下沉积

徐跃通 夏邦栋等 ÷ ∀

初步研究显示 铜陵地区各层位的硅质岩也为热水

硅质岩 它们与鄂东南等地硅质岩一起 为长江中下

游地区晚古生代时期海槽裂陷缓慢拉张条件下热水

多次活动的产物 ∀

常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特征显示铜陵地区的硅质

岩多数为热水沉积硅质岩 硅质岩的古温度范围为

∗ ε 曾普胜等 也反映出硅质岩为热

水沉积硅质岩 ∀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块状硫化物 矿物组合以黄

铁矿和胶状黄铁矿为主 另有少量黄铜矿 !方铅矿和

闪锌矿 其硫同位素分析统计结果 杨竹森等

显示 黄铁矿的 Δ ≥ 值分布范围较宽 为

ϕ ∗ ϕ 但绝大多数样品分布在 ϕ ∗

ϕ 之间 平均为 ϕ 其与硫酸盐的 Δ ≥ 平均值

相差约 ϕ 与 ≥ 统计的非火山环

境喷气沉积块状硫化物矿床的硫同位素组成比同时

代海水硫同位素组成平均低 ϕ 相吻合 说明铜

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系统形成的黄铁矿的硫主要为

循环海水硫的无机还原来源 ∀硫化物外围的硫酸盐

重晶石和硬石膏等 Δ ≥值多在 ϕ ∗ ϕ 之

间 表 图 与海水硫酸盐的硫同位素相当 而有

别于戴家冲一带风化成因石膏的硫同位素组成 表

∀可见 区分热水沉积矿床与岩浆热液矿床 硫酸

盐的硫同位素组成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

无论是岩浆热液矿床的黄铁矿还是远离岩体

如峙门口 的热水沉积矿床的黄铁矿 其Δ ≥值都在

表 1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块状硫化物有关的硫酸盐硫同位素组成

Ταβλε 1  Συλφυρ ισοτοπε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συλφατεσφρομ τηε Ηερχψνιαν μ ασσιϖεσυλφιδεσ

样号 产地 层位 样品名称 矿物 Δ ≥∂ ≤⁄× ϕ

⁄ 冬瓜山 黄铁矿层 含黄铜矿硬石膏岩 硬石膏

÷ ± 新桥 黄铁矿层 含浸染状石膏灰黑色灰岩 硬石膏

÷ ± 新桥 黄铁矿层 含重晶石黄铁矿泥岩 重晶石

× ≠ 桃园 黄铁矿层 含重晶石块状黄铁矿 重晶石

⁄ 峙门口 黄铁矿层 含重晶石块状黄铁矿 重晶石

⁄ 峙门口 黄铁矿层 含似层状重晶石块状黄铁矿 重晶石

⁄ 峙门口 黄铁矿层 含重晶石炭质纹层状胶黄铁矿 重晶石

≥ ° 水竹岭 黄铁矿层 含重晶石团块胶黄铁矿 重晶石

⁄ 山土勘旺 黄铁矿层外围 团块状重晶石 重晶石

⁄ 山土勘旺 黄铁矿层外围 团块状重晶石 重晶石

⁄ 虾塘村 黄铁矿层外围 团块状重晶石 重晶石

⁄ 新桥头 底板蚀变岩系 重晶石菱铁矿脉 重晶石

⁄ 低岭 底板蚀变岩系 重晶石菱铁矿脉 重晶石

⁄ ≤ 戴家冲 风化成因黄铁矿层 含次生石膏团块黄铁矿 石膏

图  铜陵地区海西期硫化物硫同位素直方图

ƒ  ≥

∏ ×

ϕ ∗ ϕ 之间 平均值 ϕ 显示出深源硫的特征 ∀

这可能是由于铜陵地区石炭纪热水沉积的块状硫化

物形成时的热水溶液温度较高 ε 左右 热水溶

液喷出地表后迅速卸载沉淀而来不及与海水交换

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块状硫化物 黄铁矿 的硫同位素

组成与岩浆热液形成的大致相同 难以区分 ∀

 关于热水沉积岩及其相关的热流体

演化的探讨

  洋脊岭上的 类主要的喷流 沉积式样反映了原

始高温热水溶液与海水不同程度混合或稀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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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原始的高温热水溶液直

接泻于海底时沉淀块状硫化物 温度稍低且浓度

稀的热水溶液则沉淀相对纯的锰质沉积物 ≈ 铁 锰

质混合的沉积物则代表前述两者的中间阶段 ∀

在铜陵地区 尽管没有大规模的火山岩存在 但

从沉积产物的特征分析 铜陵地区海西期黄龙组

≤ η 底部的块状硫化物应当是高温的原始热水溶

液直接在水下卸载沉淀的结果 新桥远离岩体的含

石英块状硫化物 样品号 ÷ ± ° !÷ ± ° 的流体包

裹体均一温度为 ∗ ε Ο 表明其温度较

高 ∀

硅质岩的氧同位素数据可反映热水硅质岩温度

变化情况 ∏ ≤

与块状硫化物矿体密切共生的硅质岩与现代

海底硫化物硅质烟囱形成温度相当 侯增谦等

本区硅质岩的氧同位素分析结果及对应的古

温度计算表明 铜陵地区硅质岩形成的古温度在

∗ ε 之间 曾普胜等 即便是热水成分相

对较少的栖霞组硅质结核灰 其氧同位素反应的古

温度都在 ε 结合矿物组合分析 其余地段的栖霞

组 ° θ 含微细粒铅锌矿和热水方解石的热卤水温

度可能相对较高 但活动规模已不如黄龙组时期那

么宏大 局限于焦冲 !大成山背斜 !马山等地 其余地

段的热水活动温度较低 !持续时间较长 导致栖霞组

上段硅质岩分布广泛 ∀

孤峰组 ° γ 时期的硅质岩在东部横山岭一带

古温度高达 ε 曾普胜等 无锰矿化显示

而大成山背斜的含锰热水硅质岩应当是较冷而稀的

热水溶液沉淀的结果 从含锰硅质岩的单层厚度

∗ 判断 其单次热水活动的规模仍较大 热水

温度可能高于东部的无锰矿的硅质岩 ∀从含锰硅质

岩的分布来看 这一时期的热水活动中心主要集中

在大成山背斜的瑶山一带 其热水活动规模比黄龙

组时期明显减弱 ∀

大隆组 ° δ 时期的硅质岩仅局部钼矿化 单层

厚度小 相对地 含炭质也较少 说明这个时期的热

水活动水温更低 含金属更少 更稀的溶液 ∀含金

属 钼 的热水沉积仅局限于老鸦岭和五贵桥等地

预示着这一时期热水活动规模已大大减弱 且热水

浓度很低 ∀

需要指出 表 中新桥 !狮子山一带栖霞组或孤

峰组 !大隆组的硅质岩氧同位素估算的古温度高达

∗ ε 曾普胜等 可能属于后期岩浆叠

加扰动所致 估算的温度可能较沉积时期的实际温

度要高 ∀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 铜陵地区 从 ≤ η ψ ° θ ψ

° γ ψ ° δ 热水活动的温度由高到低 热水含金属浓

度逐渐降低 ∀尽管各个时期的热水活动构成一个独

立的热水活动旋回 并具有各自不同的主要金属组

合 分别为 ≤∏ ∏≥ ψ ° ψ ψ 但它们共同

构成海西期一个相互关联 !逐渐衰减的热水活动旋

回 ∀这种大的热水活动旋回是九瑞地区 广西大厂等

地的扬子地块海西期大范围的热水活动事件的一部

分 与下扬子地区海西期长期的 !较弱的拉张背景有

关 ∀

 热水沉积岩在找矿勘查中的意义

热水沉积岩是区域含矿源层的对比和找矿的标

志层 黄龙组底部的热水沉积岩 包括含铜蛇纹石岩

和白云岩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找矿标志层 尽

管从鄂东南 ψ 九瑞 ψ 铜陵 ψ 南京 成矿的主元素有

从铜金到铅锌的变化趋势 但硫化物之上的白云岩

具有可比性 含铜蛇纹石岩在多个矿区作为矿层的

底板甚至本身构成贫矿体 ∀该层位对于铜陵地区的

深部隐伏矿的预测和寻找有重要帮助 对在宁芜盆

地之下寻找 / 铜陵式0的块状硫化物矿床又具有意

义 ∀栖霞组硅质岩在马山 !焦冲 !潘冲一带的矿化提

示 本层的热水沉积局部仍可构成工业矿体 ∀焦冲

金矿的勘探结果表明 同生沉积的纹层状 !块状硫化

物含金 !铅锌 矿床规模达中型 ∀大成山背斜的孤峰

组硅质岩有关的锰矿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

需要强调的是 黄龙组底部的热水沉积岩是铜

陵地区找矿的重要标志 ∀对于指导长江中下游其他

地区 如宁芜等地 寻找该层位的矿床有着不可替代

的指示意义 ∀

 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和讨论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铜陵地区海西期热水沉积作用伴随有热水

沉积岩的形成 ∀石炭纪黄龙组时期的由下而上 由

内到外的热水沉积层序可包括含硫化物滑石蛇纹石

岩 由原岩为含水富镁碳酸盐岩 二氧化硅的热水

                     矿   床   地   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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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岩变质而成 ψ块状 !层状 含铜金 黄铁矿 ? 铁

碧玉 ? 硬石膏 ? 菱铁矿 ? 菱锰矿 ψ 硅质岩 ψ 白云

岩 二叠纪时期包括栖霞组 含铅锌金 硅质岩 !孤峰

组 含锰 硅质岩和大隆组 含钼 硅质岩 ∀晚古生代

的铜陵地区 热水活动总体表现出多期活动并逐渐

减弱的特征 ∀

硅质岩常量元素 !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的分

析结果表明 这们具有热水沉积岩的特征 ∀氧同位

素测试结果也表明硅质岩为热水沉积岩 ∀

铜陵地区的热水沉积岩对层控矿床的勘查

和隐伏矿床的预测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

义 ∀黄龙组底部的热水沉积岩是铜陵地区找矿的重

要标志 ∀对于指导长江中下游地区 如宁芜等地 寻

找该层位的矿床有着不可替代的指示意义 ∀

致  谢  本项目得到常印佛院士的指导和鼓

励 安徽地勘局储国正博士 !孙军高级工程师 !许发

友总工程师 !青山金矿的程年进科长 !虎山金矿的方

七林矿长 !新桥矿业公司的刘洪涛 !高茂生 !宋刚等

诸位专家和领导给予大力支持 ∀侯增谦研究员审阅

了文章初稿 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在此一并致

以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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