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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庐中南段与中生代火山-次火山作用有

关金(铜)矿床的成矿控制因素及成矿规律
艹

邱检生 王 玉华 王 德滋 徐 兆文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南 京)

提 要 :郯 庐中南段及邻区是我国东部与中生代火山-次火山作用有关金 (铜 )矿 床的重要产

地之一。据矿床地质环境、地质特征及成因,区 内与火山-次火山作用有关的金 (铜 )矿 床可分为

2大 类 6种 型式。在详细研究基础上,对 各类矿床成矿控制因素和成矿规律进行了全面总结。

关键词:火 山-次火山岩型金 (铜 )矿 床 成 矿特征 成 矿控制因紊 郯 庐中南段

郯庐中南段及其邻区中生代火山活动强烈,形 成了一系列与火山-次火山作用有关的金

(铜)矿 床,如 山东平邑归来应大型金矿床、大别山北麓磨子潭—晓天火山盆地中的东溪金

矿床、下扬子断陷带庐枞盆地中的天头山金 (铜 )矿 床和宁芜盆地中的铜井金 (铜 )矿 床,

以及紧邻断裂带分布的安徽沙溪铜 (金 )矿 床、山东七宝山金 (铜 )矿 床及沂南金 (铜 )矿

床等等。据矿床产出地质环境、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将 矿床归为 2大 类 6种 型式 (表

1),第 一类为岩浆热液型金 (铜)矿 床,包 括斑岩型、斑岩-角砾岩型和夕卡岩型 3种 型式,

矿例为沙溪、七宝山和沂南;第 二类为浅成低温热液型金 (铜 )矿 床,包 括碲金型、石英-

冰长石型和石英-锰菱铁矿型 3种 型式,矿 例为归来庄、东溪和天头山。

1 火 山-次火山岩浆活动对成矿作用的控制

区内与火山-次火山作用有关的金 (铜 )矿 床既可出现在次火山岩体之外,也 可产于火

山岩中,剥 蚀程度较深的地区,则 在次火山岩体内外缺失同时代的火山岩 (如 山东沂南金

场、平邑归来庄)。这类矿床的成矿作用与次火山岩浆活动的关系更密切,赋 存在火山岩中

的多为中小型矿床或矿点。在岩石组合上,本 区不同成因类型的金或金 (铜 )矿 床对火成岩

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岩 浆热液型金 (铜 )矿 床的成矿岩石均为中酸性钙碱质岩石,如 沙溪

为石英闪长玢岩,七 宝山为石英闪长玢岩-花岗闪长斑岩,沂 南金场为霏细斑岩,沂 南铜井

为闪长玢岩-石英闪长玢岩,这 些岩石的化学成分在 Pecce⒒llo等 (1976)提 出的划分岩石系

列的 ⒏O2̄ K2O变 异图上均投影在高钾钙碱性岩系范围内,它 们既是矿体的主岩,同 时又是

矿质的主要源区。浅成低温热液型金 (铜 )矿 床的赋矿岩石主要为偏碱性的富钾岩石,如 东

溪金矿的矿体主要赋存在上侏罗统毛坦厂组第一旋回下部的粗安质熔岩、火山碎屑岩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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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郯 庐中南段与火山-次火山作用有关典型金(铜 )矿床成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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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检生等:郯庐中南段与中生代火山-次火山作用有

关金(铜 )矿床的成矿控制因东及成矿规律

头山金 (铜 )矿 的矿体赋存在上侏罗统砖桥组粗安质火山岩中,归 来庄金矿的矿体主要赋存

在二长质-正长质的隐爆角砾岩中,上 述偏碱富钾岩石均可归之为橄榄安粗岩系 (曲oshonite

∞hes),可 见区内二类矿床对应于二类不同的火山岩系,表 现出一定的成矿专属性。

从岩浆演化的角度看,区 内这类矿床主要与演化较晚阶段的岩浆活动有关,如 山东七宝

山存在早、晚二期火山-次火山杂岩,但 成矿仅与晚期的石英闪长玢岩 石̄英二长斑岩有关;

山东沂南金场金 (铜 )矿 床存在由闪长岩-二长岩-霏细斑岩的演化系列 ,但 金 (铜 )矿 化主

要与晚期的霏细斑岩有关;宁 芜铜井地区,其 火山活动自早至晚依次有龙王山、大王山、姑

山和娘娘山多次旋回,但 成矿主要与晚期娘娘山旋回的火山活动有关。总之,高 度分异演化

的岩浆有利于这类矿床的形成。

2 火 山构造对成矿作用的控制

区内绝大多数火山-次火山岩型金 (铜 )矿 床均与火山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空间共生关

系,表 明火山机构是矿化发生的有利部位,按 其与火山机构的关系可分为 3种 情况:① 产

于火山机构内的矿床,如 江苏铜井金 (铜 )矿 产于娘娘山火山机构中,七 宝山金 (铜 )矿 床

产于七宝山火山机构中,金 场金 (铜)矿 产于金场火山机构中,这 类矿床常与火山机构内的

环状断裂、放射状和纵向高角度断裂以及沿这些断裂在火山复活期侵人的次火山岩密切相

关;② 产于火山机构附近的矿床,如 天头山金 (铜 )矿 位于黄公山火山机构附近,沙 溪铜

(金)矿 位于中沙溪次火山活动中心附近,东 溪金矿也位于火山机构附近;③ 与火山机构无

直接空间关系的矿床,这 类矿床较少,只 有沂南铜井夕卡岩型金 (铜 )矿 床属于此类。从经

济意义而言,第 一类与第二类矿床最重要,足 见火山机构与成矿的密切联系。国内外许多重

要的火山-次火山岩型金 (铜 )矿 床均较明显地受到火山机构的控制 ,如 我国的团结沟金矿、

紫金山金 (铜 )矿 ,美 国科罗拉多洲及加拿大科迪勒拉等地的同类矿床均表现出明显的火山

机构控矿的特点。火山机构之所以与成矿密切相关,可 能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有关:① 火

山机构内火山-岩浆活动复杂,经 历时间较长,给 成矿提供了热源及足够的物质和时间;②

火山机构内断裂发育,一 些张性的放射状、环状断裂和挤压破碎带以及沿环状断裂分布的次

级火山通道等给成矿提供了导矿构造和储矿空间;③ 火山机构附近广泛发育火山碎屑岩以

及破火山沉陷期形成的沉积碎屑岩,孔 隙多,渗 透率高,利 于导矿和容矿;④ 火山机构常

位于断裂构造带或几组断裂交汇处,与 基底断裂有一定联系,有 利于深部成矿物质的上升。

3 区 域性断裂构造对成矿作用的控制

区内各类矿床、矿点的产出均与区域性深大断裂密切相关,这 些深大断裂常常是重要导

矿构造,控 制着成矿带的展布,如 区内岩浆热液型金 (铜 )矿 床的展布明显受郯庐主干断裂

控制,大 别山北麓火山盆地中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的展布明显受 NW向 聚合断裂带控制,

但控制岩浆热液型与浅成低温热液型金 (铜 )矿 床的断裂构造条件有∷定区别,岩 浆热液型

矿床控矿断裂的方向常与主干断裂方向一致,无 论沙溪、七宝山还是沂南铜井和金场,其 控

矿断裂的方向主要为 NDNNE向 ,与 郯庐断裂方向一致。而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的控矿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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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常常是主干断裂派生的次级断裂 ,如 归来应金矿位于 NNW向 燕甘深大断裂派生的近 EW

向次级断裂中,天 头山金 (铜 )矿 主要受 NE-NNE向 主干断裂派生的次级近 SN向 断裂控

制 ,东 溪金矿主要受 NW向 主干断裂派生的次级 NE向 剥离断层控制。对岩浆热液型矿床,

多组断裂交汇部位直接控制着成矿岩体的产出。因此 ,断 裂构造对成矿具有重要的控制作

用。

4 基 底及围岩的含金性对成矿作用的控制

基底及围岩中金含量的高低与金矿化无直接关系。我们对山东沂沭断裂及其二侧地区火

山岩的 Au含 量进行了较系统的测试 ,火 山岩 Au含 量平均为 1.11× 10̄ 9(N=121),低 于

地壳的克拉克值 (约 3.5× 10̄ 9)。 区内基底地层的大量 Au丰 度测试数据也表明 Au含 量较

低 ,多 在 3× 10̄ 9以下 ,因 此 ,基 底及围岩中 Au含 量的高低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不是成矿与

否的决定性因素。国内外许多重要金矿产区的基底 Au背 景含量均较低 ,如 小秦岭地区绝大

多数岩石建造 Au丰 度都低于 4.3× 10̄ 9的维氏克拉克值 ,矿 床最集中的太华复合地体结晶

基底的 Au丰 度只有 1× 109(陈 衍景等 ,1993)[4],南 非 Barnerton绿 岩带和加拿大卡卡奇

湖绿岩带的 Au丰 度分别为 1,8× 109和 0.98× 10̄ 9(Anhaeusser,19%)[51。 矿床的形成在

更大程度上取决于 Au能 否被释放以及矿质在后续成矿过程中能否被集中,任 何岩石都可以

提供 Au的 来源 ,成 矿的关键是矿质能否在一个相对很小的范围内集中,只 要有 Au被 迁移

后再集中,即 可成矿。

综上所述 ,岩 浆的分异演化、火山构造、断裂构造对成矿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而 基底

及围岩的含金性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不是成矿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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