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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斑岩铜矿田由铜厂、朱砂红、富家坞铜钼（金）矿床组成，铜金属储量超过 600 万吨，达超大型

规模。矿田位于赣东北深大断裂上盘，受北西－北西西向横张断裂群控制，3 个矿床沿着 300°展布，赋

矿围岩为前震旦系九岭群（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系。矿田发育多组东西向、北东向、北北东向、北向褶皱、

断层，或成挤压构造，或成引张构造，正是广泛发育的构造活动造成该区构造虚脱，为后期岩浆侵入和成

矿提供了导矿及容矿环境。三个岩体蚀变具有典型的斑岩铜矿面型蚀变特征，从岩体中心向外侧分别发育

石英－绢云母化→绿泥石－水白云母化→绿泥石－伊利石化，除了泥化带缺失之外其他蚀变分带发育齐

全。稳定同位素研究表明，成矿流体为岩浆来源，铜主要来自于岩浆（Li，2007；金章东，2002）。成矿流

体形成及演化过程中锶同位素值由斑岩体内部（0.705）向围岩接触带（0.711）有规律地升高（金章东，

2002），指示出矿床是由热液流体将成矿元素从岩体内部（岩株深部）迁移到接触带附近富集而成的。铜

厂、富家坞矿床目前正在开采，而对于朱砂红深部成矿潜力一直是关注焦点。本文利用铜元素品位变异函

数，模拟铜厂和朱砂红矿区元素富集规律，进而探讨朱砂红深部成矿潜力。 

1  铜厂、朱砂红矿区铜元素变异函数模型 

将铜厂铜矿的 506 个钻孔和朱砂红矿区 45 个钻孔数据矢量化，建立地质数据库。铜厂共获得 20400

个样品点，朱砂红有效样品点 3 887 个，以此作为地质统计学的分析载体。对两个矿区铜元素样品进行基

本统计分析：铜厂和朱砂红矿区铜品位方差分别 0.04、0.02，标准差分别为 0.21 和 0.14，偏度系数分别为

1.12 和 2.14，往右偏，但偏离程度小，矿床品位频率曲线类似于正态分布曲线。峰度分别为 3.1 和 9.45，

两个矿区均呈正态峰分布，而朱砂红矿区铜品位分布比铜厂更集中；特高品位在统计分析前已经做了数据

预处理，整体上来说，铜厂和朱砂红矿区铜元素样品数据具有正态分布特性，满足用普通克里格法对铜品

位估值的要求。 

分别计算铜厂、朱砂红矿区铜品位样品走向、倾向和垂向三个方向变异函数，计算结果表明，
*( )hγ

随着 h 增加逐渐增大，然后趋于稳定。符合球状模型的特点,采用实验变异函数球状模型用加权多项式回归

法对三个方向实验变异函数进行拟合，经过计算得铜厂、朱砂红矿区铜品位主轴方向理论变异函数： 

铜厂：  
3

3

0.02 0

3 1
( ) 0.02 0.02( ) 0 300.24

2 300.24 2 (300.24)

0.04 300.24

h

h h
h h

h





    


 

γ ---------公式 1 

朱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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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公式 2 

通过上述对铜厂和朱砂红铜品位变异函数计算和模拟，可以看出，其铜品位变异函数具有几何各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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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表现在空间上变程的各向差异。铜厂铜品位各向异性特征要比朱砂红矿区各向异性特征要明显。

利用球状模型拟合铜厂、朱砂红铜品位实验变异函数得到相应理论变异函数，拟合度较好。通过计算变异

函数可以看出，铜厂铜品位变程大于朱砂红矿区变程，表明铜厂同品位空间变化更加稳定，这与实际情况

一致。 

2  铜厂、朱砂红矿区铜元素空间分布规律 

按 20×20×20 m
3大小单元格建立矿床铜

品位块体模型，结合变异函数建立的球状模型

参数。对品位模型进行普通克里格插值，建立

矿床铜品位模型。为了进一步了解铜品位在空

间上变化规律以及更好的对比朱砂红矿区和铜

厂矿区铜聚集规律。将铜厂和朱砂红矿区从地

表到钻孔控制的最深处按每 100 m 一个中段，

切成多个三维中段平面（图 1）。从铜厂、朱砂

红矿床品位模型表明：① 朱砂红矿体品位分布

不均匀，产状较陡，几乎直立向下延伸，这是

由于朱砂红岩体在地表成岩脉群分散分布所

致，在─300 m 处可以明显看出矿体没有尖灭，

向下延伸可能性很大，因此朱砂红岩体深部成

矿条件良好。故可以加大目前钻孔控制深度，

以明确深部地质条件和矿床延伸规律，扩大找

矿效果；② 铜厂铜矿体具有很好的连续性，矿

体产状向西倾，倾角 30～40°，其矿化成熟度

和规模远远大于朱砂红矿区，在垂直方向可以

明显看出矿体整体产状已经控制，但是在倾向

上矿体控制范围之外还有良好的矿化显示。 

3  结  论 

（1）铜厂铜元素品位空间富集规律表明，

从地表海拔 400 m 到海拔─200 m 空间范围内，

铜品位富集规律是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富集，而在─200 m 以下，铜矿体并未继续向北西方向延伸，其倾角

变得更陡，元素富集方向有北西向南东折返的趋势，即─300 m 以下至更深，斑岩岩浆有可能是垂直上升，

运移至 2 线到 8 线之间─300 m 深处，进入北西－南东张裂构造成矿。这有别于前人提出的铜厂斑岩体从

东南向西北一直延伸到朱砂红矿区下面的认识，拓宽了深部找矿思路，文章指出，在铜厂 2 线和 8 线之间

─300 m 以下的深部空间是近一步找矿的有利地段的。 

（2）分析朱砂红和铜厂铜元素空间分布规律及各自成矿的地质条件指出，朱砂红矿区与铜厂铜矿在

相似的地质构造环境，其铜元素分布规律也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其二者铜品位连续性及品位具有较大的

差别，这是由于分析数据来自不同矿体深度所致。朱砂红矿区─300 m 处矿化现象非常好，所有钻孔均未

控制住矿体深部延伸，找矿潜力非常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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