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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兴源冲铜矿床地处九岭南缘铜多金属大型矿集区西段的黄茅地区。文章在成矿地质特征的基础上，

通过对矿石进行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重点分析了成矿物质来源，探讨了矿床成矿机制。碳、氧同位素分析结

果表明，矿区碳酸盐岩"#$;<21=为>7?6@!#?A@，平均为"?%@，"#834*3B变化范围为A?"@!#$?A@，平均为

#"?A@，主要为海相碳酸盐岩，碳、氧同位素图解表明碳可能主要来源于深部，且受高温变质作用和低温蚀变作用明

显；矿石硫化物硫同位素"$64变化范围主要在#?"@!%?!@之间，个别样品同位素比值偏大，对比相似矿床，表明该

矿床具有海底喷流沉积和后期岩浆热液叠加作用的特征。上述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兴源冲铜矿床是在中元

古代海底火山沉积基础上，经新元古代晋宁造山期岩浆热液、动力变质叠加成矿作用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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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扬子古板块和华夏古板块结合处的钦杭成

矿带是一个罕见的板内多金属成矿带，发育一系列

铜多金属和钨锡多金属矿产。近年来，该带已被中

国地质调查局列为重点找矿区带，而江西段的深部

铜矿 勘 探 更 是 重 中 之 重（毛 景 文 等，CDEE；孟 雨，

CDDF；楼法生等，CDEC）。兴源冲铜矿床位于钦杭成

矿带北侧的宜丰7景德镇板缘深断裂带西段，九岭南

缘大型推（滑）覆构造西段，是近几年发现的具有较

大潜力的铜多金属矿床（毛景文等，CDDG；CDEE；丁少

辉等，CDDH；周宝直，CDDD；楼法生等，CDEC）。邹建成

（CDED）报道该矿区具中型以上的铜矿资源潜力，李

均良等（CDEC)；CDEC3）通过对矿区地、物、化、遥等信

息的研究，肯定了矿床具有深部找矿的潜力。虽然

楼法生等（CDEC）探讨了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及成

因，但在成矿物质来源及成矿机制方面的研究甚少。

因此，本文通过对兴源冲矿床进行系统的矿石矿物

的碳、氧、硫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试图探讨成矿物

质来源，并结合成矿地质特征，进一步探讨成矿机

制。该研究将对进一步认识钦杭成矿带的成矿作用

及对区域上同类矿床的找矿勘探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E 成矿地质背景

兴源冲铜矿床所属的黄茅地段地处钦杭成矿带

北东端，宜丰7景德镇北东东向深断裂带北侧，九岭

南缘大型推（滑）覆构造西段向南弧型大转折与北北

东向走滑推覆冲断带复合部位，断裂构造极为发育，

为江西省重要的铜高背景区之一（毛景文等，CDEE；

钱国华，CDDI；丁少辉等，CDDH；楼法生等，CDEC；李均

良等，CDEC)；CDEC3）（图E）。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中元古界蓟县系宜丰岩

组，属一套沉积变质火山岩系（表E），是铜、铅、锌、

金、银多金属矿的赋矿层位，其中夹含的细碧岩或变

辉绿岩等古火山岩岩石组合中常见有铜、铅、锌矿化

（江西省地质矿产厅，EFFG；张艳宜等，EFFJ；丁少辉

等，CDDH）。部分地区出露晚古生代地层，属一套滨

浅海碳酸盐岩、碎屑岩。

区内构造总体为KL向围绕大型“构造窗”的复

合推（滑）覆构造，推（滑）覆断裂极为普遍，北东向韧

脆性硅化片理化带最为发育，为含矿变质热液的运

移、富集提供了条件（楼法生等，CDEC；李均 良 等，

CDEC)；CDEC3；周宝直，CDDD）。区内岩浆活动频繁，

主要发生在晋宁期。晋宁早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

“双峰式”火山活动，表现为宜丰岩组中含有变石英

角斑 岩、变 玄 武 岩、变 辉 绿 岩 夹 层，岩 石 年 龄 为

（EDIMNIOCGNJ）<)（江西省地质矿产厅，EFFG）；晋

宁晚期大规模中酸性岩浆侵入形成了九岭大型复式

黑云花岗闪长岩基，在矿区的北东部大面积出露（楼

法生等，CDEC；李均良等，CDEC)；CDEC3）。此外，在矿

区北东角小面积产出燕山期细粒含斑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并见有二长花岗岩脉、霏细斑岩等岩脉（李均

良，CDDF）。

C 成矿地质特征

兴源冲铜矿床按地段可分成野猫冲、刘家冲、枫

树坳I个矿段（图E）。野猫冲矿段是矿区内已知矿

化最好、工程控制程度也最高的矿段。

野猫冲矿段内共发现铜矿体H个，呈似层状、脉

状，主要由含铜硅化片理化带构成（楼法生等，CDEC；

李均良等，CDEC)；CDEC3），编号为PE、PC、PI、PH，其

中PC矿体规模最大。矿体走向北东东，倾向EJD!
EQDR，倾角CD!JDR，图C为该矿段典型钻孔剖面图。

矿石类型属石英硫化物型，呈微细脉浸染状、不

规则团块状。矿石矿物以黄铜矿、黄铁矿为主，次为

闪锌矿、方铅矿、斑铜矿、方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

石英、绢云母、白云母、绿泥石、铁白云石等，其中黄

铜矿 为 主 要 工 业 矿 物。矿 石 主 要 结 构 类 型 有：

自 形晶、半自形晶、他形粒状结构。矿石构造以细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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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兴源冲矿床野猫冲矿段""号勘探线剖面简图（改自楼法生等，!"#!）

#—联圩组；!—宜丰岩组第二岩片下部；$—石英绢云千枚岩；%—绿泥绢云片岩；&—钠长石英片岩；’—片麻状花岗岩；(—变基性岩；

)—变石英角斑岩；*—变酸性凝灰岩；#"—辉绿岩；##—硅化；#!—构造角砾岩；#$—韧性剪切带；#%—黄铜矿化、黄铁矿化、菱铁矿化；

#&—铜矿体及编号；#’—矿化体及编号

+,-.!/0121-,3425036,171890:413;17-1<0=213>4217-?1.""0@A21<46,172,70,76;0B,7-CD473;17-1<0E0A15,6
（:1E,8,0E4860<F1D0642.，!"#!）

#—F,47@D+1<:46,17；!—!7E21G0<<13>5;006189,807-C47+1<:46,17；$—HD4<6I50<,3,60A;C22,60；%—J;21<,6050<,3,6053;,56；&—K2=,60LD4<6I

53;,56；’—/70,55,3-<47,60；(—M064=45,3<13>5；)—M064:1<A;,3LD4<6IA1<A;C<C；*—M064—43,EN12347,36D88；#"—/4==<1；##—O,2,3,8,346,17；

#!—O6<D36D<42=<033,4；#$—PD36,205;04<I170；#%—JD，+0，OE:,70<42,I46,17；#&—JD1<0=1EC47E,6550<,427D:=0<；#’—JD:,70<42,I46,17

=02647E,6550<,427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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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密切。

! 碳、氧、硫同位素特征

!"" 碳、氧同位素特征

碳、氧同位素分析样品主要采自兴源冲矿床中

部野猫冲矿段#$%&%&、#$%’%&和#$%(%&孔，野猫冲

矿段是研究区内已知矿化最好、工程控制程度也最

高的矿段。样品主要为含矿层位宜丰岩组绿泥石绢

云母片岩、千枚岩中的菱铁矿、片岩或千枚岩裂隙中

后生方解石脉体，以及宜丰岩组下伏不整合接触上

石炭统灰岩碎屑颗粒。其中上石炭统灰岩产状与宜

丰岩组一致，与铜矿化关系不明显，灰岩碎屑颗粒大

小不一，有近)*到+*级。

测试方法为：首先将岩石样品磨成粉末（&%%
目），用双氧水与样品反应，除去有机碳，取样品残渣

在烘箱中烘干，然后在充满氦气的试管中与,(-磷

酸反应，在’./恒温槽中平衡’%分钟后用0123+45
6785&.!联机测试所得。

野猫冲矿段碳、氧同位素分析结果见表&。从表

表# 野猫冲矿段碳、氧同位素分析结果表

$%&’(# )*%’+,(,-./%0&-*%*1-2+3(*4,-5-6(,-.7(8%-/9-*3-0(&’-/:
样号 钻孔号 孔深／* 样品描述 !)!9:;<1／= !)(>:;<1／= !)(>?6>@／=

A%) #$%(%& &&%"B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B
A%& #$%(%& &&’"D 千枚岩中菱铁矿单矿物 )"’ C),"! ))"%
A%! #$%(%& &&."D 千枚岩中菱铁矿单矿物 )"B C),"! ))"%
A%. #$%(%& &&!"& 千枚岩中菱铁矿单矿物 )"! C),"( )%".
A%B #$%(%& &)’", 千枚岩中菱铁矿单矿物 %"’ C),", )%"D
A%( #$%(%& &)’"% 千枚岩中菱铁矿单矿物 )"! C),"& ))")
A%, #$%(%& &)&"’ 千枚岩中菱铁矿单矿物 %"& C&%"D ,",
A)) #$%(%& &)%"% 含菱铁矿千枚岩 %"B C&%"% )%"!
A)& #$%(%& &%’"’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
A)! #$%(%& &%D"D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D ,",
A)D #$%(%& &%!"D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D ,",
A). #$%(%& &%)"% 菱铁矿千枚岩 )"% C&%"% )%"D
A&& #$%’%& )D,"%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
A&! #$%’%& )DB"’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
A&D #$%’%& )D.".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D
A&. #$%’%& )D%".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B
A&’ #$%’%& )!,"%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D )%",
A&B #$%’%& ).’"’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
A&( #$%’%& )!’"%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D
A&, #$%’%& )!%"(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B
A!% #$%’%& )&("D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B
A!) #$%’%& )&D"%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B )%"’
A!& #$%’%& )&)".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
A!! #$%’%& ))’"& 含菱铁矿千枚岩 %"B C)B", )&".
A!D #$%’%& ))D". 含菱铁矿千枚岩 )"D C),"& ))")
A!. #$%’%& )%,"B 含菱铁矿千枚岩 )"B C),"& ))")
A!’E #$%’%& !!,"% 灰岩及方解石脉体 C)") C)’"’ )!",
A!’F #$%’%& !!,"% 灰岩及方解石脉体 C%". C)B"B )&"B
A!B #$%’%& !D)". 灰岩及方解石脉体 C%"B C)’", )!".
AD% #$%&%& &,%"& 灰岩碎屑颗粒 C."D C)B", )&".
AD) #$%&%& &(("( 灰岩碎屑颗粒 C&"( C&)"& ,")
AD& #$%&%& &(("% 灰岩碎屑颗粒 C."% C&)"! ,"%
AD! #$%&%& &BD"D 灰岩碎屑中的菱铁矿 %"& C&%"% )%"!
AD. #$%&%& &DB"D 菱铁矿呈眼球状定向拉长 )"( C),"B )%"’
AD( #$%&%& &.!"B 含菱铁矿千枚岩 )", C),"’ )%"B
A.% #$%&%& ,."% 大量菱铁矿，面积上有!%- %", C),", )%"D
A.) #$%&%& ,&"! 大量菱铁矿 )") C),", )%"D
A.& #$%&%& ,%"! 大量菱铁矿 %", C),"’ )%"B
A.! #$%&%& (("D 大量菱铁矿 )"! C),"B )%"’
A.D #$%&%& (D". 较少菱铁矿 )"% C),", )%"D

测试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核资源与环境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第!&卷 第!期 刘 婷等：江西省兴源冲铜矿床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机制探讨

 
 

 

 
 

 
 

 



中可 知，研 究 区 碳 酸 盐 岩!!"#$%&’为()*+,"
!*-,，平均为.*/,。其中，样号为0+."0+1的灰

岩碎屑颗粒的!!"#$%&’为()*+,"(1*2,，平均为

(+*+,；样号为0"/、0"3的灰岩及方解石脉体的

!!"#$%&’为(!*!,"(.*),，平均为(.*2,；其他

千枚岩或灰岩中菱铁矿单矿物的!!"#$%&’变化范围

为.*1,"!*-,，均值为!*1,。

研究区碳酸盐岩!!24$%&’变化范围为(1!*",
"(!/*/,，平均为(!-*+,。在转变!!24$%&’与

!!245647 时，使 用 89:;<=>? 等（!-33）的 方 程：

!!245647@!*.".2/!!24$%&’A".*2/（赵 海 杰 等，

1.!1）。得出!!245647变化范围为-*.,"!"*-,，

平均为!.*-,。

!"# 硫同位素特征

硫同位素样品主要采自位于矿床中部的野猫冲

矿段及位于中东部的刘家冲矿段，主要是产于千枚

岩中浸染状黄铜矿和石英脉中的黄铜矿矿石。

分析方法为：把待测矿物碎样，在镜下挑出单矿

物，研磨至1..目以下，称取待测样品)..#B，在

!.1.C下氧化为541，用8D>EFGHI与6IJG1)"质谱

仪联机测试所得，测试精度为K.*1,。

从+1个硫化物硫同位素测试结果可知（0.+"
0+3引自楼法生等，1.!1），硫化物!"+5$G#&J值变化

范 围 主 要 为!*.,"/*1,，离 差 不 大，平 均 为

+*),。但样品LM.".+G5!和5"的值偏大，分别为

!"*.,和!"*-,（表"）。

+ 成矿物质来源讨论

研究 区 灰 岩 碎 屑 颗 粒（ 样 号 0+."0+1）的

!!"#$%&’为()*+,"(1*2,，根据不同地质储库的

!!"#组成图（图+），其!!"#组成位于地幔来源范围内

（(),K1,，NO;PE，!--3）；灰岩及方解石脉体的碳

同位素组成以及千枚岩或灰岩中菱铁矿单矿物的碳

同位素组成明显增大（!!"#$G%&’为(!*!,"!*-,），

可以看出该类碳酸盐岩在海相碳酸盐岩碳同位素组

成（(!,"A1,）范围内（4F=OQO;Q>DR，!-3-）。

虽然古代海水的碳同位素没有恒定的组成，$;:S;9等

（!-2/）和NOPP=>?等（!--!）也已注意到在元古代记录

中海 水 对 现 代 数 值 的 偏 差 达 到 最 大 值，高 达/,
（%&’）（NTBF，!--"）；另据陈锦石测定的燕山地区井儿

峪组桃园亚组海相碳酸盐，其年龄近2亿年，!!"#$%&’

表! 兴源冲铜矿床中黄铜矿的硫同位素分析结果

$%&’(! )*%’+,(,-.,/’./01,-2-3(,-.24(51*6+/%*74-*68(3

!!!

-,12

样号 孔深／= 岩性 !"+5／, 样号 孔深／= 岩性 !"+5／!! ,

LM..."G51 1")R. 黄铜矿化体 +R2 LM.2.1G5+ 112R1 硅化片理化带!! +R.
LM...+G5! !)2R"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 LM)".!G5! 13+R2 绿泥绢云千枚岩!! )R-
LM...+G51 !3!R/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 LM)".!G51 1.2R1 绿泥绢云千枚岩!! /R.
LM...+G5" !2)R+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 LM)3.!G5! "-R. 绿泥绢云千枚岩!! !R2
LM...)G5! "/!R+ 绿泥绢云千枚岩 )R3 LM)3.!G51 +!R1 绿泥绢云千枚岩!! !R+
LM...)G51 )!+R3 构造破碎带 1R2 LM.".+G5! !-"R2 绿泥绢云千枚岩!! !"R.
LM./.!G5! !)3R)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3 LM.".+G51 -)R3 绿泥绢云千枚岩!! )R3
LM./.!G51 !/+R.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 LM.".+G5" 1.1R" 绿泥绢云千枚岩!! !"R-
LM./.!G5" 1)/R!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 LM.+’."G5! 33R2 绿泥绢云千枚岩!! )R/
LM./.1G5! /+R2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 LM.+’."G51 /.R) 绿泥绢云千枚岩!! )R1
LM./.1G51 /2R3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1 0.+ 11)R. 绿泥绢云千枚岩!! +R3
LM./.1G5" !3.R" 硅化片理化带 +R3 0./ 11"R. 绿泥绢云千枚岩!! 1R2
LM./.1G5+ !3"R1 硅化片理化带 )R) 0!. 1!!R. 石英脉中!! "R+
LM./.1G5) 1"2R1 硅化片理化带 +R3 0!/ !)+R- 石英脉中!! "R)
LM./.1G5/ 1/)R3 硅化片理化带 +R2 0!3 !)"R) 石英脉中!! "R)
LM./.1G53 "!!R) 绿泥绢云千枚岩 "R2 0!2 !)1R) 石英脉中!! 1R)
LM.!’.1G5! "/.R. 石英绢云母片岩 1R! 01. !3"R. 石英脉中!! "R2
LM.!’.1G51 "!)R" 石英绢云母千枚岩 !R. 01! !3!R. 石英脉中!! "R+
LM.2.1G5! !+/R3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3 0"- "!!R/ 石英脉中!! "R3
LM.2.1G51 !)"R+ 绿泥石绢云母片岩 "R2 0++ 1+/R+ 石英脉中!! +R/
LM.2.1G5" 1!.R) 硅化片理化带 +R) 0+3 1)+R+ 石英脉中 +R2

测试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核资源与环境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样号0.+"0+3引自楼法生等，1.!1）。

.1/ 矿 床 地 质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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