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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沙溪斑岩铜矿床的构造

屏蔽控矿作用
艹

孙立广 杨 晓勇 王 奎仁 张 兆峰 杨 学明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合 肥)

提 要 :通 过对沙溪斑岩铜矿床的研究,提 出四级控矿构追和构造岩石屏蔽、背斜核部控矿

定位的模式及其依据,运 用此模式预测了沙溪矿床邻区一个柚似的成矿远景区,初 步证明了本文

提出的成矿模式。

关键词:安 徽沙溪 斑 岩铜矿 成 矿预测 构 造

1 区 域地质背景

沙溪斑岩铜矿床位于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中段北缘 ,郯 庐断裂的主干断裂从矿区西

侧通过,东 邻中生代庐枞火山岩盆地 ,晚 古生代处于中朝地台、秦岭大别褶皱系与扬子准地

台的交接部位〔1];矿 区同时还位于菖蒲山环形构造的东缘。特殊的大地构造位置为中生代

的构造岩浆活化提供了基础。自TO年 代以来 ,前 人在该区勘探 ,共 圈定中低级铜矿储量 50

万吨。铜矿体主要受到纵贯全区的 NNE向 的背斜的控制 ,图 1是 全区的构造-岩浆分布略

图。从全球范围来看,大 型和超大型斑岩铜矿床具有类似的成矿背景[2,3’4)。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 ,具 有长期持续特点。岩浆作用大体可分为两期:早 期为侵人阶段 ,

主要侵入体有不同程度的矿化,石 英闪长斑岩、黑云母石英闪长斑岩为主要容矿岩石 ;晚 期

有火山喷发和潜火山活动,在 火山碎屑岩中有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黄铁矿矿点,矿 区外围潜火

山岩中有重晶石铅锌矿矿化。据安徽地质矿产局 327地 质队钻孔揭示 ,蚀 变特征 自内 (下 )

向外 (上 )为 钾长石化带、绢云母化带、青磐岩化带 ,带 间有叠加。矿区含矿岩体围岩为中

下侏罗统碎屑岩、泥盆系碎屑岩。

2 构 造岩石屏蔽作用、背斜核部控矿定位模式

2.1 沙 溪矿床的地球化学异常分带

根据前人的研究[5],结 合本文的实际化学分析数据和野外研究 ,可 以将沙溪矿床划分

为四个地球化学异常带 ,它 们是 :

(1)中 心带 (钾化带):为 主要矿体赋存部位 ,其 中 Cu、 sr具 高值异常,△ 、Mn具 低

值异常。

△ 国家八五攀登计划 (30△ 2)“ 长江中下游铜金远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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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沙 溪铜矿 区构造-岩 浆控矿示意图

(据安钕省地质矿产局 327地 质队资料改缡)

1一第四系沉积物;2一 中一新生界地层:3一 中生界火山岩;4一 中生界碎屑岩;5一 古生界碎屑岩;6一 闪长岩类;

7一 浅成相闪长岩类;8一 含矿石英闪斑岩、黑云母石英闪长斑岩;9一 潜火山岩类;10一 侵人角砾岩:11一 爆发角砾

岩;12一 推测背斜轴;13一 次级向斜轴;14一 断层线;15一 沙溪斑岩铜矿区

(2)过 渡带 (钾 化带与青磐岩化带 、叠加带):Tl、 Mn、 cu、 Sr具 低值异常 ,Zn、 Pb、

Co具 高值异常。

(3)次 富集带 (石 英绢云母化带):Cu含 量低于钾化带 ,高 于过渡带 ,Sr为 高值异常,

Pb、 Zn、 Cu低 于过渡带。

(4)边 缘带 (青 磐岩化带和部分绢云母化带):其 中 Cu为 弱异常,Sr低 ,Pb、 Zn、 Co

具高值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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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控 矿构造

沙溪斑岩铜矿床具有四级控矿构造[1921:① 区域深断裂,控 制 NNE向 斑岩成矿带,为

岩浆活动上升提供通道。郯庐断裂的主干断裂从矿区西侧通过;② 两个环形构造的交切部

位 (由 1:50万 卫星遥感图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③ 矿区背斜核部控矿作用明显,其 背斜

核部及其虚脱部位为含矿岩体提供良好的容矿空间;④ 矿区背斜核部张裂隙控制矿体 (脉 )

展布。

2.3 构 造屏蔽背斜核部控矿定位模式     ′

根据已知勘探线钻孔资料:① 中沙溪出露的 3个 NNE向 小岩体中,中 间 1个 有矿化 ,

其他无矿化;② 矿体上部于上志留统高家边组陆源泥质细碎屑岩盖层之下;③ 矿体呈倒

“
u” 型分布在背斜核部、

由以上地质事实及物探、化探结果,提 出了

构造岩石屏蔽、背斜核部控矿定位模式。泥质、

化学成分不活泼的岩层作顶部盖层,它 不但是含

矿热液流体的运动屏障,还 是流体的物理化学屏

障。岩体穿透背斜顶部岩层时,其 无矿岩体与火

山岩相过渡,富 含挥发性的组分和含矿热液在穿

破顶部盖层情况下呈均匀化散失。在受到岩层顶

盖屏蔽作用下,含 矿热液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挥发

组分不易散失,在 褶皱构造作用下,由 于褶皱两

翼与核部的应力差别,产 生元素分异,含 矿元素

向背斜核部迁移,这 与国外某些矿床的情况相一

致[10,11】。因此构造作用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成矿元素的通道和矿液定位 ,并 导致元素迁移

富集,引 入外来条件参与形成矿床〔11]。图 2是 沙溪矿区南段断龙颈一带地质实测剖面及岩

浆侵位构造控矿模式图。

通过对挥发性元素的研究表明,在 平面上 自矿化中心向两侧无矿带 F含 量降低,在 垂

向上 F的 高含量并不在矿体本身,而 在于矿体上方几十至二百米的范围内 (表 1)。 这个结

果支持构造岩石屏蔽作用在本区对热液中成矿元素的富集控制作用。

表 1 矿 体不同深度的元素的平均含Ⅱ (10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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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圉
】

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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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沙 溪矿 区南段断龙颈一带地质实

测剖面及岩浆侵位构造控矿模式图

1一砂岩;2一 泥质粉砂岩;3— 闪长斑岩;

4一铁帽;5一 推测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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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磐岩化带

青磐岩-绢云母化带

石英-绢云母带

石英-钾长石带

石英 钾̄长石带

石英-钾长石带

运用此模式,预 测了沙溪矿床邻区菖蒲山地区斑岩铜矿床的成矿远景区。在预测区内发

现了富铜铁帽 (Cu含 量平均 1000× 106),对 本预测区详细的地球物理验证表明[9〕:在 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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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山地区存在一个与沙溪矿床异常形态类似,强 度略大的异常体,异 常是由埋藏较浅的 (约

100m)斑 岩铜矿体所引起,从 而初步证明了构造岩石屏蔽模式。

3 构 造环境与控矿

对全球与岩浆热液有关的矿床统计分析表明[9):重 要矿床很少产于火山岩内,这 是由

于热液流体易散失及丢失挥发分,而 多数的矿床产于构造活动强烈的次火成岩和深成火成岩

内,对 构造活动弱和变质深 (脆性差)地 区有利于岩浆分离和流体滞流,当 构造活动变强烈

时,为 成矿提供矿源。

沙溪斑岩铜矿床位于庐枞火山岩盆地边缘。中生代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构造岩浆活化作

用,使 地壳温度上升,盆 地地层遭受强烈褶皱变形,基 底断裂形成,钙 碱性岩浆上升,喷 发

和侵位,复 杂的环形构造的形成,背 斜地层的屏蔽作用使含矿热液在其核部和虚脱部位定位

析出 (Taylor,19呢 )。构造是完成某种地球化学作用的驱动力[79:〕。

沙溪斑岩铜矿床的形成是多期岩浆作用叠加,它 的矿源层亦是多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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