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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铜矿主要类型及其地质特征
艹

芮宗瑶1 陈 仁义2 王 龙生1

(1.中 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北 京 2。 国土资源部地质调查局,北 京)

提 要 :介 绍了中国铜矿新分类,共 分为 5大 岩类 10个 类型。同时,着 重讨论了各类型铜矿

主要地质特征,以 供铜矿勘查评价及研究时参考。

关键词:铜 矿分类 地 质特征 中 国

1 铜 矿分类

据容矿岩石的特征 ,我 们划分出 5大 岩类 10个 类型[1):

(1)与 镁铁质-超镁铁质岩有关铜矿床:  (3)与 火山岩有关的铜矿床:

① 铜镍硫化物型铜矿床        ① 海相火山岩型铜矿床

(2)与 长英质岩有关的铜矿床:       ② 陆相火山岩型铜矿床

① 夕卡岩型铜矿床

② 斑岩型铜矿床

③ 其他热液型铜矿床

2 主 要铜矿的地质特征

(4)与 沉积岩有关的铜矿床:

① 海相杂色岩型铜矿床

② 陆相杂色岩型铜矿床

③ 海相黑色岩系型铜矿床

(5)与 变质岩有关的铜矿床:

① 变质岩型铜矿床

(1)铜 镍硫化物型铜矿床 :镁 铁质-超镁铁质岩中铜镍矿床既是镍矿的主要类型,也 是

铜矿的重要类型之一 ,该 类型约占我国铜矿总储量的 7.3%。 矿床主要产于拉张构造环境 ,

成矿时代为元古代和晚古生代。中国铜镍硫化物矿带主要受古大陆边缘或微陆块之间的拉张

裂陷带控制 ,在 拉张应力支配下 ,岩 石圈减薄甚至破裂,引 起地幔岩上涌 ,导 致镁铁质-超

镁铁质岩浆在地壳浅成环境侵位。与其有关的成矿岩石系列主要属拉斑玄武岩 (铁 质基性-

超基性岩)。 中国铜镍硫化物矿床具独特的特点〔2]:① 最大的硫化物铜镍矿床 (金 川)并 非

像国外产于辉长岩和苏长岩 (肖德贝利)、辉长辉绿岩 (诺 里斯克),而 产于二辉岩、橄榄二

辉岩、二辉橄榄岩、纯橄榄岩 (金 川);② 镁铁质-超镁铁质含矿岩体规模相对均较小 ,含

矿率高 ,如 金川含矿率 47.6%,喀 拉通克一号岩体含矿率 60%,红 旗岭 7号 岩体含矿率

96%;③ 中国铜镍硫化物矿床以深部熔离-贯人成矿为主。

(2)夕 卡岩型铜矿床 :夕 卡岩型铜矿床铜储量约占全国铜矿总储量的 22.3%,以 富铜

矿 石 为 主 ,并 伴 有 Fe、 M。 、 Au、 Pb、 Zn、 W、 Sn、 Ag等 ,可 供 综 合 利 用 。 这 类 矿 床 的 主

要地质特征为[3’4]:① 主要产于中国东部活化坳陷带,常 与中生代断陷盆地伴随;② 中生

代中酸性花岗质岩浆高侵位及碳酸盐岩层是夕卡岩型铜矿的最必要条件,多 组断裂交汇往往

艹 国家
“
八·五

”
攻关项 目

芮宗瑶 ,男 ,1935年 生 ,

(85ˉ
901ˉ 0⒌ 01)部

分 成 果

研究员,长 期从事矿床学、地球化学和斑岩铜矿研究。邮政编码:100037

 
 

 

 
 

 
 

 



1998年

控制矿床的定位;③ 主要成矿时代为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其 次为印支期和海西期 ,矿 化

尤 其 集 中 于 170× 106~110× 106a,其 次 为 110× 106~70× 106a;④ 成 矿 岩 体 主 要 为

中酸性花岗岩类 ,如 石英闪长岩、石英二长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的中深成相和浅成相 ,岩 石

系列属钙碱性-碱钙性系列 ;⑤ 交代岩主要是钙夕卡岩。其次是镁夕卡岩。矿化组合随成矿

母岩由基性和中基性转化为中酸性 ;与 夕卡岩相随的碱质交代岩由钠交代转化为钾交代 ;相

应的金属矿化组合由 Fe、 Cu转 化为 Cu、 M。、Sn;⑥ 在浅成环境中,夕 卡岩型铜矿与斑岩

型铜矿相伴出现,斑 岩体内部为斑岩型细脉浸染状铜矿化 ,接 触带为夕卡岩型块状矿石 ,形

成所谓
“
多位一体

”
矿化。

(3)斑 岩型铜矿床 :斑 岩型铜矿床为我国最重要的铜矿类型,约 占全国铜矿总储量的

绲 .1%。 矿床规模大 ,矿 体集 中,埋 藏较浅 ,适 于露采 ,易 选 ,并 伴有 Au、 Mo、 Ag等 组

分供综合利用。这类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为 :① 我国东部的斑岩铜矿属于滨太平洋成矿带 ,

成矿时代以燕山期为主;西 南部的斑岩铜矿属于特提斯-喜马拉雅成矿带 ,成 矿时代为燕山-

喜山期 ;北 部的斑岩铜矿属于古亚洲成矿带 ,成 矿时代主要为海西期 ;滨 太平洋成矿带与古

亚洲成矿带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北部叠加交汇 ,成 矿时代和成矿地质特征兼有二者特色;

② 我国斑岩铜矿在储量分布上,褶 皱区占57%,地 台活化区占43%;③ 与矿化有关的花岗

质岩石主要为钙碱性系列 ,岩 石化学成分以 S【O262%~68%为 成矿最佳。岩石化学从 中性

→中酸性→酸性 ,相 应的矿石建造为 Cu(Fe)艹 Cu(Au)→ Cu(Mo)→ Cu(sn),岩 浆分

异指数对应从 60变 为 92;④ 成矿斑岩体多为多期次高侵位复式小斑岩体 ,出 露面积 (小 于

0,5km2和 大于 10km2)仅 占 7,5%,成 矿小斑岩体代表深部岩浆房通向地表浅部最活动的

部分 ,由 岩浆房产生的蒸气缕与下渗的天水构成对流循环系统 ,形 成最优的成矿地质条件;

⑤ 绝大多数成矿斑岩体都为被动侵位 ,它 们受先存构造条件控制 ,岩 浆同化混染现象不明

显 ;⑥ 斑岩型铜矿对围岩选择不明显 ,火 山岩石占 37.5%,碎 屑岩 17.5%,碳 酸盐岩和碎

屑岩占 17.5%,变 质岩占” 。5%;⑦ 斑岩型铜矿的围岩蚀变 :早 期蚀变岩包括钾硅酸盐交

代岩 ,钾 质角岩和部分镁-钙夕卡岩 ;中 期包括绢英岩、黄铁绢英岩、青磐岩和湿夕卡岩;

晚期包括中度—深度泥英岩 ,浊 沸石-碳酸盐交代岩等 ;⑧ 斑岩型铜矿在较深部位与夕卡岩

型铜矿共生 ,在 较浅部位与热泉型矿床共生。

(4)其 他热液型铜矿床 :该 类铜矿约占铜矿总储量的 0.3%。 矿床规模小 ,品 位富 (Cu

1%~3%),分 布于各种地质构造单元和时代 ,其 中尤以北部古生代优地槽褶皱带和东部滨

太平洋陆相火山岩带最发育。这类铜矿成因上主要与花岗质岩浆活动有关[3)。

(5)海 相火山岩型铜矿床 :又 称黄铁矿型铜矿。占我国铜矿总储量的 15.0%。 它们以

富 矿 为 主 ,且 有 Pb、 Zn、 Au、 Ag、 Co、 Se、 Te、 In等 伴 生 组 分 ,可 供 综 合 利 用 。

在我国,这 类铜矿产于新太古代到三叠纪的海相火山岩带,主 要地质特征为[5]:① 主

要产于各时代扩张火山盆地,构 造环境可分别属于大洋中脊、海沟、火山岛弧、弧后盆地、

边缘裂陷槽、陆间、陆内裂谷等,有 时将这些地质特征称为广义的优地槽。;② 火山岩系主

要属于细碧-角斑岩系或拉斑岩系或拉斑玄武岩-钙碱性长英质火山岩 (安 山岩和流纹岩)o

含矿层位主要位于中酸性火山岩,特 别是酸性凝灰岩部位;③ 矿床包括两种不同的成矿系

统:海 底同生热水沉积成矿系统,矿 石具块状、层纹状构造 ;补 给带后生热水交代一充填成

矿系统,矿 石具浸染状、角砾状构造;④ 矿石形成的全过程包括金属硫化物软泥的沉积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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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成岩压实→变质变形等;同 样容矿火山岩也经过变质变形→剪切等,原 为镁铁火山岩

的变成富镁绿泥石片岩,原 为长英质火山岩变成石英绢云母片岩;⑤ 从大洋环境过渡到大

陆环境,容 矿火山岩系由基性为主过渡为以中酸性为主,从 无基底过渡到有基底。矿石建造

从 Cu~zn~Co建 造艹Cu~zn建 造→Cu~Pb-Zn建 造→Pb-zn-(Cu)建 造;⑥ 热液蚀变主要见于

补给带系统和海底沉积系统的底板,蚀 变类型主要为绿泥石化、硅化、铁镁碳酸盐化和钠长

石化等;⑦ 海底成矿系统与补给带成矿系统在成矿空间上本应相互垂直,但 由于造山时期

的剪切挤压,往 往使这两种成矿系统的矿体变得平行了。

(6)陆 相火山岩型铜矿床:该 类铜矿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 1.7%左 右 ,近 年来由于紫

金山大型铜矿的发现,激 发了人们对于该类铜矿床普查评价和研究的极大兴趣。与前五类铜

矿床相比,该 类铜矿的分类相对不统一,它 们有时被列人浅成热液矿床,有 时被称之为热泉

型矿床,有 时被归为火山岩 次̄火山岩型铜矿,还 有时被归为斑岩铜矿。

与中酸性火山岩有关的铜矿如会昌-上杭火山岩盆地的紫金山和五子骑龙等。紫金山铜

(金)矿 床受控于中生代东南沿海 NE向 火山岩带与燕山晚期 NW向 横向火山断陷盆地的叠

加复合。容矿岩石为燕山早期花岗岩、燕山晚期英安玢岩及火山隐爆角砾岩等。矿体和热液

角砾岩主要受 NW向 密集裂隙带和网脉裂隙带控制。水热爆发角砾岩、硅化 (硅帽)→ 石

英-明矾石化→石英-迪开石化→石英-绢云母化构成该类矿床显著特点。铜矿化富集地段与热

水排放时的沸腾带相一致 ,大 量的沸腾流体包裹体和隐爆热水角砾岩与铜的富集地带相吻合

可提供佐证。沸腾带之上的最强烈的酸性淋滤硅化帽中金矿化已达工业品位。因此,矿 化分

带的一般规律为:贵 金属 (Au、 Ag)矿 化带在上,贱 金属 (Cu、 Pb、 zn)矿 化带在下。

(7)海 相杂色岩型铜矿床:该 类铜矿约占全国铜矿总储量的 5.5%,主 要产于康滇中元

古代裂谷 ,尤 其是东川和易门两地区[6]。此外,新 疆阿克陶县西昆仑北坡盖孜特格里曼苏

铜矿产于石炭纪杂色岩系,可 与杰兹卡兹甘铜矿进行对比。主要地质特征为:① 具有特定

层位,产 于杂色岩系,矿 体位于紫色层与浅色层交互带的浅色层一侧;② 紫色层代表氧化

物地球化学相,由 陆源碎屑岩组成,有 时含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含 铜丰度高,有 些学者认

为紫色层代表古风化剥蚀面带人沉积盆地的产物,铜 在古风化期得到了预富集 (陈 文明,

1992)。 浅色层代表还原地球化学相,具 有聚集金属矿质的作用;③ 矿体呈层状、似层状和

透镜状。矿石构造呈马尾丝状、浸染状和团斑状;④ 矿床的金属矿物分带明显,通 常由紫

色层向浅色层转变,主 要金属矿物呈带状分布:辉 铜矿带→斑铜矿带→黄铜矿带→黄铁矿

带。

(8)陆 相杂色岩型铜矿床:又 称为红层铜矿,占 全国铜储量的 2.2%左 右 ,主 要分布于

我国西南部和南部中、新生代陆相红盆地。这类铜矿以富矿为主 (1.11%~1.81%),Ag、

⒏ 等有用元素可供综合利用,它 们主要赋存于辉铜矿带,有 时可以圈出独立的银矿体和硒

矿体。该类铜矿的主要地质特征为:① 陆相含矿杂色岩建造具有独特的结构:即 下部通常

为含煤建造,中 部为含铜建造,上 部为膏盐建造;② 矿床分布于供给矿源的陆源剥蚀区一

侧的红层盆地边缘;③ 矿体产于紫浅交互带浅色带一侧;④ 矿体形态主要呈矿卷;⑤ 矿体

中金属矿物分带好,从 紫色一侧到浅色一侧矿物带的变化为:自 然铜带→辉铜矿 (硒铜矿)

带一斑铜矿带艹黄铜矿带→黄铁矿带;⑥ 含矿层具有时代迁移的特征:通 常含矿层位向盆

地沉降中心方向逐渐抬高;⑦ 工业矿床的成矿时代主要集中于白垩纪和第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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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海 相黑 色岩 系型铜矿床 :该 类铜矿 占全 国铜储量 的 3,6%左 右 ,以 富矿 为主

(0.8%~1.48%),成 矿时代主要属于中元古代 ,成 矿环境主要为裂谷或裂陷槽。近年来 ,

随着沉积容矿岩中热水 (喷 气 )沉 积矿床研究的深人 ,本 类矿床的分类趋于归人 sedex矿

床。

所谓海相黑色岩系主要指黑色细碎屑岩、粘土质岩、白云质岩组成的岩系,含 有丰富黄

铁矿及其他金属硫化物和有机质等 ,其 中有一部分岩层和矿层是直接通过海底流出来的热水

化学沉积形成的,我 们称这种热水化学沉积岩为喷气岩 (exhalite)。 Sedex矿 床的矿石建造

虽然以 Pb-Zn-Ag Ba建 造为主 ,但 也可以形成含铜建造 ,如 德国麦根。

在中条山铜矿带的南部 ,围 绕上玉坡背形的东部及南部分布着篦子沟、南和沟、桐木

沟、老宝滩、小东沟、沙坪和胡家峪等矿床。这些矿床具有较固定的层位。其中篦子沟矿床

的容矿岩石主要为金 (黑 )云 母-石英-白云质大理岩、钠长石-石英-白云质大理岩和石英-白

云质大理岩 ;南 和沟矿床的容矿岩石主要为石英钠长岩 ,金 (黑 )云 母-石英白云质大理岩,

钠长石-石英-白云质大理岩及角砾岩 ,老 宝滩矿床的容矿岩石主要为构造角砾岩。含矿层位

位于中元古界中条山群余家山组白云质大理岩与蓖子沟组黑色片岩之间。矿体呈似层状和透

镜状 ,矿 石具有明显的层纹构造。过去对北峪花岗岩体在成矿作用中的贡献未引起注意。随

着 HHP花 岗岩体有可能作为盆地对流循环的热源 ,越 来越多的地质学家激发起研究北峪花

岗岩体的兴趣。总之胡篦式铜矿归为 Sedex型 铜矿越来越引起众多矿床地质学家的关注。

狼山—渣尔泰地区为我国另一个中元古代海相黑色岩系型铜矿的重要成矿区。该矿带由

西而东铜矿化逐渐减弱 ,铜 矿主要分布于矿带西部 (萑 各气和炭窑 口等),到 了矿带东段

(甲 生盘和山片沟等)主 要为锌 (铅 )-黄 铁矿矿床。矿石的铜品位变化于 0.85%~1.35%,

矿石构造呈典型的块状、层纹状。在垂直剖面上 ,含 矿岩系划分为书记沟组、增隆昌组和阿

古鲁沟组 ,铜 矿层产于下部书记沟组顶部,中 上和上部增隆昌组和阿古鲁沟组的矿层主要为

多金属黄铁矿 ,通 常把西部含矿岩系统称为狼山群 ;东 部含矿岩系统称为渣尔泰群。

(10)变 质岩型铜矿床 :在 前人对铜矿分类中,常 常将东川式铜矿、胡篦式铜矿及红透

山式铜矿等都划人变质岩型铜矿 ,随 着矿床学研究的深人 ,矿 床分类也越来越难确定 自己的

位置。如东川式铜矿、胡篦式铜矿和红透山式铜矿已被分别归入海相杂色岩系型、海相黑色

系型和海相火山岩型铜矿 ,这 样变质岩型铜矿的范围越来越变得不太重要了。或许只有产于

华北陆块太古代花岗岩-绿岩和片麻岩中的许多脉状铜矿是在变质过程中通过侧分泌形式形

成的,这 类矿床的代表如撒河桥和东荒峪等 ,仅 占全国铜储量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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