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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永平铜矿成因新认识

刘继顺
◆

(中南工业大学地质系,长 沙)

提 要 :江 西永平铜多金属矿床处于广丰-东乡深大断裂带南侧。矿区所出露的混合岩是元古

宇周潭群变质岩经加里东期及更早的区域混合岩化形成的,代 表了华夏结晶基底的一部分,而 非

石炭-三丑系所形成的印支期混合岩。进一步研究表明,该 矿床主要是海西早期海底喷流沉积成矿

作用的产物,并 经受了印支期推覆动力变质改造和燕山期岩浆热液的丑加改造,为 一典型的多因

复成矿床,缺 乏印支期混合岩化成矿的迹象。

关键词:喷 流沉积 推 硬动力变质 岩 浆热液 多 因复成 江 西永平铜矿

江西永平铜矿处于广丰-东乡-萍乡近东西向深大断裂带南侧,是 一个以铜硫为主、伴有

钨、银、铅、锌、铜的大型多金属矿床。矿区出露有前寒武系 (周潭群混合岩)、中石炭统

(叶家湾组)、上石炭统—三叠系、侏罗系、第四系。容矿主岩为叶家湾组,大 体上呈南北向

夹持于F1和 Fz之 间,并 被燕山期花岗斑岩脉所侵人(图 1)。

图 1 江 西水平铜矿 区域地质图

〈据 1∶20万 上饶幅地质图简化修改)

l一侏罗系火山岩;2一 第四系;3— 三叠系;4一 二叠系;5一 混合岩(周潭群);6一 中上石炭统;

7—逆冲断层;8一 燕山期花岗岩;9— 永平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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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于该矿床的成因认识,涉 及到了火山沉积、岩浆热液,接 触交代 (夕 卡岩化)、
混合岩化、动力变质及叠加改造诸成矿作用[卜5〕

。但对于各成矿作用的地位和混合岩化的
时代认识仍存分岐,对 喷流岩及推覆改造构造和破坏矿体的现象未能深人研究。本文致力探

讨了混合岩化时代及海西期喷流沉积、印支期推覆动力变质和燕山期岩浆热液对成矿的影

响,提 出了一些关于永平铜矿成因的新认识。

1 混 合岩特征及时代

永平矿区为混合岩所环抱 ,位 于含矿层位以东者 (上 部)习 称上混合岩 ,以 西者 (下

部)习 称下混合岩。前人对其时代认识有加里东期、印支期 (朱 金初等 ,1981)[6],而 大多

数认为有两期或 3期 [294]。我们研究后认为,本 区混合岩形成于加里东期或更早 ,是 周潭群

(火 山浊流复理石建造)在 高绿片岩相-角闪岩相中深变质基础上经混合岩化形成的,代 表了

华夏式基底的物质组成。依据如下。

(1)本 区混合岩具有条带状 条 纹状和阴影状构造。在混合岩化强烈地段出现黑云钾长

混合岩 、混合花岗岩和伟晶岩 ,在 混合岩化微弱地段 ,可 清楚地看到原岩特征 :黑 云斜长片

麻岩、黑云斜长角闪岩、夕线黑云角闪片岩、十字黑云英片岩、变粒岩、浅粒岩、大理岩等

所组成的中部深变质岩系 (周潭群)c其 混合岩化特征、变质变形特征及地球化学特征相似

于浙闽地区的陈蔡群和建瓯群 ,在 空间上周潭群往东和南可与后二者相连。

(2)在 矿区及外围,未 见到叶家湾组及以上地层任何区域变质和混合岩化现象。在杨村

明显见到叶家湾组底部的底砾岩和不等粒砂岩 ,其 中发现大量混合岩砾石 ,说 明混合岩化发

生在中石炭世之前。

(3)矿 区叶家湾组基本上与混合岩呈断层接触 ,但 也见到渐变过渡的现象 ,只 不过见于

逆冲断层附近。如上混合岩沿 Ft自 东向西逆冲推覆到叶家湾组之上 ,滑 脱带上新老岩石相

互混杂 ,并 发生强烈的韧性变形和糜棱岩化,部 分石英成为眼球状残斑,以 致于误认为叶家

湾组发生过混合岩化 (详 见下述)。 因此所谓印支期混合岩实际上为动力变质岩石-糜棱岩化

类岩石。

(4)从 混合岩的片麻理产状而言,未 受后期构造影响时,片 麻理总体上近于东西向,大

约为 290°,与 区域构造线相一致。而靠近后期断裂带 ,特 别在永平矿区,片 麻理逐渐呈近

南北向 (图 1),反 映矿区混合岩受到过后期近东西向挤压作用。

因此,矿 区混合岩化发生于海西期前,原 岩为周潭群中深变质岩。根据周潭群地质地球

化学特征与陈蔡群建瓯群相似及空间分布相连的事实 ,推 测周潭群与后二者同时形成于中晚

元古代 ,代 表了华夏式基底的物质组成 ,混 合岩化发生于加里东期或更早时期。

2 海 西早期喷流沉积成矿作用

永平矿区现已发现 7个 矿带,除 Ⅶ矿带为含铜黑土外 ,其 余矿带的主矿体均呈层状、似

层状 ,与 叶家湾组地层整合产出。前人对这些主矿体的矿床地质及矿床地球化学特征作了大

量研究[29495),这 里不再重复。本文仅补充一些喷流沉积成矿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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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喷 流岩特征

容矿主岩为叶家湾组中段的碳、硅、砂、泥质岩系夹火山岩系。其中见到大量的喷流沉

积岩,主 要有硅质岩、碧玉岩、碳硅页岩、铁锰碳酸盐岩、层状似夕卡岩和钠质岩[7],它

们均处于中酸性火山岩 (熔岩、凝灰岩)上 部,呈 互层状产出。硅质岩一般为白色和灰白

色,薄 层状,单 层厚 1~5cm,含 有电气石、磷灰石等富挥发性矿物及层纹状硫化物 (黄铁

矿、黄铜矿等),与 火山岩互层产出。重结晶后由糖粒状微晶石英所组成。碧玉岩为猪肝色,

在16线 采场厚达 1.76cm,主 要由微晶石英,次 为赤铁矿、粘土、碳酸盐所组成,局 部含

sO%~40%的 赤铁矿,可 构成低品位的铁矿石。沿层为角砾状,被 黄铁矿和黄铜矿等胶结,

这与云南东川铜矿区稀矿山式铁铜矿石的特征相似[:〕。碳硅页岩由碳酸盐和石英微晶及泥

质所组成,可 见到钠长石、绿泥石、绢云母,常 片理化,故 前人称其为千枚页岩(这一名称

不符合岩石学命名规则),在 原岩恢复图解上位于火山岩和沉积物过渡区,推测含有凝灰物质。

层状似夕卡岩具有以下特征:① 呈层状、似层状展布(走向长达 ⒛00m以 上,倾向延伸超

过2500m)与 围岩整合产出,且与钙质页岩和灰岩呈互层状;② 矿物组分十分简单 ,以单一成

分的石榴石为主,伴有透闪石、透辉石、硬石音、石英、绿泥石、萤石、绿帘石等;③ 夕卡岩无明

显分带现象 ,未出现距岩体(脉)越近夕卡岩化越强的现象。因此这类夕卡岩不具交代柱特征,

与本区燕山期岩浆侵人引起的接触交代型夕卡岩(呈脉状、具锯齿状边界)明显不同,我们认为

这是一类由喷流作用形成的特殊夕卡岩[7]。似夕卡岩的形成取决于物理化学条仵和物质组

分,而不决定于有否岩浆侵人。在火山活动间歇期,大规模的火山喷流可带来 Fe、Mg、 Al、⒏

和 成 矿 元 素 ,注 人 到 含 Ca2+、 Mg2+、 A13+、 C鲳

ˉ

、等 组 分 的 不 纯 灰 泥 沉 积 背 景 的 水 盆 地 中 。 由

于一次喷流脉动注人海盆 ,使水温由低到高而后降低 ,初期达到夕卡岩形成的物理化学和组分

条件时便形成夕卡岩。而后温度降低后 ,喷流组分耗尽后,只能形成不纯灰岩。多次喷流脉动

便形成了夕卡岩与不纯灰岩互层的现象。类似情况见于新疆阿尔泰蒙库地区,那 里至今未见

到侵入岩 ,涂光炽(1989)归 因其为火山喷流作用。

2.2 沉 积组构和元素分带现象

主矿体具有层纹状、条带状、柔皱状、韵律状矿石构造。矿物粒度极细 ,多 小于 0.5

mm,分 布均匀 ,相 互间无明显交代现象。层纹宽度多小于 1mm,较 宽的条带不超过 2~3

mm。 矿物严格顺层理分布 ,少 数矿物表现出斜层理矿石构造。虽然受到过后期变形构造的

破坏。但硫化物层与层理表现为同步褶曲。含矿层 自下而上大体上表现出中酸性火山岩→层

状似夕卡岩→碳硅页岩→硅质岩艹碧玉岩→不纯灰岩的变化趋势 ,矿 石矿物相应地表现为下

部以黄铜矿、黄铁矿、金为主,上 部以方铅矿、闪锌矿、银为主,最 上部见重晶石、硬石膏

的变化趋势。矿石构造在下部混合岩中为脉状 ,上 部叶家湾组呈层状、似层状。

综上所述 ,永 平铜矿的主矿层系海底喷流沉积成矿形成的。虽然矿区受到了印支期构造

的强烈改造 ,很 难恢复其喷流通道。但根据下混合岩中的脉状矿石及 △ 断层附近矿体集中

的现象 ,推 测喷流通道在 Fz附 近,这 个喷流通道后来被燕山期花岗斑岩脉的变位所利用。

3 印 支期推覆构造及动力变质改造成矿作用

郭英杰等 (1984)详 细论证了永平推覆构造 ,我 们经多次调研后进一步肯定了推覆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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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这种推覆构造体系主要伴随着海西-印支构造层褶皱作用发生的,其 扩展方式为前

展式,推 覆距离大于2500m,发 生时代为印支期。

控矿的 F1、 △ 和 △ 断层均为推覆构造体系中的滑脱断层。在勘探和开采实践中,透 过

上混合岩及 F1发 现了叶家湾组含矿岩系和矿体。△ 为下混合岩与叶家湾组的接触界面,在

矿区至今未见到叶家湾组底砾岩,说 明 巳 也为大型的滑脱断层。在天排山西部陈家坞以东,

下混合岩与叶家湾组以风 逆断层相接触 (图 1)。 那里叶家湾组产状倒转,向 东倾斜。FO断

裂带表现为 10~50m宽 的构造岩带,发 育有混杂断层泥砾岩-构造透镜体带、糜棱岩化带,

片理化带、碎裂岩带 (图 2)。 我们认为天排山西部古生代地层倒转是逆冲推覆构造事件所

图 2 FO断 层带剖面图 (陈 家坞)

1一混杂断层泥砾岩 构̄造透镜体带;2一 糜棱岩化带;3— 片理化带;4一 下混合岩 (周潭群);5一 叶家湾组 (倒转);

FO产 状 为 85° Z40°

造成的,FO也 是永平推覆构造体系的一部分。目前地表所见的叶家湾组为第三岩性段,含矿

岩系和矿体被下混合岩所覆盖 (图 3)。

强烈的逆冲推覆构造作用使得滑脱带附近岩石发生了脆-韧性变形。构造带中心部位上

下盘岩石相互混杂并发生韧性变形和糜棱岩化以及动力变质分异作用,原 岩中石英及分异硅

目 l璺 2囡 3曰 4曰 5

图 3 水 平推覆构造剖面示葸图

l—混合岩(周潭群〉;2— 石炭 二̄叠系;3一 侏罗系;4一 燕山期花岗斑岩;5一 含钼铳化物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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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物呈眼球状,造 成混合岩化假象,两 侧发育片理化带碎裂岩带 (图 3)。 断层岩有断层泥、

片理化岩 (片理化碳硅页岩)、糜棱岩、构造片岩 (绿泥构造片岩和绢云构造片岩)、碎粒

岩、碎斑岩和碎裂岩等,宽 10~60m不 等[3)。

这种构造作用对于成矿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破坏了含矿岩系和矿体的连续

性,叠 瓦状断裂使得矿层多次重复并掩覆矿体 (图 3),从 而增加了找矿的难度。其二是由

于动力变质及其热液和动力变质分异作用能使含矿岩系中的成矿物质活化迁移形成新的矿

体,使 先存矿体发生局部贫化和富集形成脉状富矿。矿石的动力变质组构充分地证明了这一

点。矿石中的硫化物、石榴石和石英具有碎裂结构、碎斑结构、压力影结构、眼球状构造、

撕裂状构造和动态重结晶结构等,层 状矿石具褶皱、挠曲和片理化现象,硫 化物顺片理和裂

隙分布和聚集,并 定向排列。尤其是石榴石的动力变质组构 (变形条带、亚颗粒化、核幔构

造、眼球状构造等)特 别发育,表 明石榴石是在印支期前形成的,再 次证明了石榴石是喷流

沉积作用形成的。

因此,印 支期逆冲推覆所致的动力变质作用是本矿床重要的改造成矿作用,推 覆构造作

用还起着破坏和掩覆矿体的作用。

4 燕 山期岩浆热液叠加改造成矿作用

本区燕山期岩浆活动以十字头小岩株和花岗斑岩脉的就位为代表 ,对 早期矿化产生了一

定的叠加改造成矿作用。

叠加成矿作用主要在 W、 Mo矿 化方面。花岗斑岩富含 W(50× 106)、 Mo(50× 10̄ 6)、

Pb(60× 106)、 Zn(110× 106)、 Ag(16× 106)等 成矿物质 ,围 绕岩体 (脉 )出 现明显的

W、 Mo矿 化晕。辉钼矿-石英网脉常见于片理和裂隙中,切 割矿区所有矿化岩石、层状矿体

和脉状矿体 ,集 中分布于岩体 (脉 )内 外接触带的强硅化部位。但铜矿化似乎与燕山期岩浆

岩无关 ,围 绕岩体 (脉 )反 而呈现出铜的亏损场。

改造成矿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 促使围岩发生夕卡岩化 ,形 成接触交代夕卡岩

脉 (壳 ),促 使含矿建造和层状矿体重富集和再就位而聚集成为脉状富矿 ;② 岩浆侵人所带

来的热力及所产生的侵位构造加速了地下水的运移、循环对流,增 强某萃取成矿物质的能

力,最 后使得成矿物质进一步富集。

在燕山期后至今,由 于地壳隆起和风化剥蚀作用,使 得原生矿体氧化并发生雨水淋滤作

用,造 成了氧化矿体 (含铜黑土)和 次生富集矿体的形成。

5结 论

综上所述 ,可 以得到以下新认识。

(1)本 区混合岩是元古代周潭群中-深变质岩系于加里东期及更早时期经区域混合岩化

形成的,隶 属于华夏式结晶基底的一部分。叶家湾组及以上层位均未卷人混合岩化中,因 而

本区不存在印支期混合岩及混合岩化成矿作用。

(2)海 西早期的海底火山活动及喷流沉积作用形成了叶家湾组含矿岩系和层状含铜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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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矿体。层状似夕卡岩是喷流沉积作用形成的,具 有不同于接触交代夕卡岩的地质特征。

(3)印 支期褶皱推覆构造强烈地破坏和掩覆了含矿岩系和矿体 ,另 一方面强烈的构造作

用所产生的动力变质热液和变质分异作用改造了含矿岩系和矿体 ,使 得矿化进一步富集。

(4)燕 山期花岗斑岩的侵位引起了一定程度的 W、 Mo、 Pb、 Zn、 Ag的 叠加成矿作用,

通过岩浆热液、接触变质 (夕 卡岩化)和 地热梯度的驱使再一次改造了含矿岩系和层状含铜

硫化物矿体。燕山期后还发生了次生富集成矿作用。

(5)永 平铜矿是以海西早期喷流沉积成矿作用为主导经受了印支期动力变质改造和燕山

期岩浆热液叠加改造的多因复成矿床。其成矿过程大体如下。

由于海西早期地幔柱上涌 ,岩 石圈伸展 ,沿 广丰-东乡基底断裂带形成信江断陷盆地。

在永平 Ⅲ级断陷盆地内发生了较强烈的海底中酸性火山喷发和大规模的海底热液喷流沉积作

用 ,形 成了叶家湾组含矿岩系和层状矿体。由于混合岩基底 (元 古宇周潭群)通 透性较好,

易于为上升的喷流热液萃取其中的 W、 Cu等 成矿物质 ,因 而造成了永平铜矿含钨而长江中

下游同时期同类型矿床 (基 底不同)不 含钨的现象。印支运动使得海西-印支期断陷盆地闭

合 ,使 海西-印支构造层发生褶皱和逆冲推覆构造作用 ,从 而一方面破坏了含矿岩系和矿体

的连续性 ,另 一方面发生了动力变质改造成矿作用。印支运动后本区陆壳的固结刚化程度进

一步增强 ,在 太平洋板块作用下 ,基 底断裂活化 ,陆 内物质发生同熔和重熔 ,引 起大规模的

燕山期酸性岩浆喷发和侵人活动 ,使 永平铜矿得到了进一步的富集。燕山期本区一直处于隆

起剥蚀状态 ,原 生矿体发生氧化和次生富集 ,从 而形成一些氧化矿石和次生富集矿石。

因此,要 扩大永平铜矿的规模 ,寻 找到新的永平式铜矿 ,必 须抓住叶家湾组海底喷流沉

积含矿岩系这一关键因素。由于印支期褶皱推覆构造破坏了含矿岩系的连续性 ,因 而增加了

找矿的难度 ,这 就要求找矿研究工作者详细地研究印支期推覆构造体系,摸 清被推覆体所掩

覆的含矿岩系的展布。我们经初步研究认为 ,永 平矿区西部下混合岩覆盖区可能为一推夜

体 ,其 下掩覆了大片含矿岩系,极 有可能在下混合岩覆盖区之下找到新的永平式铜矿 (图

3)。 这一点应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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