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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抛刀岭浅成斑岩型金矿,是安徽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去年勘探的，以往未见报道过。矿体产于燕山

晚期侵入的浅成花岗斑岩-闪长斑岩体内，根据斑岩体的岩性组合将其分为 3 个岩性带：斜长花岗斑岩、石英闪长

斑岩和闪长斑岩。矿床中有 5 个矿化阶段：石英脉阶段、细粒黄铁矿阶段、多金属硫化物阶段、粗粒致密状黄铁

矿阶段和碳酸盐阶段，第二阶段是金的主成矿阶段。蚀变期次可分早晚两期，类型主要为绢云母化、硅化、碳酸

盐化和黄铁矿化，但蚀变分带不明显。 
关键词  斑岩型金矿  浅成  地质特征  安徽抛刀岭 
 

抛刀岭金矿位于安徽池州市东南 25 km，属梅街镇管辖村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铁铜（金）成矿带中

斑岩型金矿未占主导地位，且已知的均为含金斑岩型铜矿。抛刀岭金矿是该区首例贫铜斑岩型金矿，在我

国也属罕见。 

1  金矿床产出地质背景 

抛刀岭金矿大地构造位置属马鞍山—贵池隆褶带，该隆褶带自北向南，地壳厚度和莫霍面深度逐渐增

大（常印佛等，1991）。 
地层  本区出露较少的变质基底，其形成于吕梁旋回和扬子旋回（翟裕生等，1992），属扬子地体董

岭式与江南式之间的过渡基底（唐永成等，1998）。本区主要分布的是古生代至中生代地层。石炭系中统

黄龙组和三叠系下统青龙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矽卡岩型铜矿的主要容矿层位，而志留系是斑岩型金矿的主

要容矿围岩。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是志留系地层，而白垩系下统（K1）的火山-沉积碎屑岩地层仅小面积出露、与

志留系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志留系上统茅山组（S3m）岩性为泥质粉砂岩、细砂岩夹页岩；中统坟头组（S2f）
主要是泥质、砂质页岩、粉砂岩，该组地层硅化强烈、破碎明显，由于受后期斑岩体侵入，使坟头组的地

层以包体的形式残存于原地；下统高家边组（S1g）岩性为粉砂质页岩（图 1）。 
构造  本区的构造格局，主要是由中生代强烈褶皱-断裂运动造成的。区内侏罗纪时期，库拉板块向

北俯冲到欧亚大陆东北端下，产生左行剪切运动，SEE—NWW 向挤压逐渐增强，形成一系列 NNE 向走滑

断裂和 NWW 向、近 EW 向断裂。在晚侏罗世，构造作用加剧，产生 NNE 向叠加褶皱、压扭性深断裂、

NWW 及近 EW 向张性剪切断裂（常印佛等，1991）。本区北临 NE 向长江断裂，南以高坦断裂为界，周王

断裂是本区主要 EW 向深大断裂。 
矿区处于自来山背斜的倾伏端，由四条深大断裂所切割形成的大方形地块中，东西向断裂为周王断裂

和铜山—留口—潘桥南断裂，近南北向断裂为灌口—陀弥山断裂和马头—碧山断裂。矿区内主要有两组断

裂，即近 NE 向和近 EW 向，其中近 NE 向断裂构造具有控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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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岩  本区岩浆活动主要发生在燕山期，其岩

石类型较多，主要有钾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斜长

花岗斑岩、花岗闪长岩、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等。燕

山早期主要发育有太平、青阳和九华山等岩体，岩石

类型以花岗闪长岩为主，呈北东向排列，岩浆物质主

要来源于下地壳，毛建仁等（1990）将其归于江南系

列。燕山晚期主要发育花园巩和黄山等岩体，其分别

隶属于庙西式和苏州式岩体，物质来源于亏损的下地

壳（毛建仁等，1990）。 

 

图 1 安徽池州抛刀岭金矿地质图 

2  矿床地质特征 

矿体特征  抛刀岭金矿的矿体产于花岗斑岩—闪

长斑岩内部或边部，矿化富集与石英硫化物脉的发育

程度有关。根据石英硫化物脉（n=233）的统计，其

主要呈NW285～315°、所占比例为36.48%和NE40～
70°、占 29.18%。矿体总体方向即长轴走向为北东，

与斑岩体展布方向一致，其形态呈透镜状和不规则

状。主矿体呈囊状，矿体长约 310 m，最大厚度 140 m，

平均厚约 90 m，根据 20 和 24 线勘探线剖面图（图略）

其延深约 100 m。此外，以金品位 1 g/t 为边界，可圈

出其他 5 个小矿体。 

1 钾长花岗岩；2—安山玢岩；3—花岗斑岩-闪长斑岩；4—斜长花岗斑

岩；5—石英闪长—斑岩；6—闪长斑岩；7—地质界线；8—断裂；9—
岩相分界线；10—工程及编号；11—分别为薄片鉴定的斜长花岗斑岩，

石英闪长斑岩，闪长斑岩的样品位置 

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有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硫锑铅矿、脆硫锑铅矿、毒砂、雄黄、自然金类、

碲金银矿及少量黄铜矿、白钛石、赤铁矿和金红石等。脉石矿物为石英、绢云母、斜长石、绿泥石、重晶

石、方解石等。矿石组构为块状构造、细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和细脉浸染状构造，自形—半自形结构和

交代结构等。金矿物呈超显微金赋存于黄铁矿中。 
研究表明矿石中黄铁矿存在 3 种晶体形态：立方体、变胶状五角十二面体和胶状黄铁矿。其中立方体

黄铁矿基本上不含金，而胶状黄铁矿和变胶状五角十二面体黄铁矿是主要的载金矿物。 
成矿阶段  抛刀岭斑岩型金矿矿化可分为 5 个阶段：石英脉阶段、细粒黄铁矿阶段、多金属硫化物阶

段、粗粒致密状黄铁矿阶段和碳酸盐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为石英脉，含少量立方体黄铁矿和柱状毒砂。毒

砂呈自形状存在于黄铁矿之中，构成包含结构，或被黄铁矿交代；后期受挤压作用，黄铁矿晶体压碎，形

成角砾状构造。第二阶段是金的主成矿阶段，由细粒和胶状黄铁矿、石英和细小呈自形的毒砂等组成。该

阶段的黄铁矿和毒砂形成集合体呈细脉状穿切第一阶段形成的黄铁矿。第三阶段由闪锌矿、少量黄铜矿、

方铅矿、硫锑铅矿和脆硫锑铅矿组成。闪锌矿交代黄铁矿，而其本身被“尘埃状”黄铜矿（1000 倍显微镜

下）交代，致使闪锌矿反射率降低、边缘“褪色”，在正交偏光镜下见未被“尘埃状”黄铜矿交代的溶蚀

港湾状闪锌矿核。此外,少量黄铜矿以固溶体的形式沿闪锌矿的解理定向分布。方铅矿呈半自形晶或以细脉

状交代闪锌矿，硫锑铅矿、脆硫锑铅矿与方铅矿呈相嵌结构。第四阶段是粗粒致密状黄铁矿阶段，坑道见

其中含闪锌矿和方铅矿的角砾，镜下见粗粒黄铁矿充填于闪锌矿、方铅矿等裂隙中。第五阶段是碳酸盐阶

段，由雄黄、重晶石、方解石和石英组成。早阶段的黄铁矿被雄黄交代呈交代溶蚀结构,碳酸盐矿物大多呈

隐晶质集合体或呈粒状细小矿物交代其他矿物。 
蚀变类型  本区的蚀变类型主要有绢云母化、硅化、碳酸盐化和黄铁矿化，坑道内 50 余件薄片鉴定

表明，不显环状蚀变分带。钻孔岩芯的蚀变观察表明，本矿床未见沙溪含金斑岩型铜矿中的钾硅酸盐蚀变

带（胡受奚等，1998）。从总体上看，蚀变分带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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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云母化是本区最普遍和最强烈的蚀变作用，长石、黑云母和角闪石经蚀变作用大部分转变成绢云母，

部分绢云母重结晶形成细小片状白云母；黑云母和角闪石蚀变为绢云母时析出铁质物和其他细小矿物集合

体。硅化的主要特征是粒状和半自形的板柱状石英集合体呈团块状分布于岩石中，也有的呈细小脉状穿切

岩石。总的来看，硅化虽较普遍但较轻微。碳酸盐化所形成的碳酸盐矿物多以隐晶质集合体，不同程度地

取代斜长石、角闪石和黑云母，有的岩石中的角闪石晶体 80%以上被碳酸盐矿物所取代。碳酸盐矿物经常

与其他蚀变矿物如绢云母、铁质矿物或绿泥石等伴生。黄铁矿化主要呈细脉状分布于岩石中。 
本区的蚀变作用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是在构造角砾岩形成之前，为绢云母化、硅化、碳酸盐化和

黄铁矿化；晚期在构造角砾岩形成之后，为较强的硅化和弱绢云母化形成脉状的蚀变作用。 

3  矿石化学成分分析 

金品位分析  笔者对矿区的 13 个平硐的 1248 个样品的金品位（据矿山提供）进行分析、统计。抛刀

岭金矿的最高品位为：13.94 g/t，平均品位为 0.5164 g/t，标准偏差为 1.12。大于 3g/t 的样品约占 4%，0.5～
3g/t 的样品约占 22%。抛刀岭金矿的品位不服从正态分布，矿化不均一。 

矿石化学成分多项分析  矿石的 Cu-Au 因子分析表明（表 1），铜与金无相关，相关系数仅为−0.08。
通过金-银的比值分析，其中有的样品比值极小，例如样号 384、386、387，说明矿石中含有银的独立矿物，

进一步查定正在进行中。铁-硫的比值中，样号 391 的比值超过一般的硫化物中的铁-硫比，表明矿石中含

有铁的氧化物，这与矿石中见分布不均匀的赤铁矿是一致的。 
 

表 1  矿石微量元素分析表 
wB/10-6 wB/% 

样号 
Au Ag Cu Pb Zn As Sb Bi Fe Mn S 

Au/Ag Fe/S 

384 1.58 261.78 0.7 1.30 0.09 0.06 —— —— —— —— —— 0.006 —— 
385 0.5 2.39 0.01 0.006 0.026 0.04 —— —— —— —— —— 0.209 —— 
386 3.68 224.74 1.18 0.92 0.07 0.26 —— —— —— —— —— 0.016 —— 
387 4.92 158.44 0.1 1.52 0.19 0.41 —— —— —— —— —— 0.031 —— 
388 4.68 2.84 0.004 0.014 0.064 0.14 0.008 0.005 4.8 0.026 4.3 1.648 1.116 
389 4.02 1.94 0.004 0.008 0.014 0.66 0.007 0.006 3.58 0.23 3.24 2.072 1.105 
390 2.54 1.99 0.002 0.007 0.014 0.96 0.076 0.004 3.18 0.006 3.28 1.276 0.97 
391 3.56 2.79 0.002 0.011 0.33 0.58 0.015 0.006 19.21 0.006 4.92 1.276 3.904 

    福建紫金矿冶研究院测定 

4  贫铜浅成斑岩型金矿论据 

斑岩型金矿的概念是由“斑岩型铜矿”中脱胎、演变而来的。虽有类似之处，但两者在矿化类型，共

生元素组合等方面具有一定差别，尤其是某些斑岩型金矿不以“铜”为前提（张贻侠等，1996）。通常认

为斑岩型金矿与中酸性钙碱性系列浅成—超浅成小侵入体有直接联系。斑岩型金矿在成矿深度上差别甚

大，从浅成—中-深成—中深成（胡受奚等，1998）。 
抛刀岭浅成斑岩体  抛刀岭金矿产于燕山晚期的抛刀岭岩体内，该岩体为幔壳型，相当于常印佛等

（1991）的江南式同熔型岩浆岩。其岩石类型为花岗斑岩-闪长斑岩，侵入于志留系坟头组地层，岩支状发

育，岩体规模小，出露面积约 0.6 km2（图 1），显示浅成的特征。 
岩石类型相变。抛刀岭岩体的岩性组合有斜长花岗斑岩、黑云角闪石英闪长斑岩、角闪闪长斑岩和角

闪黑云闪长斑岩。根据岩性特点可归为 3 大类：斜长花岗斑岩、石英闪长斑岩和闪长斑岩类。斜长花岗斑

岩主要矿物为石英和斜长石，次要矿物为黑云母，副矿物有磷灰石、锆石和金红石等。其具有斑状结构，

斑晶矿物为斜长石、石英和黑云母，多以自形或半自形晶出现。斜长石斑晶被绢云母所置换，但大部分绢

云母重结晶形成小片状白云母；黑云母斑晶也已转变为白云母。该类岩石石英斑晶较多，含量约 20%～30%，

形态以浑圆粒状常见，也有呈六边形的自形或半自形，同时石英斑晶常有港湾状熔蚀结构，石英晶体边缘

有宽窄不等的耳状衍生边（再生长边），衍生边的光性与斑晶相同。斜长花岗斑岩基质结构大部分是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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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状结构，个别呈隐晶质结构，基质矿物以显微晶质斜长石和石英为主，且斜长石已绢云母化。闪长斑岩

类主要矿物有石英和斜长石，次要矿物为黑云母和角闪石，副矿物有金红石、绿帘石和榍石等。该岩类具

有斑状结构，斑晶矿物有斜长石、角闪石、黑云母和部分岩石中含少量石英斑晶（少于 5%），其中以斜长

石斑晶为主。斜长石斑晶呈半自形、自形板状，其蚀变矿物以细小鳞片状绢云母为主；角闪石斑晶也呈半

自形、自形的柱状，且全部蚀变为绢云母和铁质物；黑云母斑晶蚀变特征与斜长花岗斑岩中的黑云母相似。

闪长斑岩基质呈显微粒状结构，主要是斜长石和少量的石英。石英闪长斑岩的岩石特征与闪长斑岩类似，

但石英占 5%～20%，其为前两类斑岩的过渡类型。 
野外观察发现，不同岩性组合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说明是岩相渐变的过程。笔者根据薄片鉴定的样

品位置，对平硐 3 与平硐 8 两工程之间的岩体进行岩相的划分（见图 1 中 A 区岩相图），相变从外到内依

次为斜长花岗斑岩、石英闪长斑岩和闪长斑岩。图中斜长花岗斑岩和石英闪长斑岩界线较为圆滑，但石英

闪长斑岩和闪长斑岩的岩相界线呈不规则状，个别在小于 2 m 范围内岩性迅速变化。 
侵入角砾岩，由地下上升的高压热液携带的岩石碎块在构造裂隙中贯入充填形成的（钟汉，1986）。

平硐 3 沿脉内发现侵入角砾岩呈脉状侵入石英闪长斑岩，脉宽 35 cm，走向 180°倾角 78°。胶结物主要

由石英、黄铁矿、闪锌矿、绢云母和细小的岩石等组成的碎基物质，其中含角砾状斑岩体岩屑。 
浅成矿石物质成分  矿石物质反映成矿温度、压力等条件。矿中出现的特征矿物有硫锑铅矿、脆硫锑

铅矿、雄黄、重晶石。潘兆橹等（1994）认为硫锑铅矿、脆硫锑铅矿主要出现于中低温铅锌矿床而雄黄生

成于低温矿床。重晶石是浅成热液脉型金矿的矿物成分之一，分布并不广泛，但可作为重要的载金矿物，

如双旗山金矿中石英重晶石脉形成金包富矿柱 。本矿床脉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集中在 130~180°和

235~285°两个区间。结合矿石的矿物组合，抛刀岭金矿形成于浅成中低温环境。 
贫铜的特殊性  国内外现已查明的大部分斑岩型金矿，铜与金呈伴生或共生关系。芮宗瑶等（1984）

认为黄铜矿中的银和金含量稍高于黄铁矿，可见铜的硫化物也是重要的载金矿物。因此在众多的斑岩型金

矿中，铜与金元素呈正相关性，例如德兴斑岩型铜（金）矿 Cu-Au 相关系数为 0.32（丁俊华等，1996），
安徽沙溪斑岩型铜（金）矿中 Cu-Au 相关系数为 0.6（唐永成等，1998）。抛刀岭金矿矿石中的铜矿物含量

甚少，Cu-Au 相关系数为−0.08，呈不相关（数据见表 1）。斑岩型矿床中 Cu-Au 正相关，说明铜矿物含量

较多且为主要载金矿物之一；Cu-Au 不相关说明铜矿物含量较少且非主要载金矿物。本矿床 Cu-Au 相关性，

同样证明抛刀岭金矿为贫铜独立斑岩型金矿。 

5  结  论 

抛刀岭浅成斑岩型金矿含矿花岗斑岩-闪长斑岩主要由斜长花岗斑岩、黑云角闪石英闪长斑岩、角闪闪

长斑岩和角闪黑云闪长斑岩组成。它们为浅成深度相的岩石类型相变，而非不同阶段侵入的复式岩体。该

矿床贫铜且铜与金无相关性，是安徽省首例贫铜独立斑岩型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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