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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统时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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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铜陵矿集区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七大矿集区之一 构造上经历了晚古生代的陆缘裂陷 !中三叠世的陆

陆碰撞和侏罗纪 ) 白垩纪的陆内构造 岩浆活动 ∀晚石炭世的海底喷流沉积形成了广泛分布的块状硫化物 除部分

构成块状硫化物矿床外 还为燕山期中酸性岩浆活动形成的矽卡岩型矿床提供了部分硫和金属物质 ∀为了查明海

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统及其时空展布特征 在铜陵矿集区内开展了以流体活动记录为对象的蚀变 流体填图工作 ∀

结果显示 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统不仅形成以块状硫化物为主体的喷流沉积记录 而且在下伏岩系中遗留了区域

规模的流体蚀变记录 ∀以块状硫化物为主体的喷流沉积记录构成 个喷流沉积旋回 在垂向上和横向上均具有成分

和结构的分带性 ∀流体蚀变记录在上部构成顺层蚀变带 在中部构成沿断裂和裂隙充填的石英 硫化物脉体群 在下

部则构成半整合蚀变带 表明喷流沉积流体系统由下渗的海水在下部半整合蚀变带形成储集区 经高地热异常的加

热后 沿中部脉体群向上迁移 在进入顺层蚀变带后沿砂岩层向两侧扩散 最后经同生断裂和裂隙向海底喷出 ∀块

状硫化物与蚀变岩 !喷流沉积旋回及硫化物硫同位素的空间展布特征 显示区内存在 个受基底断裂控制的 • •

向延伸的流体活动域 包含 个以上的流体储集区域 每个流体储集区域之上发育多个流体上升中心和海底喷流中

心 ∀

关键词  地质学  喷流沉积流体系统  块状硫化物  区域蚀变  铜陵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在铜陵矿集区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

赋存于上石炭统底部的层状铜 !硫 !金矿床占据显著

的位置 早已引起广大地学工作者的兴趣和关注 并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但是对于这些矿床的成

因 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至少有 种代表性观点

≠ 与燕山期岩浆活动有关的热液蚀变 !交代成因 郭

文魁 沉积矿胚层被燕山期岩浆活动叠加

改造成因 常印佛等 刘裕庆等 黄华盛

等 温春齐等 ≈ 海底喷流沉积成因 顾

连兴等 王文斌等 何金祥等 ∀随

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对存在早期矿胚层 大部分为层

状黄铁矿床 已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认识到其对燕山

期岩浆活动形成大型铜矿床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然而 对这些/ 矿胚层0究竟是否为海底喷流沉积成

因仍存在较大争议 对它们的地质特征及空间展布

形态缺乏明确的认识 这势必影响到进一步的找矿

工作 ∀近期在铜陵矿集区开展的蚀变 流体填图 以

流体活动产物 热水环境沉积岩 !蚀变岩和充填脉体

等流体记录 所反映的流体性状为线索 对矿集区内

多期流体活动形成的复杂流体记录面貌进行筛分和

组合 由流体记录 ψ流体单元 ψ流体系统 逐步归纳

并填绘出 套流体系统 即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

统 !燕山期岩浆流体系统 !燕山期火山流体系统及燕

山晚期中低温热液流体系统 杨竹森等 蒙义

峰等 ∀本文在此基础上 重点对以形成上石

炭统底部块状黄铁矿层为特征的海西期喷流沉积流

体系统进行研究 并总结其时空展布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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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西期构造与石炭纪沉积

铜陵矿集区作为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七个重要矿

集区之一 其构造演化历史和地质发育特征已有大

量论述 常印佛等 翟裕生等 储国正等

李文达等 唐永成等 ∀该矿集区

乃至整个成矿带历经了 个重要的构造演化阶段

即晚古生代的裂陷沉降阶段 沉积了上泥盆统 ) 下

三叠统的海相碳酸盐岩 !硅质页岩和海陆交互相碎

屑岩夹煤层 中三叠世 ) 中侏罗世大别造山带的前

陆盆地阶段 不仅接受了中三叠统含膏盐建造 而且

使中三叠统以下地层发生 ∞向的强烈褶皱变形

晚侏罗世 ) 早白垩世的构造岩浆活动阶段 形成大

规模的岩浆岩带和火山岩盆地 ∀与之对应 本区先

后经历了 次较大规模的热流体活动 一为海西期

的区域性海底流体活动 顾连兴等 杨竹森

等 二为印支期大别碰撞造山带向前陆盆地

的大规模流体迁移 ∏ 三为与燕山期

强烈的岩浆活动相伴的岩浆热液流体的蚀变交代

周涛发等 杨竹森等 ∀其中海西期的

晚石炭世海底喷流活动 除本身形成大规模的块状

硫化物矿床外 还为燕山期岩浆流体的叠加成矿准

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显示其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

1 1  海西期构造背景

大地构造研究和岩相古地理再造表明 加里东

运动的板块汇聚和大陆增生 首先使秦岭微板块和

北淮阳岛弧拼贴于华北板块南缘 同时华夏板块也

与扬子板块碰撞对接 之后 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沿

商丹 北淮阳断裂带碰撞对接 构成统一的中国大陆

板块 陈宏明等 ∀此时 除南侧的钦 州 防

城 残余海槽外 大部分地区隆起为陆 造成早 中

泥盆世大范围的沉积缺失 ∀进入晚古生代 由于扬

子板块和华夏板块基底固结晚 断裂发育 图 构

造稳定性差 在地球动力学机制由挤压转变为拉张

时 在海西期出现全方位的裂离 陈宏明等 殷

鸿福等 ∀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之间重新打

开 形成中秦岭裂陷槽 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再次张

裂 形成赣湘桂裂陷槽 ∀稍后 二叠纪 下扬子地区

与中上扬子地区间也产生裂解 构成相对独立的下

扬子地块 殷鸿福等 图 ∀长江中下游成

矿带在晚古生代即位于扬子板块北东侧的下扬子断

陷区与江南隆起区的过渡地带 图 主要沿宿松

丹阳断裂展布 ∀从上泥盆统滨海 陆相碎屑岩稳定

广布于下扬子断陷区及邻近的江南隆起区看 裂陷

沉降当在泥盆纪后的石炭纪开始加剧 ∀早石炭世晚

期在江南隆起区北侧还出现了宣城 宜兴凹陷 两者

间为宿松 铜陵 丹阳隆起 晚石炭世 包括下扬子断

陷 !宣城 宜兴凹陷及其间的宿松 铜陵 丹阳隆起的

广大地区 均处于沉陷地带 ∀

1 2  石炭纪沉积地质

在石炭纪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为被动大陆边缘

的陆表海盆沉积 陆源碎屑来自于南侧的江南古陆

东延部分 陈宏明等 ∀沉积相和层序地层研

究 常印佛等 李双应等

洪天求等 许正龙等 表明 下石炭统茨

山组为低水位体系域的三角洲相碎屑岩 金陵组为

高水位体系域的碳酸盐岩 两者构成晚古生代第一

次较大的海侵层序 ∀高骊山组碎屑岩分布于宿松

铜陵 丹阳隆起带两侧的沉降区 受断裂控制明显

北侧沉降区分布于宿松 丹阳断裂以北 南侧分布于

江南断裂以南 ∀和州组碳酸盐岩和碎屑岩主要分布

在宿松 丹阳断裂以北 南部因挤压隆升而缺失 ∀晚

石炭世初期 早石炭世末的短期挤压转变为强烈拉

张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开始大规模沉陷 ∀上石炭统

黄龙组底砾岩为海侵体系域的产物 向南广泛超覆

于江南古陆不同时代的地层之上 其上的交代成因

白云岩含广海窄盐度生物组合 岳文浙等 为

高水位体系域的沉积 分布范围更广阔 构成石炭纪

最大一次海侵 最大海泛面对应于底砾岩与白云岩

间的界面 ∀黄龙组上部灰岩和船山组灰岩为两次海

侵形成的台地相碳酸盐岩 具有向浅滩化发展的特

征 ∀

铜陵矿集区位于宿松 铜陵 丹阳隆起带中段 早

石炭世晚期隆升遭受剥蚀 早石炭世沉积仅在局部

有残留 ∀晚石炭世初期 逐渐夷平的隆起开始下沉

并随着大规模的海侵 沉积了黄龙组和船山组的碳

酸盐岩 ∀黄龙组厚 ∗ 底部为厚约 ∗

的滨岸相砂砾岩 向上为角砾状灰质白云岩和灰

质白云岩构成的 个韵律 最上部为生物碎屑灰岩

和厚层藻灰岩构成的韵律 ∀船山组厚约 ∗

由下部的生物碎屑灰岩和上部的核形石灰岩组成 ∀

值得注意的是 在黄龙组底砾岩和其上的白云岩之

间 发育有以黄铁矿为主的块状硫化物 呈不连续似

层状 !透镜状和丘状展布 其间常分布有黑色含锰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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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华南晚古生代古地理及古构造图

华南石炭纪古构造图 据陈宏明等 略改 华南早二叠世古海洋复原图 图边度数为古经纬度 据殷鸿福等 下扬子地块

海西期裂陷槽横剖面示意图 据陈宏明等 ≠ ) 嘉山 响水断裂 ) 宿松 丹阳断裂 ≈ ) 马金 乌镇断裂 … ) 萍乡 绍兴断裂 ) 古

陆 ) 内陆泥质组合 ) 滨浅海砂泥质组合 ) 浅海碳酸盐组合 ) 浅海碳酸盐泥硅质组合 ) 浅海泥质硅质组合 ) 浅海泥灰质及火

山岩组合 ) 半深海砂泥质组合 ) 半深海砂泥质及硅质组合 ) 半深海碳酸盐硅质组合 ) 盆地碎屑岩组合 ) 盆地砂泥质及硅

质组合 ) 盆地泥质硅质及火山岩组合

ƒ  ° ≥ ∏ ≤

≤ ∏ ≥ ∏ ≤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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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质岩 ∀这些块状硫化物和黑色泥岩所处的地层层

位 对应于石炭纪最大一次海侵的最大海泛面位置

属于陆源碎屑贫乏环境下的产物 ∀

 喷流沉积流体系统

在铜陵矿集区约 范围内进行蚀变 流

体填图 通过对 个点的野外观察及测量 结合

对 多块样品的矿物成分 !化学成分和流体包裹

体的分析 从中筛分 !归纳出了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

系统 图 ∀该流体系统包括喷流沉积单元和区域

规模的热液蚀变单元 ∀喷流沉积单元形成的流体记

录赋存在上石炭统黄龙组底部 而热液蚀变单元形

成的流体记录则主要分布于下伏的上泥盆统和志留

系碎屑岩系中 ∀前者代表流体系统在古海底的喷流

和成矿物质的沉积 而后者代表流体系统下部的热

液储集层和向海底排泄的上升通道 从中淋滤出的

成矿物质向海底运移 ≥ ≥

∏

∀

2 1  海底喷流沉积单元

喷流沉积单元为流体系统向海底喷流和沉积的

部分 以发育块状硫化物 !喷气岩 !热液角砾岩和热

水环境沉积岩等流体记录为特征 其中以块状硫化

物最为发育 构成喷流沉积单元的主体 ∀

块状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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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统蚀变 流体地质图

) 马山 ) 松树山 ) 黄狮涝 ) 铜官山 ) 佘家涝 ) 大倪村 ) 碎石岭 ) 石耳山 ) 戴家冲 ) 古松 ) 上徐 ) 中徐

) 章木山 ) 冬瓜山 ) 焦冲 ) 杨桃山 ) 五峰山 ) 店门口 ) 峙门口 ) 叶山铁矿 ) 叶山 ) 小涝 ) 筲箕涝

) 新桥 ) 朱冲 ) 大成山 ) 水竹岭 ) 仰天宕 ) 亮石山 ) 大丁冲 ) 半山李家 ) 桃园 ) 神仙洞 ) 笠帽顶

) 高架山 ) 观音洞 ) 马鞍山 ) 虾塘村 ) 西牛山 ) 戴公山 × ƒ ) 铜陵 南陵断裂 × ⁄ƒ ) 铜陵 戴家汇断裂 ⁄≠ ƒ ) 董家

店 丫山街断裂 × ≠ ƒ ) 童埠 烟墩铺断裂 ≥× ƒ ) 狮子山 天屏山断裂 ÷ ƒ ) 新桥 木镇断裂 ⁄ƒ ) 桂村桥 戴家汇断裂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ƒ ) × ⁄ ∏ ∏ ⁄≠ ƒ ) ⁄ ≠ ∏ × ≠ ƒ ) × ∏ ≠ ∏ ∏ ∏ ≥× ƒ ) ≥ ×

∏ ÷ ƒ ) ÷ ∏ ∏ ⁄ƒ ) ∏ ∏ ⁄ ∏ ∏

  块状硫化物赋存于上石炭统黄龙组的底部 与

上下地层整合接触 至少在铜陵矿集区范围内的

处 大部分为地表露头 少数为矿床深部揭露 均有

分布 图 ∀在矿集区中部和东北部 块状硫化物直

接覆盖于黄龙组底砾岩之上 底砾岩也被硫化物胶

结 并在观音洞 ) 戴公山一线的底砾岩之上形成含

石英砂砾的块状硫化物 构成硫化物胶结底砾岩 含

砂砾块状硫化物 块状硫化物组合 ∀在矿集区西北

部 块状硫化物与底砾岩之间常发育一套较厚的纹

层状黄铁矿和白云质泥岩 燕山期岩浆活动改造为

纹层状磁黄铁矿蛇纹石滑石岩 构成底砾岩 纹层

状黄铁矿白云质泥岩 块状硫化物组合 ∀在矿集区

西南部 块状硫化物之下有一层较薄的黑色含黄铁

矿粉砂质页岩 构成底砾岩 粉砂质页岩 块状硫化物

组合 ∀块状硫化物的规模在矿集区中部和西北部较

大 呈似层状 而在矿集区东北部和西南部较小 呈

透镜状和丘状 ∀块状硫化物之上被黄龙组下部的白

云质灰岩和白云岩整合覆盖 ∀在观音洞 ) 戴公山一

                     矿   床   地   质                   年  

 
 

 

 
 

 
 

 



线的白云质灰岩中还含有 ∗ 的石英粗砂 ∀

块状硫化物的矿物组合以胶黄铁矿和各种粒度

的晶质黄铁矿为主 另有少量黄铜矿 !方铅矿 !闪锌

矿 !辉铜矿和自然金 !银金矿等 且具有明显的分带

性 ∀黄铜矿 !自然金和银金矿常呈星散状分布于块

状硫化物层的中下部 而方铅矿 !闪锌矿和辉铜矿常

组成小规模的透镜体分布于块状硫化物层的上部 ∀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少量蛋白石 !蒙脱石 !白云石 !

方解石 !菱铁矿和重晶石等 它们的总含量不足

分布于黄铁矿间隙中 或组成断续的条带 局

部构成火焰状石英团块和石英细脉 ∀石英主要分布

在块状硫化物层的下部 而其他脉石矿物主要分布

在块状硫化物层的上部 ∀在狮子山 ) 小铜官山一带

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 块状硫化物常被改造为以磁黄

铁矿为主含少量磁铁矿 !黄铁矿 !黄铜矿等的矿物组

合 其中常残留有胶黄铁矿重结晶形成的微细晶黄铁

矿集合体 显示它被后期递进的热变质作用所改造 ∀

块状硫化物的结构构造多种多样 ∀常见的结构

有胶状结构 !含晶结构 胶黄铁矿中含粗晶黄铁矿 !

微晶结构 !中粗晶等粒结构和不等粒结构等 不常见

的结构有震碎结构 !含砂结构等 ∀常见的构造有块

状构造 !条纹 条带状构造 !同心环状构造 !不规则脉

状构造等 不常见的构造有球粒状构造 !丝瓜瓤状构

造和皮壳状构造 ∀结构构造在垂向和横向上均表现

出分带性 这在新桥硫铁矿中最为明显 ∀垂向上 下

部常见含晶结构 !微晶结构和块状构造 !不规则脉状

构造 中部以中粗晶等粒结构 !不等粒结构和块状构

造为主 上部主要为胶状结构 !微细晶结构和块状构

造 !条纹 条带状构造 !同心环状构造等 ∀横向上 自

块状硫化物似层状 !透镜状或丘状体的中心向两侧

由中粗晶结构 !微细晶结构变为以胶状结构为主 构

造上也由块状和网脉状构造 !条带状构造到以条纹

状构造为主 ∀这种结构构造上的分带性 显示出块

状硫化物体的中部为流体向海底喷出的主要区域

使先堆积的硫化物中发育网脉状构造及重结晶形成

的不同粒晶质结构 而周围则主要为沉积区域 形成

以胶状结构和条纹 !条带状构造为主的硫化物 ∀胶

状黄铁矿中发育的球粒状构造 图 可能反映其

海底沉积特征 而由松散的微细晶黄铁矿构成的丝

瓜瓤状核心及外围的同心环状构造 可能代表喷出

的流体穿过胶状黄铁矿层时留下的痕迹 ∀

喷气岩

喷气岩主要包括硅铁质岩 !菱铁矿岩 !重晶石岩

和硬石膏岩 大部分产于块状硫化物层的上部 ∀硅

铁质岩在大多数块状硫化物产出地均有分布 棕色 !

黑棕色 由微细粒针铁矿 !赤铁矿和石英组成 表

呈透镜状和筒状 ∀透镜状硅铁质岩呈致密块状和纹

层状 如戴家冲 ∀筒状硅铁质岩主要见于新桥 垂

直穿切块状硫化物层 在上部呈蘑菇盖状覆于黑色

页岩之上 其上被含黄铁矿泥岩层所覆盖 ∀筒状硅

铁质岩内部呈多孔状和炉渣状 图 相互联通的

孔道壁上覆盖一层铁硅质玻璃 在玻璃质层上局部

生长白色方解石晶体 暗示这些孔道可能为流体上

升的通道 ∏ ∀菱铁矿岩

主要分布于新桥 !冬瓜山 !小铜官山 松树山和五峰

山等中西部地带 呈透镜状 !似脉状 !不规则团块状

产出 ∀透镜状菱铁矿岩以致密块状为主 局部见纹

层状和鲕状构造 似脉状或不规则团块状菱铁矿岩

呈海绵状和皮壳状 图 化学成分中含少量锰 表

∀重晶石岩主要分布于新桥 !水竹岭 !峙门口 !桃

园和笠帽顶 山斟旺等中东部地带 呈条带状 !透镜

状产于块状硫化物层的中上部 图 或呈似层状

与块状硫化物同层位单独产出 如笠帽顶 山斟旺 ∀

硬石膏岩主要见于冬瓜山 呈透镜状和似层状分布

于块状硫化物层的上部 后期常被岩浆活动形成的

矽卡岩所交代 但残留的条纹条带状构造仍指示其

可能为喷流时期的产物 ∀

热液角砾岩

热液角砾岩主要见于水竹岭 !新桥 牛山 !观音

洞和桃园等地 各地具有不同的特征 ∀水竹岭一带

的热液角砾岩呈似层状位于块状硫化物层的上部

棱角状的角砾以黄铁矿为主 有少量砂岩和重晶石

岩角砾被胶状黄铁矿和石英胶结 图 ∀新桥 牛

山一带的热液角砾岩呈透镜状产于块状硫化物层的

中部 大小混杂的黄铁矿角砾为胶黄铁矿所胶结 ∀

观音洞和桃园两地的热液角砾岩呈囊状产于块状硫

化物层的下部 在观音洞表现为块状硫化物中含石

英质细砾 而在桃园则为块状硫化物原地碎裂成可

拼性强的角砾 角砾间充填各种形态的黄铁矿碎屑

再被微细晶黄铁矿和石英胶结 ∀这些热液角砾岩

除了新桥 牛山可能为海底黑烟囱倒塌破碎堆积形

成外 其余三地均与较浅水环境下 左右 海

底喷流的气液爆破有关 爆破引起的垮塌堆积和震

碎作用分别是形成水竹岭和桃园热液角砾岩的原

因 而观音洞块状硫化物中所含石英细砾也与爆破

有关 爆破将黄龙组底砾岩中的砾石带至海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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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铜陵矿集区喷流沉积流体记录的结构构造

胶状黄铁矿 ≤ ° 层中的球粒状构造 后期的黄铁矿 ° 和方铅矿 沿收缩裂隙充填交代 冬瓜山铜矿床 反光镜照片 硅铁质岩

ƒ 中大量孔洞 ∂ 构成的多孔状构造 新桥硫铁矿床 露头照片 菱铁矿岩中菱铁矿 ≥ 与大量孔隙 ∂ 构成的海绵状构造 新桥

硫铁矿床 正交镜照片 块状黄铁矿 ° 中的重晶石 条带 峙门口硫铁矿床 标本照片 黄铁矿 ° 和砂岩 ≥ 角砾被胶状黄铁

矿 ≤ ° 胶结构成的角砾状构造 水竹岭硫铁矿床 标本照片 硫化物 ≥∏ 黄铁矿和磁黄铁矿 与蛇纹石和滑石 ≥ × 构成的纹层状

构造 冬瓜山铜矿床 光片扫描

ƒ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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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气岩的化学成分

Ταβλε 1  Χηεμιχαλ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εξηαλιτεσιν Τονγλινγ ορε χονχεντρατιον αρεα

喷气岩 样品号
ω

≥ × ƒ ƒ ≤ ° 烧失量 总量

硅铁质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菱铁矿岩

÷ ± °

÷ ± °

÷ ± °

÷ ± °

 由河北省地矿局廊坊实验室分析 ∀

  热水环境沉积岩

与喷流沉积相关的热水环境沉积岩主要有纹层

状黄铁矿白云质泥岩和含锰泥岩 ∀纹层状黄铁矿白

云质泥岩分布于矿集区中部和西北部的新桥 ) 冬瓜

山 ) 小铜官山一带 呈似层状产于块状黄铁矿层之

下 由黄铁矿纹层和白云质泥岩纹层相间排列构成

受燕山期岩浆活动的影响 常变为纹层状硫化物蛇

纹石 滑石 岩 图 ∀含锰泥岩分布于块状硫化物

的周围 在牛山西南侧最发育 厚达 左右 ∀

2 2  底板流体蚀变单元

底板流体蚀变单元位于块状硫化物层之下的上

泥盆统和志留系碎屑岩中 为流体系统在底板岩系

中循环对流和向上运移的通道 以发育区域规模的

流体蚀变为特征 形成大范围展布的蚀变带和脉体

群 图 ∀

在上泥盆统五通组砂岩中 流体沿孔隙度较大

的砂岩层扩散和交代 并沿顺层和切层的网状裂隙

充填 构成总体呈似层状展布的蚀变带 与地层整合

产出 ∀流体蚀变和充填过程大致可分为 个阶段

≠ 层状蚀变阶段 在五通组中下部的石英砂岩层中

以硅化为主 绢云母化次之 并伴有浸染状黄铁矿

化 而在五通组上部的粉砂岩层中以绢云母化和叶

蜡石化为主 伴有不均匀的微细粒胶状黄铁矿化 构

成云雾状 !豆状 !枝管状等不同形态的黄铁矿集合

体 ∀蚀变强度在上部有块状黄铁矿层产出地段相对

较高 构成分布范围远远超出块状硫化物层的强硅

化和黄铁矿化区域 向外围蚀变强度减弱 绢云母化

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在新桥一带 强硅化和黄铁矿

化区域内还伴有绿泥石化 呈小规模筒状展布 并见

有微量电气石交代石英砂粒 ∀ 黄铁矿脉阶段 在

强蚀变区域内形成大量穿切顺层蚀变岩的黄铁矿细

脉 充填于切层和层间裂隙内 构成黄铁矿网脉带 ∀

它们主要由中粗晶黄铁矿组成 晶隙间充填少量细

粒石英和绿泥石集合体 ∀黄铁矿脉的密度在块状硫

化物层的下部较大 向外围迅速减小 ∀黄铁矿脉的

宽度一般小于 个别可达 但在牛山发育

一条长约 上部宽 ∗ !下部窄为近 的

黄铁矿大脉 呈北西向展布 脉体垂直穿切五通组砂

岩 向上与块状硫化物层相连 ∀脉体的成分主要为

黄铁矿 少数较宽脉体中含少量石英 ∀在桃园一带

紧邻块状硫化物层的个别较宽的黄铁矿脉体中含有

黄龙组底砾岩中的石英质细砾 显然为未固结的砾

石沿喷流过程中气液爆破产生的裂隙倒贯形成 ∀ ≈

石英脉阶段 少量的石英细脉分布于强蚀变区内 ∀

石英细脉常叠加在较宽的黄铁矿脉体中 少数呈单

脉切割黄铁矿细脉 ∀脉体中常含少量黄铁矿 个别

脉体中含重晶石 ∀

在志留系碎屑岩中 流体主要沿断裂和裂隙充

填 构成切层的脉体群 并在断裂穿切长石砂岩 中

志留统 地段形成较宽的蚀变带 近断裂处以硅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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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染状黄铁矿化为主 远断裂处以绢云母化为主 ∀

断裂包括北东向和北西向两组 北东向断裂较平直

如店门口北侧的西峰牌一带 断裂带内早期充填硫

化物 石英 晚期充填石英 硫化物 形成宽 ∗

的复合脉带 切割旁侧的蚀变带 ∀早期脉体以黄

铁矿为主 石英次之 含少量毒砂和黄铜矿 晚期脉

体主要为石英 含少量黄铁矿 !方铅矿 !辉铜矿和方

解石等 ∀北西向断裂产状不规则 构成较宽的角砾

岩带 如戴公山断裂 角砾间隙被黄铁矿和石英充

填 ∀此外 在断裂不发育地段 主要形成由黄铁矿细

脉构成的网脉带 如水竹岭一带 黄铁矿网脉带垂向

延伸达 多米 ∀

在志留系碎屑岩的底部 即下志留统高家边组

页岩的下部 流体活动引起强烈的硅化和黄铁矿化

形成与地层半整合的似层状蚀变壳 主要出露于矿

集区西南角永村桥背斜核部的蛤蟆岭一带 范围约

≅ 厚度 ∗ ∀强烈的硅化将高家

边组页岩改造成似碧玉岩 由微细粒石英组成 含有

浸染状分布的黄铁矿 个别地段富集达 构成似

碧玉岩中的黄铁矿富集囊 ∀似层状的硅化壳中部发

育近东西向的角砾岩带 似碧玉岩角砾间隙充填黄

铁矿和石英 局部形成石英晶洞 ∀钻探揭露证实 硅

化壳之下为上奥陶统灰岩 其中除发育少量方解石

细脉外 没有发生硅化和黄铁矿化 证明流体的蚀变

作用发生在志留系与奥陶系界面之上 ∀

上述不同层位的流体蚀变带和充填脉体群 因

各地剥蚀程度不同而常呈相对孤立的分布 但它们

在空间上是紧密相关的 这在蛤蟆岭 ) 西峰牌 ) 店

门口一带最为明显 图 ∀该地带由志留系底部的

半整合似层状蚀变带 蛤蟆岭 经过中上志留统中

沿断裂充填的脉体群 西峰牌 到上泥盆统的顺层

蚀变带 店门口 最后形成块状硫化物 构成一个完

整的喷流沉积流体系统的流体运移路径 ∀各层位的

流体蚀变带和充填脉体群不仅在空间上相互关联

而且在蚀变类型和矿物组成上还具有相似性 均以

硅化和黄铁矿化为主 仅在中上部伴有绢云母化和

少量绿泥石化 流体包裹体的成分也相似 徐九华

等 进一步说明它们为同一个流体系统在不

同层位上的活动产物 ∀据此将底板流体蚀变单元的

蚀变结构概括为 上部为顺层蚀变带 中部为切层脉

图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统底板蚀变结构图

施家冲一带流体蚀变分布图 蚀变结构模式图 ± ) 第四系 ) 上白垩统陆相砂砾岩 ° ) × ) 二叠系 ) 下三叠统海相碳酸盐岩 !

硅质岩和海陆交互相含煤层碎屑岩 ≤ ) 上石炭统碳酸盐岩 ⁄ ) 上泥盆统砂岩和粉砂岩 ≥ ) 上志留统粉砂岩和页岩

≥ ) 中志留统砂岩和粉砂岩 ≥ ) 下志留统页岩和粉砂岩 ) 上奥陶统碳酸盐岩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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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群 下部为半整合似层状蚀变带 图 ∀这一蚀

变结构反映了循环的热流体因高家边组页岩的屏

蔽 在志留系与奥陶系界面附近形成流体储集区域

并发生强烈的似层状硅化和黄铁矿化 储存的热流

体沿同生断裂向上运移 并与下渗的海水混合 在断

裂和裂隙中形成脉体群 上升的热流体进入五通组

砂岩层时 因渗透率突然增大而向两侧迅速扩散 形

成上部顺层蚀变带 ∀

2 3  硫同位素组成

海西期喷流沉积形成的重晶石 !硬石膏 !块状黄

铁矿及黄铁矿脉等的硫同位素分析结果 表 ! 显

示

硫酸盐的 Δ ≥ 值范围为 ϕ ∗ ϕ

平均值为 ϕ 与 ≥ 统计的石炭纪

海水硫同位素组成一致 反映喷流沉积形成的硫酸

盐主要为海水硫来源 ∀

以黄铁矿为主的硫化物 Δ ≥ 值分布范围较

宽 为 ϕ ∗ ϕ 但绝大多数样品分布在

ϕ ∗ ϕ 之间 众数值为 ϕ 其与硫酸盐的Δ ≥

表 2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沉积硫酸盐的硫同位素组成

Ταβλε 2  Δ34Σ δατα οφ συλφατεσ οφ τηε Ηερχψνιαν εξηαλατιϖε−

σεδιμενταρψσψστεμ ιν Τονγλινγ ορε χονχεντρατιον αρεα

产状及地点 样品号 矿物 Δ ≥∂ ≤⁄× ϕ

块状黄铁矿层中上部

 冬瓜山 ⁄ 硬石膏

 新桥 ÷ ± 硬石膏

 新桥 ÷ ± 重晶石

 桃园 × ≠ 重晶石

 峙门口 ⁄ 重晶石

 峙门口 ⁄ 重晶石

 峙门口 ⁄ 重晶石

 水竹岭 ≥ ° 重晶石

块状黄铁矿丘状体外围

 山堪旺 ⁄ 重晶石

 山堪旺 ⁄ 重晶石

 虾塘村 ⁄ 重晶石

底板岩系中脉体

 新桥头 ⁄ 重晶石

 低岭 ⁄ 重晶石

块状黄铁矿次生风化带

 戴家冲 ⁄ ≤ 石膏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同位素开放实验室分析 仪器为

ƒ × 质谱仪 分析精度 ∀

表 3  铜陵矿集区喷流沉积硫化物(以黄铁矿为主)的硫同位素组成

Ταβλε 3  Δ34Σ δατα οφ συλφιδεσ (μ αινλψ πψριτε) οφ τηε Ηερχψνιαν εξηαλατιϖε−σεδιμενταρψσψστεμ ιν Τονγλινγ ορε χονχεντρατιον αρεα

地  点
Δ ≥ ϕ

范围 平均值
地  点

Δ ≥ ϕ

范围 平均值
地  点

Δ ≥ ϕ

范围 平均值

小铜官山 ∗ 3 蛤蟆岭 ∗ 水竹岭 ∗

铜官山选厂 ∗ 西峰牌 ∗ 仰天宕 ∗

马山 ∗ 杨西冲 朱冲南

五松硫铁矿 峙门口 ∗ 丁冲

大倪村 峙门口 井 桃园 ∗

戴家冲 ∗ 峙门口后山 ∗ 桃园西坡 ∗

古松铁矿 新桥 ∗ 舒家店 ∗

上徐 牛山 ∗ 李家冲

中徐 小涝 ∗ 缪家

冬瓜山 ∗ 雷家湖 肖家柏

五峰山 ∗ 观音洞 ∗ 黑子坑 ∗

杨桃山 王家村 虾塘村

 3 括号内为样品数 分析单位 !仪器及精度同表 ∀

平均值相差约 ϕ 与 ≥ 统计的非

火山环境喷气沉积块状硫化物矿床的硫同位素组成

比同时代海水硫同位素组成平均低 ϕ 相吻合

说明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系统形成的黄铁矿 其

硫主要来源于循环海水硫的无机还原 ∀

以黄铁矿为主的硫化物的 Δ ≥ 值在矿集区

东部的桂山一带呈现负高值 在丁桥 丫山 董家店

朱村一带出现北西向展布的负值带 其周缘分布有

个 Δ ≥正高值区 图 反映在桂山及丁桥 丫山 董

家店 朱村两地存在硫的生物还原作用 且桂山一带

位于地势较高的开放环境 丁桥 丫山 董家店 朱村

一带处于盆地内相对隆起区 而 个 Δ ≥ 正高值区

对应于受同生断裂控制的相对封闭的小盆地 表明

喷流沉积作用主要发生在这些小盆地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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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统的黄铁矿硫同位素等值线图

ƒ  ≤ ∏ ∏ ∏ ¬ √

×

 喷流沉积流体系统的时空结构

峙门口一带 件块状黄铁矿样品的 同位

素等时线年龄为 ? 蒙义峰等 与

谢华光等 所测新桥块状黄铁矿的 ≥ 等时

线年龄1 ? 2相吻合 证明这些块状

硫化物由晚石炭世早期的喷流沉积形成 ∀由于喷流

沉积发生在黄龙组沉积的最大海泛时期 其对应的

时限为 ∗ 李儒峰等 说明喷

流沉积持续的时间间隔较短 应在 之内 ∀虽然

喷流沉积持续的时间较短 但在时空上仍然表现出

巨大的变化 ∀

3 1  喷流沉积旋回

海底喷流沉积单元形成的流体记录 在垂向上

可识别出 个完整的喷流沉积旋回 以新桥一带最

为典型 图 ∀每个喷流沉积旋回的下部为块状硫

化物组合 中部为含黄铁矿 !水蛋白石结核的纹层状

泥岩与透镜状黄铁矿组合 上部为菱铁矿岩 !硅铁质

岩组合 构成块状硫化物 ψ 含黄铁矿泥岩 ψ 菱铁矿

和硅铁质岩的喷流沉积序列 ∀

对比矿集区不同地点的喷流沉积流体记录可以

发现 中东部的观音洞 !桃园 !小涝和虾塘村等地与

新桥一带相比 仅发育一层块状硫化物 直接与底部

的石英细砾岩层相接 并胶结石英细砾岩 与新桥的

第一喷流沉积旋回相当 图 ∀矿集区西部的冬瓜

山 !小铜官山 !马山 !戴家冲和五峰山等地 在底部的

石英细砾岩之上发育一套厚度不等的纹层状黄铁矿

白云质泥岩 尤其是在冬瓜山 !小铜官山和马山一带

最为明显 经后期岩浆热变质形成厚度较大的纹层

状硫化物 主要为磁黄铁矿 和蛇纹石 !滑石岩 图

在冬瓜山可见其上被白云质大理岩所覆盖 表明

这套纹层状黄铁矿泥质岩与新桥的第一喷流沉积旋

回相当 其上的两层块状硫化物及硬石膏岩分属于

第二和第三喷流沉积旋回 ∀

上述喷流沉积记录的发育特征反映铜陵矿集区

西部与东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在石英细砾岩沉积

之后 东部即发生强烈的喷流沉积活动 而西部经历

了相对宁静环境下的流体汇聚和化学沉积活动后

才开始大规模的喷流沉积 ∀两区之间大致以新桥

木镇基底断裂为界 显示近南北向的基底断裂对喷

流沉积活动的控制 ∀

3 2  喷流沉积旋回的空间展布

根据矿集区内不同地点的喷流沉积特征 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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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沉积旋回的柱状对比图

! 和 分别为喷流沉积旋回 ! 和

ƒ  ¬ √ ×

¬ √ √

确定了 次喷流沉积旋回的空间展布范围 图 ∀

第一喷流沉积旋回主要展布于铜陵县 南陵县及铜

陵市 戴家汇两条近东西向的基底断裂所夹持的槽

状地带 以及新桥 木镇近南北向基底断裂控制的沉

降盆地内 ∀当时的海底古地形受新桥 木镇基底断

裂控制 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 ∀在中东部高地 以喷

流沉积为主 多处形成块状硫化物 并伴有强烈的气

液爆破 反映此时尚未达到最大海泛时期 海水深度

图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沉积旋回空间展布图

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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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浅 没有超越流体的临界压力 ∀在西部低地

中东部喷出的流体部分向低洼处汇聚成热卤水池

于宁静环境下沉积了冬瓜山 ) 小铜官山一带的纹层

状黄铁矿白云质泥岩 ∀因此 第一喷流沉积旋回呈

现中东部以强烈喷流沉积为主 西部以热卤水沉积

为主的特征 ∀在喷流作用渐趋减弱的间歇期 东部

一带被快速沉积的含砂砾厚层白云质灰岩所掩埋

新桥 木镇近南北向断裂地带发育角砾状白云岩 而

西部仍处于盆地状态 局部接收热卤水环境下的白

云质灰岩沉积 ∀

第二喷流沉积旋回主要发育在新桥 ) 木镇一线

以西的广大区域内 大致呈南北向展布 受近东西向

的铜陵市 戴家汇和近南北向的新桥 木镇基底断裂

控制 ∀近东西向的童埠 烟墩辅和近南北向的狮子

山 天屏山基底断裂以及北西向的同生断裂也成为

流体运移和上升的通道 ∀喷流沉积活动呈现自东向

西 !由北到南的迁移趋势 ∀第一喷流旋回相当强烈

的新桥一带 在第二喷流旋回中强度和规模减小 而

第一旋回以热卤水池沉淀为特征的冬瓜山 ) 小铜官

山一带 在第二喷流旋回却发育大规模的喷流作用

流体活动向南扩展 超出第一喷流旋回的范围 并在

峙门口一带于黑色页岩层之上形成较大规模的块状

黄铁矿层 ∀

第三喷流沉积旋回的流体活动强度和范围显著

减小 局限于铜官山 冬瓜山 !新桥和峙门口 个区

域 反映喷流沉积流体系统的演化趋向终结 ∀

3 3  喷流沉积中心及流体迁移

由于块状硫化物是流体系统在海底喷流沉积的

产物 其位置即为古流体系统向海底喷流的中心及

附近 其中包含多个喷口 共同形成块状硫化物丘状

体 !透镜体或似层状体 ∀位于同一个顺层蚀变区域

之上的一个或多个海底喷流中心 其流体来源于同

一个五通组砂岩中的流体扩散区域 ∀五通组砂岩中

的流体扩散区域通过其下的脉体群提供流体 脉体

群向下的汇聚部位即为流体上升的通道 ∀流体上升

通道为下部储集的流体向上运移的通道 相邻的流

体上升中心源于同一个流体储集区域 即志留系与

奥陶系界面附近的半整合似层状蚀变区域 ∀因此

喷流沉积流体系统在垂向上具有逐级分枝的变化 自

下向上 由流体储集区域 ψ流体上升中心 ψ海底喷流

中心 流体逐级分流扩散 最终呈多中心向海底喷流 ∀

依据流体迁移模式 结合蚀变 流体填图展示的

流体记录分布特征 初步确定了铜陵矿集区内的海

底喷流中心 !流体上升中心和流体储集区域 图 ∀

图  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统的喷流中心和流体迁移展布图

ƒ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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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剥蚀程度的影响 石炭系内应当还有一些隐

伏的海底喷流中心 另有一些海底喷流中心可能已

被剥蚀掉了 但仍可看出海底喷流中心具有群集分

布的特征 ∀群集区内底板蚀变强烈 群集区之间常

被蚀变作用不发育的地段所分隔 ∀一个群集区内常

发育多个流体上升中心 其下部可能对应一个流体

储集区域 ∀多个流体储集区域组成一个范围更大的

流体活动域 ∀在铜陵矿集区内主要存在 个流体活

动域 自南西向北东呈雁行排列 且流体活动域的范

围依次减小 图 ∀

流体活动域主要受东西和南北向两组基底断裂

的控制 且向西侧 南北向基底断裂的控制作用增

强 使流体活动域由东西向南转弯 ∀流体储集区域

受两组基底断裂及北西向同生断裂的交汇部位控

制 而流体上升中心主要分布于同生断裂和基底断

裂的两侧 显示北西向同生断裂也对流体上升的通

道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海底喷流中心的分布主要

与五通组砂岩中的小断裂或裂隙带有关 ∀

 喷流沉积机制和环境讨论

铜陵矿集区内发育的块状硫化物层直接覆于黄

龙组底砾岩之上 且上部被一套白云岩和灰质白云

岩所覆盖 这使得块状硫化物层的海底喷流沉积成

因问题 因缺乏驱动机制和较深水海盆环境的证据

而长期受到争议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大量

资料显示 铜陵矿集区在晚石炭世初期曾经存在较

高的古地温异常和水深较大的海盆环境 这对于海

底喷流沉积作用的发生和块状硫化物矿层的形成是

十分有利的 ∀

4 1  石炭纪古地温场与喷流沉积机制

地层中牙形石的色变指数 ≤

¬ 值可反映岩石经受的最高变质温度 成为度量

古地温的灵敏指标 ∞

≥ ∀根据王志浩等

和祁玉平等 的研究 寒武系 ) 志留系中牙形

石的 ≤ 值在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出现 ∗ 级的

较高值 向江北大丰 ) 滨海一带降为 ∗ 而石炭系

) 下三叠统中牙形石的 ≤ 值普遍较低 大部分在

∗ 之间 只在少数区域如安庆 !铜陵 !南京和江阴

等地出现大于 级的较高值 图 ∀究其原因 石炭

系 ) 下三叠统中牙形石 ≤ 值较高的区域均对应于

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的区域 特别是在安庆地区表

现更为突出 岩浆活动带来的局部热变质应是造成

≤ 值增高的主要原因 ∀然而 寒武系 ) 志留系中

牙形石≤ 的高值区即使扣除燕山期岩浆活动的影

图  长江中下游地区牙形石色变指数 ≤ 分布图 据王志浩等 祁玉平等 资料编制

寒武系 ) 志留系中牙形石 ≤ 值分布图 石炭系 ) 下三叠统中牙形石 ≤ 值分布图

ƒ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卷  第 期          杨竹森等 安徽铜陵矿集区海西期喷流沉积流体系统时空结构           

 
 

 

 
 

 
 

 



响 仍然在沿江地区存在一个高值带 特别是在安庆

) 宁国一带更为醒目 图 ∀高值带 ∗ 级的牙

形石 ≤ 值对应于 ε 左右的古地温

这基本可以排除成岩期埋藏增温所致的

可能性 说明沿江地区曾经存在一古地温增高的异

常带 ∀由于沿江地带寒武系 ) 志留系没有发生区域

变质 因此这个古地温增高的异常带应当发育在石

炭系沉积时期 即在拉张断陷背景下 陆壳减薄 热

流值增高 沿深断裂带 基底断裂 形成古地温异常 ∀

由寒武系 ) 志留系中牙形石 ≤ 的高值 ∗ 区分

布特征 图 可以看出 在沿江古地温异常带上出

现多个高温区域 如安庆 宁国 !巢湖 !南京 !扬州等

地 铜陵矿集区即位于安庆 宁国古地温高值区的中

段北侧 ∀

铜陵矿集区石炭纪时的高地温异常 为晚石炭

世初期的海底喷流沉积作用提供了驱动机制 ∀沿基

底深断裂分布的高热流值 在其附近形成高地温异

常区 ∀异常区内封存的建造水和下渗的海水被加

热 沿同生断裂或薄弱部位向上迁移并喷出海底 同

时外围下渗的海水沿志留系碎屑岩系中的透水层向

高地温异常区运移补充 构成受高地温异常驱动的

流体循环系统 ∀在这一循环系统中 由于下志留统

上部页岩层的屏蔽 沿其下部细砂岩和粉砂岩层 在

志留系与奥陶系界面附近常形成流体储集区域 并

驱动上部的流体循环 ∀下渗的海水被加热过程中

≥ 还原为 ≥ 同时被加热的海水从流经的围岩

中萃取成矿物质 并携带至上部向海底喷出 ∀喷出

的流体与海水混合 成矿物质快速沉淀 形成以黄铁

矿为主 含少量黄铜矿 !辉铜矿 !方铅矿和闪锌矿的

块状硫化物矿层 ∀

4 2  晚石炭世海盆环境与块状硫化物矿床的形成

晚石炭世初期是下扬子地区在石炭纪的最大一

次海侵时期 海平面的迅速上升 很快淹没了除江南

古陆少部分地区外的整个下扬子及华南区 岳文浙

等 ∀在早石炭世末期基本夷平的地形上 首

先接受了黄龙组底部的一套厚度不大的滨岸相砾岩

和砂砾岩沉积 并向南侧的江南古陆超覆 同时北侧

巢湖 ) 南京一带发育的碳酸盐岩台地也向南扩展

结果在早石炭世为隆起带 宿松 铜陵 丹阳隆起 的

位置于晚石炭世初期却成为水深较大的盆地 图

∀根据滩面坡度与海滩沉积物粒度之间的关系

当时南侧海滩的坡度为 β ∗ β 李双应等

由此

图  长江中下游地区晚石炭世初期海平面快速上升

及沉积环境变迁示意图 据岳文浙等

ƒ  ≥ √

√ ∏

≤ ∏ ≠

≠∏

推算自海岸线向北 海水深度即可达 ∗

∀由于黄龙组底部砾岩分布区的南界距离盆地中

部超过 因此有理由认为盆地中部的海水深

度达到 ∗ 或更深 ∀鉴于江南古陆大部分

地区被海水淹没 陆源碎屑供应断源 盆地内处于沉

积物缺乏的状态 ∀铜陵矿集区此时恰好位于较深水

盆地的中部 除南侧峙门口一带沉积有薄层黑色页

岩外 大部分地区处于沉积物贫乏的宁静还原环境 ∀

在这一较深水的宁静还原环境下 受高地温异常驱

动的海底喷流沉积作用得以形成层位稳定 !厚度较

大的块状硫化物矿层 ∀

由于块状硫化物矿层之上覆盖的白云岩和灰质

白云岩中含有广海窄盐度生物化石 岳文浙等

在铜陵矿集区绿岭乡北西侧黄龙组下部的灰

质白云岩中也见有单体珊瑚和海百合茎化石 证明

其为广海台地相碳酸盐发生白云岩化的产物 ∀这套

碳酸盐中夹有角砾状灰岩透镜体 显示台地斜坡相

快速堆积的特征 表明当海浸达顶峰之后 海平面停

止上升 北侧的碳酸盐台地向南方的侧向扩展速度

加快 盆地中海底喷流沉积作用形成的块状硫化物

矿层被快速掩埋而得以保存成为矿床 ∀

 结  论

铜陵矿集区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在晚石炭世初期拉张裂陷的背景下 普遍发育受高

地温异常驱动的喷流沉积流体系统 喷流沉积活动

发生在黄龙组沉积的最大海泛时期 持续时间

左右 ∀

喷流沉积流体系统不仅在海底形成以块状

硫化物为主体的喷流沉积记录 而且在底板岩系中

记录了区域规模的流体蚀变 构成上部为顺层蚀变

带 !中部为切层脉体群 !下部为半整合蚀变带的立体

蚀变体系 ∀

                     矿   床   地   质                   年  

 
 

 

 
 

 
 

 



喷流沉积过程包含 个喷流沉积旋回 每个

旋回构成一个由块状硫化物 ψ含黄铁矿泥岩 ψ菱铁

矿和硅铁质岩的喷流沉积序列 ∀ 个喷流沉积旋回

的空间展布 显示喷流沉积活动自东向西 !由北到南

的发展演化历程 其中矿集区西北部为 个喷流沉

积旋回的叠加区 ∀

流体的迁移呈现自下向上逐级分枝的模

式 即由下部的流体储集区域 ψ 中部的流体上升中

心 ψ上部的海底喷流中心 流体逐级分流扩散 并与

越来越多的下渗海水混合 ∀空间上 流体储集区域

受基底断裂和同生断裂的交汇部位控制 流体上升

中心主要分布于同生断裂两侧 海底喷流中心主要

与五通组砂岩中的小断裂和裂隙带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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