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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一个重要的 Cu、Au 和 Fe 成矿带。鄂东南地

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西段，是重要的矽卡岩铁铜矿的大型矿集区，该区矽卡岩铁矿以磁铁矿石为主，具有品位富、组

分多和易选等特点，在这里产有 3 个大型矽卡岩铁（铜）矿床，分别为程潮（200 Mt）、铁山（160 Mt）和张福山铁矿床（99.6 

Mt），已发现不同规模的矿床 75 个，储量 5 亿吨以上，且仍具有较大的增储潜力(姚培慧等，1993)。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先后有众多单位在此进行地质勘探和科研工作，取得了大量的重要成果，曾提出了著名的“大冶式”铁矿的矿床模式（裴荣

富等，1995）。但近十年来，对鄂东南地区矽卡岩铁矿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铁矿资源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

鄂东南地区矽卡岩铁矿的深部及外围接替资源勘查工作已提到了国家层次面。因此，利用已有的资料二次开发和新的成矿理

论，构筑起符合地质事实的矽卡岩铁矿的矿床模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已有的资料，研究鄂东南地区矽卡岩铁矿的分布

和地质特征，并初步地探讨妨碍矿床模式构筑的关键性科学问题，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基础。 

1  成矿地质背景 

长江中下游地区位于扬子地块北缘，秦岭-大别造山带和华北地块南侧（图 1）。出露的地层除了零星的前震旦纪变质基

底外，主要包括震旦纪碎屑岩、白云岩和硅质岩、寒武纪至三叠纪的海相碳酸盐岩等及侏罗纪-白垩纪陆相火山岩夹碎屑岩。

已有研究表明，该区构造演化大致经历了 3 个主要阶段，分别为前震旦纪基底形成阶段、震旦纪-早三叠世沉积盖层阶段和

中三叠世以来的碰撞造山和造山后板内变形阶段（常印佛等，1991； 翟裕生等，1992），其中第三阶段以大量中生代岩浆岩

和大规模成矿作用为特征。中生代大规模岩浆作用主要包括两大岩石系列(Pei et al., 1995)，分别为高钾钙碱性侵入岩和亚碱

性-碱性侵入-火山岩，前者主要包括闪长岩、石英闪长岩和花岗闪长岩，为 I 型或磁铁矿型花岗质岩石(Pei et al., 1995)；后

者主要包括闪长玢岩及白垩纪安山岩、英安岩和流纹岩（谢桂青等，2006a）。除此以外，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发育晚白垩世碱

性侵入-火山岩，主要包括石英正长岩、正长岩、石英二长岩、碱性花岗岩和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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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南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南段，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内岩浆岩广泛发育，主要以侏罗-白

垩纪中酸性侵入岩体为主，代表性岩体有鄂城、铁山、金山店、灵乡、殷祖和阳新岩体，大致沿北北东-南西西向分布，均

为以花岗岩和闪长岩为主所组成的复式岩体，其出露面积分别为 83、94、25、79、85 和 200 km2，其中鄂城、铁山、金山

店和阳新岩体长轴为北西西向，灵乡和殷祖岩体则呈北东向延展（图 1）。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花岗斑岩小岩体和火山岩。

区内地层出露齐全，从古生代到中、新生代地层，以三叠纪大冶组灰岩、蒲圻组砂页岩、侏罗纪武昌组含煤砂页岩和自流井

组砂质碎屑岩、灵乡组和大寺组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分布广泛，其中三叠纪大冶组灰岩和白云质灰岩为区内矽卡岩铁矿 重

要的赋矿围岩（表 1）。北西西向褶皱和断裂为本区 重要的构造，也是控矿主要构造，近南北向褶皱和断裂发育较差。 

2  矿床空间分布规律 

鄂东南地区以大规模侏罗纪未-白垩纪铁铜钼多金属矿化为特征（Xie et al., 2005；谢桂青等，2006b），其矿床的特征、

成因和成矿模式一直是地质学界关注的热点。截至 1993 年底，在该区已发现大、中、小型矿床（点）328 个，其中包括 3

处大型铁矿、2 处大型铜铁矿、2 处铜金矿、1 处大型金矿和 1 处大型铜钼矿(薛迪康等，1997)。 近已在殷祖花岗闪长岩体

西缘相继发现了徐家山金矿田，如张海、美人尖、西山金矿床（点）（杨明银等，2003）；同时金牛火山岩盆地中也曾有铜、

铅、锌等矿化点的显示（与湖北地质四队周少东交流）。这些均表明鄂东南地区具有非常好的找矿前景。 

由图 1 可知，鄂东南铁矿带主要出露于鄂城到灵乡一带，北起鄂城岩体南缘，南至灵乡岩体南缘。由于殷祖岩体岩浆演

化程度较差矿化性差外，其他各岩体均发育不等规模的矽卡岩铁矿，其铁矿床（点）分布于岩体与围岩接触部位，灵乡岩体

呈北东向展布，其矽卡岩铁矿床（点）沿北东向分布，代表性矿床为刘家畈矽卡岩铁矿。鄂城、铁山、金山店和阳新岩体周

 

图 1  鄂东南地区地质图和矽卡岩铁矿床（点）分布示意图（据翟裕生等，1982；舒全安等，1992；谢桂青等，2006b） 
1—广山；2—程潮；3—李村；4—荷花池；5—大铜坑；6—光面垴；7—大洪山；8—铁山；9—王豹山；10—余华寺；11—张福山；12—垴窖；

13—刘家畈；14—大广山；15—铜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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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矽卡岩铁矿床（点）均呈北西西向展布，与岩体长轴的走向一致，其中鄂城岩体周围以大型程潮矽卡岩铁矿为典型，铁

山岩体周围代表性矿床为铁山大型矽卡岩铁铜矿，金山店岩体周围存在大型张福山矽卡岩铁矿，阳新岩体边部分布有铜绿山

矽卡岩铜铁矿。 由图 1 和表 1 可知，存在非常有趣的现象：鄂城、金山店和灵乡岩体接触带的代表性矿床为矽卡岩铁矿，

成矿元素较为单一，基本上没有不含铜，如程潮、张福山和刘家畈铁矿（姚培慧等，1993）；铁山岩体周围分布的代表性矿

床为矽卡岩铁铜矿，成矿元素为 Fe-Cu，以铁矿为主，如铁山铁（铜）矿床铜品位平均为 0.57%，铜储量约 6.7 万吨（姚培

慧等，1993）；阳新岩体北缘的铁矿为矽卡岩铜（铁）矿，成矿元素类似铁山岩体，但以铜矿为主，如铜绿山矿床主体为铜，

铜品位为 1.78%，储量 112 万吨，铁品位相对较低，平均为 41.1%，储量仅为 5 681t（姚培慧等，1993），且铁矿形成略早

于铜矿（常印佛等，1991）。不同岩体周围的矿床成矿元素组合不同可能与岩体的化学成分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表 1  鄂东南地区典型矽卡岩铁矿床地质特征 

地质特征 铁  山 程  潮 张福山 刘家畈 铜绿山 

成矿元素组合 Fe- (Cu) Fe Fe Fe Cu- (Fe) 

围岩地层 早三叠世大冶组灰

岩、白云质灰岩 

早三叠世大冶组灰岩、白

云质灰岩 

早三叠世大冶组灰岩、白

云质灰岩 

早三叠世大冶组灰岩、白

云质灰岩 

早三叠世大冶组灰岩、白

云质灰岩 

控矿岩体 闪长岩 花岗岩、石英闪长岩（？） 石英闪长岩 闪长岩 石英正长闪长岩 

控矿构造 北西西褶皱、断裂 北西西褶皱、断裂 北西西褶皱、断裂 东西或北西西褶皱、北东

断裂 

北东褶皱和压扭性断裂 

围岩蚀变 矽卡岩化、金云母化、

绿帘石化、绿泥石

化、碳酸盐化、高

岭土化、钠长石化

矽卡岩化、绿泥石化、碳

酸盐化、硬石膏化、绢

云母化、钠长石化 

透辉石化、金云母化、蛇

纹石化、硬石膏化、绿

泥石化、钠长石化 

绿泥石化、高岭土化、叶

腊石化、蛇纹石化、透

辉石化、方柱石化 

透辉石化、金云母化、钠

长石化、绿帘石化、钾

长石化 

矿石矿物 磁铁矿、赤铁矿、黄

铁矿、黄铜矿、菱

铁矿、白铁矿等 

磁铁矿、赤铁矿、镜铁矿、

黄铁矿、磁黄铁矿等 

磁铁矿、赤铁矿、黄铁矿、

菱铁矿、黄铜矿等 

赤铁矿、磁铁矿、黄铁矿、

穆磁铁矿、菱铁矿等 

黄铜矿、斑铜矿、黄铁矿、

磁铁矿、辉铜矿、辉钼

矿等 

脉石矿物 绿泥石、透辉石、金

云母、方解石、高

岭石等 

石榴子石、透辉石、绿帘

石、绿泥石、方解石、

透闪石、金云母 

方解石、透辉石、金云母

等 

方解石、石英、透辉石、

方柱石等 

方解石、白云石、石英、

透辉石、石榴子石、金

云母、阳起石等 

成矿时代/Ma 金云母 40Ar-39Ar 年

龄 140.9±1.2 

鄂城花岗岩 SHRIMP 年

龄 121.2 ± 3.1 

石英闪长岩全岩 K-Ar 年

龄 142 Ma 

闪长岩全岩 K-Ar 年龄

145 Ma 

辉 钼 矿 Re-Os 年 龄

（137.8±1.7）~（138.1 

±18） 

储量/万吨 16037 20089 9960 2028 5681 

品位 Fe 52.1%， 

Cu 0.57% 

45.1% 44.6% 54.0% Fe 41.1%， 

Cu 1.78% 

资料来源 赵一鸣等，1990；舒

全安等，1992；姚

培慧等，1993；笔

者未发表资料 

翟裕生等，1992；舒全安

等，1992；姚培慧等，

1993；笔者未发表资料

舒全安等，1992；姚培慧

等；1993 

舒全安等，1992；姚培慧

等，1993 

舒全安等，1992；姚培慧

等，1993；谢桂青等，

2006b 

 

3  矿床模式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与矽卡岩铁矿有关的岩浆岩存在明显的成矿专属性，根据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岩性组合及其所反映的区

域地质背景和矿化元素组合，矽卡岩铁矿分为三类：①与中性和中偏基性（或偏碱性）侵入体有关的铁矿床，如“邯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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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床；②与中酸性侵入有关的铁矿床，如鄂东南地区铁矿床；③与酸性侵入体有关的铁矿床，如东秦岭和东南沿海一带的

铁矿床(赵一鸣等，1990)。而前人提出的“大冶式”矿床模式提到四个成矿亚系列，分别为与闪长岩有关的矿浆型铁矿、石

英二长闪长岩有关的矽卡岩铜铁矿和铁铜矿、与花岗闪长（斑）岩有关的矽卡岩铜矿、与石英二长闪长岩和闪长岩有关的矿

浆型铁矿（裴荣富等，1995），均未充分考虑到花岗岩对矽卡岩铁矿的影响。由表 1 可知，鄂东南地区矽卡岩铁矿赋矿地层

类似，均为灰岩和白云质灰岩，它们是形成矽卡岩铁矿 有利的围岩。该区大多数与矽卡岩铁矿有关的侵入岩为闪长岩、石

英闪长岩和石英正长闪长岩，如铁山、刘家畈、张福山和铜绿山铁矿；但程潮矽卡岩铁矿产于鄂城岩体南缘，鄂城岩体是以

花岗岩为主和少量石英闪长岩的复式岩体，周围分布有 3 个矽卡岩铁矿和若干个矿化点。剖面资料显示矿体下盘为花岗岩，

上盘为石英闪长岩，矽卡岩产于花岗岩一侧，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矿床的成矿作用可能与花岗岩有关(翟裕生等，1992)，但部

分学者考虑到区域成矿规律和特点认为，它们的成矿作用与（石英）闪长岩有关。据作者近年来初步研究暗示：鄂城岩体主

体花岗岩相的锆石 SHRIMP 年龄为（121.2 ± 3.1）Ma(笔者未发表资料)，明显晚于发育有大量与闪长岩有关的矽卡岩铁矿的

铁山和阳新岩体（锆石 SHRIMP 年龄 140~145 Ma）(谢桂青等，2006b)。虽然前人对鄂东南矽卡岩铁矿的成矿时代进行大量

的研究，测试方法多为 K-Ar 法（翟裕生等，1982；赵一鸣等，1990），可能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近对鄂东南地区中

典型矿床与成矿有关的辉钼矿 Re-Os 和金云母 40Ar-39Ar 进行了精确定年资料表明，鄂东南地区存在一期晚侏罗纪未-早白垩

世初（~140Ma）重要 Cu-Fe-Mo 成矿事件（谢桂青等，2006b； 赵新福等，2006），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类似（Mao et al., 2006）；

同时，铁山矿床尖山矿体-122 m 中段露天采场矽卡岩矿体中与磁铁矿共生的金云母 40Ar-39Ar 精确年龄为（140.9±1.2）Ma

（作者未发表资料），与区域成矿事件的时限一致。因此，程潮矽卡岩铁矿成矿作用是与花岗岩有关还是与石英闪长岩有关

的科学问题涉及到建立起鄂东南地区合理的矿床模式，且阻碍新一轮“探矿摸底”的高效找矿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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