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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大地构造处于扬子古板块和华夏古板块

的结合带，区域上属钦杭结合带南西段的南岭复合

带，位于大瑶山地区金铜多金属成矿带中（图 1）. 区内

主要出露震旦—寒武系浅变质碎屑岩和泥盆系碎屑

岩或碳酸盐岩，以寒武系分布最广，也是最主要的赋

矿层位. 区内构造发育，由震旦—寒武纪地层构成一

系列线状褶皱，属全形褶皱，构造线呈向南凸出的弧

形，总体走向近东西. 凭祥—大黎深大断裂带呈北东

向贯穿本区，是区内重要的区域性控岩控矿断裂. 其

他一些近南北向或北西向的次级断裂可能是直接的控

矿、容矿构造. 区内岩浆岩发育，以花岗岩类为主，另有

众多的中、基性岩脉及煌斑岩，多呈岩株、岩脉产出. 岩

体中 Au、Ag、As、Sb、Cu、Pb、Ti 等均高于地壳丰度维氏

值，对形成铜金多金属矿有利. 泥盆系—寒武系 Au、
Ag、Pb、As、Sb、Sn、Mo 丰度均高于中国大陆沉积岩（黎

彤，1994）丰度值，Cu、Zn 则基本相当. 震旦系浅变质岩

系和寒武系硅质岩含 Au 最高. 寒武系硅质岩与泥盆

系砂泥岩的 Ag、Pb、Sb、Sn、Zn 较高. Cu 没有明显的富

集层位. Au、Ag、Sn、Pb、Zn、Mo 地球化学异常成群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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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pper and gold polymetallic deposits in Dayaoshan area are dominated by porphyry type, skarn type and
fault-altered rock type, with mainly gold, associated by copper, silver, lead and zinc mineralization which form a completed
metallogenic series. Base on th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posits and their tectonic setting, two metallogenic series
including four sub-series are defined in the area. The metallogenes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shallow-ultrashallow igneous rocks.
The magmatic movement provides heat source and hydrothermal fluid for ore-forming. The faults perform as migration path
and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of ore bodies. The Sinian-Cambrian strata are major source beds of ore. A regional metallogenic
model of source bed-structure-magmatism i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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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瑶山地区铜金多金属矿床主要由斑岩型、夕卡岩型、断裂-蚀变岩型 3 种类型的矿床（点）组成，矿种以金为主，伴有铜、银、铅、
锌等矿化，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成矿系列组合，可划分 2 个矿床成矿系列和 4 个矿床成矿亚系列.成矿作用与浅成—超浅成岩浆岩关系密

切.岩浆活动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热源和热液. 断裂构造提供了运移通道并控制着矿体分布. 震旦系—寒武系是主要矿源层. 建立了矿源

层、构造、岩浆活动“三位一体”的区域成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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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典型矿床特征一览表

Table 1 Summa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deposits

矿床名称 贵港市龙头山金（铜）矿床 横县新圩金矿床 藤县桃花金矿床

矿床类型 斑岩型 夕卡岩型 断裂-蚀变岩型

所属成矿亚带 横县-镇龙山成矿亚带 横县-镇龙山成矿亚带 六岑-古袍成矿亚带

含矿建造
火山-次火山岩（流纹斑岩、角砾熔岩、

角砾凝灰岩）、花岗斑岩；C3h、D1l
C3h 泥质粉砂岩、粉砂岩夹泥质灰岩、

夕卡岩
C砂页岩夹硅质岩和

炭质页岩、花岗闪长岩

岩浆岩组合
燕山晚期龙头山火山-次火山岩体

及花岗斑岩脉、石英斑岩脉等
燕山早期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 加里东期花岗斑岩，燕山期花岗闪长岩

主控矿构造体系
次火山岩岩筒周边的环状构造与
NW 向和 NNW 向断层复合体系

NW 向断裂和层间破碎带
近 E-W 向褶皱及轴向断裂，层间破碎带
及 E-W 向构造蚀变岩带、NNW—NE 向

断层破坏矿体

主要围岩蚀变类型 电气石化、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
夕卡岩化、含矿破碎带发育角岩化、黄

（褐）铁矿化、硅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

硅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碳
酸盐化、构造蚀变岩带，具硅化、毒砂化、

黄铁矿化

主要成矿元素 Au、Cu，次有 Ag、Bi、As、Pb Au、Fe，次为 Cu、Pb、S Au

主要矿物组合
自然金、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

辉银矿、毒砂、石英、电气石
自然金、磁黄铁矿、磁铁矿、黄铜矿、

黄铁矿、方铅矿等
黄铁矿、自然金、石英多金属硫化物

矿体形态 脉状、似脉状、似层状、（Cu）网脉浸染状 脉状、似脉状、似层状 脉状、似层状、网脉状、细脉状

成矿方式 隐爆和潜火山岩气成-高温热液交代 充填-交代 充填-交代

矿床规模 中型 小型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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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峰值高，范围广，表明区域沉积建造与成矿关系

密切，是铜金多金属矿形成的物质来源之一.
区内矿产主要有 Au、Ag、Cu、Pb、Zn、W，以 Au 为

主，集中分布于震旦系—寒武系地层中. 典型矿床主要

有贵港市龙头山金（铜）矿床、横县新圩金矿床和藤县

桃花金矿床，规模以小型为主. 矿床类型主要有斑岩

型、断裂-蚀变岩型（包括构造蚀变岩型和石英脉型，

下同）、夕卡岩型. 矿体形态以脉状为主. 其典型矿床主

要地质特征详见表 1.

2 成矿系列

区内与中浅成—超浅成岩浆岩有关的金矿化强

烈，伴生有 Cu、Ag、Pb、Zn 等矿化，矿床类型多样，大致

可分为斑岩型、夕卡岩型、断裂-蚀变岩型 3 种类型.
本文以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在前人研究成果髴髵［1- 24］

基础上，结合各类矿床（点）的成矿特征和成矿规律，探

讨其成矿系列的划分.
成矿系列的划分主要遵循以下 2 个原则:
1）划分矿床成矿系列时，把构造-岩浆活动幕作

为一个重要因素，以形成矿床时岩浆热液活动的时代

作为矿床成矿时代，按与成矿有成因联系的岩体类型、
时代及含矿岩石类型划分矿床成矿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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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铜金多金属矿成矿系列特征简表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ymetallic copper-gold deposit of metallogenic series

成矿系列组合 岩浆-热液成矿系列组合

矿床成矿系列
加里东期与中浅成—超浅成岩浆岩有关的

金、银、铜矿床成矿系列
燕山期与中浅成—超浅成岩浆岩有关的

金、银、铜矿床成矿系列

成矿亚系列
与加里东晚期花岗斑岩类有关的

金矿床成矿亚系列

与加里东晚期花岗闪长（斑）岩、花
岗斑岩类有关的金、银、铜多金属

矿床成矿亚系列

与燕山早期花岗闪长岩、安山岩类
有关的金、银、铜多金属矿床成矿

亚系列

与燕山晚期花岗斑岩、酸性
火山岩类有关的金、银、铜矿

床成矿亚系列

矿床类型
断裂-蚀变岩型

（仅见石英脉型）
断裂-蚀变岩型

（可见构造蚀变岩型、石英脉型）
断裂-蚀变岩型、夕卡岩型 斑岩型、断裂-蚀变岩型

岩浆岩
岩石组合

二长花岗斑岩、花岗斑岩
花岗闪长（斑）岩、二长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
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

花岗岩
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

石英斑岩、隐爆角砾岩

赋矿围岩 加里东期岩体震旦系、寒武系
燕山早期岩体、震旦系、寒武系，

泥盆系（很少）
燕山晚期岩体、寒武系，

泥盆系（很少）

围岩蚀变
硅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绢云母化、

黄铁绢云岩化、角岩化
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电气石化、碳酸盐化、角岩化

成矿元素组合 Au Au-Ag-Cu，Ag-Pb-Zn

Au，Au-Ag，Cu-Ag，
Au-Cu-Ag，Cu-Au-Fe，

Au-Pb-Zn，
Au（Cu）-Ag-Pb-Zn，
Au-Fe-Cu-Pb-Ag

Au-Cu-Ag，Cu-Ag

主要矿物组合
黄铁矿、自然金、毒砂、闪锌矿、黄铜矿、方铅矿、方解石、

绢云母、石英、长石等

自然金、自然银、银金矿、黄铁矿、
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毒砂、方

解石、绢云母、石英、电气石等

自然金、黄铁矿、白铁矿黄、
毒砂、铜矿、辉铋矿、方铅矿、
闪锌矿、磁黄铁矿、磁铁矿等

主导成矿作用 断裂构造-热液成矿作用

成矿方式 充填-交代 充填-交代 充填-交代
隐爆或次火山岩气成-高温

热液交代、充填-交代

矿床规模 中、小型 小型 中、小型 中、小型

代表性矿床 古袍 桃花、六岑、大黎 山花、张公岭、龙水、新圩、龙山 龙头山

找矿潜力 一般 好 更好

2）同一矿床成矿系列的矿床必须具备同源、同期

的基本前提和多种矿床类型、多种成矿元素、多种成矿

方式、多种成矿部位及多阶段成矿的特性.
按上述原则，将区内矿床划分为 1 个成矿系列

组合、2 个矿床成矿系列和 4 个矿床成矿亚系列. 具

体如下.
岩浆-热液成矿系列组合：

（Ⅰ） 加里东期与中浅成-超浅成岩浆岩有关的

金、银、铜矿床成矿系列.
（Ⅰ-1） 与加里东晚期花岗斑岩类有关的金矿床

成矿亚系列；

（Ⅰ-2）与加里东晚期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

类有关的金、银、铜多金属矿床成矿亚系列.
（Ⅱ） 燕山期与中浅成-超浅成岩浆岩有关的金、

银、铜矿床成矿系列.
（Ⅱ-1）与燕山早期花岗闪长岩、安山岩类有关的

金、银、铜多金属矿床成矿亚系列；

（Ⅱ-2）与燕山晚期花岗斑岩、酸性火山岩类有关

的金、银、铜矿床成矿亚系列.
各矿床成矿系列和亚系列基本地质特征见表 2.

3 成矿模式

本区于震旦—寒武纪形成了一套海相含碳浊积岩

建造. 由于海底喷流、生物作用及机械沉积分异作用，

成矿元素初步富集，形成区内重要的矿源层. 同时，该

含矿建造以含碳质为重要标志，自西（镇龙山地区）向

东（龙水地区），从 C（碳）→C，S（结核状黄铁矿），说明

了区域中沉积水体和环境的变迁趋势［23］，碳和硫对后

期成矿都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加里东晚期，区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构造岩浆活动，

形成以花岗闪长岩类为主的中酸性岩浆，在桃花、古袍

地区形成了大量断裂-蚀变岩型铜金多金属矿床.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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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水地区，大宁岩体与震旦—寒武系接触带上形成一

系列由侵入构造裂隙控制的断裂-蚀变岩型铜金（银）

矿床，从而构成区内加里东期与中浅成—超浅成岩浆

岩有关的金、银、铜矿床成矿系列.
燕山早期，区内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构造岩浆活动，

形成以花岗闪长岩类为主的中酸性岩浆. 在镇龙山地

区，河塘复式岩体与寒武系、泥盆系接触带间形成夕卡

岩型 Au 矿床，其周边外围尚发现有 Cu、Ag、Pb、Sn 等

矿床（点）. 在龙水地区，燕山早期岩体侵入大宁岩体内

部，形成断裂-蚀变岩型金矿床. 大宁岩体与震旦系—
寒武系地层接触带上又形成一系列由侵入构造裂隙控

制的断裂-蚀变岩型 Au 矿床. 此外尚分布有一些 Ag、
Pb、Zn 矿床. 以上构成了区内与燕山早期花岗闪长岩、
安山岩类有关的金、银、铜多金属矿床成矿亚系列. 该

成矿亚系列的矿床可以叠加在加里东晚期矿床成矿亚

系列之上.
燕山晚期，区内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构造岩浆活动，

形成以花岗斑岩为代表的酸性花岗岩类岩浆活动. 在

龙头山地区，龙头山岩体与寒武系、泥盆系接触带上形

成断裂-蚀变岩型 Au 矿化，岩体内部产出斑岩型 Au
矿床，向深部出现斑岩型 Cu 矿化. 在龙头山岩体外围

尚有 Au、Ag、Pb、Zn 矿化伴生，其垂向分带是上金下

铜. 以上构成了区内与燕山晚期花岗斑岩、酸性火山岩

类有关的金、银、铜矿床成矿亚系列. 该成矿亚系列的

矿床可以叠加在加里东晚期、燕山早期矿床成矿亚系

列之上.
含矿岩体在垂向上具“三层结构”分带模式：底部

的隐伏岩体是提供矿质、流体和热能的主要来源；中部

的构造-岩浆柱是含矿流体向上运移的通道；上部小

型岩株的边缘相和接触带则是赋矿的主要地段. 由于

岩浆侵入就位的地层及构造条件不同，而产出不同的

矿床类型. 当侵入就位于浅—超浅层部位时，可形成斑

岩型和断裂-蚀变岩型矿床. 当围岩为含碳硅铝质岩

建造时易形成斑岩型和断裂-蚀变岩型矿床. 在含沉

积黄铁矿层的碳酸盐岩建造围岩中，则易形成夕卡岩

型矿床（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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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区内各时期矿床成矿系列形成的地质背

景、矿床产出特征等建立矿源层、构造、岩浆活动“三位

一体”的区域成矿模式，如图 2 所示. 在区域上表现为：

平面上以中浅成—超浅成岩浆岩 （主要是中酸性花岗

闪长岩类） 为中心向外，矿床类型由斑岩型→夕卡岩

型→断裂-蚀变岩型；矿化类型由 WCu→AgAu→Au；

垂向上具有自上而下由 Au（Ag）为主→Cu 为主的成矿

规律，其中均可出现交替叠加或缺失现象. 成矿温度由

高到低，围岩蚀变由强变弱，由复杂到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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