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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宣城薛家村隐爆角砾岩的发现及其找矿意义

洪大军1，陈科夫1，张 旭1，金敏2

(1．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合肥230001；2．安徽省公益性地质调查管理中心，合肥230000)

摘要：宣城茶亭铜金矿床是首次在皖东南地区发现的大型斑岩型铜金矿床，成矿岩体上部发育大规模与成矿

有关的隐爆角砾岩。近期，在茶亭矿区西侧薛家村南部也发现了隐爆角砾岩，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室内综合分析及

地球物理特征对比，证明角砾岩成分、矿化蚀变及矿物组合特征与茶亭铜金矿床的隐爆角砾岩类似；薛家村一带的

CsAMT低阻、激电高极化、中等地磁、重力高特征也与茶亭矿区相似。茶亭矿区西部被三叠系覆盖，薛家村隐爆角

砾岩的发现，指示茶亭矿区可能存在多次隐爆作用，对茶亭铜金矿床外围进一步找矿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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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宣城茶亭矿区位于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

带沿江铜硫铁金成矿亚带口]，经过多年的地质勘查

工作，该区发现了茶亭大型斑岩型铜金矿床，上部

受隐爆角砾岩筒控制[2]。隐爆角砾岩是浅成或超浅

成环境中，在岩浆顶部岩层压力大于岩浆爆破应力

条件下发生爆破或火山活动中形成的，大多与成矿

关系密切，是重要的容矿控矿构造[3]。隐爆角砾岩

体通常位于浅成一超浅成中酸性侵入岩、次火山岩顶

部，深部与较大的隐伏岩体相连H]，成矿空问上可能

出现斑岩型矿床、隐爆角砾岩型矿床、浅成低温热

液型矿床按一定规律相伴产出，构成较完整的与中

酸性侵入岩有关的斑岩成矿体系[5]。因此，隐爆角

砾岩是重要的找矿标志。

近年来，安徽省公益性地质调查“安徽省宣城

市麻姑山一荞麦山地区铜(钼)多金属矿成矿条件

与找矿靶区优选”项目组，在茶亭地区开展180 km2

的1：2．5万重力测量和1：1万地磁扫面工作，发

现孙家庄一薛家村一上长村处于封闭的NE向重力

异常带内，地磁局部异常显示重力异常内岩浆活动

强烈。2016年，对茶亭矿区及西部重磁异常带进行

了综合物探剖面测量。靶区验证时，在薛家村南施

工了XjcZK01孔，于深部发现隐爆角砾岩。本文通

过野外地质调查及室内综合研究，结合岩相学、矿

物学及地球物理异常特征并与茶亭矿区进行对比，

进一步探讨薛家村一带的找矿潜力。

1 地质背景

茶亭矿区大地构造处于下扬子台坳南缘与江

南台隆北缘，长兴一广德凹陷褶断束及宁芜凹陷褶

断束Ⅳ级构造结合部位，江南深断裂北缘。宣城薛

家村一带位于茶亭矿区西侧，被白垩系及第四系

覆盖。

1．1地层

茶亭矿区主要地层有下构造层的早三叠世灰

岩、钙质泥岩、角砾状灰岩和大理岩；上构造层的早

白垩世中分村组凝灰岩、沉凝灰岩、凝灰质角砾岩

夹紫红色含砾砂岩、泥质粉砂岩、安山岩、角砾状安

山岩；晚白垩世赤山组紫红色一棕红色泥岩、岩屑粉

砂岩、含砾粉砂岩、钙质泥质粉砂岩，以及第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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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黏土、含砂黏土夹砂砾石，第四系(Q。)厚度一

般在20 m以下(图1)。

1．2构造

茶亭矿区位于新河庄背斜北西翼。由于被大

面积第四系覆盖，露头极少，虽钻孔证实存在不同

性质断层，但其空问延伸却难以确定，仅在南部出

露NE向及NW向2组断裂。NE向断裂主要为

逆一逆掩断层，NW向断裂主要为横切正断层。

回-回：回s回。回s圈s固·回s回。田-o
_11圈12囫13圈14圈15因16囝17图18画19回20

1．第四系；2．早白垩世中分村组；3．早三叠世和龙山组；4．中二叠世龙潭组；5．早二叠世孤峰组；6．晚泥盆世五通组；7．晚志留

世茅山组；8．中志留世坟头组；9．早志留世高家边组；10．闪长玢岩；11．花岗斑岩；12．实／推测逆断层；13．实／推测断层；14．地

磁局部异常；15．茶亭铜金矿区勘探线；16．综合物探剖面；17．已施工钻孔；18．薛家村钻孔；19．茶亭铜金矿探矿权范围；20．茶

亭斑岩型铜金矿

图1茶亭矿区地质简图(据1：20万宣城幅地质图修编)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Chating mine area

1．3岩浆岩

茶亭矿区广泛分布一套喷发一侵入相中性岩，主

要有侵入相的辉石闪长玢岩、石英闪长玢岩、闪长

玢岩、石英二长闪长玢岩等杂岩体，溢流相的安山

岩、安山质角砾熔岩和喷发相的安山质火山碎屑

岩。其中分布最广泛的为闪长玢岩和安山岩，而闪

长玢岩杂岩体有隐爆角砾岩。

2地球物理特征

对茶亭矿区部分钻孔及南部出露区采集的样

品进行物性参数测定，对样品准确定名，划分所属

层位或时代，合理分类；对密度、磁化率及电阻率参

数进行测定，求出每个参数的平均值。茶亭矿区部

分岩石物性参数统计见表1。赤山组砂砾岩电阻率

最低，磁性弱；三叠纪灰岩电阻率最高，密度较大，

磁性弱；闪长玢岩及石英闪长玢岩电阻率较低，但

磁性强，密度大。

茶亭矿区位于宣城一高淳NE向重力场高值

带、寒亭一高淳NE向磁异常带，磁力高值带与重力

高值带基本吻合，属重高磁高组合带，反映深部较

大岩体叠加了浅部岩体、火山岩及碳酸盐岩异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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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万重力测量及1：1万地磁测量结果表明，

茶亭地区处于重磁高背景场。在布格重力异常图

(图2(a))上显示为封闭的NE向重力高，中心位于

上长村，推测重力异常为三叠纪灰岩和闪长玢岩杂

岩体共同引起。茶亭矿区地磁局部异常呈NE向展

布(图2(b))，主要为闪长玢岩杂岩体引起。

固·田：圈s回4圈s
1．地磁局部异常；2．茶亭斑岩型铜金矿；3．物探综合剖面；4．茶亭铜金矿探矿权范围；5．薛家村钻孔

图2茶亭地区布格重力异常图(a)、高精度磁测T化极局部异常图(b)

Fig．2 Bouguer graVity an。maly map(a)and high—precision magnetic measurement T_p。1arization 10cal anomaly(b)of the

Chating area

3茶亭斑岩型铜金矿床地质特征

茶亭铜金矿体主要呈1 000 m×500 m的椭圆

形，呈“筒状”产于石英闪长玢岩杂岩体及隐爆角砾

岩中，围岩见脉状矿体。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走

向北东，略向北东仰起，仰角一般5。～15。；倾向南

东，倾角一般为10。～30。。矿体赋存标高一80．71～

一1 922．45 m，埋深97．37～l 936．77 m，矿化中心

位于41～45线(图1)。矿体中心部位铜品位高、矿

化连续，向四周铜品位逐渐降低并有分支现象。矿

体累计厚578．27 m，Cu平均品位o．50％，Au平均

品位o．85 g／T；最大单层矿体厚109．62 m，Cu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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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0％～1．29％；低品位矿(化)体厚761．35 m，Cu

平均品位o．29％，Au平均品位o．44 g／T。2016

年，估算Cu金属量53万t，平均品位o．52％，共生

伴生Au金属量79 t，平均品位o．77 g／T，333资源

量已达大型规模。

按矿物或元素组成，区内有黄铁矿化、金矿化、

铜矿化、钼矿化、铅锌矿化和磁铁矿化等矿化类型。

按有用矿物分布特征，闪长玢岩杂岩体可分为细粒

浸染状黄铁矿化、细脉状黄铁矿化、细脉浸染状含

金黄铜矿化。铜金矿化主要分布于石英闪长玢岩

及其与三叠系接触带中。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黄铜矿，次为磁铁矿、闪锌矿、方铅矿、赤铁矿。脉

石矿物主要有斜长石、石英、钾长石、角闪石、黑云

母、硬石膏、石膏、绢云母，次为辉石、方解石、绿泥

石、绿帘石等。矿石主要为半自形一他形粒状结构，

细脉状、浸染状及角砾状构造。

茶亭铜金矿围岩蚀变具分带性，由外向内依次

为青监岩化带、泥化带和黄铁绢英岩化带，中心为

钾化、硅化带。由外向内，矿化强度变大[6]。区内发

育闪长玢岩、石英闪长玢岩、石英二长闪长玢岩杂

岩体，茶亭铜金矿成矿岩体为石英闪长玢岩[7]。上

部成矿岩体存在大量隐爆角砾岩，角砾成分多与岩

体一致，胶结物主要为石英闪长玢岩岩屑、岩粉等，

其次为石膏、方解石、石英等热液矿物。铜金矿化

较强，角砾多为棱角一次棱角状，大小2～150 mm，部

分变形，具有明显位移，但位移量较小，角砾之间大

多可相互拼接。平面上，铜金矿化体与隐爆角砾岩

分布一致[63；垂向上，铜金矿化体呈蘑菇状。

ZK4502孔隐爆角砾岩视厚达1 000 m(图3)，围岩

为三叠纪灰岩，茶亭铜金矿上部受隐爆角砾岩筒

控制。

4隐爆角砾岩的发现

4．1薛家村钻孔布设

研究表明，茶亭矿区西侧覆盖区的成矿条件及

重磁场特征与茶亭矿区相似[8]。通过3线、4线及6

线综合剖面测量(图1，图2)，对茶亭矿区及西侧各

异常布置磁法、CSAMT及激电测深综合物探剖面

测量。通过综合研究，选择4线CSAMT 1 100号点

进行钻探验证，进一步了解异常成因。薛家村验证

孔XjcZK01设计1 000 m钻孔验证，终孔

1 100．53 m，处于NE向重力异常上(图2(a))，与

1．第四系；2．上白垩统；3．下白垩统；4．三叠系；5．石英闪长

玢岩；6．煌斑岩；7．隐爆角砾岩范围；8．矿化体范围；9．钻孔

及编号

图3茶亭矿区2号勘探线剖面图‘3]

Fig．3 Profile of the exploration line 2 in the Chating

mjne area[3]

茶亭矿区一致。地磁局部异常C6与C7之间(图2

(b))推断存在断裂，该部位还处于CSMAT异常低

阻向高阻过渡带上，推断为接触带部位(图4：4线

CSAMT法反演电阻率断面图)；激电测深显示深部

有较完整的视极化率异常(图4：4线激电测深视极

化率(田；)断面图)，推断由金属硫化物矿体引起。

4．2 xjcZK01孔岩性特征

通过薛家村XjcZK01孔揭露，o～7．18 m为第

四系(Q。)含砂黏土夹砂砾石；7．18～38．44 m为早

白垩世中分村组(K，z)粉砂质泥岩、凝灰岩、凝灰质

角砾岩；38．44～119．34 m为黄铁矿化角砾状闪长

玢岩；119．34～720．37 m为三叠纪灰岩、大理岩化

灰岩、大理岩，与闪长玢岩接触带发现2．37 m铅锌

矿体；720．37～739．07 m为碳酸盐化闪长岩岩脉；

739．07～761．21 m为三叠纪灰岩、大理岩；

761．21～773．01 m为蚀变闪长玢岩岩脉；773．01～

963．16 m为三叠纪灰岩、大理岩化灰岩、大理岩；

963．16～997．31 m为绿泥石化、阳起石化闪长玢

岩；997．31～1 016．05 m为第1层隐爆角砾岩；

1 016．05～1 018．85 m为黄铁矿化蚀变闪长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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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Integrated profile diagrams showing g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xploration lines 3，4 and 6 in the

Chating area and its wester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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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8．85～1 069．28 m为第2层隐爆角砾岩；

1 069．28～1 076．46 m为黄铁矿化强蚀变闪长玢

岩；1 076．46～1 081．08 m为第3层隐爆角砾岩；

1 081．08～1 100．53 m为强蚀变闪长玢岩。

4．3验证后再认识

磁异常为闪长玢岩引起，重力异常及剖面中、

深部CSAMT中阻体为三叠纪灰岩、大理岩引起，

激电测深高视极化率异常为黄铁矿化闪长玢岩及

闪长玢岩与大理岩接触带铅锌矿化体引起。

4．4综合剖面对比

3线、4线及6线综合剖面布设于新河庄背斜北

西翼，开展了CSAMT、重力、磁法剖面测量，局部施

工了激电测深(图4)。

6线综合剖面北部位于茶亭矿区斑岩型铜金矿

主矿体上(图1，图2，图4)，CSAMT 930～1 100号

点区间，从表层到深部出现低阻一中低阻一低阻，对应

磁梯级带或宽缓的弱磁异常段，T处于O～100 nT，

反映第四系 白垩系红层、茶亭铜金矿区隐爆角砾

岩、含矿石英闪长玢岩，CSAMT低阻异常未封闭。

茶亭铜金矿显示低(弱)磁、CSAMT低阻、重力高。

4线综合剖面北西端CSAMT l 010～1 060号

点区间，从表层到深部出现低阻一中低阻一低阻，对应

T处于o～150 nT，上部推断为第四系、白垩系红

层一闪长玢岩，结合XjcZK01孔所见隐爆角砾岩与茶

亭矿区低阻异常特征，推断深部低阻应为隐爆角砾

岩所致(图4)。

3线综合剖面北西端CsAMT 1 010一1 110号点区

问，从表层到深部低阻一中低阻一中阻一低阻，对应磁梯级

带或宽缓的弱磁异常段，T处于o～150 nT，上部低阻

推断为第四系、白垩系红层，中部中阻体推断为三叠系

灰岩，推断深部低阻也为隐爆角砾岩所致(图4)。

综上，3条综合剖面反映的低阻体呈NE向展

布，预示深部可能存在NE向断裂，控制岩浆岩的侵

入，推断3线及4线北西段弱磁异常对应的

CSAMT深部低阻体，可能是新的隐爆角砾岩筒。

5隐爆角砾岩地质特征

薛家村隐爆角砾岩位于宣城市茶亭斑岩型铜

金矿234。方向，线距2．6 km，见于薛家村验证孔

XjcZKol，共有3层产出。隐爆角砾岩总视厚度为

76．59 m，倾角为55。～65。，单孔延伸未控制。隐爆

角砾岩的顶板为闪长玢岩，底板为绿泥石化、碳酸

盐化闪长玢岩，与围岩三叠系灰岩接触清晰，似树

枝状；角砾呈灰绿色、灰白色，多数为闪长玢岩，少

数为大理岩、矽卡岩，角砾粒径1～20 cm，胶结物

与角砾成分一致；多见黄铁矿化、方解石化，硅化一

般，青磐岩化，局部见红化(赤铁矿化)(图5)，多数

角砾之问可以拼接。2层较薄的闪长玢岩体夹于隐

爆角砾岩内，推断为后期岩脉侵入，隐爆角砾岩可

能受闪长玢岩脉侵入而截为3层。取样进行化学分

析，发现第二层隐爆角砾岩多见低品位金矿化，金

品位最高达0．49 g／t(表2)。

(h)岩心局部劈开特征

图5 薛家村XjczK01孔隐爆角砾岩特征

Fig．5 Photo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uejiacun cryptoexplosive breccias collected at XjcZK01 d“lling ho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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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薄片(图6)鉴定，隐爆角砾岩的角砾成分

为蚀变闪长玢岩，斑状结构。斑晶为斜长石和角闪

石，含量分别约为40～50％和20％。斜长石斑晶被

绢云母或碳酸盐、绿帘石集合体交代呈假象，仅见

少量残余；角闪石被碳酸盐、石英、不透明矿物集合

体交代呈假象，多具细窄暗化边；基质由微晶一隐品

质组成，多被碳酸盐、绿帘石、绿泥石及石榴石交

代。泥岩由方解石、绿泥石和绢云母等组成；角砾

边部具绿帘石反应边。胶结物中的石榴石呈他形一

半自形等轴粒状，被碳酸盐、绿泥石交代呈残余；绿

帘石呈他形粒状、柱状变晶；绿泥石呈鳞片状，集合

体呈花瓣状分布于绿帘石问或包于方解石内；石英

呈他形一半自形粒状，多被包裹于方解石内；透闪石

呈细小柱状、残余状包裹于方解石内；方解石呈他

形粒状变晶，多镶嵌或包裹其他矿物。通过光片

(图7)鉴定，低品位金的隐爆角砾岩(H45)中矿石

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及赤铁矿，

未见金矿物；脉石矿物见斜长石、石英、角闪石、绢

云母、方解石、绿泥石和绿帘石等。

1．碳酸盐矿物、不透明矿物交代的角闪石假象；2．绢云母

交代的斜长石；3．绿帘石；4．绢云母、碳酸盐矿物

图6薛家村隐爆角砾岩镜下显微特征(正交偏光)

Fig．6 Microscopic features of the Xuejiacun cryptoex

plosive breccia(cross—p01arized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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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铁矿；2．闪锌矿；3．黄铜矿

图7薛家村隐爆角砾岩矿化特征

Fig．7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Xuejiacun

cryptoexplosive breccia

6 茶亭矿区西侧深部找矿潜力

隐爆角砾岩是寻找次火山岩型金银铜等矿床

的重要标志，深源浅成一超浅成中酸性斑岩体是隐爆

角砾岩形成的决定因素。茶亭斑岩型铜金矿的含

矿岩体顶部存在大量隐爆角砾岩，具铜金矿化，围

岩为三叠系灰岩，深部与含矿石英闪长玢岩相连，

茶亭铜金矿与隐爆角砾岩密切相关。本次茶亭矿

区西侧发现的薛家村隐爆角砾岩赋存标高为

一1 002 m，底板为蚀变闪长玢岩，与侵人岩相连，

围岩为三叠系灰岩，第二层隐爆角砾岩具弱金矿

化，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问的后期闪长玢岩脉也具金

矿化，隐爆角砾岩与成矿较密切，为容矿提供有利

空间。钻孔揭示茶亭地区存在大量杂岩体，这些杂

岩体是形成隐爆角砾岩筒的决定因素，薛家村钻孔

内也发现闪长玢岩、角闪闪长玢岩杂岩体，上部为

厚层三叠系灰岩。薛家村发现的含金隐爆角砾岩

中矿石矿物及脉石矿物与茶亭铜金矿区相似，而茶

亭矿区南西部被三叠系封闭，隐爆角砾岩筒主要形

成在浅成超浅成中酸性斑岩体顶部，在斑岩体内

角砾岩筒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成群出现，薛家村

一带存在与茶亭铜金矿同一次隐爆角砾岩筒的可

能性，深部可能为同一斑岩体。

茶亭斑岩型铜金矿蚀变具明显的分带性，矿体

中心部位钾化、硅化发育，矿化最强，往外主要为黄

铁绢英化带，也是铜金的主要矿化带，外围见青磐

岩化。本次发现的薛家村隐爆角砾岩青磐岩化较

强(图5)，另具赤铁矿化，薄片中也发现黄铁绢英岩

化，但蚀变较弱，角砾较大，见灰岩、大理岩围岩角

砾，推断为新的隐爆角砾岩筒的外带。

茶亭矿区西侧物探剖面3线及4线CSAMT北

西端深部皆出现低阻体，与处于6线北西端茶亭铜

金矿区域一致(图4)，均处于中等强度或较弱的磁

背景场及重力高。茶亭铜金矿受隐爆角砾筒控制，

一般隐爆角砾筒受断裂控制，3线及4线剖面北西

深部的低阻体形成NE向异常带，可能为一断裂带。

本次验证XjcZK01孔于4线CSAMT 1 100号点揭

露深部出现76．59 m的隐爆角砾岩，推断主筒可能

位于4线北西端CSAMT 1 010～1 060号点区间深

部低阻体叠加重磁异常区域。3线北西深部低阻体

处于高阻体包围，推断岩浆岩的围岩为三叠系灰

岩，也利于形成隐爆角砾岩筒，茶亭矿区及其西侧

可能存在串珠状隐爆角砾岩带。

7 结 论

(1)茶亭矿区隐爆角砾岩筒西部被三叠系封

闭，含有低品位金的薛家村隐爆角砾岩与成矿关系

密切，隐爆角砾岩及矿化特征与茶亭铜金矿上部的

隐爆角砾岩相似，指示茶亭矿区西侧新的隐爆角砾

岩具容矿与成矿特征。

(2)茶亭铜金矿整体呈现CSAMT低阻、激电

高极化、磁梯级带或低(弱)磁及重力高特征，茶亭

矿区西侧薛家村一带重、磁、电特征与茶亭铜金矿

一带相似，薛家村一带为寻找茶亭式斑岩型铜金矿

或与隐爆角砾岩有关矿床的重要找矿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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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0Very 0f cryptoexplusive breccia

in Xuancheng，Anhui ProVince and its

in the Xuej iacu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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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Da_junl，CHEN Ke—ful，ZHANG Xul，JIN Min2

(1．＆oZog泐Z眈乡Zom勘竹n如加fogy砌觑觑抛。厂A砌“i Pro说恕cP，HP知i 230001，仍i咒口；

2．P甜6胁＆ofogicnZ S甜r钉Py Mn卵n∥mP起￡＆卵比r o，A砌甜i Pro祝起c口，HP知i 230000，吼锄n)

Abstract：The Chating copper—gold deposit is the first large—scale deposit porphyry copper—gold deposit

discoVered in Xuancheng， southeastern Anhui Province． Large—sized cryptoexplosive breccia，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pper—gold deposit formation， occurs over the metallogenic rock bodies．Recently， a

large amount of breccia of such kind was also found in the southern Xuei iacun area in the west of the west—

ern Chating mine area．Based on“eld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geophysical

characteristics，it is proVen that the composition，alteration and mineralization，and mineral combination

of cryptoexplosion breccia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Chating mine area．In addition，the Xuei iacun area has

10w resistiVity of CSAMT，high chargeability of induced p01arization，medium geomagnetic and high gravi—

ty，all of which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Chating mine area．Moreover，the western Chating mine area is

coVered by Triassic format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is area may probably experience multiple

cryptoexplosion，which has a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guide further ore prospecting outside the Chating mine

area．

Key words：prospecting significance；Chating porphyry copper—gold deposit；cryptoexplosive breccia；

Xuejiacun；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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