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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铜一直是我国紧缺的矿产资源，江西省东乡铜矿是我国罕见的铜钨富矿，经过近半个世纪开采，资源
已接近枯竭，寻找接替资源迫在眉睫。 通过 １∶２０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异常，重新研究对比了收集到的化探、重
力、激电及钻孔资料，探讨了矿区及外围的找矿潜力。 指出东乡铜矿外围的何坊、祝家源、幸福水库东侧等为
找铜找矿靶区，嵇坊为有寻找钨矿前景的地区。 希望此文能对东乡铜矿外围找矿及解决危机矿山接替资源
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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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乡铜矿（即东乡枫林铜矿，下同）位于江西东
乡县城北东约 １０ ｋｍ处，是一处铜、钨、铁、钴组合的
层控型富矿，达中型规模。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开采
资源已近枯竭。 铜矿一直是我国急缺的矿产资源。
本文收集了大比例尺的化探土壤资料，以及重力、机
电和钻孔资料，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分
析，探讨了东乡铜矿区深部和外围找矿前景和靶区，

初步尝试在已知矿区的深部及外围找到盲矿体，为
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提供理论指导和帮助。

1　地质概况
东乡铜矿区位于扬子准地台与华南褶皱系碰撞

带的南缘；近东西向的广丰—萍乡与德兴—东乡深
大断裂交汇于东乡。 铜矿区地处赣东北武夷成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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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侧，该带内有中大型铜矿 ６ 处（其中有全国著
名的德兴铜矿田），是我国中东部重要的铜成矿带
和铜矿产地。 与矿床关系密切的岩浆岩有花岗闪长
斑岩和花岗斑岩，呈岩瘤状、岩株状、岩脉状，常常密
集成带分布。
东乡铜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中元古界双桥山

群、石炭系、侏罗系及上白垩统。 双桥山群主要岩性
为灰白色—灰绿色千枚岩夹千枚状砂岩，含黄铁矿
斑点状千枚岩。 石炭系主要岩性为紫红色石英砂
岩，砾岩夹粉砂岩、砂页岩、泥岩、硅质灰岩、白云质
灰岩、灰岩、泥质灰岩等。 侏罗系岩性为紫红色中细
粒砂岩、凝灰质砂岩，页岩及流纹岩、安山岩等。 白
垩系为红色厚层状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砾岩等。
矿区基本构造为一单斜，被后期多组断裂破坏

而复杂化。 北东向断裂为区内主要导矿构造。 铜钨
硫铁矿主要赋存在北东向的侏罗系与石炭系层间硅

化破碎带内，或石炭系硅化粉砂岩中。 花岗斑岩与
花岗闪长斑岩多顺层贯入。 岩脉局部矿化强烈，并
构成工业矿体。
地表矿体呈铁帽分布，产状与侏罗纪凝灰质砂

页岩一致，倾向南东，倾角 ３５°～４０°。 矿体厚一般 ４
ｍ，最大 １１．５ ｍ，最小 １ ～１．５ ｍ，延深－２００ ｍ。 矿
体围岩蚀变有硅化、叶蜡石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
其中硅化、叶蜡石化与成矿关系密切。
硫化矿石由黄铜矿、辉铜矿、黄铁矿和少量斑铜

矿组成，氧化矿石由辉铜矿、孔雀石、蓝铜矿组成。
矿石呈块状、浸染状、充填胶结状及网格状构造。 矿
石铜品位一般 ０．８％～２．５％，最高可达 ２３．６６％，三
氧化钨含量为 ０．０４％ ～１％。 主要矿化自然边界为
与硅化有关的硅化带、硅化破碎带、硅质岩带等。 矿
床工业类型为似层状热液蚀变岩型。

2　地球化学特征
2．1　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

１砄２０万区域地球化学测量在东乡铜矿矿区及
外围发现的 Ｃｕ、Ｗ、Ｐｂ、Ｚｎ、Ｃｏ、Ａｇ、Ａｕ 异常，是属
“高、大、全”异常。 Ａｓ、Ｓｂ 前缘晕元素异常发育，Ｃｕ
异常整体呈北东向展布，异常形态规整，多呈环带状
或轴状分布，Ｃｕ异常含量高，有明显的浓集中心（见
图 １）。 Ｗ异常规模大，Ｂｉ、Ｐｂ、Ａｇ 呈同心园状分布
在异常中心，Ａｕ、Ａｓ、Ｓｂ则分布在异常外侧。 根据异

常块体金属资源量估算法以及面金属量法，东乡铜
矿区及外围可富集的铜资源为 ８４．５ 万 ｔ，已探明 ２６
万 ｔ；钨为 １６．２万 ｔ，已探明 ２．９２ 万 ｔ；银为 １ １５３ ｔ，
已探明 ４４．２ ｔ。 因此，东乡铜矿区及外围具有丰富
的铜、钨、银的资源量，具有丰富的成矿物质基础和
找矿前景。

图 1　东乡地区 1：20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铜异常图

2．2　土壤地球化学特征
１砄５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资料显示：除东乡铜

矿区由矿体引起的 Ｃｕ、Ｗ、Ｃｏ、Ｐｂ、Ｚｎ、Ａｇ、Ａｕ、Ａｓ、Ｓｂ
等元素异常外，与之同处一个构造单元的还有七宝
岭，祝家源 Ｃｕ、Ｚｎ、Ｗ、Ｐｂ、Ａｓ 异常。 在铜矿区北侧
中元古界双桥山群出露区有老麻山，古源街二处
Ｃｕ、Ｐｂ、Ｚｎ、Ｗ、Ａｓ 异常分布。 在铜矿区南东侧的红
盆南缘有大王桥，何坊，桐源等 Ｃｕ、Ｚｎ、Ｐｂ、Ｗ 异常
分布（见图 ２）。 上述异常特征有的与铜矿引起的异
常一致，在异常规模、元素组合上基本相似，找矿前
景良好（土壤测量异常参数见表 １）。

3　地球物理特征
3．1　重力布格异常特征

１砄２．５万重力布格异常在矿区及外围有 ６ 个
异常分布（图 ３）。 其中 Ｇ２ －１、Ｇ２ －２ 分别由七、五
号铜钨矿体引起。 Ｇ２ －１ 为一最大值为 １．１１ ×
１０ －５ｍ／ｓ２ ，面积约 ０．５ ｋｍ２，近于圆形的规则异常。
引起异常的矿体是直径为 ４００ ｍ左右，中心最厚 ９０
ｍ，埋深为 １３０ ｍ 的似透镜体，矿石密度为 ３．８７
ｇ／ｃｍ３ ，比围岩密度大得多，能引起较大的重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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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铜矿区及外围 1砄5万土壤测量异常特征表
异常
名称

所在地质部位
极大值（１０ －６）
Ｃｕ Ｗ

平均值（１０ －６）
Ｃｕ Ｗ

异常面积
（ｋｍ２ ）

异常规模（平均值· 异常面积）
Ｃｕ Ｗ 异常组合特征

铜矿 石炭系 ２６５ B１５６ p１２０ 煙８０ 抖２ ,．５ ３００ 创２００ 忖Ｃｕ Ｗ Ａｇ Ｐｂ Ｚｎ Ａｓ
祝家源 石炭系＋双桥山群 ８０ +４０ Z６０ 垐３５ 抖８ ,．４ ５０４ 创２９４ 忖Ｃｕ Ｗ Ｐｂ Ｚｎ Ａｇ Ａｓ
古源街 双桥山群 ７０ +／ ５１ 垐／ ６ ,．０ ３０６ 创／ Ｃｕ Ｚｎ Ａｓ
老麻山 双桥山群 ６５ +２９ Z４２ 垐２２ 抖Ｃｕ ８ 忖．０ Ｗ １．５ ３３６ 创３３ 烫Ｃｕ Ｗ Ｚｎ Ａｓ
何坊 石炭系＋侏罗系 ２００ BＰｂ ２５００ 乔７０ 垐Ｐｂ ４００  ２ ,．２ １５４ 创Ｐｂ ８８０ "Ｐｂ Ｚｎ Ｃｕ Ａｓ
嵆坊 石炭系＋双桥山群 ５０ +２００ p４１ 垐４５ 抖Ｃｕ Ｗ ４１ 灋４５０ 忖Ｗ Ｃｕ Ａｓ Ｚｎ

图 2　东乡铜矿及外围 Cu、Pb、Zn、W异常分布图

　　Ｇ２ －４为一透镜体，长约 ２ ｋｍ，最大宽 ０．９ｋｍ ，
平均强度０ ．５６ ×１０ －５ｍ／ｓ２ ，面积 １．８ ｋｍ２ ，在该异常
中心部位施工了 ７９０８ 号孔（图 ３），钻探结果表明：
在矿区南侧 １ ０００ 余 ｍ的红盆中央，红层厚度不超
过 ２００ ｍ（１９７．５ ｍ），未见到侏罗系和石炭系，在孔
深 ２７５．７８ ｍ处，见到破碎剧烈的硅化千枚岩，见有
１．３ ｍ 细脉状的铜钨钴矿（化）体，Ｃｕ ０．１５％，ＷＯ３

０．１４％，Ｃｏ ０．１５％，从而说明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中
存在与铜矿区矿体同源的矿体。 因此，东乡铜矿区
及外围，不仅有似层状的热液蚀变岩型矿体，而且在
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中发现了细脉型铜钨钴矿体，甚
至斑岩脉中见有铜钨矿体。 推断为侏罗系、石炭系
变薄，基底变质岩系隆起的 Ｇ２ －６、Ｇ２ －３、Ｇ２ －４，
显示了大田—李家墩为隐伏的三处短轴背斜（图
３），是重力异常提供的信息，为推断岩浆岩的位置
和寻找隐伏铜钨矿体指明了方向。
据 １／２０万区域重力报告，推断嵆坊存在隐伏岩

体， 而 １／５万土壤测量又有 Ｗ、 Ｃｕ、Ａｓ 异常，Ｗ最大
值为 ２００ μｇ／ｇ， 显示了该异常地段具有良好的找矿
信息。

图 3　东乡铜矿南部外围布格重力异常及 Cu、W数据分布图

3．2　激电异常及验证结果
激电测量在矿区及外围西坪李家，幸福水库南、

七宝岭等地开展。 区内主要矿石为致密块状和浸染
状黄铁矿、黄铜矿，其视极化率常见值为 ３０％以上，
最大值 ７０％，其电阻率为 ２０ ～５０ Ω· ｍ，显示了低
阻高激化的特征。 而围岩石英砂岩、粉砂岩及千枚
岩的电阻率均在数百～数千Ω· ｍ，视极化率仅 ２％
～８％。 因此容易捕捉深部矿化体的激电信息。 在
幸福水库南验证的激电异常，５个钻孔中均见到脉
状花岗斑岩，各孔围岩蚀变及矿化，自上至下均普遍
并有增强的趋势。 硅化较强处，黄铁、黄铜矿化相应
增强（图 ４）。 其中 ＺＫ３ 布在 Ｐｂ 异常边部，视极化
率为 １６％，在孔深 ２１５ ～２１７ ｍ处的硅化千枚岩中，
Ｐｂ＋Ｚｎ达 １．３４％，２３９ ～２４１ ｍ 处 Ｐｂ ＋Ｚｎ ０．９２％，
２７２ ～２７４．５ ｍ 处 Ｐｂ ＋Ｚｎ 达 １．２％。 在孔深 ３５０ ～
４５０ ｍ处铜矿化明显，呈细脉网格状产出，局部地段
有矿体产出，Ｃｕ 达 ０．６５％，矿体厚 １０．１ ｍ，ＷＯ３

０．５％，矿体厚 ２．６ ｍ。 ＺＫ１ 布在激电异常浓集中
心，视极化率大于 １６％，在孔深 ２７３ ～２７５ ｍ处的硅
化千枚岩中 Ｃｕ达０．３５％，２８５ ～２８９ ｍ处 Ｃｕ平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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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 ０．４％。

图 4　幸福水库南激电验证孔（矿化）体等深平剖示意图

　　总之，激电异常验证孔说明了铜矿区深部中元
古界双桥山群中发现有 Ｃｕ、Ｗ、Ｐｂ、Ｚｎ 矿化体。 同
样在矿区勘探时钻孔穿过石炭系进入变质岩系中，
也发现有 Ｃｕ大于 ０．３％的铜钨矿体。 当时，圈定工
业矿体要求 Ｃｕ品位大于 ０．５％。 因此，矿区内铜品
位在 ０．３％ ～０．５％的表外矿，可重新计算工业储
量。

4　东乡铜矿区及外围找矿远景的分析

4．1　成矿模式的探讨
以往东乡铜矿定位为“层控”型，其目标是沿着

七宝岭—铜矿—嵆坊“Ｕ”字型的石炭系出露区开展
工作，经过多年会战没有突破。 根据矿区已有资料，
矿区及外围已经发现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中见有细脉

型铜钨矿，应该说与矿区成矿热液是同源的。 根据
多位一体的成矿理论，突破“层控”型的唯一模式，
在寻找“层控”型的同时，主要寻找斑岩型和细脉带
型。
事实上，铜矿区及外围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

脉内发现过铜矿体，岩脉与成矿关系比较密切。 因
此，东乡地区除了“层控”、“细脉”型外，与斑岩体有
关的铜矿也存在。

4．2　矿区深部找矿前景探讨
如图 ５所示：（１）东乡红盆下伏中元古界双桥

山群千枚岩，褶皱发育，起伏较大。 ＺＫ７９０８ 孔发现

红层厚 １９６．４１ ｍ，未见到石炭系、侏罗系直接进入
千枚岩，而与之相距 １ １００ ｍ 的 ＺＫ７９０４ 孔，５１０ ｍ
才见到千枚岩，其中红层厚 ２５２ ｍ，侏罗系 ２０ ｍ，石
炭系 ２３８ ｍ。 尽管两地红层厚度相近，但基底变质
岩埋深相差 ３００ ｍ，这只能证明其间存在断裂或隆
起构造。 ＺＫ７９０８ 孔见到的变质岩挤压强烈，角砾状
破碎构造发育，具有断裂构造的特征。 大王桥的蛇
纹石化的超基性岩的出现，与该大断裂在成因上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基于上述认识，推断断裂从
１９０ 点附近通过，南侧为上升盘，使变质岩系上升形
成小穹窿；北侧为下降盘，使基底埋深变大，并接受
了石炭纪、侏罗纪沉积。 因此，重力推断大田—李家
墩三处基底隆起区，可以说明红盆底部存在隐伏背
斜。 短轴背斜有利岩浆侵入及期后含矿热液的贯
入，从而可解释矿区矿液成因。 很巧合的是上述三
处重力异常处，１／２０ 万定量分析 Ｃｕ、Ｗ均有出现强
异常（图 ３）。

图 5　东乡铜矿（7 号矿体） －何坊 AA′综合重力化
探模拟地质剖面图

（２）ＺＫ７９０８ 孔发现双桥山群中 Ｃｕ 背景较高，
孔深 ２２８．１５ ～２３７．１２ ｍ 处，Ｃｕ ８０ ～１５０ μｇ／ｇ，Ｚｎ
１５０ ～２００ μｇ／ｇ，孔深 ２７４．４ ～２７５．７８ ｍ处，Ｃｕ １ ４００
μｇ／ｇ，Ｚｎ ４００ μｇ／ｇ，Ｗ １ ５００ μｇ／ｇ，Ｃｏ １ ０００ μｇ／ｇ，伴
有 Ｓｎ ３０ μｇ／ｇ，Ｍｏ １５ μｇ／ｇ，Ａｓ ７０ μｇ／ｇ，终孔 ３２６ ｍ
处，Ｐｂ １５０ μｇ／ｇ，Ｃｕ １００ μｇ／ｇ，Ｚｎ １００ μｇ／ｇ 的异常
由弱黄铁矿化的乳白色石英岩所致。 这就说明 ３２６
ｍ处见到了岩体外接触带乳白色的蛋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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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赋存在石炭系层间的破碎带的 １、５、７ 号矿
体，总体向南倾，即矿液来自南部隆起区的背斜。 新
的矿化中心应注意红盆中间的隆起区。 特别是有
Ｃｕ、Ｗ、Ｚｎ异常的隆起区。

（４）无矿间隔现象在许多矿区都有，越过无矿
间隔带可找到新的矿体，根据透镜体侧列式排列的
规律，在斜深上特别是靠近隆起区的石炭系地层中，
有同类型矿体存在的可能。

（５）根据多位一体的成矿理论，除对老矿区斜
深找同类型铜钨矿体外，还应在垂深方向中元古界
双桥山群变质岩中找细脉状铜钨矿及斑岩型铜钨矿

体。 这是因为在 ７９ 号勘探线上的几个钻孔在穿过
石炭系进入中元古界双桥山群蚀变千枚岩中均见有

数米厚的细脉状铜钨矿体。 由于当时 Ｃｕ的工业品
位要求高而未重视。

5　矿区外围找矿前景分析及靶区预测
（１）鉴于上龙江（Ｇ２ －３）重力布格异常处，有

Ｃｕ、Ｗ 异常分布。 建议优先开展对（Ｇ２ －３）评价，
以求发现隐伏的花岗斑岩及与其关系密切的铜矿

体。 如有突破，则对 Ｇ２ －４、Ｇ２ －８等逐一评价。
（２）由于祝家源异常与矿区所处地质位置相

同，Ｃｕ异常面积及规模都很大，找矿前景可观。
（３）上世纪 ６０年代铜矿会战时，在何坊评价区

先后施工了 １２个钻孔，孔位大都分布在土壤测量异
常之外，仍然每个钻孔见有 Ｐｂ、Ｚｎ、Ｃｕ 矿化。 其中
ＺＫ１７０３ 孔在 Ｐｂ 异常边部，在孔深 １２０．５ ～１２３．９９
ｍ处见有 ３．４４ ｍ厚的浸染状方铅矿闪锌矿，见矿效
果最好。 因此，有必要在化探异常区内开展深部钻
探。

（４）区域重力布格异常分布在嵆坊一带，推断
存在隐伏岩体，且有Ｗ为主的大面积异常，因此，该
异常具有良好的远景。

6　结束语
根据前人地质、物化探资料的重新研究，推断大

田—李家墩红层覆盖区存在基底隆起区—隐伏背
斜，为寻找隐伏的斑岩铜矿指明了方向。 在矿区除
了在红层覆盖区斜深方向寻找同类型的隐伏铜钨矿

体外，还可以深入变质岩中寻找细脉型铜钨矿。 在
外围指出了何坊、祝家源、幸福水库东侧等为找矿远
景区。 根据重力、化探资料，指出了嵇坊有寻找新矿
种—钨矿的前景。 提出了根据原有钻探资料用市场
行情的工业经济品位新指标来圈定矿体，以扩大工
业储量。 本文是对矿山摸边、探底研究的一次尝试，
由于资料收集不全，认识水平有限，谬误之处，敬请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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