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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系统梳理安徽省长江两岸的矿产勘查资料和科研资料，总结了主要类型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成矿特征及空间

分布，探讨了成矿规律，提出了找矿方向，为矿产资源规划、地质勘查规划的编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研究区内矿产资源包括

铁、铜、铅、锌、硫、石灰岩、砂岩、明矾石、石膏等 ６０ 个矿种。可划分为矽卡岩型、斑岩型、岩浆热液型、陆相火山岩型、受变质

型、化学沉积型、蒸发沉积型、生物化学沉积型、叠加（复合 ／改造）型等 １３ 种矿床类型。研究表明，安徽省沿江地区的找矿勘

查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①第二找矿空间的开拓和新类型矿床的找矿评价工作；②中生代火山岩盆地深部和外围
寻找斑岩型-矽卡岩型铜金多金属矿床；③隆坳过渡区寻找岩浆热液型-斑岩型矿床；④新生代坳陷盆地内寻找常规油气和
页岩气；⑤三稀矿产和铀矿的成矿潜力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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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沿江地区所处的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

国内著名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和非金属等矿产的
主产区之一， 主要优势矿产资源包括：Cｕ、Ｆｅ、Aｕ、
Pｂ、Ｚｎ、Ｓ 和石灰岩、白云岩、明矾石、凹凸棒石等[１]。
矿产勘查开发实践过程中，诞生了以开发利用矿产
资源为主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建立的马鞍山市、
铜陵市[２]。关于该区矿产资源的矿床类型、成矿地质
特征、 成岩成矿地质作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产
生了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多层楼成矿模式”、
“多位一体成矿模式”和“玢岩型铁矿成矿模式”；同
时， 前人亦对研究区内的矿产资源的找矿方向、成
矿远景区划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认识，取得了很好找
矿效果[３-１１]。

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发展，带内大部分查明矿产
资源已经得到开发利用，接替资源严重不足的形势
已经凸显， 铜陵市已成为有色金属资源枯竭型城
市，铜陵有色集团公司、马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利用
的铜、铁等资源主要依赖进口，寻找新的接替和替
代矿产资源基地已成为维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

当务之急。
近年来，为破解沿江地区找矿难度大、后备资

源不足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对研究区矿产资源的找
矿方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研究对象多为已知大
中型矿床或重要矿田、 矿集区深部及外围的探索，
目标矿种多为铁、铜、金、铅、锌、硫等[１２-２１]，尚缺乏结
合能源矿产（石油、页岩气、页岩油、铀等）、三稀矿
产等的综合评述。

本文依托 “中国矿产地质志·安徽卷” 研编成
果，在矿种全覆盖的基础上，对沿江地区的矿产资
源成矿特征进行了归纳整理，探讨了区内包括三稀
矿产、新型能源矿产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在“新深
度、新类型、新地区、新矿种”等方面实现找矿突破
的可能性。

１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下扬子被动陆缘之沿

江褶断带，其北西以滁河断裂为界，南界为高坦断
裂带，总体呈北东向延伸。 区域地层由下古生界寒
武系-志留系、下古生界上泥盆统-二叠系、中生界
三叠系-白垩系及新生界新近系-第四系组成，构造
由北东向、北西向、近东西向、北东东向、北西西向
断层和北东向、北东东向、近南北向褶皱组成，岩浆
岩由燕山期中酸性、中基性和碱性侵入岩及火山岩
组成[２２]。

区内构造演化主要分为前南华纪陆块基底形

成与拼合阶段、南华纪-中三叠世盖层形成阶段、印
支期（中三叠世-中侏罗世）碰撞造山阶段、晚侏罗
世-早白垩世（燕山中期）大陆边缘活动阶段、新生
代断块差异隆升阶段等 ５ 个构造演化阶段[２３]，不同
的构造演化阶段对应不同的成矿事件。前南华纪陆
块基底形成与拼合阶段未发现矿产资源的产出，南
华纪-中三叠世盖层形成阶段和印支期碰撞造山阶
段主要形成与沉积作用有关的石灰岩、砂岩、白云
岩、页岩、石膏等非金属矿产，未出现与岩浆作用有
关的矿产。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大陆边缘活动阶段
形成的次级隆-坳构造格局控制了与岩浆作用有关
的铁、铜、硫、金、铅、锌、银、锑、铀、铊、方解石、大理
岩、石墨、明矾石、膨润土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的产
出，同时亦形成有少量的与沉积作用有关的煤、砂岩
等矿产。 新生代断块差异隆升阶段主要形成与风化
作用有关的铁、铜、金、绿松石等矿产和与沉积作用
有关的凹凸棒石粘土、伊利石粘土、石油等矿产。

２成矿单元的划分及矿产资源概况

研究区隶属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之沿江成矿

亚带，包含有七个Ⅴ级成矿区（图 １，表 １）。 其中铜
陵、池州、安庆等成矿区对应于隆起区，马芜、庐枞、
繁昌、无为等成矿区对应于坳陷区，隆起区与坳陷
区的结合带为隆坳过渡带。研究区查明 ６０个矿种，
主要为铁、铜、铅、锌、金、银、铀、锰、钼、锑等金属矿
产和石膏、石灰岩、砂岩、硫铁矿、明矾石、泥炭、其
它黏土、白云岩、花岗闪长岩、方解石、硅灰石、高岭

孙明明等：安徽省沿江地区矿床成矿特征及找矿方向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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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安徽省沿江成矿亚带及邻区成矿单元划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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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安徽省沿江成矿亚带成矿单元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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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成矿带
及编号

Ⅳ级成矿亚带
及编号

V 级成矿区

编号 名称

长江中下游

Cｕ-Ｆｅ-Aｕ-
PｂＺｎ-Aｇ-
Ｍｏ-Ｓｂ-Ｔｌ-
Ｍｎ-萤石-
硫-煤成矿
带Ⅲ-６９

沿江 Cｕ-Ｆｅ-
Aｕ-PｂＺｎ-Aｇ-
Ｍｏ-Ｓｂ-Ｍｎ-
硫-油气-石灰
岩-白云岩-石
膏成矿亚带Ⅲ-

６９-③

Ⅲ-６９-③-V１

Ⅲ-６９-③-V２
Ⅲ-６９-③-V３

Ⅲ-６９-③-V４

Ⅲ-６９-③-V５

Ⅲ-６９-③-V６

Ⅲ-６９-③-V７

马芜 Ｆｅ-Cｕ-Aｕ-V-Pｂ-Ｚｎ-Cｏ-Aｇ-硫铁矿-石膏-高岭石黏土-黏土-绿松
石-安山岩-地热-矿泉水成矿区
无为石膏-天然气-页岩气成矿区
繁昌 Ｆｅ-Cｕ-Aｕ-Aｇ-Pｂ-Ｚｎ-Cｏ-Cｄ-石灰岩-黏土-砂岩-膨润土-含钾岩
石-泥炭-沸石-玄武岩--硅灰石-矿泉水成矿区
庐枞 Ｆｅ-Pｂ-Ｚｎ-Ｕ-Cｕ-Aｕ-Aｇ-Cｏ-V-Ｓｒ-硫铁矿-明矾石-石膏-膨润土--
岩-煤-花岗岩-含钾岩石成矿区
铜陵 Cｕ-Aｕ-Pｂ-Ｚｎ-Ｆｅ-Aｇ-Ｍｏ-Ｍｎ-Ｇａ-Cｏ-Cｄ-砷-硒-碲-硫铁矿-煤-石
灰岩-石膏-砂岩-页岩-泥炭-黏土-矿泉水成矿区
安庆 Cｕ-Ｆｅ-Aｕ-Aｇ-Pｂ-Ｚｎ-Ｍｏ-Cｏ-硒-硫铁矿-石灰岩-砂岩-硅灰石-黏
土-煤-白云岩-石英岩-方解石-大理岩-石膏-石墨-红柱石-重晶石-闪长
岩-矿泉水成矿区
池州 Cｕ-Aｕ-Aｇ-Ｍｏ-Pｂ-Ｚｎ-Ｗ-Ｓｂ-Ｍｎ-Ｇａ-硫铁矿-稀土-石灰岩-白云
岩-砂岩-方解石-泥炭-页岩-黏土-石膏-花岗岩-矿泉水成矿区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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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黏土、大理岩、石英岩、页岩、膨润土、含钾岩石、
绿松石、矿泉水等非金属矿产。 已发现矿产地 ６９３
处，含超大型 １３ 处，大型 ６５ 处，中型 １０９ 处，小型

１９９ 处，矿点 ３０７ 处（图 ２，表 ２）。 中型及以上规模
矿产地主要分布于铜陵、贵池、马芜、繁昌、庐枞、安
庆等成矿区内，少数分布于无为成矿区。

图２ 安徽省沿江成矿亚带矿产地质略图

Ｆｉｇ. 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ｍａｐ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hｅ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ｓｕｂ-ｂｅｌｔ ａｌｏｎｇ ｔhｅ Ｙａｎｇｔz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Aｎhｕｉ P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第四系；２-新近系；３-上白垩统；４-下白垩统；５-下中侏罗统；６-三叠系；７-上泥盆统—三叠系；８-寒武系-志留系；９-燕山期侵入

岩；１０-断裂构造；１１-地质界线；１２-水体

表２ 安徽省沿江地区矿产地统计表

Ｔabｌｅ ２ Ｓtatｉstｉcaｌ ｄata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arｅas aｌｏｎｇ tｈｅ Ｙaｎｇtｚｅ Ｒｉｖｅr ｉｎ Aｎｈｕｉ Ｐrｏｖｉｎcｅ

矿产大类 矿种
矿床规模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矿点 合计

能源矿产

黑色金属

铀

煤

地热

石煤

天然气

铁

锰

钒

-
-
-
-
-

-
-
-

-
-
-
-
-

１１
-
（１）

２
-
-
-
-

２０（８）
２

（３）

-
４
２
-
-

４１（１４）
４

１（１１）

-
４０
-
３
１

１００（３３）
１６
（４）

２
４４
２
３
１

１７２（５５）
２２

１（１９）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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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大类 矿种
矿床规模

超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矿点 合计

有色金属

贵金属

分散元素矿

产

稀有金属

工业矿物

工业岩石

（土）

宝玉石

观赏石

水汽矿产

合计

铜

锌

铅

钼

锑

钴

钨

锡

金

银

镓

镉

硒

碲

锗

铟

铊

锶

石膏

硫铁矿

明矾石

泥炭

砷

方解石

硅灰石

石墨

沸石

磷

萤石

重晶石

红柱石

石灰岩

砂岩

其它黏土

白云岩

花岗闪长岩

高岭石黏土

大理岩

石英岩

页岩

膨润土

含钾岩石

花岗岩

闪长岩

安山岩

玄武岩

凝灰岩

绿松石

玛瑙

石榴石

孔雀石

矿泉水

-
-
-
-
-
-
-
-
-
-
-
-
-
-
-
-
-

-

４
-
-
-
-
-
-
-
-
-
-
-
-
８
１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３

４
４
-
-
-
-
-
-

２（３）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
-

-

１（３）
６（３）
２
１

（１）
-
-
-
-
-
-
-
-

１７（１）
１２
２
２
１
-
-
-
-
-
-
-
-
-
-
-
-
-
-

-

-

６５（３２）

９（４）
１

（４）
１（１）
１

（６）
-
-

５（１０）
１（１３）
（３）
（１）
（１）
-
-
-
-

-

（３）
５（１６）

４
３

（２）
３

１（１）
-
-
-
-
-
-

２７（１）
３（２）
７（１）
１（２）
-

２（１）
１（１）
２
２
１
１
-
-
-
-
-
１
-
-

-

３

１０９（８４）

３４（７）
６（１０）
５（６）
（９）
-
（３）
（２）
-

１１（２１）
３（３２）
（３）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

（２）
９（２０）

２
６

（１）
６
-
１

１（１）
（２）
１
-
-

１８（４）
２（３）
７（５）
６
１
４
-
１

（１）
２
-
２

（２）
（１）
１
１

５（１）
-
-

-

１２

１９９（１６９）

７６（４３）
８（３１）
２（４０）
（２５）
３

（２）
（２）
（１）

１３（４１）
（４４）
（３）
（３）
（２）
-
（１）
-
-

１

３
６（２５）
-
９
-
（１）
-
２
２

１（３）
-
４
１

２（１）
２

１（３）
４
-
１
-
-
-
-
-
１
-
１
-
（１）
１（１）
１
１

１

-

３０７（３１０）

１２３（５４）
１４（４１）
７（５０）
１（３５）

４
（１１）
（４）
（１）

３１（７５）
４（９０）
（１０）
（６）
（６）
（３）
（３）
（２）
（１）

１

８（８）
２６（６４）

８
１９
（４）
９（１）
１（１）
３

３（１）
１（５）
１
４
１

７２（７）
２０（５）
１７（９）
１３（２）

２
７（１）
１（１）
３

２（１）
３
１
３

（２）
１（１）
１

１（１）
７（２）
１
１

１

１５

６９３（５８２）

注：括弧内为共伴生矿产.

续表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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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矿床类型的划分及其成矿特征

沿江地区矿床类型主要有岩浆型、 矽卡岩型、
斑岩型、岩浆热液型、陆相火山岩型、受变质型、浅
成中-低温热液型及成因不明型、风化型、机械沉积
型、化学沉积型、蒸发沉积型、生物化学沉积型、叠
加（复合 ／改造）型等。
３．１岩浆型矿床

岩浆型矿床形成的矿产主要为岩浆喷溢型含

钾岩石、玄武岩、安山岩矿，次为岩浆分结（分凝）型
闪长岩、花岗岩、正长花岗岩矿。岩浆喷溢型矿床产
于早白垩世赤沙组、蝌蚪山组中，分布于繁昌地区；
岩浆分结（分凝）型矿床主要产在沿江地区的 A 型
花岗岩带内。
３．２矽卡岩型矿床

矽卡岩型矿床主要分布于铜陵、池州、安庆等
隆起区，在繁昌火山岩盆地的基底隆起部位亦有产
出，是铜、铁、金矿的主要成因类型，铅、锌、硫、钼矿
的重要成因类型。 成矿层位主要是晚古生代石炭
纪、二叠纪碳酸盐岩，次为中生界三叠系碳酸盐岩

和早古生代寒武纪、奥陶纪碳酸盐岩。 控矿侵入体
包括石英闪长（玢）岩、花岗闪长（斑）岩、石英二长
闪长岩、闪长（玢）岩等。 矿体赋存于碳酸盐地层与
侵入岩接触带内或远离接触带， 受断裂-侵入接触
带构造、层间 ／层内滑脱构造、隐爆角砾岩筒构造、
断裂裂隙构造、捕掳体构造控制，代表性矿床为铜
陵市铜官山铜铁矿床。铜官山铜铁矿床为一中型矿
床， 矿体赋存于石英二长闪长岩与石炭纪黄龙组、
船山组、二叠纪栖霞组间的内外接触带中，矿（化）
体产出位置有四种（图 ３）：一是赋存于岩浆岩与石
炭纪、二叠纪碳酸盐岩的接触带上，构成接触式矽
卡岩型矿体；二是产于晚石炭世碳酸盐岩与晚泥盆
世五通群之间的层间滑脱构造中石炭系一侧，构成
层控式矽卡岩型矿体；三是产于岩体内部，构成斑
岩型矿化体；四是产于五通群碎屑岩内的断裂裂隙
中，构成岩浆热液型矿化体[２４-２５]。
３．３斑岩型矿床

斑岩型矿床为形成于铜陵、 池州隆起区内的
铜、钼、金矿和庐枞火山岩盆地边缘的铅锌银矿。控
矿侵入体在隆起区主要为辉石闪长岩、 闪长 （玢）
岩、石英（二长）闪长（玢）岩、花岗闪长斑岩等，岩体

图３ 铜陵市铜官山矽卡岩型矿床成矿模式示意图（据文献[２５]）

Ｆｉｇ. ３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ｏｎｇｇｕａｎｓhａｎ ｓｋａｒ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Ｔｏｎｇｌｉｎｇ Cｉｔｙ
矿（化）体类型说明：①层控式矽卡岩型矿体；②接触式矽卡岩型矿体；③斑岩型矿化体；④石英脉型矿化体

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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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为早志留世碎屑岩； 在坳陷区为粗安斑岩、闪
长玢岩，岩体围岩为早白垩世火山岩、火山碎屑岩
或晚三叠世、早侏罗世碎屑岩。 该类矿床以铜、金、
银、钼、铅锌矿为主，规模可达大型，以庐江县岳山
铅锌矿床为代表。

岳山铅锌矿床为大型矿床，是一个铅锌矿伴生
大型银矿并共生少量铜矿的隐伏矿床，铅锌（银）矿
体主要赋存于燕山晚期粗安斑岩和闪长玢岩中（图
４），少量赋存在早白垩世龙门院组凝灰质粉砂岩和
基底地层早侏罗世钟山组砂岩中；铜矿体主要赋存
在闪长玢岩中，个别分布在钟山组砂岩、龙门院组
凝灰质粉砂岩中。 蚀变带从上到下可分为 ４ 个带：
①硅化、次生石英岩蚀变带；②方铅矿、闪锌矿、高
岭石、水云母蚀变带；③黄铁矿、石英蚀变带；④电
气石、钾长石蚀变带。 铅锌（银）矿体主要赋存在方
铅矿、闪锌矿、高岭石、水云母蚀变带。
３．４岩浆热液型矿床

岩浆热液型矿床主要分布于铜陵、池州、安庆
等隆起区，次为隆坳过渡区，少数位于庐枞、繁昌等
坳陷区；形成的矿产以铅、锌、金、银、硫为主，次为
铜、铁、锑、铀等，少数为方解石、萤石、重晶石等；规
模以中型和小型为主，少数可达大型；以南陵县姚
家岭锌金矿床为代表。矿床产于不同类型的岩石建
造中， 以早古生代至中生代碳酸盐岩地层为主，少
数为岩浆岩和早古生代碎屑岩。控矿侵入体以燕山
期闪长岩类和花岗闪长（斑）岩为主，少数为辉石闪

长岩和碱性花岗岩类侵入体。容矿构造主要为地层
及岩体内发育的断裂裂隙构造和岩体内的捕掳体

构造，次为断裂-侵入接触带构造。
姚家岭锌金矿床为一以锌、 金为主， 共生铅、

铁、硫、银、钼、铜等的多金属矿床，其中锌矿、金矿
规模为大型，铅矿、硫铁矿、铜矿规模为中型。 矿床
多数矿体的赋存部位为花岗闪长斑岩体内的石炭

系-二叠系灰岩、大理岩捕掳体，受断裂裂隙构造、
捕掳体构造控制，并自然延伸至岩体及捕掳体中的
矽卡岩内；少数矿体产于矽卡岩和斑岩体内。 矿床
具岩浆热液型、矽卡岩型、斑岩型复合成因的特征，
但以岩浆热液型为主（图 ５）。
３．５陆相火山岩型矿床

该类矿床形成的矿产主要是铁矿和硫铁矿，次
为铜、金、铀等；铁、硫矿床中共生有石膏矿，伴生有
钒、金、银、铅、锌、钴、磷等。矿床分布于庐枞、马芜、
繁昌等早白垩世陆相火山岩盆地内，产出的构造位
置主要是火山岩盆地内三叠系至侏罗系基底地层

褶皱隆起带和岩侵隆起区，以马鞍山市凹山铁矿为
代表。矿体主要赋存于辉石闪长玢岩、闪长玢岩、安
山玢岩、粗安玢岩、辉石粗安玢岩等次火山岩体与
早白垩火山岩的内外接触带中，次为次火山岩体与
基底地层的接触带部位。

凹山铁矿床是一个大型铁矿床，位于马芜火山
岩盆地凹山矿田中部，主要赋存于燕山晚期辉石闪
长玢岩岩体隆起部位与早白垩世大王山组火山岩

图４ 庐江县岳山铅锌矿床朱岗矿段Ｉ纵线地质剖面简图

Ｆｉｇ. 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 Ｉ ｏｆ ｔhｅ Ｚhｕｇａｎｇ ｏｒ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Ｙｕｅｓhａｎ ｌｅａｄ-zｉｎ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ｕｊｉａｎｇ Cｏｕｎｔｙ
１-龙门院组下段；２-钟山组上段；３-钟山组下段；４-黄马青组上段；５-粗安斑岩；６-闪长玢岩；７-石英正长斑岩；８-矿体；９-地质体界

线；１０-钻孔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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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南陵县姚家岭锌多金属矿床成矿模式示意图

Ｆｉｇ. ５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Ｙａｏｊｉａｌｉｎｇ Ｚｉｎｃ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Nａｎｌｉｎｇ Cｏｕｎｔｙ
１-南陵湖组；２-孤峰组；３-栖霞组；４-黄龙、 船山组；５-五通群；６-茅山组；７-坟头组；８-砂岩；９-石英砂岩；１０-硅质页岩；１１-石灰岩；

１２-花岗闪长斑岩；１３-角砾状花岗闪长斑岩；１４-铜陵-南陵深断裂带；１５-铅锌矿体；１６-金矿体；１７-铜矿体；１８-成矿流体运移方向；１９-大

气水运移方向；２０-岩浆热液型；２１-矽卡岩型；２２-斑岩型

接触带附近的辉石闪长玢岩岩体之中（图 ６），受岩
体冷凝收缩时产生的原生节理中的层节理和隐爆

角砾岩筒控制。
３．６受变质型矿床

该类矿床形成的矿种有石英岩、大理岩、石墨、
方解石等，成矿与接触热变质作用有关。 矿体均赋
存于燕山中晚期侵入体与沉积岩地层的外接触带

中。 石英岩矿体产于晚泥盆世五通群碎屑岩建造
中，大理岩矿体产于中二叠世栖霞组和早三叠世南
陵湖组中， 石墨矿体产于中晚二叠世龙潭组中，方
解石矿体产于早奥陶统红花园组、 晚石炭统黄龙
组、船山组和中二叠世栖霞组中[２６]。
３．７浅成中－低温热液型矿床及成因不明型矿床

区内此类矿床仅有 １ 处，即铜陵市荷花山铅锌
矿床（中型），伴生有金、银、镓、镉等。矿体赋存于和
龙山组、南陵湖组中的角砾状灰岩中（图 ７），主要

蚀变包括碳酸盐化、重晶石化、绿泥石化、硅化、萤
石化、石膏化、菱铁矿化、黄铁矿化等。 矿石矿物主
要有黄铁矿、方铅矿、铁闪锌矿，次为褐铁矿、白铁
矿，微量黄铜矿、毒砂、自然银、铜蓝、铅矾、锌矾。脉
石矿物主要有方解石、石英、绢云母，次为萤石、石
榴石、透辉石、透闪石、阳起石。此外，安庆洪镇变质
核杂岩周围出现的铅锌银硫矿化也具有中-低温热
液成矿及成因不明的特点。
３．８风化型矿床

该类矿床包括铁帽型铁金矿、 风化淋积型锰、
铜、绿松石矿、风化残积型金矿、其它黏土矿等。

铁帽型矿床多产于晚泥盆世五通群与晚石炭

世黄龙组、船山组之间，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或不
规则状。 原生矿石含金不高，但经风化淋滤作用形
成的铁帽金可具工业价值，如新桥、戴家冲和黄狮
涝山金矿等，铁帽金是本区较重要的金矿类型。

孙明明等：安徽省沿江地区矿床成矿特征及找矿方向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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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淋积型锰矿为原生碳酸锰矿风化而成，赋
矿地层为中二叠世孤峰组中、下部，岩性为含锰硅
质岩、硅质页岩，夹少量薄层燧石层和硅质页岩，以
及中厚层含锰泥灰岩。

风化淋积型铜矿形成于晚泥盆世五通群与晚

石炭世黄龙组、船山组间的构造角砾岩带中，主要
由原生含铜矿体经风化淋积作用形成。

风化淋积型绿松石产于马芜、庐枞地区的陆相
火山岩盆地内，属脉状铜矿床的氧化露头，受火山
机构中的放射状裂隙构造控制。

风化残积型金矿是指赋存在红土风化壳中，并与
红土化过程密切相关的金矿床，主要分布在高坦断裂
带附近，赋矿围岩主要是奥陶纪-志留纪地层和蚀变
花岗闪长斑岩岩块风化壳中的残积亚黏土、砂土。

图６ 马鞍山市凹山铁矿床地质剖面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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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四纪沉积物；２-辉石闪长玢岩；３-安山岩；４-高品位磁铁矿；５-凝灰岩；６-角砾岩；７-黄铁矿脉

图７ 铜陵市荷花山铅锌矿床１６线地质剖面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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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积型黏土矿赋存于第四纪下蜀组、戚家叽组中。
３．９机械沉积型矿床

机械沉积型矿床主要为砂岩矿和页岩矿。砂岩
矿有五个成矿层位，分别是早志留世坟头组、茅山
组，晚泥盆世五通群，晚三叠世黄马青组，早侏罗世
钟山组，早白垩世赤山组和古近纪痘姆组。 页岩矿
有八个成矿层位， 主要为含页岩的碎屑岩建造，包
括早志留世高家边组、坟头组、茅山组，晚泥盆世五
通群，早三叠世殷坑组、和龙山组。
３．１０化学沉积型矿床

化学沉积型矿床主要为产于早奥陶世仑山组

和早三叠世和龙山组、 南陵湖组中的石灰岩矿，次
为产于中二叠世栖霞组中的菱铁矿和第四系戚家

叽组中的铁矿；此外，池州地区的马衙锰矿床部分
矿体亦属于该类型。
３．１１蒸发沉积型矿床

该类矿床主要为产于早奥陶世仑山组中的白

云岩矿和中三叠世周冲村组中的石膏矿。
３．１２生物化学沉积型矿床

该类矿床主要包括：晚石炭世黄龙组、船山组
和中二叠世栖霞组中的石灰岩矿，中二叠世孤峰组
中的锰矿，中晚二叠世龙潭组中的煤、石煤矿，第四
纪芜湖组中的泥炭矿。次要矿产有晚志留世坟头组
中的磷矿、中二叠世栖霞组和早侏罗世钟山组中的
煤矿。

３．１３叠加（复合／改造）型矿床
该类矿床主要为铜陵隆起内的金、 硫矿和庐

枞、马芜火山岩盆地基底中的铁、硫矿，以铜陵市新
桥硫铁矿矿床为代表。 矿床受岩性层控制明显，铜
陵隆起区内主要为晚石炭世黄龙组、 船山组白云
岩、灰岩等，庐枞、马芜地区主要为中三叠世周冲村
组、黄马青组膏溶角砾白云岩、石膏、白云岩、钙质
砂岩等。赋矿地层中沉积作用形成的黄铁矿、石膏、
菱铁矿等，构成了“矿坯层”，为后期岩浆热液叠加
改造提供了物源与矿化剂。

新桥硫铁矿床位于铜陵矿集区中部，矿体主要
围绕矶头石英闪长岩岩株周边分布，赋存于晚泥盆
世五通群和中二叠世栖霞组灰岩之间，占据黄龙组
灰岩、部分船山组灰岩和少部分岩体的空间。 晚石
炭世早期， 新桥处于海相潮坪低洼的还原环境，海
底热水喷流沉积作用形成的胶状黄铁矿层，为矿床
的最终形成提供了部分物质来源，是硫矿体形成的
基础。燕山中期的岩浆热液活动对块状硫化物矿体
进行叠加改造，最终富集成矿[２７]（图 ８）。

４ 矿床时空分布规律

４．１矿床时间分布
沿江地区在前中生代主要形成与海相沉积作

用有关的非金属矿产，零星有菱铁矿、铁、锰等金属

图８ 铜陵市新桥硫铁矿床成矿模式示意图（据文献[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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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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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产出。中生代主要形成与燕山期构造岩浆活动
有关的内生矿产；在岩浆岩不甚发育部位，亦有与
海相和陆相沉积作用有关的非金属矿产形成。新生
代主要为与陆相沉积作用有关的非金属矿和与表

生作用有关的铁、铜、金、锰等金属矿产。
区内沉积矿产类型较多，跨时较长，自早古生

代至新生代均有出现。早古生代形成蒸发沉积型白
云岩，化学沉积型石灰岩，机械沉积型其它黏土、砂
岩、铁，生物化学沉积型磷。晚古生代形成机械沉积
型砂岩、其它黏土、铁，生物化学沉积型石灰岩、煤、
石煤，化学沉积型菱铁矿。 中生代形成有机械沉积型
其它黏土、砂岩、铜，化学沉积型石灰岩，蒸发沉积型
石膏，生物化学沉积型煤等。 新生代主要为表生作用
形成矿产，包括风化淋滤型铁、锰、金、铜、黏土矿等，
以及生物化学沉积型泥炭、机械沉积型砂矿型铁。

内生矿产形成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成矿时
间为 １１０ ～ １５２.５ Ｍａ[２８-３３]。 主要矿床类型成矿年龄
有较大差异，隆起区集中于 １４５ ～ １３７ Ｍａ，坳陷区
为 １１０ ～ １３５ Ｍａ， 隆坳过渡区的成矿年龄为 １３０ ～
１３７ Ｍａ。 在隆起区：矽卡岩型铜铁铅锌硫钼金矿床
为 １２２.６ ～ １５２.５ Ｍａ， 斑岩型铜钼金铅锌矿床为
１２５ ～ １４９.２ Ｍａ， 岩浆热液型铅锌金铜铁硫银锑矿
床为 １２１.７ ～ １４５ Ｍａ；叠加（复合 ／改造）型金硫铁
铜矿床为 １１２.６ ～ １４１.３ Ｍａ。在坳陷区：陆相火山岩
型铁硫铜金明矾石铅锌矿床为 １１４ ～ １３５ Ｍａ；与 A
型花岗岩有关的热液型铀金矿床为 １１０ ～ １３０ Ｍａ。
因此，区内隆起区主成岩成矿年龄早于坳陷区的主
成岩成矿年龄，隆坳过渡区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特
点。但是，在隆起区内，也发现有与坳陷区主成岩成
矿期相同的成岩成矿年龄，表明在隆起区内主成矿
事件发生后， 有坳陷区成岩成矿事件的叠加影响。
在矿床类型上，区内从矽卡岩型→斑岩型→岩浆热
液型→叠加（复合 ／改造）型→陆相火山岩型→浅层
中低温热液型矿床， 成矿年龄具有逐渐变新的趋
势，在空间分布上，成矿年龄自隆起区→隆坳过渡
区→坳陷区年龄渐新。
４．２矿床空间分布

前侏罗纪的沉积矿产主要分布在隆起区和隆

坳过渡区，在坳陷区的基底有晚中生代以后形成的
沉积矿产。沉积矿产主要受沉积地层形成岩相和后
期隆坳构造形成的断裂、褶皱构造控制，不同的矿
种、矿床产于特定地层内的特殊岩性层之中，其总

体具有带状分布的特征。
内生矿产的空间分布主要受构造控制，总体上

以长江断裂带为主轴，不同方向、不同性质、不同级
别、 不同层次的断裂构成了带状网络构造系统，对
区内构造格局和演变具有重要控制作用。燕山期的
陆内挤压-伸展运动形成的隆起区和坳陷区直接控
制了区内的岩浆成矿作用，其直接反映在隆起区形
成以铜金铅锌钼等为主的矿种组合，坳陷区形成以
铁硫铅锌等为主的矿种组合，并沿长江断裂带两侧
具有成带分布、分段集中、成群出现的特征（图 ９）。
由于受基底构造的控制，隆起区内铜金矿等主要呈
东西向展布，坳陷区内铁硫矿等呈北东向展布。 铅
锌矿等产于隆坳过渡区居多， 产于铜金矿或铁硫矿
集中产出区的边缘。岩浆作用对成矿的控制，主要表
现在区内主要矿集区及其内部的矿田、 矿床围绕岩
浆活动中心分布，显示矿床成群集中分布的特点。

５成矿控制条件

５．１地层与成矿
５.１.１与外生矿产有关的层位

区内自震旦系至第四系均有外生矿产产出，受
不同的沉积体系制约， 产出不同的矿种和矿床类
型。 沿江地区重要的外生矿产有：石灰岩、白云岩、
石膏、煤、菱铁矿、锰以及砂岩、黏土等。主要含矿地
层层位如下：

石灰岩：早奥陶世仑山组，晚石炭世黄龙组、早
二叠世船山组，中二叠世栖霞组，早三叠世和龙山
组、南陵湖组；白云岩：晚震旦世灯影组、早奥陶世
仑山组、中三叠世周冲村组；菱铁矿：中二叠世栖霞
组；锰：中二叠世孤峰组；煤：中晚二叠世龙潭组；石
膏：中三叠世周冲村组；砂岩、页岩：早志留世坟头
组、茅山组，晚泥盆世五通群、晚三叠世黄马青组；
膨润土：早白垩世中分村组；泥炭：第四纪芜湖组。

此外，研究区已在二叠纪孤峰组、龙潭组、大隆
组发现了页岩气、页岩油等，在三叠纪发现常规油
气等重要找矿信息，将为该区能源矿产找矿史增添
新的一页。
５.１.２地层与内生矿产

研究区的内生矿床几乎都集中分布在 ３个控矿
岩石层位组合内，属典型的层控的“多层”成矿规律。

（ａ） 泥盆纪五通组顶部不整合界面至石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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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安徽省沿江地区及邻区主要内生矿产分布示意图（据文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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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是区内最主要的容矿、控矿层位，主要分布
在隆起区。区内产于石炭—二叠纪地层中的铜、金、
硫等资源储量占比达一半以上。发育在该层位的矿
床具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早期存在同生沉积成矿
作用，并在晚期受岩浆热液叠加改造形成的硫化物
矿床，如铜陵矿集区的新桥、峙门口、桃园等硫金矿
床；第二类是早期受同生沉积成矿作用影响，晚期
以矽卡岩成矿作用叠加形成的层控式矿床，如冬瓜
山、胡村、老鸦岭、大团山等铜矿床。 第三类是产于
石炭系-二叠系与侵入岩接触带部位， 并受特殊岩
性层控制，形成含层控式、接触式两种类型的复合
式矽卡岩型矿床，如铜陵矿集区的铜官山、胡村等
铜矿床，以及池州矿集区的铜山铜铁矿床等。

（ｂ）三叠系中、下统，尤其是含膏（盐）层的周冲
村组，是研究区第二个主要的容矿层位，主要分布
在坳陷区的基底或隆-坳过渡区。 发育在该层位的
矿床主要为铁矿、铜-铁矿、铅锌银矿等，主要类型
有：接触式矽卡岩型、陆相火山岩型、叠加（复合 ／改
造）型以及上述类型的复合型。典型矿床有：安庆矿
集区西马鞍山铜铁矿床、朱冲铁铜矿床，庐枞矿集
区龙桥铁矿床、 罗河铁矿床深部小包庄铁矿床，马
芜地区白象山铁矿床、杨庄铁矿床，铜陵矿集区的
凤凰山铜矿床、荷花山铅锌矿床等。

（ｃ）白垩系下统是研究区铁、硫矿的主要容矿

层位，主要发育在坳陷区。 矿床主要与马芜矿集区
大王山喷发旋回（庐枞矿集区为砖桥旋回）结束阶
段的富钠偏基性的辉石闪长玢岩、闪长玢岩、石英
闪长玢岩、钠长斑岩、辉石粗安玢岩密切相关。矿体
多赋存于这些潜火山岩与大王山组（砖桥组）的接
触部位，具有明显的“层状”和“似层状”特征。 如宁
芜盆地的凹山、 向山铁矿等， 庐枞盆地的罗河、泥
河、何家小岭和大鲍庄铁（铜）矿；矿床类型主要为
陆相火山岩型。
５．２构造与成矿
５.２.１基底断裂控矿

在燕山期陆内挤压-伸展的构造体制下， 以北
东向、近东西向基底断裂构造活动，形成了区内特
色的“隆坳构造”格局，控制了研究区内构造-岩浆-
成矿作用的样式。沿江地区是由北东向长江断裂为
主轴，由一系列北东向、北东东向、近东西向基底与
浅表断裂复合、交汇组成的大型“网格构造”系统，
主要矿集区均产出于多组区域性断裂构造交汇地

带，以隆起区（断隆、褶皱隆起）或坳陷区（盆地）形
式出现，其边界多为断裂构造分割包围。

铜陵矿集区处于东西向基底构造和北西向构

造—岩浆岩带交汇部位所形成的隆起区（断隆），区
内的主要矿田（矿床）受基底东西向断裂-岩浆岩带
控制，而赋矿构造则受盖层的北东向构造控制。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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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隆起区的铜山矿田及其它内生矿床则受近东西

向弧形构造控制（褶皱隆起）。 安庆月山矿田受庐枞、
怀宁火山岩盆地边缘北东向隆起构造控制。 马芜、庐
枞矿集区受“菱形网格构造”形成的“拉分盆地”控制，
区内铁硫矿床主要沿北东向基底隆起带分布。
５.２.２褶皱构造控矿

区内褶皱构造主要形成于印支期和燕山期，前
者是控制地层空间展布的主要构造，总体走向为北
东向，后者只是叠加在印支期之上的北北东向或北
西向褶皱。二者对成矿控制作用主要表现在隆起区
和隆坳过渡区内褶皱构造对矿体的空间形态及其

赋矿地层和岩浆活动的控制。
在隆起区，以铜陵矿集区为例，区内总体为一

北东向“Ｓ”形复式褶皱带，背斜紧闭、向斜宽缓，具
有隔档式褶皱特点。 铜官山、狮子山、舒家店-新桥
和姚家岭矿田产于背斜构造的核部或转折端部位，
仅凤凰山矿田位于向斜的核部，且与成矿有关的侵
入体多侵位于背斜的核部，显然背斜构造是控制矿
田、矿床尺度的有利构造。 背斜构造控矿另一重要
原因，是对各类矽卡岩型矿床有利的控矿地层的产
状控制，矿体产状随地层产状变化而变化，在矿床
内部， 也可以发现矿体形态与褶皱形态基本一致，
在背斜转折端的虚脱部位矿体有明显加厚的特点。

在以早白垩世形成的火山-沉积盆地为代表的
坳陷区，盆地基底三叠纪地层的构造隆起部位对产
于其中陆相火山岩型铁硫矿床具有控制作用。基底
隆起带多是在盆地形成前由褶皱或断裂作用形成，
在基底隆起带晚三叠世地层与火山—潜火山岩接
触部位是陆相火山岩型铁硫矿形成的重要位置，形
成矿床具有层状矿和交代矿的特点，矿床规模多在
大-中型。如马芜矿集区的白象山铁矿和杨庄铁矿、
庐枞矿集区的小包庄铁矿和龙桥铁矿。
５．３岩浆活动与成矿

沿江地区岩浆岩可划分出高钾钙碱性中基性-
中酸性侵入岩系列、 橄榄安粗岩系火山-潜火山岩
系列和中偏碱性侵入岩系列（A型花岗岩）等三个岩
石系列，与不同的隆坳构造环境相对应，在形成时间
上有从高钾钙碱性系列 （１５２～１３７ Ｍａ）→橄榄安粗
岩系列（１３５～１２５ Ｍａ）→A 型花岗岩（１２５～１００ Ｍａ）
逐渐变新的规律，三个岩石系列对应形成矿床成矿
时代具有相同的特点。

在铜陵、安庆、池州等隆起区内，主要为高钾钙

碱性系列辉石（二长）闪长岩-石英（二长）闪长岩-
花岗闪长（斑）岩组合，与此类岩浆岩有关的矿化类型
及矿种组合主要为斑岩型-矽卡岩型-叠加 （复合 ／改
造）型岩浆热液型铜、金、硫、铁、铅、锌、钼矿等。

在马芜、庐枞等坳陷区，主要为橄榄安粗岩系
列高钠碱钙性中基性火山岩-潜火山-侵入岩组合，
与其相关的矿床类型及矿床（种）组合主要为陆相
火山岩型-叠加（复合 ／改造）型铁、硫、铜、明矾石矿
和斑岩型铅、锌、银矿。

在隆起区与坳陷区的过渡部位， 主要是 A 型
花岗岩，包括钾长花岗岩、（石英）正长岩、石英二长
岩等，具富碱、高钾、富水等特征，主要分布于沿江
成矿亚带长江以北的安庆-枞阳-无为一线，长江以
南的池州-青阳-繁昌-马芜等地， 与其相关的矿床
类型及矿床（种）组合主要为浅层中低温热液型铀、
钍、铁矿等。

６找矿方向探讨

在 ２０１１ 年国土资源部提出 “地质找矿战略突
破行动计划” 和实施的地质矿产远景调查专项后，
安徽省加大了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力度，围绕沿江成
矿亚带等省内重点成矿区带开展了矿产远景调查

工作；至 ２０１８ 年底，研究区相继发现或探明了南陵
县姚家岭岩浆热液型锌金矿床（大型）、安庆市朱冲
矽卡岩型铁铜矿床（大型）、庐江县小包庄陆相火山
岩型铁硫矿床（中型）、庐江县岳山斑岩型铅锌矿床
铜盘山矿段（中型）、铜陵市胡村南矽卡岩型铜钼矿
床 （大型）、 无为县西湾岩浆热液型铅锌矿床 （大
型）、铜陵市敕山金矿床（中型）、铜陵市荷花山浅成
中低温热液型铅锌矿床（中型）等一批大中型矿床，
池州市抛刀岭金矿亦从中型矿床突破为大型矿床；
在马芜矿集区雍正矿田和庐枞火山岩盆地深部见

有产于潜火山岩体顶部的引爆角砾岩型铜金矿体。
此外，２０１９ 年，在沿江地区及邻区发现了常规油气
和页岩气（油）的找矿线索。 以上事实表明，沿江地
区已知矿集区深部及外围仍具有较大找矿潜力，同
时，能源矿产的找矿工作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６．１第二找矿空间的开拓和新类型矿床的找矿评价

工作
研究区从北东到南西分布有宁芜 （Ｆｅ）、 铜陵

（Cｕ-Aｕ）、庐枞（Ｆｅ-Cｕ）、安庆（Cｕ- Ｆｅ）、贵池（Cｕ）

３４２

万方数据



第 ３６卷第 ４期

等五个矿集区。 在成矿带内的“第一找矿空间（０～
５００ ｍ）”已经发现了几十个大型、超大型矿床，它是
燕山岩浆热液成矿作用、燕山晚期火山作用以及它
们之间相互叠加、改造形成的。 由于长江中下游成
矿带具有统一的盖层沉积演化史，分布稳定，大范
围具有可对比性，而且中生代岩浆活动强烈，并贯
穿于各构造地层单元。隆起区、隆坳过渡区、坳陷区
在晚三叠世以前具有相同的成矿地质环境，应该发
育相同的成矿系统，晚三叠世以后由于隆坳格局和
剥蚀深度的变化，才出现了形式上与隆起和坳陷关
系密切的不同矿化组合的分野。 理论上，在坳陷区
深部应该发育和存在与隆起区同样的成矿系统和

相应的矿床。 因此，在宁芜和庐枞矿集区深部可能
存在与铜陵、安庆矿集区相似的矿化类型。在铜陵、
安庆矿集区深部可能存在与庐江-滁州成矿亚带相
同（隆坳过渡区）的容矿层，如产于震旦—奥陶系中
的龙王尖金矿、东孙家铜矿、琅琊山铜矿等，以及产
于以志留纪碎屑岩为围岩的斑岩型铜矿等。在隆坳
过渡区的深部则可能出现与隆起区内矿化类型相

同的矿床。因此，长江中下游地区深部“第二找矿空
间”实际上就是现有控矿层位和成矿岩体在深度方
向的延伸，不同矿集区深部找矿视其构造位置应有
所侧重。

马芜、庐枞、铜陵、安庆等大型矿集区深部一系
列新矿床的发现和已知矿床规模的扩大（如罗河铁
矿深部小包庄铁矿、 狮子山矿田内的胡村南铜钼
矿、敕山金矿、安庆朱冲铁铜矿、铜陵荷花山铅锌矿
床等的发现），预示重要矿集区存在“第二找矿空间”
以及在寻找“新类型”矿床方面具有极大资源潜力。
６．２ 中生代火山岩盆地深部和外围寻找斑岩型－矽

卡岩型铜金多金属矿
庐枞火山岩盆地井边—巴家滩一带，在已知脉

状铜矿床（体）周边已发现分布有绢云母化、硅化、
青盘岩化和钾化等围岩蚀变现象，并具有较弱的蚀
变分带现象，分带特征与斑岩型铜矿的围岩蚀变非
常相似，蚀变带中见及黄铜矿、黄铁矿、辉铜矿、磁
铁矿等矿物。 此外，庐江黄屯硫铁矿深部的角砾岩
型（斑岩型）铜金矿体是庐枞地区近年来发现的新
类型矿化线索，值得进一步工作。 近年发现的无为
市西湾岩浆热液型铅锌矿有望达到大型规模，是火
山岩盆地边缘隆起区的除斑岩型铜金矿体之外的

又一重大突破，值得进一步探索。 可将庐枞盆地的

东侧作为找矿重点地区，将寻找隆起区类似矿床或
新类型、新矿种作为勘查方向。

马芜火山岩盆地南西段的雍镇矿田分布着少

量受燕山期（石英）闪长玢体与三叠系碳酸盐岩地
层接触带构造控制的矽卡岩型铁硫矿体，部分矿体
中含铜。盆地中部凹山矿田及其边深部多存在受隐
爆角砾岩筒构造控制的硫铁矿床，钻探工作已证实
深部存在受隐爆角砾岩筒控制的铜金矿体，并有花
岗闪长斑岩体和花岗斑岩体的分布，具有形成大型
角砾岩型（或斑岩型）铜金矿矿床的前景。
６．３隆坳过渡区寻找岩浆热液型－斑岩型矿床

在隆坳过渡区的地质找矿成果已经显示了其

具有较大的成矿潜力，尤其是在隆坳过渡区接近坳
陷区的边缘部分，如近年发现的姚家岭岩浆热液型
锌金矿床（大型）位于铜陵隆起与繁昌坳陷的过渡
部位、无为市西湾岩浆热液型铅锌矿床（大型）位于
庐枞盆地边缘与隆起区过渡部位，为隆坳过渡区找
矿提供了先例。 此外，在研究区南侧，大致沿高坦-
周王断裂带分布有一呈北东向展布的斑岩带，构造
位置处于江南隆起（隆起区）和沿江褶断带（坳陷
区）过渡部位，分布有抛刀岭金矿、马头铜钼矿、马
石铜钼矿、舒家店铜金矿等斑岩型铜、钼、金矿床，
规模为大中型。 因此，下一步应加强隆坳过渡区找
矿工作，一是将庐枞、马芜、繁昌等火山岩盆地边缘
作为找矿重点地区，将寻找与隆起区类似矿床或新
类型、 新矿种作为勘查方向； 二是深入将贵池-青
阳-南陵一带的斑岩带作为寻找斑岩型铜、 金矿的
重点对象。
６．４新生代坳陷盆地内寻找常规油气和页岩气

沿江地区新生代盆地深部寻找石油、 天然气、
页岩气一直得到地勘单位和油气勘查单位的高度

重视，２０１９ 年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在该区实施能源
矿产调查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无为盆地及周边，
分布有早志留-中三叠世地层， 通过调查已经确定
早志留世高家边组、中—晚二叠世孤峰组、龙潭镇、
大隆组以及早三叠世殷坑组、和龙山组具有生烃能
力，在盆地周边的早三叠世地层中发现“油沥青”，
因此，这套古生代和早中生代地层已成为区内寻找
页岩气和天然气的重要目标层系。已经发现区内钻
探发现的天然气产出部位，即处于周冲村组石膏矿
之下，证明区内的“膏丘”构成了油气储聚，是重要
的成藏“构造圈闭”，深部的页岩气资源前景有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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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勘查证实。因此，围绕沿江地区无为盆地、潜山
盆地、望江盆地深部及周边地区寻找常规油气和页
岩气应作为未来勘查工作的重点。
６．５三稀矿产和铀矿的成矿潜力评价工作

沿江地区的三稀矿产主要为稀散元素矿产，包
括锗、镓、铟、镉、硒、碲、铼等，呈伴生元素形式赋存
于叠加（复合 ／改造）型硫金矿床、矽卡岩型-斑岩型
铜金矿床、陆相火山岩型铁硫明矾石矿床、岩浆热
液型铜铅锌矿床中，其中硒、碲、镓、锗、镉资源储量
规模可达大中型，但赋存状态尚未研究清楚，造成
开发利用程度偏低。在沿江岩浆岩带主带与南北外
带的交接部位，有两条对称分布的 A 型花岗岩带，
在北外带的黄梅尖岩体内及其外接触带部位已经

发现铀矿床，安庆大龙山岩体也发现铀矿点；近年
在南、北外带的 A 型花岗岩中有发现了稀土、稀有
金属矿化，且具有较大规模。 囿于过去对“三稀”矿
产的重视不够，未能实现重大的找矿突破，下一步
需要加大力度开展该类矿种找矿潜力评价。

７结论

（１）研究区矿床类型包括内生型、外生型和叠
加（复合 ／改造）型三个大类，其中内生型包括岩浆
型、矽卡岩型、斑岩型、岩浆热液型、陆相火山岩型、
受变质型、浅成中-低温热液型矿床及成因不明型，
外生型包括风化型、机械沉积型、化学沉积型、蒸发
沉积型、生物化学沉积型等。

（２）研究区在前中生代主要形成与海相沉积作
用有关的非金属矿产，中生代主要形成与燕山期构
造岩浆活动有关的内生矿产，新生代主要形成与陆
相沉积作用有关的非金属矿和与表生作用有关的

铁、铜、金、锰等金属矿产。
（３）前侏罗纪的沉积矿产主要分布在隆起区和

隆坳过渡区，在坳陷区的基底有晚中生代以后形成
的沉积矿产。内生矿产的分布受隆坳构造格局的控
制，庐枞、怀宁、马芜、繁昌等火山—沉积盆地内主
要形成与陆相火山作用有关的矿床类型； 铜陵、安
庆、繁昌荻港、池州江口断隆等隆起区主要形成与
岩浆侵入作用有关的矿床类型。

（４）铜陵、池州等隆起区具有寻找岩体与早古
生代地层接触带中的铜多金属矿的潜力， 庐枞、马
芜等坳陷区具有寻找矽卡岩型、斑岩型、岩浆热液

型铜金铅锌多金属矿的潜力。 隆坳过渡带，尤其是
隆起边缘和坳陷区边缘，往往是大中型内生矿产的
产出地，需要引起重视。

（５）无为、潜山、望江等新生代盆地深部及周边
地区是寻找能源矿产的有利地段。

（６）分布于沿江江北和江南的两条大致对称分
布的 A 型花岗岩带，是实现沿江地区稀土、稀有金
属矿化及铀矿化等新矿种找矿突破的关键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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