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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岭南缘铜多金属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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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论述了江西九岭南缘大型“裂谷”、裂陷构造、推（ 滑）覆构造带、走滑冲断带以及长期

活动的深断裂带等多层次大型构造叠置成矿环境，厘定了主攻矿床类型，优化了找矿预测的综

合标志。综合找矿实践经验，运用新的矿产资源评价思路，预测出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偏在部

位，为突破新地区，发现新类型、新矿种，提供了新途径。

! ! 关键词：预测；找矿标志；大型构造；铜多金属矿；江西九岭南缘

中图分类号：<78;6 &7! ! ! ! ! ! ! 文献标识码：=

! ! 九岭南缘为铜多金属矿大型矿集区，地处江南地块九岭隆起南部，为扬子、华夏古板块

结合带北侧宜丰—景德镇板缘深断裂带西段，西起黄茅（ 往西延入湖南），经大桥、罗城、芳

溪、鸦溪、彭源，至村前往东继续延伸，呈北东东向长条形展布，长大于 "%% >?。中元古代晚

期大型陆缘“裂谷”贯穿全区。南侧为晚古生代大型萍—乐裂陷带，中新生代九岭南缘大型

推（滑）覆构造前锋波及全区，并与北东—北北东向走滑冲断带复合，沿深断裂带为燕山期 1
型中酸性斑岩带。

7! 多层次大型构造叠置成矿环境

本文所论述的大型构造主要指其规模达百千米级（7%8 @ 7%; A?）的地质构造［7］。在区

内主要有反映地壳伸展变形大型“裂谷”、裂陷构造，与地壳收缩变形有关的大型推（ 滑）覆

构造带，与地壳水平剪切变形有关的大型走滑冲断带以及长期活动的深断裂带（图 7）。

76 7! 中元古代晚期“裂谷”伸展构造

沿九岭南缘出露呈北东东向展布的大范围中元古代蓟县纪宜丰（岩）组，为一套浅变质

钠长石英片岩、绿泥绢云片岩、变细碧岩、变石英角斑岩与变辉绿岩系，在铜鼓、浏阳等地见

有蛇绿岩残块，是以蛇绿岩为代表的裂谷伸展构造环境下形成的深海沟、岛弧火山浊流、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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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江西九岭南缘多层次大型构造格架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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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纪—三叠纪地层；;/中元古代晚期宜丰（岩）组；</晋宁期花岗岩；=/燕山期（中）酸性斑岩；>/结合带边

界深断裂带；?/逆冲推覆断裂带；@/滑覆断裂带；A/走滑断裂带；B/韧性剪切带；!C/飞来峰；!!/构造窗

火山岩系岩石组合，总厚度 ! @CC D ; CCC 3［;］。所采变辉绿岩、变石英角斑岩获得 EF/G. 等

时线年龄 ! C<A& < ’-［<］。该套岩石组合中 H-;I J K;I，为富钠岩石系列，富含 L(、L5、H$、
L.、M(、NF、O8 等元素，为克拉克值的 ; D !C 倍，其中 L(、L5、H$ 为高背景区，变细碧岩、变辉

绿岩常见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矿化，是铜、铅、锌（金）的重要矿源层或成矿胚胎层。

!& ;" 晚古生代裂陷

本区南侧为晚古生代裂陷沉积环境，已知有 ? D !C 层 L(、NF、O8、M(、M%、L5 等元素矿源

层，其中晚石炭世、早二叠世与早三叠世地层中有多层重要赋矿层位。区内不仅沿九岭推

覆冲断带南侧有晚古生代地层分布，而且在宜丰（岩）组分布区内出现众多的晚古生代地层

构造窗，其下部也应有相当范围的晚古生代赋矿层存在。

!& <" 大型推（滑）覆构造

九岭南缘大型推（滑）覆构造属长期多次强烈活动的板缘推（滑）覆造山的产物，形成一

系列大型推覆逆冲断裂、滑覆断裂带和密集的韧性剪切变形带，并出现有较多的构造窗或飞

来峰（图 ;）。带内岩石动热变质程度较高，为强大的动热变质带，有利于动热变质成矿热流

体反复叠加富集和汇集于同一虚脱空间富集成矿。该大型推（滑）覆构造至少在晚侏罗世、

晚白垩世曾经历过二次以上的强烈活动，自北往南推覆距离达 <C D >C 63［=］。

!& =" 中新生代北东—北北东向走滑冲断带

穿过该区规模较大的北东—北北东向走滑（推覆）冲断带主要有 < 条，自东往西依次为

靖安—七宝山、大湖塘—宜丰—万载、湘赣边界等走滑（ 推覆）冲断带［>］。在其通过影响地

段，不仅对古构造产生强烈的改造，而且易于出现成矿异常构造场；尤其是在区域最大主应

力 HPP/GQQ 方向作用下，长期活动近东西方向的宜丰—景德镇深断裂带，必然最易于发生

强烈的剪切张开，并持续深切与深源物质沟通，成为良好的导岩导矿和储岩储矿构造，沿深

断裂带形成一条重要的 R 型中酸性斑岩—成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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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宜丰推（滑）覆断裂带构造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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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晚石炭世黄龙组；!7中元古代晚期宜丰（岩）组；87辉绿玢岩脉；97推（滑）覆断裂；:7构造角砾岩；;7钻孔

" " 综上所述，该区集裂陷（谷）、推（滑）覆构造、深断裂—斑岩带及北东—北北东向走滑冲

断带等大型构造复合叠置为一体，有着多层次丰富的矿源，存在成矿物质反复叠加富集的多

种热流场，并易于出现“成矿异常构造聚敛场”（ 裴荣富等，6<<=）。因此，具有巨大的矿产

资源潜力和形成大型—超大型矿床独特的优越成矿地质构造环境。

!" 矿床类型及找矿预测标志

九岭南缘铜多金属矿床（ 点）已发现 !> 余处。西部万载县黄茅—上栗县志木山一带，

发现铜矿床（点）6> 余处，东部有万载县罗城（三十把）铜矿段，宜丰县芳溪—彭源铜矿段以

及高安县村前铜铅锌矿床。

根据前述对多层次大型构造叠置成矿地质构造环境的认识及其控矿机理的分析，区内

主要矿床（段）的矿床类型及找矿预测标志见表 6。

从表中看出，区内铜多金属矿床类型较为复杂，主要有层控动力变质热液叠改型、斑岩

型、隐爆角砾岩型、矽卡岩型、构造破碎蚀变带型。层控（古火山岩系）动力变质热液叠改型

铜矿化极为普遍，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矿床；而与燕山期 ? 型斑岩有关所形成的多种类型复

合叠加矿床品位富、规模相对较大（如村前铜铅锌矿床）。因此，多因复成层控叠改型［;］是

区内形成大型—超大型铜多金属矿床最佳类型，其综合找矿预测标志如下：

!& 6" 控矿地层标志

中元古代宜丰（岩）组内变细碧岩、变石英角斑岩、变辉绿岩等古火山岩岩石组合与晚

石炭世、早二叠世或早三叠世碳酸盐岩层混杂出现的地段是形成大型矿床的基本条件。

!& !" 控矿构造标志

大型推（滑）覆构造带往南突出的弧型或弯曲度大的地段，构造滑脱带或层间滑脱面以

及滑覆残片和构造窗分布区，并与北东—北北东向走滑冲断带复合出现轴向北东或北西褶

皱（倒转）以及岩层混杂或异向定位的地段对成矿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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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九岭南缘铜多金属矿床类型及找矿预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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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段） 村前铜矿床 罗城铜矿段 黄茅4志木山铜矿段 芳溪 : 彭源铜矿段

矿床类型

" " 层控动力变质热

液叠改型、矽卡岩型、

斑岩 型、隐 爆 角 砾 岩

型、构造破碎蚀变带型

" " 层控动力变质热

液叠改型、斑岩型（？）

" " 层控动力变质热

液叠改型、矽卡岩型

" " 层控动力变质热液

叠改型、斑岩型

找

矿

预

测

标

志

地 层

标志

" " 晚古生代碳酸盐

岩层与中元古代宜丰

（岩）组变质岩混杂出

现

" " 中 元 古 代 宜 丰

（岩）组变细碧角斑岩

和晚古生代碳酸盐岩

层（构造窗）

" " 晚古生代碳酸盐

岩层与中元古代宜丰

（岩）组变细碧角斑岩

混杂出现

" " 中元古代宜丰（ 岩）

组浅变质岩和晚古生代

碳酸盐岩层（构造窗）

构 造

标志

" " 推覆冲断带前缘

与北北东向走滑冲断

带交接部位；总体构成

轴面倾向北西的倒转

背斜；北北东、东西、北

东与北西向断裂发育；

构造滑脱带或层间滑

脱面以及滑覆残片和

构造窗分布区。

" " 推（ 滑）覆构造带

往南突出的弧型或弯

曲度大的地段；不同时

代岩层间构造滑脱带

发育区，滑覆体前缘强

剪切变形带及变质变

形倒转带内或旁侧，复

成硅化角砾岩带发育

地段，构造滑脱带或层

间滑脱面以及滑覆残

片和构造窗分布区；北

东 : 北北东向走滑冲

断带复合部位。

" " 深断裂带往南弧

型大转折与北北东向

推覆冲断带复合部位；

晚古生代地层构成的

轴向北北东向斜的核

部，构造滑脱带或层间

滑脱面以及滑覆残片

和构 造 窗 分 布 区；北

东、东西、北东东与北

西向多组断裂发育。

" " 滑覆体前缘强剪切

变形带及变质变形倒转

带内或旁侧，复成硅化角

砾岩带发育，构造滑脱带

或层间滑脱面以及滑覆

残片地段；在宜丰段处于

推（滑）覆构造前弧往南

突出的弧型或弯曲度大

的地段与北北东向走滑

冲断带复合部位；构造窗

较多。

岩 浆

岩 标

志

" " 早白垩世黑云母

斜长花岗斑岩"斜长

花 岗 斑 岩 复 式 岩 体

（瘤），具隐爆特征。

" " 花岗斑岩瘤（墙），

角岩化发育；花岗细晶

岩、花岗（斑）岩及辉绿

岩脉较多。

" " 晚侏罗世 : 早白

垩世中酸性斑岩瘤，酸

性及辉绿岩脉较多；角

岩化或岩浆热液蚀变

发育。

" " 花 岗 细 晶 岩、花 岗

（斑）岩及辉绿岩脉较多，

并有宜丰花岗斑岩瘤出

露。

矿 化

蚀 变

标志

" " 硅化角砾状与细

脉浸染状或浸染状铜

矿化；围岩蚀变为矽卡

岩化、绿泥石化、绿帘

石化、绢云母化、硅化、

高岭土化、碳酸盐化、

钾长石化和重晶石化。

" " 硅化角砾状、细脉

浸染状或浸染状铜矿

化，而且三种矿石构造

常相伴出现；围岩蚀变

为硅化、绿泥石化、铁

白云石化、蛇纹石化。

" " 硅化角砾状、细脉

浸染状或浸染状铜矿

化；围岩蚀变为硅化、

绿泥 石 化、铁 白 云 石

化、角 岩 化 和 重 晶 石

化。

" " 硅化角砾状、细脉浸

染状或浸染状铜矿化；围

岩 蚀 变 为 硅 化、绿 泥 石

化、铁白云石化。

物、

化、遥

标志

" " “ 二高”（ 磁力高、

激发极化率高）和“ 二

低”（重力低、视电组率

低）；化 探 85、;%、<1

局部异常多处；遥感影

象上，中型环构造与寄

生套环重叠部位。

" " 存在一定范围的

局部重力低异常区；化

探 85、=5、=6 局 部 异

常多处。

" " 存在一定范围的

局部重力低异常区；航

磁、重力资料推断有隐

伏成矿岩体存在；化探

85、;%、<1 局部异常多

处；遥感影象上，有明

显的中小型连环或套

环。

" " 存在一定范围的局

部 重 力 低 异 常 区；化 探

85 局部异常 多 处，且 各

类异常套合较好。

预测矿床规模 大型 中型 黄茅段可达大型 宜丰段为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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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矿岩浆岩标志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 型中酸性斑岩体（瘤）及其脉岩发育部位是形成大而富矿床的重

要条件。

!" &$ 矿化蚀变标志

硅化角砾状与细脉浸染状或浸染状铜矿化相间出现或组合在一起。

蚀变主要有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硅化、蛇纹石化、矽卡岩化、铁白云石化等。

!" ’$ 物、化、遥标志

“二高”（磁力高、激发极化率高）和“二低”（重力低、视电阻率低）是本区重要的地球物

理找矿标志。() 局部异常，并伴有 *+、,-、.)、./ 等异常出现区。在遥感影象上，线形构造

弧形转弯，套环或寄生套环重叠的地段。

#$ 铜多金属矿产预测

运用成矿地质构造环境解析法、地质异常理论与综合找矿信息提取法、经验与综合模式

类比法，初步预测出宜丰、黄茅、罗城等大型—超大型矿床可能存在的偏在部位，是实现铜多

金属矿产资源评价突破新地区、发现新类型矿床的有效途径。

#" 0$ 宜丰地段为大型—超大型矿床突破口

此段处于大型推（滑）覆构造往南弧形突出的前锋与北北东向走滑冲断带复合部位，造

成北东东向慈化—宜丰逆冲推覆断裂带在此段急剧往北大角度弧形转折，宜丰（岩）组中片

理带及其一系列中基性岩脉，由近东西向急转北北东向，在推覆带内滑覆断裂或破碎带发

育，并在其内发现铜矿（化）带。该区广泛出露宜丰（ 岩）组的一套古火山含 ()、.) 岩石组

合；在宜丰县城西部见有晚石炭世灰岩地层构造窗，其内出露有早白垩世花岗闪长斑岩瘤，

并见有铜矿化。已圈定出上山里等 # 处 () 异常区，而且零散 () 异常高点较多。为形成多

因复成层控叠改型铜多金属矿床的有利构造、岩浆岩、矿化异常等多种因素藕合区，具有找

到大—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异常构造部位的特点。

#" !$ 黄茅地段为大型—超大型矿床新突破区

位于宜丰—景德镇深断裂—斑岩带及九岭南缘大型推（ 滑）覆构造西段向南弧型大转

折与北北东向走滑推覆冲断带复合部位。变细碧角斑岩、变辉绿岩发育，其北部出现有较大

规模的晚古生代地层构造窗，为成矿物质来源和赋矿重要地层。多组断裂构造分割的岩层

（块）异向对峙，“双向”推覆造成多层次推覆与滑覆叠合，弯曲与扭动构造极为发育，为成

矿物质富集提供了特殊的容矿空间。角岩化范围较大，为区域局部重力低异常，环型构造影

像明显。已知有铜矿（化）点 01 余处，并有较大范围的 ()、*+、,-、.) 等多元素综合异常区。

构造窗旁侧的兴源冲、蓬里冲铜矿点，是寻找复合叠加型大型—超大型矿床的重点区段。

#" #$ 罗城矿段为发现大型新类型矿床靶区

现已评价地段（罗城北）的南、西方向，更接近于推覆构造往南弧型转曲与北北东向走

滑冲断带复合地段，宜丰（岩）组矿源层内动力变质现象较为普遍，岩层扭曲强烈，次级滑覆

构造发育，并出露有晚石炭世灰岩赋矿层的构造窗。现已发现有（ 中）酸性花岗斑岩瘤，酸

性、基性岩脉和角岩化发育，其南侧为重力低异常区，推测深部存在岩浆热源体。在较大范

围内的 ()、,-、./、.) 等多元素综合异常区内，经大比例尺土壤地化测量及激电剖面测量，

!20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11& 年

万方数据



所圈定 !"、#$ 元素异常与激电异常，往南、西方向有变好的趋势，具有形成大型复合叠加矿

床的有利地质条件。

此外，村前铜铅锌矿床处于大型推（滑）覆构造带与北北东向走滑冲断带复合所出现的

奇特成矿异常构造交接部位，其主推、滑覆带尚在矿区以北，其间仍有相当范围的晚古生代

碳酸盐岩层组合与中元古代宜丰（岩）组浅变质岩系混杂堆积异常地段，并已发现姚简岩体

（瘤）、花岗斑岩脉及其 !"、%&、#$ 矿化多处，表明具有大—超大型矿床的优越地质条件。

成文过程中承蒙刘闯研究员、贺菊瑞研究员和梅勇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精心指导和

热忱帮助，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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