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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红山铜矿普查区角砾岩产出的地质环境、火成角砾岩体形态产状规模和角砾岩的

岩石学、蚀变与矿化特征的研究，运用作者十多年来摸索、完善的“古水热活动区成矿”和“三阶成

矿”理论，大胆提出该区成矿活动规模有限的结论。

关键词火成角砾岩铜矿红山会昌江西

红山铜矿普查区(下面简称红山铜矿)位于会昌县的中村、周田、长岭三个乡的交界处，面

积约12 km2。自1970年群众报矿后，从1974年开始，断断续续，相继施工了大量槽、硐、钻

探o，发现了与花岗斑岩和火成角砾岩有关的铜矿(化)体；同时还开展了物化探工作。从1990

年开始，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又上红山，开展了1：10000，1：5000和l：2000的地质草测，也施

工了槽探和钻探，重点查明火成角砾岩体与铜矿化的关系，并圈定了8个铜矿体，估算E级储

量达中型规模。

红山矿区属低山丘陵区，山势陡峻，相对高差484 m。作者对该矿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地

表地质调查，从南至北和由东到西作了大十字形的路线剖面观察，目的在于观察角砾岩与铜矿

化的关系，重点在研究角砾岩本身。

角砾岩产出的地质环境

矿区位于华夏古板块内武夷隆起南段，处在2条NNE走向的区域性大断裂(鹰潭一定南

和邵武一河源)之间，西邻以NNE向为主体走势的会昌环形凹陷(白垩纪红盆地)，东邻呈近

SN向展布的早古生代超变质成因的大岩基(桂坑岩体)。

1．1地层

除了第四系，便是中村群(z_∈2)，按岩性划分主要为：

(1)变粒岩广见于矿区北部、西北部和东部，片理的总走向为NNE，产状变化为：NNw／

2001年2月20日收稿。
*地质矿产部定向研究基金项目“武夷山地区火成角砾岩与成矿关系及找矿标志研究”(直科定91—23)的部分成果。
O江西地质矿产局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江西省会昌县红山铜矿普查1993年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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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40。～60。(北部和西北部)，E或W／么50。～80。(东部)。

(2)混合岩化变粒岩主要分布于矿区南部，片理的总体走向为?iNE，NNw／么40。～65。。

(3)混合岩见于矿区深部(zK302钻孔)，基体主要为变粒岩、片岩(占50％～70％)，脉

体成分主要为长英质(占25％～30％)。

(4)云母石英片岩仅见于矿区东南部。

总之，矿区和包括矿区在内的近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其地层、岩性单调，原岩为长英质的和

遭受不同程度变质、破坏的下古生界变质岩(中村群)，是一种干巴不韧的地层环境。

1．2火成岩

矿区内所见到的火成岩都是浅成相花岗岩类的岩脉、岩瘤，有少量的辉绿岩脉，据已有资

料，被认为是侏罗一白垩纪产物。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将其划分为4个序列9个单元(表1)。

矿区小岩体时代确定还缺乏年龄数据，但以角砾岩为鉴，它们至少可被划分为火成角砾岩前侵

位、火成角砾岩期产物和火成角砾岩后侵入。

表1红山矿区侵入岩谱系单位特征’

7I’曲k l Main char托细由tics of tlIe mllodelIIIic d盹i伽of intn垮iw r佻I【s in H∞g幽蚰。栅e埘

序列 单元 接触关系 岩石类型 产状 与围岩关系 含矿性 附 注

9 辉绿岩 侵人中村群 极少
JV 脉动 岩脉

8 粗中斑石英闪长斑岩 侵入角砾岩 多金属微弱矿化 主要见于钻孔岩芯
涌脉动

7 中纽斑花岗斑岩 岩瘤、脉

脉动 侵人中村群及
Ⅲ 6 粗中斑花岗斑岩 岩脉

脉动
臆爆角砾岩

5 中粗斑花岗斑岩 岩瘤、脉
涌脉动

4 粗中斑花岗闪长斑岩
侵入隐爆角砾

铜矿化 仅见于钻孔
Ⅱ 脉动 岩脉

3 多斑中细斑花岗闪长斑岩
岩

主要见于钻孔
超动

2 中细斑花岗闪长斑岩 侵人中村群，并 主要见于钻孔

I 涌动 岩瘤 被隐爆成角砾 铜矿化
1 中细斑花岗闪长斑岩 岩 分布广泛

*据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编写的“红山铜矿普查区1993年工作安排”，补加附注。

红山矿区的火成岩都已蚀变，在显微镜下所见，除了被溶蚀过的石英之外，长石、云母之类

全为已绢云母化倩岭土化的假像；被划定为最后单元的辉绿岩也全部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
酸盐化。

1．3构造

红山矿区的构造形迹主要为断裂和碎裂。依走向划分，以东西组(如F1，F2)、北东组(如

F4、F5)、北西组(如F1l，F12)和北北西组(如F8、F9)为主(图1)。

矿区内的这几组断层与区域上几组主导断裂的方向是一致的。从区域资料分析，这些断

裂生成较晚，持续活动时间稍长，大致始于侏罗纪，第三纪还在活动。其先成者对侏罗纪花岗

岩类小岩体(含岩脉、岩瘤和角砾岩体)、白垩纪拉陷以及相关的成矿活动有控制作用，后生者

又对先成产物起破坏作用；与矿有关者应是较早(J3一K1)形成的那一套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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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j红山铜矿普查区火成角砾岩分布略图

(据赣南地调大队的“红山一小照地质略图”缩编)

Fig．1 S救etch map sho、讲ng distribution of igneous breccia in Hong$han∞pper pr06pecting area

(after sDuth Jiangxi(知109ical surveying pany)

1．上白垩统2．下震旦统3．火成角砾岩4．花岗斑岩5．铜矿体投影6．辉绿玢岩7．“红山角砾岩

筒”边界线8．断层及编号

2角砾岩体的形态、产状、规模

红山矿区存在一个大的角砾岩筒，和14个小的角砾岩体o。其大者命名为“红山角砾岩

体”，椭圆形，长轴走向北北东，长约2 000 m，宽约1 000 m，面积1．2 km2，倾向东或南东，倾角

50。～70。，倾斜延深>l 000 m；其小者则形态各异(一般呈椭圆状、长条状)，大小不等，产状不

同(总体上沿红山角砾岩筒呈放射状或环状分布)。

据我们初步观察，很难得出如同上述的认识。疑难在于“红山角砾岩体”这个大岩筒之能否

确立，总感证据不充分。但是，这种认识由来已久oo，反映此观点的红山隐爆角砾岩筒平面图

一直沿用至今。红山地区山势陡峻，相对高差大，植被覆盖普遍，岩石变质、风化强烈，仅根据
交叉穿越“岩筒”的地表地质调查和所采样品的薄片(包括钻孔岩芯样品)观察，我们尚难确信

此“岩筒”的存在。然而在未获得红山地区更精确的角砾岩(含准角砾岩)填图资料之前，亦不

便断然否定。仅就已有资料分析，我们认为：“红山角砾岩筒”是由一群形态、产状、大小各异的

小角砾岩体组成。这些角砾岩体，包括已确认的14个小角砾岩体在内，规模都不大，其中大者

长不超过400 m，小者仅3 m。它们的空间展布特征与区内花岗岩类(J—K)小岩体类似，其长

O江西地质矿产局，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红山铜矿普查1993年工作安排”。

o江西地质局909地质大队一分队，“江西省会昌县红山矿区铜矿普查报告”，1979。

O江西地质科学研究所，“江西燕山期隐蔽爆破相岩石及其与成矿关系的初步研究，1979。

o江西地质矿产局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江西红山铜矿普查1993年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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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产＼F㈣延伸名士，上导地位，次为Nw走向，再次为其它。很明显，小花岗岩体和小角砾岩

体有伴生关系。此外，红山矿区内岩石(z1)较为破碎，但并非全是准角砾岩，其为构造碎裂岩

者亦到处可见，若全视为“震裂岩”则“岩筒”犹可圈定。

3角砾岩的岩石学特征

红山矿区角砾岩的地表露头并不显眼，一些典型的火成角砾岩标本大多从钻孔岩芯获得，

根据地表观察，结合岩芯研究，这里的火成角砾岩大致可分出4种，但由于不同学者之分类前

提／原则不同而有不同的命名。

据刘家远等的描述，有震碎角砾岩、爆破角砾岩、热液交代角砾岩和热液注入角砾岩等。

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划分出震碎角砾岩(分布在某些花岗斑岩体的边缘)、崩塌角砾岩、爆

破角砾岩，又据角砾岩成分而细分为花岗斑岩角砾岩、变质岩角砾岩、热液角砾岩等。

据本组观察并按火成角砾岩分类方案¨J，该矿区见有震裂角砾岩，为A2一B1一Cl组合；

震碎角砾岩，为A2一B2一C2组合；爆破混积角砾岩，即A2一B4一C3组合；卵石岩墙，本文统称

之为灌入角砾岩，这里所见到的为岛一C3组合，如ZKl2机台之南的民窿和牛牯远所见，其卵

石大小为30～50 mm(长径)，其成分多为花岗闪长斑岩和变质岩，特殊之处在其“胶结物”几

乎全是泥巴，其为构造角砾岩还是火成角砾岩?有待研究。现对所见其火成角砾岩作简短描

述，以便与其它矿区的角砾岩进行对比。

3．1震裂角砾岩(BJ)

原岩为变粒岩(Z1)，强硅化，它被多向裂隙切成“角砾”状，但无位移；裂隙均被微石英脉充

填(=胶结)，乍看像硅化破碎带。但是，它的露头有限，并非线型或面型分布，只是局部露头。

因此，它不是断裂构造岩，而可能是由于其下隐伏岩体侵位期所引起的顶部岩石破裂，故将其

归入隐爆(A2)系列的一种——准角砾岩(B1)，缘其胶结物(微细、网状石英脉)很少，应属微基

角砾岩(c1)。在ZK402(孔深226 m处)岩芯所见者为花岗闪长斑岩，岩石中微小裂隙(微石英

脉)发育，其石英和俄绢云母化长石斑晶被切开，进一步证实A2一Bl—cl组合的角砾岩存在。
3．2震碎角砾岩(B2)

它与Bl的区别是其碎裂化程度更强，被破裂的岩块／矿物之间可见一定程度的位移，故其

应属隐爆岩系列(A2)，因其破损程度甚明显，碎块僻屑有可见之位移，故归入比准角砾岩
(B1)高一级的震碎角砾岩(B2)，其砾级碎屑(①>2 mm者)含量占全岩的70％～90％，当划入

填基角砾岩(Q)之列。

3．3爆破混积角砾岩(B4)

爆破角砾岩是显眼的角砾岩，作者所见与前人略同，只是定名有别。同前人一样，主要以

钻孔岩芯样为依据，我们的观察样品采自ZK402、zK403和ZKl5b1的岩芯。据已有样品，红

山的爆破角砾岩有如下特点。

(1)角砾角砾成分或以变粒岩(Z，)为主，有时可见斑岩；或以斑岩为主，有时可见变粒

岩；角砾形态多样，均为次棱一棱角状；角砾大小悬殊，大者可达矗·100 mm，小者2 mm±，总

之，它的成分单一，搬运距离不大，大小混杂。

(2)胶结物以岩粉／细屑胶结为主体，夹杂着有热液期矿物(微石英脉、硫化物等)，为岩

  万方数据



第l期 江西会昌红山地区火成角砾岩与成矿关系研究 13

浆者少见，故应属B4。
it (3)其它红山矿区的爆破角砾岩多气孔、空洞及晶穴、梳状石英等，这是火成角砾岩晚期

产物，说明作为爆破动力的母岩浆富挥发份。

按作者分类[1I，它们分别属于爆破框基角砾岩(A2一B4一C4组合)和爆破少基角砾岩(A2

一B4一Q组合)。

4角砾岩的蚀变与矿化

4．1蚀变作用

红山矿区岩石蚀变普遍，主要的蚀变类型是绢云母化、硅化和黄铁矿化，次为(局部的)绿

泥石化、钾长石化、白云母化等。

(1)绢云母化

绢云母化是面型的，无论变质岩(Z1)还是花岗斑岩都如此，它们的长石均因绢云母化而呈

原形假像；在镜下看，除石英及某些金属矿物外，其它矿物几乎全被绢云母交代。角砾岩中的

角砾部分(变粒岩或斑岩)也如此。很明显，这是在区域变质基础上叠加后期蚀变的综合产物，

同时表明，它是角砾岩前的，至少是成矿前的蚀变。所以，绢云母化与铜矿化没有成因联系。

(2)黄铁矿化

它也为面型分布，星星点点，在变粒岩、斑岩和角砾岩中都有，其特殊者呈微小脉形。前者

可列于围岩蚀变范围，如同绢云母化一般乃是区域性蚀变叠加了后期(包括线型)的蚀变；而后

者则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穿切角砾岩中角砾(进入基质)的，而且伴生黄铜矿化的黄铁矿微一
细脉，此乃矿化阶段之产物。

(3)硅化

硅化也是多期和多成因的，有沿断裂而生的破碎带硅化，有沿斑岩脉两侧分布的热变质硅

化，有到处可见的网脉状石英微一细脉。对其成因和生成阶段进行逐一判别是难能做到的，但

可分出角砾岩前和角砾岩后两大阶段。角砾岩前之硅化普遍，在变粒岩、斑岩和角砾岩中都可

观察到；角砾岩后者则为穿切角砾岩(包括角砾和基质)的微一细脉，有新鲜、干净者，有伴随黄

铁矿微脉者，也有包含气孔、洞穴和其孔／穴中容藏石英晶芽者。显然，角砾岩后之硅化也不止

一个阶段。虽然类似者亦在斑岩和／或变粒岩之局部地段(有方向性)可见到，但从时序上说，

斑岩晚于变粒岩自不必提，而角砾岩晚于斑岩亦毋庸置疑。因此，就角砾岩而言，其最主要的

蚀变是硅化，那么，对矿(化)体来说，其围岩蚀变之最主要者还是硅化。

4．2矿化、矿石和矿体

红山矿区是铜矿普查区，此言矿化者即指cu矿化。该矿区Cu矿化普遍，在已施工的钻

孔中，有47个钻孔见有不同程度的矿化，从地表至深部均有工业矿体存在，主要集中在劲松岭

—红山一带，据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资料，已圈出9个工业矿体。在这9个矿体(编号v1一

v9)中，除Vl和v9之外，V2一V8均呈脉状一扁豆状，大致走向为N孵一NNw，倾向多为

Nl卜．NEE，仅v7为SE／么58。；Vl为透镜状，走向NE49。～72。，SS卜SE仫30。～70。；V9形
态、产状尚不清楚(当时正在勘探中)，初步推断为NNE走向，sEE仫50。～70。。由此可见，已
确认的矿体为脉状一似脉状，产状可分r、m乙’NNⅣ走向(占多数，吨位数大)和肛NNE走
向两组。矿体延深较大，似乎NW～NNW组矿体的延深(350～800 m)比NE—NNE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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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50 m，仅vl一例)。

红山的铜矿石物质组成较为简单。因为矿化主岩一般是斑岩，故其脉石矿物即一般花岗

斑岩的基本组分，如长石、石英、云母之类及其蚀变矿物和副矿物。矿化的基本方式是充填，充

填不同级别的裂隙而形成不同的脉状矿化体，充填在孔穴中和／或多组裂隙交汇处则形成团块

状矿化体。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矿(如Vl所见)，辉铜矿、斑铜矿(如V2一v7所见)和兰辉铜

矿(如V8、V9所见)，其次为Cu的氧化物，碳酸盐，硫酸盐及复硫盐之类，如赤铜矿、黑铜矿、兰

铜矿、孔雀石、胆矾及黝铜矿，此外还有墨铜矿(据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资料)。从矿物学角度

来看，墨铜矿是深源矿物，多产在蛇蚊岩或火成碳酸盐岩中，它与分布广泛的、常见的马基诺矿

——(Fe、Ni、C0、Cu)S，极容易相混，以往报导的墨铜矿有很大一部分是马基诺矿【2 J。就红山

的地质环境来说，它韵墨铜矿或许也是马基诺矿。其它金属矿物还有黄铁矿(普遍而量多)、磁

铁矿、钛铁矿、方铅矿、闪锌矿、辉钼矿、辉铋矿和辉银矿等。

矿石的结构可分出10多种，需要提及的是，普遍见到的一种填间结构，黄铁矿、斑铜矿、铜

兰、辉铜矿和方铅矿、闪锌矿等充填在石英、长石粒间，金银矿充填在石英粒间，它反映了一期

典型的浸染状矿化。当然，复杂的交代结构是更主要的，无论浸染状或是细脉型矿化，它都是

占主导地位的矿石结构。红山矿区含铜矿的矿石构造最主要的有两种：

(1)细脉浸染状构造，这是细脉浸染状矿化造成的，含铜矿物呈细粒集合体沿造岩矿物粒

间和／或岩中微裂隙及裂隙壁充填交代而成，受矿化的主岩多半是斑岩。

(2)角砾状构造，矿化寄主岩石是角砾岩，含矿溶液沿角砾边缘，或角砾岩的后生裂隙充填

而成。在破碎强烈的地段，甚至形成以黄铁矿为主的，含铜硫化物集合体作胶结物的“热液”角

砾岩(B6)。它表明，在红山矿区，主矿化期应在角砾岩后，不管这种角砾岩是何成因，在这里角

砾岩只不过是一种利于矿化寄生的岩石单元。

5对铜矿床若干问题的探讨

5．1关于成矿地质环境

红山地区的主成矿期应属中一晚中生代(J—K)，志留纪以后到成矿前长期处于隆起、剥
蚀环境，成矿时的供水条件差，主要源于以断裂为主水道的裂隙系统地下水；地下水(混合型)

的组成来源为天水(主体)+变质水+岩浆水。在这种环境下，矿质来源主要依赖于岩浆体，以

岩浆源矿化为主，局部可见地层源矿化；其产出类型以B亚类为主，VB、ⅥB(含角砾岩中矿化)

和ⅡB型。由此推之，这种环境的成矿活动其规模有限，不排斥可能存在隐状的斑岩(Cu)矿化

体(ⅥA+B)，然对其成矿规模亦不作理想估计。

5．2关于角砾岩体

以往资料都描述着红山一大山一带为一个大的“角砾岩筒”，赣南地调大队五分队认识到

除大“角砾岩筒”之外还存在14个小的角砾岩体，后者较前者客观。

据作者观察、研究的结果，红山一大山“角砾岩筒”是否存在尚难定论。较多的迹象表明，

这个大“岩筒”荆E火成角砾岩筒，而是一不同走向(主要为2组)的角砾岩(脉)体群；线型角砾
岩单体主要由B4型角砾岩组成，在其影响下派生出B1、B2型角砾岩(主要在围岩中)；角砾岩

体(B4型)之间通过Bl、B2型角砾岩联结似成一体，占据一个较大的空间。所以，在钻孔岩芯

中找B4比在地表容易，而Bl、B2型则在地表普遍。从岩理上说，这种火成角砾岩属超浅成岩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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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非次火山岩系之派生体，前者之爆炸能力不及后者。但是，它仍然是年青花岗岩岩浆上升

的岩浆蒸气爆破产生的角砾岩，如图2所示，有斑岩脉上部或侧部的角砾岩(B4)，有顶部原地

包封的接触带碎、裂角砾岩(B2、B1)，也有沿裂隙挤出的灌入角砾岩(B7，含卵石岩墙)和沿断裂

破碎带充填的角砾岩。由图可知，隐伏小岩体顶部原地包封接触带角砾岩(BI—B2)连成一体

可造成“角砾岩简”假相。这个假相带的位置相当于水动力角砾岩带，其规模取决于古地下水

的供、输状况，供水愈足则岩浆爆炸力愈强，包封角砾岩带的规模愈大；反之亦然。

图2红山地区角砾岩与成矿图解(示意)

Fig．2^他p sh0澌ng relations between igneol玛breccia and mineralization in Hon秘han region

1．震旦纪变质岩2．奥陶一志留纪花岗岩3．侏罗一白垩纪花岗岩4．侏罗一白垩纪花岗斑岩5．火成角

砾岩6．岩体顶部角砾岩化带(水动力角砾岩带)7．脉状矿(化)体8．浸染状矿化9．构造角砾岩

5．3关于矿化、矿体和勘探线

诚如上文所述及图2所示，红山Cu矿是为斑岩后(角砾岩中)细脉充填型，属岩浆源矿

床。超浅成岩体(花岗斑岩)为年青花岗岩体(Ⅱ)G[3])顶部分支，其成矿能力(以Cu为例)取

决于11)G本身之矿质及挥发份携带量，也取决于岩浆源区I阶岩浆房(=H)G【3J)的原岩Cu

丰度及Ⅱ阶岩浆房(=SDG【3J)的分异程度和矿化剂的类型与含量。前者受制于成矿时的盖层

地质环境，后者依赖于基底环境；盖层环境是局部的(小环境)，而基底环境是区域的(大环境)。

从大环境(华夏板块)来说，Cu的矿质源不足以成大矿，在小环境优越处可形成中一大型规模

的铜矿床。红山的小环境不及紫金山，成岩产物显示了当时岩浆挥发份补充条件不佳，故Ⅱ阶

分异不足，Ⅲ阶爆破力不强；又因侵位老地层(Z1)不能建立有效的水热循环体系，得不到外来

成矿物质补充，故成矿难有大气候。有望处寄于对深部情况之了解，若地表斑岩脉(含角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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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之“脉根”在深部为连成一片的细脉浸染型斑岩矿(贫矿)可达较大规模。按我们的剥蚀率

公式计算，估计其“根部”球面埋深为300～1 000 m。以埋深(距现代地表)300～500 m为矿化

体(自然矿化体空间)上部，500 m以下为下部，若其上部矿化品级(品位、品质)优于下部则矿

化规模中等，反之或许为大型。

至于勘探线方向，原有北北东向施工线，后改为北西西向布设，后者较为合理。因为，红山

角砾岩体、斑岩体虽单体走向不同，然主要取NE-一NNE及肛NNw两组走向，其与区域构造线一致，矿体亦如是，故其勘探线可NE、NW，亦可Ew向布设，唯独不能SN向，故舯
向布勘探线可取。

既已言及，再进一言，红山已成“鸡肋”，若还有投入，建议再上物探重查隐伏(小)岩体，集

中查明隐伏小岩体一角砾岩体一地表斑岩体一矿体四者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然后再决定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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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嘣

BaSed on research of ge。logical Settings，fo咖，occurrence，ScaIe，pe仃0109ical and alteration

featureS of igneOus breccia and、^，ith the p∞0Specting theory of“mineralization in pale0一hy-

drothem隐l active area”and“mineralization related to three—stage granitoids”，the authorS con—

clude that the Scale Of mineralization in the studied area is quite limited．

Key w0柑s lgneous breccia copper deposit H。ngshan area Huichang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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