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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江西马塘地区的花岗岩质硅化破碎带中发育孔雀石化黄铜矿化蚀变石英闪长玢岩、黄

铜黄铁矿化次生石英岩,构造带两侧见有多处脉状花岗岩、花岗斑岩出露。推测铜矿化与深部的

隐伏斑岩体关系密切;地表显示为花岗岩质硅化破碎带中的裂隙充填型细脉浸染状矿化, 深部可

能赋存有斑岩型工业铜矿体。本区是寻找隐伏斑岩型铜矿床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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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江西马塘地区位于九岭南坡罗城 ) 村前铜多金
属成矿带的北部[ 1] ,距著名的高安村前 ) 宜丰新庄

夕卡岩型+ 斑岩型铜矿床约 7 km。工作区西起马

塘,东至尖刀山,长约 8 km,宽约 1. 5 km,面积约 12

km 2 (图 1)。激电中梯剖面及激电测深成果显示,区

内存在一近 EW向的异常带,异常带倾向 S, 铜异常

呈 EW走向,条带状,异常具有明显的低阻、高极化

特征。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圈出 Cu, Zn, Ag, A u, As

综合异常,浓集中心明显,各元素异常中心区域相对

吻合,且与地质构造特征矿化地质体相一致。F2断

裂及其上盘(北盘)蚀变硅化(碎裂)破碎带黄铜矿

化、黄铁矿化明显,宽 20~ 50 m范围均见矿化, 铜矿

(化)体近 EW 向延伸,受构造裂隙控制。地表工程

BT 0001见铜矿体厚 14. 90 m, 铜品位 w ( Cu)最高

1. 765%, 平均 0. 519%。

区域范围内大面积出露中元古界蓟县系宜丰岩

组浅变质岩系
[ 2]
。其北部发育近 EW 走向, 宽度

1 000~ 2 000 m的雪峰晚期第一阶段黑云母花岗

(闪长)岩、中细粒含斑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及燕山晚

期第一阶段细粒白云母二长花岗岩, 岩体中部蚀变

强,并受构造影响,岩石为花岗质碎斑岩、碎粒岩、糜

棱岩等,并见有矿化硅化碎裂(角砾)岩带。岩体中

发育较多的脉状地质体, 主为石英闪长玢岩、花岗

岩、花岗斑岩。与矿化关系密切的主要为石英闪长

玢岩。

1  矿区地质

1. 1  地层

( 1)第四系全新统联圩组( Qhl) :沿水系组成 Ñ

级阶梯,岩性为亚粘土、亚砂土。下部为砂砾石层和

含砾砂层。

( 2)蓟县系宜丰岩组( Jxy ) : 岩性以绢云母千枚

岩为主,另有绢云母石英千枚岩、砂质千枚岩等。在

此层位中, 发育有灰白色石英岩脉, 断续长 2~ 3

km ,宽 2~ 50 m。

1. 2  岩浆岩

雪峰晚期第一阶段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中细

粒含斑黑云母闪长岩侵入于中元古界浅变质岩系

中;燕山晚期第一阶段又有细粒白云母二长花岗岩

的侵入。后期变形作用的改造使部分花岗质岩石成

为花岗质碎斑岩、花岗质碎粒岩、花岗质糜棱岩等构

造岩。

马塘铜矿化带主要分布于该岩体中, 沿近 EW

向硅化(碎裂)角砾岩带两侧蚀变强, 远离角砾岩则



蚀变弱。构造带中有 3种岩石类型:黑云母花岗(闪 长)岩、花岗质碎斑岩和花岗质糜棱岩。

图 1 马塘铜矿区地质图

F ig . 1  Geolog ical map of Mat ang Cu pro spect

1.第四系 2.蓟县系宜丰岩组 3.细粒白云母花岗二长岩 4.中细粒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5.石英闪长玢岩

6.闪长玢岩 7.角砾岩 8.花岗岩脉 9.花岗斑岩脉 10.石英脉 11.变辉绿岩脉 12.变基性岩脉 13.正断层

14.硅化破碎带 15.推测断层 16.地质界线 17.产状 18.片理产状 19.铜矿体 20.铜矿化体 21.角岩化

22.绿帘石- 绢云母化 23.硅化- 钾化 24.绿泥石化- 高岭土化 25.勘探线及编号

图 2  马塘铜矿矿区 BT0001 素描图

Fig . 2  Sket ch of BT0001 in Matang Cu prospect

1.花岗质碎粒岩 2.黄铜矿化角砾岩 3.黄铜矿化硅化闪长玢岩

4.铜矿体 5.构造破碎带 6.硅化花岗质碎裂岩 7.次生石英岩

1. 3  脉岩

脉岩主要发育在上述岩体中和

F1、F2 的北侧,主要有石英闪长玢岩、

花岗岩脉、花岗斑岩脉。与矿化关系

密切的主要为石英闪长玢岩。

在F 1 及F 2的北侧祖肖贯、伍家、

店背山、陈家村、余坡岭等多处发育

花岗岩脉, 脉体产状近 EW 向和 NW

向,与 F 1 , F 2 关系密切。在陈家村北

部还发现了花岗斑岩脉。

1. 4  构造

区内主要发育两条主断裂 ( F1、

F2 ) ,近 EW 走向延伸。F1 主断面倾

向 N,倾角较陡,在 65b~ 70b之间, 位

于南部岩体(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与

围岩(宜丰岩组千枚岩)接触处,断裂

带宽 0. 5~ 5 m, 具明显硅化、黄铁矿

化,局部黄铜矿化; F2位于岩体内部,

北侧断面倾向 N, 南侧断面倾向 S,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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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陡, 在 65b~ 85b之间,断裂带及附近岩石变为花岗

质碎斑岩、碎粒岩,局部为角砾岩。强硅化蚀变, 具

明显的黄铜矿化、黄铁矿化。该断裂带宽度(上盘)

达 20~ 50 m,带中及其附近发育多处孔雀石化、黄

铜矿化的石英闪长玢岩和花岗岩脉。根据 BT 0001

刻槽取样、分析圈出铜矿体厚 14. 90 m , 铜品位 w

( Cu)最高1. 765%,平均0. 519%(图 2)。

图 3  马塘矿区激电中梯(Qs、Gs)等值线平面图

Fig . 3  Isoline plan o f IP mid g radient sur vey

1. Qs等值线( 8 # m) 2.Gs 等值线( % )

2  地球物理特征

工区内开展的激电中梯剖面测量共布置剖面 6

条,控制走向长 1200 m, 线距 200 m ,结点点距 AB

= 1460 m,测量点极距 MN = 120 m ,点距 20 m, 选

择 8个点作激点测深测量。激电中梯剖面测量及激

电测深测量成果显示测区存在一近 EW 走向的低

阻、高极化异常带, 异常带倾向 S, 低阻与高极化特

征明显,峰值位置吻合,异常宽度在 300 m 以上, 横

贯整个测区(图 3 )。

3  地球化学特征

  2003年江西省地矿局赣西地质调查大队对测

区进行了 250 m @ 40 m 网度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6

km2 ,用采集的 439件样品统计出背景值、异常下限

及 3倍于对数标准偏差背景平均值, 采用内插法并

结合地球化学理论及地质构造特征勾绘出 Cu, Zn,

Ag, Au, A s综合异常, Cu 元素异常呈 EW 向条带

状,浓集中心明显,梯度变化大, 宽 100~ 200 m, 长

1 500 m。w ( Cu)最高值达 610 @ 10
- 6 [ 3]

。A u元素

异常呈近 EW 走向长条带状, 形成明显的浓集中

心,宽 50~ 400 m ,总长 2 500 m。Ag 元素异常形成

3处长条椭圆状异常, w ( Ag )最高值 50 @ 10
- 6
。综

合异常呈多元素组合( Cu, A u, Zn, Ag , A s, Pb, Bi) ,

各元素异常中心区域相对吻合, 且与地质构造特征

矿化地质体相一致。

4  矿(化)体地质特征

4. 1  矿(化)体规模、产状

测区 F2断裂及其上盘 (北盘)硅化(碎裂)破碎

带中孔雀石化、黄铜矿化、黄铁矿化明显,在 20~ 50

m的宽度范围内均见矿化,铜矿(化)体呈近 EW 向

延展, 受构造裂隙控制。主矿体产状 200b N65b, 从

地表工程样品分析结果看, 铜矿层厚度 0. 87 ~

14. 90 m , w ( Cu ) = 0. 24% ~ 1. 765%, 平 均

0. 519%。

4. 2  矿石质量特征
( 1)矿石矿物成分: 主要为黄

铜矿、黄铁矿、另有少量铜蓝、胆

矾、孔雀石及毒砂; 非金属矿物有

石英、斜长石、钾长石、云母类, 少

量电气石、锆石、磷灰石等。黄铜

矿呈微细脉状, 脉宽 0. 01~ 0. 1

mm, 或呈星点状出现, 呈他形晶,

粒径 0. 01~ 0. 06 mm,常与黄铁矿

伴生。地表氧化或遇水生成胆矾、

孔雀石等次生矿物。黄铁矿呈微

细脉状或浸染状出现, 脉体宽 0.

01~ 0. 5 mm, (后期脉宽 1 ~ 7

mm) , 半自形立方体或五角十二面

体,粒径0. 01~ 0. 07 mm。一般沿

岩石碎裂充填, 可见被后期石英脉

切割的现象,石英细脉中见黄铁矿

呈星点状或细脉状产出。其原岩

主要为石英闪长玢岩和次生石英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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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矿石结构构造:角砾状、碎斑- 碎粒状结构;

角砾状、碎裂状构造。

4. 3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主要化学成分为 Cu 和 S, 次有 Pb, Zn,

Au, Ag 等。w ( Cu) = 0. 24% ~ 1. 765%, w ( S) =

0. 5% ~ 2. 5% , Pb 和 Zn 局部富集, 品位< 0. 1%,

Au和 Ag 一般较贫, 偶有品位较高者 ( w ( Au ) =

6. 08 @ 10- 6 , w ( Ag ) = 142 @ 10- 6 )。

4. 4  矿体围岩

铜矿化产于蚀变石英闪长玢岩、次生石英岩、硅

化岩、花岗质角砾岩、碎斑岩、碎粒岩中,铜矿体的界

线按照铜的品位划定, 上述围岩的岩石类型与铜矿

体并无专属性。

5  结论

江西马塘地区的花岗岩质硅化破碎带中发育孔

雀石化黄铜矿化蚀变石英闪长玢岩、黄铜黄铁矿化

次生石英岩,构造带两侧见有多处脉状花岗岩、花岗

斑岩出露。推测铜矿化与深部的隐伏斑岩体关系密

切,地表显示为花岗岩质硅化破碎带中的裂隙充填

型细脉浸染状矿化, 深部可能赋存有斑岩型工业铜

矿体。本区是寻找隐伏斑岩型铜矿床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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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licified cataclast ic zone in g ranite in M atang ar ea, Jiangxi pr ovince is developed w ith

malachitizat ion and chalcopyrit izat ion, quartz diorit ic porphyrite and pyrite-chalcopy rite-m ineralized quar-

tzite. On either side o f the cataclast ic zone are exposed many dyke- like gr anite and g ranit ic po rphyr y. At

surface, fissure- filling veinlet- dissem inat ion m ineralization is observ ed in the silicified cataclastic zone.

The mineralizat ion is inferred to be closely r elated to porphy ry body at depth w here indust rial por phyry

copper ore body may occur. M atang ar ea is the target fo r prospect ing blind por phyry copper ore deposit s.

Key Words:  copper ore; metallo genic feature; or e mark; M atang area; Jiangx i pr 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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