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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至２０１８年底，湖北省已探明资源储量矿产有９１个矿种及１４１８个矿产地。本文采用最新同位素年

代学数据，讨论了吕梁旋回、晋宁旋回、加里东旋回、印支旋回、燕山旋回和喜马拉雅旋回等６个构造旋回的构造地

层岩浆时空演化过程，探讨了各构造旋回演化过程中发生的岩浆成矿作用、沉积成矿作用、变质成矿作用、表生成

矿作用、流体成矿作用，划定了６个成矿系列组和３２个矿床成矿（亚）系列，总结了成矿规律。湖北省有３个爆发性

成矿时期：早震旦世在神农架—宜昌—钟祥地区生物化学沉积形成了磷矿矿集区，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在鄂东南

地区发生了与岩浆成矿作用有关的大规模铁铜多金属成矿作用，白垩纪—古近纪在江汉盆地沉积形成了石膏盐

石油等矿床。

关键词：构造演化；成矿作用；成矿系列；湖北

　　湖北省大地构造主体位于华南板块，涉及３个

二级构造单元：华北板块南缘北秦岭古生代—中生

代复合造山带、华南板块北缘南秦岭大别中生代造

山带和扬子陆块（Ｈｕｂｅｉ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

在漫长的构造演化历史中经历了初始陆壳（结晶基

底）形成（太古宙—古元古代）、扬子克拉通基底形成

（中元古代—青白口纪）、大陆裂解增生及统一大陆

形成（南华纪—中三叠世）和陆内盆山演化（晚三叠

世—第四纪）等阶段，形成了不同种类不同成因类型

的矿产，成矿强度也存在差异。

前人对湖北省矿产资源进行了系统研究工作

（ＬｉＪｕｎ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ＺｈｏｕＳｈａｏｄ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近年来，国土资源大调查、危机矿山、整装勘

查等矿产勘查项目在鄂东南深部找矿、宜昌地区磷

矿勘查、鄂西北稀土矿矿产调查等方面取得了新的

发现，基础地质研究方面对湖北省前寒武纪地层、三

里岗岩浆弧、大别弧盆系岩浆岩岩石构造组合、第四

纪岩石地层序列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 （Ｈｕｂｅｉ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本文在湖北省基础地质

及矿产勘查最新成果基础上，搜集了新近发表的同

位素年代学资料，以湖北省探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地

为研究对象，探讨湖北省大地构造演化与成矿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矿床成矿系列，进一步总结了

成矿规律，为今后地质找矿工作部署提供依据。

１　湖北省资源特征

湖北省矿产资源种类丰富，优势矿产明显。据截

至２０１８年底湖北省矿产资源储量表，查明资源储量

矿产９１种，铁、铜、磷矿、岩盐、石膏、水泥用石灰岩等

矿产资源丰富，其中磷矿探明资源储量在全国名列

前茅。

根据矿体产状及控矿构造特征，将人为分割的

矿产地进行了整合。经过全面清理，截至２０１８年底

湖北省已探明储量矿床有１４１８处，大中型矿床４６１

处，其中能源矿产有８处，金属矿产９２处，工业矿物

类非金属矿产１２９处，岩石（土）类非金属矿产１５１

处，水气矿产８１处。湖北省重要及代表性矿床见表

１。湖北省矿产资源地域集中度较高，磷矿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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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保康—神农架—宜昌地区及钟祥地区，铁铜金

钨钼等矿产集中分布于鄂州—黄石地区，石油、石

膏、盐矿等矿产主要分布于江汉盆地及其周缘。

２　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

２１　中太古代—古元古代

为初始陆壳形成阶段，属吕梁旋回，大地构造单

元属扬子古板块（Ⅰ），划分为北秦岭陆块（Ⅰ１）、南

秦岭陆块（Ⅰ２）及扬子陆块（Ⅰ３）（图１）。湖北省太

古宙—古元古代地质体零星出露于黄陵地区和大别

地区，主要为一套绿岩花岗地体。黄陵地区出露太

古宙野马洞岩组（Ａｒ２狔）、ＴＴＧ花岗岩及古元古代

黄凉河岩组（Ｐｔ１犺），受吕梁运动影响，沿殷家坪—核

桃园一线出露与俯冲有关的力耳坪岩组（Ｐｔ１犾）蛇绿

岩，发生了Ａ型花岗岩（黄陵圈椅!

、钟祥华山观）

侵入及火山喷发沉积作用（白竹坪组（Ｐｔ１犫）），形成

了扬子陆块（Ⅰ３）。南秦岭陆块（Ⅰ２）出露新太古

代—古元古代表壳杂岩（木子店岩组（Ａｒ３犿）和大别

山岩群（Ｐｔ１犇））和新太古代ＴＴＧ片麻岩，北秦岭陆

块（Ⅰ１）省内仅在随州北部小林一带出露秦岭岩群

图１　湖北省太古宙—古元古代构造单元划分与矿产分布图（构造单元划分据湖北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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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扬子古板块；Ⅰ１—北秦岭陆块；Ⅰ２—南秦岭陆块；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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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桐柏大别地块；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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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黄陵东缘造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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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１犙）表壳岩系。

太古宙—古元古代（吕梁旋回）主要形成了铁

矿、石墨矿、石榴子石及花岗岩等矿产。

铁矿以团风县贾庙铁矿床为代表，赋矿围岩为

太古宙—古元古代表壳岩系，变质作用导致赋矿围

岩中的铁质进一步富集成矿。

黄陵地区黄凉河岩组（Ｐｔ１犺）中赋存有石墨和石

榴子石，分别以宜昌市三岔垭大型石墨矿床和宜昌

市彭家河中型石榴子石矿床为代表。黄凉河岩组

（Ｐｔ１犺）原岩为长石质细砂岩和富黏土质粉砂岩夹页

岩及黏土岩，为孔兹岩系。古元古代末期２．１～

１．８Ｇａ发生了一次构造热事件（ＱｉｕＸｉａｏｆｅ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ＷｅｉＪｕｎｑ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表２），黄陵地区普遍

遭受了角闪岩相麻粒岩相中深变质作用改造，在高

角闪岩相温压条件下，孔兹岩系中碳质转化为（鳞片

状）晶质石墨，富铁铝质变质形成石榴子石，达到工

业品位即成石墨、石榴子石矿体。

黄陵圈椅
! Ａ 型花岗岩侵位于１．８Ｇａ左右

（Ｘｉｏｎｇ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可作为优质饰面用石材

开发利用。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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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湖北省重要矿床及代表性矿床一览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犻狊狋狅犳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犪狀犱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狏犲犱犲狆狅狊犻狋狊犻狀犎狌犫犲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编号 矿床名称 主矿种 规模 编号 矿床名称 主矿种 规模

１ 黄石市红星、东方红、红旗、东井煤矿床 煤炭 中型 ６９ 宜昌市孙家墩磷矿床 磷 大型

２ 郧县胜利石煤矿床 石煤 中型 ７０ 宜昌市杉树垭磷矿床 磷 大型

３ 潜江市王场油田 石油 中型 ７１ 宜昌市挑水河磷矿床 磷 大型

４ 天门市马王庙油田 石油 中型 ７２ 宜昌市江家墩磷矿床 磷 大型

５ 利川市建南气田 天然气 中型 ７３ 保康县堰边上磷矿床 磷 超大型

６ 咸宁市温泉地热田 地热 中型 ７４ 兴山县树崆坪磷矿床 磷 超大型

７ 赤壁市五洪山地热田 地热 中型 ７５ 宜昌市杨家扁磷矿床 磷 大型

８ 丹江口市陈家垭铁矿床 铁 中型 ７６ 宜昌市高烽磷矿床 磷 大型

９ 丹江口市银洞山钛磁铁矿床 铁 大型 ７７ 钟祥市牛心寨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０ 神农架林区主峰铁矿床 铁 中型 ７８ 大悟县黄麦岭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１ 宜昌市夷陵区官庄铁矿床 铁 中型 ７９ 宜昌市殷家坪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２ 长阳县火烧坪铁矿床 铁 大型 ８０ 远安县杨柳磷矿床 磷 超大型

１３ 建始县五家河铁矿床 铁 大型 ８１ 钟祥市胡集磷矿床 磷 超大型

１４ 建始县凉水井大庄铁矿床 铁 大型 ８２ 远安县莲花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５ 巴东县黑石板铁矿床 铁 大型 ８３ 远安县盐池河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６ 鄂州市程潮铁矿 铁 大型 ８４ 鹤峰县走马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７ 大冶市铁山铁矿床 铁 大型 ８５ 荆门市革集子陵铺石膏矿床 石膏 超大型

１８ 大冶市金山店铁矿床 铁 大型 ８６ 云梦县云梦石膏矿床 石膏 大型

１９ 大冶市大广山铁矿床 铁 中型 ８７ 荆门市麻城铺石膏矿床 石膏 超大型

２０ 大冶市刘家畈铁矿床 铁 中型 ８８ 当阳市高店子石膏矿床 石膏 超大型

２１ 大冶市灵乡铁矿床 铁 中型 ８９ 应城市应城石膏矿床 石膏 超大型

２２ 黄梅马尾山铁矿床 铁 中型 ９０ 利川市后河石膏矿床 石膏 大型

２３ 长阳县古城锰矿床 锰 中型 ９１ 黄石市石膏矿床 石膏 大型

２４ 郧县何家墁钒矿床 钒 中型 ９２ 应城市云应盐矿床 盐 超大型

２５ 郧县青马池钒矿床 钒 中型 ９３ 潜江市黄场盐矿床 盐 大型

２６ 丹江口市杨家堡石煤钒矿床 钒 中型 ９４ 潜江市潜江凹陷盐（卤水）矿床 盐 大型

２７ 安陆市曹程钒矿床 钒 中型 ９５ 天门市小板凹陷盐矿床 盐 超大型

２８ 鹤峰县走马坪钒矿床 钒 中型 ９６ 利川市罗圈坝硫铁矿床 硫铁矿 大型

２９ 崇阳县石坳金钒矿床 钒 中型 ９７ 恩施市红椿坝硫铁矿 硫铁矿 大型

３０ 通城县狮古尖钒矿床 钒 中型 ９８ 宜昌市夷陵区三岔垭石墨矿床 石墨 大型

３１ 枣阳市大阜山金红石矿床 金红石 超大型 ９９ 随州市柳林重晶石矿 重晶石 大型

３２ 枣阳市大阜山金红石砂矿床 金红石 大型 １００ 红安县华河萤石矿床 萤石 大型

３３ 大冶市桃花嘴鸡冠咀铜金矿床 铜 大型 １０１ 宜城市西山耐火黏土矿床 耐火黏土 大型

３４ 大冶市铜绿山铜铁矿床 铜 大型 １０２ 恩施市铁厂坝耐火黏土矿床 耐火黏土 大型

３５ 大冶市石头咀铜铁矿床 铜 中型 １０３ 宜城市西山铝土矿床 铝土 大型

３６ 大冶市铜山口铜钼矿床 铜 大型 １０４ 恩施市花石板高岭土矿床 高岭土 大型

３７ 大冶市郭家山铜矿床 铜 中型 １０５ 通城县关刀高岭土矿床 高岭土 大型

３８ 阳新县阮家湾铜钼钨矿床 铜 中型 １０６ 宜昌市夷陵区彭家河石榴子石矿床 石榴子石 大型

３９ 阳新县白云山铜矿床 铜 中型 １０７ 钟祥市杨榨累托石黏土矿床 累托石 大型

４０ 阳新县封三洞铜金矿床 铜 大型 １０８ 随州市沈家老湾钾长石矿床 长石 大型

４１ 阳新县鸡笼山铜金矿床 铜 大型 １０９ 随州市三合店钾长石矿床 长石 超大型

４２ 神农架林区冰洞山（花椒树坪）锌矿 锌 中型 １１０ 宜都市大湾粉砂岩矿床 粉砂岩 大型

４３ 兴山县坛子岭铅锌矿床 铅锌 中型 １１１ 武穴市关山粉砂岩矿床 粉砂岩 大型

４４ 宣恩县曾家档锌矿床 锌 中型 １１２ 大悟县松林饰面用花岗岩矿床 花岗岩 大型

４５ 阳新县银山铅锌矿床 铅锌 中型 １１３ 宜昌市松树崖花岗岩矿床 花岗岩 大型

４６ 大冶市付家山钨铜钼矿床 钨 中型 １１４ 麻城市白鸭山饰面用花岗岩矿 花岗岩 超大型

４７ 通山县徐家山锑矿床 锑 中型 １１５ 通城县九房饰面用花岗岩矿床 花岗岩 大型

４８ 崇阳县方山锑矿床 锑 中型 １１６ 襄阳市隆中石灰岩矿床 石灰岩 大型

４９ 长阳县钟鼓湾汞矿床 汞 中型 １１７ 荆门市水泥厂石灰岩矿床 石灰岩 大型

５０ 郧县秦家沟砂金矿床 金 中型 １１８ 当阳市三桥大沟水泥用石灰岩矿床 石灰岩 大型

５１ 随州市黑龙潭卸甲沟金矿床 金 中型 １１９ 京山县青龙山水泥石灰岩矿床 石灰岩 大型

５２ 大冶市金井咀金矿床 金 中型 １２０ 大冶市金山石灰岩矿床 石灰岩 大型

５３ 嘉鱼县蛇屋山金矿床 金 大型 １２１ 阳新县下纬山石灰石矿床 石灰岩 大型

５４ 竹山县银洞沟银金矿床 银 大型 １２２ 赤壁市南山水泥用石灰岩矿床 石灰岩 大型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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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编号 矿床名称 主矿种 规模 编号 矿床名称 主矿种 规模

５５ 兴山县白果园银钒矿床 银 大型 １２３ 咸宁市大屋邵—张家铺冶金用白云岩矿床 白云岩 大型

５６ 竹山县庙垭铌稀土矿床 铌稀土 大型 １２４ 大冶市岩峰石灰岩白云岩矿床 石灰岩 大型

５７ 广水市广水重稀土矿床 重稀土 中型 １２５ 咸宁市狮子山白云岩（炼镁）矿床 白云岩 大型

５８ 潜江县潜江凹陷卤水矿床 卤水 大型 １２６ 荆门市仙女山砂岩矿床 砂岩 大型

５９ 黄石市狮子立山凤梨山铅锌锶矿 锶 大型 １２７ 宜昌市官庄砂岩矿床 砂岩 大型

６０ 通城县南港独居石砂矿床 独居石 中型 １２８ 当阳市高桥庙玻璃用石英砂岩矿床 石英砂岩 大型

６１ 通城县隽水独居石砂矿床 独居石 大型 １２９ 江夏区八分山石英岩矿床 石英岩 大型

６２ 通城县断峰山钽铌矿床 钽铌 中型 １３０ 宜都市车家店黏土矿床 黏土 大型

６３ 保康县白竹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３１ 黄石市啤酒厂饮用天然矿泉水 矿泉水 大型

６４ 兴山县瓦屋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３２ 房县神农架饮用天然矿泉水 矿泉水 大型

６５ 保康县竹园沟下坪磷矿床 磷 超大型 １３３ 潜江市运粮湖矿泉水 矿泉水 大型

６６ 保康县白水河磷矿床 磷 超大型 １３４ 松滋县换甲山矿泉水 矿泉水 大型

６７ 宜昌市夷陵区孙家墩北东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３５ 孝感市城区地下水水源地 地下水水源地 大型

６８ 保康县桥沟磷矿床 磷 大型 １３６ 武汉市东西湖地下水水源地 地下水水源地 大型

图２　湖北省中元古代—青白口纪构造单元划分与矿产分布图（构造单元划分据湖北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２０）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ａｎｄＱｉｎｇｂａｉｋｏｕ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Ｈｕｂｅｉ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

Ⅰ—华北板块；Ⅰ１—北秦岭陆块；Ⅱ—华南陆块；Ⅱ１—南秦岭造山带；Ⅱ
１
１—枣阳大别弧盆系；Ⅱ

２
１—大洪山增生楔；

Ⅱ２—扬子陆块；Ⅱ
１
２—神农架京山地块；Ⅱ

２
２—黄陵造山带；Ⅱ３—江南造山带；Ⅱ

１
３—崇阳通山弧后盆地

Ⅰ—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ｅ；Ⅰ１—ＮｏｒｔｈＱｉｎｌｉｎｇｂｌｏｃｋ；Ⅱ—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ｅ；Ⅱ１—Ｓｏｕｔｈ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Ⅱ
１
１—ＺａｏｙａｎｇＤａｂｉｅａｒｃｂａ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Ⅱ
２
１—Ｄａ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ｅｄｇｅ；Ⅱ２—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ｌｏｃｋ；Ⅱ

１
２—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ｂｌｏｃｋ；Ⅱ

２
２—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Ⅱ３—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Ⅱ
１
３—Ｃ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Ｔｏｎｇｓｈａｎｂａｃｋａｒｃｂａｓｉｎ

２２　中元古代—新元古代青白口纪

为扬子台地基底形成阶段，属晋宁构造旋回，大

地构造单元划分为北秦岭陆块（Ⅰ１）、南秦岭造山带

（Ⅱ１）、扬子陆块（Ⅱ２）以及江南造山带（Ⅱ３）（主体

在江西境内）（图２）。中元古代—新元古代青白口

纪早期表现为板块裂离，晚期为板块汇聚，青白口纪

末期多陆块增生、汇聚形成了扬子统一克拉通基底。

中元古代全省仍为多陆块格局，晋宁运动导致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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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湖北省太古宙—中生代重要成岩成矿数据一览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犔犻狊狋狅犳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犻狊狅狋狅狆犲犪犵犲犱犪狋犪犪犫狅狌狋犱犻犪犵犲狀犲狊犻狊犪狀犱犿犻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犱狌狉犻狀犵犃狉犮犺犲犪狀犕犲狊狅狕狅犻犮犻狀犎狌犫犲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序号 岩性／矿体 地质体／矿床 采样地点 年龄（Ｍａ） 测试方法 资料来源

１ 榴线英岩 黄凉河岩组 宜昌市兴山县老林沟 １９６４±１２

２ 斜长角闪岩 野马洞岩组 兴山县水月寺镇核桃园 ２０４３±５１
锆石ＵＰｂ

ＱｉｕＸｉａｏｆ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ＷｅｉＪｕｎｑ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３ 花岗岩 圈椅
!

岩体 宜昌野马洞 １８５４±１７ 锆石ＵＰｂ Ｘｉｏｎｇ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４ 白云岩 矿石山组 神农架景区矿石山附近 １６３２±７５ 全岩ＰｂＰｂ ＬｕＳａｎ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５
黑云母角闪石英

云闪长岩
三斗坪岩体 宜昌市三斗坪 ８６３±９

６
角闪石黑云母英

云闪长岩
金盘寺岩体 宜昌市金盘寺 ８４２±１０

７ 细粒斑状辉长花岗岩 龙潭坪岩体 宜昌市龙潭坪 ８４４±１０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 ＷｅｉＹｕｎ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８ 花岗岩 黄陵花岗岩体
宜昌市三斗坪镇至

花鸡坡公路边
８３７±７ 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 Ｇａ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９ 英云闪长岩 黄陵杂岩体三斗坪岩体 宜昌市三斗坪 ７９４±７

１０ 二长花岗岩 大老岭岩体 宜昌市大老岭 ７９５±８

Ｅ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ＵＰｂ
ＬｉｎｇＷｅｎ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１１ 火山岩 耀岭河群
陨县桂花乡、

竹山县德胜铺
６８２±６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ＵＰｂ

１２
基性火山岩和

酸性火山岩
耀岭河群

武当地块不同地点

（檀山 、双掌 、高庙等地）
６３２±１ 锆石ＵＰｂ

ＬｉｎｇＷｅｎ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１３
二云斜长片麻岩

（变火山岩）
红安群七角山岩组 麻城市宋埠镇 ７３９．１±６．４ 锆石ＵＰｂ

ＣｈｅｎＴｉｅｌｏ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１４ 辉绿岩 基性岩体 房县五台 ４３２．４±３．３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ＸｕＧｕ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１５
中细一中粗

粒变辉长岩
基性岩席 竹山县三岔

４０７±１２

４０１±１４
锆石ＵＰｂ ＨｕＪｉａｎ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１６ 变辉绿岩 基性岩体 郧县胡家营 ４２３．８±５ 角闪石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ＨｕＪｉａｎ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１７ 正长岩 庙垭杂岩体 竹山县庙垭 ４４２．６±４．０

１８ 碳酸岩 庙垭杂岩体 竹山县庙垭 ４２６．５±８．０

１９ 正长岩 庙垭杂岩体 竹山县庙垭 ４４５．２±２．６

２０ 碳酸岩 庙垭杂岩体 竹山县庙垭 ４３４．３±３．２

２１ 正长岩 杀熊洞杂岩体 竹山县杀熊洞 ４４１．８±２．２

２２ 粗面岩 竹溪县天宝 ４３０．６±２．６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ＵＰｂ

ＹｉｎｇＹｕａｎｃ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Ｚｈｕ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Ｘｕ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Ｗ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２３ 含矿石英脉 竹山县银洞沟银矿 银洞沟矿床 ２３１．０±２．０ 白云母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Ｚｈｕ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２４ 石英闪长岩 大冶铜绿山岩体 大冶铜绿山铜铁矿床 １４０±２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

２５ 矿体 大冶铜绿山铜铁矿床 大冶铜绿山铜铁矿床 １３７．３±２．４ 辉钼矿ＲｅＯｓ

２６ 石英闪长岩 大冶鸡冠咀岩体 大冶鸡冠咀铜金矿床 １３９±１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

２７ 矿体 大冶鸡冠咀铜金矿床 大冶鸡冠咀铜金矿床 １３８．２±２．２ 辉钼矿ＲｅＯｓ

２８ 金云母 大冶鸡冠咀铜金矿床 大冶鸡冠咀铜金矿床 １４０．３±１．１ 金云母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２９ 矿体 大冶桃花咀铜金矿床 大冶桃花咀铜金矿床 １３８．３±２ 辉钼矿ＲｅＯｓ

３０ 金云母 大冶桃花咀铜金矿床 大冶桃花咀铜金矿床 １３９．９±１．１ 金云母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ＸｉｅＧｕｉｑｉ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３１ 石英二长闪长岩 大冶铜绿山岩体 大冶铜绿山铜铁矿床 １４１．０±０．８

３２ 石英二长闪长玢岩 大冶铜绿山岩体 大冶铜绿山铜铁矿床 （１４１．３±１．１）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ＵＰｂ

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ｔａｏ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３３ 石英闪长岩 殷祖岩体 殷祖 １５１．８±２．７

３４ 石英闪长岩 阳新岩体 阳新 １３８．５±２．５

３５ 闪长岩 灵乡岩体 灵乡 １４１．１±０．７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

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

ＬｉＪｉａｎ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３６ 石英闪长岩 阳新岩体 阳新 １３６．０±１．５

３７ 石英闪长岩 阳新岩体 阳新 １４０．７±２．６

３８ 钠长岩 大冶铜绿山岩体 大冶桃花咀铜金矿床 １２０．６±２．３

３９ 钠长岩 大冶铜绿山岩体 大冶桃花咀铜金矿床 １２１．６±４．９

４０ 矽卡岩 大冶铜绿山岩体 大冶桃花咀铜金矿床 １３６．０±１．３

４１ 方解石脉 大冶铜绿山岩体 大冶桃花咀铜金矿床 １２１．５±１．３

４２ 石英二长闪长岩 阳新岩体 阳新 １２０．９±１．９

ＬＡＩＣＰＭＳ

榍石ＵＰｂ
ＬｉＪｉａｎ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４３ 闪长岩 阳新岩体 阳新 １３９．０±１．０

４４ 石英二长闪长岩 大冶铜绿山岩体 大冶桃花咀铜金矿床 １４１．０±１．０

４５ 闪长岩 灵乡岩体 灵乡 １３９．８±０．９

４６ 花岗闪长斑岩 大冶铜山口岩体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１４５．５±１．１

ＳＩＭＳＵＰｂ ＬｉＸ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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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岩性／矿体 地质体／矿床 采样地点 年龄（Ｍａ） 测试方法 资料来源

４７ 闪长岩 殷祖岩体 殷祖 １４４．０±１．３

４８ 闪长岩 殷祖岩体 殷祖 １４６．０±１．０
ＳＩＭＳＵＰｂ ＬｉＸ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４９ 花岗闪长斑岩 阳新鸡笼山岩体 阳新鸡笼山铜金矿 １４２．２±１．１

５０ 流纹斑岩 金牛盆地 金牛盆地 １２８±１

５１ 花岗斑岩 金牛盆地 金牛盆地 １２９±１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ＵＰｂ

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ＬｉＲｕｉ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５２ 矿石 阳新封山洞铜金矿 阳新封山洞铜金矿 １４４．０±２．１

５３ 矿石 阳新阮家湾铜钼钨矿 阳新阮家湾铜钼钨矿 １４３．６±１．７

５４ 矿石 大冶千家湾铜矿 大冶千家湾铜矿 １３７．７±１．７

５５ 矿石 大冶铜绿山铜铁矿床 大冶铜绿山铜铁矿床 １３７．８±１．７

５６ 矿石 大冶铜绿山铜铁矿床 大冶铜绿山铜铁矿床 １３８．１±１．７５

５７ 矿石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１４２．３±１．８

５８ 矿石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１４３．５±１．７

辉钼矿ＲｅＯｓ ＸｉｅＧｕｉ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５９ 斑岩 大冶铜山口岩体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１４０．６±２．４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

６０ 矿石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１４３．８±２．６ 辉钼矿ＲｅＯｓ

６１ 矿石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大冶铜山口铜钼矿床 １４３．０±０．３ 金云母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ＬｉＪｉａｎ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６２
含铌钽铁矿白云母

钠长石伟晶岩
通山断峰山铌钽矿床 断峰山铌钽矿床 １２７．７±０．９ 白云母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Ｌｉ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６３ 黑云二长花岗岩 随州七尖峰岩体 七尖峰岩体 １４１±０．９８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 Ｃｈｅｎ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６４ 石英 随州黑龙潭金矿 黑龙潭金矿 １３２．６±２．７ 石英ＲｂＳｒ ＰｅｎｇＳｈａｎ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６５ 石英多金属硫化物脉 罗田陈林沟金矿 陈林沟金矿马家湾矿段 １２３±１１ 石英、方铅矿ＲｂＳｒ Ｄ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大洪山古洋壳向北俯冲—洋盆关闭—碰撞造山，扬

子陆块与南秦岭陆块汇聚碰撞。同时晋宁运动致使

庙湾古洋盆向北东俯冲—关闭，江南弧盆系与扬子

陆块拼合，形成了扬子统一克拉通基底。晋宁运动

导致青白口纪弧后基性—超基性岩、岛弧 ＴＴＧ花

岗岩及同碰撞花岗岩侵位，形成了岩浆型铬矿、花岗

岩及热液型金矿、钼矿、硫铁矿及脉石英等矿产。

神农架式铁矿赋存于神农架群矿石山组

（Ｐｔ２犽），已探明矿产地一处，为神农架主峰中型铁矿

床。神农架群（Ｐｔ２犛狀）为一套稳定大陆边缘陆源碎

屑岩、台地碳酸盐岩夹火山岩，有基性岩脉侵入，含

赤铁矿层，矿石山组主要岩性为白云岩，为经历了短

暂海平面上升后，较弱水动力条件下的盆地中缓坡

环境（ＫｕａｎｇＨｏ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沉积形成了约

５０ｃｍ的赤铁矿层夹层，沉积时代为 １．６Ｇａ（Ｌｕ

Ｓａｎ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位于黄陵背斜南侧的庙湾岩组（Ｐｔ２－３犿）为一套

蛇绿混杂岩组合，其中基性岩侵位于与俯冲相关的

弧后扩张环境，为岩浆型铬矿赋矿岩体。青白口纪

庙湾古洋盆向北东俯冲，发生了陆缘岩浆弧 ＴＴＧ

岩体侵入及一系列北西向断裂，岩体侵位时代为

８６０～７９０Ｍａ（ＷｅｉＹｕｎ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ＧａｏＷｅ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ＬｉｎｇＷｅｎ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指示了接触交

代型铁矿及花岗岩矿床的成矿时代。金矿、钼矿矿

体（脉）多赋存于新元古代黄陵花岗岩中，或岩体与

围岩接触部位，矿体受北西、北东向韧脆性剪切带及

其次级断裂控制，赋矿围岩变质岩和岩浆岩均提供

了部分金矿、钼矿矿源和热（水）源，雾渡河、板仓河

和邓村等３条北西向韧性断裂及其次级断裂是导矿

及控矿构造。板仓河金矿含矿石英脉流体包裹体

ＲｂＳｒ等时年龄为７８２±２７Ｍａ?，指示了黄陵地区

金钼矿形成于青白口纪。

桐柏—大别地区基性—超基性岩体赋存有岩浆

型铁矿，以蕲春县石鼓冲钒钛磁铁矿床为代表，赋矿

围岩为青白口纪基性—超基性岩体，为变基性岩浆

型钒钛磁铁矿床。

２３　南华纪—志留纪

为扬子地台早期盖层形成和陆内裂谷盆地演化

阶段，属加里东构造旋回，大地构造单元为华北板块

北秦岭陆块（Ⅰ１）、华南板块武当随州陆内裂谷

（Ⅱ１）和华南板块扬子陆块（Ⅱ２）（图３）。

南华纪—志留纪，以襄广断裂为界，南侧扬子陆

块表现为扬子克拉通盖层演化，北侧南秦岭—随州

地区进入陆内裂谷盆地演化阶段。扬子陆块南华纪

为陆表海，在黄陵、神农架等基底出露区零星出现基

性岩—碱性花岗岩，震旦纪演变为陆缘陆棚碳酸盐

台地，早古生代为扬子陆缘陆棚盆地，大洪山地区出

露板内钾镁煌斑岩。南秦岭—随州地区南华纪为裂

谷火山盆地沉积，震旦纪转化为稳定的陆缘陆棚环

境，早古生代为裂谷盆地沉积伴随双峰式侵入岩组

合及火山喷发，经历了两次裂谷活动。

２３１　南华纪

中南华世早期，扬子区鄂西南为古城组（Ｎｈ２犵）

陆相冰碛砂砾岩，晚期气候变暖，沉积了大塘坡组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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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湖北省南华纪—志留纪构造单元划分与矿产分布图（构造单元划分据湖北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２０）

Ｆｉｇ．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ｕｒｉｎｇＮａｎｈｕａ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Ｈｕｂｅｉ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

Ⅰ—华北板块；Ⅰ１—北秦岭陆块；Ⅱ—华南陆块；Ⅱ１—武当—随州陆内裂谷；Ⅱ２—扬子陆块（克拉通）

Ⅰ—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ｅ；Ⅰ１—ＮｏｒｔｈＱｉｎｌｉｎｇｂｌｏｃｋ；Ⅱ—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ｅ；

Ⅱ１—ＷｕｄａｎｇＳｕｉｚｈｏｕ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ｉｆｔ；Ⅱ２—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ｌｏｃｋ（ｃｒａｔｏｎ）

（Ｎｈ２犱）半封闭海湾相含锰碳泥质岩，形成“大塘坡

式”锰矿。华南裂谷盆地西段平行排列的地垒地堑

构造控制了湘黔桂地区大塘坡式锰矿展布（Ｄｕ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湖北发育神农架长阳鹤

峰次级裂谷盆地，锰矿在盆地内靠近活动性断裂及

水体较深的冰湖盆地中心区域富集（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ｗｅ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矿体沉淀于氧化还原环境。鄂西地

区南沱组（Ｎｈ３狀）为陆相冰碛砂砾岩，顶部为含铜页

岩及砂岩，局部富集形成了京山县铜家冲小型铜

矿床。

武当地区南华纪为扬子北缘裂谷火山盆地，沉

积了耀岭河组（Ｎｈ２－３狔）变细碧角斑岩夹变中酸性

火山岩和变碎屑岩，火山岩同位素年龄为６３２～

６８２Ｍａ（ＬｉｎＷｅｎ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普遍含磁铁矿，代

表矿床为丹江口市陈家垭铁矿床。

大别地区红安岩群七角山岩组（Ｐｔ３狇（Ｎｈ））为

变酸性火山岩夹基性火山岩，其中变酸性火山岩同

位素年龄为７３９Ｍａ（ＣｈｅｎＴｉｅ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指

示其主体形成于南华纪。该变质火山岩系中赋存钇

矿化，经过变质作用局部富集形成广水市殷家沟重

稀土矿床。

２３２　震旦纪

新元古代末—寒武纪发生了全球性大规模成磷

事件（Ｃｏｏｋ，１９９２），早震旦世陡山沱期既是亚洲地

区重要成磷时期之一，也是我国的重要成磷期之一，

磷矿主要分布于扬子地台，构成鄂湘黔成矿带。早

震旦世荆襄式磷矿为湖北省最重要的磷矿矿床类

型，已探明７５个超大型—中型磷矿，构成了荆襄磷

矿田、宜昌磷矿田、保康磷矿田、神农架磷矿田和东

山峰磷矿田，探明资源储量达８４亿吨，居全国前列。

早震旦世湖北为统一的陆棚浅海盆地，鄂中台

地分布于保康、宜城、宜昌、荆门、长阳、五峰、松滋一

带，四周为斜坡，有开阔台地、台地浅滩、潮坪等地貌

单元，沉积形成陡山沱组（Ｚ１犱），为重要的赋矿地

层。磷矿主要形成于浅海台地边缘泻湖潮坪亚相

及浅海台地台坪亚相。

冰期后增强的大陆风化和蓝藻开花加速了海水

中磷循环和碳埋藏（ＳｈｅＺｈｅｎ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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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在伊迪卡兰海洋中多次强上升洋流可能在碳

和磷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ＧａｏＹｕｎｐｅ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生物作用和化学沉积作用导致海水中的磷在

适宜的环境下沉积富集，形成了资源量巨大的荆襄

式磷矿。

陡山沱组第四段下部黑色页岩赋存白果园式银

钒矿，矿体形成于陆棚泻湖环境中的沼屑层灰泥

层，海相热水的参与以及生物（有机质）作用对矿化

富集起到了重要作用（ＬｉＦａ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大别地区红安岩群黄麦岭岩组（Ｐｔ３犺（Ｚ））为一

套变质碎屑岩和变质碳酸盐岩组合，含磷锰，赋存有

黄麦岭式磷矿、团山沟式磷锰矿及芦花湾式石墨矿。

震旦纪在大别地区斜坡边缘相，通过胶体聚沉作用

沉积了磷酸盐团粒及锰矿层、碳质等成矿物质，后经

变质重结晶作用富集形成变质矿床。

２３３　寒武纪—奥陶纪

早寒武世早期发生大面积海侵作用，湖北为扬

子板块被动陆缘海相沉积，以鄂中开阔台地为中心，

鄂北武当—随州地区及鄂南通山—鹤峰以南地区均

为陆棚边缘盆地（外陆棚滞流盆地），形成硅质、碳泥

质沉积，沉积了杨家堡组（∈１－２狔）、庄子沟组（∈２狕）

和牛蹄塘组（∈１－２狀），伴有磷、钒、石煤、铀和重晶石

富集，形成竹山姚家河石煤矿床、竹山县桂坪铀钒矿

床、杨家堡式钒矿、赵家峡式磷矿、柳林式重晶石矿、

鹤峰县走马坪式钒矿床和崇阳县梯冲铀钒矿。

中寒武世两竹—随南一带，仍为陆棚碳泥质岩

碳酸盐岩夹基性火山岩（竹山组∈２Ｏ狕），赋存有

石煤。

奥陶纪继承了寒武纪陆棚海环境，在碳酸盐台

地中沉积形成了石灰岩矿产。

２３４　志留纪

早志留世早期，鄂北地区为较深水陆棚外缘盆

地，武当—随州地区沉积了大贵坪组（Ｏ３Ｓ１犱）和梅

子垭组（Ｓ１犿）黑色碳质、硅质板岩，局部夹（次）粗面

岩等，伴有石煤、钒、钼、铀、铌矿化，代表性矿床为房

县三池钒矿床、竹山县文峪河黄铁矿矿床和竹山县

钻探岩小型石煤矿床。早志留世晚期，恩施地区为

与华南广海相连的海湾状浅海陆棚环境，纱帽组

（Ｓ１狊）赋存有建始县长梁磷矿床。

武当—随州—红安地区发育裂谷基性—超基性

侵入岩，成岩年龄为早古生代（ＨｕＪｉａｎｍ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ＸｕＧ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赋存有铁矿，丹

江口市银洞山钛磁铁矿床赋存于银洞山基性—超基

性杂岩体中。

竹山地区志留纪碱性岩浆活动发育，形成了一

系列碱性侵入岩（正长岩、碳酸岩）及碱性火山岩（粗

面岩、玄武岩），赋存有庙垭、杀熊洞等铌轻稀土矿

床、天宝铌矿点和土地岭铌矿点，均为全岩矿化，赋

矿岩体庙垭杂岩体和杀熊洞杂岩体的结晶年龄为

４３４～４４５Ｍａ（Ｘｕ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ｕＪ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ＹｉｎｇＹｕａｎｃ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天宝粗面岩

的同位素年龄为４３０Ｍａ（Ｗａｎ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碱

性岩浆活动形成于裂谷环境，强烈的幔源碱性岩浆

分异结晶作用促使了铌及ＲＥＥ富集成矿。

２４　泥盆纪—中三叠世

为扬子地台晚期盖层形成和南秦岭俯冲折返阶

段，属印支构造旋回。大地构造单元划分为华北板

块北秦岭陆块（Ⅰ１）、华南板块武当随州陆内裂谷

（Ⅱ１）和华南板块扬子陆块（Ⅱ２）（图４）。武当随州

陆内裂谷仍是秦岭活动带的一部分。扬子陆块属稳

定区，海侵始于中泥盆世，二叠纪有所扩大，形成陆

屑碳酸盐岩建造。中三叠世末全区海退，统一大陆

形成。

２４１　泥盆纪—石炭纪

中泥盆世华南海海侵向鄂西、湘西北扩大，晚泥

盆世—早石炭世沉积了海陆交互相的黄家磴组

（Ｄ３犺）和写经寺组（Ｄ３Ｃ１狓），为海相陆缘碎屑岩和碳

酸盐岩建造，属滨海近滨远滨亚相，在湿热的古气

候条件下，通过胶体化学作用，沉积了丰富的鲕状赤

铁矿岩夹鲕绿泥石岩和菱铁矿薄层，形成了宁乡式

铁矿，以长阳县火烧坪铁矿床为代表。

石炭纪经历了海侵海退作用，形成了石灰岩

矿床。

２４２　二叠纪

中二叠世早期海侵，扬子区转变为陆表海盆地，

北部秦淮古陆和南部江南隆起之间发育大型北西向

坳陷（ＸｕＬｉ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接受了海陆交互相

沉积，长阳马鞍山、大冶—阳新等地为近陆沼泽相

区，形成梁山煤系，南漳、保康、咸丰等地为后滨亚相

接受陆缘铝质碎屑沉积形成铝土矿层，在泻湖相形

成含煤碳泥质岩建造。随着海平面上升，扬子区主

体为开阔台地，沉积了含燧石结核、含碳碳酸盐岩建

造（栖霞组和茅口组），在鹤峰—建始以北为浅海滞

留盆地，沉积了碳硅质岩组合（孤峰组），恩施地区硒

富集形成鱼塘坝式硒矿。晚二叠世海退，扬子区再

次转为陆表海环境，沉积了含煤、铝土矿碎屑岩系

（龙潭组），在沼泽相形成龙潭煤系。

晚二叠世中期海侵作用使扬子地区转为碳酸岩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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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湖北省泥盆纪—中三叠世构造单元划分与矿产分布图（构造单元划分据湖北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２０）

Ｆｉｇ．４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Ｈｕｂｅｉ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

Ⅰ—华北板块；Ⅰ１—北秦岭陆块；Ⅱ—华南陆块；Ⅱ１—武当随州陆内裂谷；Ⅱ２—扬子陆块（克拉通）

Ⅰ—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ｅ；Ⅰ１—ＮｏｒｔｈＱｉｎｌｉｎｇｂｌｏｃｋ；Ⅱ—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ｅ；Ⅱ１—ＷｕｄａｎｇＳｕｉｚｈｏｕ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ｉｆｔ；Ⅱ２—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ｌｏｃｋ（ｃｒａｔｏ）

台地，形成石灰岩矿床。

２４３　早中三叠世

早中三叠世扬子区为碳酸盐台地，形成了石灰

岩及石膏矿床。中三叠世海水向西南退出，导致台

地面积缩小。

中三叠世末期印支运动致扬子板块向华北板块

俯冲，形成以襄广断裂为主推覆断层、由北向南多层

次大规模滑脱逆冲推覆构造，武当地区形成以青峰

断裂为主推覆界面的推覆构造系，大别地区则发生

了俯冲折返作用，产生了高压超高压变质及退化变

质现象。经过综合分析，大别地区高压—超高压变

质年龄为２３０Ｍａ左右（Ｅｄｉ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ｏｆ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ｔｈｅＤａｂｉ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２００５）。枣阳大阜山及大悟

县仙山基性—超基性岩体经过区域变质作用，其中

钛铁矿经中高压变质作用生成金红石，形成大阜山

式金红石矿床。大别地区伟晶岩型云母矿床赋存于

片麻岩中，属变质型伟晶岩型云母矿，为变质作用使

围岩再结晶而成，如英山县赵家山云母矿。

武当地区沿元古宙基底和古生代地层软弱层为

滑脱面，发生滑脱逆冲推覆，形成一系列脆韧性剪

切带，控制了银金多金属矿的形成和空间分布。竹

山县银洞沟银金矿含矿石英脉中的白云母４０Ａｒ／
３９Ａｒ坪年龄为２３１．０±２．０Ｍａ（Ｚｈｕ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指示成矿时代为三叠纪。秦岭地区在２４５～

２００Ｍａ期间发生了一次强烈的成矿事件，形成了多

种类型、多种金属的热液矿床（ＣｈｅｎＹａｎｊｉｎｇ，２０１０；

Ｌｕ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武当地区以银金多金属

成矿事件与其响应。

２５　晚三叠世—古近纪

为陆内盆山演化阶段，属燕山构造旋回，构造单

元划分属欧亚板块（Ⅰ），分为鄂西陆块（Ⅰ１）、鄂中

断陷盆地（Ⅰ２）和鄂东上叠陆缘造山带（Ⅰ３）等３个

构造分区（图５）。受滨太平洋活动影响，湖北表现

为广泛的岩浆活动、强烈的褶皱运动及断块运动，形

成了扬子台褶带和以江汉盆地为代表的陆内盆地，

鄂北南秦岭地区则在扬子与华北板块碰撞造山背景

下，叠加了滨太平洋运动影响，基本形成了现代南秦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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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湖北省晚三叠世—古近纪构造单元划分与矿产分布图（构造单元划分据湖北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２０）

Ｆｉｇ．５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ｕｒｉｎｇＬａｔ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Ｈｕｂｅｉ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

Ⅰ—欧亚板块；Ⅰ１—鄂西陆块；Ⅰ
１
１—十堰恩施隆起；Ⅰ

２
１—利川远安前陆盆地；Ⅰ２—鄂中断陷盆地；Ⅰ

１
２—南襄断陷盆地；

Ⅰ
２
２—江汉断陷盆地；Ⅰ３—鄂中陆缘造山带；Ⅰ

１
３—随州通山陆缘岩浆弧；Ⅰ

２
３—咸宁大冶火山盆地；Ⅰ

３
３—赤壁武穴前陆盆地

Ⅰ—Ｅｕｒａｓｉａｐｌａｔｅ；Ⅰ１—ＷｅｓｔＨｕｂｅｉｂｌｏｃｋ；Ⅰ
１
１—ＳｈｉｙａｎＥｎｓｈｉｕｐｌｉｆｔ；Ⅰ

２
１—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ａｎａｎ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Ⅰ２—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ｕｂｅｉｆａｕｌｔｅｄｂａｓｉｎ；

Ⅰ
１
２—Ｎａｎｘｉａｎｇｆａｕｌｔｅｄｂａｓｉｎ；Ⅰ

２
２—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ｆａｕｌｔｅｄｂａｓｉｎ；Ⅰ３—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ｕｂｅｉ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ｇｉ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Ⅰ

１
３—ＳｕｉｚｈｏｕＴｏ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ｒｃ；Ⅰ２３—ＸｉａｎｎｉｎｇＤａｙ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ｂａｓｉｎ；Ⅰ
３
３—ＣｈｉｂｉＷｕｘｕｅ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

岭构造形态。

２５１　晚三叠世—中侏罗世

晚三叠世扬子陆块发生海退，至侏罗纪大部分

地区上升为陆，主要为陆相湖盆及湖泊三角洲相，九

里岗组（Ｔ３犼）、王龙滩组（Ｔ３Ｊ１狑）和桐竹园组（Ｊ１狋）为

沼泽亚相，赋存煤矿，形成秭归煤田、荆当煤田和嘉

鱼碧石渡煤田。利川地区九里岗组和王龙滩组含

煤线及菱铁矿、赤铁矿、褐铁矿及黏土，形成沉积型

铁矿及高岭土矿，代表矿床为利川市铁厂沟铁矿床

和当阳市庙前高岭土矿床。利川建南向斜早侏罗世

地层中赋存卤水、岩盐矿。

建南气田位于四川盆地东缘，在志留系—侏罗

系中７个层位获工业气流。天然气成藏过程为多期

成藏、油气转化、晚期调整（ＤｏｎｇＬｉｎｇ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在燕山期成藏，喜马拉雅期调整。

２５２　晚侏罗世—中白垩世

受滨太平洋运动影响，鄂东南地区出现灵乡、阳

新等一批同熔型中酸性岩体侵位和钙碱性火山岩喷

发，大别、幕阜山地区产生重熔型花岗岩侵位。侏罗

纪—白垩纪为与岩浆作用有关的金属矿产爆发性成

矿时期，鄂东南地区为湖北省最重要的铁铜金钼钨

多金属矿集区。

鄂东南地区燕山期岩浆活动主要为两期：早期

岩浆侵入集中于１３４～１５２Ｍａ，主要为闪长岩石英

闪长岩花岗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晚期为集中发

生于１２７～１３４Ｍａ的花岗岩侵入及火山喷发活动

（ＬｉＪｉａｎ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ＬｉＸ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ＸｉｅＧｕｉ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ＬｉＲｕｉｌ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ｔ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构造环境由挤压转为伸展。铁铜多金属矿床

成矿作用集中于１３５～１４３Ｍａ（ＸｉｅＧｕｉｑ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ＬｉＪｉａｎ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与早期岩浆活动密

切相关，形成接触交代矽卡岩型、矽卡岩型斑岩型、

岩浆热液型等铁铜多金属矿床，代表矿床有大冶市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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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山铁矿、铜山口铜金矿和鸡笼山铜金矿等。已探

明１９个大中型金属矿床，探明资源储量铁矿７．８亿

吨（矿石），铜矿４４９万吨（金属），金矿２７２．７吨（金

属），为湖北省重要的冶金产业基地。

通山—通城地区幕阜山复式岩体主体侵入时代

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断峰山伟晶岩型钽铌矿

成矿时代为１２７．７±０．９Ｍａ（Ｌｉ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为燕山中期由挤压碰撞向伸展减薄转换的过程中，

地壳发生熔融，多期次岩浆活动导致了稀有金属富

集成矿，形成了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

桐柏—大别地区主要形成岩浆热液型及接触交

代型铜钼矿、岩浆型钠长石。梅川杂岩体侵位于早

白垩世（Ｈｕｂｅｉ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２０），武穴市赤

铜山铜矿床赋存于梅川岩体与七角山岩组（Ｐｔ３狇）接

触部位，为接触交代型矿床，同时在梅川岩体中赋存

武穴市陈家山铜多金属矿床等岩浆热液型矿床。七

尖峰岩体侵位于１４１Ｍａ（Ｃｈｅｎ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在其周缘探明２处岩浆热液型钼矿。

受燕山构造运动影响，桐柏—大别地区形成北

西向新城黄陂断裂及一系列次级断裂，控制着金银

铜重晶石萤石等矿产的分布，代表型矿床随州市黑

龙潭金矿、大悟市白云金矿、罗田县陈林沟金矿等矿

床，成矿时代为１２３～１３２Ｍａ（Ｄ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ＰｅｎｇＳｈａｎ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上扬子宜昌—恩施地区铅锌汞铜重晶石矿化受

沉积岩相带（潮坪相、藻礁相、萨勃哈相等）和构造隆

起区（断穹、背斜等）及深大断裂联合控制，由北到南

赋矿地层由老到新：神农架—长阳为震旦纪灯影组

和陡山沱组；鹤峰、咸丰经湘西至桂北为下古生界地

层。下扬子崇阳地区金锑钨铀矿床受构造和地层控

制，方山背斜方山金锑矿床辉锑矿年龄为１３９～

１８３Ｍａ（ＺｈａｎｇＬｉ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２５３　晚白垩世—古近纪

进入晚白垩世，在滨太平洋运动的影响下，地壳

均衡调整和伸展作用加强，形成了一系列断陷断坳

盆地。江汉盆地沉积范围渐趋扩大，潜江、仙桃等湖

盆中心出现生油及蒸发岩组合，形成了一套碎屑岩

夹石膏、盐矿、卤水、芒硝及石油的陆相盐湖沉积物，

已探明２处中型油田，１５处石膏盐矿芒硝超大

型—中型矿床，探明资源储量盐矿２４４．７亿吨（固体

ＮａＣｌ）和３０．８亿吨（液体 ＮａＣｌ），伴生芒硝２０．３亿

吨（Ｎａ２ＳＯ４），石膏２０．７亿吨（矿石），石油１６１９４．９

万吨。主要赋矿层位包括潜江组（Ｅ２－３狇）、沙市组

（Ｅ１狊）、新沟咀组（Ｅ１－２狓）、公安寨组（Ｋ２Ｅ１犵）和跑马

岗组（Ｋ２狆），与湖相盆地沉积环境及地史时期干旱

的气候条件相关，代表性矿床有潜江市王场油田、麻

城铺石膏矿、应城市云应盐矿。南襄盆地为一套陆

源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建造，湖北仅探明１处盐矿。

２６　新近纪—第四纪

为陆内盆山演化阶段，属喜马拉雅构造旋回。

新近纪—第四纪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和缓隆

起，形成了近代山川地貌。

第四纪成矿作用主要有表生作用、沉积作用及

流体作用，形成了风化型铁锰金和绿松石等矿产、砂

矿型金金红石独居石矿产及残破积黏土矿、热液

型铜矿及水气矿产（图６）。嘉鱼市蛇屋山大型金矿

为红土型金矿，其成因存在不同观点，一种为红土风

化（氧化）矿体为第四纪化学风化作用形成，在中更

新世岩石的红土化过程中，金从原岩中析出发生化

学风化作用形成（ＬｉＳ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１９９８）。另一种观

点认为深部奥陶系碳酸盐岩硅化破碎带经过中低温

热液成矿作用形成金矿化，其深部为卡林型金矿

（ＬｉｕＹｕａｎｊｕｎ，２０１６；ＷａｎｇＭｉｎ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经历了多旋回地质构造运动，湖北形成了现代

的山川地貌，长江、汉水汇集于江汉平原，经东部丘

陵向东奔驰。地下水自构造裂隙或沉积物空隙涌

出，通过补排径方式与地表水系相互交换，构成现代

水系系统，形成了矿泉水、地热和地下水水源地等水

气矿产。

３　矿床成矿系列的确定

根据矿床成矿系列理论（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将湖北省境内９１个矿种１４１８个矿床

划定为６个矿床成矿系列组３２个矿床成矿（亚）系

列（表３）。

４　成矿规律

４１　重要矿产资源

湖北省重要矿产资源有石油、铁、锰、钒、铜、铅

锌、钨、钼、锑、金、银、铌轻稀土、重稀土、磷、萤石、

重晶石、石膏、盐、芒硝、石灰岩和花岗岩等。

绿松石分布于十堰地区，为风化淋滤型，成矿时

代为第四纪，以郧县云盖寺小型绿松石矿为典型矿

床。其他重要矿产见表４。

４２　重要矿床成矿（亚）系列

湖北省重要的矿床成矿（亚）系列主要有与磷

矿、铁铜金多金属和石油盐类等矿产大规模成矿相

关的系列。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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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湖北省第四纪矿产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ｎ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ｉｎ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神农架—宜昌地区与早震旦世沉积作用有

关的磷银钒硫铁矿矿床成矿亚系列（ＪＬＤＳ１）：属于

加里东旋回成矿作用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组。新元

古代晚期，冷热交替的气候导致大量陆缘碎屑携带

磷质进入海水，在寒冷的海水深部聚集。早震旦世陡

山沱期气候转暖，藻类大量繁衍，上升洋流将深部海

水中富集的磷质带入扬子陆缘陆棚海，在生物化学作

用下，在保康—神农架—宜昌地区及钟祥地区半开阔

台地泻湖（相）为主体的过渡相、浅水台地斜坡相

（带）、潮坪相（带）中沉积了多层磷块岩，形成“荆襄式

磷矿”，以钟祥市牛心寨磷矿床为代表矿床。主矿体

以多层磷块岩条带形式，赋存于陡山沱组（Ｚ１犱）（硅

质）粉砂质页岩—磷块岩—白云岩岩石组合中，磷块

岩条带与其上下岩层可构成一个小韵律旋回，总体又

构成一个大的沉积韵律旋回，且由南往北主要矿层沉

积层位逐渐变晚，指示了多旋回沉积成矿。

（２）鄂东南地区与岩浆侵入火山喷发活动有关

的铁铜金钨钼铅锌硅灰石硫铁矿膨润土透辉石方解

石矿床成矿亚系列（ＹＳＩ１）：属于燕山旋回成矿作用

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组。滨太平洋运动导致鄂东南

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岩浆构造活动，形成了大量铁铜

金多金属矿床。鄂东南地区主要为碳酸盐岩夹碎屑

岩的沉积地层组合，碳酸盐岩较高的有效孔隙率利

于矿化富集，如大冶组（Ｔ１犱）及嘉陵江组（Ｔ１－２犼）与

成矿关系最为密切；地层中差异较大的钙硅界面及

钙镁界面容易形成层间破碎，在热液作用下发生物

质交换而形成蚀变，如硅化、白云石化等而改变岩石

的孔隙度，从而为成矿提供条件。印支期主要形成

了区域性北西西向构造，燕山期改造前期构造并形

成新的构造，规模相对较小，具有控岩控矿作用。鄂

东南地区广泛出露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后期发生

火山喷发。岩浆岩在多期次侵入的过程中，与碳酸

盐岩发生接触交代作用，或在有利地层界面构造中

发生热液成矿作用，形成接触交代型铁铜多金属矿

床，如大冶铁山铁矿，或形成斑岩型铜矿或接触交

代斑岩复合型矿床、岩浆热液型矿床，如阳新县鸡

笼山铜金矿、阳新县银山铅锌矿。

（３）江汉盆地与古近纪陆相沉积作用有关的石

油石膏盐矿芒硝砂岩矿床成矿亚系列（ＹＳＳ１）：属

于燕山旋回成矿作用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组。江汉

盆地是在扬子克拉通基底上发育起来的中、新生代

断陷盆地，沉积岩层总体为红色，主要为炎热干旱气

候条件。大致经历了两个断陷凹陷旋回：早白垩

世—早始新世、中始新世—新近纪，并分别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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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荆
门
式
石
膏

Ｙ
Ｓ
Ｓ
５
建
南
地
区
与
古
生
代

中
生
代
海
相
沉
积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天
然
气
页
岩

气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建
南
式
天
然
气

与
流
体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金
银
铜
锌
汞
锑
钨
铀
钼
硫

铁
矿
重
晶
石
萤
石
石
英
岩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Ｙ
Ｓ
Ｌ
１
桐
柏

大
别
地
区
与
流
体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金
铜
锑
铅
锌
银
汞
钨
铀
萤
石
重
晶
石
硫
铁
矿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黑
龙
潭
式
金
矿
，
芳
畈
式
铜
矿
，
陈
家
垅
铅
锌
矿
，
黄
梅
式

铁
矿
，
唐
家
沟
钼
铜
矿
，
七
里
坪
式
银
矿
，
华
河
式
萤
石
矿
，

赵
棚
式
重
晶
石
矿
，
高
桥
坡
式
锑
矿

Ｙ
Ｓ
Ｌ
２
鄂
西
地
区
与
中
生
代
流
体
作
用
有
关
的

铜
汞
锌
银
硫
铁
矿
重
晶
石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冰
洞
山
式
铅
锌
矿
，
钟
鼓
湾
式
汞
矿
，
南
庄
坪
式
重
晶
石

矿
，
白
家
坝
式
硫
铁
矿
床
，
陶
吕
寨
式
银
铜
矿

Ｙ
Ｓ
Ｌ
３
崇
阳
地
区
与
中
生
代
流
体
作
用
有
关
的

金
锑
钨
铀
钼
石
英
岩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徐
家
山
式
锑
矿
，
方
山
式
金
矿
，
高
枧
钨
矿

Ｍ
ｚ
２
３
７
１
鄂
东
南
火
山
盆
地
与
壳
幔
源
中

酸
性
火
山

侵
入
岩
有
关
的
Ｆ
ｅ
、 Ｃ
ｕ
、 Ａ
ｕ
、

Ｓ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Ｍ
ｚ
２
３
８
１
九
岭

幕
阜
山
隆
起
与
燕
山
期

花
岗
岩
类
有
关
的
Ｗ
、
Ｍ
ｏ
、 Ｓ
ｎ
、 Ｓ
ｂ
、 Ｌ
ｉ
、

Ｂ
ｅ
、 Ｎ
ｂ
、 Ｔ
ａ
、 Ｐ
ｂ
、 Ｚ
ｎ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Ｋ
ｚ
２
４
Ｓ
ｏ
４
江
汉
盆
地
油
气
、
盐
类
成
矿

系
列

Ｍ
ｚ
２
３
９
四
川
盆
地
与
侏
罗
纪
—
白
垩
纪

陆
相
碎
屑
岩
、
泥
质
岩
有
关
Ｆ
ｅ
、
芒
硝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Ｍ
ｚ
２
３
７
５
江
汉
盆
地
与
白
垩
纪
陆
相
沉
积

岩
有
关
的
石
膏
、
盐
类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Ｍ
ｚ
２
２
Ｆ
秦
岭

大
别
与
燕
山
期
构
造
、
岩

浆
、
沉
积
作
用
有
关
的
Ａ
ｕ
、 Ｈ
ｇ
、 Ａ
ｓ
、 Ｓ
ｂ
、

Ａ
ｇ
、 Ｐ
ｂ
、 Ｚ
ｎ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组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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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３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组

构
造
环
境
成
矿
作
用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矿
床
式
或
代
表
性
矿
床

全
国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 Ｃ
ｈ
ｅ
ｎ
Ｙ
ｕ
ｃ
ｈ
ｕ
ａ
ｎ
ｅｔ
ａｌ
．
， ２
０
０
７
）

与
印
支
旋

回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组
　

与
加
里
东

旋
回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组

武
当

大

别
造
山
带

扬
子
陆

表
海
盆
地

扬
子
北
缘

陆
缘
裂
谷

扬
子
北
缘

陆
缘
裂
谷

扬
子
陆
缘

陆
棚
盆
地

／
鄂
北
陆
棚

边
缘
盆
地

变
质
作
用

热
液
作
用

沉
积
作
用

变
质
作
用

岩
浆
作
用

沉
积
作
用

Ｙ
Ｚ
Ｍ
１
随
州

大
别
地
区
与
变
质
作
用
有
关
的
金
红
石
云
母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大
阜
山
式
金
红
石
矿
，
英
山
县
赵
家
山
小
型
云
母
矿

Ｙ
Ｚ
Ｌ
１
武
当
地
区
与
热
液
作
用
有
关
的
银
金
铜
铅
锌
钼
大
理
岩
（
米
黄
玉
）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银
洞
沟
式
银
金
矿
，
三
天
门
式
金
矿
，
郧
县
东
岳
小
型
大
理
岩

（
米
黄
玉
）
矿
床

与
泥
盆
纪

中
三
叠
世
沉

积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煤
炭

石
煤
铁
铝
土
矿
铀
硒
硫
铁

矿
黏
土
矿
石
膏
石
灰
岩
石

英
岩
累
托
石
菊
花
石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与
早
古
生
代
变
质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锰
重
稀
土
磷
石
墨

云
母
透
闪
石
花
岗
岩
大
理

岩
板
石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与
南
华
纪

早
古
生
代
岩

浆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铌
稀
土

辉
绿
岩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与
南
华
纪

早
古
生
代
沉

积
作
用
有
关
的
石
煤
钼
钒

锰
铜
铅
锌
银
铀
磷
重
晶
石

硫
铁
矿
白
鹤
玉
荆
山
玉
白

云
岩
石
英
岩
粉
砂
岩
砂
页

岩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Ｙ
Ｚ
Ｓ
１
宜
昌

恩
施
地
区
与
晚
泥
盆
世

早
石
炭
世
沉

积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矿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宁
乡
式
铁
矿

Ｙ
Ｚ
Ｓ
２
扬
子
地
区
与
泥
盆
纪

中
三
叠
世
沉
积
作
用

有
关
的
煤
炭
石
煤
铁
铝
土
矿
铀
硒
硫
铁
矿
黏
土
矿
石

膏
石
灰
岩
石
英
岩
累
托
石
菊
花
石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渔
塘
坝
式
硒
矿
，
松
宜
煤
田
，
狮
子
岩
式
铝
土
矿
，
璜
厂
坪
式
硫

铁
矿
，
建
始
县
戴
家
岩
菊
花
石
矿
点
，
大
坪
式
累
托
石
矿
，
黄
石

式
石
膏
矿
，
后
河
式
石
膏
矿
，
南
漳
县
范
家
岭
小
型
铁
矿
床
，
黄

石
市
金
盆
山
中
型
石
灰
岩
矿
床

Ｊ
Ｌ
Ｄ

Ｍ
１
桐
柏

大
别
地
区
与
新
元
古
代
青
白
口

震

旦
纪
沉
积

变
质
作
用
有
关
的
磷
锰
重
稀
土
石
墨
云

母
透
闪
石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黄
麦
岭
式
磷
矿
，
殷
家
沟
式
重
稀
土
矿
，
团
山
沟
式
锰
矿
，
芦
花

湾
式
石
墨

Ｊ
Ｌ
Ｄ
Ｍ
２
竹
溪

随
州
地
区
与
早
古
生
代
变
质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花
岗
岩
大
理
岩
板
石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郧
县
大
柳
堂
上
小
型
大
理
岩
矿
床
，
竹
山
县
庙
沟
小
型
板
石

矿
床

Ｊ
Ｌ
Ｄ
Ｉ
１
武
当

随
州
地
区
与
南
华
纪
火
山
喷
发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矿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陈
家
垭
式
铁
矿

Ｊ
Ｌ
Ｄ
Ｉ
２
武
当

随
州
地
区
与
志
留
纪
岩
浆
侵
入

火
山

喷
发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铌
稀
土
辉
绿
岩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庙
垭
式
铌
矿
，
天
宝
式
铌
矿
，
银
洞
山
式
铁
矿

Ｊ
Ｌ
Ｄ

Ｓ
１
神
农
架

宜
昌
地
区
与
早
震
旦
世
沉
积
作
用

有
关
的
磷
银
钒
硫
铁
矿
矿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荆
襄
式
磷
矿
，
白
果
园
式
银
钒
矿

Ｊ
Ｌ
Ｄ

Ｓ
２
扬
子
地
区
及
鄂
北
地
区
与
寒
武
纪
及
志
留

纪
黑
色
岩
系
沉
积
作
用
有
关
的
石
煤
钼
钒
铀
磷
重
晶

石
硫
铁
矿
石
灰
岩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文
峪
河
式
黄
铁
矿
，
柳
林
式
重
晶
石
矿
，
赵
家
峡
式
磷
矿
，
杨
家

堡
式
钒
矿
，
走
马
坪
式
钒
矿
，
长
阳
朱
家
墩
小
型
钼
钒
矿
，
房
县

三
池
小
型
钒
矿
，
竹
山
县
钻
探
岩
小
型
石
煤
矿
床
，
竹
山
县
桂

坪
铀
钒
矿
点

Ｊ
Ｌ
Ｄ

Ｓ
３
扬
子
地
区
与
南
华
纪
及
早
古
生
代
沉
积
作

用
有
关
的
锰
铜
铅
锌
银
磷
白
鹤
玉
荆
山
玉
白
云
岩
石

英
岩
粉
砂
岩
砂
页
岩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大
塘
坡
式
锰
矿
，
小
观
山
式
锰
矿
，
凹
子
岗
式
铅
锌
矿
，
江
家
垭

式
铅
锌
矿
，
京
山
县
铜
家
冲
小
型
铜
矿
，
建
始
县
长
梁
小
型
磷
矿

床
，
鹤
峰
县
坪
溪
白
鹤
玉
矿
点

Ｐ
ｚ
２
１
６
下
扬
子
及
华
南
与
晚
古
生
代

沉
积
作
用
有
关
的
Ｆ
ｅ
、
Ｍ
ｎ
、 Ｃ
ｕ
、 Ｐ
ｂ
、

Ｚ
ｎ
、 Ｖ
、
硫
铁
矿
、
重
晶
石
、
石
膏
、
煤
、

黏
土
、
碳
酸
盐
岩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Ｐ
ｔ
３
４
１
大
别

苏
鲁
新
元
古
代
大
陆

边
缘
火
山

沉
积
变
质
磷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Ｐ
ｚ
１
１
１
Ｉ
秦
岭
与
加
里
东
旋
回
岩
浆
、

沉
积
作
用
有
关
的
磷
、
Ｍ
ｎ
、
Ｎ
ｉ
、
Ｍ
ｏ
、

Ｖ
、 Ｕ
、 Ｃ
ｕ
、 Ｚ
ｎ
、 Ｂ
ａ
、
稀
有
金
属
、
白
云

母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Ｐ
ｔ
３
４
２
下
扬
子
与
新
元
古
代
热
水
沉

积

变
质
作
用
有
关
的
Ｆ
ｅ
、
Ｍ
ｎ
、
磷
、

Ａ
ｇ
、 Ｐ
ｂ
、 Ｚ
ｎ
、 Ｃ
ｕ
、
石
墨
、
滑
石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Ｐ
ｚ
１
１
２
扬
子
地
台
与
寒
武
纪
海
相
沉

积
有
关
的
石
煤
、
磷
、
Ｖ
、
Ｎ
ｉ
、
Ｍ
ｏ
、

Ｍ
ｎ
、 Ｕ
、 Ｒ
Ｅ
Ｅ
、 Ｐ
Ｇ
Ｅ
、
重
晶
石
、
石
膏
、

石
盐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与
晋
宁
旋

回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组
　

与
吕
梁
旋

回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组
　

古
陆
块

古
陆
块

岩
浆
作
用

沉
积
作
用

热
液
作
用

岩
浆
作
用

变
质
作
用

Ｊ
Ｎ
Ｉ
１
黄
陵
地
区
与
岩
浆
侵
入
作
用
有
关
的
铬
铁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梅
子
厂
式
铬
铁
矿

Ｊ
Ｎ
Ｉ
２
桐
柏

大
别
地
区
与
岩
浆
侵
入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矿
床
亚
成
矿
系
列

石
鼓
冲
式
铁
矿

Ｊ
Ｎ
Ｉ
３
黄
陵
地
区
与
岩
浆
侵
入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矿
床
亚
成
矿
系
列

宜
昌
市
葡
萄
树
中
型
花
岗
岩
矿
床
，兴
山
县
楼
子
湾
小
型
铁
矿
床

Ｊ
Ｎ

Ｓ
１
神
农
架
地
区
与
沉
积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
铜
、
白
云
岩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主
峰
式
铁
矿

Ｊ
Ｎ

Ｌ
１
黄
陵

神
农
架
地
区
与
热
液
成
矿
作
用
有
关
的
金
铜
钼
硫
铁
矿
硅
质
岩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拐
子
沟
式
金
矿
，
宜
昌
市
川
心
店
小
型
钼
矿
，
宜
昌
安
家
沟
小

型
硫
铁
矿

Ｌ
Ｌ
Ｉ
１
黄
陵
地
区
与
岩
浆
侵
入
作
用
有
关
的
花
岗
岩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宜
昌
市
松
树
崖
大
型
花
岗
岩
矿
床

古
陆
块
与
变
质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矿
床
成
矿
系
列
　
　
　

Ｌ
Ｌ

Ｍ
１
桐
柏

大
别
地
区
与
变
质
作
用
有
关
的
铁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团
风
县
贾
庙
小
型
铁
矿
床
，
广
水
市
刘
家
冲
中
型
白
云
岩
矿
床

Ｌ
Ｌ

Ｍ
２
黄
陵
地
区
与
变
质
作
用
有
关
的
石
墨
石
榴

子
石
花
岗
岩
大
理
岩
矿
床
成
矿
亚
系
列

三
岔
垭
式
石
墨
矿
，
宜
昌
市
彭
家
河
小
型
石
榴
子
石
矿
床
，
宜

昌
市
清
溪
沟
小
型
铁
矿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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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湖北省重要矿产成因简表

犜犪犫犾犲４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犵犲狀犲狊犻狊狅犳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犿犻狀犲狉犪犾狊犻狀犎狌犫犲犻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成矿时代 主要矿种 典型矿床 分布区域 成因类型

第四纪 绿松石，金矿 郧县云盖寺小型绿松石矿，嘉鱼县蛇屋山大型金矿 郧县、嘉鱼 风化型

古近纪
石油、石膏、

盐矿、芒硝

清江市王场中型油田，潜江市潜江凹陷大型卤水矿

区，孝感市云应超大型盐矿区，应城市超大型石膏矿
江汉盆地 沉积型

白垩纪 石膏 荆门革集—子陵铺超大型石膏矿 江汉盆地 沉积型

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

铁铜金钨钼铅锌锶

钽铌

金、铜、铁、萤石

铅锌

锑、金

黄石市铁山大型铁铜矿床，大冶市铜绿山大型铜铁矿

床，大冶龙角山小型铜钨矿，阳新鸡笼山中型铜金矿床

阳新县银山中型铅锌矿床，黄石市凤梨山狮子立山

中型铅锌锶矿

通城断峰山大型钽铌矿床

随州黑龙潭卸甲沟中型金矿，大悟县芳畈小型铜矿，

黄梅县黄梅中型铁矿床，红安县华河大型萤石矿

神农架林区花椒树坪中型锌矿

通山徐家山中型锑矿床，崇阳小水小型金矿床

鄂州—

阳新地区

通城

随州—大别地区

保康—恩施地区

通山地区

接触交代型

岩浆热液型

伟晶岩型

浅成中低温热液型

三叠世 银金铜铅锌 竹山县银洞沟大型银金矿 武当地区 浅成中低温热液型

二叠纪 硒、硫铁矿、累托石
恩施市渔塘坝小型硒矿，保康县管驿沟中型硫铁矿，

南漳县大坪大型累托石黏土煤矿床
保康—恩施地区 沉积型

晚泥盆世—

早石炭世
铁 长阳县火烧坪大型铁矿床

宜昌—

恩施地区
沉积型

志留纪 铌轻稀土矿 竹山庙垭大型铌稀土矿，竹溪县天宝铌矿点 竹山—竹溪地区 岩浆型

寒武纪 钒、重晶石、磷
丹江口杨家堡中型钒矿床，鹤峰县走马坪中型钒矿

床，随州柳林大型重晶石矿，郧西赵家峡小型磷矿

武当—随州、

恩施、咸宁
沉积型

早震旦世 磷、银钒
钟祥市牛心寨大型磷矿床，兴山县白果园大型银钒

矿区

保康—

宜昌、钟祥
沉积型

早震旦世 磷、锰 大悟县黄麦岭大型磷矿，黄陂团山沟小型磷锰矿床 大悟—黄陂 变质型

南华纪 锰 长阳县古城中型锰矿床 长阳 沉积型

古元古代 石墨 宜昌市三岔垭大型石墨矿床 黄陵地区 变质型

上、下两套膏盐岩系和生油岩系。早期旋回的膏泥

沉积主要发育于盆地西北部的远安地堑和荆门断

凹，含膏地层主要为跑马岗组（Ｋ２狆），形成大型、超

大型石膏矿床，如荆门麻城铺、革集子陵铺等；早期

的生油岩系新沟嘴组（Ｅ１－２狓）烃源岩为一套５０～

２５０ｍ厚的暗色泥岩，储集岩主要为砂岩，圈闭期早

于大量排烃期，成藏条件好，以天门市马王庙中型油

田为典型矿床。晚期旋回的膏盐层分布于江汉盆地

内次级构造古近纪地层中，形成应城云应盐矿、潜江

凹陷岩盐、卤水矿（伴生硼、溴、碘）等；生储油层系潜

江组（Ｅ２狇）具有分布广、厚度大、有机质丰度高、生

油母质类型好等特点，是江汉盆地品质最好的烃源

岩，储集岩主要有砂岩、盐间非砂岩、鲕粒灰岩等三

大类，大量的圈闭形成于生油高峰之前，以潜江市王

场中型油田为典型矿床。

５　结论

（１）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湖北省已探明资源储量矿

产有９１种及１４１８处矿产地。

（２）湖北划定了６个矿床成矿系列组和３２个矿

床成矿（亚）系列。

（３）湖北省有３个重要的爆发性成矿时期：早震

旦世鄂西陆棚浅海沉积形成磷矿，晚侏罗世—早白

垩世在鄂东南滨太平洋活动陆缘形成了铁铜金多金

属矿，三叠纪—古近纪在江汉盆地沉积形成了石油

盐矿石膏芒硝等矿产。

注　释

?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鄂西地质大队．１９９６．鄂西黄陵背斜核部中

段金矿的成矿预测及靶区优选．

? 湖北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１３．通城县区域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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