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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长江中下游 Fe-Cu-Au多金属重要成矿带的宁芜、大冶铁矿成矿模式和成矿地质背景的分析, 按照

成矿系列中缺位预测的原则 ,认为在宁芜盆地南段的岩体存在双层结构, 与上层岩体有关的矿床为典型的 /玢岩铁

矿0;深部下层岩体具有 /大冶式0铁矿相似的成矿地质环境;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宁芜玢岩铁矿下部有大冶式铁

矿存在的认识, 并构建了宁芜盆地南段 /丰0字型成矿模式。认为采用 /模式0类比、立体填图、综合物探方法进行

综合探测将具有较好的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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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宁芜地区、鄂东南地区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最重

要的铁矿集区。前人曾对宁芜地区矿床进行了深入

研究,提出了著名的 /玢岩0铁矿模式 (宁芜研究项目

编写小组, 1978)。鄂东南 /大冶式 0铁矿作为典型

/接触交代 0型矿床有更为广泛的研究 (裴荣富,

1995)。虽然上述两类矿床的成因仍在争议之中 (凌

其聪和刘丛强, 2003及文中参考文献 ), 但 /层位控

矿0已取得共识。三个主要控矿层位 (界面 )分别为

白垩系火山岩与基底地层;中下三叠统含膏盐与碳酸

盐岩地层;石炭系碳酸盐岩与泥盆系砂岩。把上述界

面出露地表区域分别定义为坳陷、隆坳过渡带和隆起

区,前人分别研究和建立了坳陷 (火山盆地 )玢岩铁矿

成矿模式、隆坳过渡带接触交代成矿模式以及隆起区

的层控矽卡岩 (热液 )成矿模式 (常印佛和刘学圭,

1983; 常印佛等, 1991; 凌其聪等, 1998), 并将隆坳

过渡带接触交代与隆起区的层控矽卡岩 (热液 )成矿

模式衔接后,在隆坳过渡带深部, 发现了大规模层控

矿床,如冬瓜山铜矿、姚家岭多金属矿等 (翟裕生等,

1992; Pan and Dong, 1999; 蒋其胜等, 2008)。近年

来,在坳陷区的宁芜南段深部和庐纵地区勘查工作

中,也发现类似于隆坳过度带 /大冶式 0铁矿,规模达

亿吨以上,如 (杨庄铁矿 ) 、泥河铁矿等。

长江中下游深部找矿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特别

是在重点成矿区带的突破性发现, 多是在前人总结

的地质规律 (成矿模式 )基础上, 相互联系、发展、延

伸,获得新的认识所取得的结果。而针对宁芜南段

的深部找矿,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¹ 区域成矿 -控矿

地质规律 (成矿模式 ) ; º 成矿模式与近年来勘探成

果的印证情况和发展方向; » 建立新的成矿模式; ¼

在其指导下的成矿预测应用与现代勘查技术结合的

找矿方法。基于此, 笔者依据 /层位控矿 0规律, 认

为长江中下游岩体、矿体空间形态总体呈 /丰 0字

状。并将玢岩铁矿与大冶式铁矿模式相衔接, 结合

岩体双层结构, 构建了宁芜南段 /丰 0字状成矿模

式,将此模式应用于宁芜南段深部找矿工作中,取得

了较好的找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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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矿-控矿的层控规律

我国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可划分为七个大型矿集

区 (翟裕生等, 1992; Pan and Dong , 1999; 周涛发

等, 2008),从北东到南西依次为宁镇 Cu-Fe-Pb-Zn

矿集区、宁芜 Fe矿集区、铜陵 Cu-Au矿集区、庐枞

Fe-Cu矿集区、安庆 - 贵池 Cu矿集区、九瑞 Cu-Au

矿集区和鄂东南 Fe-Cu矿集区 (图 1)。在该成矿带

内的 /第一找矿空间 ( 0~ 500米 ) 0已经发现几十个

大型、超大型矿床。根据当前的研究进展,这些矿床

可能成因各异,但均与中生代 (燕山期 )构造改造和

岩浆活动有关 (翟裕生等, 1992; 陈邦国等, 2002;

杨竹森等, 2004; 曾普胜等, 2005; 吕庆田等, 2007;

李红阳等, 2008), 且均产出于岩体周边或岩体中。

同时,从区域分布特点来看, 这些矿床几乎都集中分

布在三个层位,表现出典型的层控 /多层楼 0成矿规
律 (刘湘培等, 1988; 刘湘培, 1989; 常印佛等,

1991; 储国正和黄许成, 1993)。

图 1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矿床分布图及其成矿时代 (引自毛景文等, 2009)

F ig. 1 Sketch m ap show ing the distribu tion and m eta llogen ic epoch of ore deposits in the lower-m iddle

Yangtzem etallogen ic be lt ( afte rM ao e t a.l , 2009)

1. 1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三个主要控矿层位

长江中下游 (下扬子地区 )地层自寒武系以来,

存在三个主要岩性界面,即:石炭系黄龙组 (或栖霞

组 )灰岩与泥盆系五通组石英岩间; 中、下三叠统黄

马青组 (蒲圻群 )砂泥岩与周冲村组 (大冶群 )灰岩

之间;白垩系火山岩与基底地层砂泥岩间。由于这

些界面间上、下层岩石在化学成分、物理性质上存在

较大差异,以至在后期构造运动中产生层间构造空

间,为岩浆侵位及成矿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导

致岩浆岩、矿床呈 /层控0产出。

( 1)石炭系黄龙组 (或栖霞组 )与泥盆系五通组

顶部不整合界面。此界面是成矿带内最主要的容

矿、控矿层位。根据有关研究 (图 2), 该层位控制的

矿床的金属储量占整个成矿带的比重为: 铜占

29. 21%、金占28. 78%、钼占25. 59%、铅占 73. 69%、

锌占 69. 30%。

( 2)中、下三叠统 (即蒲圻群黄马青组与大冶群

周冲村组 )之间,尤其是含膏 (盐 )层的周冲村组 (或

东马鞍山组 ) , 是成矿带第二个主要的容矿层位。

该层位控制的矿床的金属储量分别占整个成矿带的

比重为:铜占 44. 23%、铁占 11. 09% ,金占 51. 63%、

钼占 36. 76% (图 2)。在鄂东南矿集区, 该层位附

近的铁、铜储量分别占该地区铁铜总储量的 91. 14%

和 56. 32%。发育在该层位的主要矿床类型有: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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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容矿地层矿量对比图 (引自常印佛等, 1991)

F ig. 2 Compar ison of ore quantities in d ifferen t host strata in the lower-m iddle Yangtzem etallogenic be lt

( after Chang et a .l , 1991)

卡岩型 (接触 - 层控式 )、潜火山气液型、沉积改造

型以及上述类型的复合型。典型矿床有程潮、铁山、

铜绿山等。

( 3)上侏罗统和下白垩统是成矿带内铁、硫 (铜

金 )矿的主要容矿层位。该层位为一套火山岩系,

它控制了成矿带 53. 77%的铁和 63. 22%的硫储量

(图 2)。该层位主要发育在庐枞 -宁芜 -潥水 -潥

阳坳陷带中的 /继承性 0火山岩盆地。矿床主要与

大王山喷发旋回 (庐枞为砖桥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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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芜研究项

目编写小组, 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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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和 /似层状 0特征。如宁芜盆地的凹山、向山铁

矿等;庐枞盆地的罗河、河家小岭和大鲍庄铁 (铜 )

矿。矿床类型主要为接触交代型、矿浆充填型、火山

沉积型及上述类型的复合型。

1. 2 矿集区与控矿层位关系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七个矿集区在 /第一找矿空
间 ( 0~ 500米 ) 0 (滕吉文, 2006)的主要容矿、控矿

层各有不同 (或侧重 )。从与构造、地层和岩浆岩的

关系, 可大致分为三类 (吴言昌等, 1988; 常印佛

等, 1991; 董树文, 1991),自上而下分别为:

一类是产于断陷火山岩盆地与富钠闪长岩系有

关的铁矿集区,如庐枞和宁芜,主要容矿层为上侏罗

统和下白垩统之间;

二类是产于隆起和坳陷过渡区,如鄂东南,主要

容矿层中三叠统东马鞍山组。

三类是产于断块褶皱隆起区与高钾闪长岩系有

关的铜金矿集区,如铜陵、九瑞、安庆 -贵池和宁镇,

主要容矿层五通组和黄龙组之间。

上述表明: 矿集区必须是中生代岩浆剧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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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而实际所谓 /隆坳 0构造区找矿, 是受勘查深度

范围内所涉及的界面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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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印佛等,

1991, 1996), 而且中生代岩浆活动强烈 (毛建仁等,

1990) ,并贯穿各构造地层单元,三类矿集区在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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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格局和剥蚀深

度的变化,才出现了形式上与隆起和坳陷关系密切

的三类矿集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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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专家都认为 (常印佛等, 1991; 吕庆田等,

2007) ,每一类矿集区深部都存在巨大的找矿潜力。

在第一类矿集区 (如宁芜和庐枞 )之下应该存在第

二类矿集区 (鄂东南 ) ;在第二类矿集区之下应该存

在第三类矿集区,在第三类矿集区深部也有新的容

矿层,如下古生界上奥陶统五峰组与汤头组,其中发

育有层控铅锌铜矿,典型矿床有:贵池黄山岭矽卡岩

型铅锌矿, 安庆温家桥、郑家冲铅锌铜矿 (吕庆田

等, 2007)。实际上在第一类矿集区宁芜和庐枞盆

地已经发现了产于黄马青组下部及青龙群灰岩与辉

长闪长岩的接触带中的矿床 (鄂东南 ) ,如宁芜盆地

的凤凰山、白象山、前钟山等铁矿 (常印佛等,

1991)。

2 宁芜玢岩铁矿找矿勘探和研究
成果

/玢岩铁矿 0 (图 3, 引自宁芜研究项目编写小

组, 1978)是与火山 -次火山岩侵入活动有关的多

类型矿床共生、复合的一种理想组合形式。在空间

上这些矿床基本围绕火山 - 侵入活动中心成套出

现。在每一火山 -侵入活动中心的次火山岩体 (辉

长闪长玢岩 -辉长闪长岩 )内部及周围接触带和邻

近的围岩中, 依此形成各种类型的矿床 (化 ) : 岩体

内部形成的浸染状铁矿床 (如陶村、和尚桥等 ) , 岩

体边部形成的接触型或爆破角砾岩型铁矿床 (如凹

山、东山铁矿等 ),岩体接触带附近形成的矿浆 -潜

火山气液复合型矿床 (如梅山铁矿 )及层控 - 接触

复合型矿床 (如姑山、凤凰山等 ) ,外接触带火山岩

系中形成热液交代充填型矿床 (如向山、龙虎山 )和

火山沉积矿床 (如龙旗山、竹园山等 )。实际情况

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矿床类型组合更为常见,如矿浆

-潜火山气液、接触 -隐爆角砾、层控 -接触等, 它

们环绕火山穹隆作有规律的分布。

近年来,随找矿勘探进展和地质研究等工作的

深入,在宁芜南段三叠系黄马青组底部 (周冲村组

界面 )与岩体 (辉长闪长岩 )接触带, 以及岩体中周

冲村组俘虏体中, 相继发现白象山、杨庄、和睦山等

大中型铁矿床。并且取得以下一些新的认识:

1.青龙群石灰岩 ( T2
1 ) ; 2.黄马青组砂页岩 ( T3 ); 3.象山群砂岩 ( J21 ) ; 4.龙王山、大王山旋回火山岩 ( J3 /K1 ) ; 5. 辉长闪长玢岩 - 辉长闪长

岩; 6.蚀变分带界线; 7.角砾岩化带及角砾状矿石; 8.块状矿石; 9.镜铁矿或磁铁矿脉; 10. 层状铁矿; 11.黄铁矿化; 12.浸染状磁铁矿。

¹ 龙旗山式; º 竹园山式; » 龙虎山式; ¼梅山式; ½ 凹山式; ¾陶村式; ¿向山式 (黄铁矿 ) ; À姑山式、凤凰山式; Ñ .下部浅色蚀变带;

Ò .中部深色蚀变带; Ó .上部浅色蚀变带。

图 3 宁芜火山岩盆地 /玢岩铁矿0完全模式示意图 (据宁芜研究项目编写小组, 1978)

F ig. 3 Com plete model of the porphyrite-type iron ore deposit in theN ingwu lava basin ( afterN ingwu Research G roup,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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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岩体在空间上的双层结构

宁芜研究项目编写小组 ( 1978)指出: /地表成

群出露的小岩体在深部可能彼此相连或部分相连,

实际是深部大岩体顶面的突起部分或分支0; /大岩
体的宏观形态可能是一种宽度比厚度大、长度比宽

度大、总体产状比较平缓的似层状地质体 0。 /大岩

体在某些地段厚度仅 200~ 700米, . . . . . .靠近岩浆

通道部分厚度理应不止 800米 0。这些研究成果表

明,前人已经认识到岩体是呈层状产出的。

近年来勘探研究发现, 在宁芜南段产出于侏罗

-白垩系火山岩 (上构造层 )与基底地层 (下构造

层 )间,围绕火山机构产出蘑菇状玢岩体 (称为上层

岩体 )。产出于三叠系黄马青组与周冲村组界面,

岩体呈 /岩床0状遍布全区 (称为下层岩体 )。上、下

层岩体除在产出空间上不同外 (图 4) , 岩石、岩相、

与成矿关系均有差异。

图 4 宁芜南段两层岩体剖面图

Fig. 4 M ap of cross sec tion show ing doub le- layerd rock masses in the sou thern N ingw u region

  上层岩体为超浅成相次火山岩, 岩性主要为辉

石闪长玢岩。近似的侵入深度为 0. 5~ 1. 5km。岩

石结晶程度低,为半晶质 - 全晶质连续不等粒斑状

结构。与上层岩体有关的矿床为典型的玢岩铁矿,

矿体几乎全部产出于岩体中。历年钻探打穿岩体

后,下伏地层为黄马青组。

下层岩体为浅成相辉石闪长岩。近似的侵入深

度为 1. 5~ 3km。岩石全结晶,多为全晶质等粒细晶

( < 1. 5mm )结构,边缘部分有连续不等粒结构。与

上层岩体有关的矿床为接触交代或热液充填矿床,

矿体几乎全部产出于接触带中。历年钻探打穿黄马

青地层后,下伏均见岩体。

2. 2 控岩控矿褶皱构造

宁芜南段褶皱构造分为两期: 早期 (印支期 )近

东西向宽缓褶皱, 晚期 (燕山期 )北东向褶皱。两期

褶皱叠加, 形成一系列穹窿构造。同时在构造薄弱

空间 (层间 )产生滑脱 (虚脱 )空间。这些构造控制

岩浆侵位、空间展布特征。穹窿构造一般为火山机

构通道,并控制玢岩型铁矿产出。层间虚脱控制岩

体呈蘑菇 (层 )状。磁异常图可以清晰反应这一特

征 (图 5), 磁异常总体呈北北东向串珠状,北西向有

一定呼应关系。磁异常中心为火山机构。

2. 3 成矿规律
上层岩体为传统 /玢岩铁矿 0主体 (图 6), 矿体

主要产于岩体内部及与火山机构有关的近接触带。

在近年来的资料二次开发和勘探工作中发现, 上层

岩体普遍磁铁矿化,矿与非矿往往是以工业指标划

定。部分矿床分别采用 15%、17%的边界、工业品

位圈矿,资源量可以得到较大增长。

下层岩体受褶皱构造控制, 顶面波浪起伏 (图

6)。矿体产出于接触带 (外带 ) , 如 /白象山式 0、

/杨庄式0等。该类矿床矿体常呈似层状、透镜状。

矿体规模大,大型矿体长可达数千米以上,厚数十至

二三百米,宽至近千米。

3 与 /大冶式铁矿 0成矿模式的衔
接

宁芜南段与成矿有关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等和

鄂东南地区基本类似 (图 7)。

( 1)地层:鄂东南地区缺少火山岩盖层外, 鄂东

南蒲圻组 ( T2p )与宁芜的黄马青组 ( T2h )同为杂色

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底部为白云质灰岩为主, 夹石

膏层或石膏胶结的角砾状灰岩、泥灰岩。大冶组

( T1d )与周冲村组 (T1 z) (青龙群 )同为:上部灰岩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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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宁芜南段磁异常平面图

Fig. 5 Magne tic anomaly p lanar graph of the sou thern N ingwu region

图 6 宁芜南段主要矿床分布剖面示意图

Fig. 6 M ap of cross sec tion show ing d istr ibu tion of the ma in ore deposits in sou thern N ingwu region

白云岩;中、下部灰岩、鲕状灰岩、瘤状灰岩等。

( 2)构造: 两地同属扬子地台北缘长江断裂南

部,构造活动的发生、发展经历基本相同。燕山期的

北北东、北东向褶皱 (断裂 )叠加于印支期近东西向

褶皱之上。上述构造控制岩浆侵位和空间分布特

征。不同的是:宁芜南段位于火山岩构造盆地边缘;

鄂东南位于盆凹过渡带。

( 3)岩浆岩: 两地与成矿有关的岩浆岩侵入时

代相同 (燕山期 )、岩性相似 (中 - 中酸性闪长岩

类 )。不同的是鄂东南 (由于隆起? )缺失宁芜南段

的上层次火山岩相岩体, 而宁芜南段下层岩体在岩

性、岩相、规模、产状等方面, 均与鄂东南相似。岩体

同样呈岩床状,顺层侵位于蒲圻组 (黄马青组 )与大

冶组 (周冲村组 )界面中。

( 4)矿床就位: 鄂东南地区缺失宁芜南段的火

山岩次火山岩系列及与之相关的玢岩型铁矿; 宁芜

目前尚未发现大型 (类似于大冶铁矿铁山矿田 )岩

体与大冶组 (周冲村组 )接触带铁矿床。但是, 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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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砂页岩; 2.角砾状白云岩; 3.灰岩; 4.含燧石结核灰岩; 5.矽卡岩带; 6.矿体; 7.钠质同化混染带; Ñ .辉石闪长岩带;

Ò .闪长岩带; Ó .石英闪长岩带; ¹ 铁山式; º 陈盛式; » 磨石山式; ¼肖家铺式; ½ 前黄村式。

图 7 大冶式铁矿铁山矿田成矿模式示意图 (据裴荣富, 1995)

F ig. 7 Sketch map show ingm etallogen icm odel for the T ie shan iron m ine field ( a fter Pe,i 1995)

上述二者之间的,产于岩体顶盖、顶盖俘虏体中的铁

矿床,两地同时出现。

综上所述, 宁芜玢岩铁矿与大冶式铁矿成矿模

式对接,可以构成宁芜南段新的成矿模式。这个新

的成矿模式是完整的 /长江中下游成矿模式 0, 即

/丰 0字型成矿模式的上部,即 /土 0字形模式 (见图

6) :中间 /竖 0代表岩浆通道,出头部分为火山机构;

上面一 /横0为火山岩与基底地层界面、中间一 /横 0

为黄马青与周冲村组 (膏盐层 )界面。宁芜地区与

上层岩体有关的矿床为玢岩铁矿; 与下层岩体有关

的矿床相当于 /大冶式 0岩体顶盖部分矿床。宁芜
南段地区深部可能存在大冶式接触交代型矿床。

4 宁芜南段深部找矿方法

4. 1 深部找矿方向

根据新的成矿模式初探,作者认为:宁芜南段未

来深部找矿方向, 即所谓长江中下游深部 /第二成

矿带0或 /第二富集带 0, 应该定位在坳陷区和覆盖

区 500m以下受控于中、下三叠统之间的容矿层及

可能存在的矿床。这个容矿层应该作为深部找矿的

战略目标,我们在工作区开展系统的评价工作。目

前,对这两个层位在坳陷区和覆盖区的深度、含矿性

有一定了解。并且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尝试:

( 1)宁芜南段 (工作区 )的岩体精细结构:通过

系统收集历年钻探和物探解释成果, 结合现代大深

度物探工作成果,编制基岩地质图、岩体等深图查明

周冲村组 (东马鞍山组 )顶板深度及起伏, 坳陷区火

山岩盆地形态等。

如岩体等深图 (图 8) , 是以系统全面收集整理

历年钻探资料作为主要依据, 利用可控源音频大地

电磁测深、大功率电测深反演成果,参考重磁反演成

果,并结合地质规律等综合编制而成。

( 2)宁芜南段成矿系统时空结构: 宁芜南段存

在类似鄂东南矿集区的成矿系统, 即:相似时空分布

的辉石闪长岩体 (边缘相为石英闪长岩 ) ; 相似的围

岩条件; 相似的地质构造。深部岩浆流体的 /岩浆

房0结构, 可能是现在的下层岩体为上层岩体的岩

浆房。

( 3)宁芜南段覆盖区的探测方法: 在传统重磁

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是大深度 ( - 1000m )物探技术

的应用。

4. 2 找矿途径

吕庆田在 2007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三

届年会特邀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三种深部找矿的思路

和途径 (吕庆田, 2007), 对本项目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本项目具体做法是:

( 1)直接追踪已知矿床的容矿地层或控矿构造

向深部的延伸,并实施钻探验证 (吕庆田等, 2007)。

基于已查明的上下层岩体空间分布和已知矿床

与其对应关系,根据控矿构造的形态、埋深, 使用不

同的勘查技术对深部控矿构造直接进行追踪。对于

控矿构造和地质单元的空间结构, 我们采用的技术

包括: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 ( CSAMT)、瞬变电

磁测深 ( TEM )、高精度重磁测量、大功率激电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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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南芜盆地南段地质物探综合成矿预测及推断岩体埋深图

F ig. 8 Geo logica l and geophysical prospec tingm ap show ing the d istribution of pred icted ores

and magmatic bod ies at dep th of the sou thern N ingwu region

及三维反演等。通过钻探验证,发现了与已知矿床

类似的矿体。进一步勘查正在进行中。

( 2)通过模式 (成矿模式、综合信息模式 )类比,

在已知矿床外围选取靶区和筛选类似模式异常,分

析异常的成因,并实施钻探验证 (吕庆田等, 2007)。

按照两地已知矿床的成矿模式 (描述模式及成

因模式 )和综合信息模式 (地球物理 ) ,建立综合 (衔

接后的 )新模式, 以此模式为依据在已知矿床外围

筛选具有类似成矿条件的地区、具有类似的模式异

常。由于工作区覆盖层厚度大, 预测矿体埋深大。

充分重视弱小异常和宽缓异常对深部矿体的指示意

义,重视模式变化对新类型矿床的指示意义。采用

现代 (新的大测深 )物探技术加以印证,进而实施钻

探验证。在钻探验证过程中进行井中物探和岩心物

性参数测试,进而正、反演物探成果, 查明异常真实

情况。

( 3)依据成矿模式 (地质规律 ), 综合探测、立体

填图,系统查明一个矿集区成矿系统的时空分布和

三维精细结构,在此基础上优选深部成矿靶区。

在成矿模式的框架下,需要精细了解地下一定

深度 ( 0~ 2000m )的精细结构, 主要容矿、控矿构造

(或层位 )的空间三维分布,使地下空间的物质和结

构成为 /透明0 (即对地下结构的认识 )。预测深部

成矿靶区,实施钻探验证。立体填图是通过综合探

测技术、三维反演技术和计算机三维可视化技术获

得地下 3D物性分布的集成使用, 再通过地质学家

的解译,转换成对地下物质和结构的认识,是地质矿

床学家最终认识地下物质和结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吕庆田等, 2007; 付宜兴等, 2007)。

宁芜南段具有数十年的找矿勘探、科学研究成

果,积累了大量三维空间地质结构资料,特别是近年

来深部找矿勘探成果和新型勘探技术为立体填图奠

定了一定基础。本项目进行了初步尝试。

5 讨论和结论

( 1)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具有统一的盖层沉积演

化史。三个主要岩性界面 (泥盆系 /石炭系、中 /下

三叠统、侏罗系 /三叠系 )在多次构造运动作用下,

产生巨大虚脱 (滑脱 )空间。受这种构造控制, 岩体

呈层状或 /丰0字状就位于其中。各界面上下存在

的 /矿源层 0,是成矿带成矿的部分物质基础。岩浆

侵位 (界面 )深度制约岩浆分异 (相带分布 ) , 同时控

制矿床金属分带。如中石炭统黄龙组、中三叠统周

冲村组和上侏罗统大王山组,形成各具特色的矿产。

总体上,垂向呈 /多层楼0成矿规律, 局部矿床 (田 )

表现出多类型复合、叠加的 /多位一体 0成矿特点。

将这些 /成矿模式0组合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 /长江

中下游成矿模式0, 即 /丰 0字型成矿模式。

( 2)按照完整的 /长江中下游成矿模式 0与构造

和岩浆岩的关系,可划分为断陷火山岩盆地 (坳陷 )

(宁芜 )、隆起 (铜陵、九瑞、安庆 -贵池和宁镇 )和坳

陷过渡区 (鄂东南 )。这种 /隆坳0导致岩体、矿体

(构造界面 )埋深不同,由于绝大多数已知矿床垂向

上位于 /第一深度空间 ( 0~ 500m ) 0, 按照总体成矿

规律分析,这些矿集区深部仍有巨大的成矿、找矿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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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宁芜之下可能找到第二个大冶式铁矿。

位于坳隆过渡区的宁芜南段 (当涂 - 芜湖地

区 ) ,岩体具有双层结构特征, 是完整的 /长江中下

游成矿模式 0,即 /丰0字型成矿模式的上部,即 /土 0
字型成矿模式。已知的大部分为 /土 0字型上部玢

岩铁矿, /土 0字型下部 (深部 )具有较大找矿远景。

( 3)深部找矿必须在准确认识成矿规律的基础

上,实施综合探测、立体填图的技术路线, 在思路上

必须从地表的直接找矿向深部以寻找容矿、控矿构

造为主的间接找矿方向上转变。加大投入, 大胆实

施钻探验证。

在本文编制修改过程中, 2010年 1月某勘查项

目打穿上层岩体后,见累计厚度达到 150m的铁矿体。

致谢:本文的思路和想法是近年执行国土资源部中

央地质勘查基金项目 /安徽省当涂县姑山南部铁矿

普查0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其中包括多次与中央

地质勘查基金邀请的评审专家和中南冶金地质勘查

局王永基教授级高工等一些专家的讨论与交流,对

形成本文的思路起到关键作用;毛景文教授和吕庆

田研究员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和意见有助于本文质

量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在此,谨向上述各位专家、同

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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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on onM etallogeneticModel of the Southern N ingwu Porphyrite

Iron Deposit and Deep ProspectingM ethod

LIN Gang
1
, ZHU Chunliu

1
and XU Deru

2

( 1. E ast-China Institu te of M etallurgical G eology and Exp loration, H efei 230088, Anhui, China; 2. Guangzhou In-

stitu te of G eochem istry, Ch ineseA 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Guangdong,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ana lysis o f them etallogenetic models and ore geo log ica l settings o f both theN ingwu-type and

Daye- type iron deposits wh ich are themost important deposi-t types in the low-m iddle Yangtze Fe-Cu-Au polymeta-l

licmetallogen ic bel,t and on the vacant predication theory o fmeta llogenic series,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mag-

mat ic bod ies occur as double- layers in the sou thern N ingw u basin and tha t the deep part of the southern N ingwu ba-

sin has ore- form ing geo log ica l conditions sim ilar to that the "DaYe-type" iron deposi.t There for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Daye- type iron deposit can be found beneath the porphyrite- type iron deposit in the southern N ingwu basin.

Furthermore, a /丰0 ) type meta llogenet icmodel is suggested for the deposits in the southern N ingw u basin. And

thus,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a better prospecting effectm ay be obta ined by synthet ical survey using stereoscopic

mapping, "model" o f ana log and integra ted geophysica lm ethod.

Keywords: double- layered structure; magm atic bod ies; /丰0 ) typem etallogeneticmode;l N ingwu porphyrite iron

deposi;t Daye- type iron deposi;t southern N ingwu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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