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９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３年 ９月

　　 地 　 质 　 论 　 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９　Ｎｏ５
Ｓｅｐｔ．　２０１３

注：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４１２０２０６７，４１２０２０４８）、重点项目（编号 ４０７３０３１３）和国家“９７３”计划（编号
２０１２ＣＢ４１６７０６，２０１１ＣＢ４０３１０５）及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编号１２１２０１１３０３６０００）的成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０６；改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２８；责任编辑：章雨旭。
作者简介：周清，男，１９８３年生。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矿床学博士。主要从事花岗岩成岩成矿研究。现工作于成都地质矿产研
究所。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ｑ５５６＠１６３．ｃｏｍ。通讯作者：姜耀辉，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Ｅｍａｉｌ：ｙｈｊ１８６＠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德兴斑岩铜矿床研究新进展

周清１，２），姜耀辉２），廖世勇１），靳国栋３），赵鹏２），刘铮２），贾儒雅２）

１）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成都，６１００８１；２）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３）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内容提要：江西德兴铜矿是中国东部最大的斑岩型铜矿床，前人对该矿床的成矿流体来源及演化方面的研究取

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在含矿斑岩成因、成矿物质来源、成矿环境等其它方面还存在有较大的争论。最新研究成

果表明，德兴铜矿的含矿斑岩形成于中侏罗世早期（１７０２～１７１０Ｍａ）古太平洋板块向欧亚大陆俯冲形成的大陆边
缘环境，由俯冲大洋板片（主要为上覆沉积物）部分熔融形成的具高 Ｓｒ、Ｓｒ／Ｙ和 Ｌａ／Ｙｂ比值特征的高钾钙—碱性熔
体，在其上升过程中与岩石圈地幔相互作用所形成。超大型的Ｃｕ—Ａｕ多金属成矿作用与岩浆侵入作用几乎同时发
生，成矿物质主要由洋片（ＰＭＯＲＢ）中富含Ｆｅ３＋的岩浆释放出的流体或熔体在上升途中与上覆岩石圈地幔相互作用
后从岩石圈地幔中萃取出来。而在晚侏罗世中期（约１５３５Ｍａ），区内转换为由俯冲大洋板片ｒｏｌｌｂａｃｋ形成的弧后伸
展环境，形成了壳—幔混源成因的闪长质侵入岩脉群，但没有显示出良好的矿化作用；到了早白垩世晚期（１００９～
１０６５Ｍａ），德兴斑岩铜矿区内发生一次热液成因的Ｃｕ（—Ａｕ？）成矿作用事件，叠加于原先大规模的主成矿事件之
上。

关键词：德兴斑岩铜矿；岩石学成因；成矿物源；板块俯冲；热液锆石

　　德兴特大型斑岩铜矿床位于中国东南部江西省
德兴市内，属于环太平洋金属成矿带西带的一部分

（图１ａ）。该矿床构造上位于扬子地块东南缘的江
南台隆上，靠近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新元古代缝合

线———江绍（江山—绍兴）断裂带，距矿床东南侧约

５０ｋｍ处，为北东—南西向的赣—杭裂谷（图１ｂ）。
区内广泛出露中—新元古界（前南华系）变质老地

层及新元古界（南华系—震旦系）、古生界和中生界

地层（图１ｃ）。德兴铜矿是中国东部最大的斑岩型
铜矿产地，含有矿石 １５００Ｍｔ，约含铜 ６４５Ｍｔ，钼
０２５Ｍｔ，金２４ｔ和银２８５ｔ（Ｚａｗ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该矿
床包括铜厂、富家坞和朱砂红三个矿床，分别受控于

呈ＮＷ向分布的三个小侵入斑岩体（图１ｄ）。斑岩
体的岩石类型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在目前已经开

采的铜厂和富家坞矿区中，前者主要产铜，后者则产

铜和钼。

前人（如朱训等，１９８３；芮宗瑶等，１９８４）对德兴
铜矿已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基本查明了该矿

床的地质特征、热液蚀变（包括围岩蚀变类型和分

带型式）及矿化等特征。在成矿流体来源及演化方

面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原始岩浆，变

质水和大气降水也有不同比例的介入（如金章东

等，１９９８；郭新生等，１９９９；Ｊｉ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朱金初等，２００２；毛景文等，２０１０；Ｍａｏ
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然而，在其它方面尚存在较
大的争议。在含矿（花岗闪长质）斑岩的形成时代

方面，全岩或矿物的年龄从早侏罗世（１９３Ｍａ）到晚
白垩世（１１２Ｍａ）都有报道（朱训等，１９８３；芮宗瑶
等，１９８４；朱金初等，１９９０；华仁民等，２０００；金章东
等，２００２；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对德兴斑岩铜
矿床的成矿年龄报道少，仅在毛景文等（２００６）的专
著中有所提及（铜厂辉钼矿 ＲｅＯｓ等时线年龄：
１７０４Ｍａ）。

另外，对该矿床含矿斑岩成因及构造环境的认

识主要有：① 消减环境下（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ＳｕｎＷｅｉ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蒋少涌



图 １德兴铜矿区域及矿床地质图：（ａ）环太平洋斑岩型成矿带简图；（ｂ）华南晚中生代火山—侵入岩套简图；
（ｃ）德兴斑岩铜矿区域地质简图；（ｄ）德兴斑岩铜矿矿区地质简图（周清等，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ｇｅｏｌｏｇｙ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ｃｏｐｐｅｒｏｒｅｂｅｌｔ；（ｂ）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ｅｌｔｉｎＳＥＣｈｉｎａ；（ｃ）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ｄ）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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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０８；ＬｉｎｇＭｉｎｇ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地幔熔体受地
壳物质混染（朱训等，１９８３；刘篹群等，１９８３；芮宗瑶
等，１９８４；ＺｈｏｕＸｉｎｍｉｎａｎｄＬｉＷｕｘｉａｎ，２０００；华仁民
等，２００５；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② 陆内拉张环
境下（ＬｉＺ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ａｎｄＬｉＸｉａｎｈｕａ，２００７）加厚拆沉
下地壳部分熔融（如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③
前寒武纪具火山弧特征的残留下地壳部分重熔（Ｌｉｕ
Ｘ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对成矿物质来源的认识：季克
俭等（１９８９）、梁祥济（１９９５）认为铜主要来源于前震
旦系双桥山群老变质岩地层；而朱训等（１９８３）、刘
篹群等（１９８３）、朱金初等（２００２）、毛景文等（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Ｊｉ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
等（２００６）、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等（２０１１）则坚持成矿物质
主要来源于中酸性母岩岩浆，其中不少观点也认为

不排除成矿流体曾受到地层物质的混染。对岩浆来

源的学者观点，又有所分歧，除多数（如朱训等，

１９８３；芮宗瑶等，１９８４；钱鹏等，２００３；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支持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幔外，还有
少数学者认为来源于具火山弧特征的残留下地壳

（ＬｉｕＸ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或是形成于加厚拆沉下地
壳部分熔融成因的岩浆与岩石圈地幔的相互作用

（如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此外，对该矿床内出
现的脉状石英闪长玢岩却缺乏较多的关注和研究，

仅在朱训等（１９８３）专著中略有提及；对矿区内出现
的后期大脉型矿石的研究同样尚无文献记载。

最近，笔者等在上述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

了一些进展，为澄清这些争议、进一步制约德兴超大

型铜矿床的成岩、成矿机制提供了良好的证据。

１　含矿斑岩成因研究
１１　成岩时代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对德兴铜矿铜厂、富家
坞、朱砂红３个矿区的含矿斑岩进行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
石ＵＰｂ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其锆石加权平均年
龄分别为１７１００±０８４Ｍａ（Ｎ ＝２２，ＭＳＷＤ ＝
０８６）、１７０１６ ±０８８Ｍａ（Ｎ ＝ ２２，ＭＳＷＤ ＝
０６１）、１７０７３ ±０８４Ｍａ（Ｎ ＝ ２２，ＭＳＷＤ ＝
０６０）。这些结果与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发表
的德兴铜厂、富家坞斑岩体的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
龄（１７１±３Ｍａ）和ＬｉｕＸ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报道的铜
厂斑岩体的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 ＵＰｂ年龄（１７２５±
０５Ｍａ）极为相近，而不同于先前朱训等（１９８３）、芮
宗瑶等（１９８４）、朱金初等（１９９０）、华仁民等（２０００）、
金章东等（２００２）对全岩或矿物 ＲｂＳｒ、ＫＡｒ、ＳｍＮｄ

宽泛年龄（１１２～１９３Ｍａ）的报道。由于全岩或矿物
的ＲｂＳｒ、ＫＡｒ等体系的封闭温度较低，介于２００～
５５０°Ｃ之间 （ＶａｎＢｒｅｅｍ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９；Ｃｌｉｆｆ，
１９８５），易受蚀变的影响；而锆石的 ＵＰｂ体系封闭
温度高，可达 ９００～１１００°Ｃ（ＶａｎＢｒｅｅｍｅｎｅｔａｌ，
１９７９；Ｃｌｉｆｆ，１９８５；Ｌｅ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Ｃｈｅｒｎｉａｋ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不易受外界条件的影响，其 ＵＰｂ同位素年
龄目今被公认为可以代表岩体确切的侵入时间。因

此，笔者倾向性地认为，近期这几次相近的锆石 Ｕ
Ｐｂ年龄应能较精确地代表含矿花岗闪长斑岩的形
成时代———即德兴铜矿三个含矿斑岩体近乎同时形

成于中侏罗世早期。

１２　岩石成因
先前与最近对弱蚀变岩石的测试分析（朱训

等，１９８３；芮宗瑶等，１９８４；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ＬｉｕＸ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均表
明，德兴铜厂、富家坞和朱砂红三个矿床中的含矿斑

岩具有一致的主、微量元素特征，呈中—酸性高钾钙

碱性系列，少部分呈钙碱性系列；其Ｍｇ＃［＝ｎ（Ｍｇ）／
［ｎ（Ｍｇ）＋ｎ（ＦｅＴ）］高于纯的地壳部分熔融体。斑
岩体富集轻稀土元素（ＬＲＥＥ），不见显著的负 Ｅｕ异
常。岩石均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ＬＩＬＥ）而相对亏
损高场强元素（ＨＦＳＥ），并在微量元素蛛网图中显
示较强的Ｎｂ、Ｔａ负异常。由于德兴斑岩体显示由
Ｄｅｆａｎｔ和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１９９０）所定义的 Ａｄａｋｉｔｅ的某
些地球化学特征，诸如：ＳｉＯ２（≥５６％）和 Ａｌ２Ｏ３含量
（≥１５％）；亏损 Ｙ（＜１８×１０－６）和 Ｙｂ（＜１９×
１０－６）但富集 Ｓｒ，Ｓｒ极少情况下低于 ４００×１０－６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
具有高的 Ｓｒ／Ｙ和 Ｌａ／Ｙｂ值。因而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等
（２００６）曾将其直接定义成德兴埃达克斑岩，Ｚｈｏｕ
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ａ）也使用“（类）埃达克质（ａｄａｋｉｔｅ
ｌｉｋｅ）”的说法。然而，Ｄｅｆａｎｔ和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１９９０）关
于ａｄａｋｉｔｅ的初始定义主要是根据一套特定的岩石
地球化学特征，并不代表为新的一种岩石类型，其指

示的只是特定环境（大洋板片俯冲）下以产地

（Ａｄａｋ）命名的一种特殊的岩石。对于目前“埃达克
岩”在国内被广泛发现，其原始的定义被扩大，甚至

被作为一种岩石分类，华仁民（２０１１，２０１２）、王登红
（２０１１）等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据此笔者等放弃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 （２０１２ａ）使用的 “（类）埃达克质
（ａｄａｋｉｔｅｌｉｋｅ）”术语，恢复使用德兴含矿花岗闪长斑
岩一词。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先前通过德兴铜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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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斑岩的主、微量地球化学和 Ｓｒ—Ｎｄ同位素特征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为０７０４４～０７０４７；εＮｄ（ｔ）为 －１１４～
１８０）认为其成因为加厚拆沉下地壳的部分熔融。
而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ａ）近期对含矿斑岩较弱蚀变
样品 Ｐｂ同位素的研究结果（２０６Ｐｂ／２０４ Ｐｂｉ可达
１８４１；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ｉ可达１５６１）既高于下地壳，又高
于亏损地幔，因而排除了该成因模式；并结合新的锆

石原位Ｈｆ同位素（εＨｆ（ｔ）为２６～４６）和先前的
Ｓｒ—Ｎｄ同位素特征，提出德兴铜矿含矿斑岩可能是
古太平洋板片及其上覆沉积物部分熔融后的熔体在

上升过程中与地幔楔橄榄岩相互作用后的产物；此

外，根据德兴含矿斑岩较高的Ｍｇ＃值及岩石的ＭｇＯ
含量和εＮｄ（ｔ）值之间呈两种趋势的线性负相关这
一特征，进一步认为板片熔体很可能受到了富集岩

石圈地幔橄榄岩的选择性混染。

图 ２德兴斑岩铜矿含矿斑岩成岩模式（Ｚｈｏｕ等，
２０１２ａ）

Ｆｉｇ．２Ａｓｉｎｇｌ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Ｄｅｘｉｎｇ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ｅｓ（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

１３　成岩构造环境及模式
长久以来，高钾钙碱性岩浆作用被认为是可以

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环境（如 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７６）。
Ｐｅａｒｃｅ等（１９８４）发现形成于火山弧环境的花岗质岩
石具有相对低的 Ｙｂ和 Ｔａ含量，而前面提到，德兴
含矿斑岩样品显示出这种地球化学特征，因此 Ｚｈｏｕ
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ａ）提出其形成于俯冲环境这一观点，
且认为该观点得到上述含矿斑岩 Ｓｒ—Ｎｄ—Ｐｂ—Ｈｆ
同位素组成特征的进一步支持：这些同位素特征揭

示出德兴含矿斑岩很有可能起源于俯冲沉积物和洋

片的部分熔融，并伴随熔体在其上升过程中与上覆

地幔楔橄榄岩发生相互作用———该成岩过程与陆缘

弧环境是相吻合的。朱训等（１９８３）、华仁民等
（２００５）、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Ｓｕｎ
Ｗｅｉｄｏｎｇ等（２００７）、蒋少涌等（２００８）、ＬｉｎｇＭｉｎｇｘｉｎｇ
等（２００９）、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等（２０１１）等学者的前期研

究结果也表明华南在早—中侏罗世处于与古太平洋

俯冲相关的陆缘弧环境。

据此，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ａ）提出德兴斑岩铜矿
含矿斑岩新的成岩模式（图２）：在大约１７１Ｍａ前，
古太平洋板块已呈低角度俯冲到中国东南大陆之

下，俯冲板片（及其上覆沉积物）发生部分熔融，这

种部分熔融体在其上升过程中与岩石圈地幔发生相

互作用，最终侵位到地壳浅部双桥山群地层中，形成

德兴具高Ｓｒ、Ｓｒ／Ｙ和Ｌａ／Ｙｂ值特征的高钾钙—碱性
含矿花岗闪长斑岩。

２　矿床成因研究
２１　成矿时代

最近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ａ）对德兴铜矿富家坞
矿区中与黄铜矿、黄铁矿共生的辉钼矿进行 ＲｅＯｓ
定年，得到模式年龄加权平均值为１７０９±１１Ｍａ
（２σ），与等时线年龄为１７２３±２３Ｍａ（２σ）在误差
范围内一致。该加权平均模式年龄与铜厂矿床的辉

钼矿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 １７０４±１８Ｍａ（毛景文
等，２００６）非常相近；也与前面提到含矿斑岩的锆石
ＵＰｂ年龄（约１７１Ｍａ）较一致；由此证实德兴斑岩
型铜矿各矿床的主成矿作用与斑岩体成岩作用基本

同时，均发生在中侏罗世早期。

２２　成矿物质来源
周清等（２０１３）对德兴铜矿铜厂和富家坞矿床

中主要类型矿石硫化物的 Ｐｂ同位素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德兴铜矿的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含矿花岗

闪长斑岩体，而不是赣东北双桥山群新元古代的轻

微变质老地层，这与较早的研究结果（如朱训等，

１９８３；毛景文等，２０１０；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较
为一致。在Ｚａｒｔｍａｎ和 Ｄｏｅ（１９８１）的 Ｐｂ构造判别
图解中，黄铁矿所有样品全投在地幔 Ｐｂ的演化线
上面或附近，暗示其成矿物质源区主要来源于地幔。

另外，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３）通过总结前人（朱训等，
１９８３；Ｌｉ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ａｎｄＳａｓａｋｉ，２００７）对德兴铜矿中矿
石Ｓ同位素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该矿床三矿区的成
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地幔，俯冲大洋板片也可能贡献

有一定成矿物源。

这一结论进一步得到了矿床中辉钼矿ＲｅＯｓ同
位素特征的支持。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ａ）总结了国内
外多个斑岩型、矽卡岩型等类型含钼矿床辉钼矿中

的Ｒｅ（及相应的放射性１８７Ｏｓ）含量变化范围及其相
应的物质来源与成矿环境后认为：幔源成因辉钼矿

中Ｒｅ含量非常高，一般都超过７５×１０－６；相反，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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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成因辉钼矿中 Ｒｅ含量非常低，普遍低于 １０×
１０－６；壳幔混源成因的辉钼矿 Ｒｅ含量则介于两者
之间。该规律与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等（１９９９）先前得出的
结论极为吻合：即从幔源、壳幔混源到壳源辉钼矿中

Ｒｅ含量由ｎ×１０－４～ｎ×１０－５～ｎ×１０－６各递降一个
数量级。而德兴铜矿铜厂、富家坞矿区中辉钼矿的

Ｒｅ以及相应的１８７Ｏｓ含量非常高，其中Ｒｅ主要变化
于１７２３×１０－６～１１９９９×１０－６（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ａ；毛景文等，２００６）。根据上面得到的规律，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认为德兴铜矿的成矿物质主
要来源于深部地幔，这与ＬｉｕＸｕａｎ等（２０１２）近期对
德兴铜矿含矿斑岩锆石中的氧同位素研究结果具幔

源特征是非常一致的。

２３　成矿机制
德兴含矿斑岩起源于俯冲板片（及上覆沉积

物）的部分熔融（毛景文等，２００８；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ａ），伴随熔体与地幔楔的相互作用，这种俯冲板
片部分熔融形成的熔体，富含大量的 Ｆｅ３＋（Ｓｉｌｌｉｔｏｅ，
１９９７），在其向上运移过程中与地幔楔橄榄岩发生
交代反应时，Ｆｅ３＋会氧化地幔中的硫化物而转化为
Ｆｅ２＋，而硫化物中的Ｃｕ（Ｍｏ）和Ａｕ则被释放出来进
入岩浆。岩浆与地幔楔橄榄岩的相互反应，大幅度

提高了熔体的 Ｆｅ、Ｃｒ、Ｎｉ含量（Ｋａｙ，１９７８；Ｋｅｌｅｍａｎ，
１９９５），从而增大硫在熔体中的溶解度。周清等
（２０１３）认为这种相互反应也将提高幔岩的氧逸度，
更有利于幔岩中的金属氧化并进入岩浆系统；携带

有大量Ｃｕ—Ｍｏ—Ａｕ等金属的高钾钙碱性岩浆上侵
到地壳浅部有利构造部位，在岩体内外接触带发生

沉淀而形成矿体，其形成（约１７０９Ｍａ）几乎与含矿
花岗闪长斑岩（约１７１Ｍａ）同时（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ａ）。这与毛景文等（２０１１）提出的：华南中晚侏
罗世斑岩—矽卡岩—热液脉状铜多金属矿床可能由

俯冲板片沿古钦杭结合部位发生局部重熔，形成高

钾钙碱性花岗岩，然后上侵定位和成矿这一观点是

一致的。

３　闪长玢岩研究
在德兴铜厂矿区内，周清等（２０１２）研究发现有

晚期的侵入石英闪长玢岩脉，其特征与朱训等

（１９８３）曾提及的较为一致。该类岩石呈浅灰色细
粒斑状结构，暗色矿物较多，超过７０％；斑晶含量不
超过１５％，斑晶主要为斜长石（３～５ｍｍ）和石英（１
～２ｍｍ）、其次为黑云母（约２ｍｍ）和角闪石（约２
ｍｍ），基质为斜长石、石英和黑云母。岩石蚀变较强

烈（烧失量达１２０７），镜下只见到少量蚀变后的角
闪石、斜长石及原生石英晶形。玢岩中较少见到矿

化现象。

周清等（２０１２）通过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年代学
研究表明闪长玢岩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区间为 １５０６
±１８～１５９０±２４Ｍａ，加权平均值为 １５３５±
２４Ｍａ（２σ，ＭＳＷＤ ＝２５），揭示该玢岩脉体形成
于晚侏罗世。德兴脉状石英闪长玢岩处于华南地区

十杭带北带，其形成时代与同处十杭带南带的 Ａ型
花岗岩形成时代（１５１～１６３Ｍａ）较为一致（如蒋少
涌等，２００８；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Ｚｈａｏ
Ｋｕｉ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因此，它们形成的构造背景也
应相同，即很可能同形成于弧后伸展的构造背景

（周清等，２０１２）。结合锆石原位 Ｈｆ（εＨｆ值 ～４７３）
和全岩Ｎｄ同位素（εＮｄ值 ～０５）的研究结果，周清
等（２０１２）认为德兴脉状闪长玢岩很可能形成于古
太平洋板块西向俯冲引起的弧后或弧内拉张环境

下，为幔源玄武质岩浆底侵后受地壳物质混染所致。

与早期的含矿花岗闪长斑岩不同，该期闪长质岩浆

侵入事件则尚未显示出与成矿有紧密的联系。

４　大脉型矿石研究
朱训等（１９８３）前期工作表明德兴铜矿的矿石

主要呈浸染状、细脉状、细脉浸染状和薄膜状构造。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次为辉钼矿，再次

为砷黝铜矿、斑铜矿等。而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ｂ）近
期还鉴别出另一种矿石类型———大脉型矿石，与上

述细脉型矿石有较大区别。该类型矿石矿物组成简

单，主要由黄铁矿和黄铜矿组成，赋存于石英（或方

解石）脉中，脉宽普遍在５ｃｍ以上（上述细脉型矿
石脉宽通常小于１ｃｍ）。并对其中一条脉宽达２０
ｃｍ的含矿石英大脉中的锆石在国土资源部北京离
子探针中心的 ＳＨＲＩＭＰＩＩ型离子探针仪器上 进行
了ＵＰｂ测年分析，结果显示出一新一老两个年龄
序列：老锆石谐和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介于７３５５±５６
～８９９５±９８Ｍａ之间；年轻锆石显示两组谐和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加权平均值，分别为 １０６５±０９～
１００９±３５Ｍａ。

ＣＬ图像特征表明，这些老锆石棱角鲜明，较自
形，粒度较大（长１００～１５０μｍ），且具有韵律环带。
这类锆石显示较低的Ｕ（７７～８２３×１０－６）、Ｔｈ（６４～
５３８×１０－６）和普 Ｐｂ（主要 ＜０４２），但具有较高的
Ｔｈ／Ｕ比值（～１２７）（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ｂ）。而
年轻锆石晶形则呈他形，粒度较小（长５０～８０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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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韵律环带。该类锆石具有较高的 Ｕ（主要为
１２２７～８０９４×１０－６，个别高达 １０６０３×１０－６）、Ｔｈ
（主要为７０３～２５０５×１０－６，个别高达５５０４×１０－６）
和普 Ｐｂ（主要 ＞０６０）含量及较低的 Ｔｈ／Ｕ比值
（００８～０５４）（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ｂ）。这些特征
与Ｗａｔｓｏｎ等（１９９７）、Ｈｏｓｋｉｎ（２００５）、朱永峰和宋彪
（２００６）等报道的热液锆石特征非常相似。因此，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ｂ）以这组年轻锆石的年龄代表
含矿石英脉的形成时代。

为进一步区分上述两类锆石的成因，ＺｈｏｕＱｉｎｇ
等（２０１２ｂ）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过程与矿产
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锆石原位 ＬＡＩＣＰＭＳ
激光剥蚀微量元素测试，结果显示它们具有不同的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年轻锆石相对富集轻稀

土元素，并具有弱的负 Ｃｅ异常，而老锆石则亏损轻
稀土元素，并显示明显的正 Ｃｅ异常。在（Ｓｍ／Ｌａ）Ｎ
对Ｌａ以及 Ｃｅ／Ｃｅ对（Ｓｍ／Ｌａ）Ｎ投图中（详见 Ｚｈｏｕ
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ｂ），年轻锆石投入热液锆石区域中，
而年老锆石除一颗具有较低的Ｃｅ／Ｃｅ和（Ｓｍ／Ｌａ）Ｎ
值外，其他均介于岩浆锆石和热液锆石区域之间。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ｂ）认为老锆石年龄与新元古代
围岩地层时代相一致，应为从围岩地层中捕获的锆

石。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热液锆石和捕获围岩地层锆

石，在形态学、ＣＬ图像特征、放射性同位素地球化学
以及微量地球化学等特征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区别。

因而ＺｈｏｕＱｉｎｇ等（２０１２ｂ）认为石英大脉中的年轻
锆石为新生的热液锆石，其 ＵＰｂ年龄正可代表该
期热液成矿年龄，该年龄较之上面的主成矿期年龄

晚约７０Ｍａ，从而表明德兴斑岩铜矿还存在一次早白
垩世晚期的Ｃｕ（—Ａｕ？）成矿作用事件，叠加于大规
模的主成矿事件之上。对德兴铜矿含矿石英大脉中

流体包裹体测温的结果则表明铜厂和富家坞矿床本

期成矿热液均属中低温低盐度热液（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ｂ）；不同于朱训等（１９８３）对德兴斑岩铜矿
早期主成矿流体的研究结果：经历了从高温到中温

再到低温的过程。该期热液成矿事件，与毛景文等

（２００９）提出的华南白垩纪浅成低温热液型铜金银
成矿阶段较一致，很可能隶属于同一个成矿系统。

５　结论
中生代为中国东部成矿大爆发时期，该期间华

南发生了大规模的成矿作用，被称为中生代成矿爆

发事件。华仁民等（２００５）认为中国华南地区中生

代发生了３次大规模成矿作用，且都在燕山期。其
中，第一次发生在燕山早期（１８０～１７０Ｍａ），以赣东
北和湘东南的 Ｃｕ、Ｐｂ—Ｚｎ（Ａｕ）矿化为代表。第二
次发生在燕山中期的第二阶段（约１５０～１３９Ｍａ），
主要是南岭及相邻地区以 Ｗ、Ｓｎ、Ｎｂ、Ｔａ等有色—
稀有金属矿化为主的成矿作用。第三次是发生在燕

山晚期（１２５～９８Ｍａ）的以南岭地区Ｓｎ、Ｕ矿化和东
南沿海地带的Ａｕ—Ｃｕ—Ｐｂ—Ｚｎ—Ａｇ矿化为代表的
成矿作用。李晓峰等（２００８）同样认为华南地区１０
个典型的与 Ｃｕ有关的矿床主要发生在 １８０～１７０
Ｍａ、１６０～１５０Ｍａ以及１０５～９０Ｍａ三个时期。而毛
景文等（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１）也提出华南地区中生代
主要金属矿床出现了三个阶段，并相应地建立了４
个矿床模型：其中包括 １７０～１６０Ｍａ中侏罗世斑
岩—矽卡岩型铜矿模型，１６０～１５０Ｍａ晚侏罗世与
花岗岩有关的钨锡矿床模型；早—中白垩世阶段（

１３４～８０Ｍａ，集中在１１０～８０Ｍａ）包括浅成低温热
液型铜金银矿床模型及锡钨多金属矿床模型。以上

观点大体上是比较一致的。

通过总结德兴斑岩铜矿最近的研究成果，笔者

认为上述重要的３个阶段，同样在该矿床中相应地
有所体现：

（１）在中侏罗世早期（～１７１０Ｍａ），古太平洋
板块向欧亚大陆板块俯冲，形成了活动大陆边缘环

境，俯冲大洋板片及上覆沉积物部分熔融形成的高

钾钙碱性熔体，在其上升过程中与岩石圈地幔相互

作用，最终形成了高钾钙碱性的德兴含矿花岗闪长

质岩浆。超大型的Ｃｕ—Ａｕ多金属成矿作用与岩浆
侵入作用几乎同时发生（１７０４～１７０９Ｍａ），成矿
物质主要由上述板片起源的高钾钙碱性岩浆通过与

岩石圈地幔相互作用后从岩石圈地幔中萃取出来。

（２）在晚侏罗世中期（～１５３５Ｍａ），华南转换
为由俯冲大洋板片 ｒｏｌｌｂａｃｋ形成的弧后伸展环境，
并形成了壳—幔混源成因的闪长质侵入岩脉群，但

没有显示良好的矿化作用。

（３）在早白垩世晚期（１００９～１０６５Ｍａ），德兴
斑岩铜矿区内还存在一次热液成因的 Ｃｕ（—Ａｕ？）
成矿作用事件，叠加于原先大规模的主成矿事件之

上。有关该期成矿事件的形成机制及在矿床学和经

济学上的意义，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致谢：野外工作得到江西德兴铜矿集团张映红

科长和陈乐晃主任等的热心帮助，审稿专家和责任

编辑为本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８３９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３年



参　考　文　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郭新生，季克俭，黄耀生，陈江峰．１９９９．德兴斑岩铜矿成矿热液来源
及其演化———花岗闪长斑岩的氧同位素制约．高校地质学报，５
（３）：２６０～２６８．

华仁民，李晓峰，陆建军，陈培荣，邱德同，王果．２０００．德兴大型铜金
矿集区构造环境和成矿流体研究进展．地球科学进展，１５（５）：
５２５～５３３．

华仁民，陈培荣，张文兰，陆建军．２００５．论华南地区中生代３次大规
模成矿作用．矿床地质，２４（２）：９９～１０７．

华仁民．２０１１．关于花岗岩成因分类与花岗岩成矿作用若干基本问题
的思考———与张旗先生等商榷．矿床地质，３０（１）：１６３～１７０．

华仁民，王登红．２０１２．关于花岗岩与成矿作用若干基本概念的再认
识．矿床地质，３１（１）：１６５～１７５．

季克俭，吴学汉，张国柄．１９８９．热液矿床的矿源、水源和热源及矿床
分布规律．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蒋少涌，赵葵东，姜耀辉，戴宝章．２００８．十杭带湘南—桂北段中生代
Ａ型花岗岩带成岩成矿特征及成因讨论．高校地质学报，１４
（４）：４９６～５０９．

金章东，朱金初．１９９８．关于德兴斑岩铜矿成矿物质来源———与梁祥
济研究员商榷．地质论评，４４（５）：４６４～４６９．

金章东，朱金初，李福春．２００２．德兴斑岩铜矿成矿过程的氧、锶、钕同
位素证据．矿床地质，２１（４）：３４２～３５０．

李晓峰，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Ｙ，华仁民，毛景文．２００８．华南地区中生代 Ｃｕ—
（Ｍｏ）—Ｗ—Ｓｎ矿床成矿作用与洋岭／转换断层俯冲．地质学
报，８２（５）：６２５～６４０．

梁祥济．１９９５．江西德兴斑岩铜矿成矿物质来源的实验研究．地质论
评，４１（５）：４６３～４７１．

刘篹群，杨世义，张秀兰，陈长江．１９８３．德兴斑岩铜矿斑岩和围岩蚀
变特征及斑岩和成矿物质来源的讨论．中国地质科学院宜昌地
质矿产研究所所刊，７：７７～９５．

毛景文，胡瑞忠，陈毓川，王义天．２００６．大规模成矿作用与大型矿集
区．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１０３０．

毛景文，谢桂青，郭丽春，元顺达，程彦博，陈毓川．２００８．华南地区中
生代主要金属矿床时空分布规律和成矿环境．高校地质学报，１４
（４）：５１０～５２６．

毛景文，谢桂青，程彦博，陈毓川．２００９．华南地区中生代主要金属矿
床模型．地质论评，５５（３）：３４７～３５４．

毛景文，张建东，郭丽春．２０１０．斑岩铜矿—浅成低温热液银铅锌—远
接触带热液金矿矿床模型：一个新的矿床模型———以德兴地区

为例．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３２（１）：１～１４．
毛景文，陈懋弘，袁顺达，郭春丽．２０１１．华南地区钦杭成矿带地质特

征和矿床时空分布规律．地质学报，８５（５）：６３６～６５８．
钱鹏，陆建军，姚春亮．２００３．德兴斑岩铜矿成矿流体演化与来源的流

体包裹体研究．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３９（３）：３１９～３２６．
芮宗瑶，黄崇轲，齐国明，徐钰，张洪涛．１９８４．中国斑岩铜（钼）矿床．

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１４０．
王登红．２０１１．关于矿床学研究方法的一点看法———就“埃达克岩”

与成矿的关系问题与张旗先生商榷．矿床地质，３０（１）：１７１～
１７５．

周清，姜耀辉，廖世勇，赵鹏，靳国栋，贾儒雅，刘铮，徐深谋，２０１２．德
兴铜矿闪长玢岩ＳＨＲＩＭＰ锆石Ｕ－Ｐｂ定年及原位Ｈｆ同位素研
究．地质学报，８６（１１）：１７２６～１７３４．

周清，姜耀辉，廖世勇，赵鹏，靳国栋，贾儒雅，刘铮，徐深谋，２０１３．Ｐｂ
同位素对德兴铜矿成矿物源的制约．地质学报，８７（８）：１１２４～
１１３５．

朱金初，沈渭洲，刘昌实，徐士进．１９９０．华南中生代同熔系列花岗岩

类的 Ｎｄ—Ｓｒ同位素特征及成因讨论．岩石矿物学杂志，９（２）：
９７～１０４．

朱金初，金章东，饶冰，李富春．２００２．德兴铜厂斑岩铜矿流体过程．南
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３８（３）：４１８～４３４．

朱永峰，宋彪．２００６．新疆天格尔糜棱岩化花岗岩的岩石学及其
ＳＨＲＩＭＰ年代学研究：兼论花岗岩中热液锆石边的定年．岩石学
报，２２（１）：１３５～１４４．

朱训，黄崇轲，芮宗瑶．１９８３．德兴斑岩铜矿．北京：地质出版社，１～
３３６．

ＣｈｅｒｎｉａｋＤＪ，ＷａｔｓｏｎＥＢ，ＧｒｏｖｅＭ，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Ｍ．２００３．Ｐｂ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ｎａｚｉｔｅｓ： ａ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ＲＢＳ／ＳＩＭＳ ｓｔｕｄｙ．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６８：８２９～８４０．

ＣｌｉｆｆＲＡ．１９８５．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ｉｎｇｉｎ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ｂｅｌ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４２：９７～１１０．

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１９７６．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Ｐｒｅｓｓ．

ＤｅｆａｎｔＭ Ｊ，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Ｍ Ｓ．１９９０．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ｒｃ
ｍａｇｍａｓｂｙ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ｙｏｕｎｇ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Ｎａｔｕｒｅ，３４７：
６６２～６６５．

ＨｏｓｋｉｎＰＷＯ．２００５．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ｚｉｒｃ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ｄｅａｎｚｉｒｃ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ａｃｋＨｉｌｌ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６９：６３７～６４８．

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Ｌｉ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ｉ，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ｏｙｏｎｇ，ＦａｎＨｏｎｇｈａｉ，Ｓｈｅｎ
Ｗｅｉｚｈｏｕ， ＮｉＰｅｉ． ２００５．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ａ Ｌａｔ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ｐｅｒａｌｕｍｉｎｏｕｓ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ｄｉｔｓｈｉｇｈＭｇ，ｐｏｔａｓｓｉｃ，ｑｕｅｎｃｈｅｄ
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ａｔ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４６：
１１２１～１１５４．

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ｏｙｏｎｇ，ＤａｉＢａｏ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ｏＳ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ａｏ
Ｋｕｉｄｏｎｇ，ＬｉｎｇＨｏｎｇｆｅｉ．２００９．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Ｌａｔ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ｆｅｌｓｉｃａｎｄ
ｍａｆｉ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ｒｃｔｏｒｉｆｔｉｎｇ．Ｌｉｔｈｏｓ，１０７：１８５～２０４．

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ＬｉａｏＳｈｉｙｏｎｇ，ＪｉｎＧｕｏｄｏｎｇ．
２０１１．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
ａｎｄＡ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ＧａｎＨａｎｇｒｉｆｔ，ＳＥＣｈｉｎａ．
Ｌｉｔｈｏｓ，１２１：５５～７３．

Ｊｉ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ｕＪｉｎｃｈｕ，ＪｉＪｕｎｆｅｎｇ，ＬｕＸｉｎｗｅｉ，ＬｉＦｕｃｈｕｎ．２００１．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ｉｌｌｉｔ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ｉｔｙ（ＩＣ）ａｔＤｅｘｉｎｇ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
Ｄ），４４：１７７～１８４．

Ｊｉｎ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ｕＪｉｎｃｈｕ，ＪｉＪｕｎｆｅｎｇ，ＬｉＦｕｃｈｕｎ，ＬｕＸｉｎｗｅｉ．２００２．
Ｔｗｏ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ｉｌｌｉｔｅａｔ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ｏｎｉｌｌｉｔ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ｉｔｙ．
Ｃｌａｙｓａｎｄ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５０：３８１～３８７．

ＫａｙＲＷＪ．１９７８．Ａｌｅｕｔｉａｎ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ｓ：ｍｅｌｔｓｆｒｏｍ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Ｊｏｕｒ．Ｖｏｌｃａｎ．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Ｒｅｓ．，４：１１７～
１３２．

ＫｅｌｅｍａｎＢＰ．１９９５．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Ｍｇ＃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１２０：１～１９．

ＬｅｅＪＫ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Ｓ，ＥｌｌｉｓＤＪ．１９９７．Ｐｂ，ＵａｎｄＴｈ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３９０：１５９～１６１．

Ｌｉ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Ｓａｓａｋｉ Ｍ． ２００７．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５７：４０９～４２６．

ＬｉＺ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ｎｈｕａ．２００７．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１３００ｋｍｗｉｄｅ
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ｏ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ｆｌａｔｓｌａｂ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５：
１７９～１８２．

ＬｉｎｇＭｉ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ｙｕｅ，ＤｉｎｇＸｉｎｇ，ＨｕＹａｎｈｕａ，ＺｈｏｕＪｉｂｉｎ，
ＺａｒｔｍａｎＲＥ，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ＳｕｎＷｅｉｄｏｎｇ．２００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ｒｉｄｇ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ｂｅ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９３９第 ５期 周清等：德兴斑岩铜矿床研究新进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０４：３０３～３２１．
ＬｉｕＸｕａｎ，ＦａｎＨｏｎｇｒｕｉ，ＳａｎｔｏｓｈＭ，Ｈｕ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ＹａｎｇＫｕｉｆｅｎｇ，Ｌｉ

Ｑｉｕｌｉ， ＹａｎｇＹｕｅｈｅｎｇ， Ｌｉｕ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２． Ｒｅ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
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ｒｅｌｉｃｔ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ｒｃ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Ｄｅｘｉｎｇ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Ｌｉｔｈｏｓ，１５０：８５～１００．

ＭａｏＪｉｎｇｗｅ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ＰｉｒａｊｎｏＦ，ＩｓｈｉｙａｍａＤ，ＳｕＨｕｉｍｉｎ，Ｇｕｏ
Ｃｈｕｎｌｉ，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２０１１．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ｕ—Ａｕ—Ｍｏ—ｅｐｉ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ｇ—Ｐｂ—Ｚｎ—ｄｉｓ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ａｒｅａ，
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ａｌｉｎｋｅｄｏ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ｒｅＧ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４３：２０３～２１６．

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ＨａｒｒｉｓＮ Ｂ Ｗ，ＴｉｎｄｌｅＡ Ｇ．１９８４．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２５：９５６～９８３．

ＳｉｌｌｉｔｏｅＲＨ．１９９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ｃｏｐｐｅｒ—ｇｏｌｄａｎｄｅｐｉｔｈｅｒｍａｌ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４：３７３～３８８．

ＳｕｎＷｅｉｄｏｎｇ，ＤｉｎｇＸｉｎｇ，ＨｕＹａｎｈｕａ．２００７．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ｐｌａｔ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６２：５３３～５４２．

ＶａｎｃｅＢｒｅｅｍｅｎＯ，ＡｆｔａｌｉｏｎＭ，ＰａｎｋｈｕｒｓｔＲＪ，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ＳＷ．１９７９．
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ＧｌｅｎＤｅｓｓａｒｙｓｙｅｎｉｔｅＩｎｖｅｒｎｅｓｓｓｈｉｒｅ：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Ｐａｌａｅｏｚｏｉｃ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Ｇｌｅｎ．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５：４９～６２．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ＸｕＪｉ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ＢａｏＺｈｉｗｅｉ，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ｈｕａ，Ｌｉ
Ｃｈａｏｆｅｎｇ，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ＭａＪｉｎｌｏｎｇ．２００６．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
ａｄａｋｉｔｉｃ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ｅｓｉｎａ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Ｄｅｘｉｎｇ，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ｃｏｐｐｅ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４７（１）：１１９～１４４．

ＷａｔｓｏｎＥＢ，ＣｈｅｒｎｉａｋＤＪ，ＨａｎｃｈａｒＪＭ，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Ｍ，ＷａｒｋＤＡ．
１９９７．Ｔｈｅ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ｂｉｎｔｏｚｉｒｃ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４１：
１９～３１．

ＺａｒｔｍａｎＲ Ｅ，ＤｏｅＢ Ｒ．１９８１．Ｐｌｕｍｂ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７５：１２５～１７７．

ＺａｗＫ，ＰｅｔｅｒｓＳＧ，ＣｒｏｍｉｅＰ，ＢｕｒｒｅｔｔＣ，ＨｏｕＺｅｎｇｑｉａｎ．２００７．Ｎａｔｕ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Ｏｒ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３１：３～４７．

ＺｈａｏＫｕｉ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ｏｙｏｎｇ，ＹａｎｇＳｈｕｉｙｕａｎ，ＤａｉＢａｏｚｈａｎｇ，Ｌｕ
Ｊｉａｎｊｕｎ．２０１２．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ｒ—Ｎｄ—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ＣａｉｌｉｎｇａｎｄＦｕｒｏ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ｓ
ａｎｄｍａｆｉｃｅｎｃｌａｖ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Ｑｉｔｉａｎｌｉｎｇｂａｔｈｏｌ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ｈｉＨａｎｇ
ｚｏｎ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２：３１０～３２４．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ＬｉａｏＳｈｉｙｏｎｇ，ＪｉｎＧｕｏｄｏｎｇ．
２０１２ａ．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ｅｓ，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Ｓｒ—Ｎｄ—Ｐｂ—Ｈｆ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５４：５７２～５９２．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ＬｉａｏＳｈｉｙｏｎｇ，ＪｉｎＧｕｏｄｏｎｇ，Ｊｉａ
Ｒｕｙａ，Ｌｉｕ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２ｂ．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ｄ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Ｅ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７：１５０７～１５０４．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ｈｕａ，ＬｉａｏＳｈｉｙｏｎｇ，ＪｉｎＧｕｏｄｏｎｇ，
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ＪｉａＲｕｙａ，Ｌｉｕ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３．Ｍａｎｔｌ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
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５５：
３３７～３４９．

ＺｈｏｕＸｉｎｍｉｎ，ＬｉＷｕｘｉａｎ．２０００．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Ｌａｔ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ｉｇｎ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ｓ
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ｔｉｎｇｏｆｍａｆｉｃｍａｇｍａｓ．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３２６：２６９～２８７．

Ｎ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１，２），ＪＩＡＮＧＹａｏｈｕｉ２），ＬＩＡＯＳｈｉｙｏｎｇ１），ＪＩＮＧｕｏｄｏｎｇ３），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２），ＬＩＵＺｈｅｎｇ２），ＪＩＡＲｕｙａ２）

１）Ｃｈｅｎｇｄ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８１；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３；

３）Ｎａｎ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Ｊｉａｎｇ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ｗｅ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ｕ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ｏ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Ｏｕｒｎｅｗ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ｖ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ｅｓｗｅｒｅｅｍｐｌａｃｅｄ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ｒ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ｗａｒｄ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ａｌａｅ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ｌ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１７０．２～１７１．０Ｍ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ｓｌａｂ
（ｍａｉｎｌｙｏｖｅｒｌｙｉｎｇ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ｍｅｌｔ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ｗｅｄｇｅ，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
ｈｉｇｈＫｃａｌｃ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ａｇｍａ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ｒ，Ｓｒ／ＹａｎｄＬａ／Ｙｂａｆｆｉｎ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ｕ—Ｍｏ—Ａｕ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ｎｅａｒｌｙ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ｗｅ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Ｆｅ３＋ｒｉｃｈｆｌｕｉｄｓ／ｍａｇｍａ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ＭＯＲＢ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ｗｅｄｇ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ｔ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１５３．５Ｍａ），Ｄｅｘｉｎｇａｒｅａｈａｄｂｅｅ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ｏａｂａｃｋａｒｃｏｒａｎｉｎｔｒａａｒｃ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ｏｌｌ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ｐａｌａｅ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ｏｒｅｂａｒｒｅｎｄｉｏｒｉｔｉｃ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ａ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ｍｉｘ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ｈａｄｆｏｒｍｅｄａ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ｕ（Ａｕ？）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ｅｖ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ｕ—Ｍｏ—Ａｕ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ｔｅ；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ｚｉｒｃｏｎ

０４９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