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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inhang belt is located along the Qinhang Neoproterozoic suture in South China, which separates the 
Yangtze craton and Cathaysian Blocks. Deposits along the bel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episodes, i.e. Neoproterozoic 
marine exhalative Cu-Zn deposits, and Yanshanian granitoids related W-Sn-Cu-Pb-Zn deposits. Xingyuanchong copper 
deposit in its northeast belongs to the former series, is a Mesoproterozoic marine exhalative meta-sedimentary copper 
deposit, closely related with metamorphic spilite and quartz porphyry in Yifengyan Formation in Jixianian, controlled 
by late ductile shear zones, and superimposed mineralized after metamorphosed hydrothermal fluids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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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钦杭成矿带位于华南板内，属扬子与华夏两个古陆块在晚元古代碰撞拼接带。该带及旁侧矿床按成矿

系列可归纳为新元古代海底喷流沉积型铜锌矿床成矿系列和燕山期与花岗岩有关的钨锡铜铅锌多金属矿床成矿

系列。该带北东端的兴源冲铜矿床为中元古代海底喷流沉积变质叠改型铜矿床，其矿化与中元古界蓟县系宜丰

岩组变细碧岩、变角斑岩有密切关系，受后期韧性剪切带控制，经变质热液作用，属多次叠加成矿。 

 

关键词：钦杭成矿带；中新元古代；海底喷流沉积成矿；兴源冲 

1. 引言 

钦州–杭州成矿带(简称钦杭带)，位于华南地区，

大地构造上属于扬子与华夏两个古陆块在晚元古代

碰撞拼接带。该成矿带大致自西南端的广西钦州湾、 

经湘东和赣中延伸到东北端浙江杭州湾，整体呈北东

向反 S 状弧形展布，全长近 2000 公里。该带及其旁

侧是华南地区最为重要的 Cu-Au-Pb-Zn-Ag 多金属成

矿带，分布着一大批特大型铜金铅锌钽铀矿床[1]，也

有大批钨锡多金属矿床，不仅有与元古代细碧角斑岩

火山岩系密切相关的海底喷流型铜锌矿床，而且还有*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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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生代中酸性和酸性花岗岩类有关的铜多金属矿

床和钨锡多金属矿床。万载兴源冲铜矿床地处钦杭成

矿带北东端，为北东东向宜丰–景德镇板缘深断裂带

之大型推(滑)覆构造西段，九岭南缘大型推(滑)覆构造

西段[1-5]，是近几年发现的具有较大潜力的铜多金属矿

床。 

2. 大地构造位置 

钦杭成矿带为中新元古代的扬子与华夏两个古

板块及其间的华南洋于晋宁运动时期，发生洋壳消

减、弧陆碰撞所形成的结合带，是一条 1500 公里以

上的 Cu-Pb-Zn-Au 和 W-Sn-Mo-Bi 多金属成矿带。该

带先后经历了多次开裂和四堡、晋宁、加里东三次碰

撞对接造山运动，为华夏构造体系域的中轴，是华南

构造活动的重要策源地和最强烈、最复杂的一条构造

带，也是一条显著的岩石圈不连续带(图 1)[1-3,6]。 

3. 含矿地层建造和火山岩特征 

3.1. 含矿地层建造 

钦杭成矿带内中新元古代弧盆构造见于浙皖赣

地区，其南西段为湘桂加里东造山带和钦州印支造山

带所掩[1]。所见的构造序列自北向南为： 

1) 扬子板块 

①江南弧后盆地晋宁期褶皱带：主要由新元古代 
 

 
Figure 1. Tectonic locations of Qinhang belt and Xingyuanchong 

ore deposit[1,2] 
图 1. 钦杭成矿带及兴源冲铜矿床大地构造位置[1,2] 

早期(825~850 Ma)的地层冷家溪群、双桥山群、溪口

群组成，总体成层有序，为一套浅变质岩系，主要为

灰绿色、灰黑色粉砂质板岩、凝灰质板岩与变凝灰砂

岩等细碎屑岩互层，夹少量细碧岩、石英角斑岩等变

质火山岩，推测发育于扬子早前寒武纪克拉通之上。 

②万年岛弧晋宁褶皱带：其中部为新元古代早期

成层有序的浅变质地层，含较多的海相火山岩，周边

为构造混杂、岩片堆覆地层，与怀玉岛弧地体呈交错

叠覆状态。 

2) 晋宁期华南洋残迹：为准原地构造侵位的蛇绿

混杂岩带，由于构造变位，分别出露于：皖南歙县伏

川西村岩组(片)，赣东北德兴–弋阳张村岩组(片)，浏

阳–宜丰：宜丰–南桥岩组(片)、涧溪冲岩组(片)、苍

溪岩组(片)。这些蛇绿岩带，特别是镁铁、超镁铁质

岩，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岩块。大体上与蛇绿岩套的组

成，即超镁铁质岩–镁铁质堆晶岩–基性岩墙–细碧岩

石英角斑岩、硅质岩、凝灰质泥砂质浊积岩相近。其大

部因遭叠覆潜伏于两侧岛弧之下，出露的只是其一小

部分。德兴西湾蛇绿岩中大洋斜长花岗岩 SHRIMP 锆

石 U-Pb 年龄 968 ± 23 Ma、伏川伟晶辉长岩 844 ± 11 

Ma、英安质凝灰岩 837 ± 10 Ma。德兴西湾蓝片岩(K-Ar) 

866 ± 14 Ma。时代为中元古代晚期至新元古代早期。 

3) 华夏板块 

①怀玉岛弧晋宁期褶皱带：诸暨平水岩组、弋阳

铁砂街岩组、广丰田里岩组(白云母 40 Ar/39 Ar 坪年

龄 1019 ± 0.9 Ma，SHRIMP 锆石 U-Pb 年龄 1535 Ma)

均为被消减的残留岩片，平水岩组为含铁铜细碧岩–

石英角砾岩(913 ± 15 Ma、950 ± 15 Ma)，铁沙街岩组

为含铜细碧岩–碳酸盐岩–石英角砾岩(1119.1 ± 6 

Ma)。岛弧中部富阳双溪坞群上部章村组陆相火山岩

(887 ± 18 Ma)。 

②华南加里东造山带：泥盆系普遍呈不整合覆盖

在下古生界及其他老地层的不同层位上。该运动形成

的矿床主要产在加里东期构造变形带或变质带中，受

深大断裂带及其分支构造所控制，成矿物质主要来自

赋矿围岩。中元古界双桥山群、双溪坞群、上元古界

板溪群、震旦系、寒武系、澄江期石英闪长岩及加里

东期花岗斑岩均为赋矿围岩。产在隆起上的矿床赋矿

围岩时代较老，均为元古宙变质细碎屑岩类；产于褶

皱带中者其围岩除元古宙–寒武纪变质细碎屑岩外，还

有火山岩、侵入岩及沉积岩，时代为元古宙–志留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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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火山岩特征 钙碱性岩石系列。该套岩石组合的各类岩石多数 Na2O

大于K2O，充分显示了海相火山岩的富钠特征，在Na2O 

+ K2O 与 Na2O/K2O 图解中大多落入岛弧火山岩区。 
海底火山喷流沉积成矿作用与火山岩有着密切

的成生关系。该成矿带火山岩带常具有双峰式组合特

征，即既有基性端元，又有酸性端元。典型矿床有西

裘、铁砂街和罗城铜锌矿床，空间上与细碧岩、石英

角斑岩、碳酸盐岩建造共存[7-9]。铁砂街矿区基性端元

或是酸性端元 Na:O 总是大于 K:O，充分显示了海相

火山岩的富钠特征；矿区属于过铝质或偏铝质岩石系

列。里特曼和戈蒂尼指数统计，61%的样本 δ = 3.3~9

属碱性系列，可以认为中元古代以发育碱性火山岩为

特征；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均表明其火山岩很可能

形成于岛弧环境。 

4. 矿床地质特征 

矿体主要赋存在双峰式火山岩系的海相火山岩

夹层中，多为层状、似层状、透镜状产出，受后期褶

皱构造、推覆构造影响，矿层与地层发生同步褶皱，

矿体多顺层分布于地层中[10]。 

兴源冲矿床的矿体呈脉状、似层状，多数顺层分

布于宜丰岩组岩层中，受北东东向大型推(滑)覆构造

带的明显控制[11,12]。与矿化有关的岩浆岩主要是宜丰

岩组变辉绿岩、石英角斑岩，形成时代为 1038.3 ± 27.5 

Ma[14](图 2)。 
兴源冲铜矿火山岩也具有双峰式组合特征，该中

元古火山岩带位于九岭南缘大型推覆构造弧形突出

部位，呈北东东向延伸，长达 70 km。兴源冲矿床的

赋矿岩层宜丰组主要变质火山岩的数据显示，绝大部

落在中性岩区的很少，具典型双峰式火山岩分布特分

样品处于基性、中基性岩区和中酸、酸性岩区，而征。

细碧岩和石英角斑岩这两类岩石的 δ均小于 3.3，为 

该矿床矿石矿物主要以黄铜矿、黄铁矿为主，次

为闪锌矿、方铅矿、菱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绢云母、绿泥石、铁白云石等。黄铜矿多呈他形粒状，

呈浸染状、细脉状充填于宜丰岩组地层中。区内蚀变

较强烈，一般发育在片理化带或构造破碎带附近，与 
 

 
1：第四系全新统联圩组；2：上石炭统马平组；3：中石炭统大埔组；4：蓟县系宜丰岩组第三岩片上部；5：宜丰岩组第三岩片中部；6：宜丰岩组第

三岩片下部；7：宜丰岩组第二岩片中部；8：宜丰岩组第二岩片下部；9：宜丰岩组第一岩片中部；10：宜丰岩组第一岩片上下部；11：晋宁晚期第一

阶段：细粒含斑黑云母花岗闪长岩；12：变石英角斑岩；13：辉长辉绿(玢)岩；14：花岗斑岩；15：地质界线；16：推覆断层；17：正断层；18：性质

不明断层；19：推测断层；20：韧性剪切带；21：深、大断裂(①宜丰–景德镇 NE 向断裂、②蜡市–石岗 NE 向大断裂、③萍乡–广丰 NE 向深断裂)；
22：构造分区界限；23：构造窗；24：倒转地层产状；25：湖泊；26：铜矿化带。 

Figure 2. Geological map of Xingyuanchong copper deposit[12,13] 
图 2. 兴源冲铜床地质图[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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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矿化关系密切。 

5. 成因信息探讨 

杨明桂等(2002)[15]认为中元古代晚期(蓟县纪)在

钦杭带东段曾经历过多岛洋演化阶段，到青白口纪晚

期华夏板块大规模扩张裂陷，基性–酸性火山广泛喷

发，形成了与细碧岩、石英角斑岩、碳酸盐岩建造共

存的西裘、铁砂街和罗城 Cu-Zn 矿床，且通过矿床产

出环境和矿床本身的基本特点比较清楚地反映出这

一成矿系列形成于大洋开裂和演化过程，他们是由海

底喷流沉积成矿作用所形成的以火山岩为容岩的块

状硫化物矿床[3]。 

兴源冲矿床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在 75℃~440℃

之间，变化较大。从均一温度直方图中可以看出包裹

体均一温度可以分为两个峰值区间(图 3)，分别主要集

中在 120℃~190℃之间和 210℃~290℃之间，且有少

数的包裹体温度已经超过 320℃；盐度变化范围在

1.74 wt%~22.58 wt%之间，峰值出现在 6.0 wt%~16.0 

wt%之间，根据流体盐度与温度关系图可以看出盐度

大致随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图 4)；流体密度在 0.74 wt% 

~1.08 wt%之间，且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图 5)。当

均一温度在 110℃~190℃之间时，流体密度随着盐度

的变化而变化，和温度关系不是很大；而均一温度集

中在 210℃~290℃之间时，流体密度比中低温流体要

小，但并没有因为温度或盐度的变化而变化，始终保

持在 0.85 wt%~0.95 wt%之间；温度大于 320℃的流体

密度较小，在 0.74 wt%~0.75 wt%之间。以上说明兴

源冲矿床成矿流体具有多期次活动的特点，矿床至少

受两期成矿流体的控制：一期为较高温、较高盐度、

较低密度流体；一期为较低温、较低盐度、较高密度

流体。成矿流体应该是以上两种或几种流体混合作用

的结果。 

兴源冲矿床矿石硫化物的 δ34SV-CDT 变化范围较

窄，变化范围在 2.84~4.81 之间[11]，同幔源硫(0‰~ 

3‰[17])相近。而且从不同地质储库及矿床类型的硫化

物硫同位素组成分布图(图 6)中可以看出，兴源冲矿床

硫化物 δ34S 值与典型火山沉积块状硫化物矿床 δ34S

值−0.5‰~6.1‰[18]最为接近，且与钦杭成矿带上相似

矿床如铁砂街、永平、西裘、大宝山等块状硫化物矿

床硫化物 δ34S 值[3,7,8,19]及 Izu-Ogasawara 岛弧 δ34S 值

底喷流作用以及后期的岩浆热液叠加改造作用有关。 
 

 

Figure 3. Histogram of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 
图 3. 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Figure 4. Diagram of homogenization-temperature-salinity 

图 4. 包裹体均–温度–盐度图 

 

 

Figure 5. T-W-ρ phase diagram of NaCl-H2O system[16] 
图 5. NaCl-H2O 体系的 T-W-ρ相图[16] 2.7‰~5.8‰[20]也都十分相近，表明矿石中硫可能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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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different geologic reserves,
different types of volcanic-hosted deposits and typical ore deposits 

. 结论 

述，钦杭成矿带产于中新元古代火山岩系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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