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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南陵县汤村徐锌多金属矿地质

特征及找矿方向

刘 宏，丁 浩，姚明玉，张 旭，肖万峰
（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勘探工作在安徽省南陵县汤村徐一带新发现了锌多金属矿床，通过钻探验证和分析测试，圈定了３个
锌铅矿（化）体，１个钼矿体。总结了该地区前矿区地质特征和矿床特征，发现该矿中锌矿（化）体受泥盆系
五通组和石炭系黄龙船山组界面控制，与角砾状花岗闪长斑岩的侵入密切相关，并受断层 Ｆ２破坏，钼矿体
形成于花岗闪长岩体内部。经研究认为断层 Ｆ２以东方向为锌矿体 ＮＷ向延伸有利部位，ＺＫ１０４孔周围深
部是寻找铜钼矿重要位置，且断层 Ｆ２以西是寻找接触交代型矿体有利部位。研究可为该区域找矿工作提
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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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铜陵矿集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具有矿床分布

密集、规模大、伴生组分多等特点［１－７］，分布了冬

瓜山铜矿、铜官山铜矿、姚家岭锌金多金属矿等著

名矿床，并在姚家岭地区发现了大型锌金多金属

矿［８－１４］。自２０１５年开始，安徽省地质勘查基金
在该矿床南侧实施了“安徽省南陵县戴汇—九甲

铜矿普查”项目，进行了地质、物探、钻探等工作，

共布设了７个钻孔，圈定矿（化）体４个，其中钼矿
体１个，锌铅矿（化）体３个，以锌矿为主。汤村徐
锌多金属矿位于南陵县工山镇境内，铜陵矿集区

东部边缘。本文通过综合研究野外地质调查资料

和钻探资料，总结了汤村徐锌多金属矿的地质特

征，分析了矿床特征与控矿因素，为下一步勘查工

作提供了参考。

１　区域地质背景

汤村徐锌多金属矿处于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坳，

铜陵隆起和宣南坳陷的过渡地带。矿区位于戴公山背

斜北东倾伏端附近，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段，铜陵矿集

区铜官山—戴家汇构造－岩浆成矿带的东部（图１）。
区内地层从志留系到白垩系出露齐全，仅缺失

下泥盆统、中泥盆统和下石炭统，出露最老地层为

志留系高家边组。地层主体是海相碳酸盐岩和碎

屑岩沉积，其次是陆相碎屑岩夹火山碎屑岩。

印支期褶皱是矿区的主要褶皱，以 ＮＥ向的紧
闭短轴褶皱为特征，其中戴公山背斜呈ＮＥ向延伸，
平行排列，且呈“Ｓ”状弯曲，核部有燕山期岩体侵
入，且具不同程度的蚀变、矿化，内生金属矿产丰

富，矿区位于戴公山背斜的北东倾伏端东侧。

区域岩浆活动强烈，以大量中酸性侵入岩 －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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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岩为主，侵入岩一般呈线状延伸，形成侵入岩带，

均为燕山期侵入体。其中沙滩角岩体是离矿区最

近的岩体，岩性为花岗闪长岩，沙滩角岩体为本区

矿床提供了热源和部分矿源。

１．上白垩统；２．下白垩统；３．上侏罗统；４．下—中三叠统；５．上二叠统；６．下二叠统；７．中石炭统；８．上泥盆统；

９．志留系；１０．花岗闪长斑岩；１１．花岗闪长岩；１２．正断层；１３．逆断层；１４．实测及推测性质不明断层；１５．构造角砾

岩带；１６．地质界线；１７．褶皱枢纽

图１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１５－１７］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１５－１７］

２　矿区地质特征

２．１　地层
矿区主要出露的地层为上白垩统宣南组，且第

四系分布面积较大，仅西北部有志留系、泥盆系出

露，东南部为宣南盆地覆盖区，根据地质测量和钻探

成果，本区地层从老到新为下志留统高家边组灰黑

色粉砂质页岩夹泥页岩、中志留统坟头组砂岩、上志

留统茅山组粉砂岩和粉砂质页岩、泥盆系五通组含

砾石英砂岩和长石石英细砂岩、中—上石炭统黄龙

船山组灰岩、下二叠统栖霞组含沥青质灰岩及孤峰

组泥质页岩、上二叠统龙潭组泥质粉砂岩、中三叠统

月山组砾岩与灰岩、上白垩统宣南组钙质泥质粉砂

岩与砾质杂砂岩，以及第四系松散沉积物。主要控矿

地层为中—上石炭统黄龙船山组和泥盆系五通组。

２．２　构造
矿区位于戴公山背斜和宣南盆地的过渡地带，

戴公山背斜北东端。戴公山背斜在矿区西北部倾

伏至地表以下，产生大量的层间滑脱及裂隙构造，

有利于含矿热液的运移和矿质的沉淀卸载，从而为

矿区锌多金属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区内发育逆断层Ｆ１和逆冲断层Ｆ２，其中Ｆ２为青
山推覆构造在本区的延伸。青山推覆构造发育于青山

一带，断层走向１０°～２０°，倾向南东，自南东向北西方
向推覆，倾角较缓，由ＺＫ０３、ＺＫ０４、ＺＫ０６和ＺＫ０８钻孔
揭露控制（图２）。青山推覆构造断层上盘以三叠系南
陵湖组为主，在北部青山一带可见五通组及栖霞组、孤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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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组，上盘覆盖在下盘白垩系蝌蚪山组及姚家岭花岗

闪长斑岩体之上，为成矿后断层。青山推覆构造经姚

家岭延伸至矿区内，位于戴家汇北侧，ＺＫ０４钻孔一带，
走向ＮＥ—ＮＮＥ向，倾向南东，倾角上陡下缓，上部倾
角约４０°，由南东向北西方向逆冲推覆，在矿区内为断
层Ｆ２，该断层与犀牛山戴家汇一带断层相连。该推覆
构造影响了矿区北部岩体及矿体的形态，破坏了原有

的戴公山背斜、矿床和岩体。

１．第四系松散沉积物；２．白垩系宣南组上段；３．白垩系宣南组下

段；４．上泥盆统五通组；５．上志留统茅山组；６．中志留统坟头组；

７．花岗闪长岩；８．花岗斑岩；９．断层 Ｆ１；１０．断层 Ｆ２；１１．钻孔位

置及编号；１２．勘探线位置及编号；１３．地质界线

图２　研究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２．３　岩浆岩
矿区内地表所见岩浆岩均为岩枝或岩脉，集

中在西北部代山杨—工山镇筛矿厂一带，主要岩

性为花岗斑岩，属中—浅成相，该岩为矿区主要成

矿岩体。岩体展布与区域构造格局基本一致。

ＺＫ０６钻孔深部见含矿角砾状花岗闪长斑岩
（图３（ｃ）），呈灰—深灰色，角砾主要成分为花岗
闪长斑岩，直径０．２～３ｃｍ，最大 ５ｃｍ，呈次棱角
状，含量３０％ ～４０％；胶结物为硅质、泥质等，发
育黄铁矿化、黄铜矿化、方铅矿化、闪锌矿化，可见

黄铁矿呈星点状分布于岩石中，裂隙中可见铅锌

矿脉。ＺＫ１０４钻孔７３４．８３ｍ以下均为花岗闪长
岩，灰黑色，中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有

斜长石、石英、角闪石、黑云母，次要矿物有石榴子

石、黄铁矿、黄铜矿、辉钼矿。岩体内石英脉发育，

脉体内可见黄铁矿化、黄铜矿化、辉钼矿化（图 ３
（ａ），（ｂ），（ｄ），（ｅ））。部分岩心见有绿泥石化、
钾化等蚀变现象。

２．４　变质作用和围岩蚀变
矿区内变质作用较强，主要有热接触变质作

用、交代变质作用和动力变质作用３种类型：①区
内热接触变质作用表现为岩体接触带附近的围岩

及捕虏体中普遍发生重结晶作用和变质结晶作用，

从而使灰岩转变为大理岩或大理岩化灰岩，砂页岩

转变为角岩等；②区内交代变质作用主要表现为
岩体内侧边部发育内矽卡岩化，在岩体内部裂隙处

发育绢英岩化，绢英岩化有时形成大量的绢云母和

少量石英，绢云母呈显微鳞片变晶交织分布，颗粒

细小，紧密镶嵌，部分集合体呈斜长石半自形板柱

状假象，部分次生石英集合体呈原生石英假象

　　　　　（ａ）黄铁矿与闪锌矿　　　　　　　　　　　　　（ｂ）辉钼矿　　　　　　　　　　　（ｃ）含矿角砾状花岗闪长斑岩

图３　汤村徐锌多金属矿手标本及显微镜下照片－１
Ｆｉｇ．３　Ｈ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ａｎｇｃｕｎｘｕｚｉｎｃ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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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黄铁矿与方铅矿　　　　　　　　　　（ｅ）黄铁矿与闪锌矿　　　　　　　　（ｆ）角砾状绢英岩化花岗闪长岩

Ｐｙ．黄铁矿；Ｇｕ．方铅矿；Ｓｐ．闪锌矿；１．角砾中绢云母；２．角砾中石英；３．胶结物中碳酸盐矿物；４．胶结物中石英；５．榍石

图３　汤村徐锌多金属矿手标本及显微镜下照片－２
Ｆｉｇ．３　Ｈ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ｇｃｕｎｘｕｚｉｎｃ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２

（图３（ｆ））；③动力变质作用出现在断层和推覆构
造附近，岩石呈叶片状、角砾状或者糜棱岩化，有的

形成眼球状构造。

岩体围岩蚀变作用较强，包括角岩化、高岭土

化、矽卡岩化、绿泥石化、钾化、绢云母化、硅化等，

部分围岩可见角砾结构、交代假象结构、粒状鳞片

变晶结构。角砾成分为细绢英岩化的花岗岩或花

岗闪长岩，主要矿物为绢云母、石英，其次为碳酸盐

矿物、白云母等。碳酸盐矿物呈细小它形粒状变

晶，集合体多呈角闪石、黑云母假象；白云母呈片

状，集合体呈黑云母片状假象。胶结物中磨细物特

征与角砾相同，石英、玉髓分布于碳酸盐矿物间。

３　矿床特征

３．１　矿体

矿体主要呈透镜状赋存在花岗闪长岩体、角砾

状花岗闪长斑岩体和泥盆系五通组与石炭系黄龙

船山组层间破碎带中（图４，图５），主要分布于矿区
北部。圈定矿（化）体４个，其中钼矿体１个，锌铅
矿（化）体３个，以锌矿为主。矿体形态较简单，矿
体呈 ＮＥ向，倾向南东，倾角４０°～６０°，长宽均为
２００ｍ。Ⅰ号矿体埋深最深，Ⅱ号矿体埋深最浅。
矿化分带不明显，矿体特征详见表１。

１．白垩系上统宣南组；２．三叠系中统月山组；３．三叠系中统月山组；４．志留系中统坟头组；５．志留系下统高家边

组；６．花岗闪长岩；７．不整合面；８．Ｆ２逆冲断层；９．钼矿体；１０．粉砂岩；１１．砾岩；１２．灰岩；１３．砂岩；１４．页岩

图４　汤村徐锌多金属矿１号勘探线地质剖面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１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ａｎｇｃｕｎｘｕｚｉｎｃ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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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四系；２．上白垩统宣南组；３．中三叠统月山组；４．泥盆系五通

组；５．上志留统茅山组；６．中志留统坟头组；７．下志留统高家边组；

８．角砾状花岗闪长斑岩；９．不整合面；１０．Ｆ２逆冲断层；１１．锌矿体；

１２．砾岩；１３．灰岩；１４．含砾石英砂岩；１５．页岩；１６．砂岩

图５　汤村徐锌多金属矿２－１号勘探线地质剖面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２－１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ｉｎ

Ｔａｎｇｃｕｎｘｕｚｉｎｃ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

表１　汤村徐锌多金属矿矿体特征

Ｔａｂ．１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ａｎｇｃｕｎｘｕｚｉｎｃ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

矿体

编号

矿体

形态

矿体规模／ｍ 产状

长度 厚度 倾向
倾角／
（°）

地面

标高／
ｍ

矿体

类型

见矿

孔号

Ⅰ 透镜体 ＞２００２．４６ 南东
４０～
６０

１２５７～
１３６５

钼矿体 ＺＫ１０４

Ⅱ 透镜体 ＞２００１．９０ 南东
４０～
６０

５００～
６４５

锌铅矿

体
ＺＫ０６

Ⅲ 透镜体 ＞２００２．００ 南东
４０～
６０

５０６～
６５０

锌铅矿

体
ＺＫ０６

Ⅳ 透镜体 ＞２０００．９７ 南东
４０～
６０

５２１～
６６３

锌铅矿

（化）体
ＺＫ０６

３．２　矿石矿物成分
矿床中已查明多种金属矿物，包括方铅矿、闪

锌矿、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和辉钼矿（图３），
脉石矿物有石英、长石、角闪石、绢云母、绿帘石、绿

泥石、方解石、高岭石、磷灰石等。

３．３　矿石化学成分
矿区钼矿石中钼含量约０．１５％，品位变化

小。铅锌矿石中锌的含量普遍高于铅，铅的含量一

般为０．５２％～１．０１％，最高１．０１％；锌的含量一般
为１．００％ ～２．６１％，最高２．６１％，品位变化不大。
主要有用组分的含量变化总体上属于均匀—较均

匀型（表２）。

表２　汤村徐锌多金属矿平均品位特征
Ｔａｂ．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ｏｒ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ａｄｅｉｎＴａｎｇｃｕｎｘｕ

ｚｉｎｃ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

矿体

编号

矿体平均品位

锌／％ 铅／％ 钼／％ 银／（ｇ·ｔ－１）硫／％
矿体类型

Ⅰ — — ０．１５ — — 钼矿体

Ⅱ １．００ ０．５２ — １７．４８ ５．５３ 锌铅矿体

Ⅲ ２．６１ １．０１ — １８．８６ ９．２７ 锌铅矿体

Ⅳ １．６０ ０．５６ — ９．４０ ９．６８ 锌铅矿（化）体

矿石中锌元素的化学物相分析显示矿石为硫

化矿石（表３）。本区矿石中伴生多种有用组分，且
随着矿石类型的不同伴生有用组分的种类和含量

存在差异。铅锌矿石中主要伴生银，其次为金、硫及

少量的铜、钼。铅锌矿石中伴生银含量为 ９．４０～
２４．３０ｇ／ｔ，伴生硫含量为５．５３％ ～２１．５８％，伴生金
含量为 ０．１１～０．１５ｇ／ｔ，伴生铜含量为 ０．１３％ ～
０．３８％，伴生钼含量为０．０１％ ～０．０２％。矿石中有
害组分砷、锑、铋、钴、镉、钛等远低于允许含量。

表３　汤村徐锌多金属矿锌元素化学物相分析结果

Ｔａｂ．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ｈ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ｚｉｎｃｉｎＴａｎｇｃｕｎｘｕ

ｚｉｎｃ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

相别

样品Ｗ０１ 样品Ｗ０２

含量／％
在总锌中

占比／％
含量／％

在总锌中

占比／％
硫酸锌 ０．００３９ ０．１９ ０．０００４５ ０．２５
硫化锌 １．７２００ ８５．５７ ０．１６０００ ８８．８９
锌氧化总量 ０．２８００ １３．９３ ０．０４１００ ２２．７８
其他形态锌 ０．００７６ ０．３８ ０．００４２０ ２．３３

３．４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不等粒它形结构，其次为半自

形—自形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碎斑结构、碎裂结构

等。矿石中的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等矿物以不

等粒它形粒状晶分布于脉石矿物及其他矿物晶隙、

裂隙中。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造，其次为斑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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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块状构造，少量为蜂窝状、网

脉状构造。

４　下一步找矿方向

铜陵地区矿床主要受泥盆系五通组和石炭系

黄龙船山组界面控制，这一特征在研究区同样存在

（图５），但存在一定差异，因推覆构造（断层 Ｆ２）作
用，本文仅发现了临近泥盆系五通组一侧的控制界

面和锌矿（化）体，临近的石炭系黄龙船山组控制界

面和矿体已被破坏。矿区内ＺＫ０６孔发现角砾状花
岗闪长斑岩与姚家岭矿区内的具角砾状构造的花

岗闪长岩具有相同特征，说明姚家岭矿区内花岗闪

长斑岩体已延伸至矿区内，同时该岩体和石炭系是

区域矿质的主要来源［８－１４］。结合２－１号勘探线工
作成果和断层 Ｆ２的分布位置，本文推测在断层 Ｆ２
以东方向仍可追索到锌矿（化）体。

ＺＫ１０４钻孔７３５ｍ以深均为花岗闪长岩，推测
矿区西部深处存在一较大的花岗闪长岩体，其深部

往西北方向与沙滩脚岩体的接触关系不明，但岩体

内部发现辉钼矿化，说明该岩体为含矿岩体，是本

区重要找矿方向，ＺＫ１０４孔周边地区的深部是寻找
铜钼矿的重要位置。ＺＫ１０４孔以东存在三叠系至
石炭系的碳酸盐岩，与花岗闪长岩体接触部位可能

存在接触交代型矿体或岩浆热液型矿体，但同时要

考虑断层Ｆ２对其的改造作用。

５　结论

根据矿区已发现锌多金属矿的地质特征、成

矿地质条件及钻孔验证结果，对矿区内找矿取得

３个方面的结论：
（１）经过勘查圈定了钼矿体１个，锌铅矿（化）

体３个，说明本矿区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２）矿区内部发现多种类型矿体，该矿区中锌

矿（化）体受泥盆系五通组和石炭系黄龙船山组界

面控制，并与角砾状花岗闪长斑岩的侵入密切相

关，为接触交代型矿床，同时受断层 Ｆ２破坏，而钼
矿体形成于花岗闪长岩体内部，为岩浆矿床。

（３）经过研究汤村徐锌多金属矿的地质特征和
控矿因素，认为断层 Ｆ２以东方向可追索到锌矿
（化）体，ＺＫ１０４孔周围深部是寻找铜钼矿重要位
置，断层Ｆ２以西是寻找接触交代型矿体有利部位，

这为下一步勘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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