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江西地学新进展（二）》编委会名单

　　　　主 任：吕细保

副 主 任：（以姓氏笔画为序）韦星林　刘庆成　陈祥云　余忠珍　李重桂

范小雄　林国尧　张春晓　项尝培　郝佩永

崔源发　戴民主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万昌林　王先广　付小仁　田姣荣　刘文民

刘建光　刘效贤　孙占学　许建祥　何维基

李正安　李国清　杨建林　杨昔林　汪克信

肖修武　邹茂卿　周庆林　周锦中　侯克常

胡树华　唐维新　夏　菲　涂序保　巢志众

黄　文　黄水保　黄金如　黄　越　曾导环

程群喜　谢春华　熊梨芳　颜　春

科学顾问：杨明桂　尹国胜

主 编：吕细保

副 主 编：唐维新　黄　越　龙　梅

编 辑：曹祖华　赵　赣　李华珍　谢嘉慧

英文翻译：戚建中

文字排版：龚淑琴

电脑绘图：赵　晨



编辑说明

为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全省地学学术水平的发展，以及本着为广大会员服务，为地质科技

工作者服务的宗旨，江西省地质学会组织编辑出版了《江西地学新进展》一书。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江西省地质学会向各理事单位、专业委员会及会员发出了关于征集学

术论文的通知，明确了征文内容和论文格式。截止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共收到论文６３篇。经

江西省地质学会聘请有关专家认真审阅，决定将其中的３９篇论文编入本书。

《江西地学新进展》是江西省地质学会为我省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搭建的展示地学成果、

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今后将视论文的征集情况不定期公开出版，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本次未

被录用的论文中，有部分论文返回作者，按专家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后，经再次审阅通过的，可安

排在下期发表。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江西省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

司、江西金林矿产储量评审中心等有关单位、领导及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江西省地质学会

二０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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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明桂（１９３３～），男，河南南阳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从事区域地质、矿产地质调查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１９３３＠１２６．ｃｏｍ；联系电

话：０７９１－８６１１１２５５。

钦杭结合带与钦杭成矿带的特征与演化

杨明桂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０２）

摘　要：本文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吸取近期的区域地质调查与矿产地质勘查取得的一些资料，对钦杭结合
带与钦杭成矿带的特征与演化作进一步的研讨。其中对当前争议较多的华南燕山运动的性质与动力机制问题，提

出了华南燕山期陆内造山的核幔扩展模式。

关键词：钦杭结合带；成矿带；特征；演化；燕山造山模式

图１　钦杭结合带与邻区构造分区略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Ｑｉｎｈａｎｇ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Ⅰ杨子板块；Ⅰ１大别地块；Ⅰ２中下扬子地块；Ⅰ３南华造山系湘桂造山带；Ⅱ

钦—杭结合带；Ⅱ１怀玉火山岛弧地体；Ⅱ２万年推覆地体；Ⅱ３上高岩片堆叠地

体；Ⅱ４湘东加里东期褶皱带；Ⅱ５钦州印支造山带；Ⅲ华夏板块；Ⅲ１南华造山系

东南造山带；Ⅲ２华夏陆块；Ⅲ１２琼南残留微出块；构造蛇绿混杂岩带；①歙县伏

川；②德兴—弋阳；③浏阳文家市；构造拼接带：Ａ凭祥—景德镇—苏州 Ｂ北海—

萍乡—绍兴

　　钦杭结合带与钦杭成矿带是作者牵头的
“罗霄—武夷隆起区成矿环境和成矿预测”

课题组于１９９５年命名的，相关论文与专著发
表于１９９７［１］、１９９８［２］年。此后，在作者参与
的多项全国编图工作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

研究与思考，现提出来共同探讨。

钦杭结合带与成矿带是中新元古代的扬

子与华夏两个古板块及其间的华南洋于晋宁

运动时期（８２０±Ｍａ），发生洋壳消减、弧陆碰
撞所形成的结合带。此后受其制约，两个板

块前缘长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条复杂构造

带和重要的成矿带。西南自钦州湾经湘中、

赣中至杭州湾，总体呈北东向反 Ｓ状弧形展
布，长约２０００ｋｍ（图１）。

１钦杭结合带的地质构造特征

华南地区自中新元古代以来，由于扬子、

华夏板块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北东向反Ｓ弧
形为综合特征的华夏构造体系域（图２），构
成了华南的基础性主体构造，与居于中国西

南部的青藏北西向Ｓ形弧形构造体系域呈犄
角之势。其中钦杭结合带构成了华夏构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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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杨明桂：钦杭结合带与钦杭成矿带的特征与演化



图２　华夏构造体系域地质构造略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ａｔｈａｙｓｉａ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ｄｏｍａｉｎ

Ⅰ上扬子地块，Ⅰ１四川盆地，Ⅰ２江南西部隆起带；Ⅱ下扬子地块，Ⅱ１长江中下游坳陷带，Ⅱ２江南东部隆起带，Ⅱ１２九岭逆推隆

起，Ⅱ２２黄山—天目山过渡带，Ⅲ湘桂加里东造山带，Ⅳ钦杭结合带，Ⅳ１万年岛弧地体，Ⅳ２萍乡—丰城坳陷，Ⅳ３湘东弧盆隐伏带，

Ⅳ４怀玉岛弧地体，Ⅳ５钦州印支造山带，Ⅴ华夏板块：东南加里东造山带，Ⅴ１前缘逆冲叠覆带。

　　　钦杭结合带的地质结构因其年代老、覆盖厚、出
露少、隐伏深，且历遭构造叠覆与改造变位，与现代

板块出露的结合带相比，要复杂得多。据此，对其研

究，不是局限于北海—萍乡—绍兴一条断裂带，而是

将包含扬子、华夏板块前缘部分所组成的复杂构造

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其范畴北、南分别以凭

祥—浏阳—苏州、北海—萍乡—绍兴两条拼接带为

界，并创名为钦杭结合带。这样由“线”到“带”的认

识并导致钦杭结合带与成矿带的厘定是古板块结合

带及其成矿带研究的一个提升与突破。板块研究登

陆后，由古板块划分研究到造山带研究，再到结合带

的精细研究，是一个研究深化与发展的过程。钦杭

带现今总体上是一条巨型坳陷带，也是一条断陷红

层盆地带，呈现与江南、华夏“两隆夹一坳”的格局。

所以钦杭古板块结合带除江西及其邻区（中段）外，

其他段落主要是根据综合信息推定的，它在总体上

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１１　弧盆结构

钦杭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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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皖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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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元古代早

期（８２５～８５０Ｍａ）［３，４］的地层冷家溪群、双桥山群、溪
口群组成，总体成层有序，推测发育于扬子早前寒武

纪克拉通之上。

２ 江西地学新进展２０１１———江西省地质学会



———凭祥—景德镇—苏州拼接带———

②万年岛弧晋宁褶皱带：其中部为新元古代早
期（８２５～８５０Ｍａ）［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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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苍溪岩组

（片）［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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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Ｍａ［６］［７］、伏川伟
晶辉长岩８４４±１１Ｍａ、英安质凝灰岩８３７±１０Ｍａ［４］。
德兴西湾蓝片岩（Ｋ－Ａｒ）８６６±１４Ｍａ［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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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沙街岩组、广丰田里岩组（白云母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坪年
龄 １０１９±０９Ｍａ［９］，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年龄
１５３５Ｍａ）［１０］均为被消减的残留岩片，平水岩组为含
铁铜细碧岩—石英角斑岩（９１３±１５Ｍａ、９５０±
１５Ｍａ）［１１］，铁沙街岩组为含铜细碧岩—碳酸盐岩—
石英角砾岩（１１１９１±６Ｍａ）［１２］。岛弧中部富阳双
溪坞群上部章村组陆相火山岩（８８７±１８Ｍａ）［１３］。
除此，在上海市郊钻孔中见有金山群也含火山岩。

属中新元古代火山岛弧。

————北海—萍乡—绍兴拼接带————

②南华加里东造山系

１２　裂解的华夏陆块

华南大地构造格局由“北台南槽”到“两板一

带”是认识上的一大变化。１９８４年水涛重提华夏古
陆，推动了地质界对华夏古陆的再研究［１４］。取得了

很大进展。华夏陆块于晋宁期曾有较大规模，在华

南大地构造演化中曾起到重要作用，自新元古代晚

期始（８１０±Ｍａ），历经多次裂解，最终解体于新近纪
的南海扩张。其存在依据：

（１）北有怀玉残留岛弧地体，南有琼南残留微
陆块。

（２）华南加里东造山系，分别奠基于扬子、华夏
型新元古代早期和更老的基底之上，在北海—萍

乡—绍兴拼接带以东地区，于造山带根部或下部暴

露出华夏陆块裂解的中深变质岩残块，时代为古元

古代到新元古代早期。

①闽西北天井坪岩组（１７６６±１９Ｍａ［１５］、１７７６±
１６Ｍａ［１６］），② 闽 西 北 大 金 山 岩 组 （１８ ～
２３４Ｇａ）［１６］，③闽西北南山岩组（８４６～８５９１±
９２Ｍａ）［１６］，④闽东迪口岩组（１０４０±Ｍａ）［１６］，⑤云
开天堂山岩组（１８９４±１７Ｍａ、１８４７±５９Ｍａ）［１７］，⑥浙
西八都岩组（１７４３±８Ｍａ）［１８］，⑦海南抱板群（１４３０
～１３１８Ｍａ）［１８］。
除此，浙西侵入于八都岩群的淡竹花岗岩年龄

值１８７８Ｍａ［１９］。
（３）西沙、浙东海域钻孔中打到中元古代的中

深变质岩［１８］。

１３　钦杭岩石圈不连续带

（１）厚幔薄壳带：大地电磁测深的岩石圈厚度，
湘中２００ｋｍ，（地震层析１４０～１２０ｋｍ），萍乡—丰城
坳陷１９０ｋｍ，龙游１３０ｋｍ。地壳厚３０～３１ｋｍ。（图
３、图４）

图３　屯溪—温州地带的岩石圈二组速度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ｅ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ｐｆｏｒ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ｏｆＴｕｎｘｉ— Ｗｅｎｚｈｏｕｚｏｎｅ
（根据地矿部华南物化遥编图委员会东南沿海重点片综合解译组资料略作修改；单位：Ｋｍ／ｓ）

３杨明桂：钦杭结合带与钦杭成矿带的特征与演化



图４　江南（雪峰段）隆起—沿海北西向剖面的岩石圈构造略图（据袁学诚等资料修改）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ｐｌｉｆｔ

（Ｘｕｅｆｅ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ＹｕａｎＸｕｅ－ｃｈｅｎｇ’ｓｄａｔａ）
１．壳内低速层 ２．晚白垩世—古近纪红色盆地３．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坳陷４．晚中生代火山盆地５．岩石圈地帽硬块６．断层

　　（２）密集的超壳断裂带：在钦杭带中段有凭
祥—浏阳—苏州、上高—乐平—临安、德兴—东乡、

横峰—箫山、北海—萍乡—绍兴等。具铲式断裂特

征，并分别由北南两侧大规模对冲推覆。于加里东

运动晚期，扬子东南陆缘的江南、万年块体南推，而

东南造山带沿萍乡—绍兴断裂带，大规模不均衡地

向北仰冲拼贴，使怀玉古岛弧地体遭到严重消减叠

覆，呈楔形尖灭，其前缘残留有杨溪、金山岭、乌石、

白土、漫田等岩片或混杂岩块。由于武功山向北仰

冲，在浏阳、铜鼓一带与江南地块对冲，万年岛弧受

到消减，在浏阳宜丰一带，堆叠了苍溪、涧溪冲、宜

丰—南桥等构造蛇绿混杂岩片。这时萍乡—郴州断

裂带发生左行走滑转换，湘南与武功山的“黑板溪

群”发生显著位移。这条陆内拼接性质的断裂带，

构成了钦杭结合带的南界，根据泉州—黑水、黄山—

温州地学断面资料、具有３重侧列式结构（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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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北海—绍兴拼接带仰冲模式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Ｏ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Ｂｅｉｈａｉ－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３）壳幔混杂与地层叠覆型壳层：带内由于多
次陆—陆、陆内块体挤压碰撞、构造拆离、形成了华

南洋壳与地壳物质混杂、地层相互叠覆的上地壳结

构。

１４　“两隆夹一坳”的格局

钦杭带由于多次裂陷沉降形成了一条大型的坳

陷带，分别为扬子型南华纪—中三叠世海相盖层、华

南型泥盆纪—中三叠世盖层，中新生代陆相的含煤

盆地、火山盆地和红层盆地带。所以是一条重要的

非金属、煤、膏盐成矿带和油气远景区。其两侧分别

为江南、华夏隆起所夹持，成为华南一条重要的经济

交通走廊。

４ 江西地学新进展２０１１———江西省地质学会



１５　燕山期以深源为主、多源共存、相互过渡的岩
浆岩带

基于构造特点与壳层混杂堆叠，岩浆岩类型十

分复杂。

（１）扬子同熔型中酸性岩浆系列：岩石以深源
浅成的花岗闪长斑岩为主，Ⅰ型以成铜为主；Ⅱ型显
示过渡特征，以形成白钨、钼、铅锌矿为主。

（２）南岭壳熔型中深成花岗岩系列：以花岗闪
长岩类为先导，成矿很弱，以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为主

体以成钨为主；以正长花岗岩、碱长（晶洞）花岗岩

为终端，以形成钽、铌、锌为特色。有的花岗岩具喷

射浆混作用（灵山、骑田岭等）。

（３）燕山晚期钦杭型火山—次火山岩系列：以
反序的酸—中酸性同熔型火山—次火山岩为先导，

以成铜、金为主，以酸性火山岩次花岗斑岩、碱长花

岗斑岩为主体，以形成铀、铅、锌、银为主，以高钾的

石英正长斑岩、正长斑岩为终端。

２钦杭成矿带的主要特征

钦杭成矿带于２０１０年已列入我国１９条重要成

矿区带，其范围根据钦杭结合带对成矿作用的影响

地域，包括钦杭结合带及在构造上与其有密切联系

的邻侧部分，构成北、中、南３条成矿带。是以钦杭
成矿带主带为中轴包括湘桂成矿带与华夏成矿省的

前缘部分，构成了华南最重要的铜、锡、钨、铀、铌、

钽、金、银、锑内生金属成矿带。也是一条重要的非

金属成矿带，拥有百余处特大型和大中型金属矿床。

其内生金属矿床有以下特征：

２１　内生金属矿产成矿时期

（１）中新元古代弧盆海相火山环境，形成了西
裘—铁砂街—兴源冲式火山沉积叠改型铜铁矿床和

重要的金矿源层，为形成金山式、万古式金矿提供了

矿源。

（２）燕山期强烈的陆内造山，“两板夹一带”形
成了强烈收缩的“两隆夹一坳”，活动早，持续时间

长（１７５～１００Ｍａ），活动强度大，成矿作用强烈（图
６），为该带主成矿期。

图６　钦杭成矿带内生金属矿床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Ｑｉｎｈ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１．走滑断裂带；２．逆冲推覆断裂带；３．特大型、大型矿床；４．中小型矿床；５．主要矿带或矿田；６．钦杭成矿带分界线断裂与分界线

５杨明桂：钦杭结合带与钦杭成矿带的特征与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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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分带特征

（１）钦杭成矿带主（中）带：为岩石圈不连续带，
壳层成分混杂，成为深源、浅源两类岩浆成矿流体的

活动带。组成了扬子同熔型、南岭壳熔型、钦杭型火

山—次火山岩３大岩浆成矿系列共存，以铜、金、锡
为特色的多金属成矿带，构成了广义钦杭成矿带的

中轴。

（２）钦杭北带处于湘桂造山带前缘，该带北东
至湘赣交界，南段与南岭带复合成矿岩体以壳熔型

花岗岩为主，也有部分同熔型中酸性斑岩次火山岩，

成矿以钨、钼、锡、铅、锌、铜、金多金属成矿为主。

（３）钦杭南带：受南华加里东造山带前缘带制
约，形成云开—罗霄—会稽成矿带。中段与中南段

隆起带与南岭带复合以与壳熔型花岗岩有关的钨、

锡、铀、铌、钽矿床为主。在坳陷带如饶南、阳春等地

以铜、铅、锌矿床为主。在东、南两端的中生代陆相

火山岩带，以铀、银、铅、锌、金等矿床为主。这里值

得一提的是，赣杭火山岩型铀矿带，恰位于萍乡—绍

兴拼接带上盘，据研究，铀来源自地壳，且下寒武统

黑色页岩为最重要的铀源层。该矿带的形成是否与

被叠覆于南华加里东造山带前缘之下的怀玉地体南

部的下寒武统有关，值得研究。

２３　成矿特征

钦杭带作为一个古板块结合带，构造强、影响

深，地壳中壳幔物质混杂，成岩成矿有以下显著特

点：

（１）深源性：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壳幔同熔型中
酸性岩浆岩带和以铜、金为特色的成矿带，拥有世界

著名的德兴铜金矿集区和一批重要的铜金属矿床，

且主要分布于钦杭带的主带或其旁侧。矿床有上海

金山、浙江建德岭后，江西德兴（铜厂、富家坞、朱砂

红、银山），铅山永平，上饶船坑，广丰铜山，东乡枫

林、虎圩，宜丰村前、萍乡志木山，湖南七宝山、宝山、

铜山岭，广东阳春、圆珠顶、广西贵港龙头山和沿凭

祥—大黎断裂带形成的大黎等钼铜铅锌矿床。具有

代表性的典型矿床（田）有：

德兴铜厂铜矿田：形成于德兴—弋阳构造蛇绿

混杂岩带中，赣东北深断裂带上盘，沿北西西向张裂

带形成朱砂红、铜厂、富家坞３个浅成成矿花岗闪长
斑岩株。形成“两特一大”３个斑岩型铜（金）矿床。
值得注意的是与万年推覆体前缘逆冲带明显有关，

岩浆成矿流体是由北西向南东上侵，显示多峰式铲

式形态（图７）。

图７　德兴富家坞—铜厂—朱砂红地质剖面略图
（据德兴铜矿会战及赣东北队资料修改补充）

Ｆｉｇ．７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Ｆｕｊｉａｗｕ－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ｓｈａｈｏｎｇ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ｘ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ａｔａ
ｏｆｔｈｅ“Ｃｏｐｐｅ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Ｊｉａｎｇｘｉ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ＪＢＥＤＧＭＲ）

Ｐｔ２－３中新元古界浅变质岩　γδπ燕山早期花岗闪长斑岩　ＺＫ８０１重要钻孔及编号

１．矿脉产铜（铜）、金（金）、Ｓ（硫铁矿）；２．斑岩铜矿体；３．低品位矿体；４．预测的花岗闪长斑岩体

　
　　德兴银山铜金银铅锌矿田：产于赣东北深断裂
带上盘，德乐火山盆地东北角，围绕西山火山口及九

区英安质隐爆角砾岩筒，呈银、铅、锌、铜、金正向水

平、垂直分带。为与打鼓顶组派生的次英安质火山

岩有关的脉带型矿床，金达特大型规模、铜、银、铅、

锌达大型规模。矿床深度达１５００ｍ以下（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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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银山九区７号勘探线剖面图（江西有色１队、铜业公司勘查队资料）

Ｆｉｇ．８　Ｌｉｎｅ７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Ｙｉｎｓｈａｎ９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Ｎｏ．１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ａｍ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ｏｆＣｏｐ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ｒｐ．，Ｊｉａｎｇｘｉ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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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郴县宝山铜铅锌矿床：产于湘东坳陷带中，
以隐伏花岗闪长斑岩为中心，内带以细脉浸染型铜

矿为主，中带为矽卡岩型钼、铜、钨、铋等多种矿化，

外带为热液充填交代型铅、锌、银和汞矿化。

广东封开圆珠顶钼铜矿床：为广东７１９队２００５
年以来新发现的大型钼铜矿床，二长花岗斑岩株

（０１９３ｋｍ２，１６０～１６２Ｍａ）侵入于寒武系浅变质岩
中，矿体呈环状产于外接触带，平均品位铜０２４％、
钼００２５％，初步估算，铜９８万ｔ，钼２６万ｔ。

（２）多源性：钦杭带深源与浅源成矿流体共存
是一个重要特点。与同熔型深源成岩成矿流体相

图９　永平铜矿矿区地质略图
（据江西省地矿局９１２队资料修改）

Ｆｉｇ．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ｃｏｐｐｅｒ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９１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ＪＢＥＤＧＭＲ）

Ｐ３ｌ上二叠统乐平组；Ｐ２ｌ中二叠统李家组；Ｐ１ｃ—Ｐ２ｍ下二叠统船山组和中二叠

统茅口组；Ｃ２ｏ上石炭统藕塘底组；Ｑｂ青白口系上统周潭岩组；γ２－１５ 燕山期似斑

状黑云母花岗岩；γδπ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γπ２－１５ 花岗斑岩脉；Ｑπ石英斑岩；

Ｇｎ铁帽及矿体；Ｈｕ　铅黑土；１断裂；２勘探线及编号；３堆积体

比，壳熔型侵入岩、火山岩及其成矿流体分布更广。

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钨矿带和我国最重要的铀、

铌、钽矿带。近期锡田—骑田岭锡矿带的发现，表明

该带锡资源远景很大，银、铅、锌矿也占有重

要地位。值得重视的是同一矿床也存在多源

成矿现象，出现钨中有铜，铜中有钨，上铜下

钨和铜、钨叠生，后者如永平、枫林、朱溪等矿

区即为其例。下面举几个该类新发现的重要

矿床：

湖南茶陵锡田锡钨矿床：锡田燕山期

（１５６Ｍａ）成矿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属壳熔型。
侵入于印支期花岗岩及泥盆纪碳酸盐岩中，

主要形成似层状矽卡岩型矿床，其次有构造

矽卡岩复合型，构造蚀变岩型、岩体内云英岩

型矿床，经湖南省地调院勘查估算锡资源量

５０万ｔ。
铅山永平铜钼（钨）矿床：是我国产于上

石炭统中规模最大的似层状铜矿床，伴生钨

达１０万ｔ。其成因有海相火山沉积、海底热
水喷流之说。经近期进一步调研发现矿区中

部的火烧岗花岗斑岩小岩株为花岗闪长斑

岩，有细脉浸染型铜钼矿化。同时据矿山钻

孔观察，十字头似斑状花岗岩株下面为一个

隐伏的隐爆花岗闪长斑岩筒，形成细脉浸染

状钼铜矿床，深部与火烧岗岩株相联（图９）。
表明矿区同时存在壳熔花岗岩和同熔型斑

岩，形成了大型的似层状铜、钨、钼矿床和中

型的细脉浸染型钼铜矿床。

（３）递变性：以钦杭带中带与北带为例。
产于德兴—弋阳深断裂带与同熔型斑岩有关

的德兴矿集区的铜矿床与产于其北侧江南成

矿带中与壳熔型中深成花岗岩有关的钨矿床

的铜、锡两个端员之间存在着递变过渡的成矿特征。

如位于钦杭中带北部的塔前—赋春矿带即以钨、钼、

铜、铅、锌矿为主，其中产于上石炭统的似层状朱溪

铜矿床，经９１２队钻探，深部变为四十余米厚的白钨
矿体。而位于江南带南部与燕山期壳熔型花岗岩、

斑岩有关的武宁大湖塘钨矿区，经赣西队和９１６队
进一步勘查。发现为细脉浸染型、爆破岩筒型、石英

大脉型“三位一体”的大型钨、铜、钼矿床共生的铜

有可能达中型规模。

（４）变异性：一是同熔型花岗闪长斑岩，成矿作
用由钦杭中带向江南，由以铜为主变为以钼、钨铜为

主；而壳熔型深成花岗岩，在钦杭带主带可以形成

铜、铜铁、铜多金属小型矿床，如铅山陈坊、东乡芦骨

岭、高安马塘等矿床。二是壳熔型花岗岩同源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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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端成员正长或碱长（部分有晶洞）花岗岩，在钦

杭带具重要的钽、铌、钨、锡成矿作用。如在横峰灵

山形成松树岗特大型钽铌矿床。而沿海的碱长晶洞

花岗岩成矿作用很弱，无重要矿床生成。

（５）分段性：钦杭带各段地质结构组成以及与
相关构造成矿带的复合关系的差异，成矿的分段性

十分明显。中段即赣中段结合带基底出露较好，与

新华夏系北北东向构造复合，成矿以深源的铜金多

金属为特征（图１０）。中南段即湘南、赣西南、粤西
地区，钦杭带走向北北东，与南岭成矿带复合，成为

世界上钨锡巨量堆积的地区。近期在骑田岭、大义

山、九嶷山等地钨锡找矿取得重要进展。如其中桂

阳黄沙坪矿区，位于湖南由晚古生代地层组成的近

南北向褶皱带中，与近东西向断裂构成“井”字形构

造，岩浆岩主要有燕山早期英安斑岩、石英斑岩、花

斑岩、花岗斑岩，形成了矽卡岩型、充填交代型、细脉

浸染型大型铅锌矿床，查明铅、锌量２００万ｔ，控制与
推断磁铁矿矿石量 ２０００万 ｔ，矿床中也有铜矿体。
经湖南地勘院危矿项目勘查，矿床不是呈铅、锌、铜

垂直分带，而是打到了巨厚的矽卡岩型白钨铜多金

属矿体，钻孔见矿累计厚度３３２５ｍ。初步估算，增
加３３３＋３３４资源量三氧化钨８９万 ｔ，钼３６万 ｔ，
铋１６万ｔ，锌３７万ｔ，铁矿石２０００万ｔ。

图１０　钦杭成矿带赣中区段铜矿床分布与远景区划略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ｃｏｐｐｅｒ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Ｊｉａｎｇｘ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ｈ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
１．鄱阳盆地；２．板块缝合带；３．地壳拼接带；４．深断裂；５．走滑断层；与斑岩有关的铜矿床；６．特大型大型；７．中型；８．小型；９．

重要矿点；１０．中小型海相火山沉积叠改铜矿床；１１．中小型破碎带型铜矿床；１２．铜矿远景区：Ⅰ浏阳—上高；Ⅱ景德镇—乐

平；Ⅲ德兴—东乡；Ⅳ饶南

３地质构造发展演化

钦杭结合带经历以下５个重要时期。

（１）中元古代至新元古代早期华南小洋盆由扩
张到消亡，晋宁期弧陆碰撞、扬子与华夏古板块拼合

时期（１２００～８２０Ｍａ）。根据上述，中新元古代华南
洋的位置应当位于钦杭结合带之中，伏川、德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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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等蛇绿混杂岩为其残迹，该带有显著的板块结

合带信息。而北海—萍乡—绍兴断裂带至今未发现

蛇绿岩块和其他相关重要信息，是加里东期的一条

陆内地壳拼接带。再者怀玉岛弧地体，比扬子陆源

的江南褶皱带古老，且为典型的火山岛弧，物质组成

与扬子陆缘明显不同，归于华夏古板块比较合理。

地球物理和深源成矿特点都说明华南洋并非在北

海—萍乡—绍兴一线或其以南地区。

华南洋的形成在 １２００Ｍａ前的中元古代晚期，
怀玉岛弧的历史可为之佐证。根据现有的测年资

料，约在９００～８５０Ｍａ华南洋向南俯冲，导致怀玉火
山岛弧从海到陆转化。这时江南陆缘处于被动陆缘

的伸展海盆环境。形成了以陆源碎屑为主的枫树岭

组、横涌组、计林组沉积。约在８３０Ｍａ前后，华南洋
向北俯冲，引发江南陆缘转化为活动陆缘，江南南部

形成万年大陆岛弧，形成了程源组火山岩地层，江南

北部可能包括长江中下游处于弧后盆地，以陆源碎

屑沉积为主。经晋宁运动（８２０±Ｍａ）时华南洋消
亡，两侧弧陆碰撞，形成了江南、怀玉等褶皱带，构成

扬子陆块东南部的褶皱基底（图１１）。

图１１　钦杭结合带晋宁—加里东期构造演化示意图
Ｆｉｇ．１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Ｊｉｎｎｉｎｇ－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Ｑｉｎｈａｎｇ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２）新元古代晚期—早古生代华南裂谷系扩
张，消亡与加里东造山期（８１０～４１０±Ｍａ）（图１２）。

①新元古代晚期（８１０±Ｍａ）“板溪期”扬子与
华夏古板块裂解，形成华南裂谷系，扬子陆缘的浙皖

赣地区形成堑垒系及其沉积（火板溪），湘黔桂地区

形成台阶式斜坡型沉积（红板溪、灰板溪），华南南

部（南华）形成裂谷海盆沉积（黑板溪）。

②南华裂谷海盆的一支沿钦杭带浸进，在怀玉
古岛弧地体形成了由深海浊积岩到双峰式火山岩的

一套沉积。在这一过程中扬子陆缘堑垒系与怀玉地

体经多次弱造山、软碰撞，连结为统一陆块，沉积了

扬子型南华纪—志留纪被动陆缘台地型沉积盖层。

③南华海盆之南推测有华夏古陆较大残体，在
今天所见的华南加里东造山系范围都已裂陷成海

盆，不存在古陆。志留纪时海盆封闭，形成分别奠基

于扬子、华夏基底之上的南华造山系，该区出露的古

老变质岩块为造山系下部或根部暴露出来的华夏古

陆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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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根据南华加里东造山系的褶皱变形格局，
显示自南向北不均衡拼贴，并在萍乡—绍兴与南岭

之间由东向西仰冲推挤，后期在钦杭带两侧发生大

规模对冲叠覆。

图１２　 新元古代晚期（８１０±Ｍａ）华南裂谷系略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８１０±Ｍａ）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ｒｉｆｔｓｙｓｔｅｍ
Ⅰ剥蚀区；Ⅱ下扬子陆缘堑垒系（“火板溪”）；Ⅱ１九江裂陷槽，Ⅱ２江南东段隆起；Ⅱ３
锦江—钱塘裂谷海槽，Ⅱ４广丰隆起，Ⅲ湘桂台阶式斜坡带，Ⅲ１武陵（“红板溪”）斜

坡，Ⅲ２雪峰（灰板溪）斜坡，Ⅳ南华裂谷海盆，Ⅴ华夏古陆 海水入侵方向

（３）晚古生代—中三叠世　被动陆缘盖层沉积
与印支陆内造山时期

①钦杭带长期处于江南、华夏古陆之间成为海
水入侵的主要通道。形成了粤北—湘东—萍乡—长

兴含煤带。中二叠世末钦州残留海槽封闭。

②中三叠世末受板（陆）块多向汇聚发生陆内
造山，形成钦州造山带，华南沉积盖层广泛褶皱，基

本结束海侵历史。至此，以北东向弧形构造为特征

的华夏构造体系域基本定型。

③钦杭结合带表露特征，北东段：晋宁期造山带
（陆块），南西段：加里东期造山带，南段：印支期造

山带。

（４）晚三叠世—早白垩世陆内伸展成盆与燕山
陆内造山时期

①晚三叠世钦杭带是由粤东登陆的弱海侵的主
要渠道，形成了安源期富煤带。

②中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发生的燕山期陆内造

山是东亚一次超级地质事件。在欧亚超

级大陆板块内部扬子、华夏板块与西伯

利亚、华北、印支等陆内古板块再次聚合

并与古太平洋板块强烈相互作用。这时

中国东南部华夏构造体系域与新生的滨

西太平洋（新华夏系）构造体系域复合，

制约着华南岩浆—成矿作用。形成了钦

杭成矿带。

（５）晚白垩世以来（喜马拉雅期）造
山后陆内伸展裂陷成盆形成钦杭红盆

带，晚近进入不均衡弱造山隆起时期，形

成一串小型平原、河流洼地和著名的丹

霞景观。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中国南部的华

夏板块、滇藏、印度板块与扬子板块间均

以南北对接为主要运动方向，因边界条

件差异，形成分别北东、北西向弧形的青

藏、华夏构造体系域，它们可能分别是东

西向的古亚洲，特提斯构造体系域的变

种。

４燕山期成岩成矿动力机制

关于钦杭成矿带及华南燕山期的大

陆动力学机制，自板块学说兴起以来，古

太平洋俯冲模式一直居于主流地位，而

近期岩石圈拆沉与伸展减薄之说在地质界颇具影

响。作者自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学习运用地质力学理
论与方法，对江西矿床（田）地质、区域地质进行分

级挨次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燕山陆内造山时期，北

北东、北东向断裂、褶皱处于挤压、压扭（剪）状态，

北西、北西西方向结构面以张、张扭（剪）为主，而北

北西、北北东向一对剪切断裂带前者往往属张扭

（剪）性质，后者断裂带具压扭特征，裂隙带为剪

（扭）张性质。说明李四光厘定的新华夏系构造及

其动力体系是滨太平洋成矿域具有主导意义的动力

体系。钦杭成矿带中无论是燕山早期形成的德兴铜

矿田或是燕山晚期形成的冷水坑矿田都受新华夏动

力体系支配。这些已在有关著述中作过具体分

析［２，２０，２１］，不再赘述。值得说明的是，作者等 １９９８
年［２］关于华南中生代岩浆成矿在时空上以钦杭带

为中心而外侧不对称迁移扩展的认识，根据近期所

获的同位素测年资料，这方面的规律性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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