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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仁差盆地内构造发育，其中盖层火山岩内的裂隙带、破碎带及基底凹槽与成矿关系密切，矿化
产于红色蚀变带和暗色蚀变带中．火山岩富硅偏碱贫钙镁、Ｋ２Ｏ＞Ｎａ２Ｏ，为铝过饱和的酸性火山岩；岩石

含铀量较高，背景值为（２１～５１）×１０－６，平均为３８×１０－６，高于克拉克值约１０倍，Ｔｈ／Ｕ＝３５，评价参数
为２６２６，对成矿比较有利．区域内各时代岩浆岩含铀量在（５９～１６８）×１０－６，前泥盆系变质砂页岩的
铜、银丰度值分别为３０３２×１０－６、００４×１０－６，这些富含多种金属成矿元素的原始地层在发生原地重熔
时，能为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丰富的物质来源．该盆地多金属成矿条件优越，是寻找火山岩型多金属
矿床的远景区，特别是盆地的东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及基底是未来优先的工作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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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北的仁差盆地是形成于中生代的典型的

火山断陷盆地．在中生代，由于构造岩浆活动强
烈，造成了盆地构造发育并受阶梯状正断层控制，

火山岩广泛发育．盆地具有优越的区域地质成矿
背景，经过前人多年的勘探工作，在盆地内发现

多个以钼为主的多金属矿床 （点），显示出良好的

找矿前景，被列为寻找大型、超大型火山岩型多

金属矿床的一类远景区之一［１－５］．

１ 盆地地质概况

仁差火山盆地位于武夷山脉南段东侧，永

（安）－梅（州）晚古生代拗陷的西南部，处于东西
向南岭多金属成矿带东端与北东向武夷山多金属

成矿带南端的交汇部位．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南
褶皱带的武夷山隆起带与南岭隆起带的相交处，

受ＮＮＥ向猪麻坝断裂、鹧鸪隆断裂夹持，盆地内
还有众多次级的断裂和火山构造［６］．
１１　盆地盖层

盆地盖层主要由上侏罗统菖蒲群火山岩组成，

其次为上白垩统周田群沉积岩及少量火山岩．地

层产状平缓，为开阔的地堑盆地．根据接触关系、
岩性组合及邻区资料对比，将菖蒲群划分为上、

中、下组，详见文献 ［６］．
盆地内火山活动以溢流和间歇性喷发沉积为

主，从晚侏罗世到晚白垩世，喷发由弱—强—弱，

多阶段喷发，岩浆由基性—中性—中酸性—酸性

演化．前两次火山喷发之间有一次较长的喷发间
断．盆地的火山作用可划分为３个大的喷发旋回，
每一旋回的喷发途径各有特征：第１喷发旋回主
要是熔岩为主，少量火山碎屑岩，为基性至酸性

喷溢；第２喷发旋回由熔岩开始、火山碎屑岩沉
积结束，主要为酸性熔岩的喷溢和火山碎屑的强

烈喷发；第３喷发旋回仅有少量细火山碎屑岩和
极少量熔岩加次火山岩，为微弱火山灰喷出和次

火山岩的侵入．在火山活动晚期，盆地内次火山
岩发育，其中，南部次流纹斑岩沿麻楼断裂充填，

长５５ｋｍ，宽 ８０～１００ｍ，呈东西向岩墙产出．
北部３１１２火山口辉绿岩，呈小岩株状产出．闪长
岩、花岗斑岩、石英斑岩多沿东西两侧猪麻坝断

裂、鹧鸪隆断裂充填，呈岩墙状或小岩株状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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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盆地基底
盆地基底由寒武系、泥盆—石炭系浅变质岩

和燕山早期花岗岩组成．其中，寒武系主要分布
在仁差盆地南端，是黄田复背斜的核部地层，岩

性主要为绿色板岩、千枚岩及绢云母片岩等，为

一套巨厚的碎屑建造．泥盆—石炭系主要分布在
盆地东侧，是黄田复背斜东翼的主要组成地层，

岩性为轻微变质的灰白色、灰色白云质灰岩、砂

岩、砂页岩、长石石英砂岩、石英砂粒岩及石英

质砾岩等，为一套浅海—滨海相沉积，厚度不详，

与下伏寒武系呈不整合接触．燕山早期花岗岩是
盆地基底岩石，呈岩基状，具文象花岗结构．
１３　盆地构造
１３１ 断裂构造　盆地内断裂构造十分发育，按
走向可分为６组，以 ＮＮＥ组为主，次为 ＥＷ向组
和ＮＷＷ向组；按规模可分为Ⅴ级．ＮＮＥ向和ＥＷ
向两组断裂相互交切，形成盆地内网格状和断块

状构造格局，基本特征如下．
①ＮＮＥ向组：Ⅰ、Ⅱ级构造以鹧鸪隆断裂

（Ⅰ级）、猪麻坝断裂 （Ⅱ级）为代表 （图１），是
控盆控岩构造．它们控制了盆地的形成和火山活
动，构造规模大，活动强烈，形成大的硅化带或

破碎角砾岩带，活动具有长期性和继承性；Ⅲ级
构造以鹿子坑断裂、文西断裂、咸水断裂、胡屋

－上蔡断裂为代表；土祭 －磷石下王竹冈一号断
裂为Ⅳ级构造；发育在潘屋、曹屋、苏坑、土窝
里等断裂为Ⅴ级构造．Ⅲ、Ⅳ、Ⅴ构造均发育在
鹧鸪隆断裂构造上盘，自北向南呈左行斜列，多

为正断层，构成阶梯状地堑构造．
②ＮＮＷ向组：该组构造由Ⅳ级构造上村二、

三号断裂和塔下、华山断裂组成．

图１　仁差盆地剖面图 （据广东２９２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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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ＮＷＷ向组：以Ⅳ级构造松溪桥断裂为代
表．在盆地内还发育有几组近等间距出现的北西
西向构造，为中基性脉岩，如罗车、鹿子坑、文

西－胡屋中基性岩脉．
④ＥＷ向组：Ⅱ级构造为南部的麻楼断裂，Ⅲ

级构造为北部的书院—竹子岭断裂，该组构造形成

较早，多以断裂组形式展布．ＥＷ向与ＮＮＥ向相互
交切、复合，控制着菖蒲群上组酸性岩浆的活动．

⑤ＮＷ向组：该组构造为Ⅴ级构造，以仙子
宫、五指山、任地等断裂为代表．

⑥ＮＥ向组：该组构造为Ⅴ级构造，以野胡村
一、二号等断裂为代表，规模小，为盖层断裂，形成

时间较晚，往往错断ＮＮＥ向和ＥＷ向断裂．
１３２ 褶皱构造　盆地内褶皱构造主要表现为开
阔的向斜盆地，如上举 －大水坝、仁居 －差干向斜
盆地，仁居、官屋、潘屋、差干等４个小向斜盆地．
１３３ 火山构造　①火山凹陷：盆地内分布着４
个火山凹陷，即凉子石 －差干、文峰阁 －文西、
五福－仁居、鹅石 －畲脑．火山凹陷有的是次级
破火山口，有的是后期断陷中心．

② 火山口：分布在盆地内的凉子口－３１１２矿化
点、鹅石山－畲脑、五福－塔下、文西、下举等．除盆地
南缘一带为线型喷发口外，其他为中心式喷发口．
１３４ 基底凹槽构造　基底凹槽构造主要受隐伏
基底断裂、火山塌陷和古地理地貌所控制．槽长４ｋｍ
以上，宽１４ｋｍ左右，走向２９０°～３００°．槽内Ｊ３ａ－２含
砾泥灰岩已被后期表生作用所剥蚀．中部控制一组
ＮＷ向硅化带、辉绿岩的分布．凹槽既是控制了流纹
岩舌状体的空间，又是控制矿床的一级凹槽．

２ 火山岩化学成分特征

盆地内火山岩ＳｉＯ２含量均较高，其中流纹岩、

凝灰岩、火山碎屑岩类在 ７４９８％ ～７５４２％，集
块岩类最高，达７８２５％，将本区的火山岩化学成
分与中国酸性岩 （黎彤，１９６３）、中国流纹岩、国
外 （戴里，１９５９）流纹岩平均值相比，集块岩、
绿色火山碎屑岩、熔结凝灰岩、熔岩晶屑凝灰岩

中均是 ＴｉＯ２、Ｆｅ２Ｏ３、ＦｅＯ、Ａｌ２Ｏ３、ＣａＯ、Ｎａ２Ｏ、
Ｐ２Ｏ５偏低，ＳｉＯ２、Ｋ２Ｏ则偏高．Ｋ２Ｏ＋Ｎａ２Ｏ含量
７８％～８８％，且Ｋ２Ｏ＞Ｎａ２Ｏ．与附近福建、浙江同
类型火山岩相比，岩石富硅钾，贫铝、铁、钙、镁，为

流纹质富硅富钾系列．其具体特征详见文献［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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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盖层围岩热液蚀变特征

３１ 蚀变种类及其特征

盆地内围岩蚀变包括区域性蚀变和近矿围岩

蚀变两大类．
区域性蚀变是指盆地中绿色火山碎屑岩层的

伊利水云母化．伊利水云母呈丝片状、鳞片状集
合体交代岩石中的浆屑和胶结物，致使岩石呈绿

色．由于绿色火山碎屑岩层分布广、厚度大，热
液蚀变广泛发育．

近矿围岩蚀变种类较多，主要有伊利水云母

化、钾 （钠）长石化、硅化、粘土化、赤铁矿化、

绿泥石化、萤石化和碳酸盐化．
３２ 蚀变分带及其与多金属矿化关系

盆地内，近矿围岩蚀变与矿化有着时间和空

间的联系，各种蚀变常见有相互渗透叠加现象，

但总体上有一定的分带，特征如下：

①矿前期蚀变范围较大，以伊利水云母化、
钾 （钠）长石化、硅化为主，并具不均一性；成

矿期蚀变是叠加性蚀变，自非矿围岩向矿体中心，

蚀变的色素有逐渐变暗的趋势．
②流纹岩蚀变外带为粘土化或水云母化，内

带为赤铁矿化，核部强赤铁矿化并往往有铀钼黑

（黑色物质）．
③绿色火山碎屑岩蚀变外带主要为硅化、钾

钠长石化；内部为赤铁矿化，核部往往有铀钼黑．
④熔岩晶屑凝灰岩蚀变外带为粘土化；内带

为赤铁矿化，核部往往有铀钼黑．
综上所述，自围岩到矿体，颜色逐渐加深，

即灰白色或浅绿—肉红或绛红—灰绿或灰黑色．
从外带到内带，蚀变强度逐渐加强，矿化由贫到

富．矿化产于红色蚀变带和暗色蚀变带中，而暗
色蚀变带中往往是富矿石．

４ 多金属矿化特征

仁差盆地现已查明金属矿床数个、矿化点几

十个，以及一大批异常点．多金属矿床矿化范围
较大，但钼、铀、金、银的富集部位有差别．上
白垩统沉积岩底部和上侏罗统的火山碎屑岩及熔

岩的一定部位铀和钼都可以富集形成工业矿床，

而金、银的富集部位却在深部流纹岩及其下伏地

层，浅部仅有零星分散的异常．经多年的地质工
程揭露，２７９矿床被认为盆地内规模最大、最具多
金属矿化的典型矿床．该矿床在平面上，处于差
干古火山口北西４５ｋｍ左右的范围内，鹿子坑断
裂上盘５００～６００ｍ．各矿种主要赋存于深部 Ｆ２、
Ｆ３、Ｆ４等隐伏断裂构造带，角砾岩带、破碎带，
以及层间破碎带和裂隙发育带中．
２７９矿床中钼、铀矿体规模较大，且比较集

中，主要 矿 化 岩 石 为 气 孔、球 粒 状 流 纹 岩

（Ｊ３ａ－２３ ）、砂岩和砂砾岩 （Ｊ２ｂ３），次为集块熔岩
（Ｊ３ａ－３３ ）．其中，钼７号矿体为规模最大、储量最
多的一个钼矿体，钼平均品位０５７％．矿体随断
裂构造延伸而跨层，由集块熔岩→流纹岩→砂岩、
砂砾岩．铀６５号矿体是该矿床中最大的一个铀矿
体，平均品位０１０７％，矿体随着断裂构造延伸而
跨层．金银矿体规模较小，矿化岩性为气孔、球粒
状流纹岩、砂岩、砂砾岩，其中金３号矿体平均品位
６２１ｇ／ｔ，银４号矿体平均品位１５５３ｇ／ｔ，矿化岩
石呈灰黑色、肉红色，见较多的黄铁矿和其他金

属硫化物．总之，各矿种矿体形态较为复杂，钼、
铀矿体主要为脉状、透镜状、似层状．金、银矿
体主要为脉状、小透镜状、团块状．各矿种主要
矿体重合叠加明显，产出标高主要在 －１００～－
３５０ｍ．

矿石经化学多项分析表明 （表１），钼、铀、

表１　矿石的化学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ｒｅｓ

样号 Ｕ Ｍｏ Ａｇ Ａｕ Ｔｈ Ｃｏ Ｃｕ Ｐｂ Ｚｎ Ｃ Ａｓ Ｓ

流纹岩

中的矿

石　　

１ ００７８ ０３１７ ６６５ １１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１ ０９１

２ ００１１８ ０２５６ ３０９ １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１ ０７

３ ００３１ ２１３ １１ 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９ １７９ ０７２ ２４７

砂岩中

的矿石

４ ００５４ １４２ ２４７ ８４８ ００８９ ０５１ ２８１ ０９９ １１５３

５ ００４１ ０５ ４３３ ０７７

　注：据广东２９２队资料；ｗ（Ａｇ、Ａｕ）／１０－６，其余ｗＢ／１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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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锌均达到工业可利用指标要求．矿石工
业类型为铝硅酸盐型，其自然类型为铀、钼硫化

物细脉浸染型，金、银多金属硫化物型．多金属
矿化段蚀变明显，岩石普遍破裂、裂隙发育，见

有较多的金属硫化物．与矿化有关的围岩蚀变主
要有伊利水云母化、钾 （钠）长石化、硅化、粘

土化、赤铁矿化、绿泥石化、“黑化”（铀钼黑）．
“黑化”与赤铁矿化强的地段是钼、铀的富矿段，

“黑化”、黄铁矿化强的地段是金银矿化的富矿段．

５ 盆地多金属成矿条件分析

５１ 构造条件

盆地位于华南褶皱带的武夷山隆起带与南岭

隆起带的交汇处，与相邻的华南褶皱系东部的大

型紫金山铜 （金）矿床同属于东南沿海中生代火

山活动带西部亚带、环太平洋金属成矿带内，基

本的地质构造背景相近．盆地内断裂构造发育，
是有利的成矿地质条件，也是控矿、导矿、储矿

的良好空间，特别是北北东向区域性断裂———鹧

鸪隆断裂和猪麻坝断裂、近东西向的麻楼断裂．
此３条断裂构造规模大，多期次构造活动强烈，
形成大的硅化带、破碎角砾岩带、构造岩等，构

造活动具有继承性，是该区控盆控岩构造，也是

控矿构造．鹿子坑断裂是多金属矿主要控矿构造，
在鹿子坑断裂带内或其附近见有钼、铀、金、银

工业矿化，多金属矿体主要赋存在神背地段深部

隐伏断裂构造带及其附近．２７８铀矿床赋存于麻楼
断裂中，古火山口构造是导矿的优越通道，凹槽

构造是控制多金属矿床定位的有利空间．
５２ 盖层火山岩条件

盆地内发育一套沉积岩和层状火山岩，具有

化学成分和机械物理性质差异大的特点．盖层厚
度大，岩石种类多，火山岩具有多相性和多旋回

性，发生多次喷发间断，岩浆分异完善，火山岩

建造具单峰式特征，火山活动从早期到晚期形成

一个基性、中酸性、酸性的完整演化序列．盆地
的这种火山岩盖层特点，表明在盆地的深部存在

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是多金属成矿的热源条件，

对成矿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火山岩中矿化主要分
布在流纹岩、次流纹斑岩和含砾凝灰岩中，流纹

岩、次流纹斑岩是脆性岩石，受力后易碎，沿接

触面附近易形成裂隙带和破碎带；含砾凝灰岩是

塑性岩石，具多层面，受力后多沿层面产生滑动

或张开，加之含砾凝灰岩孔隙度比较大，为矿液

的运移和沉淀提供了空间条件．火山岩岩石化学
特点是富硅偏碱贫钙镁，Ｋ２Ｏ＞Ｎａ２Ｏ，为铝过饱
和的酸性火山岩；含铀量较高，背景值为 （２１～
５１） ×１０－６，平均为３８×１０－６，高于克拉克值约
１０倍，Ｔｈ／Ｕ＝３５，评价参数为２６２６，对成矿比
较有利．
５３ 岩浆岩条件

陆相火山断陷盆地的形成与区域构造岩浆活

动密切相关，而花岗岩的形成又与区域构造岩浆

活动密切相关．据相关资料和研究表明［６－１０］：花

岗岩的形成是陆壳发生大规模原地重熔的结果，

而火山断陷盆地则是重熔层上覆盖层发生地质效

应的结果．在仁差地区，陆壳重熔，一方面导致
花岗岩形成以及火山断陷盆地形成；另一方面，

为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丰富的物质来源．本区
多次的岩浆活动，形成了大面积分布的岩浆岩，

各时代含铀量（５９～１６８）×１０－６．资料显示［３］：

广东地区前泥盆系变质砂页岩的铜、银丰度值分

别为３０３２×１０－６、００４×１０－６．因此，富含多种
金属成矿元素的原始地层，在发生原地重熔时，

能为多金属矿床形成提供丰富的物质来源．

６ 结束语

仁差火山盆地多金属矿成矿条件优越，区域

地质背景、成矿地质条件与产有紫金山铜金矿床

的上杭火山盆地成矿条件相似，是寻找大型多金

属矿床的一类远景盆地．但是，由于工作程度不
够及认识的偏差，以往找矿工作仅仅是集中在火

山岩范围及盆地中部地区，大部分钻孔在火山岩

内终孔也未控制盆边断层．目前盆边找矿和基底
找矿已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有关研究认为，盆
地边缘是多金属、贵金属矿床成矿的四大必要条

件———矿源、热源、水源和沉淀空间的最佳匹配

场所［３］．上杭紫金山大型Ｃｕ（Ａｕ）矿床产于上杭
盆地的西北缘次级狭小断陷盆地内；浙西龙泉八

宝山Ａｕ、Ａｇ矿定位于陈蔡－遂昌隆起南西段龙泉
八宝山火山盆地边缘断裂中；我国东北、华北一

系列火山盆地金银矿床定位或多或少与盆地边缘

构造有关．过去人们从主岩类型特征上划分出了
花岗岩型和火山岩型、接触带 （外带）型３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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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矿床类型，在当时曾有其积极的找矿意义．近
年来的科研成果显示，从成矿机理出发，这３种
类型均受同一成矿机制控制，即当时的构造、岩

浆 （流体）体系控制．而矿化产于不同主岩部位
是由于受深源岩浆 （流体）体定位的部位及成矿

构造发育的程度控制的，主岩类型的差别仅是围

岩不同而已［４］．由于矿床的形成具有长期性和多
期性，就陆相火山断陷盆地而言，产于火山岩中

的矿床，从上往下矿化是从早到晚，但晚期的矿

化完全有可能出现在盆地基底附近或基底以下．
近年来，国外曾在陆相火山断陷盆地基底找

到斑岩铜金矿床［１１］．最近的补充勘探表明，在仁
差盆地流纹岩下伏基底砂岩、花岗岩中发现了含

矿的断裂构造．因此，本文认为，仁差盆地矿尚
未找完，下一步工作应开展基底的含矿性研究，

以及加强在盆地边缘的找矿工作，尤其是盆地南

部及东部的工作．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中山大学地球科学

系陈国能教授的悉心指导，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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