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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铜是一种重要的金属材料，中国铜矿资源不能满足当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收藏铜矿实物

地质资料为加强铜矿资源勘查，加强铜矿床研究提供服务。根据中国铜矿资源特点、成矿背景、成因类型，

确定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铜矿床收藏名录，提出了符合当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收藏保管的３７个铜矿床

名录。选择性地收藏典型铜矿床实物地质资料，更好地反映中国铜矿成矿特点，反映中国铜矿勘查水平和

科研水平，为地矿事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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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作为 一 种 重 要 的 金 属 材 料 被 人 类 利 用 已 有

５０００多年的历 史，在 现 代 工 业 中，铜 更 是 作 为 战 略

物资广泛应用于民用和军事领域。建国以来，中国

在铜矿勘探和科研上投入了巨大的财力，据统计［１］，
截至２０００年 全 国 铜 矿 勘 查 共 完 成２４６０×１０４　ｍ钻

探工作量（含２倍折算后的坑探工作量），发现铜矿

产地４９６１处。尽管如此，中国的铜矿储量仍然不能

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部分铜矿还需长期依赖

进口。据有关 资 料［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期 间，中 国 铜

精矿进口量从４０６万ｔ增加至６１３万ｔ，呈现增长的

势头，现 阶 段 中 国 已 成 为 全 球 最 大 的 铜 产 品 进 口

国［３］。因此，加强铜矿地质找矿勘查和科研工 作 将

是今后地质工作一项长期的任务。
目前，学者 们 对 中 国 铜 矿 床 的 构 造 背 景、成 矿

机理、母岩特征、矿石成分和组构、找矿模型等进行

了研究、总结［４－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对于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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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床实物地质资料筛选、服务利用研究还未落到

实处。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从中国铜矿床的分布

状况、铜矿资 源 特 点、铜 矿 床 主 要 成 因 类 型 等 方 面

入手，依据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库藏体系的建设要

求，筛选出国 家 级 铜 矿 床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名 录，将 有

助于国家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重 点 管 理 国 家 级 铜 矿 床

实物地质资料，以期发挥实物地质资料的服务支撑

作用［９］。

１　中国铜矿床分布状况

１．１　地理分布

除天津、重 庆 及 港 澳 地 区 外，全 国 其 它 省 份 都

发现数量 不 等 的 铜 矿 床。其 中，西 藏、江 西、云 南、
新疆等省区 的 铜 矿 储 量 占 全 国 铜 矿 储 量 的 一 半 以

上，甘肃、安 徽、内 蒙 古、山 西、湖 北、黑 龙 江 等 省 区

的铜储量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以上十省区的铜

储量占全国铜矿总储量的８３％以上。从区域上看，
冈底斯、藏 东、东 天 山、阿 尔 泰、长 江 中 下 游、赣 东

北、康滇７个 地 区 的 铜 储 量 占 全 国 铜 储 量 的６３％，
而冈底斯地区的铜储量独占全国铜储量的１７％［７］。

１．２　时代分布

中国铜矿床成矿时代跨度较广，从太古代到第

四纪都有铜矿产出。例如，辽宁红透山铜矿是中国

目前发现的成矿时代最老的铜矿，它形成于新太古

代；广东阳春石菉铜矿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成矿时代

最新的铜 矿，它 形 成 于 第 四 纪。在 全 球 范 围 内，铜

矿床产出时代以新生代为主，但中国已发现的铜矿

床 以 中 生 代 为 主，占 到 总 数 （截 至 ２００３ 年）的

６２．４８％［６］。近年 来 滇 西、藏 东 地 区 陆 续 发 现 的 大

型、超大型斑岩型－矽卡岩型铜矿提高了新生代铜矿

资源储量，改 变 了 前 人 关 于“中 国 铜 矿 主 要 形 成 于

中生代”的认知［４，８，１０］。

１．３　空间分布

黄崇轲等［１０］，根 据 中 国 铜 矿 的 空 间 分 布 情 况，
划分出三大 成 矿 域：即 北 部 成 矿 域、东 部 成 矿 域 和

西南成矿域，它 们 分 别 是 古 亚 洲 成 矿 域、滨 太 平 洋

成矿域和特提斯－喜马拉雅成矿域的一部分。
北部成矿域包括塔里木－华北陆块以北的天山－

兴安褶皱带广大地区和吉黑褶皱带，构造演化经历

了大陆基底形成、古亚洲洋大陆增生和滨太平洋大

陆边缘活动及陆内的断块升降三个阶段；岩浆侵入

活动经历了 加 里 东 期、华 力 西 中－晚 期，以 华 力 西 期

为主。
东部成矿 域 包 括 康 滇 地 块 及 其 以 东 和 华 北 陆

块以南，主要包括华北和扬子两大陆块及台湾省等

地区。铜的成矿作用从太古代开始至新生代都有，

属多期叠加 成 矿 域，而 在 燕 山 早 期 达 到 鼎 盛；成 矿

作用主要受 太 平 洋 板 块 强 烈 活 动 的 影 响，北 东、北

北东向的中新生代构造运动、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

向西直达 贺 兰 山－龙 门 山－康 滇 南 北 向 构 造 线 附 近，
形成众多对 铜 矿 成 矿 有 利 的 环 境；在 时 间 上，构 造

岩浆活动在燕山期进入顶峰。
西南成矿域 是 指 金 沙 江－红 河 一 线 以 西 广 大 地

区，主要包括川西、藏东在内的西南三江地区、冈底

斯地区。在 三 江 地 区，古 特 提 斯 洋 演 化 历 史、巨 大

的构造运动及岩浆作用，对区内重要类型铜矿的形

成起了决定 性 的 作 用；在 冈 底 斯 地 区，喜 山 期 斑 岩

体中形成多个大型、超大型斑岩型铜矿。

２　中国铜矿资源特点

２．１　矿床规模

中国铜的 矿 床 规 模 中 小 型 矿 床 多，大 型、超 大

型矿床少。据涂光炽的主张，铜矿储量大于２５０万

ｔ的铜矿为超大型铜矿床，按此标准，中国仅江西德

兴铜矿、黑龙江多宝山铜多金属矿、西藏玉龙铜矿、
西藏驱龙铜矿、西藏甲玛铜矿、西藏多龙铜矿、甘肃

金川铜 镍 矿、云 南 东 川 铜 矿 为 超 大 型 铜 矿。近 年

来，新疆土屋－延 东 铜 矿、云 南 普 朗 铜 矿 的 铜 资 源 深

入评价 有 可 能 达 到 超 大 型 规 模。据 陈 建 平 等［７］统

计，在现有探明的铜矿产地中，大型（铜矿储量大于

５０万ｔ）、超大型铜矿床有４６个，数量约占１％；中型

（铜矿储量大于１０万ｔ小于５０万ｔ）铜矿 床 有１３０
个，数量约占２．６％。

２．２　矿石品位

中国铜矿床贫矿居多，富矿少。铜矿平均 品 位

为０．８７％，品位大于１％的铜储量约占全国铜矿总

储量的３５．９％。在大型铜矿中，品位大于１％的铜

储量仅占１３．２％。而 中 国 斑 岩 型 铜 矿 床 平 均 铜 品

位为０．５５％，砂岩型铜矿床平均品位在０．５％～１％
之 间。总 之，中 国 较 大 多 数 铜 矿 床 属 于 中 低

品位［１０］。

２．３　矿物质成分

中国铜矿 床 共 伴 生 铜 矿 较 多，单 一 铜 矿 少，许

多铜矿床中共伴有金、银、铂、硫、铅、锌、镍、钴、钼、
铁、镓、铟、锗、铊 等 元 素。其 中 斑 岩 型 铜 矿 主 要 伴

生钼、金，矽卡岩型铜矿主要伴生铅、锌、铁，岩浆熔

离型铜 矿 主 要 伴 生 镍，岩 浆 热 液 型 铜 矿 主 要 伴 生

金。总之，中 国 钼 矿 床 多 伴 有 其 他 成 矿 金 属 资 源，
且伴生的金属资源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２．４　开采条件

中国铜矿床露采矿少，坑采矿多。目前开 采 的

铜矿中，绝大多数是地下开采，露采矿山较少，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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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露采矿床也转入了地下开采。

３　中国铜矿床主要成因类型及主要分布

铜矿的形 成 往 往 不 是 一 次 成 矿 作 用 就 能 完 成

的，有可能经 历 几 种 不 同 的 成 矿 作 用，但 为 了 便 于

表述和对比，对 一 个 具 体 矿 床 的 成 因 问 题，只 能 以

一种最主 要 成 因 类 型 为 代 表 进 行 表 述。参 照 前 人

研究［８，１０－１１］，将中 国 铜 矿 床 的 成 因 类 型 划 分 为 以 下

１０种。

３．１　斑岩型

斑岩型铜矿床是全球最主要的铜床类型，中国

也 不 例 外，斑 岩 型 铜 矿 储 量 占 铜 矿 总 储 量

的４１％［７］。
斑岩型铜矿床在全国分布较广，主要发育在特

提斯－喜马拉雅斑岩铜矿带的冈底斯地区、西南三江

地区，拥 有 玉 龙、多 霞 松 多、马 拉 松 多、驱 龙、甲 玛、
厅宫、雄村、朱诺、白容－岗讲、莽 总、多 龙 等；古 亚 洲

斑岩铜矿 成 矿 带 的 东 天 山 地 区、多 宝 山－阿 尔 山 地

区，拥有多宝山、乌奴格吐山（已作为钼矿筛选）、土

屋－延东等；滨 太 平 洋 斑 岩 铜 矿 成 矿 带 的 赣 东 北 地

区、长江中下 游 地 区，拥 有 江 西 德 兴、安 徽 沙 溪、安

徽舒家店等。

３．２　矽卡岩型

矽卡岩 型 铜 矿 床 是 指 产 于 中 酸 性—中 基 性 侵

入岩类与碳酸盐岩接触带或附近，由花岗质岩浆的

独立流体相逐渐演化为高—中温热液相，通过接触

双交代作 用 而 形 成 的 铜 矿 床。矽 卡 岩 型 铜 矿 床 是

中国重要的铜矿类型之一，其探明储量占全国铜储

量的２７％［７］。
矽卡岩型铜矿床主要分布在滨太平洋成矿域，

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燕辽地区为主，成矿时代以中

生代为主，矿床规模以中小型规模居多。典型矿床

有湖北铜绿山、湖北丰山洞、河北寿王坟、安徽冬瓜

山、江西九 瑞 城 门 山（已 作 为 钼 矿 床 筛 选）、江 西 武

山等。

３．３　岩浆熔离型

岩浆熔 离 型 铜 矿 床 又 称 基 性—超 基 性 铜 镍 硫

化物型 矿 床，是 含 铜 镍 硫 化 物 的 基 性—超 基 性 岩

浆，在深部或上侵后铜镍硫化物从岩浆中就地熔离

聚集，形成 的 铜 镍 矿 床。同 时，岩 浆 熔 离 型 铜 矿 床

也是镍矿最主要的成矿类型，因此列入镍矿的重点

筛选目录。
岩浆熔离 型 铜 矿 床 在 中 国 探 明 的 储 量 约 占 铜

矿总储量的５．６７％［７］，多分布于中国西部和北部地

区。典型矿 床 有 甘 肃 金 川、肃 北 黑 山、新 疆 喀 拉 通

克、新疆黄山 东，新 发 现 的 此 类 型 矿 床 有 青 海 夏 日

哈木铜镍矿、河南周庵铜镍矿。

３．４　海相火山岩型

海相火山 岩 型 铜 矿 床 通 常 又 称 为 黄 铁 矿 型 或

块状硫化物型铜矿床，是指海底火山喷流出的含矿

气液，在海底堆积或沉积而成的铜矿床。此类矿床

可细分为２个亚类：①与绿岩有关的海相火山型铜

矿床，辽宁红透山铜锌矿床为与新太古代绿岩带有

关的海底火山喷发沉积后，经变质作用形成的大型

铜锌矿床；②与细碧角斑岩有关的海相火山型铜矿

床，典型矿床 有 新 疆 阿 舍 勒 铜 锌 矿、江 西 铅 山 永 平

铜矿、青海德尔尼铜矿、甘肃白银厂铜矿、四川拉拉

厂铜钴矿（已 采 集）、云 南 大 红 山 铜 矿（后 经 变 质 成

矿）、四川呷 村 铜 银 矿、陕 西 刘 家 坪 铜 锌 矿、浙 江 西

裘铜锌矿。
此类矿床在中国分布较广，主要在新疆阿舍勒

及天山地区、北祁连地区、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等。

３．５　陆相火山岩型

陆相火山 岩 型 是 指 与 陆 相 火 山 作 用 有 关 的 含

矿气液流体作用形成的铜矿，它发育在各时代的陆

相火山活动 带，以 中 新 生 代 火 山 盆 地 区 为 主，已 发

现的典 型 矿 床 有 福 建 紫 金 山 铜 金 矿、江 西 银 山 铜

矿等。

３．６　岩浆热液型

岩浆热液 型 矿 床 指 由 成 矿 流 体 填 充 各 构 造 裂

隙或交代有利围岩而形成的矿床，主要产于构造－岩
浆活动带。该 类 型 铜 矿 分 布 较 广，但 规 模 较 小，储

量所占比例 较 少，典 型 矿 床 有 吉 林 小 西 南 岔、浙 江

岭后、山西刁泉、内蒙古莲花山、台湾金瓜石等。

３．７　海相沉积型

海相沉积 型 铜 矿 床 是 指 海 相 沉 积 作 用 形 成 未

经过大的区域变质改造的铜矿床，是铜矿体赋存在

海相沉积（变 质）岩 中 的 层 控 铜 矿 床。全 球 范 围 内

这类铜矿规模大，是仅次于斑岩型铜矿的主要铜矿

床类型，但在中国这类铜矿资源储量一般。
此类铜矿 床 主 要 分 布 在 康 滇、狼 山 地 区，典 型

铜矿床有云南东川矿田汤丹、落雪、易门，内蒙古乌

拉特后旗霍各乞、炭窑口等。

３．８　陆相沉积型

陆相沉积 型 铜 矿 床 是 在 陆 上 盆 地 中 由 陆 相 沉

积作用为 主 形 成 的 铜 矿 床。由 于 矿 体 主 要 为 铜 矿

化的砂、砾岩，所以通常又称为砂岩铜矿。
该类型铜矿床主要形成于中、新生代陆相盆地

中，发育在中国南方的滇中盆地、四川会理盆地、湘

西沅 麻 盆 地［８］。典 型 矿 床 有 云 南 大 姚 六 苴（已 采

集）、四川会 理 大 铜 厂、湖 南 衡 阳 车 江、湖 南 麻 阳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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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湾。

３．９　受变质型

受变质型 铜 矿 床 是 指 非 变 质 作 用 形 成 的 铜 矿

床，后经受区 域 变 质 作 用，使 矿 体 及 其 围 岩 产 生 了

明显改造 的 矿 床。这 类 矿 床 主 要 分 布 于 区 域 变 质

发育地区，特别是太古—元古代时期形成的海相火

山岩型矿床和海相沉积矿床，经区域变质而成为受

变质铜矿床。
此类矿 床 主 要 发 育 在 中 国 内 蒙 地 轴、中 条 隆

起、鲁东台隆［４］。典型矿床有辽宁清原红透山、山西

垣曲胡家峪、山西闻喜篦子沟、云南新平大红山。

３．１０　表生型

表生型铜矿床是指含铜地质体出露地表后，由

次生富集作 用 将 铜 质 富 集 形 成 达 到 工 作 要 求 的 铜

矿床。中国次生富集作用不发育，此类矿床分布较

少，典型矿床为广东阳春石菉铜矿（已采集）。

４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铜矿床名录的确定

４．１　筛选的必要性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的库容量是有限的，而中

国矿产资源丰富，铜矿床数量众多、成因类型复杂，
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并探明４９６１余处铜矿床，国家

实物地质资料库不可能收藏、管理所有铜矿床实物

地质资料。因此，需要系统地筛选全国范围内的铜

矿实物地质资料，将其中最具有收藏价值和利用价

值的实物地质资料收藏入库。

４．２　入选因素

入选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的矿床以典型性、代

表性、特殊性 为 总 原 则，因 此 筛 选 的 国 家 级 铜 矿 床

应能够反映中国铜矿资源的主要成矿特点、主要成

因类型，反映 中 国 铜 矿 地 质 勘 查、科 研 总 体 水 平 为

标准，筛选将从以下５点综合考量。

１）重要矿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发现矿种

达１７２种，其中重要金属矿产４５种，铜矿是重要的

矿种之一。国 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在 筛 选 矿 产 实 物

地质资料时，以 国 家 需 求 为 导 向，优 先 选 择 国 家 重

要矿产实物地质资料进行管理。近年来，中国铜矿

找矿勘查工作取得重大的突破，尤其在滇西、藏东、
大兴安岭地区的铜矿勘查，但目前中国铜资源仍然

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铜矿找矿勘查工作

仍在不断 加 强。同 时，为 更 好 的 服 务、支 撑 铜 矿 地

质找矿、科研 工 作，铜 矿 床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筛 选 采 集

需要更科学、更系统开展。

２）矿床规模。从矿床规模考虑，重点收藏超大

型、大型铜矿 床 实 物 地 质 资 料，选 择 性 收 藏 特 殊 意

义的中型铜矿床实物地质资料。大型、超大型矿床

的数量有限，但 矿 产 储 量 和 经 济 价 值 巨 大，是 国 家

经济的命 脉，为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物 质 支 撑。大 型、超

大型矿床往 往 具 有 独 特 的 和 复 杂 的 成 因 及 形 成 条

件，开展和加强大型、超大型矿床的研究，对于揭示

矿床成 矿 规 律、发 展 矿 床 成 因 理 论 也 是 非 常 有 益

的。因此，收 藏 大 型、超 大 型 铜 矿 床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大型、超大型铜矿床有４６个，
数量约占铜矿 床 总 数 量 的１％，探 明 铜 储 量 占 全 部

铜储量的７２％［７］。收 藏 大 型 铜 矿 床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就是以 较 少 的 收 藏 数 量，反 映 更 多 的 铜 矿 资 源 特

点，充分利用馆藏空间。因此，超大型、大型矿床将

在库藏体系中占绝大多数。

３）成因类型。从上述可知：中国铜矿成因类型

可划分１０种类型，其中最主要的是斑岩型和矽卡岩

型，其次 是 海 相 火 山 岩 型、海 相 沉 积 型、岩 浆 熔 离

型，其他均为次要类型。在收藏铜矿床实物地质资

料时，以斑岩 型 和 矽 卡 岩 型 铜 矿 床 为 主，其 次 海 相

火山岩型、海相沉积型、岩浆熔离型铜矿床，其他成

因类型的铜矿床只作少量收藏。

４）成矿区带。据赵一鸣等（２００１）［１２］统计，中国

铜矿 主 要 产 于 扬 子 地 台（４２．４３％）、三 江 造 山 系

（１４．４６％）、中 朝 地 台 （１４．１０％）、华 南 造 山 系

（７．０７％）、内蒙 古－大 兴 安 岭 造 山 系（５．７７％）、天 山

造山系（３．７％）和额尔古纳造山系（３．１８％），上述７
个大地构造 单 元 的 铜 矿 占 中 国 铜 矿 资 源 总 储 量 的

９０．７１％。另外，近 年 来 冈 底 斯 地 区 新 发 现 诸 多 大

型铜矿，显示出良好铜矿资源潜力。国家实物地质

资料库收藏 的 铜 矿 床 以 上 述 成 矿 区 带 的 铜 矿 为 主

要目标，其它 地 区 的 铜 矿 床 为 次 要 目 标，全 面 反 映

中国铜矿资源成矿地质背景。

５）成矿时代。近几年来，随着冈底斯喜山期斑

岩型、矽卡岩型大型、超大型铜矿陆续发现，中国新

生代铜矿资源量大大增加，但发现的各个成矿时代

铜矿床数量比例中，中生代铜矿依旧保持绝对的优

势。因此在筛选国家级铜矿床名录时，以中生代铜

矿为主，其次为新生代、古生代，再其次为元古代和

太古代，全面采集、收藏、保管各个成矿时代的典型

性铜矿床的实物地质资料。

４．３　筛选结果

综合考虑铜矿床筛选因素，确定了３７个铜矿床

为国家实物 地 质 资 料 库 重 点 采 集、收 藏 保 管 对 象，
以反映中国 铜 矿 资 源 特 点，具 体 名 录 见 表１。从 表

中可以看出，入选对象几乎为大型、超大型矿床；而

中型矿床仅鲁甸铜矿、六苴铜矿、九曲湾铜矿和“胡

－篦”铜矿共４处，这４处入选主要考虑成因类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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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铜矿床筛选名录

序号 采集名录 成因类型 产 地 成矿时代 入选因素

１ 德兴

２ 铜矿峪

３ 多宝山

４ 土屋－延东

５ 普朗

６ 玉龙

７ 驱龙

８ 甲玛

９ 多龙

１０ 沙溪

１１ 木吉村

１２ 圆珠顶

斑岩型

江西·德兴 白垩纪 著名的超大型斑岩型铜矿，是中国东部最大斑岩型铜矿产地［１３］。

山西·恒曲 古元古代
产于前寒武古老变质岩地层中，与变质富钾火山杂岩有关的大型铜矿床，

具有特殊性［１４］。

黑龙江·嫩江 奥陶纪
该超大型斑岩型铜矿为深 入 研 究 大 兴 安 岭 地 区 的 控 矿 构 造、矿 体 赋 存 和

矿床分布规律提供示范意义［１５］。

新疆·哈密 石炭纪 东天山觉罗塔格构造－岩浆带北缘区域的代表性铜矿床［１６］。

云南·香格里拉 三叠纪 普朗铜矿远景达４００万ｔ，在区域内具有代表性［１７］。

西藏·江达 古近纪 玉龙超大型铜矿具有独特的成矿背景和成因机制［１８］。

西藏·墨竹工卡 新近纪 驱龙超大型铜矿是冈底斯斑岩铜矿带中最重要的铜矿床［１９］。

西藏·墨竹工卡 新近纪
甲玛大型铜 矿 具 有 矽 卡 岩 型、角 岩 型 和 斑 岩 型 矿 体，在 区 域 内 具 有 典

型性［１９］。

西藏·阿里 白垩纪
多龙矿集区是班公 湖－怒 江 缝 合 带 内 十 分 典 型 的 铜 矿，Ｃｕ资 源 远 景 十 分

巨大［２０］。

安徽·庐江 白垩纪 长江中下游十分典型的斑岩型铜矿［２１］。

河北·来源 侏罗纪
河北省的大型铜矿之一，成 矿 模 式 对 于 太 行 山 北 段 类 似 矿 床 的 找 矿 勘 探

工作意义重大［２２］。

广东·封开 侏罗纪 广东省内现发现的最大铜矿床［２３］。

１３ 寿王坟

１４ 冬瓜山

１５ 铜绿山

１６ 丰山洞

１７ 武山

１８ 铜峪沟

１９ 羊拉

矽卡岩型

河北·承德 白垩纪
寿王坟铜矿是一个典型的 大 型 矽 卡 岩 矿 床，具 有 镁 矽 卡 岩 型 和 钙 矽 卡 岩

型双重成矿特征［２４］。

安徽·铜陵 晚侏罗世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铜 陵 矿 集 区 内 的 大 型 铜 矿，具 有 特 殊 的“叠 合 成 矿 模

式”［２５］。

湖北·大冶 早白垩世
铜绿山铜铁矿是鄂东南地 区 大 型 典 型 矽 卡 岩 型 铜 铁 矿 床，区 内 相 似 矿 床

有铜山口、鸡笼山、阮家湾［２６］。

湖北·阳新 晚侏罗世 丰山洞铜矿是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中代表性矿床［２７］。

江西·九江 晚侏罗世
位于九江－瑞昌地质活动构造带中心部位，对于周边类似矿 床 的 地 质 找 矿

科研有很好的示范作用［２８］。

青海·兴海 三叠纪
位于祁漫塔格－鄂拉山成矿亚带，具有典型性，周边相类 似 矿 床 有 赛 什 塘、

日龙沟［２９］。

云南·德钦 三叠纪
矿石拥有矽卡岩型、大理岩 型 等９种 类 型，在 三 江 成 矿 带 内 具 有 典 型 性、

特殊性［３０］。

２０ 金川 岩浆熔离型 甘肃·金川 新元古代
金川超大型铜镍矿是祁连 山 成 矿 带 内 非 常 典 型 的 铜 矿 床，也 是 中 国 现 发

现的最大镍矿床［３１］。

２１ 白银厂

２２ 拉拉厂

２３ 阿舍勒

２４ 德尔尼

海相

火山

岩型

甘肃·白银厂 早古生代
该大型铜矿是祁连山成矿 带 内 著 名 的 海 相 火 山 岩 型 矿 床，典 型 矿 床 有 铜

厂沟、火焰山、小铁山和折腰山［２９，３２］。

四川·会理 新元古代
拉拉厂大型铜钴矿是中国 重 要 的 铜 矿 基 地 之 一，其 特 定 的 成 矿 模 式 具 有

典型性［１０］。

新疆·哈巴河 晚古生代
具有典型的铜－锌型块状硫 化 物 矿 床，其 双 层 结 构 和 水 平、垂 直 分 带 现 象

十分典型［２９，３３］。

青海·玛沁 晚石炭世
德尔尼大型海 底 热 液 喷 流 沉 积 铜 矿 在 东 昆 仑 成 矿 带 内 具 有 典 型 性、特

殊性［３４］。

２５ 紫金山

２６ 银山

２７ 鲁甸

陆相

火山

岩型

福建·上杭 白垩纪

该矿（大型）是中国大陆发现的首例高硫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典型的“上

金 下 铜”的 垂 直 分 带 特 征，构 成 独 特 的“紫 金 山 式”成 矿 模 式，具 有 典

型性［３５］。

江西·德兴 晚侏罗世 中国南方规模巨大的铜铅锌金银矿化集中区［３６］。

云南·鲁甸 早侏罗纪世

鲁甸铜矿床（中型）与峨眉山玄武岩喷发岩浆及后期构造、热液活动有关，

矿石有自然铜、氧化铜与辉铜矿，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值得国家库收藏、

保管［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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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采集名录 成因类型 产 地 成矿时代 入选因素

２８ 小西南岔 岩浆热液型 吉林·珲春 白垩纪 吉黑东部延边－东宁成矿带内大型代表性矿床［３８］。

２９ 落雪／汤丹

３０ 白乃庙

３１ 霍各乞

海相

沉积型

云南·东川 中元古代

东川铜矿是中国著名的大型铜矿田，以落雪、汤丹为代表的海相沉积型矿

床是同类型矿床的地质找 矿、科 研 示 范 基 地，区 内 相 类 似 矿 床 有 白 锡 腊、

因民［３９］。

内蒙·四子王旗 中元古代
赋存在中浅变质的基性－中 酸 性 海 相 火 山 岩 系 中 大 型 矿 床，具 有 典 型 性、

代表性［４０］。

内蒙·乌拉特后旗 中元古代
狼山地区著名的大型铜多金属矿，其热水沉积块状硫化 物－变 质 热 液 改 造

类型具有代表性，区内相类似矿床有炭窑口、东升庙［４１］。

３２ 六苴

３３ 九曲湾

陆相沉积型

云南·大姚 古近纪
六苴铜矿（中型）位于楚 雄 盆 地 中 北 部，是 中 国 典 型 的 陆 相 沉 积 砂 岩 型 铜

矿，区内相类似矿床有落及木乍、凹地苴、石门坎、小河［４２］。

湖南·麻阳 白垩纪
麻阳铜矿（中型）是特殊的沉积型－改造型砂岩铜矿床，用矿物 组 分 以 自 然

铜为主，具有典型性［３７，４３］。

３４
篦子沟／

胡家峪

３５ 红透山

３６ 大红山铜铁矿

受变质型

山西·运城 古元古代
此两个矿床（中型）称为“胡－篦”型铜矿床，为典型的热 水 沉 积—后 期 受 变

质改造型铜矿床［４４］。

辽宁·清原 新太古代
该大型矿床产于浑北太古宙绿岩带内，是中国著名的铜矿床，为十分典型

的海相火山岩性—后期受变质改造型铜矿床［１０，４５］。

云南·新平 古元古代
该矿分为早期火山喷流作 用 形 成 了 层 状 铜 矿 矿 胚，后 期 对 原 先 的 矿 胚 进

行了变质、改造和富集，是中国最重要的大型矿床类型之一［４６］。

３７ 石菉 表生型 广东·阳春 第四纪 石菉大型铜矿是非常典型的表生型铜矿床［４７］。

特殊性、代表性。入选的斑岩型铜矿１２处、矽卡岩

型铜矿７处；中生代铜矿１５处，新生代铜矿５处，元
古代铜矿８处，古生代８处，太古代铜矿１处。从表

１中不难看出，入 选 的 铜 矿 的 成 因 类 型、成 矿 时 代、
空间分布等 基 本 能 构 成 当 前 国 家 级 铜 矿 实 物 资 料

库藏体系。
需要说明 的 是：一 些 具 有 典 型 性、代 表 性 的 铜

矿床已经入 选 了 其 它 金 属 国 家 级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筛

选目录，如内 蒙 乌 奴 格 吐 山 大 型 铜 钼 矿、江 西 城 门

山铜钼矿已入选了钼矿床筛选目录，因此没有入选

铜矿床筛选 目 录，避 免 重 复 筛 选；在 两 个 甚 至 是 多

个大型、超大 型 钼 矿 床，在 同 一 地 区，矿 床 类 型、成

矿时代等多种相同的地质条件下，优先选择铜矿找

矿勘查较突 出 的 矿 床，避 免 馆 藏 空 间 的 浪 费，如 内

蒙东升庙、炭窑口没有入选，而选择了霍各乞铜矿。

５　结　语

１）国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库 将 收 藏 反 映 中 国 铜 矿

成矿特点、主 要 成 因 类 型、主 要 成 矿 构 造 背 景 的 实

物地质资料，展现中国铜矿勘查水平和铜矿地质科

研水平，为地质找矿提供公益性服务。

２）根据国家级实物地质资料体系的总体定位，
综合考 虑 中 国 铜 矿 矿 床 规 模、成 因 类 型、成 矿 区

（带）等筛选因素，初步确定了３７个铜矿床作为国家

铜矿床实物地质资料库的收藏目标。
由于笔者 水 平 有 限，收 集 资 料 局 限，且 随 着 地

质工作的深入，将会发现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铜矿

床。因此，本文国家级铜矿床实物地质资料目录相

对固定，可调整，可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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