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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高硫型 Cu-Au 矿床铜同位素组成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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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紫金山铜金矿床是我国第一大金矿，同时其铜储量也达到超大型。以蓝辉铜矿为主要含铜矿物是

其独特之处，而且铜矿体超过 1000 米厚，从海拔+928m 到 -400 m 尚未打穿（林元鑫，2012），如此巨厚

的蓝辉铜矿带世界罕见。但是对于紫金山蓝辉铜矿是原生还是次生尚有争议。本文对紫金山铜金矿床主要

的含铜硫化物进行了 Cu 同位素研究，以探讨其成因。 

研究发现，中-高温（250-300℃）过程热液和硫化物铜同位素分馏较小（＜1‰），而低温的氧化还原

作用过程可以造成很大的铜分馏（Zhu et al.，2002；Mathur et al.，2005）。斑岩铜矿中原生硫化物具有较

小的铜同位素变化范围，一般为-1‰~+1‰，而次生富集带中具有重的 δ65Cu，一般＜-1‰，淋滤带具有最

轻的 δ65Cu 一般＞1‰（图 1）。紫金山铜金矿床蓝辉铜矿、斑铜矿、硫砷铜矿、辉铜矿、铜蓝等矿物的 δ65Cu

变化范围为-2.97‰ ~ +0.34‰，大部分值落入比较窄的范围-0.49‰~0.34‰，这与典型斑岩系统的同位素组

成相似。而且同种矿物 Cu 同位素组成随海拔升高有升高趋势，这与典型斑岩矿床的特征一致。这些现象暗

示了紫金山的含 Cu 硫化物可能是原生成因的。较负的 Cu 同位素值（-2.97‰-2.85‰）可能是地表氧化条件

下表生淋滤作用的结果。而这些较负的同位素组成与金的次生富集具有较密切的关系。而矿床缺少富 65Cu

的矿物，可能是由于富含 65Cu 的流体顺断裂流入汀江和旧县河或在矿床深部成矿。 

 

图 1  一些斑岩、夕卡岩和高硫型矿床的 Cu 同位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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