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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凹地中的小型石英脉铜矿筒介
吕 宝 善

为贯彻大中小相桔合的方针
,

我们对云南的
“

尾
明凹地

”

中的一部
一

分小型石英脉型胡矿进行了一定的

工作
,

获得了一定的资料
。

妓商介如下

一
、

地质橄叉

此矿点位子星明凹地之构造单元中
。

矿点内主要

地层由中志留把之焉龙枕及上志留祀的王龙寺扰
。

主

要系桔核状灰岩
、

泥厦中厚层伏灰岩
、

黄色钙 厦 页

岩
、

紫色真岩及黑色涯青质页岩
。

矿区内可见到呈大致南北向分布的断裂及构造节

理
,

裂隙很发育
。

与本区的构造拢的方向大致平行
。

这些断裂
、

裂隙对成矿有极重要的车用
。

二
、

矿床的控制 因素 , 因宕 触变

在上述的南北向或北北西方 向 的 断 裂
、

裂隙中

倾角为陡倾 贯穿有石英白云石脉
,

宽 公分至一

公尺
。

就在这些脉里斌存翎矿
。

含矿石英白云石脉在断裂破碎带中蛟发育 , 与围

岩有麟明的界限 , 往往受断层的控制
。

这些含矿栩脉

在破碎带中有的呈单条翩脉分布 , 有的呈交叉状栩脉

分布
。

所有的石英白云石脉都是陡倾角
。

食穿于裂隙中的脉 往往呈单条的袖脉
,
厚度不

大
,

含矿程度也较低
。

这主要因为是交代得不完全的

椽故
。

触变除石英化外
,

还有白云石化
。

白云石与石英

往往构成混合脉
。

它们的生成次序是石英 先 于 白云

石 , 因为白云石包围了石英颗粒
。

此外
,

尚有黄跌矿

化
。

黄跌矿往往风化成为疏松的揭铁矿
,

井使白云石

受染色而呈微黄杠色
。

有的围岩还受白云岩化
,

使岩石精晶粗大
,

含镁

质大于
。

但即使是受触变的围岩也不含矿
。

三
、

犷石成分结构

矿石的金属矿物以黄胡矿为主
。

在地表测为黄翎

矿
、

坏胡矿以及士状涯青铜矿 胡及铁的氢氧化物
,

孔雀石及少 量的斑铜矿
。

这是由于在地表受氧化的原

因 , 而使黄翎矿氧化生成后者这一些产物
。

此外还有

大量的揭铁矿共生
。

因为如上所述 ,
矿床中有不少的黄铁矿

,

这些黄

跌矿在氧化过程中 生 成 “ , “

通过水解作用 ,

就形成代替黄胡矿的隔铁矿
。

所以在

地表露头上所见的矿石 , 褐铁矿占很大的比例
,

甚至

有的几乎全部地代替了黄胡矿
,
仅能在颗粒的中心见

到少量户勺肯未被交代的黄铜矿
。

金属矿物多呈颗粒状维嵌于石英脉中
。

黄胡矿及

其他次生的余属矿物如褐跌矿
、

孔雀石 等 共 生在一

超
。

揭铁矿及孔雀石于颗粒的边椽包围着尚未氧化的

残余黄铜矿
。

土状泄青翎矿主要呈枷小的油脂光泽的 ,

斑点及袖粒伏汀嵌于脉石中
。

有时可见到小囊状的较

富的矿
,

这时 , 可看到褐跌矿
、

辉胡矿等成祸格状

彻条贯穿于黄翎矿中 , 这主耍是由于沿盖黄胡矿的栩

小裂隙被氧化而生成的氧化产物
。

四
、

找犷标志

由于金属矿物斌存于被构造断裂或裂隙所控制的

石英白云石脉中 , 同时这些含矿的石英白云石脉又因
受染色作用而呈黄缸色

,

所以这种石英白云石脉郎可

作为很好的找矿标志
。

当地老乡犯把这种石英白云石

脉阱作
“

男牙霖
” 。

五
、

找犷勘探方法

如上所述
, 这种矿床主耍的控制因素是 构 造 断

裂
,
所以从总的指导找矿方向上来靓

,

是多找断裂
、

破碎带
。

但由于矿体小 ,
脉不宽

,

且由于上复层是上

志留祀的真岩
,

容易风化
,

致使矿床被风化产物所掩
‘

复
。

为了能迅速而且不遣漏地将很多互相平行或断械

分布的小矿体揭露出来
,

就应充分地利用很多垂道矿

体走向方向分布的冲沟
、

冲洼
。

沿着这些沟
、

拭仔枷

地进行观察
,

追索矿林
,

并合理地布置一定的探搏

必要时
,

进行极少量的小平坑了解矿体的深部变化
。

由于这种矿脉一般长韵 一 公尺左右
,

所 以 川

公尺至 公尺的工程简距是可以掌握住砂淋的 、

况的
。

根据这些资料就可提供人民公社进行小型的 、卜

采
。

这样边禾边探
,

既节构投脊及加速投入生产的 讨

剐, 且能适应这种矿床的矿床小
、

变化大的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