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吞

某硫化铜镍矿床的地质特征及工作方法
俞 开 基

一
、

区域地质概况

矿区出露岩层有变质及非变质两部分 非变质包

括石炭祀至 白至耙的碳酸盐建造
、

页岩建造
、

椽石建

造
、

含煤建造和杠色建造 变质岩系 由片麻岩
、

片

岩
、

千枚岩
、

大理岩
、

角岩
、

石英岩等所粗成
。

其时

代尚未确定
,

据黑灰色千枚岩中发现的 部 分 化 石鳅

定
,

属奥陶耙至泥盆耙
。

片麻岩位于片岩
、

千枚岩之

下
,

时代可能还要早些
。

变质岩系中广泛分布酸性
、

基性及超基性的火成

岩体及脉岩
,

其中测定花崩伟晶岩为燕山期产物
,

朋

矿区内火山岩类的变质过程是长期的
,

不能役

想其变质温度
、

压力是固定不变的
,

用侧定离矿体赋

存部位较远的
“

椽岩相
”

的变质温度
,

能否代表变质

成矿时期的矿石温度
,

植得怀疑
。

,

矿区内浅海相沉积的页岩 变质为千枚岩
,

薄层石灰岩 变质为大理岩 或火山碎屑岩等
,

其中

肯定会含有有机炭的成分
,

当成矿溶液释过或贯入这

些地层时
,

少量的有机炭
,

往往随同矿液一起沉淀下

来
。

因此
,

在矿石中含有一些有机炭成分
,

这是不足

为奇的
。

黄铁矿的胶状枯构
,

也不能靓明是在沉积条件

乍形成的
,

因为热液形成的黄跌矿
,

也同样可以具有

胶状枯构
。

成矿后期的构造变动也可以引起方龄矿
、

丙辫

矿的变形或折裂
。

以此也不能靓明这种现象是所销变

质成矿时期的产物
。

根据以上事实
,

我俩初步认为融地区黄跌矿型铜

矿床应属热液矿床
,

而不是变质的喷发沉积矿床
,

矿

床的成矿活动是多次的
。

在火山岩系喳发之后
,

褶趾

活动的早期就有黄跌矿的热液活动
,

随着区域变质作

用的发展
,

早期黄跌矿有的破碎
、

有的产生柔披
,

在

围岩片理化之后继而又有黄铜矿
、

冈锌矿
、

方断矿
、

黄缺矿等热液活动
,

有的迭加在早期的黄跌矿之中
,

有的形成单独的含铜黄跌矿或含酮多金属矿
。

初步推

断
,

成矿的母岩
,

可能是隐伏在矿区深部的中酸性花

尚岩类的小型侵入体
。

四
、

关于找矿的一些惫晃

一 矿田内的次一般倒斡背料
、

倾伏背斜及断

裂构造等
,

对于矿床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因

此
,

对这种构造形式应始予足够的重砚
。

在南
、

中部

矿带中
,

已初步可以看出有戊
、

己
、

庚等几个地段
,

具有类似的构造形式
。

在戊区粗地质六队普查钻探靓

明确实有厚度较大的矿体存在
。

对于这些地段
,

今后

应利用粽合方法
,

突出加强找矿工作
。

拍期可以找到

新的矿体或者盲矿体
。

二 石英角斑凝灰岩 二 是一个重要的含矿

层位
,

应予以重视
。

但是
,

在矿区及其外围广泛分布

的韧碧岩类中已发现有较好的矿化现象
,

只要重砚成

矿构造的研究
,

发现新的矿床是完全可能的
。

从国外

的研究查料看来
,

黄跌矿型铜矿的围岩从 基 性 到 酸

性
,

从凝灰岩到熔岩
,

甚至在板岩中也有工业矿床的

形成
。

而且大多矿床都产于中基性的 “
椽岩

” 中
。

因

此
,

在敲地区找矿工作决不能只局限在石英角斑凝灰

岩中
,

应鼓扩大眼界
,

同时寻找新类型的矿床
。

三 围岩触变现象
,

对找矿工作来讲
,

具有一

定的作用
。

但是
,

由于区域变质作用十分强烈
,

广泛

发育的栩云母化
,

椽泥石等大多都是受区城变质作用

所引起的
。

因此
,

在实际工作中应对变质触变及矿化

触变加以区别
。

一般来讲矿化触变应敲是 找 矿 的 标

志
,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

即是矿化触变比较强烈的地

段
,

据此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业矿床
,

例如丁区矿床西

部
,

某地段矿化蚀变十分显著
。

但是握钻探征明
,

矿

化并未构成工业富集
,

相反在丙区矿床上部触变砚象

并不甚显著
,

而矿床都是大型的
。

对此
,

应加以具体

分析
。

四 跌帽是地表找矿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标志
,

但是由于蔽地区的铁帽种类繁多
,

在工作中应孩对含

矿铁帽及不合矿跌帽加以区别
,

特别是矽化茸跌帽与

含跌矽质岩往往不大容易区分
,

在实际工作中应加以

注意
。

此外
,

以敛帽的大小也不能能杭的作为判断矿

床规模大小的根据
,

丙区矿床的铁帽只有十多米长
,

但是隐伏在深部的矿床规模却是很大的
。

总之
,

敌区在我矿工作中除了应注意出露地表的

矿化标志而外
,

还应鼓突出地加强矿田构造
,

矿床构

造的研究
,

以便进而发砚盲矿体和盲矿床
,

不断满足

生产建毅对矿产查源的需要
。

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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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伟晶岩为印支一海西期产物
,

井穿过了超基性岩体
,

超基性岩体推测为海西期所形成
。

硫化铜镍矿体在成

因上
、

空阴上与超基性岩体有依附关系
。

超基性岩体

规模不大
,

分布有一定方向
,

呈北西一南东向
,

与区域

地质构造袋指向相一致
。

矿区 内断层发育
,

尤以纵向者居多
,

且与成矿有

关
。

褶蔽形态在变质岩系与非变质地层中不相同
,

前

者褶搬紧密
,

倾角 陡竣
,

呈 修状延 伸 后者 褶搬开

滴
,

倾角平援
。

但褶被轴向二者却大体一致
,

均呈北

西一南东向
。

区内金属 矿产以铜
、

踉富集 为特征
,

另

有少静拓矿
。

二
、

矿床地质特征

一 超基性岩体本身的地质特征

硫化铜媒矿体在成因上
、

空固上与超基性岩体有

依附关系
,

这已握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

但并非所有超

基性岩体都有铜镍矿体存在
。

因此
,

静多研究者进一

步探甜了铜镍矿体受超基性岩体大小
、

形态和产状
、

岩相
、

化学成分以及岩 浆的分 异作用 所按制 的规律

性
。

某硫化铜镍矿床除在这几方面具有已知的普遍规

律外
,

‘ 一

也有其特殊性
,

描述如下

含矿岩 体规模 不大
,

出露地 表南东 窄
、

北西

竟
,

埋藏深度南东深
,

北西浅
。

整个岩体的底部几乎

都含浸染状硫化镍矿
,

尤其以岩体的中段底部最为富

集
。

此即晚期岩浆 熔离矿 床中的
“

底部矿体
” 以下

筒称熔离型
“

底部矿体 ,’
。

如图
,

图 所示
。

区二

压刁

蛇纹岩

硫化镇
矿石

匡二习纯橄橙岩 区刃 砂酸镇矿

医习
硫化镍
矿石

医习 角岩
、

角真岩

图 某硫化胡裸矿床基性岩纵剖面图
注 硫化镍矿石 为较富矿石

硫化镍矿石 为较贫矿石

八访口二、一门卜

大介戈竺

一一一、 一 一

岩体产状为岩盆
,

形态似船
。

纵剖面上北西端

翘起
,

倾角援
,

仅 度左右 南东端下沉
,

倾角陡
,

达 度
。

横剖面上北东翼和南西翼大 体 倾角一致
,

一 度
,

接触面倾斜相反
,

形成盆形断面 如图

所示 但近南东端部例外
,

两翼倾角很陡
,

近 度
,

而且接触面像斜相同
,

形成椭圆状断面 如图
,

可

兄岩体形状拜不十分规
。

岩体与围岩在走向上和倾

向上的接触特点
,

大多是平行一致的
,

也有部分是相

交的
。

与岩休接触的围岩在南东端有枯晶石灰岩
,

其

他部位为片岩
、

石英岩
,

多已发生接触变质作用
。

岩

体的南西侧围岩中有纵向断裂产生
,

沿断裂带有致密

状和浸染状硫化铜镍矿体分布
,

即晚期岩浆熔离贯入

一热液富集式矿床的脉状矿体 以下筒称真入型脉状

矿体
。

地表矿体距岩体接触接 。一 。米
。

粤月恶 北方

之之之
丫铲铲 以以 甲甲 浏

杀必了了
八 吃吃队队队 日日了价价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气气气锡锡益益
一

曲梦梦勇勇
夕夕

刁刁刁刁刁 产

厂一一一一一一

亩幼自

蛇枚岩
硫化纹
矿石

医到
巨到

钝橄榄岩
硫化镍
矿石

匡习 角岩角真岩

匪蔓 鹭彗霖
图 某硫化桐蹂矿床班号 面图

蛇纹岩

断层

“
冷 仁

区乙

至〕

砂酸镍扩 给晶石灰岩

适阳岩

、

区夔〕

区国 硫化铜摸矿

角岩
、

角真岩

图 某硫化胡裸矿床地质构造略图

岩体在剖面垂向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岩相带
。

上

部蛇较岩带 岩石呈黄椽色
,

松散易碎
,

矿物成分主

要为蛇救石 做推 蛇枚石
、

叶蛇 救石
、

片蛇救石
,

占 一 其次有水 金云母 一
,

椽泥石 一
,

磁跌矿 一
,

透朋石 一
,

顽火辉石
、

粘

土矿物
、

氢氧 化跌
、

碳酸 盐等 一
。

此岩相带厚

口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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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岁
”

护
” ””

喃喃喃
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书 匕鱼鱼鱼鱼

人人人才万沪

认
一

减减减 岌兰兰兰

浅浅杯杯杯
人

撤
、 ··

曰曰曰曰曰
·

丫狱泛泛
」」」」叹叹减

““

兰义
” 少

策芍万万‘

口口区犷万万下
补 ‘ ,

撅撅
、

门门门门巴巴甲斗乏乏不
’

, ,

声声
、、、、、、

洛鹉
二

过坛夕二
‘‘

、、、

一一一一一 、

才分之
、、

一一一一一一
「「「「「「

丫

下

下

二习钝橄榄岩

区国 熔离型硫化镍矿

巨还磁法伽倡位曲修

贯入型硫化铜镍护

一 米
,

不含硫化铜镍矿
,

局部地 方有可达工业

品位的矽酸纹矿
。

中部钝橄橙岩带 岩石呈椽色及暗椽色
,

致密坚

硬
,

矿物成分 主要为 橄覆 石
,

占 一 其次有

透丙石 一
,

水金 云母和 金云母 一
,

蛇放

石 一
,

滑石 一
,

椽泥 石
、

磁敛矿 一
。

此带厚 一 米
,

没有铜镍矿体
,

仅局部地方有少

量铜镍硫化物
。

下部蛇枚石化钝橄檀岩带 或称硫 化 物 钝 橄橙

岩带 岩石呈灰黑色
,

硬度 中等
,

不甚 致密
,

以富

含跌和硫化物为其特征
,

凡觅此带均有硫化铜镍矿体

存在
。

其矿物成分仍以蛇杖石 擞推蛇狡石
、

叶蛇叔

石
、

片蛇杖石 为 主
,

占 一
,

其次为 磁跌矿
’

一 。 左右 此外 有椽 泥石 叶椽 泥石
、

斜椽泥

石 一
,

硫化物和磷灰石少量
。

此带厚 一 米

左右
。

三岩相带为逐渐过渡关系
,

化学成分很相近
,

矿

物成分主要是橄境石向蛇杖石的斡化
,

在某些部位硫

化物钝橄橙岩带夹在钝橄橙岩带之中
。

因此
,

三岩相

带区别可能是岩体 自变质作用和风化作用所致
,

井不
·

是分异作用的桔果
。

硫化物钝橄橙岩的化学成 分 以 含欲 高

一 为其特征
,

值一般为 左右
。

二 丙长伟晶岩脉的分布及含矿性

在超基性岩体内部和超基性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

上有静多阴长伟品岩脉分布
。

据 国 外 文献祀载
“

在

不少地方可以兄到致密的硫化物脉过渡为阴长伟晶岩

脉
” ,

我侧曾对这一 现象进行了祥韧 的观察
,

得出了

否定的粘渝
。

肉长伟晶岩脉有以下几点特征

岩脉规模不大
,

长仅几米至几十 米
,

厚 一

加 米
,

一般都小于 米
。

产出方向不一致
,

以 北东

南西粗居多
,

北西一南东 粗次之
,

岩脉发 育的方向与

矿区构造袋方向相交
,

呈陡脉状
,

延深大多在 。米

以内
,

三个岩相带中都有分布
。

粗成岩脉的岩石呈 灰白一灰色
,

小脉状 及块状

构造
,

粒状
、

柱状镶嵌变晶拮构
,

主要成分为斜长石

占 一 和角丙石占 一
,

此外有黑云母 。一
、

磷灰石 。一 和少量的据石
、

褐帘石
、

辉石
、

磁跌矿
。

岩脉有穿捅 岩体 和熔 离型
“

底部 矿体 ”
的现

象
。

岩脉的含镍量低
,

没有矿体富集的特征
,

也没

有过波为硫化物脉的现象
。

在所兄岩脉之处
,

岩脉含

娘品位较之岩体为低
,

含量 比值 三 岩脉距矿

体远近不同
,

其合镍量并无多大差异 岩脉存在于矿

体中时
,

其含镍品位增 高
,

但 仍较相 邻部位 岩体为

低
。

可兄岩脉品位之增高是由于矿体的混染作用所影

响
。

粽上所述
,

脉岩的分布反映了岩体原生裂隙构造

发育的状况
,

岩脉穿过矿体的事实靓明成矿阶段是在

原生裂隙形成及岩脉侵入之前
。

因此不可能见到致密

的硫化物脉过渡为丙长伟晶岩脉
。

三 矿体的斌存部位及产岩特征

有两种成因类型不同的硫化物铜镍矿体

熔离型
“

底部矿体
”

赋存在盆状岩体的底部及

近底部
,

受岩体底部的硫化物钝橄榄岩相及共形态所

控制
,

部位比较稳定
,

呈曲面式似层状产出
。

矿体厚

一 米
,

平均 米
,

规模较大
,

是镍的主要来源
,

铜的储量极少
。

此外
,

局部地方有上悬矿体存在
,

仍

产在岩体中的硫化物钝橄榄岩相中
,

呈透经状
,

部位

不稳定
,

规模很小
。

摄入型脉状矿体 赋存在岩体外接触带的角岩

及石英云母片 岩中
,

距岩体接 触带 。一 ”。米
,

越向

深部距离越远
。

矿体呈陡脉状
,

走向北 。“

一
“

西
,

倾

向一般为北东
,

局部弯曲向南西
,

倾角
”

一洲
“

度
。

固回口图

图 某硫化胡貌矿床 号 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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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长 米
,

延深 米
,

致密矿石平均厚 米
,

浸

染矿石 米
,

规模 较大
,

是铜 的主要来源
,

踉的

储量也不少
。

此类矿体伴生有一种超基性岩的触变岩

脉一透因岩
,

但井不是 矿体必不可 少的伴侣
,

其产状

与矿脉一致
,

断檀 出露
,

脉长 一 米
,

宽 一 。

米
,

延深 一 米
。

粗成 岩石 的矿物 一 都

是透肉石
,

其次有叶椽 泥 石 一
,

黑 云 母 。一
,

磁铁矿
、

数铁矿和硫化物 。一
,

没有 长石及

石英
,

有橄 榄石及 辉石拮 晶暇象
,

与围岩成 侵入接

触
。

四 矿石的矿物共生粗合及矿石构造特征

熔离型 “ 底部矿体
”

矿石构造类 型 为 稠 密

和稀散浸染状构造
。

粗成矿石的矿物主要为磁黄跌矿

和镍黄跌矿
,

其次有 磁 跌 矿
、

黄跌矿
,

黄铜矿 包括墨铜矿
、

方黄铜矿 占
,

石墨
,

并有少量数跌矿
、

方拓矿
、

因锌矿
、

杠柱 石
、

据石
、

路尖晶石
。

镍的含量大大高于铜
,

豹为 工。

贯入型脉状矿体 矿石构造类型主要有致密团

块状构造和浸染状构造
。

致密团块状矿石和浸染状矿

石之简有明显的界枝
。

致密团块状矿石的矿物主要为

磁黄跌矿
,

其次有镍黄跌矿
、

黄铜矿
、

磁铁矿
、

黄跌矿
、

柴硫镍铁矿
,

此外有

少量铁跌矿
、

菱铁矿
、

方龄矿
、

丙卦矿
。

此类矿石镍

高于铜
,

而且姑
、

硫含量很高
,

聋与铜之比为
,

媒与姑之比为
,

媒与硫之比为
。

浸染状矿

石的矿物与致密团块状矿石基本相同
,

惟镍黄跌矿
、

磁铁矿碱少
,

黄铜矿
、 紫硫镍跌矿增多

。

此类矿石铜

高于镍
,

妨
、

硫含量低
,

其各元素之尚的比值是 媒

与铜之比为
,

魏 与 钻 之比为
,

镍与硫之

比为 一
。

按矿物生成的时期可分为以下共生粗合

磁敛矿和歇跌矿可能为岩 浆 期 较 早之矿

物
,

这种氧化物较硫化物生成早
。

磁黄铁矿
、

镍黄跌矿
,

部分黄铜矿可能为

后期岩浆生成
。

部分黄铜矿
、

柴硫貌跌矿
,

方扮矿
,

肉斜

矿和部分黄跌矿可能为热液生成
。

胶黄铁矿
、

菱跌矿
、

辉铜矿
、

斑铜矿等为

次生矿物粗合
。

五 伴生元素的含量及斌存特征

伴生有益粗分有 姑
、

硫
、

硒
、

蹄
、

银
、

金
、

铂

等
,

握多元素分析拮果
,

分布比较广泛
,

含量比较均

匀
。

有害粗分有阳
、

辞
、

砷
、

翁等
。

六 硫化铜镍矿体在氧化带的特征

熔离型
“
底部矿体

”

未暴露地表
,

无氧化带
。

员

入型脉状矿体露出于地表
,

已握氧化
,

有大量褐跌矿

存在为其特征
,

有用矿物主要是孔雀石和矽孔雀石
。

原生硫化物极少
,

仅晃微量之黄铜矿
、

磁黄铁矿和次

生白铁矿与黄跌矿等成残余状存在
,

其次有少量斑翎

矿和辉铜矿等矿物
。

袒舰下光薄片仔翩观察未发现含

镍的独立矿物存在
,

光槽分析拮果
,

镍和姑主要集 中

在孔雀石和矽孔雀石及含锰矿物中
,

故推测踪和姑可

能被孔雀石和锰质矿物吸附
。

氧化带的铜镍品位均较

原生带大大降低
,

如致密团块状构造矿石的原生带纲

合量为氧化带之 倍左右
,

原生带镍含量为氧化带之

倍三 浸染状构造矿石的原生带铜含量 为 氧 化 带之

一 倍
,

原生带镍含量和氧化带相近
,

但仍略高一

些
。

氧化带深度 一 米
,

向下逐惭过渡为原生带
,

混合带范围很窄
,

形状不规
。

三
、

找矿勘探的几点认徽和作法

一 关于找矿方向和标志

从某硫化铜镍矿床的实际寮料出发
,

下列条件是

可作为找矿方向和标志的

大地构造单元的有利位置 在两种一款大地构

造单元的御接部
,

是硫化铜镍矿床的找矿方向之一
。

富跌超基性岩体的存在 面积不 大 的 盆 状岩

体
,

富跌的呈灰黑色的硫化物钝橄境岩相最有利于硫

化霸镍矿体存在
,

这是熔离型矿床的储藏所
。

平行于大构造的次极断裂的发育 尤其是离超

基性岩体不远 大钓距接触带 。米左右 的纵向断

裂对找寻食入型脉状矿体极为有利
。

沿断裂往往有触

变超基性岩脉侵入
,

使断裂在地表的面貌不清
,

但触

变超基性岩脉却与贯入型脉状矿体翘常伴生
,

因此对

触变超基性岩脉应密切注意
。

铁帽的存在 硫化铜镍矿体的跌帽以合有镍
、

茹可以区别于其他金属矿床的跌帽
,

而且往往有残留

的铜镍原生金属矿物和氧化矿物
,

是良好的道接找矿

标志
。

酮跺的物
,

化探异常区 超基 性 岩 体 普遍含

镍
,

只凭镍的异常很难判断有硫化铜镍矿体的存在
,

必须桔合铜量测量
,

在含有铜镍矿体的盈形岩体边部

有救高的镍
、

酮异常和磁异常
,

岩体的隐伏部分也有

反映
。

如图 所示
。

对于贯入型脉状矿体来靓
,

镍异

常仍然必须枯合翎异常来判断
,

因为超 基 性 岩 体附

近
,

围岩往往容易被镍所污染
,

尤其断裂带
、

地形平

援及低四处易于形成假异常区
。

二 关于部价和勘探方法

爵多握徽靓明
,

一般硫化铜聋矿石的质量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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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
,

比较容易得出正确部价
。

在矿床规模部价和勘探

方法上有以下儿点值得注意

确实查清岩体的性质 矿体的含矿性严格受岩

相的控制
,

但其规模受岩体大小的影响
。

岩体的大小

不能以岩体露出地表的大小为准
,

而应以原始大小为

准
,

应用地质与物探磁法拮合的方法
,

对确定岩体的

大小和产状有很显著的效果
。

充分估爵矿体氧化带与原生带的差异 由于地

表铜
、

镍易于氧化流失
,

氧化带铜
、

镍品位均较原生

矿低
,

有的矿石相差竟高达 倍
,

流失过甚还会出现

无矿地段
。

因此对矿床规模的爵价不能依地表为准
,

而应有深部工程的靓实
,

否别容易低估矿床价值
,

甚

至枉易作出否定的拮输
。

认员圈定熔离型矿体的边界修 一般矿床依据

工业指标和基本分析拮果就易于把矿体边界确定
。

对

于熔离型矿体来改简题不这么筒单
,

因矿休围岩普遍

含织
,

且纹含量往往可达工业指标规定的品位
。

但其

主要为矽酸镍
,

目前不能为工业所利用
。

因此
,

当硫

化物稀少
,

且颗粒很捆
,

矿体与非矿体界钱难以确定

时
,

必须野外观察
、

岩矿蕴定
、

基本分析和物相分析

四拮合
,

以查明矿体具正界修
,

不能单凭镍的基本分

析确定
,

否刻会造成矿体扩大化
。

矿体部价与勘探的作法
,

在查清岩体性质而且

征明有 “ 底部矿体
”

存在的前提下
,

不要一开始就按

顺序剖面逐条进行施工
,

应先进行远景郭价控制
,

后

进行勘探工作布署
。

控制的方法最好是沿岩体的纵向

轴换打一排控制钻孔
,

钻孔简距依岩体大小而异 横

向变化亦可依岩体大小
、

形态而利用少量工程进行控

制
。

本区勘探是采取坑
、

钻配合
,

直
、

斜钻兼施
,

扇

形钻多用的勘探手段
。

对熔离型
“

底部矿体
” ,

依岩

体剖面形态
,

采用斜孔探边
,

道孔掏底的勘探方法
。

对贯入型脉状矿体用坑道探上部
,

斜钻探下部
,

剖面

勘探的方法
。

矿床规模大体控制了
,

就便于规划勘探

工作
,

如果矿床为国家急需
,

则可以采取打歼灭战的

方法
,

加快勘探速度
,

这一工作方法
,

既循序渐进又

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
。

上接第 真

不等
,

其中以下白奎耙的地层为主要含矿层
。 ·

矿石主

要由辉铜矿
、

斑铜矿
、

黄铜矿等矿物粗成
。

铜的含量

较富
,

规模较大
。

此外
,

在中南某地也有同类矿床的发现
,

井有次

生富集铜矿
,

品位很高
。

我国很多地区都具有寻找这类矿床的地质条件
,

在今后找矿过程中将有更多新的发境
。

五 产于蚕旦祀 了 石英岩中的似层 状 翎

矿床

这类铜矿仅兄于我国内蒙某地
。

矿 床 斌 存于石

英岩层中 在时代上可能是属于震旦耙
,

矿床上部

为云母石英片岩
,

矿层下部为片岩和板岩
,

含矿石英

岩分为条带状石英岩与致密状石英岩
,

其中以条带状

石英岩为赋存铜矿的主要层位
,

大都呈似层状和透级

状产出
,

厚度可达数十 米
,

黄 铜矿呈条带状和散点

状浸染于其中
。

铜的含量 较高
,

富集 地段 可达

以上
。

延深和延长都比较大
。

有用金属矿物除黄铜矿

外
,

尚有磁黄跌矿
,

方粉矿
、

朋锌矿
,

其中朋锌矿多

斌存于合矿石英岩层的下部黑色板岩中
。

围岩具有透

辉石化
,

透肉石化和矽化等触变现象
。

有关这类矿床

的成因和规律
,

研究得尚不够清楚
,

还存在有多种不

同的兄解
。

但由于这类矿床具有富和大的特点
,

应改

引起我侧在找矿中注意
。

六 产于前屡旦把变质岩中脉状胡锌矿床

这一类型矿床可以东北某铜矿为代表
,

蔽矿产于

前震旦耙变质岩中
,

主要为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

黑云

母石英斜长片麻岩
。

矿体受褶趾构造的控制
,

产出于

倒斡背斜的轴部
。

据现有勘探查 料表明
,

敲矿

以上的尉量都集中在一个长不过 米而延深达千米

的范围内
。

矿床的矿物祖合比较筒单
,

主要为黄铁矿
、

磁黄
跌矿

、

黄铜矿和肉锌矿等矿物粗成
。

其中黄跌矿豹占

总量的 左右
,

黄铜矿豹占 左右
,

泪辫矿一

般所占比例都较铜为低
,

矿体大都由致密块状矿石所

粗成
,

边椽部份也有浸染状的矿石存在
。

近矿围岩触

变以矽化和椽泥石化比较显著
,

它的规模 属 中 型 矿

床
。

这类矿床的形成
,

是在前震旦耙地台基底形成以

后又产生后期构造运动
,

并伴随岩浆的侵入和矿化活

动
,

因而形成了矿床
。

在具有相类似地质 构 造 条 件

中
,

应注意寻找这一类型矿床
。

冶金部地质司地质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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