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某 砂 岩 铜 矿 中 的 银
、

硒 矿 物
李 匆 陈振价 王凤 阁

国困口口围

砂岩铜矿是铜的

重要工业矿床类型之

一
。

矿石中除铜外
,

尚含有可供综合利用

的多种组分
。

去年
,

我们对我

国西南某地砂
、

砾岩

铜矿中银的赋存状态

进行了考查
。

初步工

作表 明 砾 岩 铜 矿

中
,

银大部分呈分散

状态分布于含铜矿物

主要是辉铜矿 中
,

生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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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羞杨
组下。巾

、

下 ,

告 ,

下 白至统小坝组乍段上部

以硒铅矿
、

硒银矿
、

硒铜银矿组合出现 ,

南部则以硒铜矿
、

红

硒铜矿
、

硒铜银矿等

组合出现
。

向翻

背的

取祥位

笼必卜 ,

硒化物的产出位

绝肠界晚

圈 矿区地质简田

二
、

银和硒矿物

矿床
, ”
共发现五

种银的独立矿物 硒

银矿
、

硒铜银矿
、

硫硒

铜银矿 衡定名
、

硫

铜银矿和 自然银
。

硒

化物类矿物有九种

少量呈独立矿物
。

砂岩铜矿中
,

银则主要旱

硒化物存在
,

少量为硫化物和 自然银
。

由于硒化物一般顺粒细小
,

反光镜下与

某些铜硫化物相似
,

加 之 光 谱分析灵敏度

低
,

因而常被忽略
。

我们通过镜下观察和电子探针分析
,

发

现砂岩铜矿中有大量硒化物存在
。

现将初步

结果介绍如下
。

一
、

矿床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康滇地轴东侧中段的断陷红层

盆地中
。

盆地 以西是一个杂岩带和元古界地

层
,

给盆地提供了矿质来源
。

矿区内褶皱
、

断裂发育
。

区内岩层早扇形展布
,

倾角平缓
,

一 般为
。

左右
。

断裂以轴向逆断层 为 主
。

矿床赋存 于白妥系下统小坝组下段的砂
、

砾

岩中 见图
。

在近南 化方向上的 米范围内

均有硒
、

银矿 物 出现
,

部分样 品 含 银 可 达

克 吨
,

含硒在 以 上
,

有的

可超过最低可采 品位几十倍至一百多倍
。

在

空 间上
,

硒化物的分布有些变化
,

矿 区北段

除上述三种银的硒化物外
,

尚有硒 铅矿
、

硒

汞矿
、

硒铜汞矿 暂定名
、

红硒铜矿
、

硒

铜矿
、

兰硒铜矿
。

银矿物主要为硒铜银矿和

硒银矿
。

硒化物主要为硒铜矿和红硒铜矿
。

现分述如下

。

硒铅矿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化学式 ‘ , 。

旱不规则粒

状
,

粒度 毫米
,

反 射 色 为 纯 白

色
。

用 视 觉 光 度 计测定 下 同 反射率
,

为 红光
,

橙光
,

绿光
。

显微硬度 公斤 毫 米
“ 。

所 有 特

征均 与方铅矿相似
,

但反射率高
。

硒汞矿 灰硒汞矿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于 ,

。

不规 则 粒 状
,

粒度 老

米
,

反射色为浅黄 白色
,

略带褐红色色调
。

石 红光
,

橙光
,

绿光 忍。

均质性
。

公斤 毫米“ 。

与硒铜银矿

易混
,

但反射色和反射率不 同
。

硒铜采矿 暂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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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探针分析 结 果 ,

, ,

文献中未查到
。

由 于 顺

粒细小 平方毫米
,

仅发现

一铂 照片 一 ,

淡簧 白反射色
,

略带粉

红 色色调
。

双反 射 清 楚
。

红 光
,

橙光
,

绿光
。

强非均质性
。

偏光色为黄 白至暗兰灰色
。

。

硒银矿

四个样品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分别

为 一 , , , ,

一 。 , , , 。

一 射线粉晶分析结果 特征线为
, , 。 , 。

, 一 , 。

不规则

粒状
,

粒度 毫 米
。

灰 白 一 乳白

反射色
,

稍带 红 色 色 调
。

红光
,

橙 光
,

绿 光
。 。 。

公 斤

毫米
。

光学性质与辉银矿相似
,

但 具 非均

质性
。

硒铜银矿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不规则 粒 状
,

粒度。 、。 毫米
,

反射色为淡兰绿色
,

空气中颜色易变
。

表面

颜色不均匀
,

呈环带状的不同色圈
。

红光 ,

橙光
。 ,

绿光
。 。

非均质性很

弱
。

以其共生组合特征 区别于兰辉铜矿
。

硒铜银矿和硫硒铜银矿在空间上是相互

过渡的
。 、

含量变化不大 , 主要 是硒

铜银矿中硒为硫所代替而变成硫铜硒银矿
。

兰硒铜矿 六方硒铜矿
,

与铜兰是同形矿物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化学式为
。

常呈不规则粒状或叶片状 ,

粒度。

毫米
。

反射多色性很强
。

淡兰灰色
,

灰

褐色略带青色色调
。

双 反 射 显 著
, 。约

,

、
。

强非均质性
。

乳 白 色

至橙色偏光色
,

有时为兰灰至浅黄灰色
。

据

光学性质目前尚难与铜兰相区别
,

但硫化物

和硒化物在同一成矿期是不共存的
,

故可据

其共生组合 予以鉴别
。

合量 化 学 式

。

。

。

。

。

。

。

。

。

。

。

,

二

卜 ,

硒铜矿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咋自几月门了︸

⋯

一 射线粉晶分析结果 特征线为
, 。 , 。 , 。 。

板状晶体
,

晶面纵纹发育
。

断面为黑褐

色
,

强金属光泽
。

反光镜下多呈不 规 则 粒

状
,

粒度 毫米
。

反射 色为 淡黄

色
,

当含少量硫时
,

反射色变为淡兰灰色带

紫色色调
。

红光
,

橙光
,

绿

光
。

非均质性清楚
。 。

公斤 毫米
“ 。

硫硒铜银矿
, ,

三个颗粒的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

。

落
。

。

合最 化学式

。。

一 射线粉晶分析结 果 特征线为
, 。 , 。 , 。

不规则粒状
,

粒度 毫米
。

反射色为嫩绿 色稍带浅黄色色调
。

红光
,

橙光
,

绿光
,

公

斤 毫米 均质性
。

以反射色区别 」“ 辉铜矿
。

合量 化 学 式
。

。

。

。

。

。

, 。 。 。。 。

。 。 ,

, ,

·

一咬﹄一

⋯
刁行了,了一孟住

一丹月压人‘至产︺,曰,自邝自

一,自咋,

名一乙乐击
︸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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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硒矿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合量 化学式

卜 , 。

一 。

,

他形粒状或叶片状集合体
,

粒度
。 毫米

。

反射多色性明显
。

红

光一
。 ,

橙 光
。 ,

绿 光
。 。

公

斤 毫米
。

强非均质性
,

蜜黄 一 暗橙色偏光

色
。

叶片状双晶普遍发育
, 以非均质性区别

于斑铜矿
。

。

硫铜银矿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合量 化 学 式

呈细长的夹竹桃叶状 照片 或不规

则位状 照片
。

浅灰反射色 ,

略带紫色

色调
。

橙光
,

红光
,

绿光
。

强非均质性
。

偏光色兰灰一浅 紫 色
。

二 公斤 毫米
。

自然银

本区 自然银含杂质极少
,

呈不 规 则 粒

状
,

粒度 毫米
,

白 一 黄 白反射

色
。

红光
。 ,

橙光
。 ,

绿 光
。

非均质性
。

浅兰灰 一 浅黄绿 色 偏 光

色
。

公斤 毫米
。

光学性质与文 献

所述不 同
。

三
、

硒
、

叙矿物的生成特征

含硒
、

银矿物的岩石特点
硒

、

银矿物主要富集于浅灰绿色至黄绿

色的中 一 细粒 长石
、

石英砂岩中
。

常含紫色

团斑或基性
、

酸性岩小砾石 照片
。

岩石主要 由 石 英
、

长石

约 和岩屑 组成
。

石英

呈次棱角状至滚圆状
。

长石 以中
、

酸性斜长

石为主
,

钾微斜长石少量 , 聚片双晶发育
,

沿解理面常有绢云母等粘 土矿物
。

岩屑以辉

绿岩
、

玄武岩
、

粗玄岩
、

细碧岩为主 , 岩屑

中有时可见金属矿物沉淀 照片
。

岩石

胶结物主要是方解石 , 水云母
、

硅质
、

铁质

少量
。

属孔隙式至接触式胶结
。

紫色
、

浅紫色中
一细粒长石石英砂 岩 则

很少含硒
、

银矿物
,

有时仅见少数 红 硒 铜

矿
。

接触式硅质
、

水云母质胶结者一般不含

硒
、

银矿物
。

就 已知材料看
,

硒
、

银矿物一般富集在

铜矿体的中部或边部的表外矿石部分
,

铜的

品位
。

铜含量很高或者无铜的地

带未发现硒
、

银矿物
。

。

矿物的共生组合特征

硒化物类矿物与硫化物类矿物一般不共

生
。

但二者均与赤铁矿
、

针铁矿
、

褐铁矿伴

生
,

或穿插其间
, 或沿其周围沉淀结晶 照

片
。

银在硫化物系列中
,

主要以硫铜银矿
、

自然银等形式嵌布于辉铜矿
、

斑铜矿中
,

三

者一般呈固熔体分离结构 照片
、

连晶

结构 , 自然银可单独嵌布于碎屑颐粒之间
。

或在其淋蚀部位沉淀结晶
。

硒化物系列中
,

目前发现的以 硒 铜 银

矿
、

硒银矿较普遍
。

其它硒化物有硫硒铜银

矿
、

红硒铜矿
、

硒铜矿
、

兰 硒 铜 矿
、

硒汞

矿
、

硒铜汞矿
、

硒铅矿等共生
。

伴生矿物有

赤铁矿
、

针铁矿
、

褐铁矿
、

含铜的矾类等
。

硒铜银矿与硒铅矿常密 切 共 生 照片
,

同时还与硒银矿和硫铜硒银矿共生
。

沿硒铜银矿的解理
、

裂隙或其颗粒边缘常被

硫硒铜银矿交代
,

形成交代残余结构
,

或成

皮壳状的边缘带 照片
。

红硒铜矿
、

硒铜矿
、

硒铜银矿的共生组

合
,

在矿区南部最为常见 , 三者常成连晶
。

红硒铜矿和硒铜矿之间相互取代
,

形成蠕虫

状结构 照片
。

在硒铜矿和红硒铜矿中

还见有硒铜汞矿和硒汞矿的包裹体 或 嵌 晶

照片 和
。

兰硒铜矿较为少见
,

主 要 呈 叶片状分

布在红硒铜矿
、

硒铜银矿的边缘或 裂 隙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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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硒铜汞矿的样品 电流像 图中亮白者

为硒铜汞矿
,

次亮为硒铜矿

照片 射线像 又

照片 射线像 图中亮点的密度表示

样品中该部位的 的相对浓度 只

「吮 照片 样品电流像
。

硫铜银矿 呈夹竹桃

叶状嵌布于辉铜矿 之中
。

图中人 一 人 ’为电子束线扫描轨迹
,

曲线为人

射线强度曲线

照片 射线像 火 照片 硫铜银矿 呈不规则粒状嵌布在

辉铜矿 的边部 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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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片 红硒铜犷
、

硒铜银矿

针铁矿 的周围沉淀结晶
。

反光
沿 瓜片

共生

硒铜银矿 与硒铅矿 密切

样品电流像

吸片 含硒
、

银矿物的岩石常有基 性 岩 砾

石
。

和紫色团斑 金属矿物沿着砾石和

团斑沉淀 光片标本

口片 硒铜银矿
、

硒铜矿 和红

硒铜矿 密切共生
,

红硒铜矿与硒铜矿呈蠕虫

状结构
。

反光

燕片 硫硒铜银矿 与硒铜银矿呈交代

残余结构 反光

照片 硒汞矿 与红硒铜矿 共生
,

常产于亦铁矿 的边缘 反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