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谈 砂 岩 铜 矿 的成 矿 地 质 特 征

及 评 价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云 南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三一 队 林国锦

砂岩铜 尽是我国重安铜矿类 型之一
。

这

种类型矿床 又矿的地质特征
、

评价方法
,

国

内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才
。

一 年
,

笔者

曾有机会参加淇中
、

淇西砂岩铜矿的普查与

勘杯工作
,

现就其 中的一些问题
,

谈谈 自己

的看法
,

不 当之处
,

敬希指正
。

一
、

砂岩铜矿成矿地质特征

矿床与一定地层层位有关

已知滇中从下侏罗统冯家河组到白玺系

上统江底河组
,

共有十六个含矿层位 滇西

从株罗系永平群到白垄系上统的等黑群
,

共

有七个含矿层位 图
。

实践证 明
,

在

同一沉积盆地 中
,

儿与 含矿层位相 当的地层

层位
,

一般说来
,

铜质这一成矿先决条件具

备
,

只要沉积条件适宜
,

就有找到工业矿体

的
一

可能
。

司时
,

距铜质供给区较近时
,

矿 化

亦较强
,

矿床规模一般 也较大 反之
,

矿化

较弱
,

矿床规模一般较小
。

矿床严格受沉积地球化学相的控制

矿床多赋存于弱还原相中
,

氧化相和弧

还原相一般不具工业矿体
。

从氧化相到强还

原相
,

由于不同沉积部位的沉积地球化学相

的差异
,

导致了砂岩铜矿的金属矿物具明显

的垂直与水平分带
,

其分带情况大致如下

水进 一 水退

氧化 相带 , 弱还原相带 强还原相带

办铁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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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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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

因为只有实践
,

才能检验这些规律性

认识的正确与否
,

才能产生从精神到物质的

飞跃
。

在 已知地质规律的指导下
,

我们投入

了许多杯槽和探井
,

开掘了评价坑道以揭露

地表以下 米处矿体的变化情况
,

并投入

了钻探工程去控制地表以下 米深的预 计

富矿部位
。

结果坑
、

钻几乎同时见矿
,

即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址实了原米的恤侧
,

从而

肯定了矿床的工业价值
。

后经 队继 续 进

行详细深部评价
,

查明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

钨锡工业矿床
。

深部钻孔已控制到一

米标

高
,

细脉带在这里合并成大脉后
,

仍具有工
·

业价值
。

通过对本矿区的评价
,

我们深刻体会到

综合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

认识到在地质工作

中对大量实际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

实际上就
是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 ,

坚持辩证唯物论的
认识论

。

只要我们做到实践第一
,

并在野外

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加强综合研究
,

掌握地质

规律
,

就能使地质工作洽若多快好省角道路

不断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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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零星矿体及矿化出现的层位

已有
一仁业矿床的层位

。

弱还原相带愈宽
,

矿 化范围愈宽 , 弱还

原相堆积厚度愈大
,

矿休就愈富厚 相应地

金属矿物的水平或垂直分带 也较 完 整
。

反

之
,

当沉积地球化笑相带更换频繁或作跳跃

式变化时
,

则成矿不利或不具矿 化
,

金属矿

物分带 也不完整
。

相带的规模及 其 展 布 方

向
,

控制了矿体的规模与侧伏方向 不同相

属的稳定程度
,

直接影响了矿体的稳定性
。

如图 所示
,

含矿层属三角洲弱还原亚相
,

相

带南北展布
,

长 公里
,

东 西 竟 米
,

矿

化范围及其长轴方向与相 带的分布范围
、

展

布方向“ 致
。

但因三角洲相相变大
,

致使矿

体呈 一 个个互不连接的小透镜体
。

图 表示含

矿地层属浅湖弱还原亚相
,

相带 的展布方向

开始是北西 向
,

而后扭向北东向
,

矿体的侧

伏方向与相带的展布方向完全吻合
。

同时
,

浅湖相相变较为稳定
,

矿化相对稳定
,

也较

集中
,

为具一定规模的单一矿体
。

矿体受水退水进的影晌有穿层或

雁行排列的砚象
矿体向上覆岩层穿越 或呈雁行状排列的

方向
,

与水进水退方向尸致 图
。

水进水

退速度大
,

金属矿物
、

相序往往出现 跳 跃

式
,

矿体雁行排列 明显 水进水退 速度 缓

慢
,

对成矿有利
,

金属矿物分带相对完整
,

矿休常呈似层状
,

向上毅岩层穿越 昔居多
。

此外
,

水劝力稳定程度也直接与矿化有关

如图 孔
,

虽与南北矿
一

化官集地段同

属一个浅色岩层与紫色岩层的交互带
,

但 妇

于该沉积部位水动力条件极不 稳定
,

沉积韵

律变化频繁
,

故不具矿化
。

所 获资料证
,

在某一沉积部位具备刁
‘

弱还原环婉与平 水期

相统一 的情况下
,

水动 力条件相 刊伯定
,

矿

体富厚
。

而水进早期和 水退末 期
,

因水功力

条件往往不太枯定
,

故矿体相对 贫薄 。戈不具

矿化
。

所谓矿化与某一厚 度区间 、 米

有关
、

矿化与不完整旋 回的下部有关 《地

质与勘探 冷 ,

年
,

第 五期
,

第 少功
,

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
。

矿化明显 受沉积签底地形控制

当凹地边部的基底地形竟缓时
,

成矿的

沉积地球化学相带的竟度就大
,

因而矿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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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也较大 , 而当基底地形陡峻时
,

成矿的相

带就窄
,

或者不具有利成矿的相带
,

矿床规

模小或无矿
。

如滇中某区
,

郝家河层是该区

主要含矿层
,

区内大河 口一带
、

郝家河层全

为紫色岩层
,

沿出露地表的同一细层追索
,

发现紫色岩层与富含黄铁矿的浅 色 岩 层 之

间
,

仅有 匣米的过渡带 或弱还原沉积地

球化学相带
,

铜矿化也就只有 厘米宽
。

这反映了沉积基底地形陡峻
,

虽其他沉积条

件具备
,

成矿也是不利的
。

砂岩们矿的堆积
,

必须有一个半封闭

的沉积环境

如滇中某向斜西翼
、

郝家河层全为紫色

层 , 东翼全为浅色层
,

不具任何金 属 硫化

物
,

两者之间打钻结果
,

证实有个浅紫交互

带存在
,

但没有矿 , 究其原因
,

是无 的

存在
。

因此 ,

铜的络合物不能解离与 反

应
,

而生成铜硫化物沉淀下来
。

至于硫化氢

的形成问题
,

有的认为是厌氧菌 的 存 在 所

致 , 有的认为硫是变价元素
,

当氧充足时
,

则向高价转化
,

当氧不足时向低价转化
,

促

使 形成等
。

尽管看法不一
,

但半封闭的

沉积环境
,

有利于 的形成
,

恐怕是可以

肯定的
。

而且 的储存亦需有一个半封闭

图 几子湾矿床 相平面示意图

的沉积环境
。

二
、

关于沉积地球化学相 的 划分

问题

沉积相的划分
,

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
。

河流相 以善采尔的划分意见较为详尽 巴列

尔的三角洲 相
,

为多数学者所赞同
。

国 内
‘·

对松花江群淡水湖成沉积岩相划分的研究 ”

一文 《地质学报 》 ,

年
,

第 卷第

期 提出的对湖泊相划分意见
,

有其独特见

解
,

可直接参照
。

但运用到砂岩铜矿相的划

分
,

仍感不足
。

原因是砂岩铜矿严格受沉积

地球化学相的控制
,

上述相群划分意见
,

均

未考虑沉积地球化学相
,

致使工作者从事一

段时间的沉积相研究
,

却得出 “ 相相有矿
、

相相无矿 ” 或 “
同一个相有的有矿

,

有的不
一定有矿

, 相的研究可有可无 ” 的结论
。 “ 某

区含铜砂岩成矿条件 及 找 矿 标 志 ” 一 文

地质与勘探 》 ,

年
,

第五期 结合砂岩

铜矿的特微
,

考虑了沉积地球化学相
,

提出

浅湖陡坡相
—氧化带

,

浅湖缓坡相 —氧

化带
,

’

浅湖凹地边缘相 —
弱还原带 , 浅湖

凹地中心相一
强还原带

。

这种相的划分
,

是将沉积地球化学相简单地与某一沉积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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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相联系
,

我们知道随着水进水退的变
化

,

盆地结构虽然不变 凹地仍为凹地
,

陡

坡仍为陡
,

坡等
,

但沉积地球化学相却随之

更替
。

如原来为浅湖凹地边缘相
,

属弱还原

带
,

有矿 , 但水进结果可成为富含黄铁矿的

强还原相
,

无矿
。

所以这种相的划分意见值

得商榷
。

作者认为
,

关于沉积地球化学相的

划分
,

首先将获得的资料
,

参照前所提及的

几家沉积 相的划分意见
,

进行详细的划分对

比
,

以确定其沉积相属 在此基础上
,

根据

金属矿物的组合将某一沉积相属再细划分为

亚相
。

如沉积相为浅湖相
,

进一步可划分为

浅湖氧化亚相
、

浅湖弱还原亚相
、

浅湖强还

原亚相等等
。

这种划分方法简单
,

沉积岩相

与沉积地球 化学相两者统一
,

相的概念更明

确
,

运用于砂岩铜矿的成矿机理分析
,

更符

合实际
。

而且几经试用
,

效果良好
。

当然
,

在特定情况下
,

在浅
、

紫色层更替频繁
、

碎

屑堆积差异不大
,

沉积韵律不清
,

又无明显

的金属矿物分带
,

亚 相划分就显得相当困难

滇西多属此类
。

这种悄况
,

除借助相邻剖

面微化分析来加以确定外
,

尚可 很据堆积柱

的色比 紫色层总厚度 含矿层总 厚 度 结

合铜的富集部位来加以确定
。

如滇西云龙某

铜矿床
,

矿体呈南北向延伸
,

东侧红层色比

为 , 中部是矿体赋存部位
,

红层色比为
,

西侧红层色比为 。 ,

显示 了 东 侧 是

氧化带
,

西侧是强还原带
,

中部为弱 还 原

带
。

方法虽准确性较差
,

但仍可作为综合研

究划分沉积地球化学相的辅助方法
。

三
、

关于沉积基底的确定

沉积基底形态是很重要的成矿控制因

素
,

从事砂岩铜矿评价
,

必须予以足 够 重

视
。

按经典的确定方法
,

不外有三种

补偿的情况下
,

常于含矿层顶部找一

标志层为水平线
,

向下立柱子
。

不补偿的情况下
,

常于底部找一标志

层作水平线
,

向上立柱子
。

同一平面中
,

补偿与不补偿 同 时
·

存

在
,

则
、

两种方法联合使用
。

用经典方法作图
,

就得
一

首先对堆积 平作

一番分析
,

是补偿的
,

还 是不补偿的
。

而

后
,

作图才不致于造成错误
,

但 仍 是 难 以

辩识的
。

这就给该法的应用带来许多不便
。

作者在砂岩铜矿的勘探中
,

采用了模拟式的

氧化还原界面作为水平线
,

同一细层某一堆

积部位是紫的
,

则置于氧化还原界线之 ,

某一堆积部位金属矿物组合反映属弱还原环

境
,

则置于氧化还原界而之下
,

略近氧化还

原界线 , 某一堆积部位金属矿物组合反映属

强还原环境
,

则置之更偏下
,

相对远离氧化

还原界面
。

如此
,

底层面连成的曲线即为沉积

基底线 参见 图
,

这种沉积基底的确定

法
,

基本反映了沉积基底的真实悄况
,

同时

也可 防止经典法易造成的错误
。

因为
,

司一

细层不同部位的沉积地球化学相的异同
,

是

受沉积基底差异性所控制的
,

故用 亥层不同

部位的沉积地球化学相的差异性的写照一一

以金属矿物组合来反推签底的差异性是
一

可能

的
,

缺点是氧化还原界面是不断变迁的
,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细致的韵律 划 分 对 比
,

对不同的韵律作不同的基底线
,

工作起来略

为麻烦
,

但它可 以反映不同韵律堆积期的华

底变化
,

却是可取之处
。

嘟到困司习习﹁到睡
︸

匕一匕一巴一匕产匕

四
、

关于形组分析的利用

形组分析是砂岩铜矿的评价中用以抬示

矿体侧伏的一种方法
。

有人认为形 组 主 向

长形砂长轴方向 就是矿体的侧 伏 向
,

《地质与勘探 》 ,

年
,

第五期
。

据

滇中资料看
,

却不尽然
。

如老青山矿床长形

砂主向与矿体长轴方向的夹 角 为
。

蚕豆田矿床两者夹角近
” 。

唯独几子湾矿



床
,

矿体侧伏方向与长形砂主向相吻合
。

几

子湾是湖相
,

老青山和蚕豆田可能均属三角

洲相
。

蚕豆田波痕
、

大型斜层理发育
,

显示

动力条件比老青山更不稳定
。

以上说明不同

相属或同一相属水动力条件不同
,

形组主向

与矿体长轴方向的交角都不同
。

因此
,

我们

在利用形组主向确定矿体侧伏方向时
,

不能

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
。

另一方面
,

形组分析

的对象是砂粒
,

砂粒是机械沉积
,

其排列方

向只能是古水动力条件的一种反映
,

而铜矿

的形成是化学沉积
。

因此
,

不通过一些纽带

性的基本分析是难以使两者发生 联 系 的
。

作者认为
,

首先要基于斜层
、

砾石
、

波痕等

资料的分析
,

确定某一沉积部位的古水动力

方向
。

其次
,

分析含矿地段的相属
。

如为湖

泊相
,

当形组主向与水动力方向一致时
,

反

映水动力强度较大
,

以冲刷为主 此时长形

砂方向必与水动力方 向一致
,

才易稳定
。

而

动力方向一般自湖心向盆地边部运动
,

各相

带又在在平行盆地边界而展布
,

此时矿体长

轴必然垂直长形砂主向
。

只有在个 另 情 况

下 , 即水动力方向与长形砂主向相垂直
,

反

映水动力相对稳定 仅微弱的震荡
,

此时

长形砂的主向才与矿体侧伏向吻合
。

又如三

角洲相
,

矿体往往赋存在冲积 扇前 缘 斜 坡

中
,

在水进大的情况下
,

矿体可 以向水下三

角洲平原超复
。

因此
,

形组样取在什么部位
,

必须很好分析
。

如取在前缘斜坡中
,

湖水动

力对长形砂的排列起主要控制作用
,

长形砂

主向指向湖心
,

对该取样点而言 ,

长形砂主

向与矿体垂直
。

但对沿扇形分布 的矿 体 而

言
,

却有一定交角
,

扇形中心线附近
,

形组

主向与矿化带长轴交角 最 大 近
。 ,

向

扇形边部
,

交角愈小
。

由此可见
,

形组分析

的利用问题
,

必须结合相属
、

取样位置的水

动力条件等加以分析
,

那种简单的把形组主

向视为矿体长轴方向
,

是不恰当的
。

五
、

盲矿体的预测

随着对砂岩铜矿成矿规律认识的深化
,

盲矿体的预测已成为可能
。

新区盲矿预测
,

首先得进行详细的地层划分对比
,

正确找到

与已知区含矿层相当的地层
,

并在已知区和

新区之间进行一些地质工作
,

以了解两区是

否属同一沉积盆地
。

若是
,

则新区相应层位

的堆积期
,

沉积介质中有铜质的存在
,

是盲

矿体预测的前提
。

继而分析是否有浅紫交互

带存在
,

因为矿是赋存在浅色层与紫色层交

互带中
。

如不存在浅紫交互带
,

就丧失预测

的基础
。

若存在浅紫交互带
,

再进一步分析

浅色层 中是否有较多的金属硫化物存在
。

若

无
,

说明无硫化氢存在
,

铜质丧失生成不溶

盐的条件
,

不需再做工作
。

若有
,

就可 以打

普查钻
。

实践证明
,

基于这种分析而作出的

盲矿预测
,

有一定的把握性
。

象蚕豆田的铁

索桥到大海坡一线
,

其西侧从凹鸟美到楚雄

郝家河层全为紫色层 其东干 巴 山郝家河层

全为浅色层
,

富含黄铁矿
,

在大海坡附近下

普查钻
,

已打到了盲矿
。

只有少数情况下
,

由于沉积基底陡峻
,

或水动力条件 极 不 稳

定
,

普查钻才会落空
。

若经分析
,

浅紫交互

带规模大
,

延伸长
,

而基底陡峻
、

水动力活

动性大仅为局部情况
,

虽第一排截 栏 钻 落
空

,

仍可距之较远的地段下第二排截栏钻
。

其钻扎布置原则应考虑浅紫交互带的展布方

向
。

其确定方法
,

应根据沉积地 球 化 学 相

属
、

形组主向、 水流方向
、

金属矿物分带等

资料综合考虑
。

就 目前所知
,

赋存砂岩铜矿

的岩层其物性差异小
,

物探手段尚不适用
。

化探只有含矿层暴露地表
,

含矿地段因地表

淋失肉眼见不到矿
,

或矿休已向斜深方向侧

伏
,

取样点距矿化不远的情况下
,

原生晕才

可起到有效的预测作用
。

故使用化探这一手

段时
,

最好与矿体的可能侧伏联系起来考虑
。

‘ 存在问题 用氧化还原界面为水平线

确定沉积基底
,

不同化学相距这个界面相对

高差多少
,

影响因素较多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形组分析的利用问题 ,

缺不同相属
、

不同

部位的实地调查和取样
,

理性推导居多
,

亦

有待进一步研究
。

盲矿预测
,

当地表只出

露一个相带
,

横向 又无金属矿物的差异性

时
,

应往何方去寻找有利带
,

尚未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