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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阳群铜矿找矿评价工作的几点体会

云 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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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昆阳群地层中
,

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铜铁资源
。

在这一地层出露的八千多平方公里范

围内
,

有着开采历史悠久的东川和 易门两个铜矿区
。

建国以来
,

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势矢怀下
,

东川和易门都进行了大量地质勘探工作
。

二十多年来
,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了长大鸳￡命和批林批

孔以来
,

我们已完成了若干面积的地质填图
,

探明了土鳖拉进宝夕期拓
‘ ,

发现了数百个矿

点
。

在这些探明的矿 区
,

已相继建成 了一批现代化的矿山企业 ,

使古老的矿 山呈现出一派朝

气蓬勃的新气象
。

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引下
,

广大地质勘探战士的阶级斗争

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提高
,

促进 了地质助探工作的更大发展
。

通过多年来的地质勘探实践
,

我们对矿床规律 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

陆续在过去认为无矿的地段找到了一些新矿休
,

为生

产矿 山不断地补充更多的资源
。

回顾 以往的找矿评价工作
,

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

坚持革命路线 正确对待老区

冶金地质勘探队伍的很大一部分是在老矿 区及其附近工作的
,

因而怎样认 识老区
,

怎样
处理好老区

、

外围和新区三者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

东川和易门都是经过长期工作的老区
。

它们 的勘探过程 , 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战胜

刘少奇
、

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
。

五十年代初
,

我们在东川地区对汤丹
、

落雪
、

因

民等主要矿床进行 了大量勘探工作
,

在易门地区对狮山
、

凤山也进行了大规模勘探
。

这些主

要矿 区的勘探结束后
,

又开展 了群众性的地表评价
、

第二期勘探和大面积的地质填图
。

在大

战东川的黄草岭和拖布
一

长的基础上
,

勘探了新塘
、

白夕腊
、

滥泥坪
、

石将军 等 矿 区
。

在易

门
,

也勘探了狮子 山
、

里士
、

七步郎
、

一都厂和峨腊厂等矿区
,

做了大量基础地质工作
,

形

成 了大跃进的局面
,

为矿山建设提供 了充足的资源
。

在这 以后
,

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

路线的干扰
,

开始是在地质勘探 中搞 “ 以钻探为纲 ” ,

接着又对地质工作和地质队伍大砍大

杀
,

很多地方不该下的也下 了
,

严重地影响了矿山开采
。

年以后
,

老区虽大致 勘 探 完

毕
,

提供 了矿山生产需要的储量
,

但找矿工作却遇到了新的困难
。

在这种情况下
,

在老区要

不要做工作的问题上
,

又出现了一场新的斗争
。

一种意见认为
,

老区无矿可找
,

或者是有矿

难找
,

主张全线转移
。

但转移到哪里
,

也是心中无数的
。

另一种意见是主 张 只 搞 “ 探边摸

底
,

搜残加密 ” ,

追已知矿体的延深和边角
,

片面强调探清矿体
。

结果是
,

地质助探工作越

搞越被动
,

路子越走越窄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提高了冶金地质战士的阶级斗争和 路 线 斗 争 觉 悟
,

毛主席关于
“ 工业学大庆 ” 和 “ 大打矿山之仗 ” 的伟大号召在群众中激发了无比高涨的革命



热情
。

大家决心 用找矿工作的优异成绩来粉碎帝修反对我们的封锁
,

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

支

援世界革命
。

我们运用毛主席关于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 教导分析老区工作
,

发现虽然保

有储量很多
,

但各个山头的储量却是不均衡的
,

其中甚至有部分区段储量危急
,

需要抓紧做

工作
。

同时
,

所谓 “清楚了 ” 也是相对的
,

是有时间性的 当时认为清楚了
,

现在生产发展

了
,

对地质部门又提出了新课题 当时用岩浆热液成矿理论指导找矿勘探
,

认为搞清楚了
,

现在认识到矿体主要受地层岩相控制
,

有些地方也就感到还未搞清
。

例如
,

在岩浆热液成矿

理论的影响下
,

曾认为狮山矿区是断裂构造控制矿床
,

因而在它的两侧断裂不发育处就只有

黄铁矿化
,

无矿可找
。

后来
,

随着狮山的开采向下延深
,

迫切地要求增加储量
,

保证矿山的

持续生产
。

这时
,

不少同志根据大量地质资料改用沉积变质的观点来重新认识
,

就估计到狮

山两侧的菜园河和氧气厂深部可能有矿
,

而且是狮山矿体的断失部分
。

投入钻探后
,

果然证

实了这个预测
,

显著地扩大了狮山的远景
。

又如处于东川落雪的老山和稀矿 山两矿段之间长

约 。米的穿夭坡地段
,

曾打了四个中段七条穿脉坑道
,

进尺 米
,

但没有找到矿
。

当时

有人解释说 “ 铜矿转移到三百米以外的铁矿里去了
。 ” 甚至在运输巷道碰到了矿体时

,

也

认为 “ 只是一个扁豆体 ” 。

后来对已
卜

有的探矿工程进行 了全面检查
,

才发现这是被错断的穿

夭坡矿体
。

也就是说
,

层状矿在这里并没有尖灭
,

而是因构造未搞清使原来的探矿工程打不

到含矿层
。

重新研究 了地层和构造后
,

又设计了一批坑内水平钻孔
。

钻探结果证明
,

所谓的
“ 无矿带 ” 竟有相 当厚大的富矿体

,

并可为生产近期利用
。

通过对老区的几次突破
,

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东川和易门铜矿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在含矿的地层和岩相中
, 矿体成群成带出现

虽然已做 了大量工作
,

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地区或地段没有探明
, 旧点新评和搜隐找盲

的任务很大 ,

许多矿山已建成投产
,

这为其邻近和外围的找矿
、

勘探和资源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

这些特点说明
,

要在老区打开局面
,

关键是要结合找矿和 助探的实际
,

大力开展群众性

的地质综合研究
,

加深对成矿规律的认识
。

不论是凭老经验搞育目的实践
,

还是脱离生产实

践搞理论
,

都是错误的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在贯彻为矿 山生产建设服务的实践中 , 使我们感到冶金地质

工作有其自己的特点 它与矿 山生产建设的关系非常密切
,

为此而找矿的 目的十分具体
,

对
与此有关的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要特别深入细致

。

所以
,

一方面应该立足老区 ,

向老区纵深

发展去挖掘它的资源潜力
。

另一方面
,

又要积极开展外围和新区的工作
。

只要我们通过认真

分析从老区中找出真正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去指导外围和新区的找矿
,

又能以外围和新区的

新认识去更正和发展原来掌握的规律
,

就一定能减少盲目性
,

加强 自觉性
,

更有把握地找出

新资源
,

建立新基地
。

认真分析矛盾 总结成矿规律

东川一易门式铜矿赋存在古老的昆阳群地层中
。

这些地层经受了多次变动
,

断 裂 很 发

育
,

褶曲很强烈
,

构造十分复杂
。

火成岩的多次侵入和 区域变质作用使矿床在不同程度上改

变了原来的面貌
。

要真正掌握这类铜矿的特点和赋存规律
,

就要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头

脑
,

克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

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 总结经验
。

毛主席提出的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
。

对地质规律有不 同的认识是正常的
,

不同

的观点能互相比较也是有益的
。

如果对具体情况不作具体分析
,

就生搬硬套某种成矿 理论去

指导工作
,

就不会得到预期的效果
。

五十年代初期
,

外国专家曾用岩浆热液成矿的理论来解



卜

释矿床成 因
。

这种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束缚了一些人的思想 ,
他们把晚于矿体形成的火成

岩也当母岩
,

把错断矿体的断层也当矿液通道
,

把一些沉积岩中的粉砂石英碎屑 也当成围岩

的硅化现象
。

由此产生的一套成矿 “规律 ” 和 “ 理论 ” ,

是脱离实际的
。

六十年代以来
,

大

庆油田的经验和同生成矿论的传播
,

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

当我们克服 了主观性
、

片面性和表

面性
,

打破了岩浆热液成矿的框框去观察问题时
,

就发现有些地段虽有类似热液型矿脉
,

但

在变质轻微的矿体中还保留了诸如斜层理
、

韵律
、

结核等大量的沉积作用 的 标 志
。

也就是

说
,

矿体受地层和岩相控制的规律很明显
。

但是
,

究竟断裂控制的脉状矿是主要的呢 还是

地层控制的层状矿是主要的呢 它们之 间有内在联系吗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后
,

我们

发现东川两个主要含矿层里的层状矿体累计长度约 公里
,

储量约占总数的
。

四个含矿

层中铜的平均含量比克拉克值高四倍以上
,

也比基性火成岩中铜的平均含量高两倍以上
。

在

很多地方可以见到层状铜矿渐变为脉状铜矿
。

总地来说
,

脉状铜矿的分布范围
、

脉石种类和

矿物组合
,

都密切地依存于层状铜矿
。

这就说明 ,
脉状铜矿是由层状铜矿变质 生 成 的

。

由

此
,

我们可以归纳出反映东川一易门式铜矿矿床特点的六条基本规律
地层组合 铜矿床赋存在元古代浅变质岩系内

,

在海侵顺序的底部一定的地 层 组 合

中
,

一般产于白云岩与紫色层或黑色板岩的接触带内
,

主要在紫色层之 上的浅色层 内或紫红

色岩层中的浅色夹层内
。

含矿围岩 一般为灰 白色泥质粉砂质硅质白云岩和 白云质泥质粉砂岩
。

有的青灰色白

云岩也含矿
。

在部分地区
,

古藻
、

炭质和泥质物对矿化也有富集作用
。

东川 白云岩内层状铜

矿的岩石化学特征是
、 、

的含量比较稳定
,

和 。则随泥 质
、

粉

砂或硅质物的含量而变化 一般在它们有中等含量时矿化程度较高
。

易门铜矿的围岩为泥

质白云岩
,

为
,

为
,

为
,

为
,

即硅 质 偏

低而钙镁质偏高
。

矿体形态 矿体一般是层状体或沿层发育的扁豆体
,

比较连续而稳定
。

有时矿体也呈

平行的或雁行状的多层矿产出
。

层状矿体常被错断和褶曲
,

但脉状和柱状矿休一般产于变质
作用较强

、

断层和破碎带较发育的地段或基性岩侵入体的边缘
。

矿物组合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矿体的矿物组合有大致的分带现象
。

含铜矿物主要为

辉铜矿
、

斑铜矿和黄铜矿
,

一般呈层纹状沿层排列
,

有的还具有 斜 交层
、

鲡状韵律
、

竹叶

状
、

结核等沉积成岩构造
。

伴生组分 矿石中含有银
、

钻
、

稼
、

锗
、

金等
。

绝对年龄
,

东川矿约为 亿年
,

与地层大体一致
,

硫 同 位素的组成是各 通喻变化范

围较大
,

由 一 编至 十 编
,

差值为 编
,

平均为
。,

重硫同位素 较 宫 集
。

易门

矿硫同位素的组成是。 隔变化范围由一 编至 编
,

差值为 编
,

的 样 品 的

乙 值在 编与 一 喻之间
。

毛主席教导我们 “ 人的认识物质
,

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 ” 。 “ 尤其孟要的
,

成为

我 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
,

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
,

就是说
,

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

的区别
。 ” 东川一易门式铜矿 以上这六个特征

,

特别是矿床的沉积成岩标志
,

是用岩浆热液

成矿论难以解释的
。

因而可 以认为
,

形成这类矿床的基本方式是沉积作用和成岩作用
,

是地

层和岩相控制矿床
。

在这种沉积变质矿床中
,

沉积作用形成的层状矿是主要的
,

而变质作用

形成的脉状矿是次要的
,

是层状矿在 一定条件下转化而成的
。

找到 了主要矛盾
,

就明确了找矿 时首先要注意地层组合和含矿层位
,

这 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 “ 沿层找矿 ” 。

这个方法在东川一易门的找矿勘探 中起了重要作用
。

例如在东川 的 大 凹



地表仅有少许含矿层下盘的紫色层出露
,

其余大片地区均被含矿层上盘的黑色和灰色板

千枚岩所复盖
。

要评价矿 区
,

必须先找含矿层位
。

对地表和老碉进行大量构造分析的结

发现了一个平缓的超复逆掩断层
。

在这个断层下盘 , 终于找到了含矿层和一个 小 型 矿

又如在因民的大水沟
,

地表复盖了很厚的坡积角砾岩
,

深部打了一个长穿脉坑道
,

只见

八“︸

子岩果体

有零星小矿体
,

长期以来做不出肯定评价
。

一九七 年复查这个坑道 时
,

发现它并没有打到

真正的含矿层
。

在分析了断层的性质
、

错距和地层的厚度后
,

推测了含矿层的埋藏部位
,

即

用坑道和水平钻向前追索
,

终于见到 了预测的矿体
。

由于不同的矿床除具有共性外
,

还有各自的特殊性
,

包括围岩性质
、

氧化还原界面
、

古

地理环境和后期改造等控矿因素
。

因此
,

需要在找到含矿层位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 具 体 分 协

析
。

例如在易门的凤 山
,

矿体主要是受南北向的紫色破碎带及其羽毛断裂控制的囊状
、

脉状

和柱状体
,

但在菜园河用 “沿层找矿 ” 的方法打开局面后
,

没有注意凤山的特殊性
,

仍然沿 ,

层布孔
,

结果不少钻孔落空 了
。

后来通过构造分析明确
,

囊状
、

脉状和柱状矿体主要分布在

两组断裂交汇处的内侧棋盘格状 断裂发育的地段和入字形构造带中
,

并伴有明显的硅化
、

绿

泥石化
、

黄铁矿化等围岩蚀变和 白云石重结晶退色现象
。

根据这些规律再去找矿
,

就找到了

新矿体
,

扩大了凤山的远景
。

近十年来
,

东川和易门用沉积变质的成矿理论指导找矿评价虽然取得 了新进展 , 但只说

明这个理论比岩浆热液成矿理论更接近实际
,

仍有很多方面不够充实和不够完整
。

思格斯指

出 “ 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

过程
。

所以要挖掘出班后的终极的其理就要费很大的力气
,

而所褥是极少的
。 ” 因此

,

我们

决不能满足于现有的认识水平
,

而要努力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认识论去工作
,

这样才能进一步

总结出更加接近实际的成矿理论来指导找矿评价工作
。

运用找矿标志 反复实践认识



卜

色
,

沿层面或节理面有树枝状
、

星点状褐铁矿或包裹着石英的褐铁 矿 球 粒 俗称 “ 羊豆子

石 ” 。

氧化淋滤不彻底时往往有残留的孔雀石
、

黑铜矿或砖红铜矿
。

矿物分带 这一直接标志可用来预测矿化趋势
。

比较完整的水平分带是 地表或浅部

为含三价铁较多的无矿带
,

向下依次为辉铜矿带
、

斑铜矿
一

黄铜矿带和黄铁矿带
。

各带 之 间

是逐渐过渡的
。

根据浅部的矿物组合及其变化可以预测深部的矿化情况
。

例如在一九六四年

勘探东川的三江 口 时
,

只看到地表矿体厚大
,

出露高差也达到 米
,

而未注意硫化物的分带

已出现黄铁矿
,

以致对矿体延深的急剧尖灭没有思想准备
。

有了这次经验后
,

我们认识

到萝 卜地
、

老背冲矿段两侧的龙山
、

石将军矿段都有这种同向分带
。

根据矿体两侧的分带现

象和已有钻孔资料做出硫化矿物分带预测图后
,

发现前几次打的钻孔和坑进大多因控制过浅

而打在无矿带内、 因此
,

又设计了六个深孔
。

除一孔落空外
,

其他五孔均已见矿
。

在成矿预

测图上重新标出了富矿体的赋存部位后
,

又布置 了九个更深的钻孔
,

结果都打到了矿体
,

这

样就确定了矿床的规模
。

加强团结协作 继续努力前进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
,

经过广大革命职工二十多年的辛勤劳

动
,

东川和易门两铜矿的地质勘探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

但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

很远
。

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对于开展群众性的综合研究和加强普查找矿缺乏过硬措施
,

因而

基础地质工作还很不够
。

在地层和含矿层位的对比上
,

在建立标志层或标志层组上
,

在掌握

火山活动的特点上
,

在构造形态和断层性质的分析上
,

也都需要深入研究
。

东川
、

易门
、

元

江
、

武定等主要铜矿的共性和个性
,

还应当多做分析
。

在成矿理论方面
,

东川一易门式铜矿

的基本控制条件和成因问题上
,

始终存在着 “ 岩浆热液成矿 ” 和 “ 沉积变质成矿 ” 这两种不

同的观点
。

近来
,

又有人提出了 “ 火山
一

沉积变质 ” 或 “ 海相火山喷发 ” 的见 解
。

因 此 ,

为

了解决用仕么成矿理论来指导找矿的问题
,

还要做大量工作
。

在找矿方法上
,

还没有很好地

把地
、

物
、

化等多种手段有机地联合起来
。

在昆阳群地层的分布范围内
,

已经评价和勘探的

地区只是一小部分
,

而且其中有些矿点还需要重新认识
。

盲隐矿体的找矿评价刚刚开始
。

巳

勘探的矿区之间仍有不少有远景的空白地段
。

老 地 层 中大红 山型的铁铜矿床也需要继续寻

找
。

为了对冶金工业的大发展做出新贡献
,

我们应当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 指 示 为

纲
,

高举 “ 鞍钢宪法 ” 的革命旗帜
,

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坚持为冶金矿山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
,

在挖掘老矿 区资源潜力
、

大搞综合利用和扩大

远景的同时 , 积极开展邻区和外围的找矿评价
。

大搞群众性的地质综合研究
。

要落实组织
,

落实措施
,

认真做好基础地质工作
,

认识

规律
, 、

运用规律
,

明确找矿方向
,

扩大找矿领域
,

提高找矿效果
,

努力增 氏储量
。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

搞好群众性科研与专业科研工作的结合
,

搞好综合研究中领导
、

工人
、

技术人员的三结合
,

搞好地质
、

物探
、

化探
、

施工的结合
,

组织好勘探
、

科研
、

教学

的三结合
,

形成浩浩荡荡的大军
,

向昆阳群夺取铜铁资源
。

掀起一个分析
、

鉴定
、

测试
、

工具和仪器的技术革新
、

技术革命运动
,

使现有设备发

挥更大作用 , 并在可能范围内
,

增加必要的测试手段
,

提高测试资料的准确性
。

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

我 们 决 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

下
,

在各级党组织的餐导下
,

努力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
,

认真调 查研究
,

反复 实 践 认

识
,

及 时总结经验
,

克服困难
,

争取尽快在大 钱昆阳群的战斗中打开新局而
,

为巩固无产阶

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做出更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