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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矿峪铜矿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矿床
,

早

在唐朝沈曾进行过开采
。

解放后
, 山西省地

质局 队对铜矿峪矿 区进行了较详细的普

查勘探工作
,

探 明了一定的储量
。

近年来
,

通过对该类型矿床成矿规律的研究
,

认为仍

有扩大远景的可能
。

避照毛主席关于 “ 百 花 齐 放
、

百家争

鸣 ” 的方计
,

我们把 目前对铜矿峪矿床成因

的几种认识介招出来
,

这对进一步认识该类

型矿床的成矿规律也许有所帮助
。

一
、

矿区地质简介

地层及岩石 矿区位于中元古界绛县

群顶部的铜矿峪变质火山岩组中
, 由老到新

有三层岩石
,

即 绢英片岩及绢英岩
、

变质

酸性火山岩
、

变质中签性火山岩
。

绢英片岩及绢英岩二者常互层过渡
,

其

原岩为以泥砂质为主并夹有火山物质的正常

沉积岩石
,

波痕及交错层等原生沉积构造发

育
。

变质酸性火山岩由火山角砾者
、

变质流

纹岩和变质流纹质凝灰岩组成
,

根据后两种

岩石在空间上的反复交替
,

推测至少可有三

个喷发韵律
。

变质中丛性火山岩由熔岩及碎 屑 岩 组

成
,

主要岩石为 绢云绿泥片岩
、

绿泥黑云

片岩
、

黑云角闪片岩以及变辉绿岩
,

其喷发

韵律不易划分
。

构造 矿区为一向北西倾斜的倒转向

斜构造
。

岩层在走向上具有波状褶曲
。

横贯

矿 区有一条走向北北西的正向平移断层
,

把

矿体分为东西两截
,

东段矿体相对 南 移 约

米
。

断 倾向
,

匕东
,

倾角
’ 。

矿体产状 矿休产于变质花 岗 闪 长

斑 岩及变质华性仗入体中
,

川岩为绢英

片岩及绢英岩
,

台矿岩石与困岩多兰渐变关
系 ,

一般中细粒结构的岩石含矿好
,

祖斑状

的岩石含矿贫
。

矿体为似层状
、

透镜状
,

热液特点显著
。

,

围岩蚀变及矿石的结构构造 与成矿

关系较密切的蚀变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

石化
、

黑云母化
、

钠 长石化
,

其次为电气石

化
、

角闪石化
、

绿布石化
。

矿石 的物质成分简单
,

主要为黄铜矿
,

其次为斑铜矿
、

辉铜矿
、

黄铁矿及孔雀石
。

矿石中伴生的相
,

虽然品位较低
,

但可以制

作微量化肥
,

共它如钻
、

锌
、

钦等
,

目前尚

不能综合利用
。

矿石 多为细脉及浸染状构造
,

块状构造

少见
。

矿物为自形半 形品结构
、

他 形 晶 结

构
、

文象结构
、

残余结构
、

筛状结构
、

乳浊

状结构
、

压碎结构
。

二
、

矿床成 因认识

斑岩铜矿

对含矿 岩石 的成因认识 斑岩说

是铜矿峪矿床成因的传统认识
。

这种观点认

为
,

变质花岗闪 氏 斑 岩和变质基性侵入

体为浅成侵入岩 或次火山岩 , 根据是

变质花岗闪长 斑 岩为 顺 层 侵

入
、

并呈叠瓦状成群出现的浅成岩体
。

突出

的特点是顶端多分枝
,

延深明显大于延长
。

粗粒的斑状岩体与田岩呈侵入接触
。



大部分基性侵入体空间形态复杂
,

与围

岩的接触关系也多种多样
,

顺层
、

直交
、

斜

交的现象均有见及
。

在变质花岗闪长 斑 岩中见有围

岩的捕掳体
,

同时在岩体与岩体之 间的 岩

中见有挤压破碎及混杂不清的蚀变现象
。

岩石具变余斑状结构
、

义余花岗结

构 , 局部为半自形粒状结构
。

长石 自形品程

度较高
,

石英熔蚀成浑圆状
,

部分保持着卜石

英的外形
,

此外尚见有高温长石
。

变质花岗闪长 斑 岩岩体中钾
、

钠含 不均
,

一般
,

扎氏岩化

类型为 类
、

组 过饱和岩石
,

属

钙碱系列
。

岩体在平面上常有 “ 暗 色 蚀 变 ”

泛指变基性侵入体而言 的环状体
, 在 剖

面上常有其冠状体分布
,

这可能是次火山岩

的象征
。

矿床 成囚依据 主要有如下几点

矿床赋存于浅海一滨海相中
,

与中丛

性火山喷发及陆相酸性喷发岩系密切 相关
。

工业矿体受岩体及接触带控制
,

主要矿体几

乎完全产于岩体内及其接触带附近的顶底盘

围岩中
。

幻变质花岗闪长斑 台具有面型 蚀 变 特

征
。

从中心到边部依次为 变质花岗闪
一

长斑

岩
、

片麻状黑云母奥长 角闪岩
、

黑云母角岩

或石英绿泥石片岩
、

董青石 方柱石 带
、

具有黑云母散点的绢英片岩
。

金属矿物也具有分带现象
。

由矿
一

体中间

向外为黄铁矿
、

黄铜矿带一 辉 铜 矿
、

斑 铜

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带 一 辉 铜 矿
、

斑铜矿

带
。

次生分带也较明显
,

但仪共有氧化带
,

而无次生富集带
。

岩体及围岩遭受 了不同程度的热液蚀

变
, 计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黑云

母化
、

碳酸盐化
、

钠长石化 , 其次为电气石

化
、

角闪石化
、

绿帘石化
。

其中尤以绢云母

化及硅化发育普遍
。

到 目前为止没有见到钾

交代作用 , 但有钠交代现象
,

这可与西非的

前寒武纪斑岩铜矿 相刘比
。

矿床具有明显 的热汗特点
,

含铜石英

脉比较发育 , 在距 离斑岩体顶部或上盘一定

距离 日的围岩中常出现热洋〔讨状矿床
,

构 戈

了斑岩铜矿 的 “ 卫星 ” 矿体
。

根据 八个黄铜矿样 ‘ 的硫 司位素测定

结果
“ “ ‘ 艺 一月 局

,

平 均 位

为
, 八 “ ‘ 一 。 ,

与陨

石中的
“ “ “ ‘

值 士 极为接近
。

火山喷气一沉积变质矿床

对含矿 岩石 的成 因认识 持有这

种观点的认为变质花岗闪长 斑 岩及变质

基性侵入体
,

为变质中酸性 亚 凝灰岩和

变质基性 亚 凝灰岩
,

其中包括一部分相

应成分的熔岩
。

其根据是

含矿岩石在空间上与正常沉积的绢英

片岩的产状一致
。

变质 中酸性亚凝灰岩
、

变

质中基性 亚 凝灰岩与绢英片宕 呈 互 层

状
,

并互为夹层 多呈折变接触
,

在走向上

有时呈大牙交错的互变关系
。

含矿岩石大部分具有沉积特征
,

石英

颗粒有的保留沉积碎屑结构
,

或呈 条 带 集

结 , 显示
‘

一些石英的同生沉积特点
。

台矿岩石在显微镜下经常 可以见到晶

屑
、

岩屑
、

玻屑和脱玻化的球品
。

品屑主要

是石关和长石
。

石关品屑有呈他形 的也有呈

自形的
,

他形晶屑 可保留尖角状
、

镰刀状
、

酒怀状等外形
,

白形半自形的石关晶屑有的

具有目
一

石英的外形
。

含矿的中酸性岩石及中基性岩石中的

变质黑云母和蠕绿泥石与绢英片岩中的黑云

母及蠕绿泥石的光性特征近似
,

说明原岩性

质和变质程度都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

此外
,

中酸性岩石和中基性岩石的化学

分析结果
,

除一部分相应的熔岩在
、 “

图中分别落入英安斑岩区和 中基性火山

岩区外 , 其它则显示了由火成岩 区向半粘土

沉积区甚至于向高粘土沉积区演化的特点
。

有些中基性岩石
,

如绿泥片岩就直接进入半

粘土沉积 区
。

从而
,

进一步说明了含矿的中

酸性凝灰岩和中丛性凝灰岩在沉积的同时也



有泥质和半泥质的正常沉积物的加入
。

变微文象英安斑岩中 。含 量 较 高
,

。 ,

向变质丛性凝灰岩
、

变 质 中

酸性晶屑凝灰岩 号矿体 。 簇 ,

从

而
,

也反映了基性凝灰岩和部分中酸性 业

凝灰岩中混入 了一定量的正常 沉积物
。

矿 床 成因的依据 主要有如下几

点
在含矿岩石 中

,

中酸性岩石比基性岩

石含矿好
, 而在细晶屑的中酸性宕石中又比

粗晶屑的台矿好
。

十分明显
, 在所谓的变质

花岗闪长斑岩中
, 矿化一般微弱 ,

往往构不

成工业矿体
。

矿体产状与围岩产伏一致 , 共形态为

似层状及透镜状
, 祝咧言矿岩石的生成受古

构造和古地形的控制
。

可以见到 旨凝灰质岩石的层理
,

黄铜

矿和黄铁矿呈散点状和条带状
。

此外
, 在显

微镜下可见到黄铜矿呈散点状分布 于 云 母

及石英的颗粒之间 , 似为重结品的产物
。

而

且黄铜矿往往与蠕绿泥石聚果在一起 ,

与后

期热液交代生成的叶绿尼石关尔不出 叨 ,
皿

示了金属硫化物同生沉积的特征
。

在区域变质作用中
, 金属硫化物产生

压碎
,

雾绩品 ,

形成变斑晶以及塑性流动等

现象
。

更主安的是形成变质热液脉体
,

使原

生矿化发生丁较大的改造
, 以玖形成县有工

业价值的矿床
。

黄铜矿
、

黄铁矿中 一
,

。显著高于 , 与火山成因的西班 牙里 奥

挺托
、

加拿大的话兰达和马塔戈米等黄铁矿

型铜矿具有相似的特点
。

金属硫化物中 的含量也 较 高
,

“ “ ‘

的平均值为艺
、

, ,

与陨石中

标准值十分按近 , 折有这些都显示了火山成

因的特征
。

沉积一再生矿床

一九五七年五月问 , 谢家荣
、

张伯声
、

孟宪民等人在中条山大约进行了一个月的工

作
,

对中乐山区域地居及构遗问趣捉出了修

改意见
,

对矿床成因及含矿岩石 —变质花

岗闪长 斑 岩和丝性侵入体也谈了一些新

看法
。

谢家荣认为 所 谓变质花 岗闪长 斑

岩很可能是一种由区域 变质和花岗宕化作川

而成的变质岩石
,

共原岩 可能足夹于复杂的

火山沉积岩系中的长石砂岩和硬砂宕
。

共根

貂是

变质花岗闪长 斑 岩为一短的透镜

体
, 厚度 由儿米一却 。米

,

延长可达 米
,

在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从细粒到粗 “ 斑 ” 状变

化
。

变质花岗闪长 斑 岩中常有绢关岩

的残影体 ,
二者渐变接触

,

残诊体中保留的

片理与地层产状一致 ,

显示了花岗岩化的特

点
。

变质花岗闪长 斑 岩实际上包括了

一系列不同成分的岩石 ,

而且 “ 粗址 ” 的分

布与岩浆岩的斑品有明显的左异 , 主要农现

在 部分石关斑晶县有沉识碎屑结构 , 斑晶

与岩石的层理斜交 , 斑品砚而致密
,

压碎和

压裂结构不发育 班晶只筛状结构
,

斑品中

的包体成分与丛质的成分州同
。

所有述些特

征表明 长石斑品应晚于应力生成 , 在变厌

作用过程中生长
,
共本身的成分是取自围岩

的 , 因此称为 “
址状变品 ” 。

部分石茱斑品的熔蚀结构以从长石石

英的义象结构
,

表明是在商温杀件
’

卜烙化
、

结晶或交代的结米 ,
而绝不能作为宕装成因

的唯一标志
。

动 “ 变质基性仗入体
”

可能是丛性火山

岩流或是钙质页岩夹层的变质产物
, 也许活

花冈岩化的作川的
“
基性前锋

” , 但恨据芡铁

矿和方解石的包体经常出现的事头
,

把 “ 变

质基性侵入体 ” 认为是火山成囚较合理
。

由于变质花岗闪长 斑 岩是沉积变质

岩
, 所以这类矿床只能是沉积变质矿床在花

岗岩化过程中活化和富朵的结米
。

升且大致

可与中非赞比业钢矿床相对比
。

三
、

写在后面的几句话

目前
,

对铜矿峪矿床成因的认识归结起

米有以上三种
,

各家分别从不同角皮论述
‘



该级矿床的地质特点
。

但是
,

由于地质现象

钓泛杂和成矿条件的特殊 ,
’

再加之认识上的

局
‘

限性 , 各种观点都不能说十分完善
, 都还

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 “ 辣手 ” 的问题 ,

我们

总觉得把问题提出来
, 对进一步认识这类矿

床的成因并没有什么坏处 , 当然 , 由于我们

的认识水平低
,
提出的问题难免有错

,

也许

能很本不是什么问题 ,

仅供参考就是了
。

斑岩说虽然是铜矿峪矿床的传统观点
,

但迄今不能最后定论
。

我们知道
,

判别斑岩铜矿的主 要 标 志

是 矿床地质特点
、

形成地质环缤拼口成矿物

城的来源
。

虽然该矿床的矿石为细脉浸染状

构渔
, 硫同位素也具有陨石型特征 ,

但是
,

这些特征只有在具备了斑岩铜矿的地质特征

的前提下才有鉴别意义
。

目前所见
,

铜矿峪

矿未的 “面型 ” 蚀变分带不清楚 , 钾化带缺

失
, 泥岩化带也不易辨认

,
对青盘岩化带的

认识也尚待统一
,
仅对硅化一绢云母化认识

尚属一致
。

此外
,

金属矿物的分带与典型的

斑岩铜矿似乎有较大的出入 ,

典型分带自外

而内是 含金银的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本磁铁矿 , 重晶石‘ 脉状 , 细脉状黄谈矿‘

细脉漫染状黄铁矿 , 黄铜矿 ”细脉浸染状黄

铜矿‘浸染状辉钥矿
、

斑铜矿
。

而铜矿峪矿

未从外而内为辉铜矿
、

斑铜矿 , 黄铜矿
、

黄

挽扩 ,’黄铁矿
。

同时
,

标准斑岩铜矿的不同

绪构的矿右类型从外而内依次为 细脉状矿
‘

石 , 细脉漫染状矿石 , 浸染状矿石
,

而铜矿

峪矿床也不具备这个特点
。

斑岩铜矿的矿化应在时间上
、

空间上和

成因大与斑状岩体有密切联系
。

然而
,

铜矿

峪矿床的 “斑岩 ” 其外表虽具有共同的斑状

绪构特征 ,

但实际上是有差别的 ,

替如 , 有

的含犷 ,

有的不含矿 , 有的含长石斑晶 , 有

的含石英斑晶 , 有的斑晶定向排列 ,

有的杂

乱无序 , 有的与围岩界线清楚呈侵入关系
,

有的渐变过渡整合接触
。

以上这些 情 况 说

明 , 所谓 “斑岩 ” 并不是同一种地质作用的

产物 , 而是七凑八拼的大杂绘
。

究竟哪种斑

岩与矿化具有规律性的成囚联系
, 尚不十分

清楚 , 因此
, 弄清这些斑岩的来历确属一项

不可忽视的工作
。

火山喷气一沉积变质矿床说 , 虽然由米

已久
, 但较系统的地质工作还是 近 几 年 才

‘

开始的
。

这种观点既
一

肯定了金属硫化物的同

生沉积作用 , 又强调了变质热液对形成细脉

浸染型矿床的决定性作用
。

当然
,

两种地质

作用决不是半斤八两 ,
其中必有一个主导因

素
,

如果是前者 , 则同生沉积的证据尚感不

足
。

如果是后者
,

则与矿化有关的变质热液

脉 的 生 成时间应该与相应的变质期年龄相

当
,

而与斑状岩体的年龄可以有较 大 的 出

入
。

目前能够说明这个结论的同位素地质年
龄资料还比较缺乏 , 当然

, 其它变质证据也

还有待进一步充实
。

谢家荣认为 “ 变质花岗闪长 斑 岩是花

岗岩化的结果 ,

花岗岩化在如此局限的范围

内选择性的进行 甚至在长宽不足一米的范

围内进行 , 而相邻岩石居然无所显示 ,

这

实在是不好想像的问题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 “ 认识从实践

始 , 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 , 还须再回

到实践去
。 ” 认识只有经过这样多次反复过

程
,

才能完成从感性提高到理性认识 ,

再从

理性认识达到革命实践的飞跃
。

尽管目前对

铜矿峪矿床成因的认识多种多样
,

我们相信

通过不断地生产实践和深入细致 的 科 研 工

工
,

其成矿规律终究会被正确认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