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红 山 铜 矿 矿 床 成 因 初 步 探 讨
云南省第九地质队 沈远仁

愉一川︾地

大红山矿区位于

康流地轴南端西缘
,

介于禄汁江深断裂与

红河深断裂夹持的三

角地区 图
。

该区为忆在中中生

代拗陷褶皱带
,

盖层

为中
、

下三迭统
、

侏

罗系
、

白圣系
、

第只

系和第四 系
,

基底为

元古界大红山群
。

后

者为一套浅一中变质

的 火 山
一

沉积岩系
,

属优地槽型细碧角斑

岩
、

绿 色片岩及混杂

大理岩建造
。

这套岩

系
,

白下而 可分为

老厂河组
、

曼岗河组
、

红山组 及肥

味河组
。

。

聂

户
、

一上第三系 , 一 白整系 , 一 侏罗莱 , 丁

三迭系 一盆且系 , 一 昆阳群 一 大

红山鲜 , ①一 绛汁江冻断裂 ②一 红 可深断裂 ,

一哀牢山变质岩带

图 次红山区试地质略田

英白云石大理岩
,

厚

米
。

其 特 征

是 含钠质很高
,

石
榴石多而细小 麻点

状
,

上部以钠质层

凝灰岩为主
,

下部以

石榴钠长黑云片岩为

主
,

普遍含磁铁矿及

黄铜矿
,

矿体产于

其顶 部
,

矿 体 在

下部
。

沿走向
,

矿区

西部以片岩为主 , 中

部为片岩和凝灰岩互

层 , 东部大 理 岩 增

厚
,

凝灰岩中白云石

增多
,

厚度由西向东

逐渐增大
。

沿倾向
,

浅部
、

中深部以凝灰

岩为主
,

深部大理岩

增多
。

灰黑色石榴 白

一
、

含矿岩 系的划分与特征

大红山铜矿主要产于曼岗河组中上部的

石榴黑云角闪片岩 夹变钠 质 层 凝 炭 岩 段
“ ,

该岩段自土而下可划分为四个岩

性带
,

现分述如下

灰 白色石榴黑云角闪白云石大理岩与

石榴角闪黑云片岩互层
,

偶夹 层炭质

硅质板岩
,

厚 一 米
。

其特征是 白云石

含显高
,

菱铁矿化强
,

底部有
。矿休赋存

,

岩性较稳定
,

厚度变化不大
。

深灰色黑云石榴变钠质层凝灰岩与灰

黑色石榴纳长黑云片岩互层
,

底部有 一层长

云石黑云片岩及细纹状石榴黑云 白云石大理

岩
,

中
、

上部夹炭质
、

硅质板岩
,

厚 一

米
。

其特征是 百榴石多
,

结品粗大 直径

一 厘米
,

牛眼状
,

部有一层含钠高

的岩石与炭硅质板岩一起
,

可作为与上部第

岩带的分界标志 底部有一层块状强钠化

大理岩
,

可作为与下部第 岩带的 分 界 标

志
。

矿体产于其顶部
,

矿体在中上部
。

岩性和厚度变化较大
。

沿走向
,

矿区西部以

石榴黑云片岩为主
,

厚度较小 东部以细纹

状石榴黑云白云石大理岩为主
,

厚度增大
。

沿倾向
,

矿区茜部岩性变化不大
,

仅向深部

厚度增大
,

东部深处又以石榴 白云石黑云 片



岩为主 , 厚达 助余米
。

。

灰绿
、

灰黑色石榴角闪片岩夹薄层 白

云石大理岩
,

厚 米
。

其特征是 角闪

石多
,

结晶粗大
,

排列不定向
。

底板有一层

米的块状方柱石大理岩
“ ,

有时夹炭质
、

硅质条带
,

可作 为本岩带的分

界标志 图
。

矿区位于近东西轴向的底巴都 背 斜 南

具
,

其上为肥味河向斜 图
。

区内除 一

套浅中变质的火山
一

沉积岩系外
,

侵 入 岩也

比较发育
,

但主要是成矿以后的辉 长 辉 绿

岩
,

多沿断裂破碎带及层间脆弱带贯入
,

呈

岩墙
、

岩床
、

岩枝
、

岩脉等产出
,

切 穿整个

大红山群
,

破坏了铜 矿的完整性
。

礼 ,

屯变钠质层凝灰 六

④菱牲矿

图

呢班铁贫犷

住黄铜矿

铜犷 体
二

七构图

二
、

矿床地质特征

大红山铜矿 , 按其赋存部位及 岩 性 特

征
,

可分上
、

中
、

下于 个互相平行的矿体或

矿带
,

自上而下为
、 、 ,

其中 规模

最大
,

质量最好
,

次之 , , 最小最差
,

且

不稳定
,

仅在矿区东边有分布
。

主要产于石

榴黑云 白云石大理岩及变钠质层凝灰岩 图
。

主要产于石榴黑云钠长片岩夹凝灰

岩中
,

两者 相距 米左右
。 , 主要产于夹炭

地地 层层

丁丁丁
名段号号

受受
,,

岗岗岗岗岗岗岗岗

可可 争 ‘‘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妥妥妥 犷犷

,,,,

么么么么

鑫。二 刹
“

性 描 述 厚度 来 备 注

白色块状方杜石
、

自云石大砂转
,

底即有时显升

瑰鉴色
。

笋沂玉任
, 厂二

石相角 习黑云片岩与 条纹状石榴黑云角闪大理

岩互层。特八是白云石 含且高 普通具菠认矿化

每堂砂一绪
豁叮

找鱼全戈

糕李

石悯钠长抓云片岩与石相黑云变钠质帷灰护互层

片洲中常央棍灰渭条带或薄月
,

特点是石榴石细

小
,
君海磁铁黄翩矿化

,

台摘长石高
。

写

底部有时夹

天英大理岩

透镜体
。

洲

群

石榴自只石熟云片粉
,

夹细纹状石相黑只白云石

少理兴
,

中
一

部臾坎质硅质板岩数层
。

特 古是石

福石 旱月阳杖
,

央数层皮店板岩
、

中 部月枝劝

的磁钦
,

牲及盖铜矿几
,

门

一 , 、

互
立旦

二之二二
硬一 八 八

进匕二二址三
料干

石相照云角闪片么夹两尾白云石大理岩
。

特声丹

以片岩为主
、

角闪石大 出玫早针状定向妇列
。

块状方柱石大理岩央炭质务常粉下为石播勇云缘

泥片岩
,

往下钠长石姗加
。

图 含矿岩莱柱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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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事炎
、、

赋赋赋 产于第 岩性带下部及及 产于第 岩性带下部及第 产于第 岩性带币部或中上上
存存存 第 岩性带上部部 岩性带上部或顶部部 部部
部部部部部部
位位位位位位

含含含 上部以含石榴黑云白云云 上部为石榴黑云钠长片岩夹凝凝 上部或顶部为炭硅质板岩的长长

矿矿矿 石大理岩为主
,

下部 以以 灰岩
,

底部或下部常有钠长大大 英白云石大理岩 下部为石榴榴
岩岩岩 含石榴黑云变钠质凝灰灰 理岩岩 黑云片岩或细纹状石榴黑云 白白
石石石 岩为主主主 云石大理 片

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菱铁矿化普遍遍铁铁铁 主要为磁铁矿化
,

顶部具具 主要为树铁矿化 底部具菱铁铁 磁铁矿化较弱弱
矿矿矿 强菱铁矿化化 矿化化化
化化化化化化

石石石 石榴石细而较少少 石榴石细
,

较多多 石榴石多万大 呈牛眼状状
榴榴榴榴榴榴
石石石石石石

炭炭 硅 质质 矿体顶部偶见炭硅质质 矿休中无炭硅质板岩岩 矿体中上邹常见炎硅次板台台

板板 岩岩 板岩岩岩岩

质硅质板岩的长英白云石大理岩及石榴黑云

片岩中
,

与 间距一般 米
,

各犷体对

比特征如表
。

一 矿体形态及产 状 特 征 产于
、

岩性带接触处
,

呈层状
、

似层状
,

最

稳定
,

倾角
“ ,

产状变化 不 大
,

是由

多个平行矿体组成的矿带
。

倾向土
,

可分两

个不同的带 其一
,
赋存于第 岩性带下部

的石榴黑云 白云石大理岩
,

常具菱铁矿化
,

一般 米标高以上均属 此 类 其二
,

赋存

于第 岩性带 匕部石榴黑云凝灰岩中
,

多具

磁铁矿化 米标高 汉下的矿体多属此类
。

两个带产出部位的岩性均有差异
,

有时互相

消长
,

有时在同一部位平行出现
,

有时互相

靠拢而有合并的趋势
,

受岩 性 控 制
。

走向

上 , 矿体产出部位变化不大
,

但结 构 变 化

大
,

西段矿集中
,

夹层少
,

结构较简单
,

东

段含矿分散
,

夹层多而 距稀
,

结 汀 复 杂
。

产于 、 宕性带交界处 沟了榴 黑云

片岩
,

受 岩性控制
,

呈层状
、

似层状
·

局部

为透镜伏 ,

较稳定
,

与 平行产出
。

矿区

中部矿体厚大
, 当第 宕性带变薄时

,

常与

靠拢 以至合 ,
一

,

其结构
、

分布
、

厚度变化

与 类似
,

但变龙幅度大
, 丈 西部 育时成

为孤立的透镜状
,

找至变
’

扮 可 采
。

、产于 弟 引生带中 部
,

空 间 上 为

个矿条组成
,

往初延伸 长
,

互 不相

连
,

成为孤立的 小透 滋体
,

极 卜稳定
。

总的看来
,

矿体形 乞主 好呈层状
、

似层

状 ,

各犷体相互平行
,

均受地 层岩性控制 ,

与围岩整合产出
,

产状与地 关产状
‘

一致 图
。

二 矿体大小及品位变化特征 矿

体 已控制长度 公 且
,

宽 一 米
,

最

大厚度 米
,

最小 米
,

含 铜
,

可熔铁平均 最低
,

址 高 纬
,

全铁与可熔铁差值为
。

以矿区中部 线一 线 米

标高为准
,

沿走向向东西方向
,

沿倾向向南

北方向
,

厚度变 浮
,

品 位变低
,

但品什 变化

小于厚度变 丁匕
。

,

走
」

的女化
’「

况是
’一

袄 线 以

西 ,‘ 体 平均厚约 米
,

平均含 同。 ,

中段 一 矿体平均厚 米 ,



平均含铜 , 东段 户 一

矿体平均厚 米
,

平均含铜
。

沿倾

向的变化情况是 米标高以下
,

矿 体 平

均厚度 米
,

平 均 含 铜 。 ,

。 米标高矿体平均厚度 米
,

平

均含铜 , 一 米 标 高 以

上 , 矿体平均厚度 米
,

平均含铜 “
。 。

矿体 最大厚度 米
,

最小

米
,

含 铜
。 ,

可 熔 铁
,

平均
。 ,

其厚度
、

品位变化

与 类似
,

但变化幅度较大
。

矿体 厚度小于 米
,

含铜 左

右
,

可熔铁
, 很不稳定

以上各矿体都有铁
、

铜共生的特点
,

属

贫铁黄铜矿
,

其变化特点是 沿走向
,

矿区

中部较富厚
,
东西两端 较 贫 薄 , 沿倾向

,

翩 米标高范围内较富厚
,

上 下 较 贫

薄 , 沿矿体厚度方向
,

中部较富 ,
顶

、

底部

较贫言矿体的厚度和品位
,

铁与铜的含量
,

均为正相关关系 , 这与矿床成因
、

含矿岩性

及铁铆地球化学特性有关
。

’

三 矿铆成分
、

结构构造与矿石类型

矿物成分 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铜矿
、

斑铜矿 多出现于铜矿富 集 地 段
、

黄铁

矿
‘

、

磁铁矿
、

菱铁矿
,

次为铜蓝
、

赤铁矿
、

钦铁矿及白铁矿等
,

尚有少最辉沽矿
、

硫砷

钻矿及金
、

银等 主要非金属矿物 有 钠 长
石

、

白云石
、

黑云母
、

石榴石
、

绿泥石
、

石

英
、

绢云母
,

角闪石
,

次有磷灰石飞电气石

等
,

均与含矿岩石有关
。

矿石 结构
、

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为他

形细粒
、

不等粒结构
、

交代残余结 构 及 细

脉
、

网脉交代结构等 矿石构造以条纹条带

构造为特征
,

铜矿物及铁矿物成条带状
、

条

带浸染状及星点
、

斑点状分布 图
。

矿石 奚型 按主要金属矿物划分有黄

铜矿型
、

黄铜
一

磁铁矿型 , 按 非 金属矿物划

分有钠长石英型
、

石榴石英黑云母 型 及 炭

质
、

硅质板岩型
。

多为钠长石英型
,

多

为石榴石英黑云母型
,

多为炭质板岩型
。

矿区东部
, 铜矿渐为菱铁矿取代

,

菱铁

矿矿石类型多为长英型及钠长白云石型
。

四 矿物生成顺序

大体上是 先铁的氧化物 几乎全是磁

铁矿 , 后铜的硫化物 以黄铜矿
、

斑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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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及黄铜矿密切共生
。

黑云母
、

绿泥石含
钻稍高

,

而钠长石
、

白云石等浅色粒状矿物

含钻较低
。

惊 分布极普遍
,

矿石含惊较 围 岩 稍

高
,

一般为

金与银 与硫化物有关
,

金一般为

一 克 吨
,

硫化物洁矿为 克 吨
,

银

克 吨
,

选后铜精矿含金可达 克 吨
。

把 分布不均匀
,

合 最 较 低
,

一般为

克 吨
,

通过人工重砂 亩 集
,

品

位可提高 倍
。

年 一 砚铁贾矿条带 , 一衡铜矿

条带 一 变钠质层胜灰岩 黑

云母 条带 , 一石祖燕云殊泥片岩
一石福子石

卜 困 铜矿石素描图

为主
,

最后是铁的碳酸盐 主 要 是 菱铁

矿
。

矿石中常见磁铁矿成细粒散点状
,

沿

层理
、

片理呈条纹条带状分布
,

说明其生成

时间最早
,

黄铜矿及斑铜矿常与黄铁矿呈星

点状
、

斑团浸染状散布
,
或沿层理

、

片理与

磁铁矿组成交替出现的条纹条带
,

这是早期

的 斑铜矿有时溶蚀黄铜矿
,

说明其生成大

体同时
,

而略晚于黄铜矿 也有的与黄铁

矿呈细脉状切割早期生成的磁铁矿与铜的硫

化物所组成的条带或包裹原有的矿物颗粒
,

这是晚期的
,

同时常见铁的碳酸盐 菱铁矿

或铁白云石 呈不规则短脉状切割磁铁矿与

黄铜矿组成的条带
,

其生成时间最晚
。

五 矿石化学成分及有益有容组分

矿石中可供工业利用的有益元素除铜和

铁外
,

还有钻
、

稼
、

金
、

银
、

把 等 可 以考

虑
,

有害组分均未超过要求
。

伴生有益组分钻
、

稼
、

金
、

银
、

把等的

赋存概况
,

经初步了解为

钻 一般含量
,

其中
。
为

。 , 、

略高
,

平均
,

通过

选矿和人工重砂可提高钻的品位 倍
。

钻主要赋存在硫化物
,

与铜的含量成正相关

关系
。

钻的单矿物有辉钻矿及硫钻矿
,

与黄

三
、

矿床成因初步探讨

大红山铜矿
,

年前一直认为是与矿

区后期的辉长辉绿岩有关的中低温 热 液 矿

床
。

近年来
,

我队广大地质人员
,

经过反复

实践
,

获得了大皿实际资料
,

认为成矿物质

主要来源于古海底的火山作用
,

应属受变质

的火山喷发沉积层状矿床
,

其依据如下

本类铜矿主要产于大红山群曼岗河组

中上部
。

曼岗河组系一火山喷发沉积旋回
。

矿体受地层层位及沉积旋回控制
。

矿体形态主要为层状
、

似层状
,

常多
层产出 , 相互平行

,

分布面积大
,

厚度
、

品

位比较稳定
,

与围岩成整合接触
。

矿化与火山物质关系密切
,

多富集于

火山凝灰岩夹层或其上下富含火山物质的岩

石中 含矿大理岩及片岩常含钠质火山碎屑

及砾块
,

矿体厚度和品位与火山物质的多

寡成正相关关系
。

据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对本区铜矿中
几个样品硫同位素组成的侧定结果 表

,

表明富集重同位素 ‘ ,

说明硫质来源与古

海底火山作用有关
。

含矿段属过渡岩相
,

位于灰绿色石榴

黑云角闪片岩之 上的灰黑色及灰色石榴黑云

片岩及层凝灰岩当中
,

底部常有薄层炭质硅

质板 岩
,

上部为灰 白色块状方柱石大理岩 ,

矿床产于氧化环境与深水还原环倪 的 过 渡

带
。

矿石具明显的沉积成因的条纹条带构



念口

标标 本
,

号号 层 位位 矿 休休 含 矿 岩 石 名 称称 测定对象象 测 定 结 果果 备注注

各各各各各各各 “ 汤汤
, ‘‘‘

一
’

炭质硅质板岩岩 黄铁矿矿 方方方

一 白云石钠长黑云片岩岩 黄铜矿矿

,, 扭 矽铁黑云母钠长片岩岩 黄铜矿矿 了了了

长英二云母片岩岩 黄铜矿矿

造
,

磁铁矿多形成条带
,

硫化物多 呈 星 点

状
、

斑点状
、

条带状沿层理
、

片理分布
。

金

属硫化物组合较简单
。

矿带展布受曼岗河组地层和近东西轴

向的底巴都背斜控制
,

含矿段岩层与上下岩

层变质程度一致
。

气
‘ ’

该铜矿为铁铜共生矿体
,

铁矿物有重
’

结晶和变晶加大现象
,

铜矿物呈细短脉状沿

层理
、

片理及微细裂隙分布
,

但极少越出含

矿层
。

对于成矿机理 , 笔者初步设想是 本区

古梅底的火山喷发 喷气 作用是提供成矿

物质的主要来源
,

当时从火山管道中带出的

铜
、

铁
、

硫等
,
进入海盆

,

经过一系列化学

反应
,

在适宜的地质环境与地球化 学 条 件

下
, 与周围的成岩物质 火山沃

、

炭泥质
、

筱救盐等 同时沉积下来
,

从而形成此类铜

矛的雏形
,

尔后
,

由于构造运 力及变质作用

主要是区域的浅一中变质 作用 等影响
,

使

京生铜矿层产生一定程度的富化
、

改造 变

质活化
,

而呈现今日之面貌
‘,

故本铜矿应

属古海底火山喷发 喷气 沉积变质成因
。

一 四
、

对找矿方向的几 点认识

一

本类铜矿产于元 占界大红山群
。

大红

山群成与之相当约下会理群
,

主要分布于川

南
、

淇中呈南北向延伸的安宁河一绿汁江深

断裂以面
, 应注意在这些地区 寻找 此 类 铜

矿
。

一‘ · ’

徐上述地区外
,

凡有细 兽角斑岩 即

本区的灰绿色角闪变钠质熔岩及其火山碎屑

岩与浅灰色变钠质熔岩及其火山碎屑岩
,

绿色片岩及长英大理岩所构成的海相火山一

沉积建造分布的地区
,

也应予以注意
。

含矿层位于火山沉积旋回中上部的灰

黑色及绿色片岩夹变钠质层凝灰岩的岩石组
、

合中
,

钠质火山岩
,

特别是其中的碎屑岩具

铜的成矿专属性
。

因而
,

在普查找矿时应加

强对地层
、

岩石 的研究
,

划分沉积旋回
,

寻

找火山碎屑岩的产 出部位
,

进而确定有利的

含矿地段
。

在有利的含矿地段
,

可 根 据 以下标

志
,

选择有利的含矿层

①含矿段 的特征岩性为灰 黑色
、

灰绿色
片岩及炭

、

硅质板岩
。

炭
、

硅质板岩一般侧
于含矿层底部

。

因而
,

以上特征岩性的存在

可考虑作为确定含矿层的标志之一
。

②火山碎屑沉积岩 钠质凝灰岩
,

与

铜关系密切
,

在确定含矿层时应予考虑
。

根据此类铜矿系铁
、

铜共生 且具有较

明显的条带状构造
,

在有条带状贫铁矿 的地

方
,

应注意是否有伴生铜矿的存在
。

总之
,

根据此类铜矿矿床地质特征
,

在找矿
、

勘探

方面
,

应注意在有望地区
,

采用地质
、

物化
二深等综合手段进行沿层找矿

。

本文引用 的材料是我队广大地质人员几

年来的工作成果
,

并参考陈邦鉴
、

梁承德等

同志的阶段性小结初步整理而成
。

由于水平

所限 ,

且矿区普查
、

勘探工作尚在进行
,

以

上肤浅认识欠妥和错误之处
,

请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