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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厂铜的氧化富集现象

·

曾群 望
’

它 己三 之三 之三 云当芭三 之三 写己弓 理 于弓 月三 它旦 之弓之三它三 弓之

表生条件下 洞的迁侈是众 斤周 知 的 现

象
。

一般情况下
,

汉化林滤带 显著贫洞
,

而

次生硫化带则富洞
。

小折厂洞 了城化富集现

象较明显
。

亥犷未未见流化富 转带
,

原生犷

体薄而贫
,

但 由于城 艺富集可 衫成比原尘矿

较富厚的矿体
,

从丽提高了矿 未的 利 用 价

值
。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佼制氧化带发育的诸

因素
,

探讨铜的迁移途径相氧化富集邹位
,

以为在该类矿床中寻找佼富的矿体参考
。

一
、

矿床地质概况

本矿属昆阳群中的东月式层状铜矿
,

但

规模较小
。

区内近南北句出露一 食昆阳群浅

变质岩系 表
。

以因民角砾岩为标志的 为贯通全区的

骨干断裂
,

主 要 含 矿岩组均斌存于 西侧

上盘
。

淡切矿区可见不对你的吧背 抖 形

态 , 因民组构成其核部 东翼被 切割后强

烈下降
,

并为大片绿汁江组预盖
。

背斜西翼

出露完整
,

硕向北西西
,

烦角
“ ,

褶 曲

形态紧闭
,

向深部呈波状收执 图
。

本区原生矿层位以 落雪组下部 底

最为重要
,

其次是落雪组与因民组 的 过 渡

层
,

偶而 也见于落雪组 中上部甚至鹅头厂组

和绿汁江组
,

后者恐均为次生迁移 富 集 所

致
,

未见构成原生工业矿体
。

二
、

妞化 , 绍现象

我们把产于落雪组第二段 底部的

层状原生铜矿称为 号矿休
,

依次按氧化程

度将其余各矿 体 称 为 号
、

, 号和 那号矿

体
。

这样就可以发现
,

矿石品位与规模有随

氧化程度加深而变富变大的趋势 表
。

钧匀 介

图 『认 地 介构 查映 图 例 见文
‘ , ,兑王

号
、

号矿体稳定地分布于全区 , 不

受构造型式限制
,

其特征与典型的东川式铜

矿相似
。

例如层位固定 , 成稳定的层状 ,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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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汁江组

鹅头厂组

落雪组

因 民组

犷
一

区 地 层 简 表

岩 石 组 合

厚层白云岩
、

板岩 未分

中上部为条带板岩夹数层细砂岩

下部白云岩
、

板岩
、

硅质岩互层

上部为厚层光板白云岩

中部为硅质条带状
、

细纹状迭 层石白云岩 主要含矿层

下部为浅色波状细纹白云岩

表

厚度 米

士

士

群一昆阳

群 上部为薄层白云岩
、

泥皮状板宕
、

细砂砾岩不等厚互层
,

中部为板岩 未见底

因民角砾岩与中基性火成岩形影不离
,

贯穿于 大断裂带

矿 石 品 位 与 规 模 与
·

乳 化 程 度 的 关 系 人

氧 化

程 度

矿体

编号

城化类型 矿 体 位 置 矿石类型

一

井 术 平 均 仇
而 物 组 含

,

一 —一一 —厚度 米 位品 。

一 一
近地表浅部

。

及其他断裂带附 上状矿
近之

‘ 、 、

及 中

唯一 可见孔雀石 铜可能呈

离子状态及载化铜形式被褐

铁矿吸附

替

彻底氧化

一

⋯
上部为主

、 ‘亦有 氧化矿

孔雀石为主
,

次为铜蓝
、

赤

铜矿
、

自然铜及少盘 斑 铜

矿
、

黄铜矿
、

辉铜矿

底 部 混合矿

斑铜矿
、

黄铜矿为主
,

裂

隙面上见少盆孔雀石
地氧化型

李月 ⋯一一一
底 部 原生矿 斑铜矿

、

黄铜矿为主
,

见黄

铁矿

未氧化型

个
·⋯浅

井不包括最近竣工的 一 中的砚号土状矿体 厚达 米 加权平均 形

度 米 矿体与围岩整合
,

组成同型褶

皱并被后期断裂破坏 以斑铜矿
、

黄铜矿为

主的矿物组合呈浸染状产 于白云石晶粒间

矿体边界与围岩蚀变不 明显 , 矿石较贫 含

铜 左右
,

少数可达 , 矿石 以混合

型为主
,

亦有氧化矿与原生矿
。

号
、

号矿体则不同
,

它们都只产 于

构造特殊的 以北的地段和南部 线附近
。

矿体无固定层位
,

但无一例外地均 赋 存 于
、

矿体之上部层位
,

包括 上部及 。 、

‘等层位
。

矿体受 及其派生的次级断裂控

制
,

常呈不规则盯囊状
、

柱状
、

楔状
,

向下

急剧分枝并尖灭
。

矿体厚度不等 ,

有的厚达

米以上 如
一

所见
,

也有的仅 匣

米
。

矿石品位变化很大
,

平均品位常在

以上
,

仅有少数高品位 最高达 的

样品均见于 号矿体的土状氧化矿中
,

如

一
、

一 及 一 等
。

当强烈氧化所生成的土状矿多 层 出 现

时
,

矿层边界呈突变式
,

与含矿围岩的风化

程度完全吻合
,

即土状风化物中含铜较高
,

而夹在其中的新鲜白云岩含铜 多 在 。 以

下
。

三
、

土状饭化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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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勘 探 线 号号 平 均 品 位位 物 相 分 析 平 均 值 多

男 单单单单体氧化铜铜 结 合 氧 化 铜铜 氧 化 率率

。

·

。 · 。

俗俗俗
。

‘

平平 均 值值
、、

土状氧化矿是氧化作用 的最终产物
,

其

氧化特征表现得最典型
,

且结构疏松
,

很不

稳定
。

本文选择土状矿作为研究铜迁移富集

的理想 “ 指示剂 ” 。

土状矿迄今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

从

完全新鲜的坚硬氧化矿 到疏松的土 状 矿 之

间
,

存在着一系列过渡 的 类 型
。

从物相上

看
,

土状矿有的是以单体氧化铜 占 绝 对 优

势
, 有的结合氧化铜比单体氧化铜要多

,

也

有的二者大致相当
。

这些特征直接影响到土

状矿的工业利用 表
。

据东川矿务局中心试验室的选矿试验报

告
,

小新厂土状矿的镜下矿物定量 结 果 为

孔雀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俐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徽

土状衬铁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磁铁矿
、

赤铁矿碎屑
· · , · · · · · · · · · · · · · · ·

一 。

扎雀石是唯一的数量较多的单 体 铜 矿

物
,

呈薄膜状附于褐铁矿颗粒之表面
。

黄铜

矿数量极少
,

粒度细微 毫米
,

常包裹
于石英颗粒中

。

褐铁矿镜下为胶状颗粒
,

有的

含铜高达 ,

可能是被褐铁矿所吸附
。

对落雪组各层白云岩所做的化学分析结

果表明
,

土状矿中占原岩 以上的 和

几平全部流失了
,

故留下大量孔洞使之

疏松为砂土
。

而耐风化的 则相对富集
。

褐铁矿是铜矿物氧化富集的根本原因
。

如所

周知
,

褐铁矿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矿物
,

它是

由许多含水的氢氧化铁胶凝体及硅的氢氧化

物
、

泥质物等所组成的混合物
,

其中常含许

多其他杂质的机械混入物
。

正是由于褐铁矿

具有这种复杂的成分及高度的吸附性能
,

它

才可能含铜高达
。

以上
。

限于研究条件
, 目前尚未揭示出褐铁矿

吸附铜的具体机理
,

但从地质剖面上显示的

宏观效果分析 ,

可以认为
,

这种富含褐铁矿

一

训
‘ ’。

龙奥河
口口口
匕匕匕, 司司

‘ 一扩扩 打之之

剔剔剔剔叁鑫招招沁沁沁沁沁沁沁沁沁
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州州

日日日
‘己占 刁刁‘ 一

》》》 石气 , 拍自月月〔七‘ 了 二 沁沁 「 二沪‘ 一一卞一一气 一 ——气了 丁二二卜叶

—
州州

尸尸尸 ‘ 一

而而

一一
天胡胡篇孤 一 一一

一 之当
、哗哗嘶以以

一一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 严￡今今 习 , ‘, , ,

曰叭 , 、。 巨 画
土懈 画

、化矿
三寻、、

回 原马日

图 矿区纵剖面示意图 图例见文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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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 一磷丈
对一

东东

一 一

娜
一

二二

叫唤编娜娜卿卿
,

属珊珊
、,

靛赫赫赫」」

燃黔 队队

西西乓俨谕一
东东

当枷撇
榔俨

了了

下下军犷镇火
吠吠卿 丫丫彝彝

’ ‘‘

线线

猛瓢
, , 一

奋岭岭
霎霎霎粤护丫丫美美美美

健健健筑戮
、

介介
娜娜娜彭等

‘

砂
“

‘‘

线线

被份蚀掉的原生矿

及过去的地表 侵蚀迁移方向 , 化次生矿体

团
原生矿体

矿床剖面图 图例见文中说明

的土状风化自云岩一旦出现在有利部位
,

即

可成为富集铜矿物的特殊地质体
,

土状物的

发育与保存的条件也可 以说就是形成氧化铜

畜矿的条件
。

四
、

妞化带发育与保存的因素

一 气侯
、

水 文 矿区属温带 多雨地

区 ,

温和潮湿的气候以及恒大于一千毫米以

上的年降雨最
, 为充分的化学风化和元素的

迁移提供了优越的先决条件
,

致使矿区氧化

带深度相当巨大
,

如土状矿
一

可见于 米的深

处
,

米以下尚可发现孔雀石
。

从水文条件看
,

本矿区亦有其独特之处
。

如图 所示
,

在 米的侵蚀基准面之 厂,

已揭露出大量氧化矿甚至土状矿
。

如 一

中的氧化矿低于 米水准面达 米
。

反

之
, 矿区北部 线

、

线 和 线
,

一 带
,

原

生矿却出现在 米标高以上和潜水面 以下

地段 , 即一般所谓含氧水最活跃的 流 劝 带

内
。

‘

二 含矿 岩性 本矿区绝大部分矿体

均产于落雪组白云岩中
。

这种白云岩富 含硅

质细纹
、

条带和团块
,

在漫长复杂的成岩后

构造形变历程中
,

大小断裂密布
,

节理裂隙

普遥发育 , 不同规模的岩溶现象从地表至不

同深度的氧化带内频频出现
。

矿体倾角与岩

层一样较陡 , 一般在
“

左右
,

铜矿物 呈浸染

状分散在白云石晶粒之问
,

矿体顶底板还常

见有黄铁矿散点
。

这些对 了体的化学风化都

是极其有利的条件
。

三 导矿 构造 图 显示 线和 线

的构造有一个共同特点 含矿组落 雪 自
一

云

岩夹持在两个相对的逆断 层 和
。

之 间
,

切割原生的 号矿体并将上盘 矿 体逆推

至西侧上方
。

假设过去的地表在 米处
,

则可发现
,

构成 一种极有利的 格 式 它

的上盘有原生 的 号矿体作为侵蚀 迁 移 的
“

矿源层
” , 、

本身即成为理想的 矿
一

液 迁

移通道
,

而 下 盘 为化学性活泼的落雪白

云岩
,

其中发育了 的次级断裂和羽 状 裂

隙
,

共同组成容矿构造
,

尤共是当此种白云

岩被风化成土状物之后
,

对铜矿的富集更加

有利
。

矿区 自
。以北地段

,

从 线至 线
,

沿

两侧不同地层连续分布有颇富厚的土状氧

化矿
,

特别是 下盘 如 线
、

线 都赋

存有巨大的土状矿
、

氧化矿矿囊
,

急剧向下

分 叉尖灭
。

线在 。以南地区是一个例外
, ‘

在该

剖面中从相反的方向起了和 完全 相 似 的

作用
,

只不过是 上盘矿体被推向东 侧
,

矿

液 自东向西渗入
‘
下盘

,

从而同样沉淀出 和

北部完全可 以媲美富厚的土状氧化铜 矿体
。

五
、

结 语

表生作用下
,

一方面
, 上盘的 号矿

体遭受氧化破坏
,

铜进入冷水溶液 , 沿 向

下渗透迁移 另
、

一方面
,

地表水携带着大童

氧
、

碳酸也可沿 下降
,

使其下部白云岩彻

底氧化成土状物
,

从而吸附了从 迁移下来

的再生铜矿物和铜离子
,

富集成厚大的土状

氧化铜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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