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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斑岩铜矿带的若千地质特征

朱 关 祥

月川川川
智利和秘鲁是世界上主要的铜资源国和

产铜国
。

两国铜矿资源绝大部分来自斑岩铜

矿
。

智利现有铜储量 金属量
,

下同
·

亿

吨
,

名列世界第一
。

年产铜 万吨
,

仅

次于美国 万吨
、

苏联 万吨
。

智利斑岩铜矿带从该国中部的特尼恩特铜矿

到最北部的莫恰铜矿长两千多公里
,

带内有

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铜矿床
。

其中储量在 万

吨以上的矿床不下十几个
。

特别是北部的丘

基卡马塔和中部的特尼恩特铜矿
,

为世界上

最大的斑岩铜矿床
。

秘鲁现有铜储量 万吨
,

居世界第七

位
。

年产铜 万吨 ,

位于美
、

苏
、

智
、

加
、

赞
、

扎之后
。

全秘鲁大致可以分北部
、

中部及南部三个铜矿带
,

其中以南部斑岩铜

矿带最重要
。

该带从最南部的托克帕拉矿床

往北西延伸长约千余公里 ,

现有斑岩铜矿床

十多个
。

其中塞罗维德矿床为秘鲁最大的斑

岩铜矿床
,

目前控制铜储量 。多万吨
。

夸
霍内

、

托克帕拉及盖亚维科等铜矿储量也都

是 。万吨左右的特大型矿床
。

为促进我国斑岩铜矿的找矿工作
,

笔者

根据对智利
、

秘鲁两国主要斑岩铜矿考察所
了解的情况及查阅部分材料

,

降它俏的矿床

地质特征及成矿地质条件大致归纳如下几个

特点
,

供参考对比
。

斑岩铜矿带在时空上的分布规律

按板块构造观点
,

这两国的斑岩铜矿

床位于太平洋板块中的纳茨卡板块和南美大

陆板块结合处大陆板块一侧 即位于板块俯

冲带的上盘
,

沿着平行板块缝合线呈近南

北向带伏分布 图
。

各个矿床的具体位置距板块结合处往往

有一定距离
,

大约在 公里左右
。

如秘鲁
塞罗维德

、

夸霍内和托克帕拉铜矿
,

智利丘

基卡马塔
、

特尼恩特及萨尔瓦多铜犷等西距

天板以

纳 ,芡 之扳块

图 智利
、

秘普斑岩铜矿带的大地

构造位里示意图
引自尸 了

板块结合处均在 公里左右 图
、 。

另外
,

这两个国家的斑岩铜矿均位于南
美洲安第斯山金属矿带的西侧

,

即靠近秘鲁

一智利海沟的滨太平洋带分布
。

由斑岩铜矿

带往东
,

依次出现铅
、

锌 银 矿带及锡
、

钨 ’银 矿带 图
。

形成时代新是这两国斑岩铜矿带的又一

个重要特点
。

它们均位于第三纪形成的南北

走向的安第斯山脉西侧
。

据现有资料
,

斑岩

铜矿形成的时代最老的是第三纪始新世

百万年
,

最新的是第三纪上新世 百万

年
, 都是新生代构造岩浆活动的产物

。

二斑岩铜矿床产出部位和大的构造岩浆

活动关系密切
。

从智利的特尼恩特矿床到丘

基卡马塔矿床
,

从秘鲁的托克帕拉矿床到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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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了中新世时纳茨卡板块和南美大陆板块相互

关系及斑岩铜矿位置与板块结合处的距离示意图

切过智利北部波特雷里约斯的剖面 一 第三纪及 中

生代陆相架石 , 一中生代及古生代岛弧一海沟深成岩 ,

一古生代岩石 , 一前寒武纪岩石

萨尔瓦多
】

体的底板岩石大部分是晚中生代的火山岩
,

而成矿岩体则大多是新生代中
、

晚第三纪的

酸
、

中性浅成侵人体
。

这种侵入斑岩的特点

是由早期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及花岗岩 组

成安第斯山的基体 侵入后
,

进一步演化侵

入而成
。

斑岩类型有花岗斑岩
、

英安斑岩
、

石英二长斑岩
、

粗安斑岩等
。

斑岩铜矿床产

在大面积出露的中一新生代火山岩的基础之

上
,

而含矿斑岩的侵人又是和形成这些大面

积分布的火山岩的构造活动密切有关
。

太平洋东部斑岩铜矿成矿带具有带状

分布
、

成群集中的特点
。

智利斑岩铜矿带由

南而北贯穿整个智利的中北部
,

在长达两千

多公里的范围内
,

有好几十个斑岩铜矿床断

续分布其中
。

南秘鲁铜矿带在长约 千公里

范围内也有十多个铜矿床成带分布
。

矿床的

成群集中尤为突出
。

如南秘鲁铜矿带
,

在莫
奎巴省附近约四百平方公里范围内

,

就有托

克帕拉
、

夸霍内及盖亚维科 三 个 大 型铜矿

床
,

构成一个大的矿田
。

往北不远还有塞罗

维德
、

圣何塞
、

恰帕等矿床
。

又如丘基卡马

口口曰口

的帅

川。 洲 飞 则 云 仁

心
、 、

、、

呱
、

人

户⋯匕

叫司。 ,

一
构川。一大

图 早第三纪时纳茨卡板块和南美大陆板块相
互关系及斑岩铜矿位置与板块结合处的距离示意图

切过秘普南部阿雷基帕市剖面 一中生代岛弧一海

沟深成岩 , 一古生代岩石 , 一前寒武纪岩 石 , 一中生

代陆相岩石 图
、

据 ,

准
几一 、

‘ 」与

厂价臼日
门“了卜卜,八卜知

加狡钩

人

罗维德矿床
,

作为成矿母岩和矿体的底板岩

石
,

大部分是不同成分 主要是中酸性
、

不同类型 从侵人到喷出 的火成岩 如塞

罗维德矿床的成矿岩体是第三纪始新世的英

安斑岩
、

石英闪长岩
,

矿体底板岩石是晚中生

代的火山岩系 , 夸霍内矿床的成矿岩体是第

三纪始新世的闪长岩
、

石英粗安斑岩
,

矿体
的底板岩石是晚白垄纪到早第三纪的托克帕
拉世的一套火山岩 主要是安山岩 丘基

卡马塔矿床的成矿岩体则是第三纪渐新世的

花岗斑岩
,

其底板岩石及围岩也是一套酸性

侵人岩 , 特尼恩特矿床的成矿岩体是第三纪

上新世的石英闪长岩
、

英安斑岩
,

矿休底板

岩石主要是上白恶早第三纪的发列龙斯建造

的一套安山岩
。

由此可见
,

两国斑岩铜矿矿

海 仗
、 , 里“

州
夕
、

‘

巨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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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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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美洲安第斯山金属矿分带示意田

引自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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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矿区
,

除丘基卡马塔矿床外
,

其北 公里

有丘基北矿 即潘帕诺特斑岩铜矿
,

现控

制铜储量约 万吨
,

往东北四十 多公 里有

规模很大的阿布 立斑岩铜矿 现控制铜储量

有 万吨
,

在丘基卡马塔之南 公里有

左基南矿 即埃克索提卡氧化矿
,

它们组

成一个巨大的丘基卡马塔矿田
。

这里矿石类

型齐全
,

矿床规模巨大
,

又适宜大规模露天

开采
,

是智利产铜最多的地区
。

矿床具体产出的构造 位 置 有 两类

一是在两组断裂的交错处
。

如秘鲁夸霍内铜

矿就产生在北西及近东西向两组断裂的交错

处
。

这里构造破碎岩石蚀变强 烈
,

矿 化发

育
,

是形成铜矿的有利部位
。

对于同一个时

代侵人的同一个成矿岩体
,

如不具备上述构
、

造条件
,

岩体及围岩没有强烈的蚀变作用
,

矿化作用也就较差
,

往往就不含矿
。

另一种

为产在一组大断裂的旁侧
。

如丘 基卡马矿床

产在西部近南北走向的断 层 即 菲 什 尔断

层 的东侧
,

成矿斑岩沿断层侵人
,

矿体产

在断层东部的小破碎带中
,

构成典型的网脉

型斑岩铜矿
。

沿着菲什尔断层往北
,

受该断
层控制的还有潘帕诺特

、

阿布拉及魁北雷德

布兰卡等铜矿床
。

含矿岩体的特点
、

该地区的斑岩铜矿床和各种中酸性的浅

成斑岩有关
。

但各个矿床的成矿母岩其侵位

时代
、

岩石成分
、

蚀变类型及规模大小有其

相同的地方
,

又有不同之点
。

总的有下面几

个特点
。

成矿母岩侵位时代很新
,

从南到北大

致有由新变老的趋势
。

如铜矿带最南端的智
利特尼恩特矿床

,

成矿岩体英安斑岩是在

百万年时侵位的
,

为最年青的成矿斑岩
。

往

北不远的里奥勃兰姆科 安第纳 铜矿的成

矿母岩为 百万年
,

智利北 部 庄荃 卡马塔

矿床的成矿母岩 丘基卡马塔花岗斑岩 为

百万年
。

继续往北到智利最北部和秘鲁交

界处莫恰铜矿的成矿母岩则是 百万年侵位

的
。

进人秘鲁境内的夸霍内
,

托克帕拉铜矿

的成矿母岩石英粗安斑岩
、

英安斑 岩的侵位

时间分别为 百万年和 百万年
。

其北边的
’

塞罗维德铜矿成矿母岩是 百 万 年 侵位

的
。

由上可见
,

两国斑岩铜矿的成矿母岩的

畏位时间都发生在第三纪
。

据 有 关 资 料报

道
,

美国西南部斑岩铜矿的含矿斑岩的侵位

时间大致在 百万年的早第三纪 到 晚

白翌纪
。

再往北到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

亚地区的斑岩铜矿
,

它们的成矿岩休的侵位

时间大多是白噩纪到侏罗纪
。

对整个太平洋

东部斑岩铜矿成矿带而言
,

其成矿岩休的时

代愈往北愈老也是比较洁楚的
。

在我国
,

除

台湾省东部奇美斑岩铜矿及西藏玉龙斑岩铜
矿的成矿岩体是第三纪侵位的以外

,

尚未发

现这种时代很新的斑岩铜矿
。

但 是 在 侏罗

纪
、

白垄纪 燕山期 形成的斑岩铜矿的实

例比较多
,

这一现象和科迪勒于亿山 化部加拿

大的斑岩铜矿相近
。

多期多次侵人
,

成分比较 复杂
。

如丘

基卡马塔矿床的含矿花岗斑岩就是由多期多

次侵入而成的一个复合岩体
。

根据其侵入时

间的先后
、

岩石成分和结构构造的不同
,

丘

基卡马塔花岗斑岩可以分成西斑岩
、

东斑岩

及勃姆科斑岩
。

西斑岩最早侵入于侏罗纪爱

丽那花岗岩中
,

呈条带状
,

岩石从质很细
,

斑晶主要是斜长石及少员钾长石
,

有圆形的

石英及黑云母
。

含量 一 , 其后为

东斑岩侵人于爱丽那花岗岩及西斑岩
,

分布

在西斑岩的两侧
,

岩石基质变粗达到中粒程

度
,

斑晶有斜长石及钾长石
,

有拉长的石英

及细粒黑云母
,

含量
,

比西斑

岩要高一些
,

含量 平 均
,

含量
,

均比西斑岩要低 , 勃姆

科斑岩最后侵人于东斑岩
,

呈 树 枝 状
、

脉

状
,

有钾长石及斜长石 斑 晶
,

石 英含量较

多
。

这三种斑岩的含矿性 不 同
,

丘 基卡马

塔的主矿体产在东斑岩
,

西斑岩次之
,

勃姆

科斑岩含矿最差
。

又如智利萨尔瓦矿床的含矿岩休是花岗

闪长斑岩
,

同样根据侵入时间的先后及相互

接触关系
,

岩石成分及结构构造的差异
,

也

可以进一步细分成 “ ” 、 “ ” 、 “ ”

斑岩
。

最早侵入的 “ ” 斑岩为细拉花岗闪

长岩
,

等粒结构
,

基质由石英
、

长石及少量

黑云母组成
,

岩石发生强烈的钾一硅酸盐化

蚀变 接着侵人的 “ ” 斑岩
,

由料长石作

斑晶故又称作斜长石斑岩
,

斑晶粒度变粗
,

斑状结构明显
,

具有强烈的蚀变和矿化
,

铁

镁矿物有黑云母
、

角闪石
,

石英含量较少
,

最后侵人的是 “ ” 斑岩
,

它切过 “ ” 、

“ ” 斑岩
,

基质由石英
、

细粒 斜 长 石 组

成
,

斑晶也以斜 长石为主
,

此岩体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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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广泛
,

没有明显的蚀变和矿化
。

这三种

斑岩的含矿性也不同
, “ ” 、 “ ” 斑岩

是主要的含矿斑岩
,

而最后侵入的 “ ” 斑

岩一般不含矿
。

类似的情况在秘鲁的一些斑

岩铜矿中也都可见到
。

不同矿床的成矿母岩类型 也不尽一致
,

种类较多
。

如智利特尼恩特矿 床 为 英 安斑

岩
,

萨尔瓦多矿床为花岗闪长斑岩
,

丘基卡

马塔矿床为花岗斑 岩
。

在秘鲁各个斑岩铜矿

的含矿斑岩有英安斑岩
、

石英粗安斑岩
、

二

长斑岩
、

石英二长斑岩及花岗 闪 长 斑 岩等

等
。

含矿岩体普遍具有强烈的蚀变作用
,

伴随蚀变作用形成矿化
。

由于岩体及围岩成

分不同以及在岩体的不同部位
,

蚀变作用可

以分好几种类型
。

最常见的也是比较典型的

是在含矿斑岩的中心及其深部发育钾化蚀变

带
,

蚀变矿物有钾
一

长石
、

黑云母及绢云母 ,

命属矿物有浸染状黄铜矿
、

斑铜矿
、

黄铁矿

及辉铜矿等
。

这个带往往不含矿
,

或者虽含

矿较富但规模不大
。

比较特殊的是在丘基卡

马塔矿床
,

钾化蚀变带出露不多
,

矿区所见是

大量的石英绢云母化蚀变
。

钾化蚀变带的外

侧是石英绢云母化蚀变带 也有叫千枚岩化

蚀变带
,

它的范围经常是斑岩铜矿主矿体

所在的部位
,

蚀变带主要有石英
、

绢云母及

少量绿泥石组成
,

金属矿物有黄铜矿
、

黄铁

矿
、

辉铜矿及少量辉铂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等
。

以秘鲁塞罗维德矿床为例
,

’

该带硫化物

含量
,

最高达
,

黄铜矿和黄铁矿

的比例为 到
。

最 外 带 是青盘

岩化蚀变带
,

它围绕着石莱绢云母化蚀变带

分布
,

范围较大
,

主要蚀变矿物有绿泥石
、

绿帘石
、

方解石等
,

还有少量 绢 云 母
、

石

英
、

硬石膏等
,

有的矿床还有电气石出现
。

金属矿物主要是黄铁矿
,

因此
,

一般也将该

带看作黄铁矿晕的范围
。

除上述典型的蚀变

分带外
,

还经常有次生泥化带
、

次生黑 云母

化及硅化带发育
。

如丘基卡马塔矿床
,

在石

英绢云母化蚀变带外侧
,

广泛发育有粘土化

泥化
、

高岭土化 蚀变
,

主要由粘土矿物

高岭土
、

蒙脱石
、

绢云母等组成
,

金属矿物

有黄铜矿
、

黄铁矿
、

少 从辉铜旷
,

也是主要

矿体所在部位
。

有良好灼蚀变分带
,

为找矿

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

如秘鲁夸霍内铜矿
,

上部被 米厚的流坟岩
、

凝灰岩覆盖
,

只在河流切割较深处才见到含矿 岩 体 的 露

头
。

但地质人员根据岩体的蚀 变 作 用 的特

点
,

经过综合分析研究
,

找到了隐伏的大型

斑岩铜矿床
。

含矿斑岩体的规模较小
。

如夸霍内铜

矿的含矿石英二长斑岩
、

石 英 粗 安 斑岩岩

体
,

面积只有 平方公里
,

特尼恩特 矿 床

的成矿体岩体英安斑岩其范围也不足 平方

公里
,

丘基卡马塔花岗斑岩的规摸也不大
。

其他如托克帕拉
、

塞罗维德铜矿的含矿斑岩

英安斑岩
、

二长斑岩及石英二长斑岩等也都

是一些分布范围不大的小岩枝或小岩枝
。

铜 矿 体 的 特 点
矿体赋存部位有两种情况 一是主要

产在含矿的侵入斑岩中
。

智利北部一些典型

的网脉斑岩铜矿床为代表
。

如丘握卡马塔犷

型床矿体 赋存在花岗斑岩中
。

这时
,

花岗
斑岩大部分都发生矿化

,

特别是东斑岩矿化

最强
,

基本上达到了全岩矿化的程度
。

另有
约 矿体产在其围岩花岗闪长岩中

。

类似

的例子还有丘基北矿 潘帕诺特
、

阿布拉

及魁北雷德布兰卡等矿床
。

秘鲁塞罗维德铜

矿矿体也主要赋存在含矿岩体英安斑岩
、

二

长斑岩及石英二长斑岩小岩体中
,

含矿岩体
的围岩包括早期侵入岩的闪长岩

、

前寒武纪

片麻岩等也有小量矿体
。

另一类矿体主要产

在含矿岩体的围岩或其底板岩石中
,

而含矿

岩体本身所含的矿体并不重要
。

智利中部一

些典型的角砾岩筒斑岩铜矿床为代表
。

如特

尼恩特铜矿的成矿母岩英安斑岩所含矿体较

富
,

其硫化物和脉体的比例达到
,

但

由于矿体规模太小
,

所以对整个矿体来说并

不起决定性作用
。

这里铜矿体 赋存在底

板岩石安山岩中
。

类似的情况还有安第纳铜

矿
。

萨尔瓦多铜矿的矿体 产在含矿岩体

的围岩安山岩中
,

约 产在含矿的花岗闪

长岩中
。

除上述两种类型外
,

还有一种不太

重要的情况是矿体产在含矿岩体之后侵人的

角砾岩筒中
。

这时
,

矿体注庄围绕在岩筒边

部呈环带状分布
,

如特尼恩特部分矿体就产

在勃列登建造及角砾岩简的四周
,

围绕共边

缘及外侧发育
。

秘鲁塞罗维德洞犷也有一小

部分铜矿体产在成矿岩体之后侵人的沿北西

向沟造带分布沟电气石一石英角砾 岩简巾
。

矿体的形态简单
,

规漠巨大
。

大邓分

矿体在平面上表现为圆形
、

椭圆形
,

刘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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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倒立的圆锥体或梨状
,

卜部较大
、

往

深部逐渐变小
,

延深一般都很大
。

由于两国

的生产矿山目前大部分都在采次生富集矿
,

对下部的原生硫化物矿体只作一般控制
,

所

以控制程度比较高的虽然只在 地 表下 米

左右
,

但矿体的实际深度远远 大 于 这 个数

字
。

矿体的规模很大
,

一个主矿体的铜储量

大多数超过 万 吨
,

有 的 达 万 吨以

上
。

如秘鲁塞罗维德铜 矿
,

矿 体 长 米

包括两个矿体
,

宽 米
,

控 制 深 度

米
,

铜储最 多万 吨 夸 霍 内铜矿矿

休长 米
,

宽约 米
,

控制 深 度在

米 以上
,

有铜储量约 万吨
。

特尼恩特矿

床以含铜 为边界
,

矿体长 米
,

宽
多米

,

控制深度 多 米
,

因 矿石品位

较富
,

有铜储量 万吨 , 萨尔瓦多矿床含

铜大于 的富矿休长 米
,

宽 米
,

厚 米
,

虽已采出 多 万吨铜
,

尚
有储量 万 吨 , 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丘基

卡马塔矿床
,

矿体长 米
,

宽 米
,

延

深 米以上
,

矿石品位又较富
,

几十年来

虽 已采出铜 万吨
,

目前还控制储量

万吨
,

在 米以下的深处 还 有不少储量未

计在内
。

主要矿物成分及有用元素
。

两国铜矿

床由于受到后期较强烈的次生淋滤作用
,

矿

物组成种类较多
。

如在氧化矿带有孔雀石
、

硅孔雀石及水胆矾
、

块铜矾等 , 次生富集带

则有辉铜矿
、

铜蓝及少量 自然铜 , 原生硫化

物矿带有黄铜矿
、

黄铁矿
、

斑铜矿
、

硫砷铜

矿
、

黝铜矿及辉钥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矿石中含铜一般在 左右
,

目前各矿

山所采矿石铜品位大多数在 以上
,

只有
塞罗维德及夸霍内矿床矿石品位较低

,

在

左右
。

大部分矿床含钥在 。 ,

有的

高达
。

铜和铂是主要的有用元素
。

除此

以外
,

不少矿床中还有少量的金
、

银
、

铂族

元素等
,

可综合回收
。

矿休具有良好的分带性
。

两国的斑岩

铜矿床中金属矿物及其有用元素
,

无论在矿

体的水平方向还是在垂直方向上都可以见到

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规律
。

水平分带 金属矿物及其含量由矿体的

中心向两侧的分布特点是 在矿体中间部分

有黄铜矿
、

斑铜矿
、

硫砷铜矿
、

辉铂矿
,

往

外有黄铁矿
、

辉铜矿
,

矿体边缘则有赤铁矿

镜铁矿
、

少量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洞矿

和黄铁矿的含量比例也有类似的变化
。

矿休

中心黄铜矿含量要高于黄铁矿
,

有的可高出

几倍
。

自中心向外
,

黄铁矿含员增 加
,

荧铜

矿的含量相对降低
。

到矿体边缘黄铁矿含员

大大高于黄铜矿
,

到了黄铜矿的含最减少到

使岩石铜含量小于 时
,

也就不 属 而 体

范围了
。

从金属元素看
,

由矿体中心向外侧

也大致有个变化规律
,

即按相一铜一锌一语

的次序分布
,

最外边还可见含锰矿物
。

垂直分带 正如前述
,

由于南秘鲁拼岩

铜矿带及智利斑岩铜矿带地处南半球热带地

区
,

气候炎热干燥
,

所以后 明的次 ’ 淋滤作

用比较强烈
,

矿体大 多数具有典型的垂直分

带
。

一般在矿体上部普遍可 见 有 红 即

铁帽
,

大部分由黄铁矿或赤铁矿被城化淋滤

而成的褐铁矿帽 及绿帽 有铜的硫化物被

淋滤氧化而成的孔雀石
、

硅孔雀石带
。

前者

一般不具工业价值
,

但它是良好的找矿标志
。

后者是斑岩铜矿休最上部的一 个较富 勺气化

矿体
,

含铜一般
。

矿 休 早 板 状
,

扁透镜体状
,

厚度从几米到几十米甚不 几百

米不等
。

大多数在几十米左右
,

在斑岩铜矿

体的上部构成一个不连续分布 的 氧 化 矿石

带
。

这是先期开采的主要对象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在智利 庄从卡马塔
矿区

,

除了在矿休 部有一个较厚的不连纹

分布的氧化矿石带外
,

在离丘雄卡马琪不远

的地方有一个厚度大
、

旱位富
、

规模不小的

氧化矿石带
,

这个全由氧化矿石组成的大和
“

床就是埃克索提卡氧化铜矿床
。

埃克索提卡铜矿位于丘从卡马琪矿体南

公里
。

这里既无第三纪侵人的浅成酸性斑

岩
,

也无其它火山岩系存在 , 铜矿体 部既

无次生淋滤带特有的褐铁矿帽
,

其下部也无

斑岩铜矿床所应有的原生硫化物矿休或次生

富集带
,

因而不属典型的斑岩宁同矿床是确切

无疑的
。

该地铜矿体赋存在老第三纪砾岩和

古生代角闪岩之间的不整合而
,

有 产在

上部的砾岩中
,

产在下部角闪岩 中
。

矿

体呈比较规则的板状
、

似层状
,

长 米
,

最宽 余米
,

厚 米
,

平均 多米
,

含铜
。

目前控制有确定储量 多万

吨
,

尚有推定储量约 万 吨
。

据矿上工程

下转 第招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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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分别做化学分析
。

溶 液 含 金 量占 以

上
, 溶渣含金量约占

。

推测被氢氟酸溶

解的可能是细分散的胶体金
,

未溶的则为自

然金 ,

这与粒度分析结果吻合
。

另外还用氰化钾浸取矿石中的金
,

效果

也很好
,

浸出率为
。

以上两试剂因剧毒而不能用于生产
。

。

稀盐酸浸出 采用 稀盐酸
,

分取

浸取未灼烧和灼烧后的矿样
。

试验表明
,

灼

烧后的矿样用稀盐酸浸取
,

可大大提高金的

浸出率
。

推测样品灼烧后
,

其
中的碳和有机物变成灰分 ,

砷
、

汞
、

锑等硫

化物被分解
,

粘土矿物脱水
,

从而使金被解
离出来

,

并转人溶液
。

未灼烧的样品浸出率

偏低
, 尤其是冷浸 取

“ ,

浸出率更低
。

石峡微细浸染型金矿和美国卡林型金矿

详见 地质与勘探 》,

年第 期 极

为相似
,

它在我国的首次发现
,

将进一步推

动此类矿床的找矿工作
。

, 盆 口七 卫二艺皿 】口七 口七 七 尾 皿 】口七习盆盆七 工 二盆七 七二口七 口七 口匕 忿 忿 七 口七 口七 盆七 忿 七 】口七 口七 盆七 口匕习 习丈二口七皿盆二口七二口‘ 七 , , 口七 盆七

上接封三

师分析
,

形成埃克索提卡矿床的铜来源是丘

基卡马塔铜矿
。

他们认为
,

第三纪时
,

丘基

卡马塔铜矿形成之后
,

矿体中的铜矿物在一

定 值条件下可以被溶解
,

这种富含铜的

溶液随着地形的变化由高处 丘基卡马塔

向低处 埃克索提卡 流动
,

沿着不整合面

呈水面状态 或构造破碎带 呈垂直状态

渗透并在合适的条件下沉淀
,

形成了现在所

见到的埃克索提卡氧化矿
。

这种绿色的氧化

矿石带并不象典型的斑岩铜矿床那样
,

赋存
在斑岩铜矿体的顶部

,

而发育在与斑岩铜矿

体有一定距离的具有合适的地质地貌条件的

有利地区
。

鉴于这个特殊情况
,

在寻找原生

的斑岩铜矿体时
,

对绿色的氧化矿石带既要

倍加注意又要作具体的分析
。

次生富集带主要由辉铜矿
、

铜蓝等矿物

组成
,

是斑岩铜矿中最富的也是最有经济价

值的一个带
。,

矿石含铜大多在 以上 , 最

高可达 以上
。

矿体厚度一般在几十米 ,

但在构造裂隙发育的有利部位
,

最厚可达到

几百赤
。

矿体形态往往呈平伏状
、

板状或不

规状
,

平面上其范围和原生硫化物矿体相一

致
。

它同 匕部的氧化矿石带和下部原生硫化

物矿石带均为过渡关系
。

一般铜矿体的厚度

越大
,

次生富集带的厚度也相应大一些
。

目

前
,

这两个国家的矿山
,

大多是开采这个带

的富矿石
,

矿石人选品位都大于
。

最下部的原生硫化物矿石带是斑岩铜矿

床的主体
。

主要矿物有黄铜矿
、

黄铁矿
、

斑

铜矿
、

辉钥矿及铜的硫砷化物
。

矿石含铜在
以下

,

平均含铜为
,

对铜矿

资源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国家而言
,

显然不是
目前主要的开采对象

。

但从长远看
,

处于深

部的原生硫化物矿石仍将是十分重要的铜矿

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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