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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铜矿是我国著名的铜矿区之一
。

前展旦系东

川群落雪组白云岩中的铜矿
,

年谢家荣川曾命名

为东川式铜矿
。

其中有一利铜矿石呈细脉状
,

李洪谈
、

王尚文 陈为
“

马尾丝矿
” ,

并认为它是岩浆热液沿灰

岩叶理交代生成
。

谢家荣提出它是藻类组织
, “

为铜矿

所交换或充填者
”。

年孟宪民〔 也作了详细的研究
年龚琳

、

王承克〔‘ 提出铜 矿沿 层石基本

层分布
,

密集时可连成纹理
,

构成特有的
“

马尾丝
”

构造
。

“

马尾丝
”

铜矿是畜矿
,

含铜品位一般为 一 。

年
,

笔者在东川穿天坡东川群落雪组
,

采到一些

铜质叠层石
,

现提出一些看法
,

对研究 层石与铜矿

的关系 指导找矿
,

特别是富矿有重要的意义
。

地 层 层 序

铜质登层石产于东川落雪穿天坡背斜西翼
,

昆阳

超群东川群落雪组白云岩中
。

坑道的地层层序自

上而下为

昆阳 超群东川群落雪组

红色
、

肉红色中厚层一厚层微晶白云岩
。

厚

米
。

灰白
、

黄白色薄层一中厚层徽晶白云岩
、

含铜

质登层石 户 九 , 夕 材 ,

马尾丝 铜矿
。

厚 未
因民组

浅灰色薄一中厚层泥质白云岩
。

厚 未
紫色薄层板岩与砂岩呈韵律状互层

。

厚 未
灰色厚层砾岩

,

砾石成分主要为砂质白云岩
、

泥砂质白云岩
、

绢云母板岩
、

凝灰质砂岩
、

凝

灰岩等碎块
,

直径最大者达 厘米
,

一般为
一 厘米

,

呈滚圆状
、

次滚圆状和次梭角

状 照片 一 ,

胶结物为泥质
,

与下伏地层

接触面不平整
,

呈波状起伏
,

起伏面 一 厘

米左右
。

厚 米
。

一
不整合

一
下伏地层 玉澳群美党组

黑色薄层板岩

铜 质 叠 层 石

穿夭坡锥 层石 新型
, ” 照片

登层石呈确状
,

厚约 米
。

锥形柱状
,

不分叉
,

紧密平行排列
,

垂直或倾斜于岩层方向
,

向上生长

高 一 厘米
,

宽 一 厘米 横切面呈圆形
、

椭

圆形
。

有轴带
、

无侧壁
。

基本层理呈锥形
,

轴部厚
,

向边缘变薄
,

并向下

延伸
。

浅色层厚 一 奄米
,

由徽晶白云石组成 暗

色层较薄
, 一 奄米

,

由徽粒辉铜矿
、

斑悯矿
、

黄钢矿及石英粉砂组成
。

具线状或断续线状徽构造
。

由于暗色层由钥质物组成
,

与其他堆且层石都不

相同
,

故定为一新型
。

产于云南东川穿天坡
、

东川群落雪组
。

岩 性 特 征

含钢质且层石的白云岩
,

含白云石
,

大小为

一 毫米
。

石英
,

大小为 一 奄未
白云母

,

大小为 一 奄未辉栩矿 一 ,

大小为 一 奄未斑钢矿 大小彻 一

毫未 黄铜矿徽
。

含且层石白云岩的化学成分见衰
。

由表 可以看出
,

铜的品位较高
,

为 纬
,

比值小
,

为一 一 ’十

八 ’ ’

为 一 。

钠
、

钾的含 偏高
。

还原环境
,

水中

的碱度和盐度偏高
,

有利于铜质的沉机
光谱分析结果如表

。

由表 可以看出
,

含 高
,

火成岩中的

常量元素
,

含 低
,

说明钥受沉积环境的控制
。

年
,

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变质岩钢矿专理组

进行的硫同位素测定
,

占 ’‘ 。二 一 一 ,

变化范



服片

暇片

云有东川穿天坡东川群因民组底部砾岩 照片 一 为标本 、 服片 为薄片

穿夭坡谁 层石 断型 口 夕 , 月
加尸 时

· ,

照片 为光片
,

服片 为碑片
,

产地 云南东穿夭坡 东川群薄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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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一

东川勘探队 霉冉洪范等

围较大
,

绝对值为
,

说明硫化物中的硫多来源于

沉积作用
。

藻 类 生 物

由上可以看出
,

铜质叠层石 口 , 口 口 ” “

。 。夕 。 的暗色层 由微粒斑铜矿
、

辉铜矿和少量黄铜矿组成
,

轴部厚
,

向边缘变薄
,

并

向下延伸
,

厚 一 毫米
,

呈线状和断续线状
、

很

像
“

马尾丝
, ,

故称
“

马尾丝”
铜矿

。

叠层石是沉积
、

凝固硬结或蓝藻生长和新陈代谢

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生物沉积结构
。

由于季节和气候的

变化
,

形成了浅色层和暗色层的交替
。

在陆表海的环境下 地形低凹的潮间带 夏季水

量较大
,

气候温暖
,

藻类生物特别发育
,

形成礁体或

藻席
。

藻类生物对成矿的作用
,

主要有

由于藻类生物的繁殖
,

水体变浅
,

海水活动的

能量降低
,

形成低能滞水还原环境
,

厌氧细菌发育

形成有利于铜的聚集和沉淀的场所
。

藻类生物在生长过程中
,

吸收 进行光合

作用 增大海水的碱度
。

桂林冶金地质究研所 王春生等

由于藻礁中和藻席下的生物活动 产生大量的
, ,

气体
,

在这种还原环境下 铜离子

在海水中 呈胶体悬浮状态 与 作用 形成斑铜

矿
、

辉铜矿
、

黄铜矿
,

与砂泥质物质一同沉淀
。

藻类生物的枯膜
、

粘液也可以吸附枯土
、

石英

粉砂
、

铜质物等一同沉淀
,

组成叠层石的暗色层
。

冬

季水量较小 水体平静
,

白云质物质开始沉淀
,

组成

叠层石的浅色层
。

因此年复一年
,

形成了叠层石浅色

层和暗色层的交替
。

叠层石越发育的地方
,

铜矿越富
,

反之 则铜矿较贫
。

由上可以看出
‘“

马尾丝”
铜矿是生物化学沉积作

用形成的
。

结 论

东川
’·

马尾丝 铜矿 呈礁状出现于落雪组中

含铜品位高 由 至
,

为富矿 组成怪层

石的暗色层 主要为微粒状斑铜矿
、

辉铜矿和少量黄

铜矿
,

呈线状及断续线状 在叠层石的轴部厚 向边

缘变薄
,

并向下延伸
,

很像
‘·

马尾丝
”

是生物化学沉

积作用形成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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