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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干酪根分析
,

首次在铜矿石中发现与铜硫化物密切共生的有

机质
。

铜矿石严格受富含有机质的白云石大理岩控制
。

沉积阶段铜质

虽有富集
,

但铜硫化物的沉淀主要发生在成岩阶段
。

认为黎溪式铜矿

床应属有机一成岩成因
。

关妞询 黎溪式铜矿 有机一成岩成因

四川省会理县的黎溪式铜矿床
,

包括黑霄
、

中

厂
、

铜厂沟等 个矿床 点
。

长期以来
,

趋 向 于

认为矿床属沉积或沉积变质成因
。

近年来
,

由于首

次在矿石中发现有机质
,

故对矿床成因提出了新的

看法
,

即有机一成岩成矿
。

区域地质概况

矿床位于康滇地轴中段西缘
。

断裂构造主要为

南北向
、

北西向和北东向
。

褶皱构造表现为一系列

背斜组成的紧密倒转褶皱
,

总轴向北西一南东
,

倾

向北东
,

倾角
。 ,

构成黑管向斜和老棚 湾 背

斜 图
。

区内广泛出露前展旦系河 口 群黑著组地层
。

上

三盈统和新生代地层不整合于河 口 群之上
。

含矿建

造确认为黑等组 见下表
。

岩浆岩主要为基性辉绿辉长岩
、

辉长岩等
,

呈

岩枝
、

岩床侵人
,

系晋宁期产物
。

局部形成接触型

或益加型铜矿
。

物
,

副矿物为金红石
、

磷灰石
、

电气石等
。

白云母

呈他形粒状集合体
,

不等校状
,

拉径 。 ,

定向拉长明显
。

石英呈他形晶和晶粒集合休
, ’歹白

云石构成镶嵌变晶结构
。

石英含量 、
,

近 矿

地段约
。

河口鲜燕 组地层衰

代 号 岩性组合及含矿性

三段 】
,

黑色炭质板岩夹炭质绢云

千枚岩
、

白云石大理岩透镜

体
,

顶部出现千枚岩与大理

岩互层
。

一 盆 》

二段

乳白色厚层含石英白云石

大理岩
,

有时夹薄层绢云千

枚岩夹层
。

顶部为青灰色厚

层状
、

条带状含石英白云石

大理岩
。

系主要含矿层位
。

矿床地质一地球化学特征
、 一 ,

条纹
、

条带状炭质 白云石

大理岩夹炭 质板 岩
、

炭 质

绢云母千枚岩和 白 色 大 理

绝大部分矿体均赋存于黑著组二段 , 一段上部

或下部虽有铜矿产出
,

但规模均较小
。

矿床主要分

布于黑等一中厂
,

老棚山一胡家山
,

铜厂沟一大众

山
,

莲塘一锅厂一带
。

含矿层位较稳定
,

沿北西一

南东向展布
。

含矿 岩

岩石 矿物成分 和结 构 含矿围岩为中厚

层状白云石大理岩
,

白色
、

乳白色
、

灰白色
,

显晶

质
, 细拉结构

,

块状构造
。

岩石主要由 白 云 石 组

成
,

另有少 石英
,

偶见白云母
、

绢云 母 和 硫化

岩
·

一 ⋯
’‘ 上部绢云千枚岩夹大理岩

、

变质砂岩 , 下部为石榴千枚

岩
、

石榴二云片岩
。

岩石 化学成分 岩石的主 要 成 分 是

写
,

、

和 、 , , 、

含 最很 低
,

表明泥质
、

粘土质含量很少
,

属非泥砂质白云石大

理岩
。

矿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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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四川会理工滋式们矿区城地质口

据四川省地矿 局 队修改

一第四系 , 一侏罗系 , ’
一河口 群黑晋组

,

一黑答组二段 , ’
一黑替组一段 ,

一闪长岩 , , ‘一辉长岩 , 入一辉 石 岩 , 入一橄榄辉石岩 , 一不整合界线 , 一推测
、

实测地质

界线 , 一压性断层 , 一压扭性断层 , 一性质不明断层

犷体产状
、

形态及挽模
、

品位 黎溪式 或乳滴状产出者
,

构成格状构造
。

铜矿由数个矿体组成
,

呈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黑等
、

中厂和铜厂沟矿区 多个矿石全分析资

多层状雁形排列 图
,

与围岩整合过渡 产 出
。

料表明 矿石中除 外
, 、

矿体倾角 、
。 ,

走向 长
,

延 深 和 的含量分别为 纬
、

和

心 ,

厚 、
。

沿走向
、

倾向变化较稳定
, ,

占总量的
。 、

含量很低
,

局部有膨缩和尖灭再现现象
。

与 无线性关系
。

含 与 也无线 性关 系
。

犷 石 及其结 构特征 主要金属矿物为斑 多数矿石显示变余沉积的带状构造
,

少数呈浸

铜矿和黄铜矿
,

次有辉铜矿
、

蓝辉铜矿
,

偶见方黄 染状构造
。

在白云石大理岩中
,

铜硫化物与有机质

铜矿
。

脉石矿物有白云石和石英等
。

矿石中含有特 相间产出
,

构成条纹状
、

纹一带状构造
。

条纹宽

征的有机质
。

左右
。

另外还有条痕状
、

浸染一条带状和 浸染

斑铜矿和黄铜矿分布不均匀
,

呈他形晶或晶拉 状构造
。

集合体分别镶嵌于白云石和石英校间
,

亦有呈片晶 硫同位素组成 硫化物硫同位素组成变

别



化范围大
,

, 一 ,

多数集 中 在 一

编
,

变化绝对值为 编
。

说明影响硫同

位素分馏的因素较多
,

硫具多源性
,

以富集重硫为

主
。

后生脉状铜矿的 , 变化在 一 灿
,

与层状铜矿的护 , 值基本上是一致的
,

说明脉 状矿

石的硫来自层状矿石
。

的
,

气液比 、
。

包裹体大小多 为 、 拜 ,

皇

圆形
、

多边形和他形
,

含盐度 、
,

并含
。

件样品测得均一温度为
。

成矿条件分析与成因

镇洲式铜矿矿体产出形态

燕祷矿区 勘裸线剖面
,

一河口 群黑瞥组 , 一白云石大理岩 , 一

铜矿体

可见
,

黎溪式铜矿的硫同位素组成
,

主要显示

沉积成因特点
, , ‘

值具很大的分散性
,

不具塔状

分布特点
,

与沉积或沉积改造型矿床十分相似
。

硫

可能主要来源于海水硫酸盐
。

矿 物 包裹体特征 黑等
、

中厂矿区的层

状矿和后生脉状矿中的包裹体
,

绝大部 分 是 液 态

黎溪式铜矿集中分布于黑祷组二段中部或中上

部的白云石大理岩中
,

显示出一定的层位性
。

如前所述
,

产于白云石大理岩中的铜矿
,

经常

与某些黑色物质伴生
,

构成条纹状
、

纹一带状和浸

染状矿石
。

这些黑色物质主要是有机质
,

而不是泥质

和粘土质
,

说明有机质与铜矿化的关系非常密切
。

不少人认为
,

黎溪式铜矿之所以斌存在乳白色

白云石大理岩中
,

是因为这种岩石属泥砂质
,

它们

在原始沉积时吸附铜质进人沉积层
,

经成岩脱水而

富集成矿
。

笔者通过研究白云石大理岩的矿物
、

化

学成分查明
,

其中白云石含量
,

石英 、
,

个别高达
。

云母类和粘土类矿物很

少
。

和 含量极低
,

而且与铜的富集无关
。

岩矿鉴定和浸蚀试验结果表明
,

矿石和围岩中

的铜硫化物很少呈碎屑状 , 硫化物的定向排列和矿

层的塑性变形不明显
。

矿石主要呈镶嵌变晶结构
。

说

明铜硫化物的形成不是在沉积或变质阶段
,

而主要

发生在成岩阶段 , 硫同位素和包裹体测温资料
,

与

上述认识一致
。

包裹体中甲烷的存在
,

进一步说明了铜矿与有

机质的密切成因关系
。

在原始沉积阶段
,

有机质吸

附从下伏岩层风化出来的铜质
,

随陆源产物一起进

人沉积盆地的沉积层中
。

沉积盆地下陷
,

导致下部

沉积物被压固
,

同时有机质腐烂而产生的 造成

了还原环境
,

有利于铜硫化物的沉积
。

故认为黎溪

式铜矿属于有机一成岩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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