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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介绍了与淋滤富集
、

溶洞堆积有关的次生富集铜矿床 —六

峰山铜矿床的地质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

并指出了其找矿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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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铜矿床主要集中在长江两岸低山丘陵地

区
。

经过建国 多年来各大专院校
、

科研单位和野

外队的研究与勘探
,

矿床成因类型被归纳为夕卡岩

型 如铜官山
、

层控黄铁矿型 如新桥
、

斑岩型

如舒家店 和石英脉型 如井边 等 种
。

冶金工业部华东地质勘查局 地质队
,

在 贵

池县境内发现并评价了一个与淋滤富集
、

溶洞堆积

有关的次生富集铜矿床 —六峰山铜矿床
,

丰富了

安徽省铜矿床的成因类型
。

该矿床埋藏浅
,

矿床上部离地表仅
,

交通方便
,

建设条件好
。

本文是在六峰山铜矿床地

质评价报告的基础上撰成
。

地质概况

本矿床位于淮阳山字型构造前弧东 典 的 南 西

段
,

杨北寨一墩上叶向斜中段之华都岭 向 斜 北 冀

图
。

区内出露地层有志留系砂页岩
, 泥 盆 系 石 英

岩
、

石英砂岩和页岩
,

石炭系砂页岩
、

灰岩
,

二盛

系健石结核灰岩
、

硅质页岩
、

砂页岩和煤层
,

三盔

画卧砂孙巨卧卧卧口口寻哑嚼画回画卧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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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区城构造胡共日

一第四 系 , 一侏罗一白坚纪构造层 一泥盆一三盈纪构造层 ,

卜展旦一志留纪构造层 , 一燕山性

人旋回第二期花岗岩 , 一酸性脉岩 , 一中性脉岩 , 一背斜轴线 , 一向斜轴线 , 一正断层 , 一逆

断层 , 一平移断层 , 一性质不明断层 , 一实
、

推侧断层 , 一地层产状 ,

卜岩相带界线 ,

卜角

度不盆合界绷 , 一矿床位皿 华都岭



系炭岩
,

第四系砾质沉积物及坡积物
。

矿区范围内岩浆活动强烈
。

东
、

西
、

北只面为

燕山期花园巩花岗岩岩基所占据
,

使华都岭向斜与

扬北寨一墩上叶向斜间隔开
,

分成三段
。

但是
,

矿

床范围内岩浆岩不发育
,

只有岩脉沿断 裂 零 星 分

布
。

岩脉本身又常常破碎成角砾状
,

并为碳酸盐胶

结
,

表明成岩之后又有构造活动
。

区内地层在印支晚期褶皱成轴向北东东的向斜

构造
,

在褶皱晚期形成
, 、 、

等走向
、

横向和

斜交断裂
。

正是由于这些断裂的活动
,

使矿床范围

内岩石破碎
,

形成构造裂隙爱育带
。 ,

断层产在高

骊山组砂页岩与黄龙组船山组灰岩地层中
。

在地表

水
、

地下水作用下
,

断裂带内的可溶性碳酸盐岩石

长期遭到溶蚀
,

形成巨大溶洞
,

为后期的铜矿堆积

提供了空间 图
。

分复杂
,

见有石英岩
、

砂页岩
、

健石
、

揭铁矿
、

辉

铜矿
、

自然铜
、

孔雀石
、

黄铁矿等
。

砾石呈梭角状
、

次梭角状
、

卵石状
。

砾径从几 至 不等
。

砂砾

均产于杂色粘土中
,

分布不均匀
。

有些砾石成水平

排列
。

砾质沉积物为本矿床主要赋矿地质体之一
。

矿床由淋滤富集型主矿体
、

溶洞堆积型中小矿

休组成
。

主矿体占铜金属量
,

东 西 长
,

最大延伸
。

矿体倾向南
,

倾角
“ ,

最厚 ,

平 均 厚
。

矿 体 中 间 膨 大
,

两 侧 迅 速 变

薄
,

厚度变化系数为
。

其中 最 大 的 一 个 矿

体
,

南北宽
,

厚
,

呈一微南倾的平卧透镜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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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翻矿床地段略口

一第四系砾质沉积物 , , 一五通组石 英 砂

岩 , 一船山组灰岩 , 一黄龙 组 灰 岩 ,

拓一栖 , 组灰岩下中段 , 入一栖段组灰 岩 上

段 , 拼一闪长份岩 , 一揭铁矿铁帽 ,

奴一花岗

闪 长斑岩 ,

卜辉铜矿一黄铜矿富矿 体 ,

一含砂砾孔雀石粘土 , 一含矿角砾状粘土

矿床特征

矿床被第四系残坡积物掩盖
。

钻探工程
、

地表

剥耳和开采
, 巳基本暴解了其本来面 目

。

矿床产出在东西长
、

延深约 地 表

最宽
,

一般 、
、

西部有顶盖的溶 洞 之

中
。

溶洞顶板为石炭系黄龙组
、

船山组灰岩
,

与溶

洞内砾质沉积物呈犬齿状接触
,

二者界线清楚
。

溶

洞底板为石炭系高骊山组砂页岩
,

因风化已成粘土

状
,

但与洞内研质沉积物有明显区别
。

砾质沉积物为杂色松散状含砂砾粘土
。

砂砾成

矿石特征

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赤铁矿
、

褐铁矿
、

辉铜

矿
、

自然洞
、

孔雀石 , 次要矿物有铜蓝
、

蓝铜矿
、

黑铜矿
、

赤铜矿 , 另有少量黄铜矿和方铅矿
。

脉石

矿物有粘土类矿物及石英
。

矿床内除铜含量较高 外
,

还有
、 、 、

、

可供综合利用
。

有害成分含量均低于允许值
。

辉铜矿 他形拉状
,

浅灰微带 蓝 色
。

反 射 率

写左右
,

非均质性可见
。

常被铜蓝交代
,

包裹并

交代黄铜矿
、

黄铁矿
。

辉铜矿多沿黄铁矿脉交代
,

形成辉铜矿脉
,

但黄铁矿晶形保存完好 , 也有的在

松散粒状黄铁矿体中交代晶粒黄铁矿或在黄铁矿晶

体外形成层膜状辉铜矿 , 还有的以 粉 末 状
、

细 拉

状
、

砾状产于粘土
、

含砂砾枯土之中
。

其粒度一般

为
,

最小
,

最大
。

自然铜 他形粒状
、

树枝状
。

反射 色 为 紫 铜

色
,

反射率大于
,

均质性
,

无双 反 射和 内 反

射
。

不完全消光
,

擦痕较多
。

主要与辉铜矿
、

黄铁

矿伴生 , 有些为褐铁矿所包裹
,

有些则散布在含砂

砾粘土之中
。

粒度细小者居多
,

大者

可达

孔雀石 与泥砂掺杂在一 起
,

呈 砂 砾 状
、

砾

状
。

粒度在几 到
,

大者可 见 肾 状
、

钟 乳

状
、

皮壳状构造
。

黄铜矿 他形粒状
、

回拉 状
、

水 滴 状
。

黄 铜

色
,

反射率 左右
,

均质性
。

多数被辉铜矿所包

裹
,

少数呈树枝状被辉铜矿穿插
。

细小他形粒状或

水滴状黄铜矿被包 裹 在 黄 铁 矿 中
。

粒 度 、
。

蓝铜矿 短柱状
,

淡蓝色
,

与孔雀石共生
,

盆



极少
。

根据光片及野外观察
,

铜矿物生成顺序如下

自然铜 , 黑铜矿
成矿作用分析

产‘、、

矿石铜雀辉孔

黄铜矿
铜蓝

蓝铜矿

矿石结构划分成 种 自形 粒 状结 构

半自形粒状结构 , 他形拉状 结 构 ,

胶状
、

鲡状结构 , 包含结构 , 破裂结构 ,

填隙结构
。

矿石构造主要有松散拉状构造 , 土状构造 , 含

砂砾土状构造
。

铜矿石最低品位
,

最高
,

全 矿

平均品位
· 。

全矿铜的品位变化系数为
。

矿石自然类型可划分为混合铜 矿 石 氧 化 率

、 和氧化铜矿石 氧化 率 大 于 写 二 大

类
。

前者占铜金属量
,

后者约 写
。

矿石中结合式氧化铜含量为
。

矿石工业类型大体分为 种 辉铜矿
、

黄

铁矿粘土型矿石
,

约占储量 , 自然铜
、

辉

铜矿
、

黑铜矿
、

黄铁矿松散拉状矿石
,

占储量 ,

辉铜矿
、

自然铜
、

黑铜矿
、

赤铜矿含砂 砾 枯

土型矿石
,

占储量 , 孔雀石含砂砾粘土型
·

矿石
,

占储盆 肠 , 肉眼未见铜矿物的含砂砾

粘土型矿石
,

占储量
。

矿床底部 主要是工号 矿 体 底 部 为
、

种矿石类型
,

显示淋滤富集特征
。

产于 溶 洞

底板之上的其他矿体
,

为
、 、

矿 石 类

型
,

显示溶洞堆积特征
。

矿石自然类型分布规律不明显
。

厚度与铜品位

之间存在正消长关系
。

某们矿床 一 ,

例面北部寮描圈

一 第四系坡积物 , 一高骊山组砂页岩 ,

一灰白色粘土 其余图例同图

根据钻孔岩心
、

剥阵点及采场观察与分析
,

矿

床氧化带发育良好
。

图 中 ①为第四系坡积物
,

厚

约
。

砾石呈棱角状
,

大的
。

砾石中见

有褐铁矿
,

极少 辉铜矿矿石和黄铁矿矿石
。

②为

褐铁矿
,

厚 、
,

矿石呈海绵状
,

具有黄铁矿 流

失空洞及黄铁矿残留休
,

多石 英 校
,

含 铜 纬 左

右
。

③为灰 白色粘土
,

含少量松散粒状辉铜矿
、

黄

铁矿透镜体
,

含铜约
。

④为 松 散 粒 状 辉 铜

矿
、

自然铜
、

黑铜矿
、

黄铁矿矿石
。

可见辉铜矿呈

脉状
,

电镀层状交代黄铁矿现象
。

含铜高达
,

平均 写
。

⑤为含矿角砾状粘土
,

可见辉铜矿细

脉
,

黄铁矿星点或细脉
,

含铜 左右
。

由此可见
,

图 可分为氧化矿石亚带 如 ②
、

淋滤矿石带 如 ③
、

次生硫化物富集亚带 如 ④
、

⑤
。

原生矿石带在本剖面 上未见
。

高骊山组上部

的透镜状黄铁矿 含铜。 ,

可能代表了本区厚

生矿石带
。

成矿作用可分为二个阶段
。

琳泣 , 翔阶段

石炭系高骊山组上部透镜状含铜黄铁矿体 含

约铜
,

本身尚不能构成工业矿体
。

在 地 表

水
、

地下水作用下
,

产生
‘

溶液
,

并顺裂隙向

下渗滤
,

交代黄铁矿而生成辉铜矿
。

后者进一步氧

化
,

形成自然铜
、

黑铜矿
。

当上述过程发生在砂页岩中含铜黄铁矿体时
,

便形成自然铜
、

黑铜矿
、

辉铜矿
、

黄铁矿富矿体
,

铜平均品位达 , 当上述过程发生在含黄铁矿

砂页岩中或含黄铁矿细脉的角砾状砂页岩中时
,

便

构成辉铜矿
、

黑铜矿
、

黄铁矿矿体
,

含铜平均品位

左右
。

这个阶段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一
。

一

一
一
一

侧蚀一堆积阶段

第一阶段发育起来的铜矿体
,

尤其是富铜矿

体
,

为本阶段成矿作用直接提供了铜的来源
。

现

在开采的富铜矿休产出标高之上的残坡积物中
,

常可以见到富铜矿石的转石被包裹在枯土之中
。



有许多钻孔矿心中亦见有该类矿石砾石与含砂砾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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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混杂在一起而构成工业矿体
。

由此推断产于破碎

带中的第一阶段形成的铜矿体
,

在溶润形成过程中

产生过剥蚀
,

铜矿石被搬运到溶洞低洼处
,

并与来自

溶洞外的泥砂和砾石一起堆积下来
。

必 须 指 出 的

是
,

虽然本阶段铜矿物的形成以剥蚀
、

堆积为主
,

但也有淋滤作用发生
。

孔雀石就可能是由含

的溶液与灰岩砾石或强烈碳酸盐化的岩脉砾石作用

的结果
。

其化学反应式如下
一 ,

一·

可以看出
,

有些产于砾质沉积物中的孔雀石
,

也是孔雀石形成后遭受剥蚀的结果
。

成矿作用两个阶段可用图 表示
。

当然
,

含铜

黄铁矿的氛化
、

淋撼与交代和溶洞的形成与充填
,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

这里只是将过程简化了
。

根据现有资料
,

笔者认为
,

矿床产出的空间
,

受构造破碎带及受其影响而发育起来的溶洞控制
。

铜质来源为高骊山组上部的透镜状含铜黄铁矿
。

矿

床内所有矿体均产生在粘土或含砂砾的粘土中
,

均

位于当今潜水面之下
,

使矿石有一个良好的封闭条

件
。

这 样
,

由 淋 薄富集或剥蚀一堆积作用形成的

含铜矿物
,

不致再度遭受风化剥蚀以至流失
。

这就

是本矿床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
。

找矿意义

目 目
目

,

圃
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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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形成过粗示宜圈
。一 中砂页岩中的含 铜 黄 铁 矿 矿 体 , 一裕

蛾之后
, 、

破坏
、 一 岩层

,

并开始被畏蚀 ,

一破碎的可溶性岩石溶蚀后留下巨大 溶 洞
,

上

部含铜黄铁矿矿休道到风化淋沁
,

在下部形成富

集 , 之上角砾岩风化成枯土
,

发生铜的二集 ,

一淋沁 集的富铜矿休被剥蚀后
,

在溶洞下 部

堆积并与来 自各处的含砂砾粘土掺杂在一起
,

同

时也有风化淋诊

一灰岩 , 一石英砂岩 , 一球伏灰岩 , 一砾质

沉积物 , 一角砾伏灰岩 , 一页岩 一透镜 伏

含铜黄铁矿体 , 一透镜状 自然铜
、

黑铜 矿
、

辉

铜矿矿体 , 一角砾伏拈土 , 一堆积方 向

矿床产在风化的构造破碎带及其以后形成的溶

洞之中
。

这种溶洞的特点是方向性明显
,

沿走向
、

倾

向均具有一定规模
。

长江中下游地区
,

五通组之上

常有炭质页岩夹黄铁矿层
,

有时可形成中小型黄铁

矿矿床
,

其中铜的含 可达
。

但通常只

作伴生矿出现
。

该层之上断裂普迫存在
,

区内新构

造运动的研究表明
,

地壳升降常可达 多
,

为

该类型铜矿的形成与保存创造了有利条件
。

由于本

类矿床中含铜矿物粒度一般细小
,

又产于类似坡积

物的含砂砾粘土之中
,

因此
,

常常不被 人 们 所 注

意
。

笔者认为在相当层位的找矿工作中
,

对貌似坡

积物的含砂砾粘土做些分析化验工作是必要的
。

在

其他层位中形成的溶洞
,

如其周围有工业矿床
,

也

要注意溶洞内是否有堆积的工业矿床或矿体
。

本文承陈伯林
、

陈文雍
、

赵俊深高级工程师审

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

文中插图承李椒琴同志清绘

在此一并致谢
。

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