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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分析了麻阳铜矿含矿岩系的岩相
,

探讨了矿化富 集 与岩相

的关系
。

认为含矿岩层属河口 水上三角洲网状河流环境沉 积 , 工 业

矿体主要分布在网状河道上 , 矿体的长轴方向与古河道延伸 方 向一

致
。

生产探矿应注意沿古河道寻找隐伏矿体
。

关扭润 砂岩铜矿 , 岩相 , 水上三角洲 , 网状河 , 矿体 长 轴 ,

生产探矿

麻阳铜矿为含铜砂岩型铜矿
。

该矿床 自

生现以来
,

一直被认为属河湖三角洲沉积
,

后经成岩改造成矿
。

矿体受层位控制
。

矿体

的延长方向与地层走向一致
。

勘探时采用勘

探线形式布工程
,

勘探线方向与地层走向垂

直
。

由于对含矿岩层的岩相研究不够
,

对矿

体分布及矿体长轴方向与岩相的关系没有查

清
,

采用勘探线形式布工程
,

使许多小而富

的矿体漏网
。

要扩大矿山远景
,

正确指导生

产探矿
,

查明含矿岩系的岩相显 得 十 分 重

要
。

矿体主要产在含砾中一粗砂岩或 含 砾细

砂岩中
,

少数产在细砂 岩 内
。

矿 体规模 不

一
,

走向延伸短 几十至百余米
,

倾向延

伸长 百余至几百米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

镜状
,

产状与围岩一致
。

多数矿体具侧伏现

象
。

矿体一般厚数十厘米至
,

局 部可达
。

矿石中自然铜占 以 匕 辉 铜 矿

少量
,

次生矿物有孔雀石
、

赤铜矿
。

铜矿化

呈浸染状
,

断裂中偶见有树枝状 自然铜块
。

近矿围岩未见蚀变现象
。

根据矿 体 地 质 特

征
,

该矿床的形成可能与成矿时的地下水活

动有关
。

矿床地质概迷

麻阳铜矿位于沉麻盆地中段东南侧
,

靠

近雪峰古陆北西缘
。

含矿岩系为下 白里统第

三岩组
,

平均厚度
,

由 “ 深色层 ”

和 “ 浅色层 ” 交互成层
。

深色层为紫红色泥

质粉砂岩或泥岩 浅色层主要是浅灰色含砾

中一粗砂岩 含砾细砂岩和细砂岩
。

矿 体 赎

存于浅色层中
。

矿区构造简单
,

西 南段为 一单斜构造
,

地层走向北北东
,

倾向北西西
。

东北段为一

向斜 沟造
,

轴向北北东
,

核部地 层 为 第 三

系
。

矿区断裂发育
,

多为延伸不 长的高角度

断层
,

长几十到几百米
,

极少数 在 千 米 以

上
。

含矿岩系岩性特征

含矿层主要为浅灰色
、

灰 白色或灰绿色

含砾中一粗砂岩
、

含砾细砂岩和细砂岩
。

在不

同的含矿层中
,

同种岩性其特征基本相同
,

仅厚度和分布范围有所不同
。

含珠中一粗砂岩

砾石主要是岩屑
,

成分 复 杂
,

大 小 悬

殊
,

大者粒径
,

小 者 仅 几
。

砾

石无定向排列
,

分选性 差
,

多呈棱角状
、

次

滚圆状
,

砾石含量
。

中一粗砂 粒 多

为石英和岩屑
,

长石少 量
,

石 英 含 量 一
,

岩屑约
,

长石小于
,

为典型

的颗粒支撑结构
、

孔隙式胶结
。

胶结 勿 上要



是钙质和铁质
。

岩层中斜层理发育
,

底部常

见冲刷面
,

其 有较 多的浑 圆状泥砾沉积
。

含砾细砂岩

砾石含量约
,

成分仍以岩 屑 为

主
,

磨圆度中等
,

大小不一
,

分布较均匀
。

底部常见泥砾
。

砂粒成分主要是 石 英 和 岩

屑
,

次为长石
,

另含少量云母
,

石英 长石

占
,

岩屑占
,

云母 左右
。

胶

结物多为钙质和铁质
,

少 量泥质
。

岩层 中可

见到斜层理和水平层理
。

细砂岩

砂粒成分以石英为主
,

含量约
。

岩屑

成分复杂
,

含量约
,

长石仅占 左右
,

云母含量
。

砂粒 呈浑圆 状
,

大 小 均

匀
。

胶结物以钙质为主
,

次为铁质和泥质
。

岩层中常见有水平层理
。

非含矿层主要是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和泥

岩
。

泥质粉砂岩的砂粒以石英为主
,

次为云

母
,

岩屑极少
,

泥质成分较高
。

胶结物主要

是粘土
、

钙质和铁质
。

水平层理发育
。

泥岩

的矿物成分主要是水云母和蒙 脱 石
,

含 少

最方解石
。

粉砂成分为石英和云母
,

含量较

少
,

分布较均匀
,

构成含粉砂泥质结构
。

这

两种岩石遇水极容易风化
。

含矿岩系岩相分析

矿区浅色层厚度在 以 上 的 有

层
,

其中具矿化的 层
,

有工业矿体的 层
。

浅色层与浅色层之间被 厚 的 深 色

层隔开
。

这套含矿岩系是在特定的地质环境

中形成的
,

岩层中留下的沉积
“

痕迹
” ,

正是

研究其岩相的基础
。

岩性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各种岩性在平
、

剖面上的分布具有一定

的规律性
。

在 单个浅色层中
,

含砾 中一粗 砂

岩沿走向断续分布
, 、

单体 呈 透 镜 状
、

似层

状
,

走向长仅数十至百余米
。

倾 向 延 伸 稳

定
,

长者可达数百米
,

其延长方向略有变化
,

但总的方向为北西
。

含砾细砂岩大多沿含砾

中一粗砂岩边缘分布
,

两者呈过渡关系
。

含砾

细砂岩单体在近地表走向延伸短
,

倾向延伸

长
。

细砂岩主要分布在含砾细砂岩
、

含砾中

粗砂岩的边缘
,

沿倾斜延至深部
。

细砂岩沿

走向连成一体
,

投倾向变薄
,

逐渐过渡到紫

红色泥质粉砂岩
。

把单个浅色层各 岩性的分布投影到水平

面上 图
,

显示 出网状河流的痕迹 含

砾中一粗砂岩分布的地方
,

为网状河的河床
,

其两侧含砾细砂岩
、

细砂岩分布的地段为网

河滩
。

含砾中一粗砂岩延伸方向的变化
,

亦为网状河道延伸方向的变化
,

表明网状河

道分布范围内地势较平坦
。

从南东往北

西
,

含砾中一粗砂岩逐渐过渡到含砾细砂岩
、

细砂岩
,

再过渡到泥质粉砂岩
、

泥岩
,

说明

当时的水流方向是由南东往北西
,

并逐渐进

人深水地段
。

深色层分布在浅色层的顶底板
,

两者界

线大多清楚
,

岩性差别很大
。

深色层沿走向

,

, ·

⋯,

心认

丫
口

、

曰

麻阳们矿 号矿层岩性分布示 , 日

一矿层露头线 , 一勘探线及编号 一 含砾 中

粗砂岩 , 一 含砾细砂岩
、

细砂岩 , 一泥质 粉

砂岩



和倾向延伸都比较稳定
,

说明浅色层沉积之

后
,

被迅速淹没在较深的水下
,

沉积颗粒较

细的物质 深色层 深色 层沉积之后
,

又露

出水面或接近水面
,

其上形成网状河
,

沉积

较粗的碎屑物 浅色层
。

这种沉积方式的反

复进行
,

形成了一套由浅色层和深色层交互

成层的岩系
。

原生沉积构遭特征分析

岩层中常见的原生沉积构造有泥裂
、

冲

刷面和层理
。

这些沉积构造的特征及分布
,

都说明当时的沉积环境是动荡不定的
。

泥 裂 出现在深色层顶板
,

紧靠

浅色层的部位
,

有的地段见龟裂纹
。

泥裂裂

口上宽
,

深 左右
,

内有浅 色 层

物质充填
,

说明深色层沉积之后
,

的确露出

过水面
,

在干旱气候条件下
,

暴露过一段时

间
,

之后又接受浅色层物质的沉积
。

冲别 面 发育于深色层顶板与浅

色层接触部位
。

冲刷面呈波状起伏
,

有的地

方呈冲刷槽
。

在冲刷面上
,

沉积有 含 砾中

粗砂岩
,

其中泥砾含量较多 , 局部见小块泥

卷
。

泥砾和泥卷的物质成分与冲刷面下部的

深色层物质成分相同
。

这表明浅色层 中的含

砾中一粗砂岩沉积时
,

水动力较强
,

深 色 层

慈出水面后
,

确有河流相物质沉积于其上
。

层理 分水平层理和斜层理
。

水

平层理发育于深色层中
,

浅色层的细砂岩里

也可见到
。

深色层中水平层理的细层较浅色

层中的明显
,

延伸也比较稳定
,

单个细层厚
·

,

代表沉积环境相 对 稳 定
,

亦

说明沉积时水有一定的深度
,

水动力较弱
。

交错层理常见于浅色层的含砾 中一粗砂岩中
,

其细层层面不十分清楚
,

厚度变化大
,

含有

大小不等的砾石 图
。

细层向北西倾斜
,

局部 有小的变化
,

倾角变 化大
,

表明沉积时

水流方向无多大改变
,

水的深度和流速却经

常变化
,

这正是河流沉 织的特点
,

用赤平投

影恢复细层原始产状
,

倾向仍为北西
,

说明

当时水流方向是山南东往北西
。

乙 护

若

及料层理

麻阳翻矿担丘 号矿层交 层班

素描圈

粒度分析

对第三亚组
一

勺 主要含矿 层 系 统

采样
,

用薄片法进行拉度统计
,

将 测 量 结

果用图解和福克
、

沃德公式求得粒度参数 见

下表
。

麻阳们矿下白班统第三亚组主共含矿层

较度价 傲

, ” 名 称

⋯
变‘七范围 极 差

⋯
均 。

九︸﹄了

⋯
,八“八“‘算术平均值

中位数

简单分散系数
。

司

标准偏差

概括图解偏度

峰态

。 。

。 。

。 。

。 。

一
。 。

。 。

。

。

。

。

一
。

。

表中。 值与福克和沃德按。 划分的分选

性等级相比
,

属分选性中等至分选 差
。 ,

变化范围较大
,

其均值为 一 ,

属 正 偏的

占
,

近对称的为
,

负偏占
。

值中属宽峰的占
,

中等的 占
,

窄峰的占
,

以中等峰态为主体
,

说明

沉积物分选性是较差的
。

所采样品 值 一 诱 和 值

价 相差较大
。

根据 号 矿

层样品
、

值编 制 一 图 图
,

样点

集中处
,

落 庄三角洲及冲积扇 沉 积的 一 对

图 布尔
,

中 段内
,

说明沉 积物

的结构成熟度较低
,

属网 诀河流环境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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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铜矿皿号矿层砂岩 一 口

综上所述
,

麻阳铜矿含矿岩系应属河 口

三角洲沉积
。

由于地壳震荡运动或 季节性水

位变化
,

这个三角洲有时被淹没在较深的水

下
,

沉积粉砂质
、

泥质沉积物 深色层 有

时露出水面或接近 水面
,

接受网状河流的沉

积 浅色层
,

并形成典型的层面构造
。

矿化与岩相的关系

该矿床矿体具以下特点 矿 体 产

在透水层 中
,

其顶底板是隔水 层
,

矿化在冲

刷面更为富集
。

矿体产状与围岩产状一

致
,

其长轴方向与地层走向近于直交
,

侧伏

方向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

矿体多沿古网

状河道分布
,

且延长方向与古河道延伸方向

近于一致
。

含矿层具退色现象
,

矿层 中

常见有退色不完全的紫红色泥砾
,

局部与顶

底板围岩颜色呈渐变关系
。

矿体中未见

原生含铜砂
、

砾
,

围岩无蚀变现象
。

对

主要金属矿物 自然铜进行包裹体测温
,

无起

爆温度
。

这些现象说明
,

矿床的形成与成矿时
,

的地下水活动有一定关系
。

成矿物质以多种

形式搬运到湖盆
,

呈吸附状态或络合物形式

撇运的
,

沉积在湖盆深处或浅湖地带 以机

械形式搬运的
,

在河 口三角洲沉积
。

由于河

口三角洲属氧化环境
,

成矿物质不断氧化
、

溶解
。

又因沉积物呈层状
,

向湖 盆 中 心 倾

斜
,

成矿物质随地下水缓慢向湖盆中心迁移
。

当盆地沉积达到最大限度
,

便向上返回 伴

随有褶皱和断裂
,

导致地下水携带成 矿 物

质向湖 认方向
“

倒灌
” ,

在有利部位聚集成矿
。

河 三角洲 的网状河
,

总的 说来是 向湖心

方向延伸
,

河道 丘沉积了一套孔隙度较好的

碎屑物
,

其顶底板有紫红色泥质岩层隔挡
,

是地下水 “ 倒灌 ” 的良好通道
,

也是成矿物

质富集的有利 场所
。

因此
,

工业矿体主要分布

在 占网状河道 上
,

矿体的长轴 方向与古河道

延伸方向一致
。

麻 阳铜矿古网状河总的延伸

方向为北西
,

因而矿体长轴方向也是北西向
。

工业矿化主要分布在古河道上
,

含矿岩

系沉积时的古地理又控制 了古河道的移动方

向和幅度
,

因而也就控制 了矿化范围
。

在麻

阳铜矿
,

卜一浅色层中的矿化范围相对于下

一浅色层中的矿化范围
,

有向某一方向侧列

的趋势
,

这与古河道在不同时期向某一方向

摆动有关
。

如皿号矿层
,

矿化范 围 在 。

。线之间
,

往上到 号矿层
,

矿化范围摆

至 , 线 图
。

这说明皿 号 含 矿层

沉积之后
,

网状河向北迁移
。

勘 探 一 纽呈一
职职 坛 —一 一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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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叮叮
一 飞

名一陆儿儿
【二二二二二二二

丫二二二二 口口
一

「不不不
土

日日
日日

一

圈 麻阳们矿主共含矿层矿化

范口示愈口

据麻阳铜矿地测科

从上到下
,

矿层时代由老到新

找矿方向探讨

由于矿体的分布及其延长方向受古网状

河道控制
,

今后的找矿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在具有一定厚度和规模的浅色 层中

寻找古网伏河道
,

这里通常沉积有透水性较

好的含砾中一粗砂岩
,

是地下水环流的通道
,

在适当的物化条件下
,

易形成工业矿体
。



对 于已发现 沪体的浅色层
,

从岩性

特征
、

层理
、

层面构造入 手
,

研究古河道延

伸方向的变化
,

顺共方向追索矿体
。

在未发

现矿体的浅色层中
,

通过编岩相图
,

确定古

河道的位置和延伸方向
,

寻找新的矿体
。

注意寻找古网状河道分支
、

交汇的

部位
,

这些部位是地下水循环
、

成矿物质聚

集的有利地段
,

有可能找到大而富的矿体
。

含砾中一粗砂岩向细砂岩过渡的地 带
,

是 地

下水改变流速和流动方式的地方
,

也有利成

矿物质的聚集
。

原勘探线方向与古河道延伸方向近

于平行
,

且线距较大
,

有可能在 勘探

线之间漏掉矿体
,

生产探矿应在原勘探线之

间加密工程
。

对于勘探时圈得的矿体
,

特别是

单工程 上圈得的小矿体
,

注意沿古河道延伸

方向进行追索
,

矿体有可能沿古河道延伸方

向侧伏
。

根据古河道摆动规律
,

进 一步查 明

相邻含矿层矿化范围的摆动方向 和 偏 移 幅

度
,

以寻找新的矿化地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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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 》 年征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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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报 勘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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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
、

院校及乡镇 企 业 等单

道我国各种非金属矿地质
、

采矿
、

选矿加工及其制 位
,

读者对象为科技人员
、

领导干部
、

院校师生和

品的有关论文
、

科技成果
、

生产经验以及专论等
,

工人等
。

并辟有开发与应用
、

各地非金属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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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报道国内外黄金科研成

果及动态
,

评述黄金科研发展趋向
,

选收国外金矿

成矿理论
、

找矿方法和选
、

冶技术方面的新观点
、

新

手段和新进展
。

其宗旨是交流信息
,

促进我国黄金

事业的发雇
。

《幼态 》将以理论性
、

知识性
、

实用性
、

时效性

站在黄金科研与生产最前列
,

以较大信息量等为特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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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并提出改进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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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期定价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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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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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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