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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铜矿是一个以铜为主
,

共 伴 生有铁
、

钨
、

金
、

银
、

硫的

多金属矿床
。

矿石中伴生的金
、

银多呈独立矿物存在
,

主要嵌布在斑

铜矿和石英的晶界上或充填在裂隙中
。

对伴生金
、

银的空间分布和富

集规律进行了分析
,

做到合理配矿
,

提高了矿山的经济效益
。

关键词 伴生金银赋存状态 分布及富集规律 东乡铜矿

东乡铜矿位于江西省东

乡县 北东
。

矿 一 直

以采铜为主
,

综合回 收银
。

矿石 中的金 含量 在 一

之 ’
,

年以

前基本没有计价 铜精矿 中

金品位小于
。

年开始
,

有色金

属工业总公司铜镍局 原生产部 为提高矿

山的经济效益
,

开始重视金
、

银的综合回收

和利用
,

责成我们研究“ 东 乡铜矿伴生金银

的赋存状态及富集规律 ”。

通过研究
,

查清

了铜矿石的物质组成
、

伴生金
、

银的赋存状

态
、

空间分布及富集规律
,

并发现矿体顶板

或硅化岩夹层 中含金
。

在采矿过程 中合理配

矿
,

提高了原矿金品位
,

使计价金的产量成

倍增加
,

提高了矿山的经济效益
,

达到了预

期的 目的和要求
。

矿床地质概况

东 乡铜矿位于赣东北铜多金属成矿带的

西南端
。

赋矿地层为下石炭统梓山组和 中上

石炭统壶天群
。

岩石类型主要是一套滨海一
湖泊相沉积的凝灰质砂板岩

、

硅质岩
、

白云

岩
,

夹有铁铜硫化物沉积层
。

矿 区 由石 炭 系组 成 走 向北东
“

“ ,

倾 向南东
,

倾角 一
。

的单斜构

造
。

断裂构造发育
,

北东向断层长期多阶段

活动
,

形成 了规模较大的断裂破碎带
,

对成

矿起着重要的作用
。

燕山期花岗斑岩
、

花岗

闪长斑岩小岩株
、

岩脉
,

侵人在石炭系或元

古界双娇 山群中
,

浅成斑岩的侵人对成矿
一

有

一定的叠加改造作用
。

矿 区 已 圈定 出 个铜矿体
,

个硫矿

体
,

个铁矿体
,

个钨矿体
。

矿体多呈似

层状
、

透镜状
,

少数呈岩筒状
、

脉状
。

主要矿石类型有辉铜斑铜矿型
、

含铜

胶状 黄铁矿型
、

钨铁矿型
,

另有含金硅

化岩 矿石等
。

矿石 中有益组份有铜
、

硫
、

铁
、

钨
,

伴生有银
、

金
、

秘
、

硒
、

啼等
,

均

具综合利用 价值
,

有害元素砷低于工业指

标
。

矿石 中金属矿物成分复杂
,

脉石矿物较

简单 表
。

以 网脉状
、

条带 状
、

角砾

状
、

浸染状构造为主
,

其次有块状
、

斑杂

状
、

胶状 肾状
、

豆状
、

皮壳状
、

晶洞构

造等 结构有半 自形一他形粒状
、

变 晶粒

状
、

固熔体分离的叶片状
、

乳滴状结构
,

并

见有压碎
、

交代熔蚀
、

变纤状结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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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东乡铜矿矿物成分表

类另 仁 要
次 要 微 量

斑 铜 矿
、

辉

钢 矿
、

黄 铁

矿
、

胶 状 黄

铁 矿
、

黄 铜

矿
、

赤 铁

矿
、

水 针 铁

矿
、

钨 铁

矿
、

菱铁犷

自 然 金
、

银 金

矿
、

自然蹄
、

硫

钮 银 矿
、

辉 银

矿
、

辉硒银矿
、

自然 银
、

磅 铅

矿
、

硫 铃 铜 铅

矿
、

自然铜
、

硫

钥矿
、

自然铝等

金属矿物

脉石

矿物

石 英
、

方 解

石
、

纠 云

母
、

高岭石

硫铃铜矿
、

硫铜

铭矿
、

白铁 矿
、

铜蓝
、

孔 雀 石
、

磁 铁 矿
、

黝 铜

矿
、

方铅矿
、

闪

锌 矿
、

钨锰矿
、

白 钨 矿
、

钦 铁

矿
、

毒砂
、

辉铭

矿
、

辉钥矿
、

辉

啼 铃 矿
、

硒 铅

矿
、

硫铃铅矿
、

磁黄铁矿等

白云 石
、

萤石
、

垂晶石
、

长石

金红 石
、

铅 石
、

独居石

金银的赋存状态

金银矿物的种类及嵌布特征

经显微镜鉴定和扫描电镜分析
,

金矿物

主要有 自然金
、

银金矿 银矿物有啼银矿
、

硫银秘矿
、

块辉铅秘银矿
、

辉硒铅银矿
、

自

然银等 部分硫铜秘矿
、

硫秘铜矿
、

含硒方

铅矿
、

胶状黄铁矿也含少量银
。

自然金 是主要金矿物之一
。

反射

色为金黄色
,

反射力 “
,

均质
。

主要

嵌布在乳白色石英裂隙间
,

或包裹在烟灰色

细粒石英中
,

部分产在斑铜矿与脉石矿物的

晶界上
,

金成色为
。

银金矿 是重要的金矿物
。

反射色

淡金黄色
,

其色调随金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

反 射 力
。

多嵌 布在斑铜矿与石 英
、

硫铜秘矿的晶界上或交代斑铜矿和充填在斑

铜矿的裂隙 中
,

常被褐铁矿熔蚀
,

成色为

一

啼银矿 是重要的银矿物之一
。

反

射色为带褐灰 白色
,

多呈细小圆粒状嵌布在

斑铜矿或包裹在变 晶石英的颗粒 中 表
。

表 银矿物电子探针分析 结果

矿矿物名称称

蹄蹄银矿矿 石 刀

啼啼银矿矿
,

月

硫硫银钝矿矿 刀

硫硫银铃矿矿
,

块块硫铃银矿矿

趁趁辉钮铅银矿矿矿矿

辉辉硒铅银矿矿矿矿

竺归矛沪沪产矿们

硫银 韧矿 是常见的银矿物之一
。

反射色为灰白色
。

多呈针状或纤维状集合体

充填在脉石矿物的裂隙中
,

与 自然秘
、

辉啼

秘矿
‘ 、

硫铜钞矿共生
。

新发现的矿物有块辉秘铅银矿
、

辉硒铅

银矿
、

自然银等
。

在脆硫铜秘矿
、

硫秘铜

矿
‘ 、

含硒方铅矿
、

硒铅矿 中也含少量 的银

表
。

金
、

银矿物的工艺特性

金矿物 的 形 态 多呈圆粒状
、

不规

则粒状
、

薄板状
、

片状
、

树枝状等
。

重砂富

集的金矿物表面多凸凹不平
,

个别粗颗粒表

面具有棕黑色被膜
,

可能是金矿物在硫酸铁

或二氧化锰等强氧化剂存在的酸性介质 中
,

被侵蚀污染所致
。

金
、

银矿物 的粒度特征 经显微镜

下测定
,

金矿物粒度一般为 一
,

约 占统计总数的
,

少数颗粒较粗 银

矿物粒度变化较大
,

啼银矿一般为 一
,

硫银韧矿为 一
,

个别达

一 晶洞 中的 自然银为
。

人 工

重砂富集的金矿物
,

据 粒统计
,

粒度



多 在
,

者
、

金
、

银在各矿物中的含 及配分

的 占
,

占 总 重 量 的 从组合大样中提取黄铁矿
、

斑铜矿
、

黄
。

金
、

银粒度筛析结果表明
,

在一 铜矿
、

铁氧化物 以褐铁矿为主
,

另有赤铁

目粒级 中金银明显富集
,

也说明以次显微金 矿
、

钨铁矿
、

石英等作金
、

银平衡配分

为主
,

仅有少量显微金
。

表
。

表 含银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样样号号 矿物名称称 合计计

钻钻一 含锌锑硫硫硫
,

锄锄锄 铜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钻钻一 含铁脆硫硫硫
,

铜铜铜 铂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钻钻一 含 硒 方方 夕 涛

铅铅铅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钻钻一 含 硒 方方

铅铅铅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钻钻一 含 硒 方方
,

铅铅铅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坑坑一 含 银 硫硫硫

铜铜铜 秘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坑坑一 含银脆硫硫硫

铜铜铜 秘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坑坑一 硒 铅 矿矿 刀

坑坑一 含 铜 硒硒 夕

铅铅铅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坑坑一 硫 硒 铜铜

铅铅铅 矿

表 组合大样
、

平衡配分结果

矿矿物名称称 矿物量量 含量 八 配分量 八 配分串

铁铁氧化物物 月月

黄黄 铁 矿
‘‘

胶胶状黄铁矿矿 石石

斑斑 铜 矿矿

黄黄 铜 矿矿 刀

石石 英英

其其他脉石石 乃

合合 计计

从矿物平衡配分结果看
,

石英和斑铜矿

是金
、

银的主要载体矿物
。

斑铜矿 中所含的

金 可 以 进 入 铜 精矿
,

但 脉石 中大 量 的 金

进入尾矿
。

因此
,

铜精矿 中金不到

八
。

斑铜矿 中含银高
,

每年可从铜精矿

中回收银
。

金银的空间分布及富集规律

从查定结果看
,

工号铜矿体金平均品位

为
,

号 铜 矿 体 平 均 品 位 为
· ·



八
。

因 工号矿体金 品位太低
,

故重 含量未达到工业品位
,

共组合 了 ‘ 个样

点对 正号铜矿体中金
、

银的空间分布做了系 品
,

其 金 含 量 为 一
,

平 均

统的研究
。

八
,

单样最高达 八 银含量为

金
、

银的空间分布 一 八
,

平 均 八
,

单 样 最 高达

金
、

银在不 同地质体 中的含量 对 八
。

硅化岩组合样全部参加计算
。

富铜矿体 个组 合样 品分析
,

铜矿体上覆的硅化岩
,

金
、

银含量变化比较

金含从为 一 八
,

平均 八 银 大
,

在 一 线之间的富铜矿体顶部凹槽

含量为 巧一 八
,

平均
。

富铜矿 中的硅化岩金
、

银含量高
,

而远离铜矿体则

体位于铁矿体 部
,

贫铜矿体之上
,

在富铜 低
。

矿体顶部 一 线之间金最富集
。

不 同矿石 类 型 中金
、

银的含量 在

对贫铜矿
一

体 个组合样品分析
,

金含 大量光薄片鉴定的基础上
,

对其有代表性的

址为 一 ,

平均 银含 矿石类型进行 了金
、

银分析
,

其结果 表

峨为 一 八
,

平均 八
。

在贫铜 表明 辉铜矿斑铜矿矿石含银高
,

伴生

矿体中企
、

银含景低而分散
,

一般上部比下 有金 褐铁矿斑铜矿化硅化岩含金高
,

伴生

部富
。

有银 铁矿石
、

含铜黄铁矿矿石
、

黄铁矿化

在铜矿体顶板或含铜硅化岩夹层 中 铜 砂页岩
、

块状硅化岩中金
、

银均不高
。

表 各类型矿 岩 石金银含 八 表

矿矿
‘

岩 石类型型 样品数数 金含 ,

雀提黯
银含量

噶提毫蕾
块块状斑铜矿矿石石

,

乃 力 乃乃

铁铁 矿 石石
、

含含至随岌铁矿矿石石 名
,

褐褐铁矿斑铜矿化硅化岩岩
刀 乃 、

硅硅 化 岩岩
习 刀 勺 盆盆

黄黄今失旷化砂页岩岩 芝芝 ,

‘ 少

》遥川
。

耐淤洲守
盆

声岁

拭

洲 阳

东乡铜矿 副线
、 、

下 下 乃

含 变化图
下

、



金
、

银 与铜 的 关 系 富铜矿体 中
,

铜与银呈正相关
,

相关 系数为
,

铜与

金相关性不明显
,

但在高品位铜的边部对应

的金也高 贫铜矿体 中铜与金
、

银相关性不

明显 蚀变硅化岩 中金与银相关
,

金
、

银与

铜不相关 见图
,

反映出多期多阶段成矿

的特征
。

金与银的分布是很不均匀的
,

具有

多峰式分布的特征
,

反映出金
、

银矿化是受

构造裂隙控制的
。

金
、

银的富集规律

从伴生金
、

银的空间分布来看
,

东乡铜

矿
’

的成矿作用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

在原生海

底火山喷发沉积阶段形成的似层状
、

透镜状

含铜 胶状 黄铁矿矿体
,

其金
、

银含量低

且分散 中生代叠加 了构造岩浆活动
,

使围

岩破碎并角砾岩化
、

硅化
、

绢云母 白云

母 化
、

绿泥石化等热液蚀变使硅质重结晶

形成硅化岩
,

金
、

银有所富集
,

并叠加有
、 、 、

矿化
,

形成秘
、

蹄硫盐银

矿
’

物
。

矿区位于新生代断裂构造盆地边缘的

隆起带上
,

受表生氧化淋滤作用
,

原生铜矿

体在富含氧
、

二氧化碳的大气降水与表土层

的有机质
、

腐植酸等地下水混合
,

原生矿体

的金属硫化物在含有 且
一

强酸性水介质的

作用下
,

使金属硫化物迅速氧化
,

铁
、

硅等

化学性质不活泼的元素形成赤铁矿
一

矿体
,

铁

吸附钨形成钨铁矿
一

矿体
。

从矿体 中解离出来

的
、 、 、 十

等在酸性溶液 中被

搬运
,

在不 同物理化学条件下沉淀
,

金的化

学活动性较差
,

在淋滤亚带硅化岩的构造裂

隙 中沉淀
,

形成含金硅化岩
。

银与铜被搬运

到次生富集带形成富银铜矿石
。

深部原生含

铜黄铁矿矿体 中金
、

银品位低而分散
。

合理配矿
,

提高矿 山

经济效益

年前
,

铜矿石 中金的原矿品位是
,

故铜精矿 中的金品位很难

达到 计价
。

自从查清金
、

银赋存

状态及空间分布规律后
,

进行合理配矿
,

适

当增加 一 含金硅化岩
,

或 号铜矿

体含金高的富铜矿石
,

与 号铜

矿体矿石
,

按 的比例配矿
,

提高了铜矿

石 中金的原矿 品位
。

年铜矿石 中金 品

位为
,

铜精矿 中达 八
,

计

价金 达 年铜矿
一

石 中金 品为
,

铜精矿
一

中达
,

计价金达

到
,

年创产值 万元
。

虽因原

材料涨价矿 山生产成本提高
,

但回收的金
、

银逐年增加
,

利润仍不断提高
。

在研究过程 中
,

得到东乡铜矿地测科步

正来
、

邹 自昌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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