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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产于元古宙裂谷带 矿化主岩为块状硅质岩和条纹 带 状硅质岩 块状硅质岩

的 ≥ 含量为 ∗ 条纹 带 状硅质岩的 ≥ 含量为 ∗ 在 × 和

关系图上和 ≤ ≤∏ ° ∂ 关系图上 其成分投影点均落入与海底热水系统有

关或热水沉积岩区的硅质岩区 蓑衣坡矿区矿石的稀土元素总量变化大 且显示轻稀土元素富集 叠加的成矿作用

引起轻稀土元素含量升高 并具铈负异常 !铕异常不明显的特点 ∀ 矿石内矿物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为 ∗

ε 盐度 ω ≤ 为 ∗ 成矿流体属 ≤ ≥ 型和 ≥ 型 ∀ 矿石的 Δ ≥ 值为

ϕ ∗ ϕ Δ 值为 ϕ 矿石中石英的 Δ 值为 ϕ ∗ ϕ 位于热泉型石英的 Δ 值变化区

间 ϕ ∗ ϕ ∀矿石中黄铁矿内流体包裹体的 Δ⁄值为 ϕ 其 Δ 值为 ϕ 接近美国黄石公

园酸性热泉的 Δ⁄值和 Δ 值 ∀含矿硅质岩的 ° ° 比值为 ∗ ° ° 比值为 ∗

° ° 比值为 ∗ ∀根据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笔者认为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的成

因类型属裂谷处于拉张裂陷阶段发生的喷流沉积作用形成的硅质岩型铜矿床 ∀

关键词  地质学 硅质岩型铜矿床 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蓑衣坡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东川铜矿是我国重要的铜矿资源基地之一 曾

有许多学者在该地开展过找矿工作 并从不同的角

度对其成矿规律 !控矿因素及成矿机理进行了论述

龚琳等 冉崇英 涂光炽 ∀其中

林文达等 提出 东川滥泥坪存在一套热水沉

积岩 与之相伴的硅质岩铜矿是东川铜矿成矿系列

中的一个新类型 ∀但是 对该类型铜矿尚未有人做

过详细研究 ∀在东川滥泥坪矿区蓑衣坡矿段 笔者

对其深部硅质岩型铜矿床开展了野外矿床地质研究

工作 对该矿床的矿化主岩进行了岩石化学分析 对

矿石 矿物 的微量元素 !稀土元素 !流体包裹体及同

位素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测试分析 归纳了该矿床

的地质地球化学证据 并提出了该矿床的成因类型 ∀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的地质特征

1 1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东川铜矿位于川滇南北向构造带中段的东缘

图 矿化赋存在中元古界昆阳群因民组的中上

部 ∀根据沉积建造的特点及其空间分布 结合区域

地球物理场 地壳厚度重力异常 !磁异常 特征 笔者

认为 因民组是在裂谷处于主拉张裂陷发育阶段形

成的 ∀在拉张裂陷发育过程中 同沉积断裂活动活

跃 造成谷底地形反差大 岩相变异明显 火山活动

频繁 形成了汤丹型 !小水井型 !稀矿山型和蓑衣坡

型等 种类型沉积组合 ∀硅质岩型铜矿产于蓑衣坡

型沉积组合中 ∀

蓑衣坡型沉积组合的因民组分为 个岩性段

自下而上依次为火山 沉积砾岩段 !沉凝灰岩段

下 !铁矿层段 !沉凝灰岩段 上 !紫色岩层段和硅

质岩段 ∀硅质岩段的硅质岩是铜矿化的主岩 ∀

1 2  矿化主岩的岩性特征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的矿化主岩是产于因民

组上部的硅质岩 出露于标高 以下的蓑衣坡

矿段的 √ ! !¬及 等中段 ∀ 中段的硅质岩 其

Ξ 本文得到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生产矿山周边二轮找矿专项 中色铜矿字第 号文 及科学技术部大型锡矿山接替资源探

查技术与示范项目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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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川蓑衣坡铜矿区地质略图 据 Β 地质图改编

ƒ  ≥∏ ⁄ ∏ Β

厚度较大 向外渐次变薄 !尖灭 呈透镜状地质体产

出 与上 !下岩层整合接触 ∀

硅质岩主要呈灰色 !浅肉红色 一般不具层理

主要矿物为石英 !硅粒 屑 次要矿物有绢云母 !赤

铁矿 !碳酸盐 !有机质 还有少量电气石 !磷灰石和硫

化物 ∀石英为自生石英 呈他形粒状和不规则状产

出 其边界棱角清晰 ∀硅粒 屑 是由微晶 细晶状石

英 粒径为 ∗ 组成的集合体 不具陆

源碎屑特征 ∀经重结晶作用 硅质岩的石英粒度变

粗 ∀岩石具紧密镶嵌的半自形粒状结构 块状和条

纹 带 状构造 ∀

根据岩石的矿物组成 !产状和结构构造特征 将

硅质岩划分为两类 块状硅质岩和条纹 带 状硅质

岩 ∀

块状硅质岩产于硅质岩体的中部 主要由微晶

石英组成 其粒度较粗 含少量的黄铁矿 !白云石和

黄铜矿 !斑铜矿等 ∀岩石具半自形粒状结构 块状构

造 ∀

条纹 带 状硅质岩产于块状硅质岩的外侧 由

硅质条纹 带 !碳酸盐条纹 带 和碳泥质条纹 带

组成 以硅质条纹 带 为主 ∀碳泥质条纹 带 常呈

弯曲状条纹 带 或薄膜夹于硅质条纹 带 之间 其

中常含有黄铁矿莓球 偶见黄铜矿莓球 ∀条纹 带

状硅质岩含有数量不等的硫化物 !绢云母 !方解石及

碳质物 ∀岩石具他形 半自形微细粒结构 !条纹 带

状构造 ∀

1 3  矿化特征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的矿化严格地受地层层

位和岩性控制 ∀矿化主要呈条带状和浸染状 产于

中元古界昆阳群因民组上部硅质岩内 矿体呈似层

状或透镜状产出 其产状与地层产状一致 走向 ∞

∗ β 倾向 • 倾角 ∗ β ∀蓑衣坡硅质岩型

铜矿床矿体的主要特征见表 ∀

根据矿石的产状 !矿物组成 !结构构造和矿化主

岩的岩性特征 将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的矿石分

为两类 块状矿石和条纹 带 状矿石 ∀

块状铜矿石产于块状硅质岩内 主要赋存在矿

区中部 中段 其次为矿区北部 √ 中段 ∀其主

要金属矿物是黄铁矿 !黄铜矿 有少量斑铜矿 !辉铜

矿 ∀非金属矿物是石英 !白云石 !绢云母和碳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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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矿体的主要特征

Ταβλε 1  Μαιν γεολογιχαλ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τηε Συοψιπο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容矿岩石
揭露地段

形态 产状 厚度 品位 ω 矿化组合 脉石矿物
构造发育

状况
矿化程度

延深斜距

√ 巷 层状 β Ν β ∗ 黄铁矿 !黄铜
矿

石 英 ! 白 云
石 !碳质

• ! ∞ 向两组
断裂发育

富集

中段 层状 β Ν β ∗ 黄铁矿 !黄铜
矿 !斑铜矿

石 英 ! 绢 云
母 !碳质

• ! ∞ 向两组
断裂发育

富集

¬中段 层状 ∗ 黄铁矿 黄铜
矿

石英 !白云母 !
绢云母

• ! ∞ 向两组
断裂发育

贫

矿石内的黄铁矿主要呈他形晶产出 粒度较细

∗ ∀

条纹 带 状铜矿石赋存在条纹 带 状硅质岩

中 主要分布在矿区南部和北部 √ 中段和 ¬中段 ∀

其主要金属矿物是黄铁矿和黄铜矿 有少量或微量

的斑铜矿 未见辉铜矿 ∀非金属矿物是石英 !白云

石 !绢云母 !碳酸盐类等 ∀矿石内的黄铁矿呈立方体

和五角十二面体的自形 半自形晶产出 粒度较粗

∗ ∀黄铜矿一般呈细粒他形晶 粒度为

∗ 与他形的黄铁矿密切相伴产出 两

者相互嵌生 ∀

蓑衣坡矿区还存在石英脉型铜矿化 ∀野外观察

表明 这类铜矿化仅见于块状硅质岩内 其矿石的矿

物共生组合与块状硅质岩内的块状铜矿石一致 金

属矿物为黄铁矿 !黄铜矿 !斑铜矿和辉铜矿 非金属

矿物为石英和白云石 ∀含矿石英脉的宽度为 左

右 宽处可达 矿脉的形态 !产状特征显示 它

们是由含矿流体充填张性裂隙而成 ∀

表 资料还表明 产于 中段的块状硅质岩型

铜矿石 其铜品位为 ∗ 产于 ¬中段的

条纹 带 状硅质岩型铜矿石 其铜品位为 ∗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体存在着矿化分带 即自

矿体的中部向其南 !北两侧 矿化特征表现出规律性

变化 ≠ 矿体中部为块状硅质岩型矿石 南 !北两侧

渐变为条纹 带 状硅质岩型矿石 且矿石的铜品位

相应地由富变贫 矿体中部的矿石 其铜矿物为黄

铜矿 !斑铜矿和辉铜矿 而矿体南 !北部的矿石 其铜

矿物为黄铜矿 矿体北部出现的含斑铜矿的矿石 仅

见于靠近块状硅质岩型矿化的部位 ≈ 矿体中部还

出现石英脉型铜矿化 而矿体南 !北部缺失石英脉型

铜矿化 …矿体中部的黄铁矿是他形晶细粒黄铁矿

而矿体南 !北部的黄铁矿是立方体或五角十二面体

黄铁矿 且粒度较粗 他形的细粒黄铁矿含量极少 ∀

1 4  矿石的结构 !构造特征

 矿石结构

包含结构 见于条纹 带 状和浸染状矿石

中 表现为粗大的自形 半自形黄铁矿晶粒包含黄铜

矿 !斑铜矿等矿物 被包含的矿物多呈他形晶或浑圆

状产出 粒径一般小于 ∀表明黄铁矿形成

晚于黄铜矿 !斑铜矿 ∀

乳浊状结构 黄铜矿 !斑铜矿呈细小乳滴

状 无规律地分散在黄铁矿内 ∀这类矿石结构见于

条纹 带 状 !浸染状和脉状矿石中 ∀

压碎结构 黄铁矿 !黄铜矿呈碎裂状颗粒产

出 具棱角的碎片之间略显一定的熔融现象 碎片粒

径大多相近 ∀

镶边结构和网状结构 他形黄铁矿沿自形

黄铁矿的边缘向中心交代 形成镶边结构 或沿裂

隙 !解理交代 形成网状结构 ∀黄铜矿沿黄铁矿解

理 !裂隙交代 形成网状结构 ∀

自形或半自形变晶结构 石英和白云石经

重结晶作用 使粒径增大 自形程度增高 ∀

 矿石构造

条带状构造 黄铁矿 !黄铜矿等金属硫化物

组成连续或断续条带沿层理分布 与围岩产状一致

随围岩同步褶曲变形 ∀

浸染状构造 黄铜矿 !黄铁矿呈条纹浸染

状 !稀疏浸染状或稠密浸染状产于矿石中 形成各种

浸染状构造 ∀

脉状构造 见于矿区中部 由含矿流体充填

于块状硅质岩的裂隙内 形成脉状铜矿化 其脉壁清

晰 ∀

 蓑衣坡铜矿床的地球化学特征

2 1  矿化主岩的岩石化学特征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的矿化主岩为硅质岩

硅质岩的岩石化学资料见表 ∀据现有资料 提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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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内硅质岩的岩石化学成分( ωΒ/ %)

Ταβλε 2  Πετροχηεμιχαλ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σιλιχεουσροχκσιν τηε Συοψιπο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 ωΒ/ %)

序号 矿床类型及样品号 ≥ × ƒ ƒ ≤ ° 烧失量 总和

蓑衣坡式铜矿块状硅质岩

平均值

蓑衣坡式铜矿条纹 带 状硅质岩

平均值

与生物成因有关的硅质岩

与火山活动有关的硅质岩

大厂矿区的硅质岩

序号 ∗ 及 ∗ 为本次研究成果 测试单位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 ∗ 及 ∗ 为引自林文达等 为引自

为引自王京彬等 为引自韩发等 ∀ 内为样品数 ∀

下认识

岩石化学资料表明 蓑衣坡矿区存在两种

硅质岩 两者的岩石化学特征明显不同 ∀块状硅质

岩的 ≥ 含量高 ∗ 平均为

ƒ ! !≤ ! 及烧失量含量低

条纹 带 状硅质岩的 ≥ 含量低 ∗

平均为 ! ƒ ! !

≤ ! 及烧失量含量较高 ∀

前人研究成果 °

王京彬等 郑明华 韩发等

表明 硅质岩具多成因特征 不同成因的硅质岩 其

岩石化学特征不同 ∀ 在表现不同成因硅质岩的

× 和 关系图 图 !图

上 蓑衣坡矿区矿化主岩的投影点均落入与海底

热水系统有关的硅质岩展布区 ∀

2 2  矿石的微量元素含量特征

表 提供了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矿石的微量

元素含量资料 从中获得以下认识

块状硅质岩型矿石展布区 中段 的矿

石 铜品位较高 且品位变化较小 条纹 带 状硅质

岩型矿石展布区 √ 中段和 ¬中段 的矿石 其铜品

位较低 且品位变化大 ∀为了揭示其微量元素的含

量及变化特征 笔者计算了它们的平均含量及其方

差 表 结果显示 块状硅质岩的 ° 和

的平均含量及其方差 均大于条纹 带 状硅质岩

相应元素的平均含量及其方差 而 ≤ ∂ × 等元素

的平均含量及其方差 块状硅质岩则小于条纹 带

状硅质岩 ∀

如果以 和 为界 划分出矿化岩 !贫

矿石和富矿石 可以发现 三者的微量元素含量特征

不同 ∀矿石 贫矿石和富矿石 的 ≤ ×

等元素的含量较高 而矿化岩的相应元素含量低 富

矿石的 ≤ ∂ 含量为 ≅ ∗ ≅

平均含量为 ≅ 贫矿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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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硅质岩的 × 投影图 据韩发等

ƒ  × ∏

∂ 含量为 ≅ ∗ ≅ 平均含量为

≅ 矿化岩的 ≤ ∂ 含量小于 ≅

∗ ≅ 平均含量为 ≅ ∀

在 设计的判别图解中 蓑衣坡矿

区的矿石和矿化岩 其微量元素含量的投影点全部

图  硅质岩的 投影图

据韩发等

ƒ  ∏

表 3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硅质岩微量元素特征

Ταβλε 3  Τραχε ελεμεντ χοντεντσ οφ σιλιχεουσροχκσιν τηε Συοψιπο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岩石名称

及样品号
采样位置

ω

≤∏ ° ≤ ≤ ∂ × ≥
× ∂ ≤

块状硅质岩

中段

中段

中段

中段

中段

平均值

方差

条带状硅质岩

√ 中段

中段

¬中段

¬中段

¬中段

¬中段

¬中段

平均值

方差

 测试单位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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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蓑衣坡铜矿床硅质岩微量元素判别图

ƒ  ⁄

≥∏

落入热水沉积区 图 ∀

2 3  矿石的稀土元素组成特征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区矿石的稀土元素含量及

组成特征资料见表 其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如图 所

示 ∀图表资料表明

图  蓑衣坡铜矿床硅质岩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

ƒ  ≤ ∞∞ ∏

≥∏

表 4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硅质岩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ωΒ/ 10
− 6)

Ταβλε 4  Ραρε εαρτη ελεμεντ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σιλιχεουσροχκσιν τηε Συοψιπο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ωΒ/ 1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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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石的 2 ∞∞为

≅ ∗ ≅ ∞∞ ∞∞比值为

∗ Δ≤ 值为 ∗

Δ∞∏值为 ∗ ∀表明蓑衣坡矿区的矿石具

有稀土元素总量变化大 !轻稀土元素富集 !绝大部分

具铈的负异常 !铕的异常不明显等特征 ∀

根据稀土元素含量及其配分曲线特征 可

以将它们分为两组 ∀第一组由 ! !

号样品构成 第二组由 ! ! !

号样品构成 ∀ 前者的稀土元素总量高 ∞∞

∞∞比值较大 Δ≤ 值 !Δ∞∏值较高 后者的稀土元

素总量较低 ∞∞ ∞∞比值较小 Δ≤ 值 !Δ∞∏值

较低 ∀

矿石的稀土元素含量特征与矿化主岩的岩

性特点及铜品位具一定关系 ∀第一组的铜品位较

高 第二组的铜品位较低 ∀

在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上 第一组样品的

曲线 协调性差 第二组样品的曲线 协调性好 ∀反

映出铜品位较高的矿石受到叠加的成矿作用 形成

石英脉型铜矿化 使其稀土元素组成特征发生改变

轻稀土元素含量升高 ∀

2 4  矿物流体包裹体特征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的矿物流体包裹体特征

表 表明 矿石中的石英 其流体包裹体形态复杂

常呈不规则状 !扁圆形和椭圆形产出 呈面状或线状

分布 包裹体体积细小 直径一般为 ∗ Λ 流体

包裹体类型单一 属液相包裹体 其气相百分数为

∀均一法测温 未作压力校正 获得包裹体形成

温度为 ∗ ε 平均温度为 ∗ ε 盐度

ω ≤ 为 ∗ ∀据此推测 蓑衣坡硅

质岩型铜矿床的成矿流体属低盐度的中低温热液 ∀

流体包裹体成分资料 表 显示 其

≤ 和 ≥ 等含量较高 据此可以确定 蓑

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的成矿流体属于 ≤

≥ 型和 ≥ 型 ∀

结合地质产状及样品的铜品位分析 采自 中

段块状硅质岩的样品和铜品位超过 的样品 其

阳离子和阴离子浓度明显地高于采自条纹 带 状硅

质岩的样品和铜品位低于 的样品 ∀

2 5  矿床的同位素组成特征

经测定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内黄铁矿的Δ ≥

值变化范围大 为 ϕ ∗ ϕ 表 极差

达 ϕ 其中 个负值的平均值为 ϕ 正值为

ϕ ∀这些资料表明 该矿床成矿作用的硫源

不是单一来源 详细情况另文讨论 ∀

含矿硅质岩的 Δ 为 ϕ 与火山沉积硅质

岩的 Δ 值 ϕ ∗ ϕ 一致 ∀含矿硅质岩石

英三件样品的 Δ 值分别为 ϕ ! ϕ 和

ϕ 表 平均值为 ϕ 位于热泉型石英的

Δ 值变化区间 ϕ ∗ ϕ ∀

黄铁矿内流体包裹体的 Δ⁄ 值为 ϕ

Δ 值为 ϕ 在 Δ⁄ Δ 关系图上 其投影

点位于大气降水线的右下方 !变质水和原生岩浆水

范围之外 接近美国黄石公园的酸性热泉的 Δ⁄值和

Δ 值 ∀

五件含矿硅质岩的铅同位素组成资料见表 据

表 5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矿物包裹体特征

Ταβλε 5  Φλυιδ ινχλυσιον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θυαρτζ ιν τηε Συοψιπο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岩石类型

及样品号
采样位置

包裹体大小

Λ
包裹体类型

气相百分数 均一温度 ε

范围 平均值
盐度

条纹 带 状硅质岩

¬中段 ∗ 液相 ∗

¬中段 ∗ 液相 ∗

¬中段 ∗ 液相 ∗

¬中段 ∗ 液相 ∗

¬中段 ∗ 液相 ∗

条纹 带 状硅质岩

中段 ∗ 液相 ∗

中段 ∗ 液相 ∗

块状硅质岩

中段 ∗ 液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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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矿物包裹体成分组成特征( ωΒ/ 10
− 6)

Ταβλε 6  Γασεουσ ανδ φλυιδ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ινχλυσιονσιν τηε Συοψιπο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ωΒ/ 10
− 6)

块状硅质岩 条带状硅质岩

≤∏含量

测试矿物 黄铁矿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

ƒ

≤

≥

3

≤ 3

ƒ ≤ 3

≥ ≤ 3

包裹体成
分类型

≤

≥ ≥

≤

≥

≤

≥

≤

≥ ≥

≤

≥

≤

≥

 测试单位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 ∀ 3 比值单位为 ∀

表 7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硫同位素组成特征

Ταβλε 7  Συλφυρ Ισοτοπε χομ ποσιτιοναλ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τηε Συοψιπο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样品号 采样位置 岩石类型 Δ ≥ ϕ

中段 块状硅质岩

中段 块状硅质岩

¬中段 条纹 带 状硅质岩

¬中段 条纹 带 状硅质岩

测试仪器及精度 × 质谱仪 以 ≤⁄× 为标准 分析精度为 ?

ϕ 测试单位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同位素室 ∀

图  蓑衣坡硅质岩铜矿铅同位素 ° ° ° °

投影图

ƒ  ° ° √ ∏ ° °

≥∏

其绘制出图 和图 ∀据图表资料 可归纳出蓑衣坡

硅质岩型铜矿区的铅同位素组成特征 ≠ ° °

比值为 ∗ 变化率为 °

° 比值为 ∗ 变化率为

° ° 比值为 ∗ 变化率为

属异常铅 ∀ 在 ° ° ° ° 坐

标图 图 上 投影点呈现较好的线性关系 在

° ° ° ° 坐标图 图 上 投影点分

散 处理后得铅斜率 相关系数

图  蓑衣坡硅质岩铜矿铅同位素 ° ° ° °

投影图

ƒ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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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氧同位素组成特征

Ταβλε 8  Οξψγεν ισοτοπε χομ ποσιτιοναλ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τηε Συοψιπο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样品号 采样位置 岩石类型 测定 岩石 矿物
Δ ϕ ≥ •

矿物

Δ ϕ ≥ •

计算包裹体水

Δ⁄ ϕ ≥ •

包裹体水
备注

中段 块状硅质岩 硅质岩 包裹体水

中段 块状硅质岩 黄铁矿 计算水

中段 块状硅质岩 石英 包裹体水

¬中段 块状硅质岩 石英 包裹体水

¬中段 条带状硅质岩 石英 包裹体水

测试仪器及精度 × 质谱仪 以 ≥ • 为标准 Δ 的分析精度为 ϕ Δ⁄的分析精度为 ϕ 测试单位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同位素室 ∀

表 9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铅同位素组成特征

Ταβλε 9  Λεαδ ισοτοπε χομ ποσιτιοναλ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σ οφ τηε Συοψιπο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样品号 采样位置 矿 岩 石名称 ° ° ° ° ° ° Λ

中段 块状硅质岩

中段 块状硅质岩

中段 块状硅质岩

¬中段 条带状硅质岩

¬中段 条带状硅质岩

测试仪器 × 质谱仪 引用标准为 ≥ 测试单位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同位素室 ∀

求得放射成因铅母体的 大年龄值为

∀

 结  论

蓑衣坡硅质岩铜矿产于中元古界昆阳群因

民组上部硅质岩内 矿体呈似层状或透镜状产出 ∀

矿化严格地受地层层位和岩性控制 矿化主岩为块

状硅质岩和条带状硅质岩 ∀

矿体分带明显 ∀矿体中部为块状硅质岩型

铜矿石 其铜矿物为黄铜矿 !斑铜矿和辉铜矿 黄铁

矿是他形晶细粒黄铁矿 并出现石英脉型铜矿石 ∀

矿体南部 !北部为条纹 带 状硅质岩型矿石 其铜矿

物仅为黄铜矿 黄铁矿是立方体或五角十二面体黄

铁矿 且粒度较粗 他形细粒黄铁矿含量极少 缺失

石英脉型铜矿石 ∀从矿体中部向南 !北两侧铜品位

由富变贫 趋势明显 ∀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表明 成矿作用与海底

热水喷流沉积作用关系密切 ∀块状硅质岩的 ≥

含量为 ∗ 条纹 带 状硅质岩的

≥ 含量为 ∗ 在 × 和

及 ≤ ≤∏

° ∂ 关系图上 它们的投影点均落入与海底

热水系统有关的硅质岩区或热水沉积岩区的硅质岩

区 ∀矿石稀土元素总量变化大 且显示轻稀土元素

富集 叠加的成矿作用引起轻稀土元素含量升高 具

铈负异常 !铕异常不明显的特点 ∀矿石流体包裹体

的均一温度为 ∗ ε 盐度 ω ≤ 为

∗ 成矿流体属 ≤ ≥ 型和

≥ 型 ∀ 矿石的 Δ ≥ 值为 ϕ ∗

ϕ 硅质岩的 Δ 值为 ϕ 矿石的石英

Δ 值为 ϕ ∗ ϕ 与热泉型石英的 Δ 值

变化基本一致 ϕ ∗ ϕ ∀矿石中黄铁矿内

流体包裹体的 Δ⁄ 值为 ϕ Δ 值为

ϕ 接近于美国黄石公园酸性热泉的 Δ⁄值和

Δ 值 含矿硅质岩的 ° ° 比值为 ∗

° ° 比 值 为 ∗

° ° 比值为 ∗ ∀ ° ° 同位素

年龄为 与矿体赋存层位年龄基本一致 ∀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蓑衣坡硅质岩型铜矿床的

成因类型属裂谷处于拉张裂陷阶段发生的海底热水

喷流沉积作用形成的硅质岩型铜矿床 ∀

致  谢  本文初稿完成后 得到了谭运金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的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此表示

衷心地感谢 ∀

Ρεφερενχεσ

⁄ × ° ¬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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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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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 ∞∞ √ ∏

≥∏ √ ∞∞ √ Δ≤ × 2

∏ ∏ ∏ ∏ β ∗ β≤ ∗

1 ω ≤ 2 √ × ∏ ≤ ≥ ≥ × Δ ≥

√ ∏ ϕ ∗ ϕ Δ⁄ Δ √ ∏ ∏ ∏

ϕ ϕ √ Δ √ ∏ ∏ ϕ ∗ ϕ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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