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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详细的镜下鉴定及电子探针分析、单矿物分析、x衍射分析，物相分析等手段查明安徽省

宣州区茶亭铜多金属矿床中矿石的化学组成、矿物组合，研究了该矿床中金矿物赋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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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用的样品来源于安徽省地质矿产勘 状态。

查局322地质队提供的光片、薄片；安徽省工业
1 矿石化学成分

大学提供的电子探针片：选矿用的粗副样品，我

们通过光学显微镜鉴定、x．射线衍射分析、单矿
l·l矿石的化学成分

物分析、电子探针分析．结合化学分析及化学物
矿石的多元素分析分为全矿床矿石和工业品

相分析等综合手段，详细查明了矿石中金的赋存
级矿石两类，其化学分析结果分别见表l、2。

表1全矿床原矿化学分析／％
T曲le l Chemical analysis ofme raw 0res in恤whole d印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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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工业品级原矿化学分析／％
T习Ible 2 Ch锄ical analysis of indus仃ial grade raw 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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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素化学分析结果显示。工业品级矿石中

只有CU达工业品位．AU、AG达伴生组分指标。

1．2矿石中铜的化学物相分析

对全矿床和工业品级两类矿石进行了铜的化

学物相分析．化学物相分析结果见表3、4。

表3 全矿床原矿铜物相分析
Table 3 PhaSe锄alysis of tIle mw copper in whole ore deposi‘

黼称自鞘艄锱铜黼合计
含量／％ O．02 O．0025 O．28 O．3025

分布率，％ 6．61 O．83 92．56 loo．00

分析结果由本所选矿室提供。

表4工业品级原矿铜物相分析
1曲le 4 Phase柚alysis of the raw copper in industrial grade

分析结果由本所选矿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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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学物相分析结果可知，矿石中的铜的氧 2矿石的矿物组成

化率均比较低(<lo％)，矿石属于原生硫化矿。 2．1矿石的矿物组成

表5单矿物金银化学分析
Thble 5 Chemical analysi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ngle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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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x射线衍射图
F培1 X—ray Diffraction

图2矿物光、薄片镜下鉴定特征
Fig．2 Ident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nerals under light and

thin section microscope

经大量光片、薄片镜下鉴定，人工重砂分析

研究及对全矿床矿石(图1A)和工业品级矿石综合

样(图1B)(选矿副样)进行x一射线衍射分析等

研究表明，矿石中矿物种类达34种。其中金属矿

物有黄铜矿、黄铁矿、斑铜矿、自然金、银金矿，少一

微量磁铁矿、赤铁矿(镜铁矿)、闪锌矿、磁黄铁矿、

辉钼矿、方铅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硬石膏、

钠长石、绢云母，次为石榴石、方解石、白云母、

白云石、绿泥石、石膏、斜长石、钾长石、透辉石、

粘土矿物，少·微量金红石、榍石、磷灰石、锆石、

褐帘石等。矿石中的载金矿物及其相关矿物主要

为黄铜矿、斑铜矿、黄铁矿(表5)，少量磁黄铁矿、

闪锌矿、石英、绢云母、绿泥石、硬石膏等。现

对矿床中几种主要载金矿物特征详细阐述。

黄铜矿、斑铜矿：黄铜矿是矿石中主要铜矿物，

斑铜矿是矿石中次要铜矿物，二者亦是主要的载金

矿物，常见其晶粒内包裹自然金、银金矿，或其晶

粒间有金矿物分布(图2a、b)，黄铜矿、斑铜矿

单矿物分析显示，其含金达27．3G／T(见表5)。

黄铁矿：黄铁矿是矿石中的主要硫矿物，在

全矿床矿石中含量明显较工业品级矿石中高。工

业品级矿石中的黄铁矿也是与金赋存状态密切相

关的主要矿物之一，光片中见较多金矿物分布于

黄铁矿粒间，或黄铁矿与黄铜矿等矿物粒间(图

2c、d)。单矿物分析结果显示，黄铁矿内含金为

16．7G／T(表5)。

闪锌矿、磁黄铁矿：闪锌矿、磁黄铁矿在矿石

中很少，仅在少量光片、探针片中见到，偶见少量金

矿物分布于晶内、或与其他矿物晶粒间(图2e)。

石英：矿石中的石英主要是次生石英，部分

原生石英。次生石英多呈不等粒他形粒状，粒径

以0．05。1MM为主。见少量金矿物分布于石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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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物或闪锌矿晶粒间(图2f)。

硬石膏：硬石膏不等粒他形粒状变晶，多呈镶

嵌状或分布于石英粒间，部分分布于石榴石、透辉

石、长石粒间。偶见金矿物分布于硬石膏与磁黄铁

矿的晶粒间或硬石膏解理(裂隙)中(图29)。

绢云母、绿泥石、粘土矿物：绢云母、绿泥

石、粘土矿物主要分布于低品位铜、金矿石中，

工业品位矿石中含量相对较少。绢云母、绿泥石

晶粒间或其与黄铜矿晶粒间见有金矿物分布(图2

h)。细小鳞片状的、绢云母、绿泥石、粘土矿物

在矿石的碎、磨过程中容易泥化，当其含量较多

时不利于铜、金的浮选回收。

3金的赋存状态

大量光片、探针片显微镜下鉴定发现，矿石

中金主要呈独立金矿物赋存于黄铜矿、斑铜矿、

黄铁矿等矿物内或矿物粒间。

表6金矿物的嵌布类型测量统计
11able 6 Statistical for measurements of distribution types of

gold minemls

嚣盔相关矿物颗粒数百嚣，％怒百雾凄／％小计

3．1金矿物嵌布类型

光片及探针片显微镜下鉴定发现111粒金矿

物，对这些金矿物嵌布类型测量统计显示，金矿

物的嵌布类型主要为包体金，其次为粒间金，少

量裂隙金。按金矿物颗粒总长含量(相当于体积

含量)统计、包体金含量54．15％、粒间金含量

40．39％、裂隙金含量5．46％。包体金主要包于黄铜

矿中，少量包于斑铜矿中，另有极少量包于黄铁

矿、磁黄铁矿中：粒间金则主要为黄铜矿、斑铜矿、

黄铁矿间：裂隙金则见于闪锌矿、脉石矿物裂隙

内(表6)。从矿石中金矿物的嵌布类型判断，本

矿床矿石中的金矿物在选矿(浮选)过程中易进

入铜精矿中，便于金的回收利用。

3．2金的嵌布粒度

表7金矿物的粒级测量统计
T，山1e 7 Statisticalfor panicle size measllrement of gold

minerals

根据《岩金矿地质勘探规范》中划分的金

矿物粒级分类，本次研究测量的金矿物粒级按颗

粒数统计(表7)，以粒径≤o．01的微粒金和粒

径一0．037+0．01 mm的细粒金颗粒最多，其百分比分

别为52．25％、36．04％；少量中粒、粗粒金，其百分

比分别为9．01％、2．70％。按颗粒线段长度含量(相

当于体积含量)统计，则以粒径-0．037+0．ol mm的

细粒金为主，含量占41．16％：次为粒径·o．074+0．037

的中粒金，含量占27．24％；粗粒金与微粒金含量

接近，分别为15．83％、15．78％。以上数据显示、

本矿床中金矿物粒级以中粒级以下含量为主，中一

微粒金总含量占84．17％。

3．3金的嵌布形态

对光片、探针片中所见的百余粒金矿物的形

态统计发现，矿石中金矿物的嵌布形态多种多样。

万方数据



第2期

2020年4月 李磊等：安徽省室州区茶亭铜多金属矿金赋存状态研究 ．121．

按颗粒数统计，主要有长角粒状、圆粒状、角粒状、

尖角粒状，少量麦粒状、枝丫状：按金矿物颗粒

长度百分含量(相当于体积含量)统计，以长角

粒状、角粒状、尖角粒状为主．少量浑圆粒状、

枝丫状、板片状、麦粒状(表8)。

表8金矿物的嵌布形态测量统计
Table 8 Statistics for meas嘶ng tlle disn讪砸on morpholog)r

of90ld minerals

表8中数据说明，矿石中金矿物的嵌布形

态不论是颗粒数含量还是面积含量都以不同形态

的粒状金矿物为主，各种粒状金矿物的总含量占

83．96％，枝丫状与板片状金矿物的面积总含量仅占

16．04％。

4 结 论

(1)多元素化学分析及化学物相分析结果显

示，工业品级矿石中只有CU达工业品位．AU、

AG达伴生组分指标．该矿石为原生硫化矿。

(2)矿石中的载金矿物及其相关矿物主要为

黄铜矿、斑铜矿、黄铁矿．少量磁黄铁矿、闪锌矿、

石英、绢云母、绿泥石、硬石膏等。

(3)本矿床中金矿物粒级以中粒级以下含量

为主，矿石中金矿物的嵌布形态不论是颗粒数含

量还是面积含量都以不同形态的粒状金矿物为主，

少量枝丫状与板片状。矿石中金主要呈独立金矿

物赋存于黄铜矿、斑铜矿、黄铁矿等矿物内或矿

物粒间。金矿物的嵌布类型主要为包体金，其次

为粒问金，少量裂隙金。这部分金矿物在矿石碎

磨过程中不论解离与否。在选矿过程中都容易进

入铜精砂中。粒间金与裂隙金共占金矿物含量的

45．85％，这部分金矿物在磨矿过程中易解离呈单体

金，在选矿过程中也易于进入到铜精矿中，便于

金的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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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eans of optical microscope，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X—RD)，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mineral automatic analyzer(MLA)and EDS spectrum analysis，combin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methods such as chemical analysis， study in the ore coⅡlposition，disseminated grain size，

paragenetic assemblage of mineral and state of niobium elements，etc．，in detail elaborated the process

mineralog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e，The research could proVide reliable reference for the adoption of a

reasonable separation process．

KeywOrds：C010mbite ore；Process mineralogy；Mine composition；Occurrenc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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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Occurrence of Chating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 of Xuanzhou District，Anhui

PrOvince

Li Lei，Wei Xu，Lu Jing，Yu Zhen，Wang Feng，Zhang Qing

(Ar山u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Ge0109ical EXperiment，Hefei，Anhui’China)

Abstract：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mineral assemblage of Chating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 in

Xuanzhou area of Anhui proVince haVe been ascenained by means of detailed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electron probe analysis，single mineral analysis，X—ray difftaction analysis and phase analysis，and the

occurrence state of gold minerals in the deposit has been studied．

KeywOrds：The copper polymetaUic deposit of Xuanzhou District；Gold；Occurrenc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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