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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六盘山早白圣世古地理和砂页岩型铜矿分布图

盖 ) ,

l 一早 白蚕世六盘山群优积 区
, 2一隆起剥 蚀

一

区 ;

4一华力西期使 入期 ,

一多金属矿点 ,

1 1一湖盆界线 ,

5一 剥蚀 区供给物质方向 ,

3一推测隆起区 ( 新生界覆

8一推测早 白士世沉积 区 ( 新生界覆盖 )’
王2一推测湖盆界线 ;

6一砂 页型铜矿产地 , 7

9一钻孔 ; 10 一断层 ,

玲一同位素牟龄数值 ( 百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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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矿产关系密切
,

如陈家庙混合岩化变质热液交代型铁铜矿
、

与寒武奥陶系火山岩有关的黄

铁矿型铜矿等等
。

早 白圣世六盘山断陷盆地所沉积的六盘山群为一套河流一湖泊相杂 已含石膏钙泥反碎屑

建造
,

由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泥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而状灰岩
、

石 膏等组成
,

由下

而上总的构成一正旋 回
,

分为三桥组
、

和尚铺组
、

李注峡组
、

马东山组
、

乃家河组
,

总厚

2 j3 米一 3 0 4 0米
。

东西方 向岩性厚度变化很大
。

六盘山群底部明显地
、

区域性地不整合于前白至系老地层之上
,

为燕山运动最强幕后新

生盆地沉积
。

据含狼鳍鱼综合生物群等资料
,

其时代为早白至世
。

据含铜岩系碎屑成分分析
,

陇山褶皱带应为六盘山群的主要物质供给区
。

如
一

甘肃华亭麻

庵铜厂沟含铜砾岩及 含铜砂岩的碎屑成分
,

主要由花 岗岩
、

闪长岩
、

石英
、

角闪岩
、

片岩
、

片麻岩等组成
,

一般园度均差
,

多为次棱角状
,

系陇山褶皱带的
“
陇山系

” 及侵入其中的华

力西期一印支期中酸性侵入岩
。

(二 )六盘山群砂页岩型铜矿的分布

已知砂页岩型铜矿带南起陕西陇县
,

北至宁夏西吉月亮山
,

呈北北西向延展
,

在长 1 70

多公里
,

宽约 30 公里
,

面积约 5 0 0 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
,

陆续见矿点和矿化点 3 0多处
,

小型矿

床 3 处
,

分布于宁夏固原
、

西吉
、

隆德
、

径源
,

甘肃庄浪
、

华亭及陕西陇县一带
,

有的矿点

间矿层时断时续
,

或矿层相连
,

连绵不断
。

从 含矿层位及分布规律看
,

由西而东可分两个亚带
:

华亭县麻庵
,

向北的峡沟
,

庄浪县潭木沟
、

通边
,

隆德县黄草沟
,

固原县南马场直至西

吉县老虎沟
、

九 条沟等为第一亚带
,

距盆地边缘 5 一 10 公里
,

含矿
一

层位主要为和尚铺组
,

该

带特点是近湖盆边缘
,

含矿层位较低
,

其陆源区明显地为陇山褶皱带
。

第班 亚带 由陇县罗家咀西沟
、

二家沟
、

苟家寨
、

陈家沟
、

枣树疙瘩 及径源野猪沟一秋

干峡至固原三关 口等地
,

距湖盆西部边缘约 20 一 30 公里
,

其含矿层位较前带稍高
,

主要为李

洼峡组
。

该亚带铜元素的来源有两种可能
:

一是随着盆地的发展
,

含铜沉积向中心推移 ; 另

一种可能是东侧以震旦亚界一奥陶系组成的
“
南北古 背梁

” 、

大台子隆起 ( ? )
、

景福山隆

起形成新的供给区
,

沉积物质由东而西供给
。

后一种可能性很大
,

如径源秋千峡含铜层位为

六盘山群李洼峡组
,

底部砾岩不整合于中下奥陶统中厚层灰岩之上 ( 图 2 )
,

砾岩成分为灰

岩及白云岩组成
,

砾径 1一 3 厘米
,

个别达 10 厘米
,

半滚园一次伎角状
,

这些碳酸盐岩是组

成
“
南北脊梁

”
寒武系一奥陶系的主要岩性

。

上述矿带分布的古地理位置
,

与国内外 该类型铜矿形成 I沟古地理条件相似
,

如美国近年

来发现的贝尔特铜矿带
,

位于北美克拉通边缘盆地中
,

西非摩洛哥早白玺世博 谢 拉姆
、

梅

里亚等铜矿
,

位于大 阿塔拉斯褶皱带边缘
; 江西中泥盆世含铜砂页岩

,

广泛分布于 J G 岛和

古陈山岛边缘带 ; 滇中晚 白玺世马头山组砂页岩型铜矿分布于元谋高山剥蚀区边缘 1 5一 3 5公
.

里范围内
。



图 2径源县秋千峡六盘山群 K (
l

l)李洼峡组含铜岩系剖面图

1一残坡积砂砾岩
; 2一 泥灰岩 ; 3一石灰岩 , 4一含砂质泥灰

岩 ; 5 一泥质粉砂岩 ; 6 一粉砂质泥岩多 7一砾岩 , 8 一含铜砂岩

( 三 )六盘山群中的含矿层位

六盘山群是一套连续沉积的地层
。

下部以泥质碎屑为主
,

色调偏红或杂色
,

具交错层理
,

上部泥灰岩及碳酸盐岩类逐渐增多
,
色调转为兰灰色为主

,

反映了由河流相为主逐渐转变为

以湖泊相为主的一套沉积
。

其顶部马东山组及乃家河组中
,

普遍有石膏夹层出现
,

并偶尔夹

有薄层状菱铁矿及星点状黄铁矿
,

如固源海家庄
。 ’

目前所知
,

六盘山群除顶部马东山组及乃家河组尚待进一步工作外
,

其余各组均有砂页

岩型铜矿分布
。

现由上而下
,

简述如下
:

1
、

三桥组
:

如华亭县峡沟
,

铜矿化赋存于三桥组顶部黄褐色粗一中粒砂岩及深灰色细

砂岩中
,

有两层
,

厚分别为 0
.

1米
、

0
.

5米
。

若果砂页岩型铜矿
韶
是泛指在沉积岩系中顺层产出的浸染状铜矿床 ( 在层内可以有些细

脉 ) 、 是指在外生作用为主条件下形成的
,

受一定地层层位控 制的矿 床
” ,

那么产于三桥

组内
,

前人认为属于
“
低温热液二1,, 的径源沙南铜矿及固原杨家岭铜铅锌矿很可能也属于三

桥组层位控制的砂页岩型
。

在这些地方
,

矿体呈脉状或似层状于三桥组底部不整合面上或穿

插于三桥组砾岩和泥岩中
,

蚀变现象不明显
,

整个区域根本找不到可以作为矿液母岩的侵入

体
。

2
、

和尚铺组
:
为该区主要含矿层位

。

据统计已知 34 处产地 中
,

17 处赋存于该组中
,

占

50 %
,

且多分布于靠近陇山褶皱带 5 一 10 公里的第 I 亚带中
。



固源黄草沟含铜砂岩位于和尚铺组顶部
,

自下而上包括四个含矿层位
,

含矿 8 层
,

即
:

( 1 ) 紫红色砂岩与泥质砂岩互层
,

含矿于灰绿色粗粒长石砂岩中
,

平均厚 0
.

98 米
,

铜

平均品位 0
.

43 %
。

( 2 ) 褐色石英长石砂岩夹少量长石砂岩和粘土质泥岩
。

含矿三层
。

依次厚 1
.

19 米
,

铜

平均吞
.

3 4 乡价 厚 0
.

57 米
,

长 66 0米
,

铜平均 0
.

4 % ;
厚 0

.

5米
,

长 650 米
,

铜平均 0
.

45 %
。

( 3 ) 紫色长石 砂岩和砾状
一

长石砂岩互层
。

含矿两层
。

下部灰绿色中粗粒含铜长石砂岩
,

长65 。来落
`

平均厚 0
.

5米
,

铜平均 0
.

4 5 % ; 上部为灰绿色细粒含铜长石砂岩
,

长 78 米
,

平均厚

。
.

35米
,

铜平均 1
.

3 7 9石
。

`
:

( 4 ) 紫红色中厚层状细粒 长石砂岩夹泥岩
、

砾岩
。

含矿两层
。

灰绿色细粒含铜长石砂

岩
,

长 50 米
,

平均厚。 、 58 米
,

铜平均 0
.

53 % ; 灰褐色铜矿化细粒长石砂岩
,

长 4 1
.

5米
,

平均

厚 0
.

7米
。

庄浪县通边含矿于和尚铺组中部及上部
。

中部杂色砂岩中合矿 ( 化 ) 三层
,

即
:

( 1 ) 暗灰色中细粒薄层砂岩夹砾岩透镜体及含铜泥质砂岩
,

铜品位小于 0
.

2 %
。

( 2 ) 杂色砂砾岩
,

中部灰绿色砂岩厚 5 一 15 米
,

内夹含铜砂岩 2 一 6 层
,

厚。
.

3一 1
.

5

米
。

( 3 ) 紫红色砂砾岩层
,

在泥质砂岩中见有孔雀石薄膜
,

铜品位约 0
.

15 %
。

上部为灰绿色中细粒砂岩
,

中部有一层灰绿色长石砂岩
,

厚。
.

5一 0
.

8米
,

延长近百米
,

见孔雀石及兰铜矿呈胶结物产出
,

另一层灰绿色泥质砂岩中见铜犷化
。

3
、

李洼峡组
:

为该区又一重要 含矿岩组
。

现以西吉九条沟及径源县秋千峡含矿剖面为

例简述如下
:

西吉县九条沟剖面
:

阜白至世六盘山李洼峡组
:

4
、

黄绿色细砂岩
,

厚 > 50 米
。

3
、

灰 色假而状灰岩
,

顶部为钙质长石砂岩
,

厚。
.

4米
。

2
、

浅灰色砂岩
、

砂质泥岩
,

中部夹砂砾岩
,

厚 3
.

5米
。

l
、

灰 色
、

兰灰色岩夹结核伏灰岩
、

隐晶质灰岩
,

断续出现似层状及透镜状矿化

体
,

长 20 0米
,

厚度变化于 0
.

6一 2
.

2米之间
,

铜品位 0
.

17 一 0
.

18 %
,

厚 7米
。

下部为和尚铺组紫红色砂砾岩
。

径源县秋千峡剖面
:

早 白变世六盘山群李洼峡组
:

4
、

灰绿色
、

浅紧色泥灰岩夹薄层而状泥灰岩
、

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未见顶 )
。

3
、

下部为紫红 色粉砂质泥岩夹浅灰色薄层泥灰岩及长石石英粉砂岩
,

见含孔雀石

泥灰岩一层
。

中部为紫红色白云质泥灰岩夹粉砂质泥灰岩及薄层砂岩
,

上部为紫红色泥

岩夹 白云质泥灰岩
,

见含孔雀石泥灰岩一层
,

厚约 60 米
。

2
、

下部为灰黄色自云质泥灰岩夹薄层黑色页岩及数层砾岩透镜休
,

上部夹假而状
,

泥灰岩及砾岩
。

含矿四层
。

厚 3 2
.

8一 42 米
。

.

1
、

灰色
、

浅黄色砾岩
,

上部夹薄层细砂岩及粉砂质泥灰岩 ( 未见底
,

附近见该层

49



不整合于奥陶系灰岩之上 )
。

( 四 )矿床地质特征

矿层或矿化层多呈似层状
、

层状
、

透镜状产出
,

产状与围岩一致
,

矿体界线与围岩呈渐

变关系
。

矿体一般长度小于 100 米
,

厚度在 1 米以 内
。

隆德黄草沟含铜砂岩
,

长 42 一 6 00 米
,

厚 0
.

35 一 1
.

19 米
。

庄浪县通边水泉湾采石场据钻

孔资料延 长3 50 米
,

含矿层厚 1
.

5一 8 米
。

固原海英岔含矿于紫红色砂岩夹少量灰绿色砂质页

岩和砾岩中
,

一般厚数十厘米
,

最厚达 1
.

65 米
。

径源县西峡杂色含铜粘土页岩及含铜长石砂

岩
,

共四层
,

厚 o
,

3一 0
.

6米
,

长 30 一 30 0米不等
。

铜品位一般小于 1 %
。

隆德县黄草沟个别 样品达 1
.

37 %
。

固原 县原疙瘩铜最 高达 2
.

1 %
。

固原南马场含孔雀

石
、

兰铜矿泥质页岩
,

厚 1一拍厘米
,

最厚 35 厘米
,

长 100 米
,

层位较稳定
,

铜品位一般 0
.

5%

左右
,

局部达 2 %
。

据五八年北京地质学院宁夏找矿队分别于十四个点三十九个不同层位拣

块样品分析
,

铜
:

{咨
,

位在 0
.

00 4一 9
.

15 %间
。

原生铜矿物计有辉铜矿
、

斑铜矿
、

黄铜矿
、

兰铜矿
,

常见孔雀石
、

铜兰等次生矿物
。

犷石类型 目前仅能以 含铜矿物的岩石类型分为
:

① 含铜砾岩及含铜砂砾岩 ;② 含铜砂岩
、

含铜
一

长石砂岩和含铜泥质砂岩
; ③含铜页兴 ; ④含铜泥灰岩 ; ⑤含铜石英方解石脉等

。

黄草沟含铜岩石为灰绿色长石砂岩
、

灰绿色泥质砂岩及灰绿色细粒长石砂岩
。

通边含铜

岩石为泥质砂岩及中粗粒砂岩
; 秋千峡一带为砾岩

、

砾质泥岩
、

泥灰岩
、

浅绿灰 色含粉砂质

白云质泥灰岩
。

华亭武村铺南沟为页岩
。

含铜石英方解石脉及含铜铅锌石英方解石脉主要分

布于前述受六盘山群层控
、

前人认为
“
中低温热液型

”
产地中

,

如径源县沙南
、

固原县杨家

岭等地
,

铜铅等金属矿物呈浸染状及块状产出
,

含铜 1 %左右
。

产于碎屑岩 中的铜矿物
,

多呈星点状
、

浸染状
、

微条带状于胶结物中
,

页岩中铜矿物常

呈薄膜状附于表面
。

铜品位与含万岩石结构
、

构造关系甚为密切
,

如秋千峡一带
,

含矿岩石具泥质条带和微

层理发育部分
,

孔雀石
、

兰铜矿呈薄膜状富集于层理表面或裂隙间
,

铜含量显著增高
,

一般

为 0
.

续一 1
.

14 %
,

最高可达 2
.

76 %
。

除铜矿物外
,

含铜岩系中尚含铅
、

锌
、

铀
、

磷等伴生或富集于铜矿层附近
,

干墩子
、

流

石沟
、

李洼峡一带李洼峡组泥灰岩节理 中
,

普遍含有方铅矿石英脉
。

秋千峡胡家庙北沟含铜

砂岩中
,

P
。

O
。

含量达 0
.

37 % ; 在长 90 米
,

厚 0
.

6一 1 00 米含孔雀石砾岩中
,

伽玛强度为 54 一

10 2 ,

与铜含显呈正比关系
。

这种多元素共生关系是否可划出铜一铅一锌组合
、

铜磷组合及

铜一铀组合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五 )有关形成条件的初步认识

综上所 述
,

对六盘山地区早白至世砂页岩 型铜矿的形 成条件
,

有下面几点初浅认识
:

1
、

早 白至
一

世六盘山断陷盆地为燕山运动最强幕后形成的新生盆地
,

盆地西部为早古生

代一中生代较
一

长时期隆起的陇山褶皱带
,

早白坐世盆地沉积作用
、

古隆起 的剥蚀作用及成岩



成矿作用同时进行
。

三桥组
、

和 尚铺组沉积物及铜元素主要由陇山褶皱带供给

积时
,

盆地扩大
,

沉积物及铜元素有可能是由东缘
“
南北古脊梁

”

福山隆起所供给
。

。

李洼峡组沉
、

大 台子隆起 ( ? ) 和景

2
、

该区砂页岩型铜矿由西而东可分为两个北北西向延伸近于平行的亚带
,

华亭户庵一

西吉九条沟为第 I亚带
,

陇县罗家咀一径源县秋千峡为第亚亚带
,

前者层位较低
,

形成较

早
,

铜质来源亦较丰富
。

3
、

矿 ( 化 ) 层多含于红色碎屑岩层色调变浅
、

呈灰色或灰绿色夹层中
,

含较多炭质或植

物化石碎片及星点状黄铁矿
、

薄层菱铁矿
,

反映铜元素析出于炎热干旱氧化条件下的暂时潮

润的还原环境
。

秋千峡一带均见炭素及植物碎片丰度与铜元素富集呈正比关系
。

炭素不仅对

铜起富集作用
,

对磷
、

铀也吸附富集
,

这种关系可作为找矿标志之一
。

4
、

六盘山群为一连续沉积地层
,

铜矿 ( 化 ) 主要赋存于下部三组
,

上部两组有石膏层

出现
,

铜矿形成于蒸发盐类出现之前
。

5
、

金属矿物多呈星点状
、

浸染状分布于碎屑岩的胶结物中
,

成岩与成矿是同时进行的
。

该区有呈脉状
、

细脉状
,

或含矿薄膜于节理裂隙富集者
,

可能因成岩后构造变动铜铅再次被

溶解
,

随着地下水运移
、

沉淀
,

改变了原来沉积矿床的面貌
。

上述形成条件
,

与非洲摩洛哥的梅里雅 ( 铜一锌 )
、

博谢拉姆 ( 铅锌 )
、

阿尔及利亚的

安一赛弗腊 ( 铜 )
、

安哥拉的卡希韦腊斯 ( 铜 ) 等早白圣世层状铜
、

铅矿床有许多相似之处

( 图 3
,

表 l )
,

值得我们工作中借鉴
。

边纷增皱区盆地

图 3 非洲早白

至世沉积盆地中

主要层状铜和铅

矿床

( 据 (( 地质科技

动态 》 , 1 9 7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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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在该区砂页岩型矿床实践一
一再认识的儿点建议

六盘山地区处于陕甘宁三省 (区 )接壤地带
,

由于岩浆活动微弱
,

老地层多被覆益
,

往

往给人的印象是寻找 金属犷产没有多大希望
。

据前述资料分析
,

早白坐世砂页岩型铜矿
,

应

为该区前景较可观的铜和金属类型
,

在以往工作基础上
,

觉得尚应开展下述工作
:

l
、

该区矿床的许多资料表明
,

_

铜矿往往与铅
、

井
、

银
、

钻
、

钒
、

磷
、

铀和铂族熟犷产

伴生产出
,

相互之间在空间和时间关系都很密切
,

目前该区已证明铜矿与铅
、

磷
、

铀关系

密切
,

其富集状态有呈正比关系
,

有呈互补关系
,

因而应在该区进行综合性矿产普查工作
。

2
、

以常规地质工作方法为主
,

以层控的观点去认识矿产的形成条件
,

不受省 ( 区 ) 界

线限制
,

对整个六盘山早白至世岩相古地理
、

古气候屯古构造进行详细研究
,

尤其应注意富

集地段的上述特征
。

据该类一些典型矿床看
,

古河床相碎屑物较细地段最利于 铜元系的富

集
。

3
、

对六盘山群出露地区系统地作原生晕 及次生分散晕测 量及物探工作
,

寻找富集地

段
,

为进一步工作提供依据
。

这个读书心得性质的
“
探讨

” ,

在孟庆珠工程师
、

程群
、

潘行适及编图组同志的支持鼓

励下写成
,

高肇温同志给清绘部分图件
,

笔者在此致以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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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36 页 ) 凡此种种
,

已作为我们划分新构造单元的重要依据
。

主要参考文献

① 黄浅清 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 地仄出版社 1 9 5 4

② 李春显 试谈
“
板块构造

” 《 西北地质科技情报 》 1 9 7 3 增刊 1

③ 李春显 再谈
“

板块构造 ” 《 西北地质科技情报 》 1 9 7 3 5

④ 黄汲清等 对中国大地构造若干特点的新认识 《 地质学报 》 1 9 7 4 1

⑤ 李春显 从地质构造探讨地震预测 《地球物理学报 》 1 9 78 21 1

⑥ 李四光 《 地质力学溉论 》 科学出版社 1 0 7 3

⑦ 张文佑等
“

断决
”
与

“
板块” 《 中国科学 》 1 9了8 2

⑧ 叶洪等 喜马于此下
三
弧形山系及邻近地区现代构造应力分析 《 地质科学 》 1 , 7 5 1

⑨ 中国科学院地贡阶究所 《 中国大地构造纲要 》 科学出版社 1 , 5 9

L 刁匕京地质学院区域地负教研宝 《 中国区域地质 》 巾国工业出版社 1 96 3 :

@ 国家地图集编桑委员会 《巾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图集 》 1 9 6 5

L 中国科
·

学院地学部 `钊耳日
一

学沈第一次新构造运动座谈会发言记录 科学出版社 19 57

L 陈国达等 中口大地构造简述 《地质科学 》 1 9 7 5 3

妙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中国地震地质概论 》 科学出版社 1 9 7 4

睁 李春显 地嘈溉念的演变和我们对地槽溉念的新认识 《西北地质科技情很 》 飞9 7 7

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