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3 卷 第 1 期 西 北 地 质 1 9 9 2年 总 5 5 期

北祁连褶皱带桦树沟铜矿若干成矿地质问题的讨论

于 守 南

( 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西北地质勘查局
,

西安 71 。。54 )

摘 要 桦树沟铜矿位于北祁连褶皱带西段
,

与桦树沟铁矿共生
,

形成一共生铁铜矿床
。

铜矿直接产

于桦树沟铁矿 V号铁矿下盘 围岩中
,

含矿岩系为震旦系镜铁山群 下亚群一套巨厚浅变质的杂色千枚

岩
,

其中含较丰富的火山物质 (如碧玉 )与铜矿形成含铜碧玉岩
。

目前已控制 3 条铜矿体
,

其中最大

一条长 7 00 m
、

厚 2一 49
.

24 m
、

延深 5 00 m
,

C u 平均品位 2
.

05
x l丁

“ 。

矿区向斜褶皱严格 控 制

着矿体形态
。

根据含矿岩系特征
、

构造与矿体的关系以及其他成矿地质条件的综合分析
,

该 矿床

基本属于火山成因
一

火山沉积变质
一

气液矿床
。

关趁词 北祁连桦树沟
,

铜矿床
,

地质特征
,

火山成因矿床

桦树沟铜矿是 1 9 8 5 年对桦树沟铁矿床西段铁矿体重新勘探时发现的
,

具一定 规 模
,

并

与桦树沟铁矿形成一共生的中型铜矿床
,

是北祁连褶皱带西段唯一的铜矿新类型
。

现将有关

资料整理成文
.

供同行参考
。

1 含矿岩系特征

该铜矿含矿岩系与桦树沟铁矿相同
,

均属镜铁山群下亚群一套 巨厚的浅变质 杂 色 绿 泥

石
、

石英
、

绢云母千枚岩
。

对该套岩系前人在桦树沟铁矿勘探时曾将其划分为 7 层
,

实际上

由于该套岩系的主要组成物质和岩性变化不大或无变化
,

可根据岩系中某些特殊标志
,

如含

铁白云石和含石墨等和钙
、

碳
、

硅等
,

将其自上而下分为 以下五层
: ①含铁 白云石结核绿泥

石石英绢云母千枚岩
,

铁白云石结核 主要分布在该层的上部
,

其下部有少量碧玉条带多 ②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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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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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地段发生铜矿化
,

进入封闭构造后成矿溶液大量聚集
,

加上侧动力顺层往上稍稍运移
,

最后形成了上部稍厚的层状铜矿体
; ③温度继续下降至低温条件— 多种硫化物阶段

。

该阶

段铜矿化减弱
,

生成了数量少且种类繁多的硫化物以及秘复硫盐
、

啼化物和金银的金属互化

物
,

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低温矿物组合
。

综上所述
,

该矿床是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典型的火 山
一

沉积改造型层控矿床
。

本文写作过程中
,

曾得到大队总工程师孙有济
、

付总工程师白光群以及高级工程师杨延

德等 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在此特表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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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层
,

铁矿在上部
,

铜矿在下部
,

两者之间界线清晰
、

呈层状
、

似层状
,

与围岩呈整合关
_

系
,

铁
、

铜矿之间有一薄层碧玉条带千枚岩
, ③含碧玉条带绿泥石

、

石英
、

绢云母千枚岩
。

其碧玉条带主要分布在该层的上部
,

直接与铜矿接触
,

S ; 0
2

达 6 4
.

09 X l o 一 “ ,

局部形成碧玉

硅质岩
, ④含钙质绿泥石

、

石英
、

绢云母千枚岩
。

该 层的特征是 钙 质 分 布 均 匀
,

含 量 达

器
.

45 xl 。一 “
,

51 0
:

仅为 12
.

4 x 工。一 ; ⑤ 含石墨绿泥石
、

石英
、

绢云母千枚岩
,

该层偏下 部

或下部
,

5 10
2

达 9 5 x 2 0 一 2 ,

构成石英岩
。

值得指出的是
,

矿床 的形成时间属地槽发展的早期拗 陷作用阶段
,

当时沉积 环 境 不 稳

定
,

伴随有强烈的火山活动
。

矿区含矿岩系参夹火山物质
,

如碧玉在铁矿体和围岩中呈条带

状产出
,

与矿体和围岩构成条带状构造
,

和铜矿一起构成含铜碧玉岩
,

具一定层位
。

这种碧

玉
,

系火山热液产物
。

另外
,

根据岩矿鉴定和岩石全分析
,

与碧玉配套的含矿岩系—
绿泥

石
、

石英
、

绢云母千枚岩
,

其原岩属凝灰质
、

泥质和粉砂质一类的沉积一火 山沉积产物
,

推

侧其形成环境为距火山中心较远的凹地
,

属远火山 口相产物
。

2 构造与矿体的关系

通过重新对桦树沟矿 区勘探和相应的地质研究工作
,

证实矿 区为一较完整 的向斜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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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碧玉 条带千枚岩
;

F 18
.

断 层
;

号
; 2

.

C
u 矿体及编号

F
e V矿体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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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l 和 V号铁矿体分别构成向斜的两异
,

而铜矿仅赋存在 V号铁矿体的下盘— 向斜构造北

异
,

矿体和含矿岩系受区域构造和南北应力作用
,

同步同期形成矿区褶皱
,

故可清楚看出矿

区褶皱完全控制着矿体的形态
,

并使矿体保存完好 ( 图 1 )
。

在同步同期褶皱过程中
,

有益

元素在变质热力作用下产生迁移
,

使向斜核部矿体增厚变富
。

矿区断裂构造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

①位于矿区向斜北异
,

与矿区褶皱同时同期形成的

层间滑动 ( 图 l b 中 )
,

产生规模不大的层间碎带
,

铜矿赋存位置正好与碎带吻合
。

目前 有

人认为铜矿的形成与该性质的断层有关
,

从铜矿体的分布范围看
,

铜矿永远超越层间碎带
,

主要赋存在碧玉千枚岩中
,

局部地段仅与矿体
、

断层上的位置一致
,

并非 因果关系
, ②位于矿

区中部向斜构造的中段斜切逆断层 ( 图 l b 中 F
, 。

)
,

属成矿后断层
,

破坏 了矿体的完整性
,

原为同一矿体的西 I 和 V铁矿体
,

由于断层的作用分割成两个矿体
,

铜矿在深部 被 断层 断

没
,

给找矿勘探带来 了困难
。

从上可看出
,

矿区构造主要控制了矿体的形态
、

排 列方向等 ; 岩层产状则控制 了矿体的

展布或排列方式
;
褶皱限制了矿体的形态 , 构造一变质作用导致 了矿 区的成矿类型 ; 变质迁

移形成 了向斜核部厚大矿体
,
构造一断层造成了矿体的不连续性

。

总之
,

矿区不同类型构造

对矿体起着破坏或制约作用
,

也可说明铁矿或铜矿与其成生关系不甚密切
。

3 矿体及矿石的主要特征

3
.

1 矿体规模及产状

矿区向斜构造北异含碧玉条带绿泥石
、

石英
、

绢云母千枚岩上部
,

发现宽 20 一 50 m
、

一

长

大于 1 2拍 m
,

与岩层产状基本一致的含铁碧玉蚀变千枚岩带
,

具明显的黄铁矿化
、

硅化
、

绿

泥石化和绢云母 化特征
。

铜矿化或铜矿体产于该带中
,

从 已探明的铜矿体看
,

其产状与围岩

基本一致
,

延伸 ( 深 ) 比较稳定
,

呈层状
、

似层状
,

并沿一定层位产 出
。

黄铜矿多呈细粒浸

染状
、

细脉状分布于蚀变碧玉绿泥石
、

石英
、

绢云母千枚岩中
,

其含量与蚀变强度及碧玉在

千枚岩中的含量成正 比
,

尤是在硅化较强的千枚岩或黄铁矿化普遍的碧玉岩中
,

黄铜矿往往

形成稠密浸染
一

块状铜矿石
,

铜品位 高 达 19
.

4 x 1 o弓
。

如
,

C u l 矿 体
,

长 大 于 7 00 m
,

厚

2 一 4 9
.

2 4 m
,

控制最大垂深 5 5 o m
。

铜矿平均品位 2
.

0 5 x 1 0 一 2 ,

最高 可 达 i g
.

4 x i o 一 2 。

呈

似层状
、

层状
,

为 陡倾斜矿体
,

上盘为 V号铁矿体
,

下盘为含碧玉较高的千枚岩或碧玉岩
,

硅化
、

绿泥石化和黄铁矿化较强
。

C u l 矿体
,

长大于 6 00 m
,

厚 4
.

3一 24 m
,

控制最大垂 深

5 00 m
。

铜平均品位 1
.

29 x 10 “ ,

分布于 C u l 矿体下部硅化
、

绿泥石化较强的含碧玉条带 千

枚岩中
,

与 C u l 矿体产状相同
。

C u l 和 C u W矿体
,

均为规模不大的小矿体
,

长分别为 25 o m
、

i s o m
,

厚 6 m
、

3 m
,

铜平均品位为 1
.

3 4 x 1 0 一 2

和 o
.

s o x l o 一 2 ,

呈似层状
、

透镜状分布 于

C u 亚矿体下部硅化较强的含碧玉千枚岩中
。

以上 4 个铜矿体
,

在 V号铁矿体下盘围岩中产出

有一定层位
,

并在 同一层位中呈平行队列
,

从东至西铜品位由低变高
、

厚度由小到大
、

由含

碧玉条带千枚岩变为含铜碧玉岩
。

另外
,

在 V号铁矿体偏下部发现两条铜矿体与铁矿伴生
,

形成伴生的铁铜矿体
,

一般厚 。
.

5一 1
.

5 m
,

延长 50 一 80 m
,

铜 品位 0
.

25 X 1 0 一 2

一 o
·

6 又 1 0一 “ ,

黄铜矿主要 呈细脉浸染状赋存于铁矿的细小节理裂隙中
。

很显然
,

此类铜矿是在后期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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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铜矿活化迁移上侵的结果
。

名
.

2 铜矿石主要特征

桦树沟铜矿的矿石特征与其他铜矿类型 ( 如火山岩型铜矿
、

热液型铁铜矿 ) 相比
,

既有

相同点
,

亦有其独 自的特征
,

这与不 同的成矿作用和所处的成矿构造位置不同等因素有关
。

名
,

2
.

1 矿石 的物质成分

组成铜矿体的矿石矿物
,

包括金属矿物和脉石矿物均很简单
,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铜矿
、

食铁矿
。

在 V号铁矿体中的铜矿石除黄铁矿和黄铜矿外
,

还有菱铁矿
、

镜铁矿
、

磁铁矿
。

脉
一

石矿物主要为碧玉
、

绿泥石
、

绢云母
、

白云石和重晶石等
。

冶
.

2
.

2 矿石 结构和构造

由于组成矿石矿物的粒度均小于 0
.

05 m m
,

矿石 以粒状结构为主
,

次为细条状和编织结
一

构
。

矿石构造为浸染一细脉状和细条带一块状
。

3
.

2
.

3 矿石 类型

根据矿石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
,

初步将其划分为 3 个自然矿石类型
:

3
.

2
.

3
.

1 含铜碧玉岩
:

为主要矿石类型
,

多见于 C u l 和 C u 亚矿体
,

黄铜矿和黄铁 矿 一 般

呈细粒浸染状嵌布于碧玉岩中
,

局部地段由于黄铜矿的稠密浸染
,

使含铜碧玉岩成为块状铜

矿石
,

但多数形成浸染状铜矿石
。

3
.

2
.

3
.

2 含铜碧玉
一

千枚岩
:

多分布在含铜碧玉岩下部
,

C u l 和 C u W矿体以该类型为 主
,

由

于碧玉在千枚岩 中呈条带状分布
,

与碧玉构成的矿石和与千枚岩构成的矿石呈明显的条带状

构造
。

3
.

2
.

3
.

3 黄铜矿菱铁镜铁矿矿石
:

仅见于 V 号铁矿体
,

黄铁矿
、

黄铜矿在铁矿中呈细 脉 浸

染状
,

分布范围有限
,

与铁矿中的节理裂隙有关
。

4 铜矿床成因

关于桦树沟铜矿床的成因问题至今尚无统一认识
。

据 目前工作程度和已取 得 的 资 料
,

认为桦树沟铜矿床的成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

①桦树沟铜矿与该 区铁矿属同一成因类型— 沉

积变质铁铜矿床
; ②桦树沟铜矿与矿区北侧 ( F

; 。
) 层间断层有关

,

为热液成 因 矿床 ; ③桦

树沟铜矿基本属火山成因
,

即火 山沉积一气液变质矿床
。

笔者偏重于第③种认识
,

其依据如

下
。

( 一 ) 铜矿产于北祁连褶皱带的西段
。

从含矿岩系序列和岩相分析
,

无明显的海浸层序

和一般化学沉积分异 出现的矿物组合规律
,

但在含矿岩系中普遍含火山热液产物—
呈团块

和条带分布的碧玉
,

与铜矿的产出位置相同
,

这说明含矿岩系形成的构造环境是不稳定的
,

而且伴随有强烈的火山活动
,

铜矿物质来源与火山喷发有关
。

( 二 ) 矿区宽 20 一 50 m
、

大于 1 2 00 m长的碧玉蚀变千枚岩带— 铜矿富集带铜含量为

3 00 x 1 0 -6 一 5 00 x 10
一 “ ,

高于含矿岩系中其他岩层的 8 一 10 倍
。

据此
,

说明铜矿的形成与碧

玉蚀变千枚岩具有
“
血缘

”
关系

。

至于形成铜矿的铜质是碧玉千枚岩形成过程中就分离出来

的还是以后
“ 活化转移

”
成矿 ? “ 活化转移

”
成矿的可能性较大

.

其依据主要为
: ①在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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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枚岩中
,

黄铜矿呈细粒浸染状形成较稳定的铜矿体
,

细脉状黄铜矿又在浸染状铜矿体中洽

微细裂隙穿插
,

局部形成稠密浸染一块状矿石
。

按成矿的先后顺序
,

具以下 规 律
:

矿 源 层

( 碧玉蚀变千枚岩 ) 一浸染状铜矿一块状铜矿
,

反映铜矿的形成分为两期
,

第一期形成浸染

状铜矿
,

第二期形成稠密脉状一块状铜矿
,

这一现象在铜矿石中可明显见到
, ②黄铜矿呈细

脉状嵌入 V号铁矿体的节理裂隙中形成铁铜矿体
,

并只局限于铁矿体的下部接近铜矿体或碧

玉蚀变千枚岩处 , ③含铜碧玉在千枚岩中形成细小的条带
,

组成含铜碧玉千枚岩
,

这说明顺

层贯入成矿不能完全排除
。

当然
,

在顺 层贯入中也存在交代作用
,

可形成浸染状矿石
,

但其

品位贫于含铜碧玉
; ④经近年有关实验证明

,

铜的富集地段一般在火山喷发活动间歇期

—富铜的火山高温气液渗透
、

穿插
、

运行 至间歇界面成矿
,

同时发生硅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

化和碳酸盐化等热液蚀变
。

桦树沟铜矿赋于第一和第三岩层之间
,

正是火山喷发不稳定的阶

段
,

亦是较明显的火 山喷发阶段
,

对成矿有利
。

( 三 ) 铁
、

铜二者的关系
,

在讨论铜矿床成因的同时
,

不可能不涉及到铁矿 问题
,

对 于

铁矿 以往讨论较 多
,

这里只说明以下两点
:

①铁铜矿床均产于同一 构 造 位 置
,

含矿岩成一

系
、

矿体产状和矿石构造均具有相同特征
,

因此二者的成因应基本一致
。

②铁
、

铜矿共同构

铁铜矿带
,

位于第一和第三岩层之间
,

同与火山间歇有关
。

③黄铜矿呈细脉穿插入 V号铁矿

体的节理裂隙中
,

说明铜矿较铁矿富集时期晚
。

( 参 考 文 献 略 )

·

小资料
·

我国首次在碱性岩区发现新型金矿

世界传统的找金理论
,

将碱性岩地区找金列为禁区
,

以前也确实无一例金矿在碱性岩区发现
。

但 最近

在山东省平 邑县归来庄碱性岩分布区发现了大型金矿
,

从而在国际金矿找矿史上开辟了新的领域
,

也 为我

国在类似地区寻找金矿寻得了依据
,

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

该新型金矿称为
“
归来式

”
金

矿
,

现已将其同塔北
、

南海两油气田的发现一起列为我国近年找矿史上的三大重大发现
。

该矿床是山东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程师朱锡元经三年多的艰苦探索以及在科研
、

化验部门的配 合下

得到确证的
。

矿床属构造引爆蚀变角砾岩型大金矿
,

黄金储量30 吨左右
、

潜在经济价值约 15 亿元
。

( 据山 东省地质科技情报 1 9 9 1 4 )

本 刊 办 刊 宗 旨 是 反 映 本 区 地 质 科 研 成 果
,

交 流 地

质 找 矿 信 息
,

促 进 西 北 地 区 地 质 找 矿 事 业 的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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