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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山铜矿床位于贵州省黔西北威 宁县炉山 镇东部 ， 矿床产于峨眉 山玄武岩组第三

段 （Ｐ
3
卩

3

）与宣威组 （ Ｐ
3 
ｘ ）的结合部位 。 此含铜矿层是近年来贵州省发现的含铜新层位 ， 具

有品位低 、 矿层稳定 、 埋深小 、 规模大等特点 。 层 内铜矿体主要受 炉山 短轴 向斜控制 ，

呈层状 、 似层状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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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石 品位 0
．

2 0 ％
？

2
． 5 0 ％ ， 部分矿段含铁可达到综合利用的工

业要求 ， 其铁铜矿矿石为一种新的矿石类型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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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该含铜矿层存在元素分带特征 ，

自 上而下表现为 Ｔ
ｉ
—Ｃｕ—Ｆｅ

？
。

前人在该区的研究工作主要集 中在宏观地质与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 而对矿物岩石学

方面的研究较少 ， 因此本文试图运用镜下鉴定 、 电子探针及电镜分析的方法 ， 对区 内 矿

石的矿物组合 、 生成关系进行详细 的研究 ， 同时结合地球化学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 进而

划分成矿阶段并探讨成矿机制 。 初步研究表明 ：

（ 1 ）该矿床可划分为热液期和表生期 ， 热液期又可分为早期热液沉淀阶段和后期热液

叠加改造阶段 。 各期次和各阶段所形成的矿物具有不同的控制因素和富集规律 。

早期热液沉淀阶段金属矿物组成相对复杂 ， 含铜矿物主要 有 自 然铜 、 黄铜矿 、 辉铜

矿 、 斑铜矿等 。 主要矿物组合为辉铜矿 十斑铜矿十石英 、 斑铜矿十绿泥石十高岭石、 自 然

铜十辉铜矿 、 自 然铜 十辉铜矿十黝铜矿、 自然铜十辉铜矿十斑铜矿 、 黄铁矿十辉铜矿十 绿

泥石 、 斑铜矿十石英十高岭石、 黄铁矿十黄铜矿十斑铜矿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表明此处形

成的辉铜矿主要为低温条件下形成的久辉铜矿 。 早期热液阶段表现为黄铁矿—斑铜矿—

黄铜矿—辉铜矿依次沉淀 。

后期热液活动叠加改造阶段是成矿热液活动和铜矿化的主要阶段 ， 形成 自 然铜 、 斑

铜矿 、 辉铜矿及黝铜矿 ， 矿物主要呈浸染状分布于岩石 中 ， 或呈细脉状切割 、 穿插早期

形成的矿物 。 金属硫化物具有一定的分带性 ， 具明显交代现象 ， 其形成的基本顺序为黄

基金项 目 ： 中 国地质调查项 目贵州乌蒙山区优势矿产综合调查评价 （ 1 2 1 2 0 1 1 3 0 5 2 7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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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黄铜矿—斑铜矿—辉铜矿 。 研究发现角砾岩 中含有 自 然铜而 岩屑砂岩中没 有 自

然铜 。

早期和后期热液阶段形成的不同类型含铜矿物在种类和含量上存在差异 ， 早期 以黄

铜矿和斑铜矿为主 ， 后期 以 自 然铜 、 斑铜矿和辉铜矿为主 。 通过电子探针分析表 明两期

热液作用形成的铜矿物都 比较纯 ， 各主要元素含量接近理论值 。

表生期铜元素通过表生淋滤作用从原生 自 然铜及被氧化分解 的金属硫化物中析离 出

来 ， 然后在矿物裂隙 、 碎屑颗粒间 隙及岩石表面形成氧化物 、 碳酸盐等次生矿物 。 主要

矿物为孔雀石 、 赤铜矿 、 赤铁矿 、 钛铁矿、 褐铁矿 。 钛氧化物富集程度较高 。

（ 2 ）前人普遍认为该区铜矿床为风化壳型铁铜矿床 ， 笔者结合地球化学特征与本文研

究认为该区铁铜矿床沉积及成矿热液活动特征明显 ， 应为同生沉积后生再富集型铁铜矿

床 。 提出该铜矿床的形成不仅与沉积成岩作用有关 ， 而且还与火 山期后地下热液活动有

关 ， 是火 山期后地下热液作用使之富化的结果 。 该矿床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 ：

首先 ， 在晚二叠世时期 ， 峨眉 山 玄武岩浆喷溢形成的火山 高地成为蚀源区 ， 不断产

生岩屑
－坡积物并向湖泊沼泽环境搬运 。 火山洼地则大量接受源 自蚀源区的碎屑物 ， 并发

生沉积成岩作用 ， 形成矿源岩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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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 沉积物中部分铜元素被带入 同生流体 ， 形成含铜流体 ， 该流体迁移至孔隙度

较高 的火 山角砾赤铁矿层 、 岩屑砂岩通过沉淀形成铜矿床成矿的重要物质基础 含铜

沉积岩系 。

最后 ， 以大气降水为主的热液与含铜岩系产生物理化学反应 ， 使得含铜火 山角砾岩

和岩屑砂岩中的铜元素发生活化 、 再富集 。

一方面 ， 对富铜贫硫元素 的成矿环境而言 ，

可以形成贫硫矿石矿物 斑铜矿和辉铜矿 ； 另一方面 ， 丰富的有机质腐烂 、 分解而成

的 Ｃ 0 2 ＆ Ｈ
2 Ｓ 等还原剂很容易与含铜地层 中铁 、 铜元素发生氧化

－还原反应 ， 形成富硫

的矿石矿物 自 然铜 、 黄铜矿 、 辉铜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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