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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麻阳铜矿自然铜形态特征及其成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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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麻阳铜矿是白垩纪砂岩容矿的自然铜矿床，研究了自然铜的产出状态和矿石结构特点过程中，确定了该 

矿床 自然铜的三种存在形式：①岩屑型原生自然铜，是剥蚀源区已有的自然铜矿石经河流搬运而来，这种 自然 

铜可作为寻找剥蚀源区自然铜矿化的标志；②后期热液充填型自然铜，自然铜粒度粗大，形状多变，大多产于 

碎屑之间的胶结物中，常见交代溶蚀碎屑；③裂隙中次生自然铜，多呈大片的树枝状等不规则状。认为含 自然 

铜岩屑来自剥蚀源区原生自然铜矿化，碎屑粒间充填的自然铜是成岩期或更晚期热液作用的产物，沿断裂或 

裂隙形成的树枝状．不规则状自然铜是成岩期后构造活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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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铜矿(又称九曲湾铜矿)是产于砂岩中的 

自然铜矿床，主要矿石矿物是 自然铜。该矿床开 

采始于春秋时代，工业开采始于 20世纪7O年代， 

目前处于快要闭坑的阶段。20世纪 6o年代进行 

的沅麻盆地铜矿普查与勘探工作，对矿床地质、矿 

体展布、矿石特征等作了全面的工作，描述了自然 

铜的三种产出状态，提出矿床沉积．改造成因说， 

把麻阳铜矿及沅麻盆地内其他矿化点统称为砂岩 

铜矿。矿床开采过程中，王竞成Ll J、余左清L2J、尹 

承忠L3 J等进一步做了矿床地质描述。沉积相分析 

认为沉积环境为河湖三角洲水上、水下交替沉 

积[ ]或河湖水下三角洲相沉积【4’ J；黄满湘l4,6J、 

肖荣阁[ 、钟建华l ， ]等做过相应的成因研究，黄 

根据古流向和碎屑长石牌号证据认为铜的来源是 

雪峰古陆，并猜测成矿的自然铜经机械搬运至矿 

区，沉淀形成矿化富集；肖研究了矿化与蚀变的关 

系，认为自然铜的形成是纯粹的后期热液作用结 

果；钟研究了与遗迹化石和有机质共生的自然铜 

矿化，强调生物成因说，并根据晶质体反射率测得 

成矿温度为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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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看，自然铜的大规模富集多与玄武 

岩有关，麻阳铜矿主成矿期的自然铜矿化结构与 

美国【10-13]及我国【12-14]玄武岩型 自然铜矿床矿化 

结构类似，但它们的区域地质背景、容矿岩性等特 

征相去甚远。麻 阳自然铜矿床与中非【14-15J、欧 

洲[16-17]、美I~E11]和我国[ 加]典型的砂岩型铜矿床 

具有更多的类似之处：矿化与粉砂岩一泥岩红层有 

关，浸染状矿石产在浅色的砂砾岩．粉砂岩中，矿 

区周围和深部未发现岩体或火山岩；因此，麻阳铜 

矿的产出环境与新元古代和中新生代典型的砂岩 

硫化物铜矿床类似。从这个角度看，麻阳铜矿的 

自然铜具有其独特的产出环境和特征。作者考察 

了矿床野外地质，对岩石、矿物进行了手标本和光 

薄片的室内研究，再次确认了自然铜的3种主要 

形态，即砂岩碎屑中原生 自然铜、碎屑间充填自然 

铜、断裂中不规则状自然铜，得到矿化过程的初步 

结论。 

1 矿床地质概况 

麻阳铜矿产于沅麻盆地中段东南侧，其东南 

靠近雪峰古陆。沅麻盆地位于湖南省西部，雪峰 

山脉与武陵山脉之间，盆地总体呈北东一南西向 

延伸，并向西北突出呈弧形，大地构造上位于江南 

地轴的西南缘。沅麻盆地周围出露的最老的地层 

是新元古代及早古生代低级变质岩系，盆地东南 

缘出露石炭纪 一二叠纪地层，白垩系不整合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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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矧。 

区内含矿岩系为上白垩统锦江组及古新统下 

部。白垩系含矿层平均厚度 567 m【1／，由“深色 

层”和“浅色层”交互组成，前者为棕红色泥质粉 

砂岩或泥岩，泥质粉砂岩的砂粒以石英为主，次为 

云母，岩屑极少，胶结物主要是粘土、钙质和铁质； 

后者主要是浅灰色一灰绿色含砾 中一粗砂岩、含砾 

细砂岩和细砂岩，砾石、碎屑成分复杂，包括石英、 

长石、云母等30余种晶屑以及岩浆岩、变质岩、沉 

积岩等各种岩屑，泥质含量少，以钙质胶结为主。 

古新统含矿层厚 110 m，为白垩系含矿建造崩塌 

产物，因此，以下仅讨论白垩纪系含矿构造。 

矿体呈透镜状或层状、似层状，具有多层性， 

严格受浅色层位控制，顶、底板围岩均为“深色 

层”，二者界线清楚，产状与围岩产状完全一致(图 

1)。呈透镜状矿体常常是浅色层在深色层 中尖 

灭，尖灭处矿化变弱，含矿层有分叉现象。部分矿 

体具侧伏现象，侧伏方向受分流河道延伸方向控 

制；褶皱轴部、断裂两盘、岩层产状由陡变缓处有 

矿化集中现象【l，4l。 

图 1 浅色含矿层与红色无矿层界线 

Fig．1．Field photograph ofthe No．8 orebody 

in-125 mine adit，showing the bounaw  between 

mineralized and ba／'ren strata in the Mayang Cu deposit 

2 矿石成因特征 

麻阳铜矿矿石结构单一，均为浸染状 自然铜 

矿石，手标本范围内矿化极不均匀，铜含量变化从 

0 3％到 >10％。含矿层与非含矿层接触部位有 

红层褪色现象，这种褪色边在不同矿层厚度不同， 

一 般 2～3舢 。鉴定发现该矿床主要存在 3种类 

型的自然铜，可能代表 3种不同的成因。 

(1)碎屑中原生自然铜(图2a中 R0)。含此类 

矿化的一般为细晶一隐晶质硅质碎屑，磨圆较差。 

几乎每个样品中都存在这种岩屑，有时一个视域 

内可见多个，镜下目测矿化最富者可达 10％以上 

(体积比)，自然铜颗粒细小，呈蠕虫状或粒状填充 

在碎屑中。根据自然铜形状判断，矿化不像气孔 

充填形状，应为原地原生成因；多数含自然铜碎屑 

颗粒边部元矿化或矿化变弱，可能是后期被淋滤 

或次生加大造成的。 

(2)碎屑间充填自然铜。这是最主要的铜矿化 

类型，自然铜呈粗粒粒状或不规则状充填在碎屑 

间或碎屑裂隙中，充当胶结物(图 2a、b)，对碎屑 

有明显的交代溶蚀(图2c)，一般情况下交代岩屑 

较矿物碎屑更强烈。这种自然铜有时与充填在碎 

屑间的大颗粒不规则状方解石、绢云母化的杂基 

共生(图 2c)，体现出热液活动的特点，与一般的 

热液矿床不同之处在于不存在脉状矿化。 

(3)断裂中不规则状 自然铜。仅产在浅地表 

断裂中，呈树枝状、板状，常与石膏共生，麻阳铜矿 

职工所收藏部分标本(图 2d)。其产出位置、体 

积、形态区别于碎屑问充填自然铜。石膏表面有 

擦痕，与石膏接触部位可见立方体自然铜晶体。 

此类矿石已经全部开采完，仅存麻阳铜矿职工所 

收藏部分标本(图 2d)。其产出位置、体积、形态 

区别于碎屑问充填自然铜。 

3 结论与认识 

麻阳铜矿 3种形态的自然铜有其不同的形成 

过程：含自然铜岩屑来 自剥蚀源区原生 自然铜矿 

化，碎屑粒间充填的自然铜是成岩期或更晚期热 

液作用的产物，沿断裂或裂隙形成的树枝状一不规 

则状自然铜是成岩期后构造活动的产物。 

(1)富自然铜岩屑的大量存在，已经构成矿床 

铜的一部分，说明源区存在一定规模的原生 自然 

铜成矿作用。再者，与之共生的其他碎屑包括长 

石、黑云母，岩屑等不稳定组分，各种碎屑形态复 

杂，磨圆度差等特点说明含自然铜矿化碎屑是近 

源产物——根据古流向证据推测来自古雪峰山地 

区；另外含铜碎屑主要是细晶质一隐晶质硅质碎 

屑，进一步推测其来源于含有硅质建造的某个层 

位或局部。这可以作为寻找源区自然铜矿床的重 

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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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1．方解石； Cu-自然铜； Fs．长石； Q-石英； R-岩屑； R0．含自然铜碎屑 

a．碎屑中粒状、蠕虫状 自然铜矿化与碎屑间自然铜矿化共生(光薄片，反射单偏光) 

b．碎屑问自然铜矿化，自然铜作为单纯的胶结物出现，包围碎屑矿物(光片，单偏光) 

C．碎屑间自然铜矿化，自然铜与结晶方解石共生，对岩屑、长石有明显的交代(光片，单偏光) 

d．断裂中不规则状自然铜，呈树枝状，表面有石膏附着，具红色氧化层(蒋菘奇收藏) 

图 2 自然铜矿化结构特征 

Fig．2．Characteristics of native copper mineralization in san nes。sho~ g the 0re 

textural&mracteristies of rmtJve copper widl detrital matter and／or cement． 

(2)具有热液成因特征的主成矿期 自然铜并 

没有以常见的脉状矿化，而是充填在碎屑颗粒 

之间；自然铜及热液方解石对胶结物及碎屑的 

交代、溶蚀说明主成矿期至少发生在成岩期或 

更晚。铜的来源可能与富 自然铜岩屑相同，源 

区自然铜矿化体风化剥蚀后，一部分以岩屑方 

式被河流搬运，更多的铜可能以离子状态随河 

水搬运至矿区，成岩期或其后，地下水的活动使 

离子状态的铜汇集、沉淀成矿。河流相碎屑物 

沉积环境的少硫可能是 自然铜大量形成的条件 

之一 。 

(3)裂隙中自然铜与石膏共生，可能暗示着 自 

然铜形成过程中迁移和富集的特定的物理、化学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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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COPPER ORB 嘲 瓜AI， IICs OF TIⅢ MAYANG 

DE]P0Srr AND EIEIR CoNSTRADⅡS oN GE]NESIs 

WANG Da-peng 一，ZHANG Qian ，ZHU Chao—hui 一，JIANG Shou—ping3，CHEN Long-bing3 

(1．The State研 Laboratory ofOre Deposit Geochemistry， Academy &如 ，Gu／yang 550002，China； 

2．Caudmae Unitersity ofChineseAcademy ofSc／ences，＆ 100039， ；3．Mayang CopperMine，Mayang 419413， ) 

Abstract：The Mayang copper deposit is a native copper deposit，hosted by Mesozoic sandstones and conglomeratic 

sandstones in the Yuanma Basin．By studying native copper ore-textural characteristics by transmitted and reflected light 

microscopy，three forms of native copper were distinguished：①native copper mineralization occul~in detrital siliceous 

rocks，which were formed in the provenance district(Xuefeng Mountain region)，and this type of copper is the possible 

genetic marker of the Mayang copper mine；② the disseminated native copper mineralization，occurring as a kind of 

cements, always replaces detfital mineral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calcite cements or sericitized mat x
．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of disseminated native copper ale similar to those of hydrothermal replacement deposits
， and the native 

copper was formed during the post-depesitional stage or even post-diagenetic stage；and③the secondary native copper 

occuis in fault surface with gypsu／n，this type of mineralization is controlled by fault which cuts through the disseminated 

orebodies．As above described，the types of native copper mineralization show a multiple evolution for the Mayang native 

copper mi ne． 

Key words：native copper；ore texture；Mayang Cu mine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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