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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某 地 砷 拍 矿 的 研 究

邢 鉴易 发

含 高
。

从矿石类型来看
,

一般在海肺品铁状孙
’一

石

中合 高
,

而且含 稳定
,

在星点状矿石 ‘ ,

含 员波

动较大
,

在交代大理岩型矿石中
,

虽然
、

的含

量很高
,

但 的含量没有明显的增高 见图
。

这是与

不同的矿物粗合有关
。

海袖晶数状矿石是 山磁黄铁矿

一镍黄跌矿一黄铜矿和黄铁矿一柴硫铁纹矿一黄纲矿

共生矿物粗成
。

这两个早期的共生粗合是铂族元素富

集的阶段
。

而交代大理岩型矿石主要由白跌矿一针纹

矿一黄铜矿共生矿物机成
,

是铂族元素的次要成矿阶

段
,

其次有少量的黄铁矿
,

莱硫铁镍矿
。

厂爪
、

才
、

人
厂 认 ‘

尸

岌 万一 、 , ‘ ,

丫

厂二,’,’,

舍曰万

而嘟 矿 系一种稀少的粕族元

素矿物
。

主要产于与基性岩一超基性岩有关的铜镍硫

化物矿床中
。

砷铂矿在世界上发现的地区尚不多
,

已

知的产地有加拿大的肯德别里铜镍硫化物矿床
、

南非

铂矿以及苏联等几个地区
。

我国至今尚未报导过砷怕

矿的文章
。

砷知矿为一种化学成份筋单且很稳定 的 铂 砷 化

物
。

主要成份是
、 ,

其理输值是 为
,

为
,

且握常含有少量的
,

除此之外有

些样品中含有
、 、 、

等微量元素
。

砷铂

矿主要产于富含铂族元素的铜镍硫化物矿床中
。

本文

所要报导的是我国某地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铜纹硫化物

矿床中的砷粕矿
。

核矿
‘

物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

砷铂矿的发现和

研究不但为我国增加一种新的矿物
,

而对敲区铂族元

素斌存状态的研究和今后的找矿勘探工作具有一定的

意义

一
、

地 质 概 况

矿区为前震旦耙片麻岩一大理岩系
,

超基性岩沿

北西一南东方向的 深 大 断 裂不整合侵入
,

向南西倾

斜倾角
“ ,

岩体长度很大
,

宽度变化亦甚大
。

与围

岩呈较规 的接触
,

其岩体底盘呈凹凸不 平 的 起 伏

状
,

由耗橄榄岩
、

辉石橄榄岩
、

橄榄岩
、

橄 槐 辉 石

岩
、

辉石岩粗成
。

铜族硫化物矿体延长方向与超基性岩体一致
,

呈

似层状或透镜状
。

矿石按其产出特点
,

枯构
、

构造及

矿物共生粗合
,

可分为海林晶敛状矿石
、

星点状矿石

以及交代底盘大理岩型块状矿石
。

主要金属矿物有镍

黄铁矿
、

黄跌矿
、

黄铜矿
、

针镍矿
、

白铁矿
、

斑铜矿等
。

铂族元素在矿体中的分布尚较均匀
,

总 的 来 看

与 呈成正比关系
。

即是 随着
、

的增

高而增高
。

从空简上来看在矿体的底部比中上部矿体

戈三
一两

一 ,
’

书

深 度

一 一 含 变化曲挂图

浸染状矿石 海柳品铁状矿石 交代大理岩型矿石
。

二
、

砷粕矿的物理光学性质

本区产山的砷铂矿呈踢白色
、

金属光泽
、

等 品

系
、

顺粒道径一般在
·

资米之阴
,

大者达
·

毫米
,

小者为 毫米
。

具只壳状断 口 ,

比 贡 为
· ·

显微微量比重测定
,

显 微 硬 度 为

公斤 毫米
“ 显微硬度补 定

,

相当于

摩氏硬度
,

解理不发育
,

无磁性
,

与热 和

均无反应
,

与王水反应很慢
,

表面渐渐污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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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黄色
。

反光授下呈白色
,

微带浅蓝色
,

无多色性
,

反射

率较高
,

椽光为
、

杠光为
、

橙光为 裂

隙光度静测定
。

本区砷铂矿与加拿大的肯得别里铜镍矿床中的砷

铂矿进行了对比 表
,

其物理光学性质相似
。

神铂矿物理光学对比夹 窦

砷铂矿银射柱粉晶分析数据 交

报

砷 铂 矿 《本文 砷铂矿 肯德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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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射 率

椽光

杠光

橙光

释光

杠光

橙光

三
、

粱琴射线分析

八甘内八﹄日

,土,月︸几

从砷铂矿的粱琴射极粉晶分析 表
,

与加拿

大肯德别里产出砷铂矿对比
,

极为相似
。

其晶胞大小

为 士 人 肯德别里砷铂矿 二 士

人
。

阳极
,

滤光片 又 人

电压
,

电流
,

时简 小时
。

,

,

一

。

,

,

, 该

,

。

四
、

化 学 成 份

,

,

,

,

, ,

,

。

砷铂矿的化学成份用拭金法测得
,

为
· ,

拯光藉测定有多量的
,

少量的
,

和微量的
。

与肯德别里等几个产地的砷铂矿化学 成 份 相 似 表

,

,

五
、

砷拍矿的产出特征

铜镍硫化矿床中的铂族元素
,

在缺硫
、

砷
、

却的

环境下
,

表现了强烈的亲硫性
,

都参加于硫化物的格

架中
,

而当硫
、

砷
‘

锑的含量达到一定浓度的情况下
,

它就具有 粗 成 硫 化物
、

砷化物或鲜化物的趋势
。

由

于枯晶构造和桔晶时简的影响
,

大部份铂族元素都在

枯晶的较早阶段
,

并且产在桔晶构造与砷铂矿拮品构

造相似的镍黄铁矿
、

黄跌矿及磁黄跌矿中
。

我国某地

铜镍硫化物矿床中的铂族元素就具有上述 的 成 矿 特

点
。

对我国某地铂族元素的研究
,

可以将其铂族元素

及其砷粕矿产出特征分述如下

在岩浆中最早是携带铂族元素的硫化物熔浆从超

基性岩熔浆中分离出来
,

由于重力作用的桔果
,

硫化

物熔浆则富集在底部
,

这种熔浆分具作用一直继城到

矽酸盐熔浆开始桔晶时为止
。

首先桔晶的是 路 尖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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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拍矿化学成份对比表 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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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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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 中 —本文

—肯德别里
、 、 、

—根据
, , 。 二 。 , 二 二

苏联矿物手册 俄文版 第一卷 。年
。

石
、

磁铁矿
、

数跌矿
,

随后是橄榄石
、

辉石等硅酸盐

矿物
,

与此同时粗成超基性类
。

这些早期拮品出来的

硅酸盐矿物不含有铂族元素
。

在硅酸盐矿物桔晶之后
,

是底部硫化物的晶出
,

这时品出的矿物有 搽黄跌矿
、

磁黄铁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等
。

接着又分出紫硫跌镍矿
。

大量 的 铂 族 元

素是在这硫化物阶段晶出的
。

施 聂 尔 汗

在 年在南非铂矿的研究时也确认

大量的铂族元素是在硫化物阶段晶出的
,

与本区有相

似的成矿特点
。

在这个阶段铂族元素随同大量的挥发

物一起进入硫化物熔浆中
。

通过矿石矿物的矿相学研究 。余 块 光 片 研

究
,

可将本区硫化物生成阶段划为早期硫化物阶段

和晚期硫化物阶段
。

早期硫化物阶段以磁黄铁矿一黄

铜矿一镍黄铁矿一黄铁矿共生粗合为代表
,

为转浆晚

期的产物
。

粕族元素表现强烈的亲跌性和亲硫性
,

主

要参加到硫化物的枯晶格架中
。

因此规黄跌矿
、

黄铁

矿
、

黄铜矿都含有很高的
,

只有磁黄跌矿含 最较

低
,

而以镍黄铁矿含 量最高
。

这与施孤尔汗研究

南非铂矿所得出的情况是相反的
。

他认为纹黄铁矿含

僵 最低 可能是由于矿石中合有磁黄跌 矿 蛟少的

原因
。

在早期硫化物向晚期硫化物过渡阶段
,

硫化物浓

液具有氧化和热液阶段的性质
。

以大量的紫硫铁踉矿

代替镍黄铁矿为特征
。

在柴硫铁族矿寿品乙山来稍晚的

时侯
,

矿液中硫
、

铁
、

纹含量诚少
,

而砷和铂则相对

的富集
,

这就抬砷铂矿的形成构成了先决条件
,

勿族

元素就以砷铂矿的形式出现
。

晚期硫化物阶段
,

已完全凤于热液的性质
,

以 自

铁矿一黄铜矿一针镍矿共生扭合为代表
,

这时角族尤

素的活动已进尾声
,

硫化物中含 很低
。

磁铁矿
一

往往沿硫化物解理充琪
。

在磁跌矿形成以后是碳酸盐

脉的活动
,

这时已不含有铂族元素
。

上接 真

愈显著
,

这当然利于大规模的翼部的层简剪切带和轴

部的挤压破碎带发生
。

相反
,

在平援褶教的条件下
,

仅能发生翼部岩层微弱的层简滑动和轴部岩层由弯曲

而导生的微弱的张裂
,

不利于大规模的破裂发育
。

向斜和背斜对矿体生成的影响的差别
,

也可能与

各自形成时应力状态的特点有关
。

地壳表层的岩层褶

教为背斜
,

各岩层向上的弯曲和向上的滑动
,

由于没

参 考

基里豁娃 褶教形成构式的若千简题

地质出版社 年

柯西金 含油区大地构造 上册

、 真 石油工业出版社 年

毕令斯 构造地质学 真 地质出

版社 年
。 豆。刀 皿 皿 两 叹 倪 一

杖 八, 。 应 二 、 ‘仄 。丘 真
、

真

有上复的强大阻力存在
,

多少是比校 自由的
。

向斜的

形成则有所不同
,

各岩层向下的弯曲和向下的滑动
,

却受到了地壳的抵抗
,

大概会困难得多
,

受力也复杂

得多
。

这可能是鞍状矿体在背斜中救常兄到
,

而脉状

和网脉状矿体较常在向斜中见到的原因
。

本文涉及到一些矿体的构迭分类
,

只是为了便于

叙述某些构造因素对矿体分布的影响
。

而不是专 提

出有关矿体的全面的构造分类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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