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超基性岩体岩石化学与矿化的关系

休海 山 执 笔

本文就所积累的岩石及矿石全分析以及岩矿蕴定

查料
,

对某地超基性岩体中路敛矿矿化简题作进一步

探甜
。

一
、

岩体地质情况蔺介

某超基性岩体位于黄陵台凸基底之西南部
,

受前

震旦耙黄陵褶鼓区的北西西一南东东向断 裂 构 造 按

制
,

走向北
“

西
,

呈条带状分布
,

面积豹 平方公

里
。

岩体出露的相对高差一般为 。一 。米
,

岩体在

高低不同部位出露情况而言
,

在 米的垂高范围内
,

厚度变化仅在 米左右
。

岩体形状系由超基性岩及

贯入其中的基性岩所粗成的一个复合岩墙状岩体
。

其

倾角为
“

一
“ 。

倾向时南时北总的为向北倾
。

岩体

围岩为峻岭拮晶片岩
,

沿走 向 与 不 同岩相的睦岭拮

晶片岩相接触
,

砚明了岩体是沿峡岭桔晶片岩在褶墩

过程中所形成的断裂构造侵入
,

而非沿片 理 整 合 侵

入
。

在岩体北侧
,

尚兄有分枝的小卫星岩体 穿 捅 围

岩
,

形状不规别
,

规模不大
,

推测在深部可能与主岩

体相速
。

岩体与围岩界换十分清楚
,

仅局部地区
,

岩

体边部具强烈蛇救石化
、

透朋石化
、

阳起石化
、

滑石

椽泥石化
、

椽帘石化及片理化现象
。

岩体东端
,

为晚

期的朋长岩及黄陵花阔岩所扰乱
,

呈侵入接触
。

岩体

两端
,

倾没于震旦系南沱冰积层之下
,

呈沉积接触
。

超基性岩体中的路铁矿
,

存在于岩体北部上盘的

蛇救石化钝橄橙岩中
,

在东西水平方向及不同高度均

有出现
。

一般规模较小
,

形状以脉状小扁豆体为主
,

尚有部份呈团块状
,

小条状及不规则状
。

二
、

岩石的矿物和化学成分特征

某超基性岩体
,

按岩石成份可划分为两个系列
,

即镁铁系列的超基性岩和钙镁跌系列的基性岩
。

基性

岩胃入超基性岩中构成一复合岩墙
。

超基性岩又可分

为钝橄境岩
、

辉石橄揽岩
、

橄榄岩
、

橄橙辉石岩和辉

石岩等岩相
,

各岩相简均无明显界袋
,

空简分布也无

一定规律
。

根据所收集的 块薄片锰定成果及部份 锰 定

查料
,

将各类岩石矿物成分合量及粗减拮构特征列入

表
。

超基性岩矿物成分含里及祖推精构表 表

岩 石 名 称 钝橄镜岩 辉石橄榄岩 橄 榄 岩

抉变嵌推
,

及轩构构状枯拮构环合晶拮网混斑晶状主及推为状构轩构片桔状拮为晶环合别斑网混个变构环混之粘网状次状
,

推构环主轩枯网为状合

岩石拮构

上,上六︺自

止口才雌

八八八八”八们‘︸组八月任以︺‘自︻了

⋯⋯
八门户,上,卫口」

几︺

八曰︻止任︻了只任︺白只甘一
勺曰

矿 物 成 分

橄境石

辉 石

轩椎蛇枚石

叶蛇较石

片蛇杖石

透朋石

椽泥石

滑 石

碳酸盐

磁铁矿

含量 平均 含量 平均 含量 平均

不同岩石中矿物特征
,

分述如下

橄境石 无色
,

自形半自形等粒桔构
,

粒径

一 厘米
,

颗粒表面时有跌质尘点
,

在岩石中多

已蛇杖石化
,

原矿物晶体及残晶保留不多
。

光性特点为

二轴晶
,

正直光性均有
, 一 “

一
“ 。

属青橄榄石
。

辉石 以斜方辉石为主
,

单斜辉石少晃
,

蛇

救石化均甚强烈
。

斜方辉石
,

无色
,

半 自形粒状拮构
,

二轴晶
,

正光性
, “

一
。

单斜辉石
,

无色
,

半

自形粒状拮构
,

解理发育
,

最大消光角在
“

以上
。

患推蛇放石 无色
,

擞推状
,

撇推长 。 厘米

左右
,

平行消光
,

为二轴晶正光性
,

变化很大
。

常

呈交叉网救状或混杂集合体分布于片蛇钦石的周围
。

片蛇救石 无色
,

不规 片状
,

片径。 一

。 厘米
。

低突起
,

无双折射率
,

似均质性
。

多构成

网环桔构的核心
,

有时其颗粒中简尚有橄境石残体
。

叶蛇款石 叶片状
,

常包围片蛇放石
,

但其

突起略高于片蛇较石
。

二轴晶
,

负光性
,

变化大
。

透丙石 卦状及柱状
,

有时板状
。

半自形至

自形晶
,

呈板状者常具辉石假象
。

滑石 鳞片状及板状
。

二轴晶
,

盒 光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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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戈八从

很小
。

分布不

匀
。

椽泥石

叶片状及撇推状集

合体
,

多分布于不

透明矿物的周围
。

硫酸盐矿

物 他形 晶
,

粒

状
,

干涉色珍珠灰

色
。

一轴晶
,

负光

性
。

常呈翩脉食穿

蛇枚石中
。

磁跌矿

黑色
,

不透明
,

粒

状或尘点状
。

分布

于蛇枚石边椽构成

网环枯构的网枚
,

或在辉石 限象的解

理键中
。

根据对某超基

性岩 个岩石全

分析的查料
,

选择

其中 地 表 的 东
、

中
、

西部三个剖面

及部分钻孔的 个

分析成果
,

按吴利

仁同志提山的方法

算出数字特征 表
,

拜将它侧表示

在图 内
。

蛇较石化碗橄携岩 蛇救石化橄榄岩 蛇叙石化辉石橄榄岩
。

图 某超基性岩的化学成分图解

根据上述大量实际资料
,

桔合岩体所处的地质环

境
,

我们对某超基性岩石特征的认撤是

岩体触变极为强烈和复杂

根据表 杭爵
,

各种类型岩石中所保留下来的原

生矿物残晶平均只有 一
,

又根据图 图解左

向量很援
,

都可以靓明岩体触变极为强烈
。

触变的类

型主要是蛇较石化
,

其次是透丙石化
、

滑石化
、

碳酸

盐化等
。

触变程度在空简分布上极为均匀
,

深部与地

表相差不大
,

但总的趋势是东强西弱
,

透朋石化 在

超基性岩与基性岩接触处局部加强
。

触变作用可大致

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橄境岩浆桔晶的后

期
,

残余挥发分对已固化的岩石产生 自变质作用
。

这

时掉发分主要是水蒸气
、

碳酸气等
,

它俐与橄橙石及

掷石相作用使其分解为蛇校石
、

滑石
、

菱镁矿和磁跌

矿等

, 刁
一

咔
。〔 〕〔 〕 。

,

、
。

〔
。 〕〔 〕

, ,

十
,

‘

令

扮 〔 〕〔 〕‘
‘

由于岩浆中残余挥友粗分供应不够充分
,

本阶段

的触变现象不甚强烈
。

第二阶段是当晚期朋长岩及花高岩侵入后
,

其残

余气水热液对超基性岩所迭加的他变质作用
。

这时气

水热液主要是含硅酸成份
,

除使橄橙石分解为蛇杖石

外
,

拜由于大量硅酸的加入
,

致使岩体中耗橄槐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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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超 基 性 岩 体 岩 石

原 来 的 岩 石 化 学 成 分 重 量 百 分 数

采样地点及剖面号

岩 石 名 称 ⋯
‘ ,

⋯⋯
·

⋯⋯
·

⋯
一

顺序号

赵 一 一

赵 一 一

蛇杖石化
钝 橄 岩

蛇放石化
视 橄 岩

赵 一 一
蛇效石化
辉 橄 岩

八曰︺八﹄︵乃八匕公任︵卜︺︸

⋯
诬

、

⋯⋯
月八口八八,‘,只︺八己八才气任任组任皿口

赵 一 一
蛇放石化
东屯 橄 岩

。

天 一 一

天 一 一

天 一 一

天 一 一

古 一 一

古 一 一

赵 一 孔

古 一 孔

古 一 孔

古 一 孔

蛇枚石化
寿屯橄 岩

蛇救石化
辛屯橄 岩

蛇枚石化
辉 橄 岩

蛇牧石化
等屯 橄 岩

蛇放石化
辉 橄 岩

蛇杖石化
挑 橄 岩

蛇杖石化
钝 橄 岩

蛇枚石化
钝 橄 岩

蛇枚石化
钝 橄 岩

蛇牧石化
钝 橄 岩

。

辉石橄橙岩的化学成分相近
,

可见上表
。

其反应式

可表示如下 二

连 , 。〔 〕 令
,

〔 〕〔 〕 。

,

〔
、
〕 令

〔
。

〕〔 〕

他变质作用因系晚期朋长岩及花岗岩侵入而引起

的
,

所以变质作用强烈
,

且表现为岩体东段救强
,

西

段较弱
。

由上述事实
,

可知 自变质作用与超基性岩中

所斌存的路铁矿应有一定成因关系
,

但由于后期强烈

的他变质作用迭加的拮果
,

使两者在实际工作中很难

区分
,

因此
,

利用围岩触变作为找寻络铁矿床的标志
,

已握失去意义
。

岩石中没有发现路尖晶石付矿物
。

各种类型的超基性岩无输其斌存位置如何
,

其化学成分均相近似
,

它们表现在上图 中各投影点

位置变化范围较小
,

轴右侧向量长度相近
,

倾斜

基本一致
。

镁跌比值高
,

各种类型岩石无输其形成部位

如何
,

值均变化在 一 之简
,

平均为
。

表现在图 右 投影点距 轴蚁远
。

通过 地 表 及 地

下 个岩石样品杭蔚
,

均属于镁质超基性岩
。

岩石中矿物成份以橄覆石及斜方 辉 石 占 优

势
,

表现在图解中 朝右 向量较长
,

与镜下槛定

未占果完全一致
。

岩石中碱性及钙碱性成分很低
,

图解中左

投影点均靠近 朝
。

艳对含量虽低 平均只有
,

但
、 、

成分更低
,

因此绍在造成
、 、

的铝

硅酸盐后仍有残余
,

而形成绍过鲍和的岩石类型
。

三
、

原始岩浆类型及其分异作用

据前人静多查料敲明
,

超基性岩建造是侵入在前

震旦祀褶教带地槽拗陷的边椽
,

井与深大断裂密切共

生
。

本建造的岩石化学成分特点
,

从上述封输 中不难

看出 首先表现在侵入建造岩石化学成分较玄武岩浆

更为基性
。

为了靓明这一特点
,

我侧迸行了两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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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成 分 及 其 数 字 特 征 窦 窦

字 特 征 按化学成分静算后

岩 石 类 型

的岩石名称

蛇辉蛇橄蛇橄蛇橄蛇橄蛇辉蛇橄蛇橄蛇橄蛇橄蛇辉蛇辉一
。 尸

一
。

一

一

一
。

一
。

〕

一

一

救石化
橄 岩

放石化
榄 岩

救石化
榄 岩

放石化
揽 岩

放石化
榄 岩

放石化
橄 岩

枚石化
惯 岩

放石化
揽 岩

正常系列

绍过她和

绍过鲍和

铝过鲍和

绍过鲍和

正常系列

正常系列

铝过鲍和

化岩化岩化岩化岩化岩化岩一

一

一

校石
榄

故石
浅

放石
橄

校石
橄

麟
一

一

一

蛇杖石
娜 橄

蛇杖石
辉 橄

绍过鲍和

铝过饱和

正常系列

正常系列

铝过鲍和

铝过鲍和

一镁敛系列和钙镁铁系列的岩石化学成份 混 合 箭 算

以出露面积加权平均
,

其棍合平均成分与超基性

岩浆相近似
,

如下表
。

根据混合平均成分按吴利仁方法所补算的数值特

两 系 列 岩 石 混 合 成 分 表 表

化化 学 成 分分 一

⋯
一 。 已 〕〕 备 注注

钙钙镁跌系列列

⋯
。

⋯⋯⋯ 个样品平均均
镁镁铁系列列

。

⋯
一一

·

个样品平均均

混混合加权平均均
。 ·

“
⋯⋯⋯“

·

“

征如下表
。

故应属于
“

橄榄岩浆类型
” 。

混合成份所针算出的数值特征 表
·

⋯
· · · ·

⋯
一

一匕

。

一 ⋯
一

⋯
韭 一

⋯一 ⋯一 ⋯
·

。。

⋯一

其次表现在超基性岩本身的岩石化学特征上
,

从

图 中可看出图左投影点密集
,

向量长短及倾斜 角度

十分接近
,

这明显地靓明原始岩浆分异十分微弱
,

岩

石的蛇枚石化程度均匀
。

另外
,

岩石中 主 的含量

过低
,

跌族元素含量较高
, 、

和 含量甚微
,

的含量普遍较高
,

值均在 以上 兑表
。

所有

这些特征均与苏联阿尔泰一藤彦超基性岩特征相似
,

因此蔽超基性岩体的原始岩浆成份
,

应属于前震旦耙

褶跳带的深部橄覆岩浆类型的侵入体
,

当无庸置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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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超基性岩浆分异良好与否对路跌矿能

否集中有极大影响
,

从上述爵多实际材料都靓明
,

超

基性岩体的分异作用是十分微弱的
。

从垂 道 方 向 上

看
,

在相对高差 一 米的范围内
,

上下岩相非

常近似
,

地表与钻探所获得的岩石成分全分析桔果相

差不大 表
,

岩体东西两端岩性也无多大差别
,

图 中各种岩石的投影点十分集中
,

这些都可作为岩

体分异不好的征明
。

岩浆分异强弱是受其所处地质环境和物理化学条

件的制豹的
。

岩体产状近于道立
,

岩浆凝固的部位即

位于岩浆真人通道内
,

由于岩浆渊上压力很强
,

流动

性大
,

加上岩浆粘度的影响
,

使岩石在凝固过程 中重

力分异作用大为减弱
。

另外岩浆形成时期恰处在地槽

褶搬的初期
,

自始至格均在振荡不安的地质构造环境

下
,

也是分异不良的客观因素之一
。

虽然岩浆分异能力很低
,

但由于原始岩浆各部粘

度不同
,

侵入时两 与围岩接触面大
,

散热速度快
,

按触文反应原理
,

侧向桔晶分异作用仍然可以发生
,

这应蔽是钝橄情岩分布于岩体南北两 的主要原因
。

四
、

路铁矿化规律及成因类型

岩体内路敛矿化现象分布零星
,

尚未发现较大规

模地集中成为富矿
。

野外及室内谧定查料
,

在围岩内均

未发现有路尖晶石类矿物的存在
。

但根据 个岩石化

学全分析成果
,

又知其中 合量平均达到。 ,

此种明显的分散现象
,

当与路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有

密切关系
。

在岩浆较早期处于高温和深成环境的 缺 氧 条 件

下
,

貉元素以 十 形式出砚
,

其离子半径 人

与 千 的离子半径 人 相似
,

两者配位数又

均为
,

因而路在早期桔品的富镁橄橙岩中可代替镁

以类质同象物混入于粘晶格架中
,

不能形成铬尖品石

类矿物
,

另一部分则形成络阴离子
刁

或 ”

存留于残浆中
,

在为量不多的矿化剂影响下
,

降低了

拮晶温度
,

逐渐浓集迁移
,

而后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下

沉淀成为小矿体
。

通过化学分析
,

又可知矿体附近围岩

中的 合量与一般围岩的 含量相比
,

无任何增减

某超基性岩体路故矿石化学成分表

析 拮 果 重量百分数

表

每一金属元素在基础
晶胞中的原子数

‘

卜
,

⋯
一 一

⋯
·

⋯ ⋯⋯合 、
矿石类型

刘
, ’ , ,

口朋称样名矿点号顺序号

一

八口曰︸八甘· ·

。

曰曰乙只六

跌铁铁绍跌戮敛络铬络铁路路路绍绍绍富矿绍绍绍跌铁铁叙叙铁毅铁富矿含矿富矿含络富矿富矿富矿

邪盯叫叫叫侧洲叫

⋯
﹃匕止八工,上,任内内︶八曰块

⋯
勺自一了︸口乙上中等浸染状了

中等浸染状

稠密浸染状

稠密浸染状了

致密块状

中等浸染状

中等浸染状

。

中等浸染状

八曰︸八今八曰工︻户口八七,立︸乙一了
司八。八

⋯⋯

稠密浸染状

稠密浸染抉

。

。 。
。

,八工峥才。八八赵赵赵天古古古古古古

古

古

中等浸染状

中等浸染状

。 。

古 中等浸染状

古 稀疏浸染状
。 。

古 中等浸染状
。 、 。

含铁富跌铝
络敛矿

合铁富跌铝
络铁矿

含数富铁铝
络跌矿

含敛富铁铝
络铁矿

古

古

稀疏浸染状

中等浸染状 富敛绍路教
矿默

户,口月叼层、门‘,﹃幻厂勺八们,,妇比乙

,上止曰立,山人山一浦二﹃土闷上

屯
‘

⋯
便“︸尸习,自八八八任⋯

‘门

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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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
,

这一事实也靓明了早期参加富镁橄境石晶格

的 仍保持其分散状态
,

井未受后期残浆中矿化

剂的影响或氧化条件的增加变成 析出再行富集
。

从岩石成分及矿石成分尚的依附关系来看
,

本岩

体络铁矿化情况
,

与国内外其他矿区相较
,

亦无例外
,

所有已知矿点
,

均斌存于北部钝橄橙岩中
,

而中部辉

橄岩内 迄未发现
。

但本岩体亦有其特殊性
,

如前所

述
,

岩体的岩石化学成分
,

为绍过鲍和的类型
。

貂的

地球化学性质
,

又属一种惰性粗分
。

成岩过程中
,

在黄

钙的情况下
, “

不能形成大量的铝硅酸盐
,

多余的

部分即进入残浆内
,

当残浆冷凝成矿时势必参与铭尖

晶石的晶格中
,

井与 互为消长
。

有关矿石化学

性质的研究
,

握采用史蒂文斯方法 表 补算
,

拜将

它投影于巴甫洛夫的三角图表后 图
,

也明显地看

出应属于绍路跌矿或富跌铝路跌矿的类型
。

由此可知

岩石化学成分与矿石化学成分之阴存在着密切的依附

关系
,

前者对后者的质量上
,

起着控制性的作用
。

,

系分别由压力
、

张力
、

及剪切力所形成
,

其中剪切

节理粗别为晚期的压滤式和个别地区出砚的熔离式小

矿体的赊矿构造
。

岩体中矿体富集的空简位置
,

既在北部钝橄橙岩

的南绿
,

又在高低不同部位出现
,

其原因当与岩体总

产状北倾有关
,

浅明矿液仍受一定重力作用沉积于上

盘的底部
,

但在围岩冷凝校快的过程中
,

含矿残浆仅

能作短距离的迁移或就地冷凝成为分散而不集中的小

矿体
。

关于岩体中矿床成因类型的研究
,

首先 仍 从 岩

石化学成分着手
。

根据岩石全分析查料
,

将 其 中 的
、 、

元 三者成分含量作为
,

投影

在开斯 一 一 系扰的相态图解上
,

桔

果所有点均落在镁橄檀石桔晶区 图
。

可兑岩浆

中矿物晶出顺序是 开始时族橄橙石大量晶出
,

其后

路尖晶石在残浆中逐渐富集
,

直至与镁橄覆石达到近

似共桔比时两者同时晶出
。

按此图解可以大体上靓明

残浆形成及路尖晶石富集过程
。

当然由于岩浆岩中其

它粗分
,

特别是挥发粗分的影响
,

可以大大降低共枯

温度
,

延长了岩体的固拮时简
,

从而使路尖晶石在残

浆中的含量远远超过图解中的共桔比
,

这一共桔成分

比大体介于 “ , , , 飞 ‘ ,

、 。

必 , 名

汽曰门

「「 厂厂厂厂厂 厂厂厂 厂厂曰曰
万万万万万 一一日日

、、 月卜 ,,

日日「「「「「「「 爪爪二二磊磊阵阵日日口口口
健健‘ ,,

门门门 一一引引扁扁圈圈河河「一一一 曰曰洲洲门门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石二二一 牙牙日日叫叫曰曰
‘

击们们们们们们们

了

口口四四口口口口曰曰日日日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叼叼臼臼国国曰曰日日门门」」门门可可口口目目川川川
义义义义犷气气

’

仁仁 口 口口一 一一 夕 ‘‘ 、 ,

宜宜 立
,,

今今今今今今 气气 刊 ,

石石石石石石石 产

乙、燕

溉攘巍 氧下七格

飞
巧三 飞

叭、嗽、
‘、人飞

︸狠

纱 祝。护一

铭锹尖

呱几
℃︾铲石图 某超基性岩的貉尖晶石类矿物成分的图解

岩体的矿化富集规律
,

也受着构造的制钓
。

本岩体

因系沿北西西一南东东的深断裂侵入
,

在南北向的压

应力影响下
,

所产生的原生流状构造与区域性的构造

方向墓本符合
,

除在岩体的膨腑部分或东部棘弯部分

受形状的影响而在边徐局部变更外
,

一般走向均呈北

西
,

倾角亦陡
, 时南时北

,

晚期桔晶分异式矿体
,

呈小矢状的排列
,

显然是受此种构造控制
。

此外岩体

在冷凝过程中
,

因体积收精和外力作用的影响
,

产生

了三祖节粗 北西西与南东东向的纵节理粗 北

北东
、

南西西向的横节理粗 北东向的斜节理粗

篇

,

尸
,

气
傲络尖晶裸

日 士

认 ,

‘ 士

匹〕 〔二」

按某超基性岩成分的投影点 液相区
。

图 开斯 一 一 系相的图解

岩体中路铁矿为条带状
,

似脉状扁豆状矿体和囊

状矿体
,

属晚期岩浆矿床
。

当残浆附近无裂隙构造存

在
,

只能沿流动界面的虚弱地带集中形成条带状矿体
,

如母岩已固桔
,

发生裂隙
,

残浆势必握压滤作用压入

下翰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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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

定距横尺定距角两测回限差窦

之差部度允角顺序号
距 离

⋯
秒 差

。

。

。

。

。

。

。

。

。

。

。

。

。

。

。

。

。

。

,护‘口夕口」︸八曰甘自八曰︸日八︺︸日︸翻匀目,上八乙任一八曰且弓自八」

勺﹁吕八曰,

,人,立,

注 两次测量之差小于上述规定时其相对改差可达
。 。 。一

。 。以上

二 一一一生声一一一
一 ,

定距尺利用废旧水准尺按上两个脚架
,

配上圆水

准汽池改制而成
。

侧 时照准尺上 。 米及 米

处 当然也可根据需要临时变动观侧位置
。

垂道角用盘左盘右两位置测定三个测回
,

其限差

不得超过
了, 。

翘过 多条导袋分析
,

我俩认为

定距竖尺比横尺有实用价值
。

因它制做筒

单
,

易于推广
。

测修道比横尺法窄
,

选点速度快
,

观

测方法也较横尺法筒单
。

高程豁算因为垂道角的正切

函数值已在边长爵算时查出来了
,

故较筒单
。

大量的

翌尺导袋靓明
,

它的精度完全可达到规范要求
。

利用翌尺测定导撇距离时
,

最好褶一下祝

距
,

以供萧算发现错改时参考
。

室内豁算在边长爵算

完毕后先算高程
,

后算座标
,

高程是否阴合可决定边

长爵算是否正确
。

否则易走弯路
。

利用铁筋做成带有三角架的活 动 小 测 纤

一米高 作为水平角观侧照准 目标
,

一 个 人 立 纤

快
,

精确
。

从 条单脱导修精度分析
,

可以将 变 砚

导撇改为单规导棋
,

既能达到精度要求
,

又可提高效

率
。

这种导袋的缺点
,

就是 要 用 精 密 仪 器 测定
,

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密视距尺
,

将用精密仪器侧定距导

耪改为用普通仪器测祝距导袋
,

将有其更大的意义
。

三 林区 地形测图方法

为适应林区作业特点
,

我俩使用了握裨仪测图方

法
。

握掉仪在已知点摆站
,

以一个已知点为零方向
,

照准标尺后渡取水平角
、

视距
,

用刻度到
’

半径为

厘米的半圆分度器按平距展糟地形点位
。

由于在大

树林内钻树空
,

所以跑尺方法都是由测站出发
,

成放

射状
,

每
“

放出一条射徽
,

这样点位均匀
,

不致漏

点
。

一般最远砚距可达 米
。

通过测定的三平方公里地形图
,

我仍认为在林区

用这种方法比大平板仪测图优越
。

因钻树空测图
,

所以摆 站 多
,

每天 一

站
。

以摆站速度比大平板仪每站快 分钟静
,

一天能

节省一个小时
,

增加了钝测图时简
。

由于对点精确
,

照准视差小
,

标 定 方 向

准
,

避免了因导袋边短
,

平板仪标定测板毅差较大的

缺点
。

仪器
、

工具较少
,

携带桩便
。

补点
、

支站较快
。

图面比较清洁
。

上面就是我俐在林区侧量中的一部份做法
,

有很

多地方很不成熟
,

希望各兄弟单位提出批郭指正
。

上接 真

于半封阴或封阴型的剪切裂隙中
,

形成似脉状或扁豆

状矿体
,

当残浆中挥发分局部集中
,

降低了它的固桔温

度
,

使矿液局部富集而发生熔离现象形成瘤状矿石
。

五
、

精皓

本文主要是从岩石化学成分的特点来分析成岩过

程及矿化的关系
。

认为原始岩浆应属于橄境岩浆类型
,

按照吴利仁同志的镁铁比值分类
,

因 值 均 大 于

,

故应为镁质超基性岩
,

对形成路跌矿的岩性专属

性来看是有利的因素
,

但因研究地区受构造控制和侵

入时动摄不安的环境所影响
,

以致尚未能找到富集的

大矿床
。

此外
,

岩石化学成分及矿石化学成分简存在

着密切依附关系
,

前者控制着后者的质量
,

因而在岩

石中绍过鲍和的情况下
,

就必然产生铝铬铁矿和富铁

绍貉铁矿的矿石类型
。

矿床成因以压滤式为主
,

个别

地区为分异式和熔离式
,

均属晚期岩浆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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