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成正比
,

以及在矿体中常成互层出现
,

互层层次多
,

矿石质量好
,

互层层次少
,

矿石质量差等事实看来
,

这可能与锰的搬运形式是以悬浮或吸附形式有一定联

系
。

从而使陆源风化物在水盆介质物理化学的变化过

程 中得到充分的海解作用沉淀而形成矿体
。

关于猛质的来源简题

核区锰矿的锰质
,

可能大部分来 自于矿区北部江

南古陆上之震旦系中的含锰岩石
,

以悬浮碎屑和粘土

吸附形式被地表水搬运入海 在海水介质物理化学条

件变革的影响下
,

得到充分的海解和沉淀而形成
。

四关于今后找矿评价工作的几点惫见
、

通过对蔽区碳酸锰矿床的成矿特点和富集规律研

究的桔果
,

我们认为在今后对于鼓类锰矿床的找矿静

价工作中
,

应注意下列几个因素
,

具有一定的实践意

义
。

一 含锰岩系的厚度
。

凡是厚度大的地段
,

常

为富矿
,

而厚度小的地段
,

常为贫矿
。

二 含锰岩系的岩相变化
。

凡是黑色页岩中的

炭泥质成分和黄敛矿的含量多
,

粘土直岩 中 的 砂质

少
,

常是富矿分布的地段 凡是黑色页岩相变为硅质

夏岩时
,

具常为食矿
。

三 矿体下部黑色直岩的厚度变化
。

一般黑色

页岩厚的地段
,

常是富矿分布的地段
。

四 含锰岩系中的沉积韵律
。

凡是多韵律的地

段
,

常为富矿
,

而单韵律 常为食矿
。

五 矿体中矿层和黑色真岩的互层层数
。

凡是

层数越多
,

矿体富且厚
。

六 矿体的形态
。

凡是矿体呈断植的透镜体
,

一般为食矿
,

并且常是靠近古陆边徐的滨海地带
。

七 矿相类型的特征
。

凡是肉杠色
、

浅杠色薄

层块状的矿石
,

常为富矿
,

颜色越杠
、

越富 凡是灰

黑色或灰色的矿石
,

常为贫矿
。

凡是具有砾状或似鲡

状拮构的矿石
,

常为贫矿或含锰灰岩
,

拜且常分布于

滨海带或水下岛屿的地段 凡是桔构致密而韧
、

质钝

的含锰灰岩
,

常分布于较碳酸锰矿相为深的地段
。

以上所述有关找矿部价工作时应注 意 的 几个 因

素
,

必须相互教扯
,

粽合分析研究矿区的古地理
,

特

别是对于出露地表露头的沉积部位 即古地理位置

的分析
。

因为沉积矿床常因后期构造变动和风化剥触

程度不同的影响
,

使出露于地表的露头
,

常是不同的

沉积部位
。

因此地表好的
,

其深部不一定也好 地表
不好

,

其深部也不一定不好
。

必须通过祥栩地研究古

地理特点
,

分析露头相当的沉积部位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根据鼓区的特点
,

富矿常分布于局 限 海 盆 的中

心
,

因此必须研究局限海盆的位置
、

范围
,

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

本文查料除笔者亲 自观察收集外
,

大部份系我分

队集体劳动的成果
,

只是笔者将其粽合分析后
,

提出

一点看法而已
。

维于查料尚嫌不足
,

笔者水平所限
,

错漏在所难免
,

敬希鸽者批静指正
。

参 考 文 献 从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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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路土矿床之地质特征及成因探对

张 庆 麟

绍土矿床的成因存在爵多不同的假魏
,

作者通过

对冀南绍土矿床的野外地质研究
,

倾向于后生作用成

矿的晃解
,

今将鼓区矿床之基本地质特征
,

概略介貂

如下

冀南铝土矿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山西台背斜与

河淮台向料的过渡带
。

区内主要分布有下古生界的塞

武系
、

奥附系
,

上古生界的石炭系
、

二迭系
、

及新生

界的第三系和第四系地层
。

所有这些地层均可与华北

各地之地层相互对比
。

本区之铝土矿也像华北其他著

名始土矿区一样
,

产于中奥陶系局家沟灰岩之侵触面

上
,

属中石炭系之本溪就
,

即所稍之 层绍土矿
。

现以某矿区之地层为代表
,

由下而上筒要描述如

下

一 中奥陶系揭家沟灰岩 多黝蓝色之致密块

状隐晶质灰岩
。

时或含有白色或黄色花杖
。

氧化钙含

量通常达到 以上
。

顶部别常有一层整黄色泥质灰

岩
。

又在其古风化面上常兑有黄褐色之铁质粘土
,

为

献质并具可塑性
,

呈不规剧分布
,

通常停积在小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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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同 凹陷中
,

显然系古风化产物
。

二 中石炭系本溪就

紫色真岩
、

薄层状
,

成份以粘土质为主
,

并常

含有大量铁质颗粒
,

因淋失而呈蜂窝状桔构
。

并也常

见夹有跌质团块
,

在靠近地表的局部地区
,

其底部有

时全被褐铁矿所替代
,

此即所鹉
“

山西式
” 敛矿

。

靛层与下伏奥陶耙灰岩为假整合接触
。

层厚一般

一 米
,

在岩溶凹地常显著增厚
。

绍土矿或粘土矿层
,

本层为具有工业价值之矿

层
,

层内构造甚不均一
,

成份变化大
,

按其粗份及岩

石桔构构造之不同可分为三层

①绍土真岩
,

常位于矿层的底部
,

以具有不明显

之薄层构造为特征
,

以砖灰色为主
,

或因跌染而略带

紫征色
,

致密或具少爵鲡豆
。

鲡粒直径为 。 毫米

不等
,

常比基质具较深色泽
,

主要 由水绍石构成
。

基

质则通常是具有油脂光泽的高岭石
。

④铝土矿
,

常在矿层的中部
。

按其枯构与色泽之

不同
,

又可分为青灰色致密绍土矿
、

灰白色致密绍土

矿
,

及砖灰色鲡豆状绍土矿
。

三者替无固定层位
,

或

单独出现
,

或二者甚至三者共同出现
。

通常均以具有

较大的块度或硬度为特征
,

断口粗糙 灰白色绍土矿

也兄有只壳断 口 ,

并具珍珠 状光 泽
。

通常呈不规则

囊抉体
,

或不同规模的透镜休产出
。

③硬质枯土
,

常位于矿层上部
,

为青灰色
,

致密

块状
,

质脆易碎
,

断 口 只壳抉
,

具油脂光泽
,

常合有

矽质凝胶的斑点或 扣脉 图
,

有时 也 含 少 爵 鲡

粒
,

稀疏分布
。

本层顶部钓 。 米
,

含数量常显著

增高
,

局部呈紫杠色绍土真岩产出
。

佣只能兑到有绍土百岩和硬质粘土
,

甚至只能兑到一

种绍土页岩
。

这种分布状态与岩溶凹地内部地形的起

伏
,

迄今为止未发现任何依帜关系
。

三 上石炭系太原挑

青灰色粘土 致密 或叶片 状
,

软 质
,

具可塑

性
,

含有黄敛矿扣晶
。

层厚 米
。

炭质真岩 黑色薄层状
,

常含云母质的粉砂及

多量黄铁矿之拮核
,

或弥散分布之栩晶
。

恢部常夹杂

有薄层煤技
。

有的地区 横变为 含炭量 较低的 粘土夏

岩
,

并因跌质氧化 浸染程 度不同 而呈黄 褐
、

紫杠等

色
。

层厚 米
。

,

黄褐色粘土 戟质
,

层厚豹 米
。

健石灰岩 灰黄色
,

致密稳晶质块状
,

含泥质

较高通常含有多量海白合根等生物碎屑
。

爆石桔核成

断擅的条带
,

沿层或穿层分布
。

层厚 米
。

黄褐色砂岩或砂质真岩
,

以等粒 的 毫米

左右
,

成份为石英
、

粘土质和云母 为 主 的 碎 屑 粗

成
,

井为泥质钙质胶枯
。

层厚豹 米
。

应蔽指出上述剖面在各个矿区均略有变化
,

现将

各矿区之地层对比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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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三‘石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 , 了

图
、

含硅斑硬质粘土矿中硅质栩脉之分布

上述三层合爵总厚介于 。 米之尚
,

井显然 与

岩溶四地有密切关系
,

凹地愈深 厚度愈大
。

但三者

的分布却无明显规律
,

在较好的情况下
,

我俩可以看

觅三者成上中下的关系依序产出
,

但相互简替无明显

的层面截分
,

而是逐渐过渡的
。

较普遍的情况下
,

我

目 目 昌 目 图 巨目 圈
团 圃 娜 翻 翻 目 目

图
、

各矿区地层柱状对比图

砂岩 砂质真岩 真岩 粘土真岩 涎石灰

岩 煤层 炭质夏岩 黄敛矿拙晶 软质粘土

硬质粘土 鲡伏铝土矿 青灰色铝土矿
灰白色铝土矿 绍土夏岩 石灰岩

从各矿区的地层对比
,

可得出如下枯输
,

即

一 本区之铝土 矿与硬 质耐火 枯土矿 紧密共

生
,

如将其作为一个整体 层 在全区是相当稳

定的
,

但其内部拮构却相当复杂
。

二 层之顶板

在各区常有显著变化
,

甚不均一
,

如有的为粘土
,

有

的发育有局部海相灰岩
,

有的 为厚层石英砂岩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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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同 凹陷中
,

显然系古风化产物
。

二 中石炭系本溪就

紫色真岩
、

薄层状
,

成份以粘土质为主
,

并常

含有大量铁质颗粒
,

因淋失而呈蜂窝状桔构
。

并也常

见夹有跌质团块
,

在靠近地表的局部地区
,

其底部有

时全被褐铁矿所替代
,

此即所鹉
“

山西式
” 敛矿

。

靛层与下伏奥陶耙灰岩为假整合接触
。

层厚一般

一 米
,

在岩溶凹地常显著增厚
。

绍土矿或粘土矿层
,

本层为具有工业价值之矿

层
,

层内构造甚不均一
,

成份变化大
,

按其粗份及岩

石桔构构造之不同可分为三层

①绍土真岩
,

常位于矿层的底部
,

以具有不明显

之薄层构造为特征
,

以砖灰色为主
,

或因跌染而略带

紫征色
,

致密或具少爵鲡豆
。

鲡粒直径为 。 毫米

不等
,

常比基质具较深色泽
,

主要 由水绍石构成
。

基

质则通常是具有油脂光泽的高岭石
。

④铝土矿
,

常在矿层的中部
。

按其枯构与色泽之

不同
,

又可分为青灰色致密绍土矿
、

灰白色致密绍土

矿
,

及砖灰色鲡豆状绍土矿
。

三者替无固定层位
,

或

单独出现
,

或二者甚至三者共同出现
。

通常均以具有

较大的块度或硬度为特征
,

断口粗糙 灰白色绍土矿

也兄有只壳断 口 ,

并具珍珠 状光 泽
。

通常呈不规则

囊抉体
,

或不同规模的透镜休产出
。

③硬质枯土
,

常位于矿层上部
,

为青灰色
,

致密

块状
,

质脆易碎
,

断 口 只壳抉
,

具油脂光泽
,

常合有

矽质凝胶的斑点或 扣脉 图
,

有时 也 含 少 爵 鲡

粒
,

稀疏分布
。

本层顶部钓 。 米
,

含数量常显著

增高
,

局部呈紫杠色绍土真岩产出
。

佣只能兑到有绍土百岩和硬质粘土
,

甚至只能兑到一

种绍土页岩
。

这种分布状态与岩溶凹地内部地形的起

伏
,

迄今为止未发现任何依帜关系
。

三 上石炭系太原挑

青灰色粘土 致密 或叶片 状
,

软 质
,

具可塑

性
,

含有黄敛矿扣晶
。

层厚 米
。

炭质真岩 黑色薄层状
,

常含云母质的粉砂及

多量黄铁矿之拮核
,

或弥散分布之栩晶
。

恢部常夹杂

有薄层煤技
。

有的地区 横变为 含炭量 较低的 粘土夏

岩
,

并因跌质氧化 浸染程 度不同 而呈黄 褐
、

紫杠等

色
。

层厚 米
。

,

黄褐色粘土 戟质
,

层厚豹 米
。

健石灰岩 灰黄色
,

致密稳晶质块状
,

含泥质

较高通常含有多量海白合根等生物碎屑
。

爆石桔核成

断擅的条带
,

沿层或穿层分布
。

层厚 米
。

黄褐色砂岩或砂质真岩
,

以等粒 的 毫米

左右
,

成份为石英
、

粘土质和云母 为 主 的 碎 屑 粗

成
,

井为泥质钙质胶枯
。

层厚豹 米
。

应蔽指出上述剖面在各个矿区均略有变化
,

现将

各矿区之地层对比如下 图

矿区有 矿区北 矿区 矿区 矿区 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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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三‘石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 , 了

图
、

含硅斑硬质粘土矿中硅质栩脉之分布

上述三层合爵总厚介于 。 米之尚
,

井显然 与

岩溶四地有密切关系
,

凹地愈深 厚度愈大
。

但三者

的分布却无明显规律
,

在较好的情况下
,

我俩可以看

觅三者成上中下的关系依序产出
,

但相互简替无明显

的层面截分
,

而是逐渐过渡的
。

较普遍的情况下
,

我

目 目 昌 目 图 巨目 圈
团 圃 娜 翻 翻 目 目

图
、

各矿区地层柱状对比图

砂岩 砂质真岩 真岩 粘土真岩 涎石灰

岩 煤层 炭质夏岩 黄敛矿拙晶 软质粘土

硬质粘土 鲡伏铝土矿 青灰色铝土矿
灰白色铝土矿 绍土夏岩 石灰岩

从各矿区的地层对比
,

可得出如下枯输
,

即

一 本区之铝土 矿与硬 质耐火 枯土矿 紧密共

生
,

如将其作为一个整体 层 在全区是相当稳

定的
,

但其内部拮构却相当复杂
。

二 层之顶板

在各区常有显著变化
,

甚不均一
,

如有的为粘土
,

有

的发育有局部海相灰岩
,

有的 为厚层石英砂岩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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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 卜卜色 胜胜

「裂裂乐兹
、 、、

二 一一

弓 一 一一一

匕匕匕匕匕匕匕匕互
、、、、

之之

次叫如霸玲川沂洲

“沉、‘“工

型绍土矿石赋存情况的素描
。

图 为在某一块矿石

中所见的二种不同类型铝土矿石的相互关系
。

虽然
,

本区之铝土矿
,

无输是与围岩 绍土真岩

与硬质粘土
,

或是本身变化均是极其复杂和迅速的
,

但是当我俩把它们 层 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时
,

还是可以发现具有某种一定规律
。

首先从垂直方向而

言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绍土矿是产于含铁较高的铝土

直岩之上和产于具有游离二氧 化 硅 的 硬 质 粘 土 之

下
。

化徽粘果表明三氧化二绍的含量在中部通常显著

增 高
,

二氧化硅的含量 在上部显著 增 高 图
。

钻孔

合量

卜卜二
沪

丁洲洲

脚脚脚
效效效

图
、

层平均化学成份沿层的变
化曲族图 个钻孔

靓明 上图中各孔之成份为钻孔整个 层 包括粘 土矿
、

铝土矿
、

绍土真岩 的平均合量
。 ,

及 的横修 为敲 个孔的加权平均含量
。

增高
。

概括上述各点
,

可将本区铝土矿床之特征
,

归桔

为如下几点

一 绍土矿石的围岩
,

乃是同一时期沉积的铝

硅比低的硬质粘土和绍土页岩
。

二 铝土矿石呈不娩 的大小不一的囊状体分

布
,

与围岩为渐变关系
。

同时矿石本身的成份也甚不

均一
,

粘构构造均时有变化
。

三 部分矿石具有复鲡拮构
。

四 矿层上部的硬质粘土
,

具有明显的次生枯

构 —游离硅斑
。

五 整个 层各个不同部份的化学分析桔果的

加权平均
,

显示出极其相似的化学含量
。

六 层的沉积厚度
,

受到底部奥陶耙灰岩岩

溶地形的控制
,

但绍土矿石囊状体的分布 即 层内

部质量变化情况 却与岩溶无明显依帜关系
。

报限帷帐津报米
︼,上

钻孔

兹兹兹
婆婆婆
份份扰

娜娜娜
袱袱袱

合量

图 圃
翻 目

层丑习

图
、

层内化学成份在垂直方

向的变化曲枝图
硬质粘土矿 青灰色铝土矿 鲡状铝土矿

灰白色绍土矿 铝土真岩

再从水平方向来看
,

如进行沿脉的速擅取样时
,

将会

发现三氧化二铝的含量是极不稳定的
。

但是如果我佣

取整个 层 即包括铝土矿
、

硬质粘土
、

绍土百岩

的平均化学成份来进行比较时
,

则可以发现他佣具有

极其相假的含量百分比 图
,

在大多数情 况 下
,

绍硅比波动在 之简
。

还应蔽指出
,

在深部根据已有的局部查料
,

我俐

发现 层常具有较均一的成份
,

在垂道方向上绍硅分

异的情况减弱了
,

往往具有更近似全层平均成份的特

征
。

常晃的是一种呈黑色或深灰色的
、

含炭质及黄铁

矿拙晶的绍土质粘土
,

其含跌量往往比浅部矿体显著

由上述本区貂土矿床 之特 征可以 看出
,

无输如

何
,

我伊,很难认为是原生沉积矿床
,

因为无箭是产状

特性
,

或是桔构构造特征
,

以 至 成 份 的 变 化 多 端

等等
,

都是原生沉积理输所无法加以解释的
。

否则我

们就很难理解
,

为什么在沉积条件完全相同的咫尺之

距
,

竟然会有如此显著的变化
。

但是另一方面从其具

有一定层位
,

和区域性普遍存在
,

以及没有任何热液

变质活动等各方面看来
,

还必须肯定其应属沉积矿床

的范畴
。

然而
,

根据上述特征
,

我们必须认为是在原

生沉积以后
,

又握过次生改造作用形成的
。

这种次生

改造作用可能是在后生作用中进行的
。

对于铝土矿床来靓
,

以往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

砚象
,

然而这种作用肯定是存在的
。

早在一九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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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舍利斯在研究齐赫文绍土矿床时
,

就曾握指出齐赫

文铝土矿的形成与黄铁矿氧化时生成的硫酸盐溶液作

用下
,

石炭耙粘土的分解有关
。

就是阿尔汉格尔斯荃

本人在研究了某些地区的
“

绍土矿一角砾岩
”

以后
,

也不得不把其归钠为
“

矿石矿物在矿层中再次移位
”

来加以解释
,

也承认了铝土矿物质可以在后生作用中

发生迁移
。

作为我侧推断本区铝土矿床为后生作用矿床的依

据
,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铝土矿囊状体的分布特征
,

及其变化的急

居性
。

二 具有洁晰的次生精构构造
,

例如上部粘土

矿层中呈脉状分布的硅质凝胶
,

以及具有明显次生胶

粘特征的复骊构造
。

三 本区含铝岩系的静多钻孔
,

化学分析查料

的加权平均静算
,

靓明他们具有极其相似的平均化学

成份的这一情况
,

导致我们股想它代表了最初沉积物

质的原始化学成份 三氧化二绍 左右
,

二氧化硅

左右
,

仅是 由于后来介质环境的变化
,

而促使绍

硅分异
、

硅成二氧化硅凝胶析出
,

绍则构 成 为 水 绍

石
。

矿石的镜下研究敲明了这一点
,

在藐下曾翘发现

游离二氧化硅和水铝石共生
,

这种情况无输如何不可

能用原始沉积来解释
,

因为融都知道在有游离二氧化

硅存在时
,

必然和绍拮合形成高岭石等矿物
,

水绍石

类矿物只能在溶液中改有二氧化硅的情况下生成
,

而

且也只有二氧化硅与三氧化二绍之比大于 时
,

才有

游离二氧化硅的析出
。

灰白色铝土矿的具有较大孔隙

度的构造
,

也使我俏推想这是 由于物质分解 在这里

大概是二氧化硅迁出 的桔果
。

四 含铝岩系的上下围岩均富含大量黄铁矿
,

当其氧化分解时生成的磷酸溶液
,

是以使原始沉积物

质的晶格受到了彻底破坏
,

并使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

绍发生分异
。

由于含绍岩系的下伏地层为具奥陶系灰

岩
,

因而当具有低 植的地下水
,

由上向下渗透或

扩散时
,

便必然受到中和而构成了地下水 的 垂 道 分

带 酸一 中一碱性的分带
。

这种分带取决 了绍元素的

垂直分布状态
,

上部硬质粘土代表了由于接受强酸分

解作用
,

而致使铝棘入溶 液
,

二氧化 硅 却 析出成为

凝胶
,

或是袒过短距离迁移而凝桔
,

中部铝土矿代表

了中性环境下 “
’

的沉淀聚集环境
,

下 部 绍 土 真

岩
,

从成份看他具有更接近原始沉积物质的成份
,

这

砚明他代表了碱性环砚下
,

照例原始物质没有遭受强

烈分解和迁移所致
。

五 在岩溶四地
,

含铝岩系的厚度虽然较大
,

但却不一定是铝土矿的富集段
,

这与原始沉积榆者的

主要拮榆是不吻合的
。

相反地征明了绍土矿的分布不

受沉积盆地地形的控制
,

而是受后生作用过程
,

各种

因素的粽合控制
。

据此
,

使我侧相信本区铝土矿的生成与后生作用

有关
,

是原始沉积物质在上下 围岩的黄跌矿氧化生成

的磷酸水作用下
,

发生铝元素 的 再次 聚集 生成的
。

参考文献从略
。

应用路次生晕寻找路铁矿的初步体会

·

西 北 冶 金地 质勘 探 公 司 物 探 三 分 队
·

近几年来
,

我队在某地超基性岩体上
,

应用路次

生晕找路跌矿
,

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
。

捉出本文
,

供参考
,

不当之处
,

葫予指正
。

一
、

地质商介

粗成本区超基性岩体的主要岩石有 挑橄岩
,

蛇

款石化扼橄岩
,

斜方辉橄岩
,

蛇救岩及透谭岩等
。

路

铁矿的矿床类型有 晚期岩浆分凝式同生矿床
,

晚期

岩浆分凝式同生后生混成矿床
,

晚期岩浆压入式 其

入 矿床
。

目前已知前两类矿床多赋存于钝橄岩及弱

触变的蛇救石化钝橄岩中
,

且在矿体上下盘及走向方

向 匕 路尖晶石形成速相或断箱的矿化
,

构成了
“

矿

毛
” 、 “

矿条
,, ,

形成了
“

毛
、

条
、

体
、

带
”

的矿化规

律
。

一般矿体长数米至数十米
,

最 长 达 百余 米
,

厚

一 米
,

最厚为 数米
。

而毛
、

条
、

体
、

带 的 矿化

规模则长 达 数 十米 至数
一

百米
,

克数十米
。

后一类矿

床
,

根据 目前所兄
,

规模戟小
,

且多斌存于蛇欲岩
、

强蛇枚岩化钝橄岩和斜方辉橄岩中
。

此类矿体的
“

毛
、

条
、

体
、

带
”

规律不明显 或 不 存 在
,

因此矿化范围

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