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槽带铬铁矿矿床定向排列斑杂构造的类型

地槽带的铬铁矿矿床有一个构造上的特

点
,

即在其范围内广泛发育许多独特的定向

排列构造
,

证明矿床形成时的构造条件是不

稳定的
。

无论是超荃性岩
,

还是产于其中的

铬铁矿矿体
,

都可以见到这种定向 排 列 构

造
。

在乌拉尔
、

外高加索和南斯拉夫的超基

性岩体中
,

皆有发现
。

据文献 刊载
,

世界上

各地槽区的超基性岩和铬铁矿矿体中
,

也有

这样的构造发育
。

通常在纯橄岩中散 币的细小铬失晶石类

副矿韧
,

往往呈规则的映长杀带
。

在同一方

向上
,

铬尖品石颗粒集合体也呈狭长状
。

在

纯橄岩中偶而可见由暗色和淡色蛇纹石 互层

的条带
,

其原始成分尚未查明
。

但已知它们

的延伸或弯曲到处均与铬尖晶石类副矿物条

带的方向一致
。

因此
,

这种条带也可以认为

是定向排列构造
。

在辉石纯橄岩中 , 辉石的狭长颗粒及其集

合体呈规则的定向排列
,

甚至也有类似于纯

橄岩中的那种条带
。

铬尖晶石类副矿物颗粒

集合体略呈规则的伸长状的情况所见较少
。

橄榄岩的定向排列沟造表现为辉石颖粒

和顺粒集合体处于固定的分布位置并具有伸

长的形态
,

有时呈延伸稳定的毛条体分布
。

此类十分明显的辉石条带和延伸稳定的毛条

体
,

在肯皮尔赛 浸入 体 中 部
、

柯纽赫 南

斯拉夫 二辉撤榄岩岩体及盖达林 小高加

索 超基性岩体的个别地段均 有 发 现
。

但

是
,

橄揽岩的定向排列构造一般表现不明显
,

其排列方 向往往是对大面识出露地段仔细研

究之后才颇不容易地确定
。

辉石纯橄岩的定

向构造软为明显
, “百以纯做岩中最为清晰

。

研究上述定向排列妥素时
,

判明了其中

的线形与面婚方向
。

定向排列的面形妥素在

超基性岩的暗色
、

淡色条带互层地 段 最 明

显
。

从水平断面和平行于线形方向的垂直剖

面上来看
,
纯橄岩中的铬尖晶石类副矿吻清

晰地延伸为条带
。

在垂直于线形要素的断面

上
,

条带一般较短
,

而且表现也不甚明显
。

绢石颗粒集合体也是这种情况
。

由于上述条带在两个方向上的延伸均较

第三个方向为大
,

从而形成缓平的线形体
,

换 言之
,

即表现为线形定向排列
。

铬铁矿矿石中的条带常是相 当发育的 ,

见于许多国家 芬兰
、

印度
、

巴基斯坦
、

日

本
、

古巴 的矿床
,

在苏联的乌拉尔和小高

加索超丛性岩体的矿体中也有发现
。

稀疏与中等浸染的铬铁矿矿石的线形
、

面形构造特别明显
。

但在稠浸矿石中仅可分

出一些条带
,

其中有时见到削平纺锤状的贫

矿异离体
,

有时则是块状矿石
。

这种块状矿

石的线形和面形构造极难确定
,

甚至根本毫

无表现
。

萨兰诺夫 中部乌拉尔 和其它一

些矿床就有这种情形
。

如果块状铬铁矿中有

浸染矿石单独存在
,

后者则出现条带 南乌

拉尔克拉金岩体中的矿床
。

由向同一方向延伸的铬铁矿瘤组成的结

核矿石
,

线形排列相当清楚
。

阿塞拜疆的哈

里法林矿床的环状团块矿石就有类似的线形

定向排列
。

许多研究超基性岩和铬铁矿矿床的人认

为这种定向排列构造与已结品的含矿硅酸盐

熔浆的位移有关
。

有些地质人员推测这种位

移是横向 水平 构造应力作用所引起
。

本

文作者根据实际观祭也同意这一见解
。

在各

类超基性岩互层的产状很缓并经常近于水平

和线形要素倾角平缓的条件下
,

面
‘

形定向排

列构造却呈近似垂直状态产出
。

这一点证明

了水平应力的作用
。

据笔者的研究和文献资料
,

定向排列构

造与矿体延展方向的相互关系是多 种 多 样

的
,

目前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

第一种类型 最常见的是定向排列构造

或多或少 与洛铁矿体的延展方向一 致
,

而这



些矿体的分布一般是与成分不同的超基性岩
互层的产状一致的 图

。

关于铬铁矿矿

体的长轴 与超基性岩的假层理整合 和线

形构造方向一致的情况 ,

对巴尔干半岛
、

土

尔其
、

菲律宾及世界其它地区铭铁矿矿床作

过研究的泰耶尔曾有报道
。

据戈鲁切夫提供

的资料
,

在南斯拉夫的留包坚含铬铁矿超基

性岩体中
,

定向排列构造与铬铁矿 矿 体 及

岩石整合产出
。

按照毕尔格兰米的报道
,

在

西巴基斯坦的某些矿床也见到超基性岩假层

理与铬铁矿假层理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

据

苏纳利奇和奥鲁奇的资料 , 杜包什吉茨 南

斯拉夫 铬铁矿带的产状也与超基性容矿围

岩的假层理及条带方向一致
。

笔者在留包坚超基性岩体的某些铬铁矿

矿床上观祭到这一相关情况
。

该地矿体中的

条带以及纯橄岩中裕尖品石类副矿物杀带的

延伸方向与矿体的伸展方向一致
,

并随之弯

业变化
。

在萨兰诺夫铬铁矿矿床上
,

这种关

系的明显程度较差
。

该处的陡倾脉状矿体沿

成份与构造略有不 同的撤榄岩交界处产出
。

新续的浸染铬铁矿带平行于矿体及上述各种

超基性岩产出 ,

浸染矿石也在同一方向上延

展
。

铬尖晶石类副矿物的定向排列情况未能

查清
。

上述关系可能在普查
、

勘探工作中有实

用价值
。

估计到线形
、

面形构造的延伸方向

与矿体的延展一致
, 而超基性岩中的定向排

列构造也可 以指示矿体延伸的方向
,

所以可

能用来确定个别铬铁矿矿体或含矿带的找矿

方向
。

尤其是考虑到含矿带可能弯曲而改变

方向时 ,

这种定向排列构造的资料就更有其

特殊的意义
。

第二种类型 定向排列构造的方向与铬

铁矿矿体及超基性容矿围岩产状不一致的情

况相对较少
。

其中包括泰耶尔提到的线形和

条带构造方向与岩石层理
、

矿体产状交切的

情况
。

毕尔格兰米也曾举过西巴基斯坦佐布

河谷铬铁矿矿床的矿体产状与超基性岩条带

不一致的例子
。

另据萨维里耶娃的介绍
,

沃

依卡罗一森年斯基矿床 极地乌拉尔 岩石

和矿石的线形
、

面形构造几乎是与纯橄岩及
斜方辉橄岩接触带垂直的方向上排列的

。

此外
,

乌里诺斯 希腊 岩体纯橄岩和

斜方辉橄岩假层中的条带则与其接触带由斜

交以至垂直的方向上延展
。

本文作者在肯皮尔赛和哈巴尔宁含铬铁

矿超基性岩体范围内也见到类似的情况
。

这

个问题在肯皮尔赛岩体上研究得较仔细
。

在

该处超基性岩互层的夹层及与其整合的铬铁

矿矿体中
,

线形
、

面形构造相对岩石
、

矿石

的产状而言呈交切状态 各种角度
,

似乎

是叠置于超基性岩和矿体之上 图
, 。

根据进行的工作可以确定
,

定向排列构

造的面形要素以近似重直方 向 下 倾
, 而线

形要素则倾角平缓
。

线形
、

面形构造的方向

在相隔距离较大的不同地段上变化极大
。

此

外
,

若干竟谷地段见到的定向排列要素在几

公里距离内逐渐缓慢弯曲
。

尽管走向有变化
,

但在整个岩体范围内定

向排列构造与纯橄岩
、

辉石纯橄岩和橄榄岩

假夹层以及大型矿体的产状总是不一致的
。

但是 , 小的铬铁矿体及其中发育的定向

排列构造的伸展则与岩体中线形
,

面形构造

方向一致
。

因此可以确定
,

大型矿体的延展

呈近南北向
,

铬 铁 矿 小矿体则常呈近东西

向 , 定向排列构造与大型矿体延展 方 向 交

切
,

而与小矿体产状一致
。

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肯皮尔赛超基性岩

体形成的不 同阶段已结晶的岩浆物质层流运

动方向业 化厉造成
。

在残余含矿硅酸盐熔融

物质侵入宕体的尚未全部晶出的橄榄岩和纯

橄岩时期
,

发生了近南北方向的位移 ,

结果

使大
、

小透镜状铬铁矿体在这个方向上延

展
,
倾斜一般也较平缓

。

有规则的延展并呈削平状的矿体
,

实质

上就是大范围内的线形
、

面形定向 排 列 要

素
。

削平的一边决定了面形的方向
,

透镜状

的延展则为线形排列方向
。

以上描述的定向排列原始构造结构产生

于岩体和矿体形成的初始阶段
,

并在发生近

东西向构造应力的条件下
。

在更晚的时期发



‘ 生了另一方向的水平应力作用
,

从而改变了

已结晶的含矿物质与硅酸盐物质的 运
’

动 方

向
。

伴随着这种构造变形
,

大型矿体的内部

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

在其中产生线形
、

面形

构造
,

以多种角度 在矿 田的不 同地段上

循着矿体的延展方向排列
。

线形
、

而形要素

受着浸染桐密程度及规模大小不同的铬尖晶

石条 带分布的制约
,

同时 也受着格 铁 矿 矿

瘤
、

含矿凝块及纯橄岩异离体等延展程度的

制约
。

稀没 旷石的定向排列构造最清晰
,

而

在桐浸 块状洛铁矿中难于辨 识
。

另一方面
,

导致大型 ’’体产生定 向排列

构造的岩浆物质运动的强度
,

较之变形初期

已大为降低
。

因此矿体中已结晶的铬铁矿物

得以保持原来近南北的延伸方 向
,

而没有随
, 着岩装物质运动的新方向而变化

。

原因可能

是已结晶的硅酸盐中含矿物质的浓度相对较

低
, 以致削弱了铬铁矿物的活动能力

。

为了

便于比较
,

还应指出 , 伸向矿体边椽部份的

稀浸铬铁矿往往在熔融物质总的运动方向上

延展成带状
。

, , 规模大的含矿堆集在上述晚期变形阶段

的晶出程度如果较高 , 则对其本身的方向改

变有妨碍
。

对 于伴随着大量含矿物质的产生而结晶

的铬铁矿矿石小规模堆集的方向改变来说
,

这一时期的层流运动是足够的
。

这种堆集 已
,

完全改变了排列方向
,

而在近东西和其它方

向上以伸长的
、

非常平坦的透镜体 形 式 延

展
。

这些透镜体及其中发育的定向排列构造

的产状要素与周围超基性岩的线形
、

面形构

造方向一致
。

在上述超基性岩体和矿体形成的晚期阶

段
,

铬铁矿物及硅酸盐矿物的结晶过程得以

二 继续并完成
。

结果是含矿硅酸盐物质层流运

动的方向则 由该阶段产生的线形
、

面形构造

固定下来
。

『 一一一一一一 由于这一类型的线形
、

面形构造是与大

型矿体及互层的超基性岩假夹层呈交切状态

各种角度
,

因此定向排列要素不能用于

找矿
。

这些构造要素的走向并不像前述第一

种类型那样指示大型矿体和矿带的 延 展 方

向
,

所以也不可能指示找矿
。

但在定向排列

构造与矿体的相关关系属于本类型 的岩体中

从事普查勘探时
,

应该考虑小型铬铁矿体在

方向排列上的特点
。

已如上述
,

这些小矿体
一

的延展 与大型透镜状 矿体不同
,

而 是
一

与岩石

和矿石中线形
、

面形构造方向一致
。

小矿体散布 于大矿体附近
,

渐远 则消失

不见
。

普查时如发现这种小矿体
,

则说明附

近有可能存在不同延展方向的工业矿体
。

大矿体的延展程度取决于控制矿体分布

的近南北向背斜隆起 的位置
,

以及含矿硅酸

岩物质的位移方向或其它因素
。

这些均应在

确定找矿
、

勘琢方向时查明并
一

子以考虑
。

第三种类型 本类型的定向排列构造与

岩石
、

矿石产状的相互关系只见 小高加索

的绍尔仁斯基等某些铬铁矿床
。

在其它地 区

均未发现
,

文献上亦无记载
。

绍尔仁斯基含铬铁矿岩体为近东西向的

橄榄岩
,

其中可以划出许多纯橄岩狭长透镜

体
,

也呈东西向延展
。

位于岩体中部的某些

透镜体之中
,

产出铬铁矿石
,

呈缓倾平坦的

似柱状
,

在平面上的延展方向与周围的纯橄

岩透镜体一致
。

纯橄岩的定向排列构造很明显
,

橄榄岩

次之
。

与橄榄岩相比 ,

纯橄岩的线形
、

面形

要素定向程度较高
,

沿中等角度到角度较小

的方向倾斜
。

矿体本身的线形
、

面形要素不易查明
,

而在块状铬铁矿和各种非条带状授染矿石组

成的部分则完全不存在
,

但在条带状和结核

矿石中相当明显
。

铬铁矿矿瘤基本上在一个

方向上延展
,

随着析离构造的形成而中断
。

据别捷赫琴的意见
,

矿瘤变形的程度只能设

想在岩浆早期阶段 已有单独的矿滴存在可以

解释
。

在绍尔仁斯基矿床矿体分布区范围内
,

线形与面形要素大多数以近南北方向延展
。

这在无矿纯橄岩和辉石纯橄岩中表 现 最 清

晰
,

相邻的橄榄岩次之 图
, 。

含矿纯橄岩透镜体中线形
、

面形要素的

定向排列则是另一种情形
。

透镜体 本身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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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状
、

面状构造与矿体产状 圈 肯皮尔赛矿床 及绍尔仁斯若 矿 床

最常见的关系田 经状
、

面状构造方向圈 田例同圈

铬铁矿体 纯橄榄岩 橄榄岩 定向排列构造 空心椭
圃形表示定向徘列要素的直向交切

西向延展
,

中央部分的铬尖晶石类副矿物以

及铬铁矿中的条带和伸长的矿瘤也与纯橄岩

体及矿体一致呈近东西向
。

矿体中的浸染格

铁矿和团块也成带状在此方向上延展
。

只是

在纯橄岩体接触带附近才见到定向排列构造

逐渐变为近南北向
。

需要指出
,

定向排列要

素在该地并非到处可见
。

对绍尔仁斯基岩体及其矿床的形成
,

大

体上可作如下的描述
。

最初侵入的是带有无矿纯橄岩熔融异离

体的辉岩分异岩浆
。

岩浆物质在东西方向上

移动
, 致使单独存在的无矿纯橄岩在平面上

看成为近东西向透镜体的形状
。

已侵入的熔

融物质看来是在水平应力条件下结晶的
。

之

后
,

橄榄岩和纯橄岩中的定向排列构造基本

上延展成近南北向
。

接着出现了岩浆运动沿

先前方向的又一次冲击
。

同时
,

最先进入而

尚未完全结晶的超基往岩中又有堆集为透镜

体的含铬铁矿纯橄岩熔融物侵入
,

但其数量

有限
。

后者大概是更深部位超基性岩的残余

熔融物质
。 田 于超基性围岩的传感

, 已侵入

并结晶的含矿纯椒岩熔融物质友生变形
,

从

而导致矿石及其件随的纯橄岩中产生线形
、

面形构造
。

这些构造方向月超基性围岩的产

状一致
, 即近东西向

。

对这种构造进行研究的结果
,

可以使我

们把绍尔仁劫基岩件纯似宕倒长入划为 内个

阶权
。

对俗犬的石倒化子方衍奴循也此头了

这个划分龙正佣四
。

祝 匕直明 ,

早别纯橄岩

中裕尖晶石欠 副犷卿的成分有其在晚期纯橄

岩和产于其中的矿体所含的成分不同
。

据分

析 , 一

早期纯橄岩语尖晶石类 副 矿初为吸肠

一 、 、 一 。 ,

汤飞

一 、
。

晚期纯橄 岩 及 其 矿

体的铬铁矿中所含这些 元 素 的 氧 化 物 则

是 一
。 , 一

。

, 。一
。

这就是说
,

从含矿硅酸盐熔融物质析出

的铬尖晶石类与早期纯橄岩中的相比
,

贫铬

而富含镁
、

铝
。

根据研究绍尔仁斯基矿床取得的资料
,

可以使我们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划分出定向

排列结构方向不同的早期纯橄岩异离体和更

晚的含矿纯橄岩
。

最后 ,

简单介绍一下关于定向排列构造

的成因间题
。

在文献上
,

关于这种构造的形

成有许多设想
。

例如 晶出的超基性岩因受

到较强的动力变质作用而产生 , 与全部蛇纹

岩化岩石的塑性物质的位移有关 , 由于岩浆

期后液体沿岩石
、

矿石裂隙侵入而使岩石再

结晶并出现定向排列构造 , 等等
。

所有这些设想都来自一个共 同的概念 ,

即超基性岩 和矿体中的定向排列构造的方向

一致
。

但它们都不能解释在绍尔住斯基矿床

上见到的那种请况
。

笔者认为
,

不同区域裕铁

矿床的形成历史大体上是相当类似的 ,

因此

在查明其它矿床此类构造的成因时 ,

也应当

考虑绍尔仁斯基矿床定 句排列构造的情况
。

正如前边讲过的
,

产生这种构造的最大
可能是在 已结晶的含矿物质

、

硅酸盐物质层卜
一流运动过程中

。

译目 戈 卫 皿 只 皿 从 址 冰 江

“ 自 》
, ,

恤
, 。 一

作省 克拉甫琴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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