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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地 基 性 岩 中 铂 矿 化 初 步 探 讨
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队

含铂基性岩体位于 山纬向复杂构造带

东段
,

严格受东西向断裂控制
。

岩体出露在

前震旦系闪斜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及条带混

合岩等结晶基岩中 早 向北陡倾的透镜状展

布
,

东西长 余公里
,

中间宽 余公里
,

两

端逐渐变窄
,

总面积约 平方 公 里
。

岩体

中段较厚部分
,

赋存有一定规模的钒
、

钦磁铁

矿矿床
, 东端零星出现钦磁铁矿小矿体或矿

化点
,

西端即本文所述并需进一步查明的含

铂部分
。

岩体南北两侧为再度侵入的超基性

岩体 —橄辉岩
、

辉石岩
、

角闪石岩
,

呈透

镜状及长条状分布
,

亦发现有铂矿化
。

横切

岩体南端的一组东西向压性断裂带
,

使基性
一 超基性岩遭受破坏

,

岩石普遍被压碎变成

绿片岩
、

角砾岩等
,

这一主断裂带内及其附
近常有不规则的似脉状奥长石花岗斑岩

、

煌

斑岩及形状更复杂
、

规模不等的酸性斜长岩

脉
,

这些脉岩通常对矿液起到屏阻作用 图
。

一 含矿岩相及其物质成分

基性岩体西段某段是 目前已知铂矿化点

并正在进行工作的地区
。

据 矿 物 成分
、

结

构
、

构造及蚀变特征可分为榴长斜长岩岩相

带和榴闪岩岩相带
,

前者为本区基性岩的主

体
,

后者在主体内呈透镜状
、

团块状
、

不规

则条带状产出
。

各带岩性和含矿性 有 所 差

异
,

岩相带之间呈迅速和渐变过渡关系
。

榴长斜长岩相由斜长岩
、

榴长岩
、

角闪

榴长岩
、

强蚀变榴长岩等组成
。

斜长岩 灰

白色微带淡绿色
,

块状构造
,

主要 由 中 长

石
、

更长石和少量微斜长石所组成
,

普遍遭

受钠黝帘石化
。

榴长岩与角闪榴长岩 灰 白

色微带绿色
,

块状构造
,

主要 由中 一 更长石

组成
, 有少量条纹长石

,

钙铝榴石和钙铁榴

石含量小于 局部可大于
,

靠近

断裂带附近呈角砾状和条带状
,

次生矿物有

绿泥石及云母类矿物
。

强蚀变榴长岩 为本

区主要含矿岩石
,

淡红微带绿色
,

具明显碎

裂结构
,

多呈细粒他形 一 半 自形变晶结构
,

主要由酸性斜长石和少量钾长石组成
,

石榴

石分布不均匀
,

但替小于
。

蚀变矿物主

要有绿帘石
、

绿泥石
、

碳酸盐矿物
。

金属矿

物有黄铜矿
、

辉铜矿 一 斑铜矿及次生铜的氧

化物
。

榴闪岩相可分为含辉石榴闪岩 和 榴 闪

岩
,

两者以绿辉石的有无来区分
,

因此无明

显界限可寻
。

岩石呈粗粒变晶结构
,

主要由

普通角闪石和钙铁榴石
、

钙铝榴石组成
,

次

为中 一 更长石和钠长石 以及微斜长石细脉
。

镜下局部可见少量绿辉石
,

含量
。

副矿

物有檐石
、

磷灰石
、

磁铁矿等
,

黄铁矿较普

遍
。

蚀变为绿帘石化
、

绿泥石化
、

硅化
、

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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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化等
。

片理化强烈部分绿泥石显著增多
。

本区基性岩广泛遭受蚀变和变质作用
,

除形成石榴石
、

绿辉石及钠长石
、

黝帘石
、

绿帘石等外并在断裂带及 其 附 近 常有绿泥

石
、

碳 酸 盐 矿物
、

高岭土
、

石英
、

钾长石

等蚀变矿物
,

为本区基性岩的基本特

征
。

二 断观构造与铂矿化的关系

岩体南端主断裂带
,

走向 北 东 东
,

向

北倾
,

倾角 度左右
,

沿走向和倾向旱明显

舒缓波状
,

波幅为一百到数百公尺
,

岩石普

遍遭受片理化和角砾岩化
。

辉石岩
、

角闪石

岩
、

榴闪岩等以片理化为主
,

次 为 角 砾岩

化
,

受强压部分形成了绿片岩带或绿片岩透

镜体 , 榴长斜长岩 以角砾岩化和长石条带为

主
,

次为片理化
。

片理产状与断裂带方向一

致
,

局部呈现强烈紧密的小折皱
。

在主断裂

带内或其两侧产生的小角度或平行的以及垂

交和斜交的构造裂隙中常被后期奥长石花岗

斑岩
、

煌斑岩
、

酸性斜长岩等脉岩贯入
,

这

些脉岩两壁或一壁在强蚀变榴长岩中铂矿化

较富集 图
,

可作为寻找铂矿富集地段

的一种构造标志
。

三 矿化规模与矿石特征

铂矿化受断裂构造或次一级构造裂隙控

制
,

矿带形状与构造产状基本一致
。

目前控

制的铂矿化带长数十至一 百 公 尺
,

厚数公

尺
,

早似层状和透镜状产于强蚀变 榴 长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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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是 矿化点平面地城略目

中
。

铂
、

钾含量极不均匀
,

最高铂
、

把合量
,

一般品位
,

铜一般含量
,

铂
、

把比值为
。

在强蚀 变 榴

长岩中铂
、

把与铜呈明显消长关系
。

矿石中

有用组分主 要 有 铜
、

铂
、

把
、

金
、

银以及

硒
、

碎
、

钻和汞等
。

与铂把有密切关系的黄

铜矿
、

斑铜矿呈由疏到密的星散状或大小不

等的团块状出现
,

有时早细脉状浸染
。

这些

矿石构造特征在脉岩脉壁两侧更加明显
。

黄

铜矿与挤铜矿均早 池形不规则粒状分布于脉

石中
。

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铜矿
、

斑铜

矿 , 次为滋铁矿
、

赤 铁 矿
、

黄铁矿
、

辉铜

矿
、

铜兰
、

孔雀石
、

褐铁矿
、

方铅矿
、

硫铜

钻矿
、

自然金等
。

铂族矿物日前已发现的有

磅铂矿
、

硫铜钻铂矿
、

汞磅把矿
、

汞银磅把

矿及秘银啼耙矿等
。

脉石矿物主 要 有 中

酸性斜长石
、

石榴石
、

绿帘石
、

角闪石
、

绿

泥石 , 次为辉石
、

条纹长石
、

微斜长石
、

檐
石

、

磷灰石以及微量方解石
、

白云母
、

绢云

母
、

石英及重晶石等
。

四 铂
、

艳矿物赋存状态及可选性

经人工重砂和光片观察
,

铂族元素主要

以单矿物形式存在
,

啼铂矿
、

硫铜钻铂矿为

发现率最多的二种
,

其粒径一般为

毫米
,

最小的仅 毫 米
,

最 大 者

毫米 , 其次为汞啼把矿
、

汞 银 碎把矿
、

秘银磅把矿等
。

砖拍矿 旱不规则粒 状 或 片

状
、

浑圆状
,

银灰色
,

强 全 属 光泽
,

无磁

性
,

硬度
,

比重
,

电子探针和化学分

析 结 果 铂 , 毛巴 一 ,

啼 一
。

为人工重砂分离中 在 摇

床 取得较多的一种矿物
,

但在光片下 它 包

于黄铜矿颗粒中
,

并同硫铜钻铂矿密切共生

硫铜钻铂矿
、 ‘ 〕 银灰

色
,

金属光泽
,

柱状或不规则粒状
,

贝壳状

断 口 ,

粒 径 毫 米
,

最 大 毫

米
。

硬度和黄铜 矿 相 近 或 稍 大
。

电子探

针 分 析 结果 铂
、

钻
,

铜
,

硫
,

它与啼铂矿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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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橄揽石的
一 一形比率 暂称为

可以研究铬铁矿与纯橄岩的同缘 关 系 和 矿 体 规

模 计算结果表明 ,

肯皮尔赛东南弯窿矿体和

橄榄石的 值 一 多 与 值

拓 均低于岩体的其他地段

多 , 二 一 万
, 其铬尖晶石副矿

物的 值为 一 终
, 同样 低于其 他地 段

, 耳 , 说明刁
’‘

体与纯橄岩的同

源关系和 及 值较低的矿床规模较大
。

这两个

参数对于 评价矿床规模 , 特别是探索岩体底部再度

侵入的残余岩浆巨型似层状矿体有一定的意义 阿

尔卑斯式的多次侵入的岩休
,

是底部巨型优质富铬

铬铁矿的有利找矿对象
。

就这一点说来 , 我国西南

地区首先符合条件 , 对于其他地区也应当进行构造

岩体群带和岩体相 一 构造成矿带的研究
。

对于铬铁矿床的成因类型 , 过去有人 作 过 研

究 , 陈 正 曾 依 据 矿 石的结构构造做过有益的工

作 ‘们 总的说来各家意见还不统一 笔者 初 步多

考铭铁矿的不同构造类型
,

建议作如下分类
,

如表
。

严格说来
,

不同成因类型的铬铁矿矿床
,

它们所

赋存的岩体类型
、

在岩体内的产出部位
、

规模和矿

石的化学成分都有一定的区别
。

根据 一 ,

一 系
, 一 一 , 系和 一 ,

一 , 系等三成分系实验 ‘工 的相态图 解 , 都 说

明 , 。与 不混溶 在一 定 温 度 下 , 当 富

溶浆中加入 及
、 。 及

组分 , 可以发生富铬语浪的分溶作用
。

超基性岩成

矿过程中富含铭铁矿熔浆的存在 , 也被 人 索抖

洛夫等所公认 幻 含铭铁矿纯橄岩异离体或条带

的成因应属于这种作用
。

而所谓豆状矿石或囊状矿

体 , 似属于铬铁矿在这种富铬残浆中的又一次熔离

作用
。

最近有人根据实验资科提出温度变化和氧逸

度 增加是铭尖晶石晶出作用的主要因

素 , , 说明了残余岩浆矿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成

矿阶段 这里特将囊状体划归残余岩浆熔离分凝式

矿床
。

其他与过去分类不同之点 , 如试将铬矿床区

分为三大类 , 其中并提出确定残余岩浆压入式矿床

和区分出重力分异式与动力分异式矿床等意见 , 因

限于篇幅不作详细讨论

总之 , 土 丧试将不同成因和构造类型的矿床和

岩体类型及岩体分带联系起来 , 以利于指导找矿 ,

不当之处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 以便修改订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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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接触 ,

并一起包于黄铜矿中
。

其他几种铂族

矿物因发现较少研究较差
,

故不一一资述
。

对原矿进行可选性试验结果表明铂
、

把

易于选别
。

精矿中铜可富集到
,

回收

率 原矿中铜的氧化物较多 , 铂

富集到
, 回收率 , 把富集

到
, 回收率

。

《五 对铂矿化窗粼的初步认识

含铂基性岩属前震旦纪产物
,

系遭受历

次构造破坏和变质的岩石 ,

原岩中含有分散

的铂族元素 岩样分析一般为 士
,

但分异条件较差
,

故未形成富集地段
,

至少

是就目前资料分析还没有构成岩装型矿床的

一些基本特征
,

因此该岩体只能做为含矿岩

石来认识
。

铂矿化地段的规模
、

产状及富集

程度
,

严格受构造裂隙或构造带中各种脉岩

所控制
,

这些成岩后的构造裂隙和后期未菠

受变质的奥长石花岗斑岩
、

煌斑岩
、

酸性斜

长岩脉
,

与矿带具有密切空间关系
,

这就提

出了一个间题 即有空间关系是否有成因联

系呢 强蚀变的构造裂隙带如前所述的各类

蚀变矿物
,

说明为气
、

液活动所造 成 的 结

果
,

它必然引起围岩不同程度的物质变化或

交代作用
,

使铂族元素在适当的物理
、

化学

条件下迁移并在有利构造部位集中或富集
。

因此
,

矿化富集的成因类型属再生气成热液

铂矿化
,

是否妥当有待今后工作证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