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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卡岩铁矿床是内生金属矿床中的一个

重要成因类型
。

这种类型矿床在我 国 分 布

广
、

盲矿多
、 , 位富

,

并伴生有多种元素可

综合利用
,

为重要的开采对象之一
。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

建

国以来
,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地质战线
、一

大职工大力开展普查找矿工作
,

使矽 卡岩
一

塑铁矿的老矿区规模不断扩大
,

新

矿
‘

区不断发现
。

这种类型矿床在我国具有广

阔的找矿 前景
。

据不完全统计
,

我国矽卡岩铁矿约 占全

国铁矿总储址的 年资料
,

而

富矿却占全国富矿总储量的
,

占本类

型铁矿储 址的
。

储量在一百万吨以上

的大
、 , “ 、

小型矿床总数中
,

大 型 矿 床 占

吓
,

中型矿床 占
,

小型矿床 占
,

而所 占储址分别为 大型
,

中型
,

小型
。

合计大
、

中型矿床总数只 占
,

而储量却占
。

所以
,

在找矿勘探中
,

注

意研究这种类型矿床的找矿评价标志
,

是有

重要意义的
。

在矽 卡岩铁矿中
,

与闪长岩类有关的矿

床数
,

约 占本类型矿床总数的 在大型

矿床中占
,

在中型矿床中占一半以上
,

与花岗岩类 包括花岗闪长岩类 有关的矿

床数约占
,

其余 与正长岩类和基性

岩类有关
。

务种俊入 六的时代
,

由 于划分标准尚不

统一
,

资料 也欠完全
。

仅就我们收集的部分

资料来看
,

主要与燕山期有关 占矿床总数

的 强
,

其中又以燕山中期较多 占矿

床总数的 左右
。

与海西期有关的矿床

仅 占
,

其余不足 的矿床与印支期
、

加里东期及吕梁期侵入岩有关
。

与矽卡岩铁矿有关的围岩
,

从前震旦系

到侏罗系都有
,

其中
,

与奥陶系有关的矿床

占
,

与石炭系
、

三迭系有关的矿床各占

左右
。

大型矿床的围岩约 为奥陶

系
,

为三迭系
。

围岩岩性种类很多
,

由灰岩
、

白云岩直

至火山岩
、

砂页岩
、

砾岩等均见有矿化
。

但

矿化主要与含钙和镁较高的围岩有关
。

与成矿有关的矽卡岩种类也较多
。

其中

与透辉石 包括石榴石透辉石 矽卡岩有关

的矿床数约占 纬
,

与石榴石 包括透辉石

石榴石 矽卡岩有关的矿床数占
,

与镁

矽卡岩有关的约 占
,

与重迭有强烈后期

蚀变的以透辉石为主的 有的也可有相当数

量的石榴石 矽卡岩有关的 占 其中约

有 以上又以金云母透辉石矽 卡 岩 为

主
。

在大型矿床总数中
,

有一半以上与金

云母透辉石矽卡岩有关
,

部分与透辉石矽卡

岩有关
,

有一个矿床与镁矽卡岩有关
。

而与

石榴石矽卡岩有关的矿床
,

多为中一小型
。

构造对矿床的控制很重要
,

褶皱和断裂

及其复合构造的控制十分显著
。

例如
,

与背

斜构造有关的矿床数约占 其中大型矿

床除一个以外均与背斜构造有关
,

而储歇

却 了 左右
。

七次
,

为断裂和构造不整合

面控制成矿
,

占矿床 数的 而 向斜构造

控制的矿床数还不到
。

产 于 正 接触带为主的矿床数约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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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线为中国主要侵入岩类岩石化学成分的平均含 据黎彤
、

饶纪龙的资料
,

应线为不同金属组合矿区分布
密集的位置 数字代表矿区编号 一 内部相 一边缘相 图 、 中纵坐标均应为 硕应为二云母花岗岩 〕

在大型矿床中
, 只有一个矿床产于外接触

带
,

其余全在正接触带
,

所 占 储 量可达
。

产于外接触带的矿床数约 占
,

内

带仅 占
。

上述统计资料
,

使我们对该类型矿床的

特征有一个概略的认识
,

下面就几个间题谈

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

一
、

含矿岩体的特征

岩石化学特征

近年来
,

利用岩石化学全分析资料
,

藉

以 探 索 含矿岩体的特征与成矿专属性等间

题
,

已进行过许多工作
,

也取得了 一 些 成

绩
。

此次
,

我们收集了 个 铁 矿 区 和 个

以铜为主
、

铁具有一定规模 中一小型 的矿

区之岩石化学资料
。

为了便于对 比含铁岩体

与含铜岩体的差别
,

又收集了 个铜矿区的

岩石化学资料
,

并考察了几种氧化物与二氧

化硅含量关系变化的情况 图
。

铁的权化程度 的

比值
,

反映铁的氧化程度
。

由图 可见
,

大

多数与铁有关的侵入 岩
, “ 么 。 比值

均大于 中国同 类 岩 石 据黎彤
、

饶纪龙
,

年 的平均值
,

而且一般均大于
,

即
。

同时
,

由图 还可发现
,

铁

矿区含矿岩体的 比值最高
,

投影

点距中国平均值最远 , 以铁为主
、

铜具次要

地位的矿区
,

比值较高 以铜为

主
、

铁 具 次 要地位的
,

比值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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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区域性的意义
,

值得在进一步工作时予

矿物结 晶顺序
、

岩相特征及蚀变

矿物结晶顺序 根据我们近两年

来在冀豫两省某区的工作
,

发现当闪长岩中

角闪石含量较高
,

岩石偏基性时
,

则其晶出

早于斜长石 , 当角闪石含量 较 少 时 少于
,

一般在 左右
,

甚至更少 则其晶

出与斜长石近于同时
,

一般稍晚些
。

此时
,

与生成较晚的角闪石伴生的有磷灰石 多为

短柱状
、

半自形一他形
,

有较多的 气 液 包

体
、

他形一半自形的韬石和磁铁矿
,

说明

角闪石的品出与岩浆发育较晚阶段挥发分的

富集有关
。

据我们统计的与铁矿有 关 的 中
一

酸性侵入体中暗色矿物的含量
,
比不含矿的

同类岩体往往有偏低的趋势
,

上述现象是否

以注意
。

岩相特征 岩体的相变
,

据初步

了解
,

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相变

不明显或儿乎不易分辨的
,

这主要是发育在

一部分酸度较高
,

粘性较大的花岗岩类岩石

中
,

尤其多见于剥蚀较深
,

岩体出露面积很

广或岩体很小
,

侵入很浅
,

快速冷凝的两种

极端的情况下
。

还有一部分闪长岩侵入体也

可能属于此类
,

如河南某地区
。

此种相变不

明显的岩体的矿化规模
,

目前发现大
、

中
、

小型矿床皆有
。

第二种是有很明显相变的
,

以结晶分异

为主 由基性到中性
。

与这种相变有关的

矿化规模
,

据目前资料
,

小于第一种
,

迄今

尚未发现大型矿床
。



日 , 今

口
‘

、

义
甲

端
甲

口

户 ,

‘

即

压
叶‘

‘

、 、

‘

‘ ,

一

一
‘一 一闷‘

卫 劝 习吞

已 阅 ,

夕

, 图 与

的关系
图例见图

户飞

邓
、

已

丁

那

了
吞

那

护
“

圈 与
的关系

图例见

令 峨

人



八

岛生

公
、

△ 、

、

小

俞

压

吞

峨 占
一

口山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山 一 止一 叫 ,
,,

田 与 的关系
图例见图

第三种是相变既明显又复杂的
,

大致可

归纳为两个系列 一个是中性一中偏基性一

中偏酸性
,

岩石有闪长岩一辉石闪长岩一正

长闪长岩一石英闪长岩等
。

另一个是中性一

中偏酸性一酸性
,

又可分为两个亚系 一为

二长岩一闪长岩类 , 一为花岗岩一二长岩一

花岗闪长岩一石英闪长岩一闪长岩类
。

前者

见于冀南
、

晋南一带 , 后者在冀北和鄂东的

一些地区较多
。

相变的原因
,

一部分与岩浆

分异作用有关
,

但不同程度的同化作用
,

尤

其是碳酸盐的同化作用有重要影响
。

由图

可见
,

含矿岩体中 的含量与中国平均值

很接近
,

并没有明显的增高
。

除了由于岩石

中含碱量增高
,

掩盖了部分 以外
,

说明

同化作用并不象某些资料描述得那么强烈
。

总之 ,

具有一定规模的
、

相变明显而又复杂

的
、

有一定程度同化作用的岩体
,

对矿化是

有利的
,

值得重视
。

相变与岩体侵入的深度有关
。

一般的资

料和教科书认为
,

侵入体及有关的矽卡岩矿

床都在不大的或中等深度的条件下形成
。

实

践表明
,

超浅成的侵入体也可形成矽卡岩型

矿床 如豫西一带
。

由图 还可看出
,

对 于 第 二
、

三种情

况
,

用虚线表示的某些岩体由中心相到边缘

相的变化趋势
,

除少数例外
,

一般均向闪长

岩一花岗闪长岩成分靠拢
。

如岩石为偏基性

成分的
,

虚线指向上方
,

增高 , 如岩石

为偏酸性成分的
,

虚 线 指 向下方
,

降

低
。

这种现象对矿化富集是有利的
,

可否作

为一种辅助的找矿标志
,

是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
。

岩石蚀变 广义的蚀变作用
,

包

括 自变质
、

碱质交代
、

矽 卡 岩 化
、

热液蚀

变
、

氧化淋滤直至风化等作用
,

延 续 时 间

长
,

多期交代
,

重迭改造
,

十分复杂
。

蚀变作用重迭于岩浆结晶分异作用和 同

化作用之上
,

甚至掩盖了上述作用
,

是屡见



不鲜的
。

实际上
,

有些岩体的所谓边缘相
,

很可能是蚀变作用的产物
,

或者至少蚀变作

用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

绝大多数含矿岩体不仅本身富含碱质
,

而且碱质交代作用也很强烈
,

在岩体的某些

边部和上部尤其发育
。

对铁矿来说
,

大多数

矿区钠交代比钾交代相对更强烈些
。

看来
,

钠和钾
,

尤其是钠的活动
,

有利子铁的富集

和迁移
。

岩体边部的矽卡岩化作用
,

一般晚于早

期碱质交代作用
。

暗色矿物被透辉石
、

石榴

石等交代
,

浅色矿物被方柱石等交代
,

发育

宽度不等
,

有的可达 米
,

与矿体产

出位置关系密切
,

特别是透辉石和方柱石的

发育
,

常常被当作一种有效的找矿标志
。

含水热液蚀变发育的范围可以比前者更

宽些
。

主要是帘石化
、

绢云母化
、

透 闪一阳

起石化
、

金云母化
、

碳酸盐化
、

硅化
、

高岭

土化
、

蛇纹石化
、

绿泥石化等
, 强度不等地

交代长石和暗色矿物
,

使岩石色度变浅
,

酸

度降低
,

钾
、

钠含量降低
,

副矿物富集或局

部富集
,

相应的岩石化学成分中
、

烧

失量等不同程度的增高
,

改变了原岩的面貌
。

是强氧化剂
,

挥发分和 都是 有 利

于铁富集和转移的重要因素
。

某 些 资 料 表

明
, 、

与烧失量的含量有一定的 关 系
。

一般随岩石 中烧失量的增高
, 、

含 量 也

有增高的趋势
。

考虑到 目前一般化验工作水

平
,

在对
、

等挥发分分析精度不高的情况

下
,

烧失量在某种情况下 与岩石薄片研究相

结合 可能反映了挥发分的一定作用
。

故在

今后对分析资料的处理中
,

应予适当注意
。

在 有 些 矿区矿体边部的火成岩数十米

有的可达数百米 范围内
,

发育 浅 色 岩

带
,

可 以是斜长岩
、

二长岩
、

钠 长一奥长岩

或钠长斑岩等
。

有的是强烈伺化作用并伴随

有矽卡岩化
、

热液蚀变的产物
,

有的是强烈

碱质交代作用以及 自变质作用的结果
。

不论

是那种原因
,

均强度不等地改变了 原 岩 面

貌
,

与矿化富集有密切关系
。

有的时候矿化

规模可以比较大
,

看来
, 可以当作一种找矿

衰

岩岩石 主体岩相 金 属 组 合合

花花 岗 岩 类类
花花岗闪长岩类类 “ 一 一 多金属属

二二 长 岩 类类 一

闪闪 长 岩 类类 一

辉辉 长 岩 类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标志来考虑
。

强烈的碱质交代作用往往使岩石变红色

钾长石化或钠长石化
,

或变浅色
、

白色

钠
一

长石化
,

矽卡岩化往往使岩 石 带 绿

色
,

热液蚀变作用也往往使岩石变绿 色或浅

色
。

与此相伴的岩石结构
,

也变得不均匀
,

有些晶质结构不明显
。

在普查找矿中
,

应注

意发现这种浅色岩带 尤其是杂以或红或绿

色调的浅色岩带
。

岩石类型与金属组合的关系

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资料
,

与一定规模

矽卡岩铁矿有关的侵入岩
,

可以由花岗岩直

至基性岩
,

含量约在 之间
,

相

应的扎氏数值 在 之间
。

不同 酸 度的

侵入岩
,

可以是单一的铁矿
,

也可伴有不同

的金属组合 表
,

岩石类型不同
,

金属

组合亦有不 同的特征
。

与花岗岩类有关的矿

床
,

金属组合比较复杂 与闪长岩类有关的

则比较简单
。

因此
,

在普查找矿中
,

应扩大

视界
,

防止以某一地区的特点概括全局
,

从

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



二
、

矽卡岩的特征

矽卡岩的种类与围岩的岩性和矿化均有

密切的关系
。

当围岩为灰岩时
,

较有利于形

成透辉石矽卡岩
,

也有的有利于形成石榴石

矽卡岩 当围岩为白云质灰岩时
,

有利于形

成透辉石矽卡岩 当围岩为白云岩时
,

多形

成镁矽卡岩
,

但 也 不 排斥有钙矽卡岩的生

成 , 当围岩为泥质灰岩
、

灰岩及砂 页 岩 互

层
,

或砂页岩夹灰岩时
,

则多发育石榴石矽

卡岩
,

也有的以透辉石矽卡岩为主
,

石榴石

矽卡岩次之
。

矽卡岩种类与矿化的关系问题
,

前 已述

及
。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

对大型铁矿来

说
, 石榴石矽卡岩的发育是次要的

,

而 以石

榴石 主要是钙铁榴石 为主的矽卡岩一般

形成中
、

小型铁矿
。

然而
,

对以铜为主的矿

床来说
,

石榴石矽卡岩和透辉石矽卡岩却同

样有重要意义
。

看来
,

透辉石矽卡岩 与铁矿

化富集关系十分密切
。

值得注意的是
,

与镁

矽卡岩有关的铁矿
,

规模也可达中 型 和 大

型
。

很可能镁的性状和铁的富集有某种内在

联系
。

作为重要沉淀剂的 在成矿中的作

用不应忽视
。

我们觉得
,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

中
,

不仅要注意围岩中 的含量
,

而且要

注意侵入岩中 的含量
,

并注意发现它们

之间及其与铁矿化的关系
,

可能是 有 意 义

的
。

具有一定规模的岩体而言
,

如果全 区总储最

较多或有较大规模矿床出现
,

这种相对富集

性就比较显著
,

反之则差一些
。

此时
,

应加

强对后者的综合研究和具体分析
,

查明矿化

相对富集的新的或原有的有利地段
,

以期有

助于打开新局面
。

在一个含矿岩休范围内
,

矿化的相对富

集大致有下列两种情况

①岩浆浸入活动以水平运动 为 主 的 岩

体
,

矿化多集中于岩体上盘流动前方构造蚀

变发育处
,

平面上表现为集中于岩体一侧或

一侧较宽的范围内
。

②岩浆侵入活动以垂直运动为主的岩体
,

矿化往往相对富集于岩体的一侧 当岩体较

大时
,

或两侧或四周 当岩体较小时
,

图
。

“

三
、

矿化富集的特征

矿化的相对富集

据所了解到的不完全的资料
,

铁矿化的

相对富集是比较明显的
。

以成矿带为例
,

矿化多位于拗陷

区内的隆起和拗陷的过渡地带及隆起区的边

缘拗陷带
,

但铁矿均相对富集于某些部位
,

有的在成矿带的两端
,

有的集中于中部
。

这

些部位往往是两组较大规模构造的交汇处
。

在一个岩体范围内
,

矿化往往成

群出现 , 主矿床常位于岩体的某一部位
。

对

图 河南某铁矿“钱创面图

据河南地质四队及湖北地质研究所资料简化

一第四系 一 白云岩 一 花岗闪长斑岩 一

钾长花岗斑岩 一磁铁矿体 一褐铁矿体 一 黄铁
矿型铜矿体 一黄铁矿体 一 次生铜矿体

复杂形态的岩体
,

因其水平和垂直方向

存在较大的凹凸形变
,

常具较多的分支体
,

有时超覆并包围沉 积地层
, ‘

此时
,

矿床或主

千矿体的位置以岩体的凹部 占主导地位
。

在一个大
、

中型矿床范围内
,

包

括若干矿体
,

往往是一个 有时是两个 少

数是三个 主矿休占了全部储量的大部分

对一些大型矿床来说
,

这种现象更明显 如



湖北
、

河北
、

广东
、

江苏等省的某些矿
。

矿化作用的相对富集
,

是大家都能看到

的一个现象
,

至于在什么情况下
,

矿化富集

在什么地方
,

则远远没有解决
。

这个问题很

复杂
,

牵涉的而很广
,

控制因素很多
,

是研

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看来
,

构造对矿化富集

的控制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

应当结合区域大

地构造特征
,

地质 发展历史
,

岩浆活动特征

以及矿化蚀变分布进行综合分析
,

以期发现

新的矿化富集部位
。

同时
,

在面积性的普查

找矿工作中
,

我们觉得
,

是否应首先着重于

研究控制侵入体的分布
、

形态
、

流动方向这

一级的构造
,

特别是断裂构造
。

因为断裂既

是火成岩授入的通道
,

也是矿液运 移 的 通

道
。

褶皱构造也不应忽视
,

然而资料表明
,

有些矿 区的褶皱构造受侵入体形态的控制
,

是一种附生构造
。

反过来
,

通过对此类褶皱

的研究
,

也有助于查明侵入休的形态及矿化

相对宫父的部位 例如背斜的倾没端常常是

储矿的有利部位
,

也是有意义的
。

其次
,

应注意构造发育的强度及断裂与褶皱的组合

情况
。

以冀南像
一

比地区为例
,

南部构造
,

尤

其是断裂发育的强度远不如北部
,

相应的矿

化规模也远不如北部
。

位得注意的是
,

矿化

的相对 富集作用与火成岩的时代有一定的联

系
。

在某一成矿带或某一矿 田内
,

某一种矿化

多与一定时代的火成岩相联系
。

例如南岭及

其以南地 区
,

匕部钨
、

锡矿化发育
,

多与燕山

早期花岗岩类有关 中部为铁一锡组合
,

多与

燕山早一 「 , 期花岗岩
、

黑云 母花岗岩有关 南

部为铁一铜 合
,

多与燕山中一晚期二长花岗

岩
,

花 岗闪长岩有关
。

据我们近年来在冀南

豫北一带的工作
,

发现矽卡岩铁矿主要与燕

山中期二 长一闪 民岩类 全岩样品钾一氢法同

位索年龄 在 百万 年 有 关
,

占了

全 区储址的 与燕山早期角闪 闪 长 岩

年龄在 百万年 有关的 占 而

与燕山晚期闪 长岩
、

石英闪长扮岩 年龄在

百万年 有关的只 占
。

因此
,

在

今后工作中注意 积累火成岩年同位素年龄的

资料
,

对找矿是有意义的
。

找矿工作
,

看来应养爪于矿化相对富集

的部位
,

即使目前 已发现较多矿 代的部位
,

也不能一概而论就再无工作可做了
。

然而
,

对于 目前矿化富集相对较弱的地段
,

也并不

是一定不具备成矿条件
,

也并不排斥在今后

有一定规模矿床的发现
,

甚至可以超过 前

的现状而变为相对富集的 部位
。

认识总是随

着实践不断地 向前发展的
,

我们不应被 日前

的认识所局限
。

矿体产出位置

在什么条件下
,

矿体产于岩体 与困君接

触带范围内的什么部位
,

除考虑上述 六体秘

入方式
、

岩体形态和接触而形态外
,

还 ’ 围

岩岩性及构造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

围岩为灰岩
,

岩性均一而 厚度

较大的情况下
,

当围岩层理 , 接触而 旱大角

度相交时
,

矿体一般产于正接触带 如湖北

某矿 当灰岩上部有隔档层或假 整 合 而

时
,

矿体一般产于外带
,

有的也与正接触带

矿体相连 如山东某矿
,

图 , 而
、

’ 兴层理

与接触面整合或呈小角度相交时
,

矿体一般

产于正接触带及其附近外带层间裂隙‘ ,

仍

以正接触带为主
,

往往互相连接
,

也有少

数不与正接触带矿体相连 如河北
、

东
、

湖北某矿等

灰岩厚度不大
,

或砂页岩 包括

变质了的 夹灰岩 或大理岩
,

或砂页犷
、

与灰岩互层
,

或二者之 间有沉积 间断 不整

合面
、

假整合面
,

当岩层与接触而呈或大

或小的角度相交时
,

矿体一般由正接触带洽

灰岩岩层或沿灰岩和砂页岩层间向 外 带 发

育
,

以外带矿化为主 如福建某矿
,

大角度

相交 , 新疆某矿
,

小角度相交 福建某矿 ,

假整合面等
。

当岩层与接触面平行或近于

平行
,

或呈小角度相交
,

且侵入体与灰岩有

较大范围的接触时
,

矿体大多产于 正 接 触

带
,

少数也可沿灰岩与砂页岩层而发育
,

不

过一般不 占主导地位 如厂
‘

东某矿等

当有 一组或两组 断裂
、

破碎

带
、

间层角砾岩带或灰岩层问裂隙发 育
,

并



下

山东某铁矿 故旅合舰面圈

据山东冶勘二队资料

一第四系和第三系沉积 一 一石碳二迭系砂

页岩 一中奥陶统灰岩 乙一 闪长岩 色卜一闪长珊岩
一矽卡岩 一铁矿体

与接触面呈或大或小的角度相交时
,

矿体易

产于外带 如福建某矿
,

破碎带 福建另一

矿
,

断裂 湖北某矿
,

两组断裂交汇处 , 湖

北另一矿
,

层间裂隙等
。

而当断裂
、

破碎

角砾岩带沿接触面发育
,

表现为复 合 构 造

时
,

则矿体 , 般产于正接触带及其附近 如

湖北某铁矿
、

江苏某矿等
。

若侵入体呈复杂的岩枝
,

且多层

穿入并包裸围岩时
,

矿化多富集于伸入侵入

体的呈舌状的灰岩中 火成岩凹部
,

此时

也应注意寻找产于内接触带中的矿体及岩体

内隐伏的围岩残留体中的矿体 如 山 西 某

矿
、

安徽某矿等
。

当岩体呈复杂的似层状多层侵入

时
,

不但应注意寻找与上部岩体上接触带有

关的矿体
,

还应注意寻找下部岩体上接触带

的矿体
,

以及内接触带中的矿体 如河北某

矿
、

山西某矿
、

山东某矿等
,

图
。

巨玉目 , 翘到 包刃 段哑弓 度亘丑 ‘ 匡习
· 巨五〕

田 河北某矿田岩体扭创面困
一中奥陶统第三组灰岩 一 中奥陶统第二组灰岩 一中奥陶统第一 组灰岩
一下寒武统鲡状灰岩 一燕山期闪长岩类岩石 一钻孔

一下奥陶统白云质灰岩

这份材料
,

是我们近几年向勘探队和矿

山同志学习和收集的部分资料的初步体会
,

很不成熟
,

错误之处一定不少
。

上述几方面

的认识
,

是彼此相关和具有内部规律的
。

在

找矿工作中
,

必须综合分析
,

过分地
、

孤立

地强调某一标志
,

都是片面的
。

但是
,

各种

标志在不同地 区所体现的重要性又必有主次

之分
,

因此
,

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
,

以便

在多种标志中找出其主导标志
。

上接第 页

电池锰主要富集在锰帽硬锰矿
、

软锰矿矿床

和淋积氧化锰矿床中 , 各类矿床中 普 遍 含

钻
、

镍等元素
,

特别是在孤峰组
、

西湾群含锰

硅质岩有关的风化矿床中
,

富集在锉硬锰矿

中
,

含量较高
,

有综合利用价值
。

五 沉积锰矿床的成因
,

初步认为是

在海盆中陆源风化壳和沉积风化壳被溶解
,

锰质为海水所吸取
,

并逐步积累
、

富集在海

盆底水中
,

向海盆地的浅部运移
,

当其达到

很高的浓度时沉积成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