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地乌拉尔赖一伊兹超基性岩体铬铁矿的成因类型

在研究超基性岩体的含铬性时
,

确定矿

化的成因类型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

其结果

可以有把握地确定矿体的工业价值
。

确定矿

化成因类型
,

与超基性围岩岩石学及其成分

和成因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
。

在研究赖 伊兹超基性岩体的过程中
,

获

得了铬铁矿矿石成因方面的大量实际资料
,

根据其建造类型
、

岩石化学和地球 化 学 特

点
,

该岩体应属于含铬类型
。

岩体是一个以

斜方辉橄岩成分为主的构造复杂的 深 成 岩

体
。

其中可划分出几个斜方辉橄岩和纯橄岩

类型
,

它们是在超基性物质演化的若干期和

阶段中生成的 见表
。

以编制岩体构 造一岩 石图为背景研究岩

体的含格性
,

可 以划分出北部
、

中部和南部

三个铬铁矿矿带 图
。

在岩体北部
,

北矿带从西 向东延展
,

受

自变质的纯橄岩控制
。

该带的矿化以矿条和

细脉状为特征
,

由块状
、

稠密和中等浸染状

矿石组成
。

中部矿带的分布有一定的局限性
。

矿化

赋存于破碎和重结晶的岩带中
,

以含有花岗

变晶结构的细粒橄榄石 为特征
,

斜方辉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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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粒 自形变晶沿橄榄石交代发育
。

矿体呈粗

粒矿石的厚度不大的脉状 米 和

稀疏与中等浸染矿石的矿条状
。

矿条的厚度

岩浆结晶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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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熔浆自变质结晶相

纯橄岩 早期岩浆熔离型

斜方辉橄岩
、

含有水平定向辉

石和铬铁矿的刻方辉橄岩
、

平

面平行的斜方辉橄岩相

晚期岩桨型

动 力 变 质 作 用 橄 榄 石
、

叶 蛇 纹 石 的 劈 理 化

自变质的去辉石化相

矿化硅酸盐熔浆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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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 局 部 构 造 破 碎 的

中粒纯橄岩

铬铁矿
、

含有高品位附生铬尖

晶石的纯橄岩
粗粒纯橄岩

叹

热液交代型

破碎岩石的交代再结晶

他变质再结晶的伟品相

花岗变晶结构的纯橄岩
、

含有

斜方辉石自形变晶的斜方辉橄

岩
、

顽火辉石岩
、

巨粒纯橄岩

他变质型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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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米
,

延伸 米
。

大部分矿点在南矿带
,

并果中在两个矿

结中
。

铬铁矿与纯橄岩及 巨粒纯橄岩关系密

切
。

中部矿结 马卡尔
·

卢兹河左岸 的矿石构

成北东走向的透镜状矿体
。

矿体的西端为钝

的椭圆状
,

东端延伸为楔状
。

矿体厚度最宽的

地方为 米
,

尖灭的地方只有几十厘米
。

矿体

向北倾
,

倾角
。

铬铁矿化由块状
、

稠密

和中等浸染状及稀疏浸染状矿石组成
。

矿体

与围岩的接触带往往是渐变的
,

但也可见到

急剧过渡者
。

在中部矿结的斜方辉橄岩中
, 可

见由瘤状矿石组成的串珠状和透镜状矿体
。

西部矿结 马卡
·

卢兹河右岸 的矿化为

脉状类型
,

个别矿脉有错动
,

延伸达 米
。

矿脉走向北东
,

与岩体构造要素的 走 向 近

似
。

铬铁矿由块状至稠密浸染状矿石组成
。

研究容矿的纯橄岩与铬铁矿
,

可在岩体

中划分出 早期岩浆
、

晚期岩浆
、

后成岩浆
、

热液 , 变质和他变质 等 几个矿石成因类型
。

早期岩浆矿石为分布于斜方辉橄岩中的

瘤状铬铁矿透镜体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根据鲡粒
、

晶习
、

共结结构和含铬很高等特

点
,

作者将其列为同生熔离类型
。

研究矿体

和斜方辉橄岩中铬铁矿矿瘤的分 布 表 明

铬铁矿矿瘤在空间上的排列方向明显地

与矿体走向一致 , 可见斜方辉橄岩中的孤

立的矿瘤向块状铬铁矿石逐渐过渡的现象 ,

矿瘤含量在 以上的瘤状铬铁矿透镜体

的边部
,

矿石的界线发现有弯曲现象
,

而当

其含量约为 时
,

单个矿瘤则粘结成大的

团块
。

这些构造上的关系证明了它们的成因

是原始岩浆熔离的观点
。

晚期岩浆类型矿石不很发育
。

从残余熔

浆中结晶出来的铬尖晶石
,

通常在斜方辉橄

岩中呈均匀的矿染或线状和 串珠状析出物
。

在少数情况下
,

对斜方辉橄岩中铬尖品石富

集成细脉和矿瘤创造了条件
。

后成岩浆矿石呈大的脉状和透镜状堆积

体
。

相对于岩体的内部构造而言
,

矿体处于

斜交状态
,

与斜方辉橄岩相比
,

它的生成时

间要晚
。

后成岩浆矿石伴随着广泛发育的 自

、

水
, 。

图 赖一伊兹岩体格尖月石的成分
矿石 一瘤状矿石 一后成岩浆成因的块状和稠密浸
染状矿石 一后成岩浆成因的中等与稀疏浸染状矿石

一热液
一
变质成因的块状与条带状矿石 一晚期岩浆

成因的块状矿石 一附生铬尖晶石 一他变项成因的

铬铁矿矿石

变质纯橄岩和巨粒纯橄岩
,

证明在成矿作用

中挥发分的高度活动性
。

热液一变质型 铬铁矿石赋存于 自变质的

纯橄岩脉中
。

斜方辉橄岩 特别足纯橄岩一斜

方辉橄岩的条带状杂岩 中
,

这种 纯 橄 岩

脉
、

岩带
、

岩田的形成
,

伴随着铬尖晶石的

再分配
,

这些铬尖晶石或是从岩脉中被挤出

来
,

并堆积于周围的岩石中
,

或是 呈 串 球

状
、

条带和瘤状富集于岩脉的中部
。

上述矿

石类型甚至在纯橄岩厚度达几百米 的 脉 体

中
,

也具有细脉状和小矿瘤状的特点
。

他变质类型的矿石 与岩体中部遭到破碎

和重结晶作用的岩带有关
。

在此发 育 有 细

粒
、

花岗变品状的纯橄岩 以及含有 同 样 的

重结晶的橄榄石和新生成的斜方辉石的斜方

辉橄岩
。

铬铁矿呈细脉状
、

矿条状和脉状矿

体
。

局部保存着瘤状结构的残体
。

因为在重

结晶的过程中有成因上与超基岩体无关的流

体参与
,

所 以笔者把这种岩石 与矿石列为他

变质类型
。

造矿的和附生铬尖晶石的化学成分列入

图
,

从中可见
,

附生铬尖晶石 与造矿铬尖



晶石有明显的区别
。

就其成分来看
,

它们与

克拉卡岩体及肯皮尔赛侵入体的附生铬尖晶

石近似
,

同属于镁铬尖晶石
。

只有南矿带斜

方辉橄岩中的铬尖晶石趋近于铝铬铁矿
。

晚

期岩浆成因的斜方辉橄岩中
,

取之铬铁矿透

镜体与细脉的铬尖晶石
,

其成分与附生铬尖

晶石近似
。

在热液一交代成因的北部岩体
,

纯

橄岩中小铬铁矿矿条里的岩浆晚期铬尖晶石

属于铝铬尖晶石
,

从 而不同于岩浆期后的铬

尖晶石
。

瘤状矿石的铬尖品石
,

其成分不稳定
。

其中有两个属含铁铬铁矿
,

一个属于镁铝铬

铁矿
,

另一个属于亚铁铬铁矿
。

南矿带后成岩

浆类型的块状与稠密浸染状矿石中的铬尖晶

石
,

比中等及稀疏浸染状矿石含铬高 邝的

分析结果落在铬铁矿范围内
。

中等及稀疏浸

染状矿石成分相态稳定
,

并且在多数悄况下

为镁铝铬铁矿
。

他变质成因的粗晶矿石中的

铬尖晶石唯一的一个分析结果
,

与南部矿带

块状和瘤状矿石的铬尖晶石几乎没有区别
。

总之
,

在分析岩体铬尖晶石成分方面的

资料时
,

揭示了某些规律性 一所有矿石

类型铬尖晶石成分中的
、

比 是 稳 定

的
,

绝 大 部 分分析结果属于镁铬尖晶石 ,

一北部矿带纯橄岩和斜方辉橄岩中的小矿

条成分不稳定
,

大概成因是不同的 热液一交

代成因和晚期岩浆成因 , 一瘤状矿石的

铬尖晶石
,

就其成分而言与后成岩浆矿化铬

尖晶石相近
,

并且其成分有从瘤状
、

块状和

稠密浸染状矿石中的铬铁矿
、

向中等一稀琉

浸染状矿石中的铝铬铁矿逐渐变化的趋势
。

上述情况证明
,

成矿作用是多 种 多 样

的
。

根据赖一伊兹岩体含铬性的资料
,

可 以

依据岩体形成过程 中铬尖晶石成分的演化
,

作出以下判断 见表
。

在超墓性熔浆过冷

却的条件下
,

在其结晶的第 阶段中
,

产生

了含矿物质的熔离分离作用
,

同时形成含矿

硅酸盐的液滴一矿瘤
,

这些液滴一矿瘤在重力

和对流运动的作用下移动
,

从而具有一定的

排列方向
,

并集中成一定规模的矿体
。

瘤状

矿石的铬尖晶石 以含铬和铁较高著称
。

与岩

浆相 比
,

含矿硅酸盐熔浆大概富含挥发分
,

从而使其结晶温度大大降低
。

在超基性物质进一步演化的过程中
,

橄

榄石的结晶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在过冷却的条

件下
,

个别橄榄石晶体的出现
,

导致了该矿

物骨架式的结晶
。

岩浆的状态发生急剧的飞

跃式的变化
,

含矿硅酸盐熔浆被包裹于多已

结晶了的 “ 粥状 ” 物质之中
,

这种 “ 粥状 ”

物质是由橄榄石品体 以及少量富含基性岩浆

特有的一系列元索和铬的残余熔浆组成
。

晚期岩浆的铬铁矿之形成 与残余熔浆的

结品作用有关
,

这种铬铁矿往往均匀地分布
于斜方辉橄岩中

。

在残余熔浆沿原生构造裂

隙再分配的过程
一

护
,

形成了链状
、

线状
、

面

状排列的铬铁矿
。

在某些情况下
,

铬尖晶石

局部富集
,

形成小的矿条
、

细脉和透镜体
。

残余熔浆中铝
、

钙
、

二氧化硅的富集
,

导致

了在这个阶段中形成铬铁矿的高铝变种
。

成矿作用的下一个阶段
,

与含矿硅酸盐

熔浆向已完全固结的岩体上部的构造裂隙贯

入有关
。

这种类型的矿石中
,

铬尖晶石成分的

变化处于侵入体内的含矿硅酸盐熔浆有关
,

这种熔浆继续呈液态存在
,

并由于物理一化

学条件的变化
,

开始与其周围的橄榄石晶体

和残浆作用
。

结果在铬尖晶石和矿石中
,

镁
、

铝的含量增高
,

其中的硅酸盐部分增多
。

后成岩浆矿石与早期岩浆矿石中铬尖晶

石成分的近似 附生铬尖晶石成分有很大区

别
,

以及这两种类型矿化在空间 上 的 伴

生
,

证实了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

后成

岩浆矿石与他变质及重结晶作用的空间与时

间上的联系
,

证明在此过程中挥发分起了很

大作用
。

赖 一 伊兹岩体后成岩浆矿石的形成经历
了三个协段

。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
,

在斜方辉

橄岩中沿原生构造裂隙系统有纯橄岩发育
,

铬铁矿没有明显的富集
。

第二阶段 以铬铁矿

的贯入为特征
,

这些铬铁矿总是与富含附生

的铬铁矿细粒纯橄岩相伴生
。

第三阶段
,

由于

超基性物质集合重结晶作用的结果
,

伴随有

巨粒纯橄岩形成
。

总之
,

成矿过程的开始和



阿 尔 泰 矿 区 隐 伏 多 金 属 矿 的 找 矿 方 法

列宁诺哥尔斯克地区有许多知名的大型

多金属和黄铁矿一多金属矿床
,

例如利德尔
一索柯里斯柯耶

、

奇申斯柯耶和舒宾斯柯耶矿

床等
。

由于加强了地质和地球物理工作
,

查

明了萨柯马利哈构造成矿带的远景 , 发现了

大量的物
、

化探异常 , 确定了一些地段含有

工业矿化
。

为在本区发现更多的多金属矿床
,

开展

了大规模的找矿工作
,

为此
,

很有必要制定

出寻找隐伏矿化和评价物
、

化探异常的可靠

方法
。

据目前所知
,

本区的所有矿床均赋存于

古老的活动带中
,

产在中泥盆统复杂互层的

火山沉积岩内
。

矿体赋存在中
、

上泥盆统酸

性次火山岩尖灭的地段
,

矿体之上被碳质粉

砂岩复盖
,

矿体常伴随有热液蚀变岩石晕
,

而以绢云母一石英
、

石英一绢云母岩石和微

晶石英岩最为重要
。

以确定的矿化分布规律为基础
,

提出以

下找矿方法
。

用 。的地质填图查明长

期发育的古拗陷
,

后者被火山同期的断裂所

限定
,

其特点是火山沉积岩的厚度比周围地

段要大 , 酸性不同的火山岩与沉积岩构成复

杂的互层
,

而其周围同期的沉积岩成分则比

较单一
。

在此拗陷范围内
,

要查明长期发育

的火山源
。

的详查要弄清酸性次火山体
、

碳质粉砂岩和热滴蚀变岩石的层位及其构造

位置
。

根据取样结果划定金属分散 晕 的 范

围
,

确 定 晕 相对于热液蚀变岩石的空间位

置
。

研究上述找矿标志之后
,

有 可能划分出

最有远景的地段
。

在划出的远景地段最好先

用轻型山地工程或浅钻揭露
。

工程 的 网 度
视具体情况而定

,

一般不应小于 米 ,

钻孔深度在未蚀变的基岩中应不小于 米
。

上述工作有助于研究地段的构造并圈定其范

围
,

防止漏掉热液蚀变带和厚度不 大 的 矿

体
,

弄清金属分散晕的性质
。

在远景区最有利于成矿的地段
,

要打普

查一构造钻
,

沿走向至少要有三个 剖 面 控

制
。

最重要的是
,

钻孔深度要根据含矿程度

最高的原生晕来确定
,

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
‘

中常发生这样的情况 由于未考虑晕向深部

的含矿性
,

钻孔只打到了矿体尖灭的上界
。

在打钻过程中还要应用综合物探侧井方

法
。

当复盖层厚度大于 米时
,

地面物探寻

找隐伏多金属矿床效果不好
。

例如
,

地面电

法就没有发现埋深 米的奇 申斯柯耶矿

床
。

本文所提出的找矿程序
,

是 比 较 合理

的
,

并可收到较好的经济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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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都有斜方辉橄岩强烈的热液变质改造
。

由此就可 以明了赖一伊兹岩体中热液变质矿

化产出的部位
。

矿化是后成岩浆作用的一个

相
,

它是在后成岩浆矿石赋存地段的边部
,

在射气作用下形成的
。

他变质矿石是由于矿瘤及后成岩浆矿体

破碎和重结晶作用的结果生成的
,

铬尖晶石

的成分无明显的变化
。

综上所述
,

赖一伊兹岩体的铬铁矿矿化
,

具有非均质 多相 成因的性质
。

对于发现

工业矿石最有远景的矿石成因类型是熔离类

型和后成岩浆类型
,

在南矿带发育最广
,

常

与巨粒的纯橄岩密切伴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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