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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子锰矿发现钻的硫化矿物

形 晶
,

可见六边形横切面
。

粒度
。

、 毫

米
。

均质性
。

常呈带状分布
,

与石墨伴生 ,

交代黄铁矿并与其连生
,

而被辉铜矿
、

铜蓝交

代
。

用裂隙光度计测得反射率黄光
。

拓
,

红光 拓
,

绿光 拓
。

威氏显微硬度 、

公斤 平方毫米
。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多 ’

桂林冶金地质研 究所 岩矿 室锰矿 专题 组

年 月
,

我们在瓦房子锰矿地测科

同志的帮助 下
,

在鸡冠山矿区等处采集了

多块标木 经显微镜鉴定
、 一

射线 粉 晶 分

析
、

电子探针分析
,

证 实 在 鸡 冠 山 及 杨

树沟矿区均有硫铜钻矿及含 钻 黄 铁 矿
。

从

而
,

为该锰矿的综合利用提 供 了 一 个重要

线索
。

瓦房子锰矿是一轻微变质的浅海相沉积

锰矿
。

矿 区地层为中震旦统 白云 质 缝 石 灰

岩
,

上震 旦统灰黑色纸状页岩
、

白 云 质 灰

岩
、

粉砂岩
,

寒武系紫色页岩等
。

这套地层

呈一宽阔的向斜盆地构造
。

北东
一

南西向大断

层将盆地分割为南北两矿区
。

南区 以水锰矿

矿石为主
,

北区以碳酸锰矿石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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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存于上震旦统上部亚群 会 的下部
,

含锰

岩系 由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和页岩组成
,

夹

有少量硅质
、

白云质灰岩和炭质页岩
。

其顶

板为含锰 白云质灰岩
,

底板为白云质灰岩
。

矿石矿物相变明显
,

由南向北由水锰矿相变

为碳 酸锰矿
。

主要锰矿物有水锰矿
、

菱锰矿

及少量褐锰矿
。

氧化带不发育
,

次生锰矿物

有软锰矿及 钾硬锰矿
。

钻的硫化物发现于南区北部边缘的碳酸

锰层中
。

原生含钻矿石为浅灰绿色
,

并常夹有

一定量的炭质
。

矿石含钻 、 多
。

除此之外
,

矿石中还有辉铜矿
、

铜蓝
、

黄铜

矿和方铅矿等
。

现将含钻矿物概述如下
。

一
、

硫铜钻矿 反光显微镜下为带玫瑰

色调的灰 白色
,

多为他形集合体
,

少数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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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含钻黄铁矿 矿石中黄铁矿含量 变

化较大
,

有局 部富集的现象
。

矿物呈 自形至

半自形粒状集合体
。

在许多黄铁矿颗粒内均
可见到含钻较高的玫瑰色含钻黄铁矿

,

其钻

含量用电子探针测得的结果为。 拓
,

。

拓和 了多不等
。

在本次工作中
,

由于未系统采样
,

对矿

石中钻的含量和分布未全面查定
。

因此
,

目

前仍无法肯定其工业价值
。

但该矿床与四川

某锰钻矿床及其他含钻碳酸锰矿床对 比
,

从

岩相至含矿岩系的特征均有很大的相似性
。

许多碳酸锰矿床中含硫高的部位均见有钻的

硫化物
,

个别矿床 已构成重要钻矿床
。

目前
,

沉积的锰钻矿床 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型
。

因

此
,

该矿床碳酸锰矿石 中含钻硫 化 物 的 发

现
,

无疑应 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

尤其有必

要系统查定含硫较高 的碳酸锰矿石 中钻的含

量与分布
,

以确定其工业意义
,

搞好矿石的

综合利用
。

为石英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