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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铁的地球化学性质和内生找矿地球化学

引 玉

一 铁的地球化学性质

铁是四周期中部第六个过渡元素
, 是铁族 孤族 的代表

,

具有亲铁
、

亲硫和亲氧的三

重性
。

亲铁性主要在地核中显示 , 呈铁镍互化物产出 在地壳的强还原条件下也可呈少量 自

然铁和铁
一

铂族互化物存在
。

亲硫性和 亲氧性因外部条件的不同而各有显示
,

两者互为消长

还原条件下形成各种硫 砷
、

锑等 的化合物
,

氧化条件下形成各种氧 还有附加的
、

等 的化合物
。

还原
、

低 条件下成 “ 十

的硫化物 , 氧化
、

高 条件下形成 “ 十

的氧化

物
,
这是铁的最主要的地球化学性质和行为

。

铁的原子结构决定了它的变价性
。

自然界最常见的价次为 “ 十

和 “ ,

两 者 因氧化还

原
、

得失电子而互变
。

“

十

“ 十

、 “ 铁原子

“
轨半充满

, 最稳定

斌化
,

失电子
十

峥 。 、

‘ 一
’

,
门

还原 得电子
二

,

, 。

二价铁 二

人
, 二 , 为弱碱性元素

,

只在酸性溶液中呈 简 单 离

子 ,

中至弱碱性时成 “ 。

内生作用中 ““ 的存在形式主要有
在岛状

、

环状
、

链状
、

带状硅酸盐矿物中作为主要阳离子
。

但架状硅酸盐石 英
、

长石中则无铁
。

在钦铁矿 。 匕 “ 八
‘ 十 。 和尖晶石类

么 十

尺
十

矿物中作为部分阳 离 子
。

中低温热液阶段与 〔 〕
一

结合形成铁白云石一姜铁矿 系列的矿物
。

与硫结合是很主要的
。

有下列情况

陨硫铁矿
十 ‘ 一 二 , 只存在于陨石的硫化相中

。

磁黄铁矿 咬士 羞
一 , 入 , , , , , , , , , ’十

比 ‘ 一

的原子少一

个
, 形成特殊的 “ 缺席构造

” 。

有人认为存在着少数几个 “ 十

氧化为 ““ 今

的 状 态 , 但在高

温 ℃ 条件下
, 十

丢失的电子成为自由电子在品格中流动
,

因此具有金属性与导电

朴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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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性
。

晶体化学式也可写作 扩 犷
,

,
。

晶格类型为高温六方 红 砰 镍 矿

型
。

黄铁矿 艺 ’
〔 一 〕

一

形成温度低于磁黄铁矿
, 约 ℃

。

此时介质中 浓 度增

高
,

氧化使两个
“ 一

以共价键结合成哑铃状的特殊的对硫离子 〔 一 〕’一 ,

使总的负价减低

为
, 与 发生 , , 型轨道杂化

,

形成八面体 亏次 配 位 的 立 方 石盐 型晶

格
。

在更低温度下则形成白铁矿 ’ 〔 一 〕’一 ,

为黄铁矿的异构体
,

为其斜 方变 休

白铁矿型晶格
。

两者都具有向共价键过渡的性质
,

脆性大
, 导电性差

。

外生作用中 ’ 的存在形式主要有

磁黄铁矿
、

白铁矿 其 次 才 是 黄 铁 矿 易于 氧化
,

形成 么十 ‘ 和一定的
‘ , ’‘ ‘

不稳定
,

可氛化为 夏
‘ ‘ 。

酸性溶液经中和
、

水解后 ,

可 以 生

成
十 。

干燥气候酸性溶浪蒸发
, 生成 好

’

卜

的矾类矿物
。

在沉积作用的还原相中可 形 成 菱 铁 矿
十

〔 〕
、

鲡绿泥石 “ 十

、

〔 , 。 〕〔 〕。 · ,

强还原相中还可形成黄铁矿
、

白铁矿
。

三价铁 二 。 , ,

为两性偏酸元素
,

酸性溶液中成阳离子 强碱溶

液中成络阴离子
、。

内生作用中主要存在形式有

强氧化条件下形成赤铁矿 夏
。 或镜铁矿

。

在碱性岩浆中
, 、 、

等过剩而
小

不足时 , 中

可部分代替
今

甚至
‘今 的作用

,

进入架状硅酸盐的硅氧四面体格架之中
。

如铁透长 石 〔 , 。 〕
、

冤石 〔 , 。 〕
、

铁艳榴石 〔 〕
·

等
。

在 钙 碱 性 岩浆

中 , 只在硅酸盐的硅氧四面体格架之外
,

起一般兰价阳离子的作用
。

’

在外生作用中主要存在形式有

由 ’ ‘
迅速氧化形 成 的 呈

千 ‘ ,

是一种强氧化荆
,

可以促进其他

多种硫化物的氧化
。 。孟 在中性至弱碱性溶液中不稳定 ,

水解后生成碱或硫酸盐
,

最

后成为
。 ,

脱水成针铁矿
、

赤铁矿及褐铁矿
。

干燥气候酸性溶液蒸发
,

生 成
十

的矾类矿物
。

沉积作用可形成赤铁矿
、

褐铁矿
,

属级化相
。

州

二价铁和三价铁 两者并存在同一铁矿物中是较普遍的现象
,

纯的 么十
或 昌十

矿物则

较少
。 、 “ 十

并存也是内生磁性铁矿物的特征 如磁黄铁矿
、

磁铁矿
。

磁铁矿 乓’今 。 ‘ 是 “ 么十 、 “ 吕十

并存的代表
。

它形成的条件比赤铁矿氧化程度低
、

比菱铁矿 其次是黄铁矿 还原程度低
。

赤铁矿可还原为穆磁铁矿 , 磁铁矿可氧化为假象赤
铁矿

,

也可还原为菱铁矿 碳酸盐化作用 或黄铁矿 硫化作用
。

与磁铁矿形成条件相似

的有钦铁矿 ’‘ ‘ 母岩基性程度较高
,

有人认为钦磁铁矿就是钦铁矿与磁铁矿

的固溶体
,

也有人认为发生了
”

, ‘ 的置换
,

钒钦磁铁矿中则为
“ 置 换

十

或
‘ ‘ 千

,
十 。

钦铁矿也可与赤铁矿成固溶体
, 也 认 为 是

十

‘ “ 十

毛 的置换
。 “ 、

并存的外生含铁矿物可指示沉积作用的氧化还
。

原 相 如 “

今

的海绿石指示弱氧化相
, , 伞 》 斗

的鳞绿泥石指示弱还原相等等
。

根据 乞令 、 斗

和其他变价元素发生载化还原反应的 值大小
,

可以判断可能或不可
能与

“ ‘

或 “ ‘

组合的元紊种类与价次
。

如可能蜘
, ‘

共生组合的有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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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 十 、 。’ 、 。“
、 、 ’ 、

” ,

不可能 的 有
’ 、 ‘ 、

二
令 、

十 、

等
。

可能 与 今
共生组合的有

名小 、 、 、 、 、 “ 十 、

。十 , “ 十 、 ‘ 十 、 “令 、 十 、 忿 , 、 ’、 , 、 ‘ 、 。‘ , 不可能的有
‘ 、

、 峨 等等 据 工 。豆 , 。

例如在省然界中软 锰 矿 ‘ 或 钒 铅 矿

孟
‘

〔 “ ‘ 〕二 不能与水绿矾 “ 〔 ‘
·

共生
,

而钾钒 铀 犷
’

〔
杏 ‘ 〕

·

则可以和黄钾铁矾 “ 十
〔 ‘ 〕

·

共生等等
。

三价铁和钠 找矿实例证明 铁矿化往在与钠交代关系密切 , 这可能是在富钠的强碱性

溶液中
, 两性偏酸的 “ 可成易溶络合物迁移如 。 “ ‘ 或

“ 。
等

,

交代

溶液与围岩中的 “ 十

作用将 。容‘

里换 , 络合物分解
, 形成钠长石和铁矿物

。

如

斗 。 吕今
, 〔

交代滚液 围
〕 , ‘ 十

。 ‘ ‘ 欲
, 。 。 醋流〔 要苦〕 碧票

。 、

、

一交代溶液 围 岩 钠长石 赤铁矿

三价铁和磷 与超基性一碱性岩浆
、

火山
、

高温气液作用有关的铁矿化往往伴随 着 磷灰

石的形成
,

而且两者的规模和程度也大致相应
。

这可能是由于饱和着
、 、 、

的碱性气

液 , 可以携带大最 和 的易溶络合 物 迁 移
, 如 吕 。 、 。 “ 十 、

〔 。 〕
、 。 ‘ 、

只
‘ 、

等
。

在围岩发生钠交代和铁矿化的

同时 , 也发生了 “去钙化 ” 即溶液中的 交代了围岩中的 使围岩中 的 “ ‘

转入滚

液
,

促使了磷灰石的沉淀
。

吵色竺
一 “ ““ , “ 〔 ‘ 〕, ‘ ’ “ ‘

交代溶液 来 自圈岩 碑灰石

二 各种地质体中铁的平均含最

铁是分布十分广泛的常量元素之一 ,

在地壳中的平均含量仅次于氧
、

硅
、

铝而居于第四

位 , 各家分析数值在 之间 ,

年后平均数值定为
。

如果铁的最低工业

品位以 计
,

则其浓集系数 最低工业品位 地壳中的平均含量 很低 ,

仅近似于
。

这表

明铁在地壳中背景含量太高
,

而相对集中成矿的能力很低
,
和那些在地完中背景含量很低而

集中成矿能力很高
, 即浓集系数很高的微 元素如

、 、 、
‘

、

、 、 、 、

‘ 等有很大的不同
。

如用铁本身作为指示元素来 找

铁矿 特别是贫矿
,

不容易得到清晰明显的地球化学异常 , 必须用灵敏度较低又 适 合于常

量元素分析的仪器 如低能辐射 光萤光光谱仪等 或选用经常与铁共生或伴生的微量元素

作指示
。

铁在岩桨岩中的平均含 因各种岩浆岩类型而不同

⋯、一霜塑刹哩
一

⋯月终 ⋯资是冬一
⋯平严习山

、 曰 ” 又甩“ 叭
, ’ 人 少 么

十 】 正长岩 富 贫
维诺格拉多夫

、

年 。 。 。 。 。二 ‘广。么 、

‘ 均
‘

卜一 ’
‘

”‘ ‘
,

“ “⋯,“ 闪 ,
、

,
·

‘ ‘正 , ’
·

“ , , 。 ,
、 ·

‘ ‘, · ,

可见随岩浆岩的基性程度降低而平均含铁盈相应降低是一条事实规律
。

基性
、

超基性岩体中

赋存 钒
、

钦 磁铁矿床
,

而酸性岩体则在接触带附近才形成磁铁矿床
,

与 述规律是有内

在联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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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在沉积岩中的乎均含 以粘土 和 页岩 最高
,

砂页岩 其次
,

砍岩 。 及深海碳酸盐岩 又次
, 一般碳酸盐岩 最低

,

相差可达 倍
。

这可能与

铁的外生富集形式有关 如胶凝吸附很重要
,

碎属机械沉积
、

细菌还原作用各有其条件
,

而

单纯的化学沉积更受特定的条件限制
。

铁在土滚中的含 以红土 含赤铁矿微拉 最高
,

某些热带地区 如古巴 ,

几内亚
以产红土型残积铁矿闻名

。

以黑 泥煤质
、

腐植质 和白土 纯灰岩
、

介壳砂岩或珊瑚礁

风化 最低 ,
前者因强酸性溶液使铁离子淋失而贫化

,

后者本 纤形成时就缺铁
。

三 铁的共生元素和找矿指示元素

铁的共生元素 由于铁是最广泛存在的普通常量元素之一 , 它和 自然界存在的所有元素

都能伴生
, 因此不需赘述

。

至于在含铁矿物中可 以与铁共生的元素
,

大体有下列情况

与铁结合的阴离子 兮
、 一

寸、 、

夕
、 、 、 ’ ’

。 、 了、 、 、 、 、

斜体者

为主要
,

括号内为偶见 , 下同
。

与铁结合的络阴离子 〔 , 〕“
一 、

〔 。 〕之一 、

〔万
‘

〕‘ 一 、

〔 〕
一 、

〔 ‘ 〕, 一 、

〔 〕
一 、

〔 ‘ 〕
一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附
‘ 〕

一 。

与铁一起成阳离子 与其他阴离子 结 合 的 几匆
、 、 、

’
、

厂
、 、 、 。 、

材 ”
、

艺
、

尤其是
、 、

’
、 、 、

月
、 。 、

知
、 、 、 、 、

肠
、 、

、 、 。 能与 类质同象的见下图
。

能与铁一起成阳离子与其他络阴离子结合的
、

八
、 、 、 、

峋
、 、 、 。

能与铁形成络阴离子存在于 气 液 中 的
、 、

万
‘一 、 昌一 、

尸 ‘ ‘一 、

’
‘ ‘一 。

总结起来与铁密切共生的是过渡元素
,

尤其是第四周期的过渡元素和铂族
。

此

外
, 一

与 “ 密切共生
, 十

与 密切共生
。

重要的还有
、 、 、 、 、

和
。

几 旧
,

一 与铁类质同象的元素

一 与铁 一起与阴离子结合的元紊

一 与铁结合成阴离子的元萦 】

习
厂

扭

,

, 场
·

排 斤。

伪 云 刀 ,

“ 。
‘

一

字略 大 者为主要的 括号者 为 偶见 的

铁的找矿指示元众 这方面成熟报道较少见到 , 试根据主要的铁矿物成份作探索性的剖

析
,

仅供参考
。

〕磁黄铁矿
、

黄铁矿
、

白铁矿不是铁而是硫的矿石矿物
, 但对铁的集中

、

分散全过程

有成因指示意义
。

这些矿物中
十 、 ’‘ 、

可代
‘ , 、

可代
。

另外磁 黄铁

矿 中可含 艺小 、 ’‘ ,

黄铁矿可含
’十 、 ’ ,

白铁矿 可 含
、 ’ ’ , ,

。
‘

〔 〕
一 ,

含 最高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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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矿是玉要 的 铁 矿石 黑矿 矿物 邢
, , ,

具

强磁性
,

用磁法找矿最有效
,

在检查磁异常时可用指示元素判断不同的矿床 类型
。

大体上高

温类型组合元素比较复杂
。

磁铁矿中
十 、 ’十 、 、 “‘ 、 ’‘ 、 十

可代
十

、 ’ 、 “ 十 、 十 、 “ 、

可代
‘ 。

还有
‘ “ 、 ”十

的代换反应
,

因此可含有
‘ 十 、

“
、

“
、 ‘ 。

不同成因的磁铁矿所含微量元素不 同
。

如 钒
、

钦

磁铁矿多与基性
、

超基岩有关
,

除 、
’ 、

外
, 一 、 、 。 、

也可作指示
。

接触交代型磁铁矿

可用 “ 十

偏中基性母岩
、 “ ‘ 十

偏中酸性母岩
‘

作指示
,

据实践
,

磁铁矿生成温度愈高
、

时间愈早
、

深度愈大
、

矿石品位愈高
,
则含锌 鼠也愈高

。

沉 积 变 质型磁铁矿可用
、

平均含量 , 比接触交代型高五倍 在沉积变质型贫矿 区找富矿
,

可因富矿 成因

加选指示元素如 “ 、 、

等等
。

对于夕卡岩型
、

火 岩型磁铁矿化
,

还可 因伴生矿 种不同而

加选指示元素如
、 、 、

等
。

对每一具体矿化区 ,

需要先作试验
。

褐铁矿无磁性
,

磁法难找
。

为细分散
、

多矿物的胶体矿物集合体 包括针 铁 矿
、

纤铁矿
、

水赤铁矿 。 ,
·

’等等 , 为 。和 脱水胶凝

生成
。

由于 。为正胶体
,

为负胶体
,

因此可吸附数十种不同来源 的正负离

子
。

用褐铁矿 中所含微量元素来找褐铁矿床意义不大
。

但是如发现褐铁矿 中所 含 元 素很多
,

则证明极可能是铁帽型褐铁矿
,

可根据元素的不同组合
,

作为寻找深部其他原生金属矿床的

良好指示
。

另外如其中某种元素含量特高
,

本身也可形成矿床
,

如铁帽褐铁矿型锢矿床
。

对

于找寻现代的海底沉积金属矿床
,

除分析锰结核外
,

也应分析褐铁矿结核中
、 、 。 、 、

。 、 、 、

等的含量
,

作为寻找各该金属矿床的手段
。

这一原则对找寻古代沉积型褐铁

矿也可适用
。

赤铁矿含
,

是无磁性的重要富铁矿石 红矿 矿物
,

用重力法找矿较有效
。

内生赤铁矿
、

镜铁矿
、

假象赤铁矿可用
、

及其他伴生的亲硫元素作指示
。

沉积赤铁矿可

用
、

可达 肠
、

可达 作指示
。

这方面缺乏经验
,

需要 普 遍进

行群众性的试验总结
,

早 日突破
,

找到有效的指示元素
。

菱铁矿
,

是无磁性
、

焙烧后可成高质熨的铁矿石矿物
。

菱

铁矿与其他碳酸盐矿物肉眼不易区分
,

但比重大
,

风化后表面有褐铁矿染
。

可 用 重 力法试

验
。

内外生菱铁矿所含微量元素不同
,

除
、

外
,

可作指示的元素有
、 。 、 、

“ 十 “ 十

” “ 十 ‘ 十 。

这方面也缺乏经验
,

需要大力突破
。

鲡绿泥石
‘ 声〔 , 。 〕〔 〕。 , , 一 奚

, ,

,

鳞绿泥石 且士
。

专士
。 〔 。 。 。 〕〔 〕。

· ,

, 恤
。

两者都是沉积贫铁矿的矿石矿物
。

可作指示 元素的 有
、

、

等
,

也需试验
。

四 铁的内生找矿地球化学

甚性
、

超甚性岩 钒 钦磁铁矿床 与构造活动带和地台活化区的基性 , 超基性侵

入杂岩有成因联系
。

岩体侵入深度较大时分异较好
,

深度中等时可形成多层韵律
。

岩体或每

一韵律层自上而下基性程度增加
,

而钦磁铁矿化则多在岩体或每一韵律层偏下部的辉长岩相

中
,

这种岩相的化学成分特点是富
,

贫
、 ,

而 中等偏低
,

这是玄武岩浆系列易

熔的晚期低镁分异物
。

由于重力分异
,

挥发分及
、 、

硅酸盐熔浆向 上移动 ,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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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还有 硅酸盐熔浆向下移动
,

以及岩体自下而上
、

自外而内分段 冷却与结晶分异的

绪果
,

一

使岩体或每一韵律层 自上而下含矿性增高
,

矿石品位加富
。

同时因晚期易熔岩浆流动

性较大
,

在构造裂隙不发育时可呈似层状
、

条带状矿体产出
,

裂隙构造发育时则可呈贯入脉

伏矿体
。

有时犷化附近围岩可发生纤闪石化和绿泥石化蚀变
。

很明显
,

可用
、

作指示 ,

“ 、 。可作辅助指示
、 和高 。带在钦磁铁矿层以下的韵律层底部

。

硫化 。 、

益
、 。 、

在钦磁铁矿层以上的韵律层中部
。

两者也可作辅助性的分带指示
。

附带提到
,

曾观察到超基性岩 纯橄岩一橄榄岩 因自变质蛇纹石化
,

磁铁矿较大规棋

地析出
,

在岩体表面形成壳状富集的现象
,

可供地方开采
。

,

〔 〕 ,
,

〔 。 〕〔 〕 ‘

橄榄石 蛇纹石化 磁铁矿 石英

〔 〕
菱徽岩

正长岩麟灰石磁铁矿床 尽管成因争论很大
,

但矿化与
、

等挥发分有关是 事实规

律
。

在火山成因的正长斑岩 下盘 和石英斑岩 上盘 接触处
,

因错动生成了角砾带
。

深

部正长岩浆上侵并分异
,

其中
、

等挥发分与
十

形成易迁移的络合物与 熔 浆一同侵入到

角砾岩带成矿
。

由于围岩中 的作用
,

络合物分解
,

使氟磷灰石和磁铁矿大里集中
,

并生成

赤铁矿
、

透辉石
、

角闪石
、

电气石
、

错石
、

黑云母
、

方解石和萤石
, 以及少里钠长石

、

石英

和重晶石
。

围岩蚀变主要为阳起石化
、

方柱石化
,

还有一些绢云母化
、

硅化和碳酸盐化
。

磁

铁矿中含
、 、 。

本类型可用
、 、 、 、 、

作指示
。

顺便提到
,

在碳酸岩和碱性岩与围岩发生交代作用的部位
,

有时也可发生磁铁矿
、

磷灰

石和
、 、 、

矿物的集中成矿
。

这时可用
、 、 、 、

作指示
,

辅之以放

射性测里
。

“扮岩铁矿 ” 是火山岩区各种相互联系的火山一次火山一侵入铁矿床类型的统
一总称

,

可与 “ 斑岩铜矿 ” 相类比
。

本类型铁矿床和断陷盆地内偏基性富钠安山岩质岩浆的

火山一次火山一侵入 活动有关
。

次火山岩相的辉石闪长扮岩 或称辉石安山粉岩 是在深部

岩浆沿安山质岩浆喷出通道和构造薄弱带上侵到接近地表 公里以内的不稳定环瑰中凝固而

成的
。

在某些地段由干喷气的集中
,

可沿构造脆弱带再次局部喷发
,

有的则成贯入岩脉
、

岩

墙或岩床
。

以每个火山一次火山一侵入杂岩体为中心
,

在四周围绕岩体出现一组不同类型而彼此有
统一成因联系的铁矿化 见图

。

这种杂岩体深部往往联成整体
,

而在浅部则呈各种岩瘤
、

岩钟
、

岩弯窿或岩舌
。

就各个浅部单一岩体来讲
,

往往多为次火山岩相
,

各种矿化类型不完
全具备

,

矿化程度也各不相同
。

就各类型统一联系起来看则如下图模式所示
,

这种较完备的

复杂类型
,

只有过去称为 “南山式 ” 的铁矿床比较近似
。

其他各式矿床彼此关系如下

① “ 陶村式 ” 或 “ 吉山 式 ” 铁矿 床主要为岩体内部的浸染状磁铁矿床
。

在岩浆 自 变 质

阶段
,

钠交代使暗色矿物分解
,

析出大量磁铁矿
,

同时岩体顶部局部因喷气爆裂成的角砾岩

筒
,

为磷灰石一磷铁矿胶结充填
。

这时的蚀变为早期高温的钠长石化
、

方 钠 柱石化为主
。

② “ 凹 山 式 ” 和 “梅 山 式 ” 铁矿 床形成较晚于 “ 陶村式 ” ,

系气液矿浆贯入岩 体 顶 部

直到围岩的裂隙和角砾岩带中充填交代成矿
。

在岩体顶部
、

边部
,

成 网 脉 状
、

脉状
、

盘砾

状
,

直至致密块状矿化产出
,

下部可与浸染状矿化相连
。

蚀变以中期的透辉石一次 透 辉 石

化
、

阳起石化
、

磷灰石化为主
。

矿石矿物有著名的阳起石一磷灰石一磁铁矿 “ 三矿物 ” 组合

山华东地研研
、

地科院矿产研究成及武汉地质学院部分同志新近撰出 本节主耍根姆拙们的资料和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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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山式 或辉石一磷灰石一碳酸盐一磁铁矿组合
,

美铁矿
一

可交代辉石成其假象 梅山式
。

⑧ “ 风夙 山式 ” 和 “ 梅子 山 式 ” 饮矿床 这是岩浆与围岩接触交代 充填 形 成 的 矿

未 围者为砂页岩时
,

充填比交代重要
,

发生各种角岩化 吸茧青石
、

红柱石
、

绿泥石
、

透辉

石
、

金云母或钾长石
,

大部分磁铁矿发生 “假象赤铁矿化 ” ,

并可有后期硫化物叠加 凤

凰山式
。

围岩为火山岩 安山岩
、

凝灰岩 时
,

交代比充填重要
,

可发生 “ 类夕卡岩化
”

石榴石较多
,

并有透辉石
、

绿帘石
‘

但与真正的夕卡岩化尚有区别 无水夕卡岩矿物不甚发

育 , 角砾状矿石普遍 , 矿石中普遍有磷灰石 , 赤铁矿 比磁铁矿重要
,

说明成矿温度比夕卡岩

磁铁矿床为低 梅子山式
。

④ “ 龙旗 山 式 ” 铁护床 是岩体附近安山岩
、

凝灰岩等火山岩中的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

状赤铁矿一假象赤铁矿矿床
。

可能成因是 与火山岩同生的火山喷发沉积
,

赤铁矿与石英碎

屑相伴
, 围岩发生铁质 “碧玉化 ” , 熔岩中铁质分离

,

集中成矿 , 最晚期的热浪顺层交代
,

形成镜铁矿一石英透镜体
,

围岩发生绢云母化
。

⑤ “ 向山 式 ” 铁矿 床 原生矿是岩体顶部火山岩中的黄铁矿矿床
,

氧化后才形成部分褐

铁矿一赤铁矿矿床
。

围绕岩体顶部自上 外 而下 内 晚期中低温蚀变分带如下 青 磐 岩

变安山岩 化一高岭石
一 绢云母化 泥化 一硅化一硬石膏化一碳酸盐化一背铁矿 匕

。

向山式

锈矿即位于最下的黄铁矿化带中
。

夕卡岩多金属铁矿床 可参考夕卡岩多金属铜矿床
,

此处只补充讨论区分 以 铁 为

主
、

铁铜并重和以铜为主矿床的标志
。

据已有的零星报道
,

归纳如下 ①与侵入体的
“

碱值
”

即 有关气 碱值 夕 的为单一铁矿床
,

碱值 的 为 铁 铜 并 存
、

以

铁为主 ,
碱值 , 的为铁铜并存

、

以铜为主
,

碱值灯 的为以 铜 为 主 铜 钥
、

铜
、

钨 , ②母岩中偏基性 闪长岩 有利于铁
,

中偏酸性 花岗闪长岩
、

石英二长岩

有利于铜
。

侵入 时代较早有利于铁
,

较晚有利于铜 , ③围岩蚀变 金云母化
、

透辉 石 一 次

透辉石化
、

阳起石化
、

磷灰石化与铁密切
,

‘

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
、

黄铁矿化与铜密切 , ④镁

夕卡岩与铁密切
,

钙夕卡岩与铜密切
。

深色夕卡岩带有利于找铁
、

浅色夕卡岩有利子找铜 ,

⑥围岩和母岩中镁量接近平衡时有利于铁的集中
。

与磁铁矿共生的磷灰石 高有利找铁

〔表明 不足 气 ⑥ 有利于铁矿化 如钠长石化
、

钠 闪石化
、

霓石化
、

钠柱石化
,

据中南冶金地质研究所

二 据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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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铜矿化 如红色钾长石化 , ①夕卡岩铁矿化比铜矿化形成温 度 高 ,

含 挥 发
分

、

己 ,
、

也高 函 。 , ‘ 。 。 可作找磁铁扩的定量指标 表明必须有相当比例

的 “ ’十 ,

才能形成
‘

孙
‘

据桂 林 所
。 ” 、 、 。 、 , 、 、 , 、

可作 找铁

指示
, 、 、 、 、气

、

可作找铜指示
。

以 上八条
,

有待于广大有关工作同志的补充
与修正

,

得到实践的验证和理论的阐明
。

各种热液铁矿床 种类繁多
,

有各种温度 高
、

中
、

低
、

各 种 产 状 脉状
、

透镜
状又不规则状

、

各种形成方式 交代
,

充填
、

各种矿石矿物 磁铁矿
、

赤排矿二镜铁矿
、

菱

铁矿 ,

氧化后还可成福铁矿
、

各种围岩
,

并和各种主要铁矿床类型可有一定成因和空间上的

联系
。

所谓 “热液 ” 是多成因的
,

有岩浆热液
、

火山热液
、

变质热液等等
。

热液铁矿床可以

形成各种规模 以中小型为主 的富矿
,

但该类型矿石储量所占比重不大
。

其中重要的有特

种高温气热交代型磁铁矿一赤铁矿一稀土碳酸盐矿床
、

围岩多暗色岩 辉长一辉绿岩 的高

温热液磁铁矿床
、

中低温热液赤铁矿矿床
、 “

扮岩铁矿 ” 的 “卫星矿 ”

—热液磁铁矿
一

赤铁

矿床
,

以及有时规模大
、

质量高
、

围岩多为碳酸盐岩石
,

值得重视的中低温热液菱铁矿床
。

不

少热液铁矿床往往有后期硫化物的叠加
,

关于各该矿床的指示元素
,

需要因地
、

因 成 因
一

制

宜
,

来加以试验挑选
。

袱笑 ￡下父、 ℃二芡二二 ℃二、 二 、 、 、二策父二二一 ℃父

一
二哭二笑父笼丫 二二二一戈 , 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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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砂光片中统计 表

粒 级
格数 ,

‘

、

、
, 曰

、

总 计

一兰塾兰一阵飞全 ⋯笙矍一 ⋯鱼兰 阵兰狙
” ⋯ ” “

一

旦 吕

⋯ ‘ “
,

’
· ·

’ “ 召
·

“
·

⋯ “ ⋯ ”
·

“
·

“ ” ⋯
一

于
· ·

“ ‘ “ ⋯ “
·

,
·

一一竺一
一一二兰

一

一 竺‘一卜一兰竺 一一竺些一
马

·

“
·

卜
粒级中的格数为显徽镜目镜十字丝刻度

,

镜头为
,

每格长。 毫米

用砂光片以直线法统计金的粒度时 ,

为

便于操作可直接读显微镜纵丝的格数
,

作图

时横坐标可用对数坐标表示
。

某矿床金中的

浸染粒度分析统计示于表
, 根据表 数据

作图 一

上述各种工作方法
,

其适用范围及优缺

点本文评述得不多
,
在工作中可视矿区的具

体情况及所要求的研究程度
,

而采用其中的

某些方法
。

同时在实践中还可不断的改正
、

完善以及摸索出更有效的工作方法
。

冯 建良
、

付金 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