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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舞阳铁矿中的风化淋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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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区 地 质 简 况

舞阳铁矿区位于一 个复式背斜的南翼
,

岩层走向呈北西西一南东东向
,

倾向南西
,

缓至

中等倾斜
。

次一级的构造 以断层为主
。

早期的走向断层主要为南盘 七升的逆断层
,

后期的则

是近乎南北向的断层
,

以西盘 向北推移的平推断层 为主
。

主要铁矿层产于太古界变质岩层中
,

沉积时代用铀铅法测定约为 亿年二其上覆有震旦

系
、

寒武系和第三
、

第四系地层
。

铁矿层的围岩主要为 斜长角闪片麻岩
、

大理岩
、

白云质
‘ 大理岩

、

辉石大理岩
、

花岗质条
一

带状混合岩
、

斜长石榴角闪片麻岩
、

黑云母片麻岩
、

辉石角

闪片麻岩等
。

从变质相上看
,

大体属角闪石岩相一辉石岩相
。

岩浆活动以酸性和中性的花岗岩以及正长岩
、

正长斑岩为主
。

同时
,

小规模 的闪长岩体

和超基性岩体分布也很广泛
。

本区的铁矿矿石类型 原生矿 主要有 中细粒条带状石英磁铁矿 、 粗粒辉石磁铁矿和

中粗粒蛇纹石磁铁矿三种
。

中细粒条带状石英磁铁矿
‘

或石英辉石磁铁矿
,

一般均认为属沉积变质的鞍山式 铁矿
,

可

以铁山庙
、

经山寺矿床为代表
。

矿层呈似层状及透镜状
,

产于大理岩
、

辉石岩
、

条带状混合

岩及斜长角闪片麻岩中
,

一般有五至十层
,

最多可达二十多层
。

单层厚一般 米左右
,

最厚

者可达 多米
。

全铁含盘平均为
,

是本区的主要矿源层
,

矿量约占总数的 五 分 之

四 粗粒辉石磁铁矿大多与条带状矿层平行产出
,

也有呈斜交接触的
,

对其成因有不同看法
,

因二者常紧密共生
。

一

中祖粒的蛇纹石磁铁矿
,

与蛇纹石化的超基性岩紧密相关
,

主要产于斜长角闪 片 麻 岩

中
。

超基性岩体及其中的铁矿体的结构构造与周围的片麻岩截然不 同
,

矿石组份十分复杂
,

礴
、

钒
、

钦
、

铀
、

钻等元素的含量 已达综合利用的水平
。

岩体和矿体大 多与片麻岩 呈顺层接

触
,

形态多呈透镜状
。

部分岩体和矿体形态复杂
,

与围岩呈穿插斜交关系
, 、

显示了与早期断

裂构造及层间构造均有密切关系的现象
。

岩体和矿体附近的围岩大多蚀变明显
。

根据上述情

况 , 一般认为
,

它属于同超墓性岩有关的岩浆矿床
。

但也有人认为是沉积变质
、

热液或接触

交代等类型的
。

该类矿床主要产于赵案庄一带
,

常有若干矿体重叠出现
,

每个矿体 一 般 厚

米
,

最厚可达 米
。

矿石全铁含盘平均约
。

本类型的矿量约占区内总矿量的五分

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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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化 淋 滤 作 用

根据矿石的氧化淋滤程度
,

本区的风化壳可分四种情况

氧化程度较深
、

淋滤现象显著的风化壳
。

属 于这种情况的现仅有岗庙刘 矿 床 一

处
。

岗庙刘矿床是一个埋藏较浅而又全为第四 系地层所覆盖的小型矿床
,

原生矿石为中粗粒

的石英辉石磁铁矿
,

现已全氧化为赤 铁矿 占三分之 二 和 渴铁矿 占三分之一
。

大部份

矿石为块状
,

部分呈粉末状
。

少 录块状矿石中有流失孔隙出现
。

与西部同类型的铁山矿床相

比
,

本区矿石含铁量较高
。

本区矿石脱硅现象也比较显著
, 一 般 含硅可 由 一 降低到 一

,

全铁则相应地

上升到
。

氧化程度较深
、

淋滤现象不明显的风化壳
。

这类风化壳可 以铁山矿床为代表
。

该

矿床氧化带深度一般可达 至 米
,

在有利的构造部位可达 或 米
。

氧化矿 石 约 占
,

其金属矿物为赤铁矿
、

假象赤 铁矿
。

氧化矿石含铁量略高
,

脱硅现象仅在局部有所显

示 如铁山庙露天矿矿层顶面
,

绝大部分氧化矿石含硅仍为
,

与 原 生 矿基本一

致
。

由于它的氧化程度与前震旦纪的古地形有密切 关系而与现代的地形
、

水文条件关系不显

著
,

可以认为它应属古风化壳
。

第四 纪的风化作用 虽有叠加
,

但属次要现象
。

氧化程度较浅的风化壳
。

它可以经山寺矿床为代表
。

一般氧化深度仅有数十米
,

很少超过 米
。

氧化矿石所 占的比例不 足十分之一
,

氧 化 矿中铁的富集和脱硅现象均不显

著
,

氧化程度与现代地形关系密切 ,
主要为第四纪风化作用的结果

。

氧化作用不明显的矿体
。

这类矿体可以赵案庄型矿床为代表
。

该矿床全为第四系



地层筱盖
, 矿层的氧化深度仅几米或十几米

,

很少达数十米
。

有的部位竞为辱生矿石
,

表明

近代的剥蚀作用较强
,

超过了氧化作用的速度
。

本 区风化淋滤的有利条件

围岩条件
。

本区矿层的围岩有易于溶解的大理岩
,

矿石中还含有大贵碱性辉石
,

极易风化和产生碱性溶液
,

容易脱硅和使铁富集
。

漫长的风化史
。

本区铁矿床形成后
,

经历的风化侵蚀时期不少有三个
。

主要时期

是前没旦纪吕梁运动期间 约伟亿年
,

并几持续到早
、

中震旦世
,

厉 时 长 达二至五亿年

以上
,

可以形成巨厚的风化壳
。

剥蚀作用 虽较严工
,

但 在一定的古地 铆子件下
,

部 分 保 留

下来也很有可能
。

存在着有利的封存条件
。

当矿层与震旦系底砾岩直接接触时
,

矿体氧化带较浅
,

表明古风化壳形成后
,

冲刷剥浊较强
,

封存条件白然较差
。

与此相反
,

如矿层被震旦系下统

大片火山岩系掩盖时
,

表明属平稳的沉积条件
,

冲刷剥蚀作用很弱
,

封存条件较好
,

一

古风化

壳可以较好地保留下来
。

铁山店
,

石门廊和岗庙刘均属此例
。

发育的断裂构造
。

淡矿形成后
,

区内又有多期断裂均造 变动 从而促进了地下水

的活动
。

例如
,

在铁山矿床断层附近
,

氧化带发育较深
。

有一定的矿源层
。

本区鞍山式铁矿虽小于一些知名矿区
,

但也还有一定规模
,

也

存在着一
、

二亿吨以上的大型矿床
。

在有利条件下
,

是能形成一定规模的风化淋滤型富 铁矿

床的
。

不 利 因 素

本区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形成风化壳矿床的因素
。

这些因素主要有

①围岩变质程度较高
,

往往达角闪岩
一

辉石岩相 ,

②矿石粒度较粗
,

大部达中
、

粗粒 ,

⑨第三纪和第四纪以来剥蚀作用较强
。

此外
,

矿源层比较薄和分散
,

矿层中见有后期石英脉 北 岗庙刘
,

也值得注意
。

找 矿 工 作

风化淋滤型铁矿与一般围岩存在着物性差异
,

可以形成明显的重力异常和低缓磁异常
。

如在岗庙刘矿床
,

可以形成 毫伽以上的剩余重力异常和 至 伽码的磁异常
。

由于风

化淋滤型铁矿与原生磁铁矿常常密切相联
,

因此高磁异常也是很重要的找矿线索
。

由于已知

铁矿产地大多分布在隆起构造边缘
,

因此
,

可能分布着前震且纪古老变质岩系的隆起构造是

寻找风化淋滤型铁矿的有利地段
。

总的说来
,

震旦纪前的凹陷区
,

常有厚层的中
、

上震旦统

火山岩或泥质
、

细粒碎屑岩覆盖
,

且 目前为平原沉降带
,

十分有利于风化壳的形成和保存
。

这些平原中的隆起区比较便千施工探索
,

而且可以重
、

磁异常作为找矿的依据
,

有利条件是

很多的
。

只要加强综合研究
,

大胆实践 , 在还未详细工作 的本区找到一定规模的风化淋滤型

铁矿是十分可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