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铁矿矿物包果体特征及形成温度测定

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包果体研究小组

我组 年到海南铁矿作了短 期 地 质 工

作
,

采集测温样 个
,

富铁矿大样四 个
。

采

样的对象主要是北一矿体
,

其他矿体及矿区

外围也采了少量样品
。

室内做了包果体特征

的镜下观察和温度测定
,

据此提出了对矿床

成因的认识
。

石碌矿区地质个
, ’了况详 见本刊

年第
、

期
,

此处从略
。

—编者

一 气液包果体特征及测温结果

含铁石英岩 中的石英 含铁石英岩实际

上是一种贫铁矿
。

石碌群第七层及某些矿体

边部的含铁石英岩
,

常与富矿体呈渐变过渡

关系
。

石英岩中石英的气液包果体极多
,

以

一 样品为例
,

包果体无规律地散布在石

英颗粒中
,

呈短柱状
、

椭元状或 不规 则形

状
,

直径 一 微米
,

大者 一 微米
。

部

分气泡在常温下跳动
。

气泡占包果体体积的
,

少数达
。

不同包果体测得的

均化温度
。

分别为
、 、 、 、

、 、 。

赤铁矿矿石 中的脉石矿物 以石英为

主 对北一
、

枫树下
、

南一
、

南三等四个

矿休分别采了 一 公斤矿石样品
,

淘洗 出

克脉石矿物
。

经镜下及 射线粉 晶照

相鉴定
,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
,

其次有错石
、

水 白云 母等
。

爆裂法测温试验 结 果 是 在

一
“

之间有不连续的爆裂声 表

一 一
。

爆 裂 曲 线 呈犬齿状

见图
,

证明 一
“

均有 气 液包 果

体爆炸
,

这一特点与上述含铁石英岩中石英

的包果体的均化温度类似
。

赤铁矿 赤铁矿是矿 区 的 主 要铁矿

物
,

含铁达 以上
,

伴有少量碎屑状石英

及其他脉石矿物
,

结晶微细
,

皇细鳞片状
。

矿石一般为块状
,

局部呈烟灰状
。

矿体呈层

状一似层状
,

主要矿体产于石碌群第六层
。

北一
、

枫树下
、

南三
、

南一
、

正美等矿

体 下挑纯的赤铁矿样品爆裂法测温的结果

表
,

除一个样品外
,

其他样品均无爆

裂声或爆声极少
。

因此可以认为赤铁矿中无

气液包果体存在
。

但是北一 矿体的 一 赤铁 矿样
品

,

其爆裂温度为 艺
。 ,

有明显 的 包果

体爆炸
。

该赤铁矿呈脉 状
,

并 与 磁铁矿伴

生
。

镜下见赤铁矿包围磁铁矿的现象
。

磁铁矿 区内磁铁矿可分为细脉状及

浸染状两种
,

常分布在赤铁矿边部
,

晶形较

完整
。

在三阶沟地段
,

有三条规模较大的磁

化一 征 卞
, , 了 、丫次丫裂川时划川



包 果 体 测 温 结 果 表

实 验 号 送 样 号 测 温 矿 物 爆裂温度 均化温度

一 赤铁矿 无爆声

备 注

热加至

,,

,,

,, ,

,,,,,,,’

,,,,,’,’,’

,,,’

,’

炉渣状赤铁矿

赤铁矿

炉渣状赤铁矿

赤铁矿

,,,,

,’,,,,

,,,,,,护

一
户 飞

一

一

一
翎上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口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丈 一

一

一

一

采 样 地 点

北一矿休 卜部 采面
一

,, ,, 采面

,’ ,, 采面

北一矿体南侧

枫树下矿体 采面

,, ,,

,, ,,

枫树下矿体

南一矿体 采面

南三矿体 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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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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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一矿体

枫树下矿体

北一矿体

南一矿体

南三矿 体

北一矿体

北一矿体

北一矿体 采面北端

,, 采面北端
,, 采面
,, 采面南侧

三阶沟矿体

,,

碎屑石英 ” ,

有爆裂声

召 ,,

“ ,’

,,

,

磁铁矿

,,,,,

,’,,

,’,,

匕一矿体 采面

,, 采面

正美矿 体

三阶沟矿体

孔
一

米

孔
一

米

孔
一

米

孔
一

米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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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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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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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

米

孔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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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米

孔

孔

理 孔 米

孔 米

北一矿体 米

黄铁矿

,’刀

磁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铁矿

磁黄铁矿

黄铁矿

黄铜矿

黄铁矿

磁黄铁矿

石榴石

重 晶石

自云 石

方解 石

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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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实 验 号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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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送 样 号 采 样 地 点 测 温 矿 物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鸡

一

孔

北 一矿体 采面

北一矿体 采面南 米

三 阶沟矿体围岩

孔 米

南三矿体 采面边部

四 层石英岩 线

正美矿床边部石英角砾

北一矿体 采面边部

北一矿体 采面边部

孔 米

北一矿体 采面

,, ,,

,, ,

镜铁矿

黄铁矿

脉石英

,,

,’

石 英

,’

透辉透闪岩

矿 化透辉岩

黄铁矿

鸡 心河

“

“

一

铁矿脉
,

宽几米
,

长几十米
,

中心为磁铁矿与

赤铁矿共存
,

向边部逐渐过渡到浸染状磁铁

矿
。

矿体边缘的夕卡岩中也有磁铁矿存在
。

细脉状磁铁矿主要分布在赤铁矿体的边部
,

呈细脉充填
,

一般延长几十厘米
,

宽几毫米
。

北一矿体 个磁铁矿样品
,

爆裂温度在

之间 三阶沟矿体三个磁 铁矿

样品的爆裂温度在 一 之间 正美

矿体一个磁铁矿样品的爆裂温度 为
“ 。

石榴石 北一矿体的直接围岩 透辉

透闪石岩 中
,

常见石榴石呈条带状
、

脉状

或团块状产出
,

有时与磁铁矿共生
。

结晶粗

大
,

多为钙铝榴石
。

其中的包果体形状为柱

状
、

元球状或管状
、

不规则状等
。

大小一般在

微米以下
,

有的可达 微米
。

个别包

果体中可见到子矿物
,

气泡一般占包果体体

积的
。

少数可达
。

子矿物为透

明粒状
,

略带兰色色调
。

子矿物的出现说明

石榴石是在较高浓度的溶液中结晶的
。

石榴

石的爆裂温度为
“ 。

透辉透闪石 主要分布在石碌群第六

层透辉透闪岩中
,

构成铁矿体的直接围岩
,

其中常见有石榴石和滋铁矿
。

其次
,

在一些

破碎带中也可见到透辉透闪石
。

第六层中的

透辉透闪石之气液包果体多呈柱状或不规则

状
,

成群分布
。

有的气泡跳动
。

其大小一般

小于 微米
。

爆裂温度在 一
“

之 间
。

了
,

脉石英 矿体边部或地层中常分布有

石英脉
,

脉宽从几毫米至十几厘米
。

有些地段

的石英呈角砾状 如正美矿体边部
。

气液包

果体呈椭元状
、

长条状
、

短柱状或不规则状
。

气泡多跳动
,

约占包果体体积的 一
。

包果体 的大小 一般 微米
,

个别可达

微米
。

均化温度
“ ,

爆裂温度

一
“ 。

重晶石 矿体 中常有重晶石脉产出
,

脉幅一般宽几毫米至几厘米
,

长几十厘米至

几米
,

枫树下矿体围岩中有 较 大 的 重晶石

脉
,

长可达百米以上
。

重晶石的包果体形状

多样
,

气相占 一
。

气泡多跳动
。

均化

温度
“ ,

爆裂温度
“ 。

金属硫化物 沿北一矿体及其他几个

矿体底部
,

分布有铜钻矿体
,

呈层状
、

透镜

状产出
。

、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
、

黄铜矿
、

磁黄铁矿等
,

爆裂温度分别 为
。

、 ,



二 几 点 认 识

矿床成因

气液包果体的存在
,

是热液期形

成的矿物的特征
。

但在进行爆裂法测温时
,

本区赤铁矿无包果体爆炸
,

说明其中无气液

包果体
,

不应是热液条件下生成的
。

赤铁矿石中的脉石矿物爆裂温度

范围极宽 一
“ ,

跨越了热液一岩

浆阶段的温度范围
。

含铁石英岩中石英的均

化温度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 一
“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 出现并不说明这些脉石

矿物是 同属这一温度范围内形成的
,

而是 由

于搬运沉积作用
,

把不同温度下形成的石英

凝集到一起的结果
。

在淘洗北一矿 体 中 的 脉石矿物

时
,

我们发现其中的错石虽仍显示其自身的

形态
,

但棱角已磨元
,

表面呈麻面状
,

与矿

体内石英岩夹层中的铬石相类似
,

说明错石

经过了一定距离的搬运
。

上述三条依据中
,

第一条排除了热液成

因的可能性
,

第二
、

第三条则说明赤铁矿应

该和它伴生的脉石矿物一样
,

属于沉积作用

的结果
。

因为 ①与脉石矿物伴生的赤铁矿

无包果体存在
,

故主要的赤铁矿未受热液影

响
,

但脉石矿物中的石英却是具有很宽的温

度范围的热液产物
,

这显然是矛盾的
。

用沉

积搬运的观点则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

即

赤铁矿一般是化学沉积的
,

沉积以后
,

在一

定的温压条件下就可以变成现在所见到的矿

体
,

而石英这类矿物一般都是机械沉积的
,

因此它可以是不同温度条件下形成的石英混

合
。

②通过对矿区内各类矿物的温度测定
,

未发现从热液阶段到岩浆阶段的连续的热液

活动现象
,

这也说明矿体中温度范围极宽的

石英只能是搬运沉积的结果
。

③赤铁矿体的

脉石矿物浩石
,

其形态具明显的搬运特征
。

由子矿体和围岩都有明显的变质现象
,

表现为矿
一

石呈片状构造和细鳞片状结构
,

赤

铁矿鲡拉为椭元线伏排列
,

围岩中透辉透闪

石岩呈层状大片产出
,

条带构造明显
。

因此

由赤铁矿组成的矿体是受变质沉积矿床
。

此外
,

从爆裂测温结果可以看出
,

除主要
的亦铁矿之外 , 矿体中部或边部的浸染状和

细脉状磁铁矿
,

其爆裂温度为
“

,

局部地段的赤铁矿爆裂温度为
“ 。

与石

榴石或透辉透闪石共生的磁铁矿
,

爆裂温度

和石榴石及透辉透闪石相近 表
,

一
,

为
’ ,

属 中高温热液的产物
。

热液矿物的生成顺序

表

高 温 热 液 阶 段 中 温 热 液 阶 段 低温热液阶段

磁 铁 矿

磁 黄铁矿

重 晶石
“

方解石

本区热液活动十分普遍
,

初步认为磁铁
矿和铜钻矿体属热液成因

。

本区热液矿物的

生成顺序列于表
。

热液活动方向

石碌矿区的磁铁矿
、

黄铁矿
、

石英的爆

裂温度皆有东部高西部低
,

下部高上部低的

现象 表
、

表
,

说明热液活动的方向

是沿向斜轴部自东向西移动的
,

即从温度较
高的正美地段向温度较低的北一地段移动

。

表
, 爆 裂 沮 度

矿 物 一 二一二二二一 了二乙万二刃万二 厂一二三二二又二丫

一一卜竺竺生 ⋯三些些塑兰 ⋯卫望塑进匕
磁 铁 矿 ⋯ 一 ‘ ⋯” 一 “

贾 铁 矿 一

石 英

表

标 高 样 号 矿 物 爆裂温度
。

二性怪曰口口内丹勺称‘门乙叹米

米

米 士

米

米

一

一

一

一

一

磁 铁 矿

因而在三阶沟至北一矿体一带
,

沿热液移动
的方向

,

在向斜轴部还可能有热液磁铁矿和

铜钻矿体存在
。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