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洼平炉富铁矿成因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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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洼夕卡岩型富铁矿
,

现已探明平炉

富矿占总储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
在我国现有

富铁矿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

矿床概况与平炉富矿的赋存

部位

厚达 米
。

中石炭 统与 中奥陶 统之间的 假整合

面
,

常见平炉富矿所占比例大
,

品位也高
。

皿矿段之假整合面矿体与接触带矿体对比见

表
。

假整合面与接触带复合部位控制的矿

休
,

平炉富矿也往往集中
。

矿床位于某帚状构造的撒开部位
,

即沿

矿山弧形背斜北部倾没端呈半环状分布 图
,

其东侧为 矿段
,

两侧为 矿段
,

端

部以断层为界
,

以北为 矿段
。

矿体在平面

上呈 “ 人 ” 字形分布
,

剖面上呈一缓倾斜之

背斜产出
。

燕山中期之中偏基性一中偏酸性的闪长

岩类杂岩体
,

沿矿山弧形背斜轴部侵人
,

在

其接触带或附近
,

形成了大型富铁矿床
。

矿

体主要赋存于中奥陶统灰岩与中石炭统砂页

岩之假整合面和闪长岩与灰岩的接触带上 。

其次为产于石炭纪地层内和闪长岩体中之薄

层矿体
。

此外
,

尚有少量下第三系底部由残

坡积形成的砾岩状铁矿体
。

平炉富矿赋存部位主要有以下几种

在控矿次一级小背斜鞍部
,

平炉富矿

比较集中 如 工矿段 线
,

图
。

其平炉

富矿连 续延 长 。米
,

宽 米
,

最厚

米
,

一般厚度为 一 米
。

在控矿次一级小向斜的槽部
,

平炉富

矿也比较集中 如 矿段的 号矿体
,

即

线剖面图右侧
,

图
。

其中平炉富矿 占该

矿体总储量的
。

富矿体连续延长

米
,

宽 米 , 一般厚度 米
,

最

表

平 护 富 矿

占总储最

吕 假整合面
。

的

盛 接触带 ‘
·

“
·

总之
,

平炉富矿在剖面上往往集中于矿

体上部 图
、 ,

而且互相对应
,

在平

面上连续性较强 图 单层矿体厚度大

时
,

一般含平炉富矿多 , 矿体厚度较小
、

分

枝较多的地段
,

平炉富矿则少
。

平炉富矿石有蜂窝状和致密块状两种
。

前者矿石较疏松
,

显示风化淋滤特征 , 后者

较致密坚硬
,

氧化程度较低
。

另有少量松散

状矿石
,

由假象赤铁矿的细小颗粒之集合体

组成
,

属风化淋滤作用的产物
。

二 平炉富矿成因探讨

原生矿之形成严格受岩浆岩
、

构造
、

地

层诸因素的控制
。

本矿床之所以规模较大
,

品位较富
,

其原因主要是矿床所处成矿地质

构造部位 弧形背斜倾没端 十分有利
,

加

上中奥陶统灰岩与中石炭统砂页岩之假整合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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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存在
。

原生富矿是多次成矿作用迭加的

结果
,

以夕卡岩后期矿化为主
,

而热液阶段的

磁铁矿化常呈网脉状迭加于早期形成的矿石

中
,

使矿石品位提高
,

形成部分平炉富矿
。

这种 “矿沉层 ” 后期又遭受风化淋滤
,

使原

来就比较富的铁矿经过脱硫去铜作用
,

变成

了平炉富矿
,

因而平炉富矿储量大大增加
。

这里着重对与风化淋滤作用密切相关的

平炉富矿的一些地质特征进行讨论
。

。

古地理分析 前已述及
,

平炉富矿多

集中于矿体之上部 表
、 。

由表可见
,

矿段上部 一 。米标高

以上
,

平沪富矿所占比例高达
,

深

矿 段 表 么

呼呼 段 标 高高 一 米以上上 一 米以下下

平平炉富矿 占总储盆

矿 段 表

中中 段 标 高高
一

米米 一 米米 一 米米 一 石 米米
一

米米
以以以上上 至

一
米米 至

一

的米米 至 一
米米 以下下

平平炉富矿占总总
。 、 。

偏偏皿

部 一 米水平以下 ,
仅占

。

平

炉富矿的分布与古剥蚀面有直接联系
,

从矿

床勘探剖面来看
,

由于铁矿体耐风化
,

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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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较高的地形 图
、 ,

有利于风化

淋滤作用的进行
。

夕卡岩铁矿生成后到下第三系沉积前
,

部分铁 矿曾暴露地 表
。

由于矿 体呈平缓褶

皱
,

使之有较大的裸露 , 造成有利于形成风

化淋滤型富铁矿的条件
。

若剥去第三系
,

矿

体 出露面积越大
,

形成平沪富矿越多
、

品位

也越高 表
。

三个矿段中
,

矿段暴露

面积最大 , 所形成的平炉 富矿比 例也 最大

肠
,

品位最富 皿

矿段暴露面积小 , 富矿比例小
,

品位也较低
。

表

基璐面积 平 炉 富 矿

矿 段 号
比例

盯
。

‘了
。

高
,

氧化矿石所占比例很大
,

原生矿石则很

少 表
。

在同一矿段中
,

平炉富矿之 比

值也比其他品级矿石高
,

例如 矿段 表
。

原生 铁矿化学 成分具有 富铁高硫 低磷

并伴生铜钻的特点
。

经过风化淋滤作用 ,

使

铁相对富集
,

而硫
、

磷
、

铜
、

钙
、

镁和硅等

元素被带出 表
,

氧化程度自深部向上

逐渐增加
,

致使 部分原为 高硫富 铜之铁矿

石
,

上升为平沪富矿
。

硫主要以黄铁 矿 多呈 。 。 毫米

细小分散集合体 等金属硫化物出现
,

其含

量变化大致与矿石氧化程度有关 氧化程度

越高
,

硫含量越低
,

也就是说
,

上部氧化矿含

硫量低
,

深部原生矿石含硫量较高 图
。

。

,

峥

表

风化作用及物质成分变化 上部氧化

带中磁铁矿被氧化成假象赤铁矿
、

赤铁矿和

褐铁矿
。

赤铁矿沿磁铁矿边缘或解理
、

裂隙

也有的从中心 进行不同程度的交代
,

具

有磁铁矿假象
。

磁铁矿呈交代残余留于假象

赤铁矿之中 交代彻底时
,

则变为假象赤铁

矿
。

由于硫化物和碳酸盐矿物的流失
,

形成

蜂窝状构造
、

胶状皮壳状构造
,

局部 出现粉

状构造矿石
。

在氧化带中
,

铁铜原生硫化物黄铁矿
、

黄铜矿
、

斑铜矿等被分解淋滤
。

当所产生的

硫酸铜溶液往下渗滤至矿体底盘时
,

与原生

硫化物进行交代作用形成辉铜矿
。

辉铜矿在

氧化条件下很不稳定
,

分解为赤铜矿
、

孔雀

石和兰铜矿等
。

在不完全的氧化下
,

辉铜矿

形成自然铜
。

自然铜在本矿床中较为发育
,

呈不规则

片状
、

树枝状
、

薄膜状他形集合体充填于矿

石及附近围岩裂隙或孔穴中
,

常与绿泥石
、

褐铁矿
、

水赤铁矿共生
,

可综合回收
。

由于 风化淋滤 作用使 矿床氧 化程度较

矿矿段号号 斌化矿矿 混合矿矿 原生矿矿 统计样品数数
沁 个

皿皿皿
, 。

品品 级级 平炉畜矿矿 守昆合矿矿 次贫矿矿 平 均均

。

由上可见
,

风化淋滤作用所造成的 “脱

硫去铜 ” 和铁质相对富集
,

促使部分原来高

硫高铜的一般富矿 ,

转化为平炉富矿
,

而邻

区同类型的富铁矿床 表 , 尽管全铁品

位较高
,

但含硫或铜偏高
,

使不少 全铁

品位达到 以上的矿石
,

不能

划为平炉富矿
。

一
封存条件 该矿 床上 部有 厚

。多米的沉积盖层封存
。

沉积盖层为第三

系始新一渐新统官庄组
,

下部 以粗

碎屑岩为主 紫红一杂色砾岩
、

砂砾岩
,



矿 段 矿 石 全 分 析 表 表

,

心 。弓

乙

检 脸
采 样 部 位 卜几一

‘

一 一 — 一丁一 一
,

一州
一

些
一 一

处一 三
一 一几

一

卜少
上塑燮巴色。

竺 叼 色
一 一

呵“
一

笠竺 少
史翌些燮些一 ,怪。胜

一

⋯竺些 二
一

竺一 星纠些 旦
深 卫工 生里竺且生竺兰

卜

二少竺巴
“移全竺竺

埋深

术

︺闷人口
‘

乏汤 ”二
’。 ‘产 , 慈岌

, 气均含员

建 三 二父犷石的
‘

研 了「均 污艺、 王产 比值和

埋粼深度变化臼

测定 区内矿山闪长岩休同位素地质年令为

百万年
,

下 白翌统青山组
,

角闪安 山岩中
,

见有闪长 岩脉穿插
,

故原

生铁矿形成时代大致拍燕山中期
,

即早 白翌

世
。

考虑到矿区缺失上 白噩统 和下第
三系古新统 泥

, ,

而始新一渐新统官庄组

, , 乡接覆盖在铁犷休之上
,

可见 风

什富铁矿应属白翌纪一早第二纪风北获形成

期的产物
。

粒度变化很大
,

砾石一般为 一 厘米
,

分

选性不好
, 元度差

,

胶结物主要为粘土质
,

次为钙贡 多为残坡积角砾岩 说明拱是氧化

的不稳定的浅水湖滨沉积环
一

境
,

厚

米
。

上部以拈土质砂岩
、

粉砂岩及紫红

色粘 土为 仁
,

厚 度大于 。米
。

其底砾岩中

见有假象赤铁矿石灼研岩或碎屑 有时形成

研岩伏铁犷
,

可住侧红土型风化的产物
。

由于官庄组沉 获差层的保护
,

风化壳型

平炉育矿
‘

形成后得 议较好的保存
。

而处于剥

蚀区之铁犷床
,

其 乎沪宫矿能少或无
。

丁几化淋滤型平炉富矿形成的地质年

代 根据佳协冶介地质研究所钾一氢法年令

矿矿床 段 平 均 含 爱爱

名名 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毛毛
。 。

且且且
。

班班班 魂
。

夙夙家台台 乒乒

马马 庄庄 攻
,

乙
。

张张马屯屯 呼

铁铁 山山

综上所述
,

我们初步认为张家洼铁矿之

平沪富矿
,

除少量原生者外
,

大部分 至少三

分之二以上 应属风化淋滤型 残积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