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内生铁铜矿床与膏盐的关系

草 广 金

我们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内生铁铜矿与

含蒸发岩的中三迭统有关的现象之后
,

又分

沂了华北内生铁铜矿与含蒸发岩的中奥陶统

有关的资料
,

从而得 出了 “ 后来岩浆侵人或

穿过早期的含蒸发岩地层时
,

便有利于内生

铁铜犷的富集 ” 的初步结论
。

也就是说
,

对

内生铁铜矿床形成的围岩条件
,

蒸发岩比其

它岩石具有更大的意义
。

从这个认识出发
,

找们曾指出 “ 对那些早期蒸发岩受后来岩

浆活动直接影响的地区
,

开展铁铜的找矿工

作是有利的” 。

为此
,

我们对我国成盐的时

代和分布
,

以及可能与之有关的内生铁铜矿

床的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
。

一 我国成盐的时代及分布

我国成盐时代很多
,

从上元古代到第四

纪都有 含蒸发 岩的地层 表
。

必须指

出
,

由于盐类物质具有易溶
、

易熔和易变形

变质的特点
,

加之 许多含盐 地层都 未做 系

先
、

全面均研究
,

因此表中所列资料
,

只能

做为我们进一步工作的线索和起点
。

富集
,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即都有早期含蒸

发岩地层受后来岩浆直接作用
。

岩浆岩和含

蒸发岩地层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穿插
、

侵入和

穿过等接触关系
。

根据这些产状关系可以认

为 穿插关系反映蒸发岩的沉积和岩浆活动

之间大致为同时或岩浆活动稍晚于蒸发岩
,

而侵人和穿过关系则无疑反映岩浆岩晚于蒸

发岩
。

上述内生铁铜矿化
,

都具有受一定层位

主要是含蒸发
‘

岩层位 控制的特点
,

尤以

侵人和穿插接触关系的更为明显
。

如鄂东的

铁铜矿化
, 主要集中在 含蒸发 岩的 中三迭

统
,

其中铁矿储量占 以上
,

铜矿储量占

以上
。

具有穿过关系的地区
,

矿化可发

育在含蒸发 岩层段 及其上部 层位
,

如宁芜

地区
,

矿化集中于 中上三迭统及侏罗一白翌

系
。

又燕发岩 与岩 浆岩和 矿化集中 的上述关

系
,

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

很可能反映了盐类

物质对矿化集中的有利作用
。

二 与蒸发岩有关的内生铁

铜矿实例

三 盐类物质对内生铁铜矿化

富集的作用

据已有资料分析
,

我国与蒸发岩地层有

关的内生铁铜矿床 大致有 长江中 下游
、

华

北
、

天山东段
、

唐古拉
、

秦岭东段
、

滇中等

地区
。

与内生铁铜矿有关的岩浆岩时代和蒸

发岩地层时代列于表
。

从表 可知
,

这些地区内生铁桐矿床的

我们曾指出 作为内生铁铜矿床富集的

围岩 条件
,

蒸发岩 比其它岩石 如碳酸盐

岩
、

硅酸盐岩 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
。

这种

意义是和盐类物质的热化学性质有关
。

由表

所列若干矿物热化学性质可知 盐类的热

分解一熔融温度最低
,

晶格能最小
,

碳酸盐

类其次
,

铝硅酸盐类最高
。

岩浆对围岩的臼



成 盐

我 成 盐 时 代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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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奥寒

户口

西北
、

内突

新瑕
、

青海
、

湘
、

鄂
、

赣
、

鲁
、

予
、

苏
、

皖

滇
、

川
、

宁夏
、

鄂
、

赣

藏北
、

滇酉

川
、

演
、

黔
、

鄂
、

皖
、

苏

新疆
、

陕
、

皖北

新疆
、

甘
、

宁夏
、

翰
、

湘
、

桂

黔
、

湘
、

城
、

桂
、

川西
、

陕
、

甘
、

新艰

川西
、

滇西

陕
、

晋
、

冀
、

鲁
、

予
、

皖 北
、

苏北

川
、

鄂
、

湘
、

苏北
、

予南
、

鲁西
、

辽东

方 川
、

甘北
、

新疆

、

鄂西

⋯含盐性 一大型矿床
,

奋一 中小型 矿床
,

一含盐层或矿点
,

一卤水

与内生铁铜矿有关的岩浆岩和蒸发岩时代 表

内生铁铜矿分布地 区
与矿化有关的

岩浆岩 时代 〔亿年
有关的蒸发岩地层时代 岩浆岩与蒸发岩的关系

入擂人入入

燕 山 期

燕 山 期

海 西 期

燕 山及喜山期

燕 山 期

晋 宁 期

侵 入 及

侵

穿 过

入佼侵擂侵 及 穿

曰日

穿 及 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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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卡

化还有溶解的作用
,

盐类的溶解度无疑比碳

酸盐岩和铝硅酸盐岩都大
。

因此在岩浆的作

用下各类岩石被同化的可能性是 盐类 碳

酸盐岩 硬石膏 铝硅酸盐岩
。

从围岩被岩浆同化及其对岩浆物理化学

性质的影响而言
,

也是盐类最大
,

其次是碳

— 一



酸盐岩
。

铝硅蚊 盐岩和岩浆 的成分 基 本相

似
,

因此影响最小
。

盐类物质主要是 钾
、

钠
、

钙
、

镁的氯

化物
、

硫酸盐
、

碳酿盐及其复盐
。

许多盐类

矿物都含水
,

含盐量高的卤水本身就是盐类

矿床的一种
。

因此
,

岩浆同 化盐类 物质之

后
,

将会增加
、 、 、 、 、 、

、

等组分
。

这些组分在高 温条件

下
,

都有很活泼或比较活泼的性质
,

它们的

加入无疑会引起岩浆物理化学平衡条件的改

变
。

盐类被岩浆同化后所产生的是一种复杂

的多元物理化学系统
,

目前对这种系统的研

究甚少
。

但我们可以概略讨论如下

①根据现代对硅酸盐的研究和认识
,

岩

浆是一种离子一分子群聚态的熔体
。

其中硅

铝 与氧的结合能力强 ,

形成配价键坚固

的络阴离子团
,

而其它金属 ’ 、 , 车 、

“ 十 、

扩
十 、 , 十

等与氧为离子键结合
,

其结合能力相对要弱
。

当岩浆同化盐类
,

碱

碱土 金属增加时
,

则重金属铁
、

铜等较

容易被置换
。

② 巴甫洛夫等人的试验资料
,

也证

明了这种 情况
。

他们用暗 色岩和 食盐经高

温 ℃ 熔融 后
,

逸出 大量的
,

其置换量与加入石盐量的 多少和温

度的高低有关
。

当试样中 占
、

温

度达 。。℃时
,

铁的置换量可高达
。 。

可贝
二

盐类被岩浆同化
,

对金属铁的置换能力

是巨大的
。

③被置换的金属将以卤化物或其它络合

物形式出现
。

根据无机化学可知
,

许多金属

卤化物具有熔点低
、

溶解度大以及部分金属

卤化物还有沸点低的特点 表
。

由表 可知
,

那些低熔点
、

低沸点的金

属卤化物
,

在铝硅酸盐结晶时
,

仍将保持气

态或液态 那些溶解度大的金属卤化物
,

将

以真溶液形式转入热水溶液
,

而与铝硅酸盐

发生分离
。

若干金属卤化物的性质 表

化 合 物
熔 产 沸 点

。

溶解度
克八 克水

卜

卜

一。

。

认

“

吮
。

王 、

。

。

血

,

红 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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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忍

一

约

马

,

升华

。

不溶

一 通

水解

一

一 ,

升华
,

升华
,

升华

一 ,

升华

水解

水解

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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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

④含金属 卤化物 或络合 物的气 一水溶

液
,

是金属物质的主要搬运形式
。

当运移介

质条件改变时
,

金属物质将发生沉淀
。

以铁

为例
,

可能在与含氧盐 如碳酸盐 和水作用

时
,

生成如磁铁矿
、

镜铁矿
、

赤铁矿及菱铁矿

等稳定矿物而富集起来
。

其可能的反应是

一 ,
‘

专

或 一 , 幸

或 一 , 十
或 一 ,

, 十



当然
,

上述各种反应是在不同的温度
、

压力及氧化一还原等条件下发生的
。

反应的

生成物中除铁成稳定的矿物沉淀外
,

其余的
。 、 , 、 、

等组分 将起再反

应
,

直到被远邓离带走
。

其它一些金属物质的迁移
、

沉淀方式
,

可能各有特点
,

前人已有一些讨论
,

在此不

多赘述
。

四 内生铁铜矿床与蒸发岩有

关的其它证据

五十年代
,

别捷赫琴 在讨论成矿

物质在热水溶液中的搬运方式时
,

根据对矿

物包果体成分的研究
,

发现其 中含有

的晶体和含盐量高的液态包果休
,

曾经设想

过含矿物质可能以卤化物的真溶液进行搬运

的
。

索科洛夫在土尔盖铁矿区对一种方

柱石一磁铁矿矿床研究时
,

认为这一特殊矿

床类型的形成
,

是岩浆 同化含 盐建造 的结

果
。

巴甫洛夫等对西伯利亚某些热液铁

矿的研究
,

同样发现那里暗色岩侵人突破了

寒武纪杂色含盐沉积层
。

因此也提出过那里

铁矿的形成和岩浆同化盐层有关
。

他们的研

究是以一种特殊矿床类型来考虑的
。

因此
,

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

从

我国内生铁铜矿床几个重要产区的材料看
,

不仅说明这些地区内生铁铜矿床产出地质条

件与含蒸发岩地层有空间关系
,

而且
,

许多

矿床中仍然具有岩浆同化含盐地层的证据

近矿围岩的含盐性 上述几个地区与

矿化有关的围岩地层
,

在区域范旧的含盐性

已如前述
。

近矿围岩的含盐性问题
,

虽然盐

类容易遭受破坏和改造
,

但一些含盐的残迹

还是存在的 ①普遍发育的白云岩
、

白云质

灰岩
,

部分地区有红色层
,

反映了干燥气候

沉积的标志
。

②许多矿区 有盐溶 角砾岩 分

布
,

是含盐地层在地表淋蚀的产物
。

③相当

一部分矿区发现了层状石膏及硬石膏
,

如长

任三 凝灰岩 怪图 钙质砂
、

砾岩

压国 霏细斑岩 三 变余粉砂质泥岩

区习安山 ,分岩 压现 白云质灰岩

区王习花浅岩 压到揭铁一 夔铁矿

仁习 断层 三习石膏 一 硬石裔岩

图 库姆塔格铁矿地质剖面图

〔引自陈行人等义章《地质科技 》 年 期少

江中下游
、

华北
、

天山东段
、

唐古拉的一些

矿区 图
、

最近在江苏地区还发现了

层状硬石膏夕卡岩铜矿床 图
。

④在个

别矿区 , 如山西临汾地区钻探铁矿时发现了

薄层岩盐和石盐细脉
,

它们与层状石膏
、

硬

石膏共生
,

虽然残留石盐数量不多
,

但证明

围岩的含盐性
,

确是有重要的意义
。

⑤少部

分矿区因受区域变质影响
,

如大红山矿区
,

在围岩 地层中有 大量 的方
一

柱石一白云质大

理岩
,

在秦岭东段 的部分变 质的围岩 地层

如宽坪一陶湾组 内
,

发现有方柱石透辉石

阳起石片岩和钠长片岩
。

这很可能也是原岩

含盐的一种标志
。

岩浆岩和蚀变岩石的成分具有富含碱

性和挥发性组分的特点 与矿化有关的岩浆

岩种类较多
,

包括侵人岩和喷出岩
。

就岩性

而论
,

从偏基性到中一酸性的岩石均有
。

但

绝大多数矿区的资料表明
,

与矿化有关的岩

浆岩具有富碱性的现象
。

与同类岩石相比
,



下白蟹统红色砾岩夹砂岩

灰绿色夹紫色旋线今及石青

红色泥岩央灰绿色泥岩及粉酬理才

灰绿色粉砂岩夹泥岩

菱铁矿化灰岩夹泥岩

杂色粉砂岩夹浅提矛及灰岩

紫红色粉砂岩央泥岩

灰色黄绿色砂岩

紫红色灰绿色砂岩夹火山岩

下株罗统灰黑色页岩夹灰岩

硬石青层 ,

燕山期花润岩

困困困困国硼囚
困回困困困困

图 唐古拉当曲铁矿地质图 据青海省地质局第一 」也质队报告

钾则多铜
。

蚀变 岩石 的种类亦 众多
。

计 有透辉石

化
、

石榴石化
、

钠长石化
、

钾长石化
、

钠柱

石化
、

云 母 金云母
、

黑云 母
、

白 云 母 及

云 母 化
、

符山石化
、

阳起石化
、

透闪石化
、

绿帘石化
、

绿泥石化
、

蛇纹石化
、

石膏化
、

硬

石膏化
、

明矾石 化
、

高 岭 土 化
、

碳 酸 盐

等
。

说明矿化过程中
‘ 、 ‘ 、 于 、

, 、 ‘一 、 ’一 、

聋
一 、

呈
一 、

等

第四系

紫红色砂页岩 ,

灰岩夹砂页岩

花岗闪长斑称丫乙川

铜矿细脉带

硬石青夕卡岩铜矿体

图 江苏某硬石膏夕卡岩铜矿剖面图

引自成子强等文章
,

《地质科技 》 年 期

砂勺八移‘苦占

价,吕小,之
囚图翻圆圈困

其含碱量一般都多 图
,

甚至

出现中一碱性杂岩
。

而且多数矿区是富钠
,

部分矿区富钾
,

一般情况下富钠则多铁
,

富
—

标准岩石

, 成

一
一

一
山

一

含矿岩体

一芍石一 —指
一 呱

图 岩桨岩的 必十 刃与 。 含量对比图



组分起过巨大的作用
。

以上组分和盐类物质

的组成是相同的
。

这些组分在岩浆岩和蚀变

岩石中的大量增加
,

尤其是岩浆岩普遍富碱

性
,

钠长石化广泛发育
,

有些矿区还有钠柱

石化
、

石膏化
、

硬石膏化
、

明矾石 化等蚀

变最有意义
。

目前国内对岩浆岩与含盐地层

的同化混杂间题的研究还是较少的
。

根据地

科院地矿所富铁专题研究队对铁山矿区的研

究表明
,

铁山 矿区的钾长 石化闪长 岩中含
’一
达

,

方柱石化岩石 中 为
,

夕卡矿岩物中达到
。

近矿的

钾长石
、

钠长石中达
,

近矿的

绿色云 母中达 一
。

在磁铁矿
、

黄

铁矿中 个别 ‘ 一

可达 。 二
。

此外
,

如鲁 中某铁矿的岩体
,

同时侵人于
中奥陶统和石炭一二迭系地层中

,

在以含蒸

发岩的中奥陶统地层为围岩的那部分闪长岩

体
,

则明显的富 碱 十

,

而以石炭一二迭纪地层为围岩的

那一部分
,

闪长岩含碱量显著偏低
。

还有一些矿区 的岩体 在边缘 相有富 碱的现

象
。

这些事实均可作为岩浆对含盐地层同化

的证据
。

有关矿区硫同位素特点 根据桂林冶
金地质研究所对上述地区部分矿区的硫同位

素研究表明
,

绝大多数样品的各 端瓜值均为
正

,

反映了金属硫物中的硫受到了围岩地层

中硫酸盐的同化混染
。

这与上述岩浆对盐类

的同化现象及其判断是相吻合的
。

矿物包果休成分的特点 目前国内很

少研究
,

但从国外的一些报导来看
,

与上述

地质条件相似的矿床
,

矿物包果体中有石盐

或钾石盐 固态包果体出现
。

在液 态包 果体

中
,

其含盐量亦很高
,

一 般为 以

上
,

其中以 ‘十 、 ”干 、 ‘ 一

为主
,

矿物
包果体的成分无疑是含矿溶液性质较为可靠
的证据之一

。

“ 蒸发岩 一岩浆活动一铁铜矿床 ” 之间的

联系性是客观存在的
。

也就是说
,

不论在地

质构造位置上有何不同
,

抑或岩浆岩和含蒸

发岩的围岩地层的时代不同
,

只要存在有早

期蒸发岩地层被后来岩浆作用的地质条件
,

便可能有铁铜矿床的富集
。

从国内外已有资

料看
,

凡在这种地质条件下形成的内生铁铜

矿床
,

往往是规模较大
,

富矿较多
,

在一定

的区域范围内
,

组成一个大的成矿区 带
,

具有相当可观的找矿远景
。

结合我国地质条件
,

对这一类铁铜矿床

的找矿远景初步分析如表
。

在找矿工作中
,

应重视成矿有利围岩

的含盐性及其构造特征的研究
。

盐类沉积有

中国与蒸发岩有关的内生铁铜矿床远景

区概略分析 表

燕发岩时代 岩浆岩 时代 远 景 地 区 有利的层位

一

燕山
、

喜 山

燕山
、

喜山

藏滇

滇西 一

一
名名之燕 山

长江 中下游

滇东南

川西
、

滇北

十万大 山

天 山东段一北山

天 山南带 库尔

勒 以北和温宿

一乌什一阿 合

奇以北

西昆仑北坡
、

祁

连西段

华 力 西

华北 冀
、

鲁
、

予
、

晋
、

苏北
、

皖北

一

五 有关找矿问题的初步意见

加 里 东

加里东
、

燕 山

皖东北
、

苏北
、

鲁西

大巴 山一武当山

粤东南
、

燕辽

宁山晋燕

根据上述我国几个重要内生铁铜矿床

分布区地质条件看
,

它们都有岩浆作用于蒸

发岩地层的共同特点
。

这个事实进一步证明

加里东
、

燕 山

滇 中一川西

秦岭东段

大巴 山
、

武当山

燕辽

一

一 君 一



关的地层大致有两种岩相类型 ①和白云质

碳酸盐有关的含盐沉积
。

②与红色碎屑岩有

关的含盐沉积
。

因此
,

含白云质的碳酸盐地层

和红色层
,

往往是找盐的一种岩相标志
。

在这

种岩层发育的地区和层段
,

如果在地表又见

有 “ 碳酸质角砾岩 ” 或 “泥砾岩 ” ,

必须研

究和鉴别它们是否由含盐层溶蚀造成
。

在钻

井中如果发现层状石膏及硬石膏时
,

必须注

意冲洗液含盐量的测定 , 公要时应采用饱和

卤水作冲洗液
,

以便获得盐层的岩心样品
。

在受变质的蒸发岩地区
,

应注意研究变质地

层 中钠长 片岩及含 方柱石片 岩的分 布和产

状
,

它们的 出现
,

可以认为是原岩含盐性的

标志
。

具有含盐标志的层位
,

往往是矿化集

中的层位
。

其次
、 ,

于盐类沉积在剖面上具有

多旋回特点
,

日此
,

矿化的集中部位可能在

空间上也有许多层段的特点
。

盐层在构造运动作用下具有塑性变形的

特点
,

不仅对区域找矿有意义
,

而且对矿区

岩体和矿体的产状及形状可能都有影响
。

从蒸发岩沉积到受岩浆作用的时间间

隔来看
,

间隔较短的
,

对矿化集中可能较为

有利 而间限时间长的
,

往往因其间有变质

构造及地下水的作用
,

容易造成盐层早期的

破坏
,

对矿化集中将有不利的影响 稳定地

区除外
。

岩浆同化盐类物质
,

将发生碱金属和

碱土金属的置换
。

而各种金属卤化物又有不

同的热化学性质
,

加之岩浆热液活动和构造

变动的夏杂性
,

因此往往造成矿化具有某种

分带的特 汽
。

铁矿化作用在空间上似乎有磁

铁矿一镜铁矿一赤铁矿一菱铁矿的变化
。

如

天山东段
、

店 占拉地区
,

长江中下游和华北

也有类似的情况
。

又如滇东南某矿区由上至

下有锡矿一、铜矿的变化
,

这可能与锡
、

铜卤

化物的热化宇性 质及溶解 度不 同有 关 表
。

当然
,

上述变化不一定在所有矿区都是

如此
,

因为成矿作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这

些变化与含矿溶液的性质
、

介质
、

温度
、

压

力及其它地质条件有关
。

但对于矿化在空间

上可能具有分带性的研究
,

对找矿工作是有

实际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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