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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富铁矿含铁建造形成条件

“ 建造
”
一词在大地构造学术语中用得最

多
。

一般用它来描述 乍大地构造发展过程中

某一阶段形成的一大套复杂 的 层 状 岩石
。

现在流行的各学派根据其观点所划分的建造

类型
,

一般都具有范围宽广
、

组成复杂的特

点
,

对于成矿规律来说
,

掩盖着许多重要差

别
。

在外国文献上经常使用的 “含铁建造 ”

一 一 词
,

通常又仅指前

寒武系沉积变质铁矿中条带状的贫矿层
,

连

围岩也不包括在内
,

忽视了能说明铁矿沉积

环境的许多重要标志乙以上 两 种 使 用 “ 建

造 ” 的涵义
,

一宽一窄
,

都是我们无法沿用

的
。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与铁矿有密切成因联

系的岩石共生组合特征来讨论我国富铁矿的

形成条件
。

一套与铁矿有密切成因联系的沉

积岩层共生组合
,

就划了一个具体的含铁建

造
。

物质来源 沉积铁矿床中铁质的来源一

般分为两大类
,

一类来自火山作用
,

另一类

来自风化剥蚀作用
。

在海底火山活动过程中
,

火山活动的间

隙期
,

喷气作用和热泉活 动 把 铁 带人海盆

地
。

海水还浸取进人海盆地的火山碎屑或熔
、

岩中的铁
。 一

与火山活动有关的沉积铁矿床
,

其中的火山岩以火山碎屑岩为主要成分
,

火

山岩中夹有沉积岩层
,

火山活动属于间断爆

发性的
。

现代温泉的周围有含铁硅质泉华的

堆积
,

‘

说明铁可能和 胶体一起 被 火 山

温泉带人海盆地
。

对前寒武系大量存在的硅

铁建造
,

应 当考虑火山来源的可能性
。

文献中还常常提到
,

铁矿床和暗色岩石

的风化
,

提供了沉积铁矿床铁的来源
。

特别

是国内的作者对我国自震旦纪以后的沉积铁

矿物质来源的解释
,

差不多都归结为附近隆

起区上铁矿床和富铁岩石 的 剥 蚀
。

毫无疑

问
,

铁矿床的风化
,

剥蚀
,

最终要把较多的

铁转人沉积盆地
,

但是这对沉积铁矿床
、

特

别是对富铁矿床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

仍然是

值得研究的
。

我们在总结沉积铁矿分布规律

时注意到
,

沉积铁矿常常分布 在 隆 起 区周

围
,

但不是所有隆起区 都有铁矿床存在 , 有

些隆起区上出露的铁矿床
,

长期受到风化剥

蚀
、

海侵不只一次地达到其周围地区
,

但仅

仅是在其中的一次海侵过程中有沉积铁矿床

形成
。

例如
,

在江南古陆和雪峰古陆上的前

寒武系铁矿层
,

长期受到剥蚀 ,

其周围地区

自震旦纪开始一直接受沉积
,

几次海侵
、

海

退
,

但其周围地区仅在泥盆纪形成了大量沉

积铁矿床
,

石炭纪发现有少量铁矿床存在
。

而泥盆纪的沉积铁矿分布在我国十分广泛 ,

很多是无法用 “ 矿源层 ” 的剥蚀来解释的
。

北方前震旦系铁矿分布区 也 有 类 似情

况 , 仅在震旦系有大规模沉积铁矿 出现
。

问



题还在于铁矿矿源层的风化剥蚀和广大区域

内其它岩石的剥蚀是同时进行的
,

铁矿矿源

层的露头面积还不到全部岩石露头总面积的

万分之一
。

铁在风化剥蚀作用过程中
,

必然

要高度 “贫化 ” ,

结果是
,

从矿源层区带入

沉积盆地的物质中铁的含量
,

不会比 “ 平均

值 ” 高出多少
。

看来矿源层控制的理论有待

进一步研究
。

比较合理的解释
,

应当是全部

岩石的风化
、

剥蚀都提供了沉积铁矿床的铁

质
。

沉积环境 铁可以呈 或

胶体溶液或盐类真溶液进入沉积

盆地
。

胶体状态的铁可能和粘土质点或

胶体联结在一起迁移
、

沉淀
。

各 类 沉 积 岩

中
,

粘土质岩石含铁最高
,

它们的铁含量平

均比砂岩高约 倍
,

比碳酸盐高约 倍
,

铁

大量赋存在粘土岩石中及前寒武系存在大量

含铁碧玉岩的事实
,

说明铁的搬运和沉积与

粘土质点或二氧化硅胶体有密切的联系
。

要

沉积成富铁矿
,

首先必须破坏氢氧化铁胶体

一粘土或铁一二氧化硅胶体结构
,

使铁 “ 提

纯 ” 和它们分开沉淀
。

事实上
,

粘土岩石的

铁含量
,

随钙含量的增加而减少
。

沉积岩中

碳酸钙含量的增加
,

反映水体 值的增大

和
一

浓度的增大
。

看来这一变化有

利于铁和粘土的分离
。

我们在总结我国菱铁

矿含矿建造特征时注意到
,

含钙的砂
、

页岩

层
,

是建造中常出现的岩层
,

它们的出现
,

表示在建造沉积过程中有铁和粘土质点分离

的条件
。

铁质碧玉岩和隧石层是铁离子和二氧化

硅胶体形成凝胶沉积的结果 含 铁 硅 酸盐

层
,

如鲡绿泥石或海绿石层
,

是铁和硅质胶

体在一定热力学条件
一

「沉积
、

反应形成的

前寒武系普遍发育的硅质 石英 条带矿石
,

可能是硅铁分离后
,

在不大的间隔内分开
、

交替沉积的结果
。

在以上条件下
,

不利于形

成富铁矿层
。

富铁矿的沉积还必须满足硅铁

分离并在较大的间隔内分开沉淀的条件
。

在

我国富铁矿含矿建造中
,

很少出现硅质条带

矿石
,

也很少 出现铁硅酸盐岩层
。

但有含硅

高的岩层 出现
。

从图 可以看出
,

的溶解

度随 值的增大而增大
。

但是 的

榕解度随 值增大而减小
,

所以铁硅分离

的条件也是沉积盆地中水体 值的增大
。

由此可以看出
,

在富铁矿含矿建造沉积

过程 中
,

水体 值的变化是很重要的
。

值增大有利于铁和粘土质点的分离
、

有利于

铁和硅的分离
,

同时还使 和

的溶解度减小
,

有利于铁的沉积
。

从图 可见
,

的溶解度
,

随 值的

增大而急剧减小
,

的 溶 解 度 随 值

的增大而增大
。

一般认为 在 弱碱性

溶液中开始沉淀 二 ,

白云石

开始沉淀时 值约等于
。

所以富铁矿含铁

建造 中出现钙
、

镁碳酸盐岩层 是 值 增大

的标志
。

由于铁是变价元素
,

沉积盆地水体的氧

化还原电位 值 对铁的溶解度影响很

大
。

铁在氧化环境中形成三价离子
,

其溶解

度要比二价离子小得多
,

同时
,

值的变

化还要影响到沉积铁矿物的共生组合
。

铁矿沉积时混入物的多少
,

是直接影响

含铁品位的因素
,

所以沉积盆地的古地理条

件和水动力条件
,

也是控制富铁矿含铁建造

沉积的重要因素
。

二 富铁矿主要含铁沉积

建造举例

现在仅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
,

将我国富

铁矿主要含铁沉积建造举几个实例如下

海相火山岩一沉积岩含铁建造 主要

由火山岩
、

火山沉积岩及正常沉积岩组成
,

铁矿床主要是产在沉积岩或火山一沉积岩中

的沉积型矿床
。

例一 天 山 伊宁上 古 生代坳 陷 中的下石

炭统海 相 火 山 岩一沉 积 岩含铁建造 这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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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石上铁和铝的氧化物溶

解度随 值的变化情况

造在 地层层 位上相 当于 下石炭统 牙曼苏组
, 、

野云沟组 , 、

恰 可 布 组
、

马鞍桥组 等
,

不 整合盖

在泥盆系之上
。

该建造整个来看
,

是一套安

山质
、

玄武安山质
、

流纹质的熔岩
、

凝灰岩及

正常沉积碎屑岩
、

粘土岩和化学岩所组成的

火山一沉积杂岩
。

西从昭苏东到和靖划一条

线
,

线的南北分成两个比较明显的相带
。

北

相带以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为主 , 南相带 以

碳 酸盐岩为主
,

夹有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

两相带之间是渐变过渡关系
。

北相带的火山一沉积杂岩系
,

厚度可达

米以上
,

火山岩大部分是凝灰岩和层凝

灰岩
,

熔 岩只 占一小 部分
。

熔 岩为安山扮

岩
、

辉石安山岩
、

流纹岩等
。

火山岩中夹有

正常沉积的砂岩
、

板岩及碳酸盐岩等
,

其中

含珊瑚
、

腕足类等化石
、

碎屑岩
、

,

粘土质岩

石往往含钙质
。

南相带是以碳酸盐岩为主的火山一沉积

杂岩
,

厚度可达 的米左右
。

绝大部分由灰

岩
、

不纯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组成
,

夹有中酸性火山熔岩
、

凝灰岩以及正常沉积

的砂
、

页岩等
。

整个岩系的特点说明建造的物质来源以

火山活动为主
,

在海相沉积条件下形成了本

建造
。

这一建造 中产 出的富铁矿矿床
,

以中部

的式可布台铁矿和东部的莫托沙拉为代表
。

式可布台铁矿床 该矿产于伊宁上古生

代坳陷中段
,

下石炭统海相火山岩一沉积岩

含铁建造北岩相带过渡部位
,

是一个优质富

铁矿矿床
,

含铁品位在 以上的矿石占储

量的 以上
,

最高含铁品位达
。

在

矿区范围内
,

建造下部由粘土质岩层
、

碎屑

岩及安山质火山岩组成 上部 由砂
、

页岩及

粗面安山质火山岩和碳酸盐岩组组成
。

铁矿

层产在中部的粘土质岩层中
,

它们和整个建

造一起经受了中等程度的区域变质作用
。

矿

石矿物主要是鳞片状的赤铁矿
,

其次有少盆

褐铁矿和磁铁矿
,

脉石矿物 有 石 英
、

绢云

母
、

海绿石等
。

莫托沙拉铁矿床 与式可布台铁矿产于

同二含铁建造的北岩相带过渡带
。

式可布台

位于过渡带西段
,

莫托沙拉位于东段
,

后者

与前者相比
,

更靠近南部碳酸盐岩相带
。

矿

区范围内含铁建造的下部和上部都主要由碳

溶解度

水
,

的
‘

、兜

海泵‘ , 的 。

卜

嘿
图

度随

和 的溶解
直变化而 、,

交变的清况

一 母 一



酸盐岩组成
,

中部是细碎屑岩
、

硅质岩及铁

锰矿层所组成的含铁岩组
。

细碎屑岩中含钙

质
。

铁矿石矿物主要是赤铁矿和菱铁矿
。

富

矿石 占 以上
,

最高含铁品位达
。

铁矿层之上有锰矿层
。

铁矿石中铁矿物共生

组合及铁
、

锰共生的特点
, ‘

和建造的岩相组

合特征是相适应的
,

也就是说具有碳酸盐相

的特征
。

式可布台则与此有明显不同
,

无论

是建造的岩相组合及矿石矿物成分
,

都是氧

化物相的面貌
。

例二 淇中南部元 古代海 相 火山 宕一 沉

积岩含铁建造 这一建造在地层层位上相当

于下昆阳群的黑山头组
、

大龙 口 组
、

美党组

等
,

分布在安宁一玉溪一新平一带
。

由于地

层 出露不全及存在地层对比上的问题
,

横相

变化还有待进一步弄清
。

这一建造从下往上

显示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

黑山头组下部是一

套砂岩
、

细砂岩及粘土质岩组合
,

明显地是

一套陆源沉积物
。

黑山头组上部为火山岩一

沉积岩组合
,

称富良棚火山岩段
。

火山岩为

安山质熔岩
、

凝灰岩
、

凝灰质页岩
,

其冲 夹

有钙质粘土岩
。

黑山头组往上逐渐过渡为主

要是碳酸盐岩相的大龙 口组
,

再往上由碳酸

盐岩相逐渐过渡为陆源沉积物的美党组
。

黑山头组上部的 铁 矿
,

以 军 哨 易

门著 型铁矿为代表
,

含矿围岩为碎屑岩

及粘土岩
,

相变为白云岩及炭质板岩
,

铁矿

物亦 相应由 氧化物相 经过碳酸盐 相变到硫

化物相
。

由于黑山头组上部 出现火山岩
,

存

在火山活动
,

铁质来源可能丰富
,

同时出现

标志碱性沉积环境的白云岩
,

对铁的沉积有

利
,

所以军易型铁矿大部分是富矿‘ 但由于

目前已发现的铁矿主要是碎屑岩相沉积的产

物
,

矿石中混人物较多
,

影响了铁矿床的品

位及规模
。

黑山头组上部的大龙 口组
,

为含 白云岩

的碳酸盐相
,

应是盐度和 值都较 高的 沉

积条件下的产物
。

产出的铁矿以鲁奎山铁矿

为代表
。

该铁矿床亦是 以碳酸盐相为主的菱

铁矿矿床
。

在大龙 口 组沉积阶段
,

黑山头期

的火山活动可能已进入喷气阶段
,

提供了大

量铁质 , 同时
,

沉积盆地水体 值 较高
,

混入物很少
,

所以沉积了大部分是富铁矿的

鲁奎山菱铁矿矿床
。

大龙 口 组上面的美党组
,

由碳酸盐岩相

逐渐过渡为陆源碎屑岩和粘土质岩岩相
,

产

出的铁矿床以禄裱菱铁矿为代表
。

可能铁质

来源相对减少
,

更重要的是水体 值 相对

降低
,

混入物相对增多
,

所以沉积了以禄裱

为代表的贫铁矿床
。

例三 川 西 南一淇中的元 古代海相 火山

岩一 沉 积岩含铁建造 这一建 造 的 地 层层

位
,

在川西南相当于通安组至 天 宝 山 组地

层
,

在滇中地区相当于因民组至绿汁江组地

层
,

缺失了建造的上部
,

在东川地区相当于

因民组 至青龙山 组及大营盘组 至麻地 组地

层
。

就滇中而言
,

上昆阳群的因民组
、

落雪

组
、

鹅头厂缉
、

绿汁江组含铁建造的四组地

层
,

整个来看是一套火山一沉积杂岩
,

从下

到上都有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
、

砂岩及粘土

质岩层出现
。

有些粘土质岩层也含钙镁碳酸

盐
。

火山岩主要集中在因民组和鹅头厂组
,

以安山质的火山碎屑岩为主
。

很显然
,

这是

一套碱性环境下沉积的火山一沉积建造
,

对

于形成富铁矿矿床是有利的
。

代表性的矿床

有鹅头厂
、

迄纳厂和笔架山等
。

鹅头厂铁矿

产于因民组顶部砂
、

页岩 或火山碎屑岩

与落雪组白云岩的过渡带
,

温泉铁矿产出部

位全 鹅头厂相似
。

笔架山铁矿产于因民组砂

岩
、

凝灰质砂岩和白云质凝灰岩
、

白云岩的

过渡带
,

大部分是富矿
。

该矿矿石品位的改

变和沉积环境变化的关 系 表 现 得很清楚
。

围岩砂
、

粘土质增多
,

混人物 多
,

矿石品位

变贫 围岩向白云岩 过 渡
,

混 人物减少
,

矿石品位增高
。

迄纳厂铁矿与上述两矿情况

类似
。

我国海相火山岩一沉积岩含铁建造分布



比较广泛
,

除已列举的地区外
,

在祁连山的

下古生界地层中
、

南秦岭的上古生界地层 中

以及滇西的上古生界
、

中生界地层 中都有存

在
,

是我国重要的含铁建造类型
。

海相砂
、

页岩一碳酸盐岩含铁建造
这类含铁建造在我国不同地 质 时 代 都有出

现
。

其碳酸盐岩层中的 白云岩和白云质灰 岩

对铁的富集具有重要意义
。

富铁矿层常产在

砂
、

页岩向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过渡的过渡

带
。

例一 海南石 碌下古 生界海 相砂
、

页 岩

一碳酸盐 岩含铁建造
·

近年来
,

通过海南富

铁矿科研会战
,

证实石碌铁矿是沉积变质型

富铁矿床
。

在石碌本区
,

石碌群地层恢复原

岩后可划分 出两个沉积旋回
。

第一层砂
、

页

岩和第二层的碳 酸盐岩组成 第 一 旋 回
,

第

三
、

四
、

五层砂
、

页岩及硅质岩和第六层的

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构成第二旋回
。

主要铁

矿层产在第六层中砂
、

页岩和白云岩的过渡

带
。

铁矿层下部存在含铁
、

锰较高的砂
、

页

岩层
,

但不构成工业矿体
,

至第六层 白云岩

出现时才有富铁矿层的沉积
。

白云岩的出现

表示水体 值增高
。

看来 值增高是铁质

富集的关键
。

第七层经海南科研会战研究
,

目前已划归下石炭统
。

例二 内蒙元古界 白云郑博群海相砂
、

页岩一碳酸盐岩含铁建造 这一含铁建造在

地层层位上相当于白云鄂博群
,

整个来看由

海相砂
、

页岩及碳酸盐岩组成
。

其中产出的

铁矿以白云鄂博铁矿为代表
,

产在建造上部

砂
、

页岩和白云岩过渡带或白云岩中
。

富矿

只占一小部分
。

整个铁矿受地层
、

岩性及褶

皱构造的控制
,

花岗岩只起改造作用
。

这一类建造在我国其它地质时代还有出

现
,

如南方震旦系陡山沱组
、

泥盆系中统和

上统等地层中亦有分布
。

有 一 部 分 菱铁矿

含矿建造也属于这一类型
。

但是 目前在这类

型建造中发现的铁矿床
,

大部分不产在过渡

带或碳酸盐岩中
,

不构成富铁矿床
,

仅 发现

少数产在过渡带的富铁矿床或品位增高的铁

矿层
。

海相碳酸盐岩含铁建造 这一建造主

要由海相碳酸盐岩组成
。

在讨论我国菱铁矿

含矿建造特征时
,

曾把这一建造归入浅海相

碎屑岩一泥质岩一碳 酸盐岩建造中
,

但随着

工作的深人
,

发现它在物质来源
、

沉积条件

以及矿床特征上都有特殊的地方
,

应 当单独

列为一个类型
。

这一建造中的白云岩
、

白云

质灰岩对铁的富集具有重要意义
。

例一 贵州西 部下石 炭统海 相 沉 积 白云

岩
、

白云 质灰 岩含铁建造 这一建造在地层

层位上相 当于下石炭统摆佐组
,

主要岩性为

灰岩
、

隧石团块灰岩
、

硅质灰岩
、

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及生物碎屑灰岩
,

部分地方还夹

石膏层
。

含矿岩相 白云质增高
。

生物化石与

邻近地区相比
,

显得单调而贫乏
,

仅见少量

旅科和腕足类碎片
,

可能是水 体 含 盐 度增

高
,

生态环境改变所造成的
。

据贵州区测队

张麟
、

王砚耕两同志资料
,

水城观音山菱铁

矿沉积的部位系一浅海咸水盆地
。

这一建造

中产出的铁矿床
,

以观音山菱 铁 矿 床 为代

表
。

菱铁矿型矿石平均品位接近菱铁矿富矿

标准
,

经氧化富集
,

氧化矿含 铁 品 位 可达

以上
。

富矿占全矿床绝大部分
。

同一建
造中硫化物相有沉积型铅锌矿床共生

。

例二 郑 东石 炭二迭 系海相 沉 积碳酸盆

岩含铁建造 这一建造在地层层位上相当于

中石炭统黄龙组至下二迭统栖霞组
,

虽然其

间存在一个间断期
,

但建造形成条件变化不

大
,

仍可划为同一建造
。

整个建造由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
、

硅质灰岩
、

生物碎屑

灰岩
、

炭质灰岩及灰质页岩等组成
。

成分复

杂
,

还具有含盐建造特征
,

可能有含盐类层

存在
。

栖霞组出现凝块状生物碎屑灰岩
,

也

可能是水体盐度增大
,

生态环境改变
、

生物

群发生变化的标志
。

灰岩及页岩中出现含炭
‘

质高的层
,

是氧化还原电位降低的结果
。

这

一建造中产出的铁矿以黄梅菱铁矿为代表
,



原生矿体呈似层状和透镜状产于中石炭统黄

龙组和下二迭统栖霞组灰岩中
,

原生和氧化

矿石都有一部分达到富矿品位
。

同样的含铁

建造还出现在长江中
、 ·

下游其它地区及江南

古陆周围
。

例三 我 国其它产 出富铁矿 的碳酸盐岩

含铁建造 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部分事实
,

我国一些品位较高
,

规模较 大 的 “ 接 触 交

代 ” 型和 “热液 ” 型铁矿床的碳酸盐围岩
,

如华北中奥陶统马家沟组灰岩
,

长江中
、

下

游中下三迭统嘉陵江组灰岩
、

中石炭统黄龙

组灰岩等
,

在建造及矿床特征上有许多显著

共同之处
,

主要表现在

含镁较高
,

常出现白云岩层或白

云质灰岩层
,

而且产铁矿岩层常常都是含镁

较高的碳酸盐岩层
。

整个建造中的某些部分

是在水体含盐度较高
、

值较高的条件下

沉积的
,

具有含盐建造的特点
,

往往有石膏

层存在
。

从这些建造沉积阶段的古地理条

件来看
,

它们都产出在古陆边缘的浅海区
,

古地形高差不大
,

陆地侵蚀作用小
,

碎屑沉

积物少
,

有利于造成和长期保持泻湖
、

咸水

海湾的沉积环境
。

古地形控制 了 建 造 的分

布
,

建造控制了铁矿床
,

所以 接 触 交 代铁

矿
、

菱铁矿矿床也主要分布在古隆起的周围

地区
。

这类建造形成的时代
,

是我国沉

积铁矿成矿时代中
,

铁的碳酸盐岩相比氧化

物相要发育得多的几个时代 请参看《地质

与勘探 》 年第一期第 一 页
。

菱铁矿和
“接触交代

”

铁矿
、 “

热液
”

铁矿在同一地区有

时存在于同一层位
,

控矿围岩条件一致
。

以上列举的建造中所产出的 “ 接

触交代 ” 铁矿床
,

矿体并不完全严格受接触

带控制
,

可以远离接触带
,

在碳酸盐围岩中

整合产出
,

明显受围岩层位和岩性的控制
。

矿体围岩蚀 变不发育
,

仍然是 大理 岩或灰

岩
。

在一个地区存在几个时代的碳酸

盐岩层
,

但往往仅有某一两个层位有接触交

代铁矿产出
,

层位控制很明显
。

豁屯 以上说明
,

围岩建造特征对接触交代铁

矿的控制是很重要的
,

这就提出了碳酸盐围

岩中 “ 接触交代 ” 铁矿及 “热液 ” 铁矿成矿

予测和找矿工作的新问题
。

很多事实说明
,

以上两类矿床中不少矿床是沉积型菱铁矿或

赤铁矿床经受改造的结果
。

三 富铁矿含铁沉积建造共同

特征

总观我国富铁矿上述三个类型含铁沉积

建造
,

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普遍存在有高盐度
、

碱性环境下沉积

的岩层
,

如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
、

钙镁质砂

岩
、

钙镁质粘土质岩等
。

在碱 性 环 境 条件

下
,

对铁的工业矿物赤铁矿和菱铁矿的沉淀

是有利的
。

根据克鲁宾和加瑞尔提供的图解

图 可以看出
,

在碱性条件下
,

赤铁矿

稳定的 ,氧化还原电位 五 范围 要 比在酸

性环境下大得多
。

这就是说
,

只要沉积盆地

保持水介质的碱性
,

赤铁矿可以在较宽的深

度范围
、

较大的温度范围内沉积
。

这无疑对

沉积高品位
、

大规模赤铁矿富 矿 床 是 有利

的
。

我国沉积和沉积变质型富铁矿矿床
,

大

部分都是赤铁矿型的矿床
,

联系到产出它们

的含铁沉积建造特征
,

可以认为是碱性环境

下沉积的产物
。

在碱性环境下
,

二价铁容易

被氧化成三价铁
,

而三价铁比二价铁的溶解

度小得 多
,

所以碱性环境对赤铁矿的沉积有

利
。

在有些含铁建造中
,

不但出现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
,

而且还出现石膏层
,

生物群也

发生明显变化
,

具有含盐建造特征
,

表明建

造是在泻湖或咸水海湾条件下沉积的
。

在碱

性环境下
,

如果氧化还原电位足够低
,

足以

保持二价铁的稳定性
,

则 出现有利于菱铁矿

沉积的环境
。



赤铁矿矿矿

丫丫丫 ⋯⋯

全火菱菱菱铁矿矿矿
、、、 、、、、

、

黄黄黄铁矿矿 、、、

卜

在较长时间保持较高的 值
,

铁又可以源

源不断地供给
,

连续不断地沉 积
,

在

不饱和状态下保持在溶液中甚至被迁移走
,

这样就起到了铁硅分离的作用
。

除海相碳酸盐岩 含铁建造之外
,

其 它

两类含铁建造中产出的富铁矿体
,

无论在横

相上还是在剖面上
,

常常产在砂岩
、

粘土质

岩和碳酸盐岩特别是 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的

过渡带
。

产在过渡带的矿体
,

矿石矿物主要

是赤铁矿
。

矿体产在过渡带
,

一方面反映出

铁的来源与碎屑物及粘土质点有关
,

一方面

反映出铁的沉积与碳酸盐岩特别是白云岩类

有关

一
‘ ,

当溶 液为 酸性时
,

二 。 , 当溶液 为碱 性时
,

一 。

很明显在碱性环境下
,

有 利于
十 的

氧化
,

而且三价铁的溶解度又比二价铁小得

多
。

当伴随有碎屑物
、

粘土在酸性环境下迁

移到水盆地中的铁
,

在盆地沉积环境改变到

碱性 出现白云岩类沉积 时
,

其中的二价

铁离子氧化为三价铁离子
,

使溶解度很小的

三价铁离子的浓度大大增加
,

大量沉积
。

随

碎屑物及粘土物质供给的终止
,

铁的来源也

中断
,

完全出现白云岩类沉积
。

在横相上
,

在碎屑物和拈土物质难以达到的部位也出现

碳酸盐岩的沉积
,

铁矿随之尖灭
。

关于富铁矿床的找矿
,

将在下一步工作

中作进一步研究
,

这里仅提一下应 当引起注

意的几个问题
。

,

目前认为是沉积或沉积变质型富铁矿

的矿床 包括菱铁矿矿床
,

在扩大找矿的

过程中
,

在一定范围内
,

即在同一沉积盆地

范围内
,

成矿时代 或层位 具 有重 要 意

义
,

可以沿层追索
。

但是
,

在更大范围内
,

就不能完全局限于已知富铁矿床的时代或层

位
,

而要进行建造性质的对比
,

注意有利的

含铁建造
。

对于 “接触交代 ” 型及某些 “热液 ”

。
舰舰们引

图 铁矿物沉积的 一 依范田

护

从上式可以看出
,

如果溶液 中 〔 〕减

小
,

即 值增大
,

有利于反应向右边进行
,

使 溶液 中 〔 羞
一

〕增大 在较低的 条

件下 ,
如果 “一

的浓度小
,

则铁主要以菱铁

矿的形式沉积
。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

富铁矿含铁建造

中出现 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
,

含钙镁碳酸盐

的砂
、

页岩
,

石膏层
,

含盐层
,

生物化石在

数量上或种属上的突然变化等特征
,

对铁的

沉积来说
,

可脂标志着出现有利的环境
。

前述三类含铁建造
,

目前还没有在我

国太古界地层中发现
,

它们出现较晚
,

主要

出现在元古代以后
。

而太古界普遍存在的铁

一二氧化硅
、

铁一硅酸盐条带状贫铁矿石已

很少出现在以后的富铁矿含铁沉积建造中
。

可以认为
,

由于富铁矿含铁建造沉积条件的

特殊性
,

太古代那种促使铁和二氧化硅或硅

酸盐频繁交替沉积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

对于

富铁矿含铁建造来说
,

沉积盆地水体 值

的增大
,

可能是促使铁硅分别在大间距内沉

积的因素
。

值增大
,

铁离子的溶解度降

低
,

但 的溶解度反而增高
。

如果水盆地



富家坞斑岩铜 铝 矿床的岩石蚀变与矿化

阎 况 蔺

要赋存于该蚀变带‘“。

一 前 言
二 岩体特征

富家坞斑岩铜 铂 矿床
,

是德兴铜矿的

勘探基地之一
。

在该矿区补充勘探过程中
,

我们与探勘队协作
,

共同开展了岩石蚀变与

矿化的研究
,

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

矿区含矿岩体的岩浆冷凝作用
,

可分

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岩浆结晶阶段 , 第二

岩浆结昂阶段 ”气化岩浆 气 成 水 热 自变

质 交代作用阶段。岩浆期后热液阶段
。

蚀变岩石类型主要为 钾长石一 黑

云母化 蚀变岩 伊利石一水白云母化蚀变

岩 , 石英一绢云母一水白云母化蚀变岩 , 绿

泥石一 黄铁矿化 蚀变岩等
。

蚀变带的划分
,

是按各阶段蚀变矿物

组合重复迭加的强度变化
,

建立中心式的综

合分带 即钾长石化带 , 石英一绢云母一水

白云母化带 , 绿泥石一 黄铁矿 化带
。

矿区铜 钥 矿化与石英一绢云母一

水白云母化蚀变关系密切
,

铜 相 矿体主

一 岩 体 地 质 矿区位于德兴铜矿

铜
一

东南
、

官帽山向斜和远坑背斜之间
,

与朱砂红
、

铜厂构成北西一南东向展布
。

地

层走向北东
,

近乎单斜的层序 图
。

矿区的花岗闪长斑岩体
,

侵入于浅变质

的绢云母千枚岩
、

粉砂质绢云母千枚岩
、

绿

泥石绢云母千枚岩和晶屑凝灰质千枚岩等火

山沉积碎屑岩中
。

除主岩体外
,

尚见两个小

岩枝
。

经钾一氢法年令测定为 百万年
,

应属燕山中期产物
。

主岩体位于矿区中心
,

呈椭元形岩筒
,

面积约 平方公里
,

向西北深部下括
。

与

变质岩接触处有很多细小的指状岩枝
,

沿层

间裂隙贯人
,

构成岩肋或岩排
。

岩体不具岩

相分带
,

岩石为花岗斑状结构
,

属中酸性浅

成岩体
。

岩体周围发育着接触变质晕
。

岩体

边缘自变质和热液蚀变现象 明 显
,

矿 化显

型富铁矿的找矿
,

不能完全局限于 “ 岩体控

制 ” , “ 构造控制 ” 的规律
,

要研究围岩的

建造性质
。

事实上
,

我国 “接触交代 ” 型铁

矿的品位和围岩建造的性质关系很大
, ‘

品位

较高的矿床都产在前述第三类沉积含铁建造

中
。

从 “ 接触交代 ” 铁矿和 “热液 ” 铁矿同

菱铁矿的密切关系来看
,

在第三类含铁建造

中的上述两类矿床
,

应当提出离开接触带或

断裂构造找矿的问题
。

对于我国海相火山岩 熔岩 发育的

地区
,

当火山岩在横相上或剖面上向正常沉

积岩过渡时
,

应注意研究建造的特征
,

寻找

火山沉积型富
‘

铁矿床
。

考虑到对前寒武系沉积 变 质 铁 矿中
“ 风化淋滤 ” 型富铁矿成因间题所存在的争

论
,

以及国外某些 “风化淋滤 ” 型富铁矿含

铁建造与我国富铁矿含铁沉积 建 造 相 似之

处
,

我国 “ 风化淋滤 ” 型富铁矿床的找矿
,

应 当研究含铁原始沉积建造特征
,

重视在有

利建造中找这一类型富铁矿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