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个重要 类型 的铝 土矿 矿 床
广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范长智执笔

目前我国工业上利用的铝土矿
,

大都是

原生沉积的层状铝土矿矿床
。

这种矿床
,

矿

石的特点主要是高铝
、

高硅
、

低铁
, 铝硅比

值较低
。

这就决定了生产氧化铝的方法只能

采用与之相应的烧结法和串联联合法
。

近年

来
,

我们根据 冶 金 工 业发展的需要 ,

在广

西某地探明了一个优质大型堆积型铝土矿矿

床
。

经有关部门审查 , 认为 质 量 好
,

规模

大
,

是我国重要的铝土矿类型的代表矿区之

一
。

为积极寻找该类型矿床
,

现将矿床的地

质特征及找矿标志介绍如下
。

一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广西某山字型构造的西翼
,

某

复向斜构造带的东南端 图
。

区内出露地层有中泥盆统到中三迭统海

相地层 , 由一套以碳酸盐为主的沉积物组成
。

除上二迭统与下二迭统之间呈平行木整合关

系外
,

其他各统均为整合接触关系
。

上三迭

统
、

白至系
、

侏罗系的地层缺失
。

第三系
、

第四系均为陆相地层
,

主要由红色泥岩
、

砂
岩

、

砾岩及砂砾岩组成
,

均不整合于较老地

层之上
。

矿区构造 , 主要由三个相互平行分布的

背斜
,

构成区内总体褶皱轴向北东一南西向
的构造带

。

泥盆系
、

石炭系通常分布于背斜
轴部

,

二迭系及下三迭统分布于翼部
,

上三

迭统分布于向斜轴部
。

其上部均为第三系
、

第四系红层不整合覆盖
。

说明本区构造格局

在印支运动一燕山运动早期已形成
,

第三纪
前已遭受长期剥露

。

区内褶皱断裂较发育
,

断裂构造主要以平行于褶皱轴向的逆断裂为

主
,

以大断裂为主体
,

显示一个挤压冲断裂构

造带
。

断裂带多产于褶皱轴及两翼
,

岩石压

碎显著
,

倾向以南西为主
,

倾角较陡 , 一般

延长几公里至几十公里
。

此外
,

与其平行的

还有一组平推逆断裂
,

倾向以北东为主 ,
倾

角
。 ,

其平推方向是北东盘向南东移 ,

南西盘向北西移
,

规模较大者达几公里
。

矿区的构造格式和多期构造运动历程 ,

对矿区原生沉积铝土矿的形成与分布以及形

成具有一定价值的第四纪堆积型铝土矿
,

提

供了一个重要的地质前提
。

二 矿床地质特征

图 某铝土矿区综合地质略图

一三迭系灰岩
、

页岩
、

砂岩
、

凝灰岩 , 一二迭系上统
灰岩

、

煤
、

铝土矿 , 一二迭 系下统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一

石炭系灰岩
、

白云岩 , 一泥盆系灰岩 一堆积铝上 矿
及编号 , 一原生侣土矿 , 一断层 一背 斜轴

一 含矿层序特征 本区堆积矿的矿

源层为原生矿
。

原生沉积铝土矿经风化剥蚀
改造

,

就地残积或沿原生矿附近低凹处重新

堆积而成
。

以矿床工业价值而论
,

目前原生

铝土矿虽规模巨大
,

但因含硫高而无工业意



义 , 但对后来 形 成 堆 积铝土矿具有决定作

用
。

因此有必要先谈谈原生沉积铝土矿的层

位特征‘
· , ,

原生铝土矿位于上二迭统 合 山 组 最底

部 , 下伏于二迭系茅口 灰岩凸凹不平的侵蚀

面上
,

上覆顶板为炭质页岩和煤层
。

矿体呈

层状及透镜状产出
。

其含矿岩系特征
,

以那

豆综合剖面为例 ,
自上而下为

上扭地层 下三迭统罗楼组 ,

呈很整合接触
。

⑦灰
、

浅灰色厚层状灰岩
,

具缅状结构
, 厚度

米

⑥灰
、

没灰色中厚层疤痕状灰岩
,

含炭质
, 厚度

米
。

⑥灰
、

深 灰色薄层状灰岩
,

层间常夹薄层钙质页岩
,

厚度 一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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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灰
、

浅 灰色薄一中厚层花斑状 灰岩 , 具 花 斑 状 结

构
,

厚 米
。

⑧深灰
、

灰黑色牌石结核灰岩
, 具生物碎屑结构 ,

夹硅

质页岩、 铝土页岩及少量黄铁矿
、

粘上岩
,

厚

米
。

⑧炭质页岩夹薄煤层
,

厚 米
,

一般 米左右
。

①深灰色
、

灰黑色铭土矿 层
,

具豆缅状结构 , 厚

米
,

一般 米左右
。

局部地段
,

最底部约有 米

厚黄铁矿铝土岩
。

下伏地层 下斗迭统茅 口 阶灰岩
,

与之呈 假 整 合 接

触
。

本区堆积铝土矿赋存于第四系下更新统

粘土亚粘土层中
。

下更新统堆积铝土矿的一

般柱状剖面
,

自 而下其层序为
①植物生长层

,

也称腐植层
,

厚。 。 米
。

⑧棕
、

红
、

黄揭色砂质粘土层 , 含少量铝土矿碎块
,

厚 米
。

③残坡积堆积铝土矿层
, 里土红色

, 主耍由招土矿碎块

及第四纪枯土
、

夹少里揭铁矿组成
, 厚度

米
,
一般 米

。

④紫红色胶状枯土一亚枯土层
, 也叫基岩残积层或坡

积层
,

厚 。一 米 , 一般 米 , 该 层 有 时缺

失 , 铝土矿直接与灰岩接触
。

图 古案浅井素描示意图

庸植土 , 昌一黄色枯土及含砂质粘土 , 一坡

积
、

堆权铁矿 , 一碎屑枯土层 夹层 , 一紫

红色胶状枯土一亚粘土层 , 一灰岩

二 矿体形态及规模 堆 积 矿 的 规
模

、

形态多受地形控制 , 矿体分布与地形坡

度相一致
,

一般倾角在
。

以下的低缓地带
,

堆积矿才得以保存
。

矿体形态较复杂
,

因受

后期地形切割影响
,

在平面上形 态 不 甚 规

则
,

呈带状
、

片状
、

不规则块状 剖面上呈

水平至缓倾斜的似层状
、

扁豆状
、

透镜状
。

矿体大小
、

厚度
、

含矿率等受灰岩基底地形

控制
,

往往相差悬殊
,

单个矿体面积 。

平方公里不等
,

一般。 平方公里
。

其储量大者可达 万吨以 仁
。

矿体厚 度 变

化系数
,

含矿率一般每立方米

公斤 以上
,

变化系数 图
。

矿

体盖层厚为 米
,

剥采比
,

大部分矿

体裸露地表
。

铝硅比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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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堆积铝土矿矿体厚度
、

含矿率
、

铝硅比频率曲线图



三 矿石的结构
、

构造和物质组分

堆积铝土矿矿石一般呈碎块状或角砾状
,

由

于次生氧化铁的浸染
,

表面呈褐黄色
、

紫红

色及桔黄色
,

新鲜面仍为浅灰至深灰色
。

矿

石较坚硬
,

外观多呈豆鲡状构造及角砾状构

造 ,

次为多孔状
、

致密块状及微层状构造
,

较少为浸染状构造
。

矿石结构几乎都为显微

晶质结构
。

豆鲡粒直径一般 。 毫米
。

部

分小于 或大于 毫米
,

均 由单水铝

氧矿物组成
。

有时豆鲡粒中心为玉髓
,

而绝

大部分则属铝氧矿物
。

无同心圆结构和核心
。

豆鲡之间主要由高岭石
、

水云母等粘土矿物

胶结
,

石英
、

绿泥石
、

白钦石
、

方解石及炭质物

等均浸染在胶结物中
,

黄铁矿主要以他形和

自形细晶状星散浸染嵌布在铝矿物间隙中
。

矿石主要矿物成分为一水硬铝石 ,

偏光

镜下晶体分为粒状
、

柱状和板状 或片状

三种
,

单体粒径一般 。 毫米
,

含

量 , 次为高岭石
、

炭质和粘土
,

占
, 含水氧化铁 主要为针铁矿 及褐

铁矿约占 纬 , 三水铝石占
,

仅见于
一水硬铝右的裂隙或洞穴中

,

呈 白色
,

镜下
无色

。

此外
, 还有少量黄铁矿

、

黑云母
、

绿

泥石
、

石英
、

钾长石
、

石榴石
,

局部有钦铁矿
、

铬铁矿
、

锡石
、

黑钨矿
、

尖晶石
、

方解石等
。

四 矿石类型 见表

五 矿石质量 堆积铝土矿矿石
,

一

般含 一
, ,

一
。

黄铁矿氧化后变为褐铁矿和赤铁
矿

,

含硫万分之几
,

属高铝
、

高铁
、

低硫矿

石
。

矿石质量与矿石块度有一定关系
。

本区

矿石块度大小差异悬殊
,

直径从 毫米到数

米不等
,

大者重达 吨左右
。

为研究不同块

度矿石质量
,

将矿石块度 划 分 为 大于 厘

米
、

厘米
、

厘米和 厘米
四个级别

。

不同粒级的分析结果见表
。

粒级含矿系数及粒级矿石质量表 表

矿矿石块块 粒级含含 品 位 侣硅比比 铝铁比比

度度 厘厘 矿系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
米米 烧失失失失

。 。

、 。

。

魂 右
。

苏苏
。

堆积矿矿石类型特征表 表

矿石

类型

主要矿物成分

及含且 吓

一 水 硬 铝 石

晶 形 结构构造

一颜色

一水硬铝石郎

三水铝石

粒状为主
,

板
、

片
、

状很少
,

柱一构

微晶

, 豆

质结

状构

高 岭 石 夕

褐 铁 矿

胶 结 物

少是

极少

一 造 , 豆的大

般

毫米 ,

最大 毫

小 一 般 为

毫米

一水硬铝石矿石

⋯ 米
’

一水硬铝石 训晶形 同上

揭 铁 矿

胶 结 物

一般

显微品质结

构 , 豆状构

粟
。 毫 造 ,

斑状构

最 大 造 斑晶为

浅黄褐带灰

‘毫米

揭 铁 矿

一水硬铝石

粒状
、

针状
、

揭铁矿

显微晶质结

构造

毫米

表 说明
,

原矿粒度越大
,

矿 石 质 量
越好

。

反之矿石质量有所降低
。

主 要 成 分
。、 、

的变化情况是 、 块度
越大

, 。 含量越高
,

和 则

相反
。

而随着 和
、

的变
化

,

铝硅比和铝铁比也发生变化
,

块度越大

比值越高
。

、 、

三者之和一般

保持在
,

各种成分常有铝
、

硅互为

消长的变化规律
。

有时硅氧稳定
,

铝氧随铁
硫增高而减低

,

也有铁硫减低 或 增 高
,

而
铝

、

硅同时增高或减低的现象
。

根据对
、 。、

的 百分

比例作图
,

各矿体的投影点 特 征 说 明 图

矿区南部铝硅比小于 的矿体
,

其
、

的含量明显增高
,

而 且含

量变化范围也较大
。

矿区北部及背斜轴 部 的 其 他矿

体
,

即铝硅比大于 的矿体
,

其
、

的含量较低
,

含量的变化范围也较小
。

硬铝石矿石含褐铁矿︼水

星点状
,
一 构

、

浸染状

红褐色石褐铁矿矿石含︸水硬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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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那豆区矿体投影点特征图

一一二、

没有发现稼的独立矿物
,

初
步认为稼是类质同象存在子
一水硬铝石中 , 可在冶炼过
程中回收

。

妮的含量很高
,

超过担
、

妮矿床工业指标要
、

求
,

其赋存状态尚待研究
。

七 矿右的可选性

两个矿石样半工业性洗选试

验表明
,

这种矿石经简单筛

选可去掉绝大部分夹泥
,

可

得到 。 毫米 以上的铝硅比

值大于 的优质精矿
。

精矿

含泥率仅为
,

可以满足

用拜尔法生产氧 化 铝 的 要

求
。

两个样的粘土指数分别
为 和

,

属中等可选

矿石类型
。

因含矿率高
,

矿

石粒度比例大
,

故属于比较

好洗的矿石
。

六 矿石中伴生组分及含且 矿石中

含希散元素达 种以上
,

其中钦
、

稼
、

妮
、

希土等含量较高
。

初步查明
,

钦主要呈独立

矿物存在
,

包括金红石
、

锐钦矿
、

白钦石
、

钦铁矿
。

矿石中金红石和锐钦矿 的 含 量 约
。

希土除组成独居石外
,

据 溶 解 试 验资
料

, 约有 一 的希土可能呈离子吸附状

态存在
。

稼含量与一水硬铝石成正比关系
,

三 堆积矿床的形成条件及富集
规律

一 构造条件 本区经过东吴运动
,

于晚二迭世合山期形成原生沉积铝土矿
。

后

来又经过印支
、

燕山等多次构运动
,

使岩矿

层褶皱破裂
,

产生构造断裂
,

从而有利于风

化作用的进行
。

尤其是水营力的作用
,

致使

一 一 一

,

声‘

士寻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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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护

线矿床横剖面图

, 一三迭系下统罗楼组灰岩 让一二迭系上统合山组灰岩 , 一二迭系下统茅 口 灰岩 一二迭系下统栖

乒灰岩 石炭系灰岩 一泥盆系上 统榴江组灰岩 一堆积铝上矿 一沉积层状铝土矿 一断层



岩层和矿层溶蚀崩解
,

对本区堆积铝土矿的

形成
、

分布
、

积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例

如
,

背斜构造轴部及两翼是堆积铝土矿分布

富集的主要场所 图
。

从图 看出 , 背

斜出露范围大
,

堆积矿分布面积也大 , 背斜

较小 ,

堆积矿分布范围相对也小
。

相反
,

向

斜构造则有利于保存原生矿
,

只有向斜构造

的周边才形成堆积铝土矿
。

此外
,

沿构造断裂带往往形成岩溶凹地

或槽地地貌单元
,

是堆积矿赋存的有利地带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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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迭系下统茅口 灰岩

号音面

一堆积铂土矿

一断 层 一浅 井

二 岩性条件 矿区主要为碳酸盐类

岩石和原生沉积铝土矿层
,

两者化学成分的

稳定性差异很大
。

前者在岩溶过程中易于风

化
,

溶蚀流失 后者在氧化条 件 下 比 较稳

定
,

以物理风化为主
,

这样就有可能造成铝

土矿的碎块富集成矿
。

本区堆积矿的基底岩

石主要是茅口 阶
、

合山组
、

罗楼组和北泅组
灰岩

,

使得堆积铝土矿能够形成杂质少
、

质

量高的富矿
。

三 气候条件 气候基本上决定了风

化作用 的类型及其发展 的可能性
。

该区处于
北回归线附近

,

湿热 的亚热带气候
,

是造成

岩溶的气候条件
。

矿区内堆积矿分布广泛
,

最厚二十多米 , 矿体中 除 堆 积 铝土矿矿石

外
,

夹有桔黄色
、

紫红色粘土及少量褐铁矿

等
。

原来矿体中夹杂的碳酸盐类岩石等岩屑

和铝土矿中的黄铁矿等矿物已基 本 没 有 残

存
,

可以设想
,

也只有在相对潮湿稳定的亚

热带气候条件下才能进行和完成
。

四 物质来源 本区原生矿的广泛出

露
,

为堆积矿的形成富集提供了丰富的物质

基础
。

一般如原生沉积铝土矿的质量好
, 则

堆积矿的质量也好
。

堆积铝土矿常沿原生矿
露头的走向分布

,

在倾斜地层的剖面上
,

一

般在原生矿露头层位以下 米内
, 为

毓矿最富最厚地段 , 而在原生矿层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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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系粘土及含砂粘土层 ,

统茅 口 灰岩 ,

一堆权侣土矿 ,

一层状铂土矿 ,

一二迭系上统合山组灰岩 ,

一断层 , 一浅井

一二迭系下

分布较少
,

一般是 一 米内有堆积矿分

布
, 向外则很少 图

、

图
。

五 地貌条件 矿区在地貌 属卡斯
特中高山区 ,

一般海拔标高 米
,

相

对高差 一 米
。

矿区地貌形态与地质特点有着密切的关

系
。

大片的碳酸盐区 ,
岩溶发育

,
形成峰丛

洼地和峰林谷地
,

矿区东南和北西有部分砂

页岩区
,

经风化剥蚀形成圆顶低山和丘陵
。

本区卡斯特地貌景观
,

普遍分布岩溶地
形为基本特征

,

表现正地形峰丛
、

峰林
、

孤

峰 , 负地形为洼地
、

坡立谷
、

缓丘平原
。

两

者相互伴生组合
,

构成区内三种地貌形态

孤峰平原 , 峰林坡立谷 也称峰林

谷地 , 峰丛洼成
。

堆积铝土矿分布严格受地形地貌形态控



制
,

凡岩溶洼地

蚀缓丘平原等
,

、

槽地
、

坡立谷
、

溶洞
、

侵
为矿床分布 富 集 的 主要场

所
。

上述有利于堆积矿形成堆积的地貌形态

中
,

地形坡度超过
。

时
,

则没有矿
,

或仅有少量的零星的堆积矿
。

同时
,

在基岩
起伏较多的石芽地带堆积矿呈希落散布

。

四
,

矿床成因的初步探讨

目前
,

多数人都认为本区铝土矿是沉积
成因的

, ‘

但对于铝氧的物质来源问题尚有争

论
。

有人认为铝氧来自矿区西南的基性岩
,

也有人坚持铝氧来自附近古陆古老杂岩体风

化壳的观点
。

笔者认为下烈地质现象与前两

种认识是不相符合的
。

位于矿区东北部的江南古陆
,

自加里

东运动以来长期隆起的高耸山地
,

一直是受

侵蚀的地区
。

其南侧形成山前坳陷带
,

是合
山期沉积最厚的地带

, 古陆物质来源丰富
,

具备铝土岩沉积的有利条件
,

但事实上却没
有铝土岩的沉积

。

而在远离古陆的平原地区

距古陆约 。。公里
,

却形成了很厚 的铝

土矿
。

据本区铝土矿分布规律推断
,

、

这可能

是由于古陆边缘坳陷带地势低
,

没有宽阔的
古卡斯特化基底的准平原化地帝

,

残积红粘

土风化壳少 , 再者
,

由于杂岩体风化形成的

古风化壳富含坡积物和碎屑物质
,

造成堆积

的红粘土层质量不纯
,

没有形成有工业价值

的矿床
。

根据在古案坑道中对茅口 灰 岩 顶 甜
取样 试坑 分析结果

, 。 含 量 达
,

推断大约只要 米厚的茅口灰岩的

铝质就足以形成 米厚含 的沉积

铝土矿
。

有 米厚茅 口灰岩风化溶蚀后 ,

残
留下来的铝质足以形成 目前的 米左右的原

生铝土矿
。

而本区茅口 灰岩厚度为 米
,

灰岩风化溶蚀厚度又何止 米
,

约有百米以

上
。

另外
,

由茅 口灰岩和其他时代灰岩所形

成的现代红粘土残积层 ,

据地质局采样分析
资料

,

含量达
,

在生物化学

作用下
,

重新分解
,

使 宜
·

减 低
,

相对增高 , 可能形成铝土矿矿床
。

矿区内常见茅 口 灰岩的溶洞裂隙中沉

积有铝土岩 , 这可能为东吴运动后
,

‘

茅口灰
岩暴露地表

,

经过溶蚀风化作用 , 形成红粘

土风化壳
,

在卡斯特溶洞中也 填 充 有 红粘

土
,

在海进过程中
,

地面粘土可能为其冲刷

掉
, 但溶洞中的红粘土得以保存

,

后分解形

成铝土矿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该矿床应为风化再
沉积类型的滨海沉积矿床

。

铝氧物质不是来

自矿床西南的基性岩和古陆杂岩体风化壳
,

而是来自茅 口 灰岩风化后形成的红粘土风化

壳
。

因为矿床附近没有墓性岩存在
,

仅在矿

床西南边 公里见有面积很小 的 两个基性

岩体
。

该矿床的形成应为基底茅口灰岩
,

在
东吴运动后上升成陆

,

经长期风化溶蚀
,

夷

平为准平原状态
,

地面上形成厚的红粘土风

化壳
,

后来海水浸没
,

在腐植酸菌解和低温

高压
、

缺氧等物理化学条件下
,

铁
、

铝
、

硅

分离
,

最后沉积成铝土矿
。

这些沉积铝土矿

层在其由于地壳运动而上升
,

暴 露 地 表 以

后 , 遭受长期风化剥蚀
,

就进一步富集形成

有工业意义的堆积型铝土矿矿床
。

五 我矿方向及标志

在有 原 生 沉 积铝土矿分布的地区找

矿
。

因为原生矿床的存在
,

是有无堆积矿的

先决条件
,

而原生矿床又具有一定的含矿层

位
。

据此推断
,

在矿区的西部 , 近东西向的

碳酸盐岩隆带
,

以及矿区的南部合山组地层

分布和有茅口 灰岩形成的红粘土残积层的地

带
,

是寻找铝土矿的有望远景区
。

在褶皱断裂构造发育地区
,

尤其是开

阔的背斜构造轴部及两翼
,

有利于堆积铝土

矿的形成
,

是今后找堆积矿的方向
。

土壤颜色
、

地貌形态
、

植物发育程度

等
,

·

可作为堆积矿的找矿标志
。

红粘土是 主要找矿标志
。

铝土矿碎块与

红粘土混在一起组成堆积铝土矿矿床
。

这种
红粘土是在气候炎热条件卞灰岩风化的残积

产物
。

广西红土较发育
,

分布普遍
。

但不是

所有红土都有堆积矿存在
。

我们认为只有在

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区
,

含有绿豆
、

芝麻大的

铝质鲡粒的红粘土
,

才
一

可以作为找矿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