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菱铁矿床与接触交代铁矿床的可能联系

—
以我国南方石 炭 纪铁矿床 为例

王 永 基

近几年在我国南方石炭系地层内发现的

一批菱铁矿床和 产于石炭系地层内的层状接

触交代铁矿床
,

在成矿时代和含矿岩系上是

可以对比的
。

我们认为
,

有一定层位的层状

接触交代铁矿床可能是由菱铁矿床经岩浆热

液改造而成
。

一 我国南方的石炭纪菱铁矿床

一 南方石炭纪的古地理环境

我国南方晚泥盆 世 海 浸 始于中国石燕

期
,

终于柳江运动
。

柳江运动后到早石炭世

有杜内海浸和维宪海浸
,

在华南浅海盆地沉

积了泥质
、

白云质和硅质灰岩及黑色炭质页

岩
,

并伴有菱铁矿
、

铝土矿和煤矿
。

中
、

晚石炭世海浸区远比早 石 炭 世 为

大
。

此海浸先从南方开始
,

海水从印度太平

洋经滇缅大向斜和越南侵人滇桂黔盆地
,

并

进人湘赣闽盆地
、

下扬子槽地和湖北盆地
,

造成一个海面开阔的黄龙大海区
。

此时
,

上

扬子古陆和华夏古陆降为准平原
,

江南古陆

局部受到海浸
,

被割裂成洞鄙古陆
、

雪峰古

陆和湘桂黔古陆
。

海浸范围还可 达 中 朝 古

陆
,

形成黄河浅海盆地
,

使原来地域宽广而

又长期隆起的中朝古陆被分割成淮阳古陆
、

陇西一秦岭古陆
、

内蒙古陆和胶东高地 图
。

与此海浸相随
,

在中上石炭统地层内

沉积了黄梅菱铁矿
、

七宝山菱铁矿和华北一

带
’

“山西式 ” 赤铁矿
、

菱铁矿等
。

卜 , 石晚石炭世末
,

云南上升 引起海退
,

从而

结束了石炭纪的海浸过程
。

二 石炭纪菱铁矿床的一般情况

。

黄梅菱铁矿床 位于淮阳古陆之南
,

下扬子海槽之北
,

·

为古陆边缘的相对凹陷地

带
。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有志留系
、

泥盆系
、

石炭系
、

二迭系
、

三迭系
、

侏罗系
、

白奎一

第三系等
。

菱铁矿赋存于中石炭统黄龙组和

下二迭统栖霞组两个层位 内 图
,

分布

于五里墩倒转背斜的两翼
。

在背斜南东翼马

鞍山矿段
,

以栖霞组为主要含矿层
,

黄龙组

内的菱铁矿体较小 , 在背斜北西翼马尾山矿

段
,

黄龙组和栖霞组内均有 较 大 的 菱铁矿

体
。

中石炭统黄龙组 按 岩 性 可分为上下两

段 上段为深灰色
、

灰 白色厚层状灰岩 , 下

段为灰至深灰色厚层状白云岩 及 白 云 质灰

岩
,

菱铁矿产于 白云质灰岩中
。

下二迭统栖霞组底部为长石石英砂岩
、

灰黑色硅质页岩
、

炭质和粘土质页岩 , 中部

以深灰一黑色细拉生物碎屑灰岩为主
,

局部

含隧石结核
,

有时夹炭质灰岩 , 上部为含隧

石结核灰岩
,

夹生物碎屑灰岩及炭质灰岩
。

菱铁矿产于中部生物碎屑灰岩的下部
。

菱铁矿体呈似层状和透镜状 产出
,

其产

状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
,

但经后期改造
,

局

部矿体可与地层有低角度的交角
。

矿石类型可分为 原生沉积的青灰色菱

铁矿和经后期改造而成的米黄色菱铁矿
,

以

及两者的混合类型
。

本区改造程度较深
,

故

米黄色菱铁矿较多
。

矿石的结构和 构造随矿石类型的不同而

异 青灰色菱铁矿呈微粒一细粒镶嵌结构
,

块状和层纹状构造 米黄色菱铁矿呈粗粒镶

嵌结构
,

脉状
、

晶洞晶簇和块状构造 , 混合

类型的菱铁矿为角砾状和花斑状构造
。

米黄色菱铁矿脉常穿插青灰色菱铁矿
,

有时还穿越到围岩中
。

经分析表明
,

这两种

菱铁矿中各种元素含量相差不大 表
,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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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铁矿单矿物化学成分及各组分分子含量表 表

吮丘工之
二幸少二三于菱铁矿一菱镁矿类质同象系列中含钙

、

锰

杂质的镁菱铁矿
,

从而 认为米黄色菱铁矿是

原生青灰色菱铁旷经后期改造而成
。

矿区内无明显的岩浆活动
,

仅在外围有
燕山中晚期的中偏骏性一酸性火山岩及次火

山岩分布
,

它们与菱铁旷无 直接关系
。

矿体

附近蚀变微弱
,

只有一些不太强烈灼硅化
、

碳酸盐化和重晶石 化等
。

菱铁矿体在地表氧化成渴铁犷
,

并构成

一定规模而质量又较好的工业矿体
。

矿床成因认为是沉 困一改造 菱铁矿床
。

上 高七 宝山 乏铁 矿床 原为一个有一

定规漠
、

品位又佼好为铁
’

冒塑铁矿
,

深 部为

中等规 漠沟话
、

铅
、

锌
、

铜的硫化物犷床
,

一九七六年发现菱铁旷
,

故成为多金属菱佚

矿床
。

矿区位于洞邹古陆和湘赣 阅盆地之间
,

为古陆边缘均凹陷地带
。

区 内出露为地 昙仃



加

泥盆系
、

石炭系和二迭系等
。

菱铁矿赋存于
中上石炭统壶天群碳酸盐岩的下部靠近不整

合面的部位 图

··

图 七宝山菱铁矿床剖面图

矿石中 为米黄色中粗晶菱铁矿
,

另

为青灰色微晶至细 晶菱铁矿
。

近矿围岩中常

见铁 白云岩
,

含铁约
,

铁镁比大于或等

于
,

离矿休稍远比值减至 以下
,

变为

亚铁 白云岩至正常白云岩
。

矿区内除煌斑岩脉外
,

未发现其他岩浆

岩
。

围岩蚀变仅见白云石化
、

硅化和绿泥石
化

,

并伴有黄铁矿化及铅 锌 铜 的 硫化物矿

化
,

但在菱铁矿集中宫集的部位
,

硫化物则

趋于尖灭
。

菱铁矿在地表氧化成褐铁矿
。

褐铁矿和

菱铁矿含锰都较高
,

这与壶天群底部有沉积

碳酸锰有关
,

可能是在菱铁矿形成时
,

锰 以

类质同象形式与铁同时沉积而致
。

矿床成因可能为沉积一热液改造型多金

属菱铁矿床
。

三 菱铁矿床的一般特点

根据 仁述菱铁矿床的情况
,

再结合贵州

等地的菱铁矿床进行分析
,

菱铁矿床有如 下

特点

菱铁矿床形成在 占陆边 缘 的 四 陷部

位
,

赋存于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
。

矿体的

直接 岩可以是生物 碎 屑 灰 岩
、

白云质灰

岩
、

白云岩
、

泥质灰岩和粉砂岩等
。

矿体呈层状和 似 层 状 沿一定层位 产

出
,

石炭纪的菱铁矿主要赋存于中石炭统黄

龙组底部或中上石炭统壶天群的底部
。

矿体

产状和地层共木一致
。

矿石类型较简单
,

了了沉积的青灰色菱

铁矿和经改造而成的米黄色菱铁矿
,

以及两

者的混合类型
。

不同矿床的矿石类 型
,

沁 后 期 “热

液 ” 改造的深浅而异
。

这种被改造的矿床
,

以碳酸盐岩建造中的菱铁矿较 多
,

表现为早

期沉积的青灰色菱铁矿交代
、

富集或迁移至

有利的构造部位
,

形成新的以米黄色菱铁矿

为主的矿体
。

菱铁矿床在走向 和倾向上
,

往往有
从赤铁矿一磁铁矿 较少 见 一菱钦矿

、

菱

锰矿一黄铁矿
、

黄铜矿一方铅矿
、

闪锌矿的

分带现象
。

菱铁矿在氧化带中极不稳定
,

当氧化

电位增高时
,

低价的铁和锰 向高价转化
,

从
‘

而使其碳酸盐遭到破
,

不
,

形成较为稳定的含

锰褐铁帽
,

并使原来的矿体厚度加大
,

矿化

范围变宽
,

品位增高
。

菱铁矿床附近岩浆活动微弱
,

有时只

见规模较小的 , 从性和基性粉脉
,

因而没有

强烈的蚀变现象
,

仅有一些牡化
、

铁碳酸盐

化
、

绿泥石化和重 晶石化等
。



二 与石炭系地层有关的

接触交代型铁矿床

在淮阳古陆
、

江南古陆和华夏古陆边缘

凹陷带 内的石炭系地层中
,

不仅分布有菱铁
矿床

,

而且一些接触交代型铁矿床也赋存于

其中
。

这些矿床有规律地沿古陆边缘成带分

布
,

因而在一个较为宽广的地域 内
,

找矿往

往离不开石炭系地层
。

因此
,

这两种不同类

型的铁矿床在成矿时代和含矿岩系上是可以

对比的
。

一 与石炭系地层有关的接触交代型

铁矿床

繁昌铁矿床 位于淮阳古陆和下扬子

海槽间的过渡带 内
,

出露地层有志留系
、

泥

盆系
、

石炭系
、

二迭系和三迭系等
。

矿床赋

存于中石炭统黄龙组灰岩内 图
。

矿体呈似层状产出
。

矿石矿 物 为 镜 铁

矿
、

磁铁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等
。

矿石构造

主要为条带状和块状
。

矿区内未见与矿体有直 接 关 系 的岩浆

岩
,

滨江花岗杂岩体离矿体 公里远
,

但矿

体中却有广泛的夕卡岩化
,

形成石榴石
、

钙

铁辉石和绿帘石一透辉石夕卡岩等
。

矿床成因认为是原始沉积的菱铁矿和赤

铁矿经岩浆热液改造而成为现在的接触交代

铁矿床
。

马坑铁矿床 位于华夏古陆边缘的凹

陷带内
,

出露地层有泥盆系
、

石炭系
、

二迭
系

、

三迭系
、

侏罗系
、

白奎系等
。

矿体赋存
于中石炭统黄龙灰岩与下石炭统林地组砂页

岩之间 图
。

中上泥盆统南靖群一下石炭统林地组为

一套海陆交互相砂岩
、

砾岩和页岩建造
,

砂

页岩中含铁较高
,

厚 米
。

中石炭统黄龙

组一上石炭统船山组一下二 迭 统 下 段栖霞

组
,

为一套浅海碳酸盐岩建造
,

厚 一

米
。

下二迭统上段文笔 山组为浅海相泥岩
、

泥质粉砂岩
,

厚 米
。

下二迭统顶部

加福组一上二迭统下部翠屏山组
,

为一套陆

相至海陆交互相砂页岩建造
,

厚 。

米
。

上二迭统上部大隆组 长兴组 一下三

迭统溪 口 组
,

为一套海相泥质
、

钙质
、

粉砂

质硅质岩
,

厚 一 米
。

侏罗系为一套巨

叮的陆怕碎屑岩
。

白平系兜岭群为一套陆相

中一酸性火山岩
。

铁矿体呈似层状 产出
,

其产状和地层产

栖故
、

黄龙组灰岩

林地
、

南靖组 马坑

峡山组 梅县 砂岩
、

砂砾岩

花岗岩
、

花岗斑岩

夕卡岩

图 福建马坑
、

广东铁坑坳铁矿剖面图



状基本一致
。

矿石矿物为磁铁矿
、

赤铁矿
、

黄铁矿
、

辉铂矿 铂含量可达工业要求
、

铁闪锌矿
、

方铅矿等
。

区内有较大的花岗岩体
,

但矿体并末产

在接触带上
。

围岩蚀变主要有夕卡岩化 石

榴石
、

钙铁辉石夕卡岩
、

硅化
、

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
、

蛇纹石化
、

钾长石化和绢云母化

等
。

其中夕卡岩与铁矿关系密切
,

矿体往往

产于其中
。

关于矿床成因
,

有多种认识
,

我们认为

可能是沉积菱铁矿床经花岗岩的改造
,

形成

层状接触交代铁矿床
。

广 东铁坑坳铁矿床 位于华夏古陆边

缘的永 安 一梅 县 叫陷带内
,

出露的

地层有泥盆系
、

石炭系和二迭系等
。

矿体赋

存于中
、

下石炭统地层之间 图
。

区内有花岗岩侵入
,

但矿体亦未产在接

触带上
。

拉岩蚀变有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
、

夕卡岩化和黄铁矿化等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 产出
,

矿石矿物

主要为磁铁矿
,

另有少量黄铁矿
、

黄铜矿和

锡石
。

矿石呈细粒半自形晶结构
,

块状和条

带状构造
。

该矿床和 马坑铁矿床是在同一成矿凹陷

带上
, ,扮其成因可能也是相同的

。

从上述接触交代铁矿床实例中
,

可以明
显的看 出这类铁矿床有几个特点 矿体赋存

于一定的层付内
,

呈层状和似层状产出 , 矿

体产于一套碎屑岩一碳从盐岩建造之 , 矿

床附近岩浆活动强烈
,

从而夕卡岩化普遍
,

而

且与铁矿体紧密伴生
。

这些特点正好可 以和

菱铁矿床的特点进行对比
,

两者之问的主要

差别在于岩浆活动和围岩蚀变的强弱上
,

即

在接触交代铁矿床范围 内
,

岩浆活动和围岩

蚀变较之菱铁矿床强烈得多
。

二 石炭纪铁矿床含矿岩系对比

我国南方石炭系地层
,

由于各处地壳运

动发展的不平衡性
,

在岩积和矿层位皿的高
低上是有差别的

,

在中石炭世
,

有较大的黄

龙期海及
,

形成一个而积
‘、

魅广的荧龙海
,

并

以中石炭统黄尤灰岩为标志
。

我囚南方石炭

系地层 适可以对比的
。

另外
,

随若黄龙期的

海浸
,

在一些古陆边缘的 陷 带 内 沉积了

铁
、

锰
、

铜
、

铅
、

锌和黄铁矿等矿床
。

这些

矿床虽经以后的地质作用 特别是岩浆侵人

作用
,

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面貌
,

但若以含矿岩系来进行对比
,

还是可以石出

它们在成矿时代和 赋 存 部 位上基本是一致

的
。

如图
、

所示
,

不管是沉积或沉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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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我国南方石炭纪含矿岩系对比图



造菱铁矿床
,

还是接触交代铁矿床
,

它们大
都产生中石炭统黄龙组的底部或靠近底部的

范围内
,

赋存于碎屑岩建造向碳醉盐岩建造

过渡的部位
。

淮阳古陆 湖北盆地 汀 南古陆 华厦古陆

噜髯宝译乒
湘璐 阂海欲地

尸万 厂弓杂攀黔扮户

一书甲举忍渭攀姿全平墓 篡
与 洲 丁、获醒了 ” ,

,

图 我国南方泥盆一石炭纪沉积岩相剖面示意图

三 菱铁矿床和层状接触

交代型铁矿床的联系

从以上含矿岩系的对比来看
,

在石炭系

地层中
,

特别是中石炭统地层 内
,

有沉积一

改造型菱铁矿床和接触交代型磁铁矿
、

镜铁

矿床产出
。

这些矿床的矿石类型及伴生元素
虽各不相同

,

但矿休的赋存部位却是一样 ,

矿体的产状和地层产状基本一致 , 矿石中有
反映原始沉积特点的鲡状和生物结构

,

以及

层状
、

层纹状
、

条带状 构造
。

当然
,

有些矿

床被改造的程度较深
,

已难于识别原始面貌
,

但其含矿层位却没有大的变化
,

只是矿石矿

物重新结晶改变性质
,

同时有较强烈的夕卡

岩化出现
,

从而形成接触交代型铁矿床
,

这

主要是由后来的岩浆侵入改造的结果
,

这种

改造可由下列方式来解释

在菱铁矿矿石焙烧试验中
,

在
“

温

度内加热一段时间
,

菱铁矿就可转变成磁铁

矿
,

放出二氧化碳

加 热
“

—,
‘

个
由这个反应可推想

,

一个菱铁矿体在地

下
,

只要有热源
,

使它在
“

高温内作用
,

同时又有一定的氧分压使其氧化
,

这样
,

菱

铁矿体就可以被改造成磁铁矿休
,

并放出大

量二氧化碳
。

若这个热源是一个炽热 的岩体

不论是中性岩或酸性岩
, ‘

已本身除带来

热量外
,

同时在岩浆热液中又有较高的氧分

压
,

这就具备了使菱铁矿体转变成磁铁矿体
的基本条件

。

当这个反应是在地下一个封闭系统内进

行时
,

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不能向外逸出
。

随
着反应的不断进行

,

系统 内二氧化碳不断增

加
,

达到饱和状态
,

即化学位足够高时
,

就

能阻止菱铁矿的分解和改造
,

从而使磁铁矿

体中可残留部分菱铁矿
,

这时在系统内反应

达到平衡
。

这一平衡的系统 随 着 温 度的下

降
,

又会出现新的反应
,

即当温度下降时
,

出现热水溶液
,

系统内的二氧化碳溶解到水
溶液中

,

形成
,

从而改变了原 来 的

氧化环境
,

并使二价铁还原成三价铁
。

这时

溶液中的
十

和 若
一

结合
,

就 出现了新的

菱铁矿液
,

它可穿插到已改造成的磁铁矿体

及围岩中
,

形成所谓接触交代型菱铁矿床
。

另外
,

岩体的侵人不仅带来了热能和足

够的氧分压
,

同时带来较多的富硅残余熔休
,

它们和菱铁矿体中的碳酸盐起交代作用
,

就

形成一系列夕卡岩矿物
,

从而使菱铁矿床
,

被改造成为接触交代型磁铁矿床
。

当这个岩

体所带的残余熔体中有一定的铁液时
,

则可

使原来的铁矿体进一步富集
,

若还带有其他

元素 如相
、

锡
、

钨等
,

就可以迭加于铁
矿体之上

,

形成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组合的

矿床
。

当原来的矿床是赤铁矿时
,

在受岩浆热

液改造时
,

就有两种可能 一是当有还原剂

时 自由碳
、

气态的 或
,

赤铁矿可

被还原成磁铁矿 , 在有较高的温度和氧分压

时
,

赤铁矿则会发生重结晶
,

形成镜铁矿
。

对于以上的推理
,

仅根据成矿时代和含

矿岩系的对比
,

结合焙烧试验的结果而得出

的
。

若这种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话
,

在今

后的找矿过程中
,

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