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必 新疆某菱铁矿床 仍伪伪曹
令伪伪的伪伪。黄 永

仑
磋种必伪伪必伪伪令

今

本矿床是赋存于时代较老
、

变质较深的

岩系中的一个品位较富
、

规模可观的菱铁矿

矿床
。

已有的少数报道多是根据最初的评价

报告
,

以后的详查
、

填图和评价资料均未能

囊括在内
。

由于路途遥遥能亲赴现场直接观

察与研究的人寥寥无几
,

兹不避累赘
,

以亲

身参加工作之体会与详查资料整理成此文
。

一 地 质 概 况

矿区位于某褶皱带西段一个隆起区的北

缘
。

区域地层 表 以前震旦系区域变质

岩为主
,

其中的沙里科尔群第三组
、

第四组

构成矿区的主要岩石
。

它由北向南东延展
,

在矿区 内拐向南
,

似 “ 半岛状 ” 伸入岩浆岩

中
。

区内中一酸性岩浆岩很发育
,

矿区北
、

西
、

南三面为 弓梁晚期石英闪长岩所环绕
。

前震旦系地层沟成向斜构造
,

轴向北西一北

北西
,

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

矿区地层组

成区域向斜北翼
,

并形成次一级倒转向斜
。

矿床即产于倒转向斜靠近轴部的北翼
。

岩层

走向近东西
,

向北中度倾斜
,

其产状受到围

绕它的岩浆岩之影响
。

矿区内的断裂主要发

育于成矿以后
,

已知有两组 北西西一
南东东 向逆断层

,

倾向南
,

倾角小 , 北

东一南西向断层
,

向南东倾斜
。

它们的断距

都不大
。

还有一组顺层错动
,

使大理岩与矿

休局部呈构造接触
。

地地 层 符 号号 岩 性性 厚度
,

米米

第第第第 全新统统统 现代河床堆积 , 风成砂积
,

黄土沉积积积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系系系系 更新统统统 冰川及冰川作用形成之泥

、

砂
、

砾石堆积积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量薄层大理岩与绢云母 石 英片岩
,

过渡为白色薄层大理岩与钙钙钙钙钙钙钙下下下下下 第三段段 尹尹 质石 英片岩
、、

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生生生生生 第二段段 老老 灰绿色绢云绿泥角闪石英片岩岩

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第第第第第一段段 浅绿色角闪绿泥石英片岩岩

前前前 沙沙 第第第
‘‘ 上 部为灰色黑云斜长片麻岩夹云母 片岩及菱铁矿 ,,

展展展 里里 四四四四 下 部为黄色粗粒结晶大理岩夹菱铁矿层层层
且且且 科科 组组组组组组

系系系 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

群群群群 第第第 中上 部为灰色二云 母石英片岩夹菱铁矿层 ,,

组组组组组组组 下部为互 层 的灰 白色石英岩与灰色二云母石英岩夹灰色
、

黄色条带带带
状状状状状状状大理岩岩岩

第第第第第第 上 部为灰色硅 线石 红柱石董青石石 英片岩与石 英岩互层 ,,

组组组组组组组 中下 部为灰色薄层 细粒结 晶大理岩和灰绿色绿泥绢 云石 英片岩岩岩

第第第第第第 灰绿 色片状
、

千枚状 石英片岩夹少量大理岩 阳石英岩岩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
·· 第第 第第 矛矛 中上 部为千枚状绢云母 片岩 ,,

什什 组组 段段段 下部为灰绿色绿泥石 二云母石英片岩岩岩

库库库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 段段 中上部为黑云斜长片麻岩与石英岩互层 ,,

干干干干干 下部以深 灰色含硅线石
、

石榴石
、

黑 云母奈长片麻岩为主主主

⋯⋯⋯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第第第第第第 孟孟 上部为黄色大理岩 ,,

段段段段段段段 中下部 以灰色黑 云斜长片麻岩为主夹云母片岩
、

石英岩岩岩

第第第第第 第三段段 全全 以灰色 中一粗粒结晶片麻岩为主 ,

沿走向向东南变为 以角闪绿帘大大
组组组组组组组 理岩为 主主主

第第第第第第 全全 测 区 东 南部 以 白色大理岩为主 ,

夹少量 石费片岩
、

片麻岩 ,,

段段段段段段段 东北部 以斜长片麻岩为主 ,

夹石英片岩
、

二 云母片岩岩岩

第第第第第一段段 孟孟 以灰 色黑云母 片麻岩为主
,

夹大理岩
、

石 英片岩
、

石英岩等等

第一组组组

⋯
· , ’’ 片麻岩夹少量 石 英岩

、

石 英片岩岩

刁



二 含矿岩系特征及围岩蚀变

含矿岩系为沙里科尔群第三 组 及 第 四

组
。

两组岩石组合见表
。

第三组在矿区 内

呈东宽西狭 的 楔 形 第四组呈一大透镜状

长 公里多
。

它们在矿区西端被石英闪

长岩切断
。

矿体的形态
,

特别是 号矿体的

变化
,

似与围岩 大理岩 的形态有关
。

现舞有关岩石岩性叙述如下

含矿 围岩 包括云 母石英片岩
、

大理

岩
、

黑云 母斜长片麻岩
、

石英岩和绿帘石石

英大理岩
。

云母石 英 片岩 灰至灰黑色
。

鳞片粒状

变晶结构
,

平行构造
。

主要矿物 石英 一
,

绢云 母
,

黑云 母 一
,

白云 母 一
,

斜 更 长石 ,

此外还有少量硅线石
、

磷灰石
、

铅石
、

黑电

气石
、

石榴石
、

十字石
、

磁铁矿及麦铁矿
。

大理 岩 风化面褐黄色
,

新鲜 厕白色或

浅灰色
。

粗粒变晶结构
,

块状或 条 节 状 构
造

。

主要矿物 方解石 半自形一他形
,

粒
径 毫米

,

解理
、

双 晶 发 育 一
,

石英 次圆状或他形 粒状
,

粒 径

毫米
,

有波状消光 , 还有少

量 白云 母
、

黑云 母
、

黄铁矿
、

黑电气石
、

错

石
、

白钦矿及绿帘石
。

黑云母针长片麻岩 灰黑色
。

纤维鳞片

变晶或鳞片花岗变晶结构
,

不明显的平行构

造
。

主要矿物 石英 一
,

黑云 母 一
,

斜 更 长石 一
,

白云 母 一
,

硅线石 , 还有 少 量 黑 电气

石
、

磷灰石
、

错石
、

绿泥石及磁铁矿
。

石 英 岩 浅灰一浅绿色
。

等粒花岗变晶

结构
,

块状构造
。

主要矿物 石英 一
,

绿帘石
,

方解石
,

黑云 母

还有少量普通角闪石
、

镜铁矿
、

硅线石
、

白

云 母
、

磷灰石
、

黄铁矿
、

磁铁矿及绿泥石
。

绿帘石 石 英 大理 岩 花岗变晶结构
,

不

明显的层状构造
。

主要矿物 方解石 士 ,

绿帘石
,

石英 还有少量微斜长石
、

斜长石及普通角闪石
。

, 岩浆岩 主要是石英闪长岩
,

呈巨大

岩基 , 从北
、

西
、

南三面包田矿床
。

即矿床

最近处 米
,

其岩性为 浅灰一浅绿

色
。

中粒一不等粒花岗结构
,

块状及不明显

之片麻状构造
。

主要矿物 中更 长石 半自

形板状
、

短 粒 状
,

粒 径 一 毫 米 一
,

石英 他形粒状
,

粒径。 一 毫米
,

常见波状消光 士 ,

普通角闪石 探自

形粒状
,

长 一 毫米 一
,

微斜长石

一
,

黑云母 一
, 、

矿物了
‘

石寿灰

石
、

错石
、

磁铁矿
、

磷忆矿
、

’马初
、一 、

金红

石
、

梢石
、

石榴石及钦铁矿等
。

脉岩 主要是顺层贯人于各种变质岩

及菱铁矿休中之中一酸性岩脉
。

包括呀仁品花

岗岩脉
、

花岗岩脉
、

闪长岩脉及细 品岩脉等
。

个别岩脉斜穿岩层
。

岩脉一般宽 一 余米
,

长数至数百米
,

普遍受强烈蚀变
。

伟晶花岗岩脉 加力色
。

细 粒 伟 品 结

构
,

块状构造
。

矿物成分 石英 一
,

钾一微斜长石
,

钠一更长石
,

白云

母 名一
,

绢云母 一
,

黑云母 ,

还有很少最的黄铜矿
。

花岗宕脉 灰白色
。

细 粒 花 岗 变 早结

构
,

块状构造
。

主要矿物 更长石
,

石英
,

黑云母
,

微斜长石 一
, 还有少星错石

、

磷灰石
、

磁铁矿
、

电

气石
、

白钦矿及蚀变矿物
。

闪长岩脉 绿灰色
。

变余粒状结构
,

块

状构造
。

主要矿物 斜长石
,

普通角闪

石 一
,

单斜辉石
,

黑 云 母
, 还有少量磷忆矿

、

方解石
、

磁铁矿
、

错石
、

磷灰石
、

石榴石及绿帘石等
。

细 晶岩 鳞片花岗 变 品 结 构
,

块状构

造
。

主要矿物 石英
,

斜长石
,

自

云母
,

菱铁矿 热液作用生成 ,

还有少量绢云母
、

黑云母
、

磷灰石
、 ’

钦矿

及黄铁矿
。

围岩蚀变 矿区内旧岩蚀变不强烈
。

能见到的有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菱铁矿化

和硅化
。

蚀变带之性质
、

规律
、

规模等尚不

清楚
。

此外
,

单矿物细脉或复矿物细脉也较

发育
,

如石英
、

石英一绢云母
、

石英一方解

石
、

石英一黝帘石
、

铁 自云石等细脉
,

穿插

于围岩之中
。



三 矿床特征

菱铁矿体赋存于石英闪长岩体外侧
,

前

震旦系沙里科尔群大理岩
、

石英片岩互层带

中 图
。

整个矿床呈一单斜状
,

向北北

东 中度倾斜
,

近东西向展布 , 包括三个主要

矿体 层 、 矿体与围岩整合接触
,

界线明

显
。

工号矿休 为 最 主 要 的 矿 体
,

产 于

妙大理岩中
,

大致呈中间厚
、

两端

薄的大透镜袂
,

间夹薄层大 理 岩 及 石英片

岩
,

将矿体分成三条
、 、

号

扁豆状
、

似层状的小矿体
,

倾向
“ ,

倾角一般上盘
“ ,

下盘
。 。

已揭

露的矿体长 一 米
,

宽 米
。

大

‘

犷犷
,, 产 尸尸

一生
」」

二己一
,,,,

,,,,,,,,

是”” 一

澎澎狡狡 沂“
,,,

人
厂厂产产产产

件件件钾钾
夕夕

愿愿愿 馨馨馨馨馨馨馨
””””‘

牙牙牙牙牙 黔黔
占。犷犷

口口口口

厂 。’’ ‘

戴日日日日日
七乃乃乃乃乃

呱舔户
厂

生牙沁
刀刀

〔巫 」河床” 「亚习冰水堆积 〔巫囚
云母片岩和黑云斜。岩 区巫国

云母石英片岩

匣困
大 ”回

石英闪 、 豁
。 , 号 压日 。

化。闪

、
巫日 花岗岩。 , 脉 匠巫刁探 号

图 矿床地质图

部分向两端逐渐尖灭
,

亦有分枝复合
、

突然

尖灭者
。

此外
,

在 工号矿体以西
,

公里范围

内
,

断续出露 一 米厚的菱铁矿体三处
,

长 米
。

就其赋存层位
,

与 号矿体

相当
,

似为 号矿体之西延部分
。

号矿体

之东
,

探槽揭露菱铁矿体厚 米 , 号

矿体东西推断延长达 米以上
。

号矿 体 为较规则之似层状矿体
,

产

于 梦翌黑云母斜长片麻岩和云母石英片

岩互层带中
。

厚度
、

品位沿走向均较稳定 ,

与围岩整合接触
。

产状
。

乙
“ 。

宽度

多米
,

走向延长推测达 米
。

矿体分贫富

两层
,

上层贫薄
,

下层富厚
。

皿号矿体 为较 规 则 之 似层状
,

产于

蓦云母石英片岩中
。

矿体走向延伸

。。米
,

宽 多米
。

产状变化较大
。

东端
。

匕
“ ,

中 部
“

乙
。 ,

西端。一
。

匕
“ 。

矿体常被后期贯入之
伟 晶岩脉

、

花岗岩脉穿插
。

矿石品位中部富
,

西部贫
。

除上述外
,

矿区周围仍有许多小矿体 ,

一 子君 一



因工作程度低而未追索完毕
。

四 矿石特征

矿石物质成分与结构构造 主要矿物

为原生菱铁矿
,

次生矿物有水赤铁矿
、

褐铁

矿
,

脉石矿物有石英
、

云母
、

镁铁白云石

含少量黄铁矿
、

黄铜矿
。

矿石类型可分为 菱铁矿一 水 赤 铁 矿

型
、

水赤铁矿一褐铁矿一菱铁矿型
、

褐铁矿

一水赤铁矿型和铁白云石一菱铁矿型 贫矿

四种
。

矿石全铁含量
,

其他组

分见表
。 么

二 ,

为酸性矿石
。

矿石体重 一
。

矿石主要呈半自形粒状
,

次为自形粒状结构
。

号矿体光谱
、

化学分析给果 表

内反射色红褐或白色
,

硬度低 , 水赤铁矿呈

灰色
,

均质
,

内反射色红或红揭色
,

硬度高
。

脉石矿物中以镁铁白云石为主
,

石英次

之
。

镁铁白云石呈白一黄白色
,

粗晶达 一
毫米

。

光片中为白色
,

强 均质
,

内反射

色为白色
。

镜下测得 一
,

双

折射率数高
。

这种矿物常呈品簇或细脉穿插

于菱铁矿石中
。

石英为他形
,

不规则至次浑

圆状
,

粒径 一 毫米
。 ‘

常与云 母组成微

细条带
。

此外
,

矿石中还见有少 改没染状或细脉

状之黄铜矿
、

黄铁矿
。

伴生有用元素 主要是铜衬 黄铜矿
,

地表氧化为孔雀石 , 分布 号矿体之下部
,

号矿体之中部及西部
。

桐的富集
、

生成规

律及分布是很值得今后注意的
。

元元素素 含

⋯
元 ,, 含

胜胜

自

烧失童童

五 矿床成因讨论

七个样品
。

以块状构造为主
,

亦见显微条带状
、

片状
、

疏松状构造
,

浸染状 构造少见
。

次生氧化作用 矿床地处高山区 海
拔 米

, 气候干燥寒冷
,

地表永

冻层在 米以上
,

故氧化作用不强
。

号矿

体随机采样 个
,

经光薄片鉴定和部分化学

分析
,

菱铁矿氧化分解后全部 一

转变为高价铁者有 个样品
,

大部分

转变者 个样品
,

部分转变者有 个样品
。

菱

铁矿氧化后变为假象水赤铁矿
,

进一步氧化

失去晶面结构形成致密或疏松状的褐铁矿
。

因氧化水解过程中矿石失去
、

而使

铁质相对富集
,

含量增加
,

孔隙度增加
。

矿石与脉石矿物特征 菱铁矿 水赤

铁矿 呈褐黄色一酱紫色一深褐红色
。

半自
形一自形晶粒

,

粒度一般为 一 毫米
,

少

数粗晶直径可达 厘米
。

玻璃光泽
,

红褐色

条痕
。

光片中菱铁矿呈深灰色
,

强非均质 ,

综上所述
, 、

本矿床有如下特征

矿床赋存于前震旦系区域变质带海相

碳酸盐一细粒碎屑岩建造中
,

菱铁矿层与石

英片岩
、

大理岩互层
。

矿体形态简单
,

呈层

状
、

似层状或透镜状顺层展布
,

一

, 比岩整合

接触
,

界限清楚
,

矿层 内并夹有薄层大理岩
。

矿层原生沉积层理洁楚
,

单层厚数至

十数厘米
。

矿石组分单一
。

围岩蚀变种类少

而微弱
。

未发现成矿前的控矿构造
,

而成矿后

之褶曲常使矿体连同人理岩
、

石英岩夹层 产

生同生褶 曲 图
。

矿化沿走向变化小而较均匀
,

矿层巾

可见贫富相间现象
。

由此分析
,

元古代本区处于沉陷时期
,

含多量铁质的陆源物质不断搬运并在海盆 ‘ ‘

司生招曲现泉



沉积下来
。

沉降速度相对缓慢
,

并出现海浸

海退交替的还原环境
,

沉积了大量菱铁矿
。

这是成矿的基本因素
。

矿床生成后
,

受到区

域变质作用和热液活动的影响
,

在 “量 ” 和
“局部 ” 改变了矿床的面貌

,

其表现是

矿床三 面为石英闪长岩所包围
,

岩体

与矿体最近距离仅 米
。

矿体与围岩中均

贯人有中一酸性岩脉
,

脉岩蚀变强烈
。

少数

脉岩 出现粒状浸染之菱铁矿含量达
。

矿

石被后期菱铁矿细脉
、

铁 白云石脉
、

石英脉

穿插普遍
。

围岩 大理岩 中见有
。 米的菱铁矿透镜体团块 及大理岩 被溶蚀

交代现象 图
。

矿石品位较富
,

菱铁矿结晶粒度粗
,

可见菱面体直径达 厘米的完好晶体
。

。号矿体最高品位可达
,

赋

图 大理岩中之菱铁矿团块

存于构造破碎带中
。

号矿体形态较为复杂
,

亦与区域变质作用及后期热液活动有关
。

上述特征说明
,

沉积矿床形成后
,

在区

域变质过程中促使菱铁 矿 重 结 晶
,

粒度变
粗

。

矿层随岩层发生褶曲
。

成矿后的断裂及
岩浆岩的侵人使部分铁质迁移

,

并在构造裂

隙中重新沉淀形成脉状矿体
。

故此
,

本矿床
之成因

,

应属于沉积一变质 加 热 液 改造矿

床
。

名
。孟,,、。‘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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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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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己缓矍鑫逃 新润滑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初试情况

我矿区有一层含钙离子较多的结晶

灰岩
,

使用小 口 径 小 人造金刚石

钻进时
,

用皂化油作润滑剂
,

产生胶状

岩粉沉淀
,

并容易发生烧钻事故
。

后在

皂化油冲洗液中加人适量的洗衣粉调节

值
,

情况有所好转
,

但有时不 小 心

也会烧钻
。

最近
,

在中南矿冶学院的协

助下
,

在三个钻孔中
, 用十二烷基苯磺

酸钠作润滑剂
,

钻进中取得较好效果
。

我们在应用中发现

它的抗钙性能强
,

用 硬水时也不

需软化处理
,

碰到含钙离子多的岩层
,

不产生胶状岩粉沉淀物
。

从润滑性能来看
,

同皂化油差不

多
。

用此种之,户洗液
,

在井深 多米时
,

钻速能达到 转 分
。

我们只因地层破

碎
,

掉块多
,

以及钻杆质量不好 ,

才降

速钻进
,

当转速开到 一 转 分时
,

电流表数字显示为 一 安培
。

去垢能力较好
。

从取上来的岩矿

合和钻具来看
,

汕污很少
。

成本较低
。

十二烷 基 苯 磺 酸钠

含量不是 的 每公斤约七角钱
,

而皂 化 油 每 公斤却要一元九角左右
。

而且前者用量少 每一立 方 清 水 只加
。 ,

后者用量多 每立方清水需

加
。

调制注意事项

为了节约用量
,

先将十二烷基苯磺
酸钠用清水调稀

,

用广范试纸测其

值在 一 为好
,

然后将此弱碱 性 的

溶液倒进水池 或大水箱
、

水桶
,

全

他清水就呈弱酸性或中性 值在

之间
。

当然各地水源水质不同
,

用时还须先做试验
。

以上说的
,

是根据

我们施工矿区用水 值为

为依据的
。

在遇到因井底粗岩粉多
,

影响采取

率时
,

此冲洗液中还应再加微量 万分

之一 的梭 甲基纤维素
,

以增加悬浮岩

粉的能力
。

·

广 西 冶勘 队 郭鑫
·

八石介‘孟六孟甘
、,卜、,夕七七心心了办了工甘了妙心心
‘

,
、,卜‘自了心七心、’全心心龟,、叮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