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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质学院矿床教研室 冯志文 思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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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

我们对山东淄河地区的构造特征

和矿床成生机制进行了考查和研究
,

在前人

工作的基础上 , 逐步认识到该矿床成矿作用

的复杂性
,

并具有多种成因和多期次成矿的

特点
。

本文仅据近期野外调查和部分室内分

析鉴定资料
,

试图总结 “淄河式 ” 铁矿的成
矿特点和找矿远景

。

本文提出 ’苗河式 ” 层 控 铁 矿 这一名
称 , 目的是为了区别该区以往称之为 “朱崖

式 ” 的铁矿
。

因为后者系指出露地表和浅部
的褐铁矿

,

而且强调中一低温热液成矿和构

造因素控矿
。 ’

中一低温热液型铁矿
,

在该区

是确定无疑的
,

但那些层控明显
、

沉积特点

显著的铁矿床
,

却很难用单一的中一低温热

液成矿作用加以概括或解 释
。

因 此
,

提出
“淄河式 ” 铁矿

,

并赋予它多种成矿作用的

层控概念
。

在工作中得到了朱上庆
、

翟裕生
、

夏卫

华老师的指导 , 唐建文
、

翟颖川
、

黄永坷工

程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 施 允 亨
、

张起

诚
、

宋世民
、

仲亚雄同志提供了部分岩矿及

人工重砂材料
。

在此深表感谢
。

构造以片段的纬向构造和新华夏系构造

为特征
。

前者以地层呈单斜构造
、

层间剥离
构造为主

,

结构面产状平缓
,

倾向北北西一
北北东

,

倾角
“ , 后者与同纬向构造有

成生联系的北东向断裂呈斜接复合
,

构成纵
贯全区的淄河断裂系统

,

总体呈北北东向展

布 图
。

地质概要

该区位于华北陆台东南
,

东与胶东古陆

相接
,

南与秦一淮隆起毗连
,

属于陆台与古

陆的过渡地带
。

出露地层除部分基底变质岩系为泰山群
之外

, 主要屯下古生界寒武一奥陶系细碎屑

一碳酸盐相地层
,

局部发育有 火 山 凝 灰岩
层 , 上古生界仅局部见石炭系

、

二迭系煤系

地层 , 中生界一新生界为零星分布的湖泊相

碎屑岩及火山岩 图
。

岩浆岩不甚发育
,

较大的侵人体分布在
矿 田的南北两端及中段

,

以闪长岩类为主
,

北有金岭岩体
,

南为莱芜岩体
,

中系泰河岩
体

。

浅成脉岩及喷出岩零星 出露
, 如 苦橄

纷岩
、

云斜煌岩
、

碳酸岩
、

辉绿岩
、

细晶岩

等多呈岩床或岩脉产出 , 具有气孔或杏仁构
造的暗色熔岩和凝灰岩局部可见

。

这些岩体

多分布于寒武一奥陶系地层
,

与地层产状趋

于一致
,

它们产出的时代
,

除金岭
、

莱芜岩
体有同位素年龄数据确定为燕山期

,

其他皆

无资料
。

铁矿主要产于寒武一奥陶系地层中
,

这

是一套浅海相以细碎屑一碳酸盐为主的含铁

岩系 图
。

正常沉积
、

向正常沉积过渡
的火山一沉积型铁矿构成了矿床主体

,

后期
成岩作用

、

热液成矿作用
、

动力变质作用
、

表生作用
,

对其进行了不同 程 度 的 同生改

造
、

热液叠加和次生加富
,

使矿体形态
、

矿

石成分和结构构造相对复杂化
。

纵向上
,

已

发现的含铁层位有十多层‘ 目前已确定具有

工业意义的矿体主要有四个大的层段 , 横向

上
,

矿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

矿体多呈层状
、

似层状
、

透 镜 状 和 脉

状
,

产状除脉状矿体外
,

一般较平缓
,

与上

下地层产状基本一致
。

矿体规模大小不一
,

一般延长几百米
,

延深百米左右 , 厚几米 ,

大者延长 。米
,

延深 米以上 ,

最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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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淄河铁矿构造纲要图

石矿物是菱铁矿
、

赤铁矿
、

镜铁
矿

、

水赤铁矿
、

一般褐铁矿
、

针

铁矿
,

这些矿物约占矿体总量的

含铁矿物 铁白云石
、

缅

绿泥石
、

海绿石 约占 , 锰

矿物夕软锰称 硬锰称 黝锰心
竺 朴 尽化物 黄铁矿

、 ,

黄铜

矿 , 其他矿物 方解石
、

自云石 重晶石
、

萤石
、

石英
、

玉

髓
、 , 绿帘石

、 一

透闪石
、

阳起石
、 ”

蛇纹石
、

金云母 磷灰石
、

电气
石

、

据石
、

错石
、

金红石
、

碳硅

石等
,

约
。

菱铁矿矿石呈隐晶一细晶
,

毫米
、

自形一半自形中

粒 毫米
、

自形一半自

形粗粒 毫米 结构
,

微

层一薄层
、

条带状
、

块状
、

团块

状
、

细脉浸染状
、

斑杂状
、

鲡粒
状

、

同生碎裂构造 , 赤铁矿一镜

铁矿矿石多为细粒 或片状 结

构
,

块状‘细脉状
、

斑杂状构造

上弓
少

祥
生

图 寒武系含铁岩系地层剖面图 一

褐铁矿矿石为细粒
、

针状
、

纤 维 放 射吕状结

构
、

钟乳状
、

葡萄状
、

皮壳状
、

晶腺或晶洞

状
、

环带状
、

块状
、

土状
、

蜂窝状
、

网格状

构造
。

矿化类型简单
,

有沉识菱铁矿型
、

同生

改造或热液叠加菱铁矿型
、

赤铁矿一镜铁矿

型 多与热液活动有关
、

水赤铁矿一一般

褐铁矿一针铁矿型 主要为上述类型次生变

化产物
,

但有韵地段 也可能是沉积相变的结

果
。

矿体内部矿化比较均匀稳定
,

沿矿体

走向或倾向全铁品位变化不大
,

沼厚度方向

品位变化明显
,

具有韵律式变化的特点
。

矿床中重晶石普遍发育
,

常呈脉状
、

团

块状产于矿体上盘或矿脉上部
。

为探讨矿质
来源问题

,

对其进行了硫同位素测试 共

个样品
,

取 自朱崖矿区的不同矿体和矿体的

不同部位
,

由冶金部地质研究所 协助测定
,

结果表明重硫偏高
, 各 “ 弓筋皆属正值

,

变 叱

在 之间 图
。

同 叶
·

尔缅科
、

潘金娜 年 发表的资料

对比
,

该区重晶石相当于古海洋的硫酸盐
。

由此认为热液型铁矿中重晶石的硫酸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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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海洋的硫酸盐 ,

降水的硫酸盐 ,

酸盐 , ‘ ·

古
陆地水

内陆海的硫酸盐 大气圈
的硫酸盐 岩石中火山硫

海洋的硫酸盐 姐 淄河铁矿中的硫酸盐

层结核状灰岩 图
、 、 。

矿层 自 下

而上可分出鲡绿泥石一鲡状灰岩带
、

不连续

是来自围岩
。 的条带状海绿石一缅状灰岩带

、

铁白云石一

菱铁矿带
、

片状绿泥石一鲡状灰岩带
,

这些

二 铁矿建造
带并无明显界线

,

矿层厚度一般 一 米
,

根据成矿作用和矿物共生组合
,

将铁矿

划分为四种主要的建造类型
。

隧石条带灰岩一铁白云石一菱铁矿建

造 在层序上属寒武系馒头组下段
,

下伏泰
山群花岗片麻岩

,

上覆黄绿色泥灰岩
,

菱铁矿

产于煊石条带灰岩中 图
。

矿体无明显界

面
,

厚度
’

米
。

矿石成分有菱铁矿
、

铁
白云石

、

黄铁矿
、

重晶石
、

萤石等
。

菱铁矿

乡而状灰岩 么鲡绿泥石一鱼而状灰岩 条带状海绿石 一 畅状灰君
铁白云石一英铁矿带 叶绿泥石一 鲡状灰羚 灰绿色乡〔岩 了 薄层

灰针 盆绿色页省 泥灰羚

田 中寒武统海球石 助绿砂好 的状灰裂卜菱铁犷建造 面

‘ 兰些丝了

礴拳介二获赢蘸藏磷绷片
花润 , 麻宕 底砾粉 工 砂少鲜冲 含萤石注从条带从岩 菱铁穿

一

层
乐 含刃以亡不讨 几杀带灰岩 泥从岩 紫红色贞岩

最大约 米
,

而且沿走向倾向
、

变化较大
。

然而整个建造层却具有层序稳定
、

分布广泛

的特点
。

由于热液成矿作用的叠加和风化一

淋滤对矿层 的改造
,

使不同地段 的剖面差异

很大
,

这对恢复原始沉积建造的面貌和相变
关系

,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

图
一

下寒武统链石条带状灰岩 一铁白云石 一 菱铁矿建造

脚护二

的粗细和颜色不等
,

细粒菱铁 矿 呈 灰 耸‘

灰棕色
, 纹层发育 粗粒菱铁矿为灰黄龟益

米黄色
、

棕黄色
,

呈团块
、

斑杂状分布于细

粒矿石中
。

铁白云石多呈灰黄或淡黄色
,

颗

粒相对粗大均匀
,

常与菱铁矿成互层或相间

条带产出
,

具有明显的微层或薄层构造
。 ‘

黄

铁矿一般呈稀疏星散状或细 脉 状 见 于矿石

中
,

但在矿层的某些地段黄铁矿
一

相对富集
,

可能属于沉积相变
。

矿体上盘重晶石比较发

育
,

多以细脉产出 , 下盘常见 断 续 的 萤石

带 ,

厚约 厘米
,

一般 为星散状或细脉状
。

海绿石一鲡绿泥石鲡状灰岩一菱铁矿

滋造 位于中寒武统张夏组下段
,

下伏中厚

层腼状灰岩
,

上覆黄绿色页岩
、

泥灰岩及薄

翻绿泥石一颐状灰岩 , 条带状海绿右一 而状灰岩 , 事玻物、
灰绿色页扑 中厚层灰者

图 中寒武统褐饮矿层 菱铁矿乳化带 剖面

硅质白云质灰岩一黄铁矿一菱铁矿建

造 产于上寒武统凤山组中上部碳酸盐类的

岩层中
,

下伏泥质条带灰岩
,

上褪白云质灰

岩
、

云斜辉岩 局部 地段发育 图
。

这套建造以富硅
、

镁为特点
,

一般在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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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葬荃挥熟熟熟熟熟
亩亩亩亩亩面口姿姿翻翻强

曰

任畔瞬工一一卫华鑫碧一呼浮华月月
巴巴巴巴叫‘压压三不扛己甲甲

、 一

百
一

、一了丫

‘‘一

一一
厂二士一 洲洲 串工些叫叫盆

,

协 手 叭叭
一 门州州

一
, 州州 ,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二犷洲山山

匡困
匡刃

砂土层 盛翻 中性麟 巨目泥灰岩 佳组 石麟 臣泪白云岩 巨弓趾矿层〔互〕奥略
似系上刀讽山担 图 硅质白云质灰岩一黄铁矿一菱铁矿建造纵剖面图

,

高者 , 约 ,

高者
达

。

硅质主要以细小的石英碎屑或次生

石英状态均匀分布于岩石中
,

绿泥石化比较
发育

,

常呈条带或细脉产出
。

岩 石 以 灰绿

色
、

碧绿色为主 ,

条带构造
、

同生碎裂构造

发育
。

矿石成分以菱铁矿为主 ,

并有少量镜铁

矿 , 黄铁矿比较发育
, 与菱铁矿密切共生 ,

多为它形不规则颗粒
, 呈斑杂状或星散状分

布
。

矿体呈多层状产出
,

各个矿体及其上下

围岩的物质成分和岩性岩相特点基本一致
。

硅质灰岩一黄铁矿一葵铁矿盆造 产
于中奥陶统马家沟组第二段 中上

部
,

下伏第一段 泥灰岩
,

上覆 含
砾泥灰岩

,

建造层自下而上分为
厚层灰岩带

、

硅质灰岩一黄铁矿 一 菱 铁 矿

带
、

风化一淋滤带 针铁矿 带
、

水 赤 铁矿
带

,

一般褐铁矿带
,

矿体上盘重晶石
、

萤

石发育
,

矿层与上下地层产状基本一致
, 矿

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图
。

后期
热液活动明显

,

有赤铁矿一镜铁矿脉穿插
。

菱铁矿多为细晶一隐晶
,

矿石呈致密块

状
, 品位较低

,

含量较高
。

图 例 除上述四个以沉积为主的铁

巨困中奥陶统第三段

中奥陶统第二段

揭铁矿带

馨豁
户户

‘

水赤铁矿带

赤铁矿 一镜铁矿
揭铁矿混合带

矿化灰岩

泥灰岩

纯灰岩

矿建造之外
,

该区尚发育部分脉
状铁矿

, 如脉石英一黄铁矿一菱

铁矿建造和脉石英一赤铁矿一镜
铁矿建造 ,

它们产出时间较上述

建造为晚
,

在空间上二者常常登
加

。

但后者也可以独立构成矿体 ,

甚至分布于基底 岩 系 花 岗片赚
岩中

,

其空间展布严格受滔河断

裂带诸级构造控制 ,
产状州般较

陡
,

走向有北东 当北西
。

两
组 ,

规模大小不一 ,

最大长

画昌黝国鳍霭目一︺一一一一一到烈溯渊撇洲例溯捌

囊鬓譬 一黄铁矿
带

米左右
, 延深百米以上 ,

宽者可

达 米
。

岩层倾向及倾角

角砾岩带

断层及
断层面
倾角

扭动方向
的倾 坷

、

三 成矿机制及控矿
因素

困口园

脚功 朱崖矿区矿体分带平面图

对于沉积铁矿来说
, 区域性

岩相古地理特点是控制其分布发

育的重要因素
。

该区处于寒武一

一 王 一



奥陶纪海盆地东南部
,

秦一淮 隆 起 与胶东
古陆相交的三角地带

,

在构造上恰恰处于地

盾与陆台的过渡带中
。

这样一个地带
,

一是
海陆联系密切

,

二是地质构造 相 对 比 较复

杂
,

随着海盆的沉降常常引起断裂与岩浆活

动
。

寒武一奥陶纪两时代的连续沉积
,

形成
的一套厚达 米以上的以细碎屑一碳酸盐

为主的含铁岩系
。

自下而上具有明显的超覆

现象
,

沉积旋回和韵律清楚
。

岩性
、

岩相变

化
, 下部以薄层碎屑岩

、

泥灰岩
、

白云质灰

岩为主
,

并具有多层同生砾岩和捅状灰岩以

及膏盐层
,

上部以厚层灰岩相对比较发育 ,

页岩或泥灰岩的颜色
,

下部以紫色
、

上部以

灰绿
、

黄绿色为特征
。

白云质的成分自下而

上有递减的趋势
,

硫化物和含铁硅 酸盐矿物

依铁矿成正相关系
,

高硅质岩石常与铁矿密

切伴生
。

铁矿层多位于海进序列的碳酸盐相

上部
,

上覆页岩或泥灰岩
,

矿体规模一般不

甚大
, 多成透镜状产出

,

并具有多层状发育
的特点

。

以上特点说明
,

海盆地是一个沉降幅度
不大

、

相对稳定而又颤动频繁的浅海
。

一套

海进序列的岩相表明
,

古气候随着海域的不

断扩大
, 由炎热干燥渐变为温暖潮湿 , 陆地

和临海地形具有海拔不高
,

夷 平 相 近 的特

点
,

海底地形具有明显起伏现象
。

这样一个
区域性的岩相古地理面貌

,

对于沉积型含铁

建造的形成
, 无疑是一个良好的环境

。

该矿床的铁质来源主要是三 个 大 的 方

面
,

一是当时大陆上的含铁岩系经历了长期
风化剥蚀

,

提供了大量的铁质 二是海底火

山喷发可能带出大量的铁质 , 三是沉积成矿

作用之后的热液 岩浆派生热液 及 地 下 热

水溶液 带来的成矿物质
。

根据铁矿建造的

特点分析
,

不同来源的铁质搬运的形式不完

全相同
,

陆源铁质一以碎屑悬浮状态和胶体

〔
·

〕形式或以重碳酸盐的方式

〔 一 、 ,

〕进入盆地
,

铁质碎屑经过盆地中 的

酸性还原水将其溶解出来
,

而后以碳酸盐的

形式沉淀下来 胶体不
·

〕常

常带有电荷
,

海水中的电解质可以破坏胶休

的电荷平衡
,

使胶体发生凝聚而沉淀
。

矿床

中矿石的胶状和娜粒构造 即 反 映 了这一特

点 , 海底火山喷发物 其中包括火山气一液

喷射物质
,

在该矿床具有远离火山拟搬运

的特点
,

搬运方式主要以铁重 碳 酸 盐
、

卤

化物
,

并伴随游离胶状硅酸
,

在较深的海水

中
, 借助水动力条件和火山热流的对流

、

扩

散而迁移
,

当遇到海水变浅的地段
,

水压相

应的降低
,

重碳酸盐分解形成菱铁矿
,

如 下

反应式

沪 个
在相对注陷的地带 和 分 压 较

高
, 也促使了卤化物的分解

,

反应式如下

‘
·

·

、 丢

, 。 杏
, 杏

, 杏 个

斗
杏

该矿床菱铁矿
、

黄铁矿及 部 分 萤 石共
生

, 充分反映了上述成矿过程的某些特点
。

热液成矿作用与火山成矿作用具有某些

共同特点
,

成矿物质的搬运方式以淡基
、

重

碳酸盐
、

卤化物为主
。

从硫同位素测试结果

来看
,

矿床中重晶石的形成并非热液直接析
出的产物

, 而是溶液中的氯化钡与围岩中的

膏盐组分发生交代的结果
,

反应式如下
‘

,
‘
杏

同样
,

溶液中的氯化铁也可随着围岩中
的碳酸盐分解 , 分压的增高而形成菱铁

矿
。

这类建造中大量的碳酸盐 矿 物 与 重晶

石
、

卤化物共生
,

重晶石 多以粗大完好晶体

呈脉状或团块状分布于矿体的边部或矿体的

上部
,

恰恰反映它的成生机理
。

构造对铁矿建造的产出
,

破坏或改造都

有重要意义
。

海盆地的沉降幅度和速度与 构

一 日 一



造活动有关
,

沉降速度适中对 铁 矿 形 成有
利

。

后期构造对建造的破坏或改造作用
,

常

常表现为变质现象和引进新物质的叠加
,

对

建造的次生变化具有促进作用
。

富铁地段与

海底古构造古地形关系密切
,

矿体的形态多

呈透镜状
,

无疑是海底洼地产物
,

这些洼地

海水相对车势芝,

海流海浪影响较小
,

环境比

较封闭
,

对游离胶状硅酸
, 、

的活

动和保存
,

是一个有利的环境
。

矿层产出于海进后期钙质岩相中
,

即沉

积旋回 由灰岩相向页岩相转变的部位
,

这个

转变带对铁矿富集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

一是

铁质来源丰富
,

二是陆源碎屑尚少
。

这样的

层序与我国 “宣龙式苏铁矿和 “宁乡式 ” 铁

矿略有不同
,

但从转变带的意义来讲却是一

致的
。

个别矿层产出于海进初期
,

海进初期

水域较小
,

海水较浅
,

使铁矿形 成 受 到 局

限
,

但是初进的海水可直接冲刷和溶滤古风

化壳的铁质 ,

增加铁质来源
,

因此在海进初

期的碎屑相之上可以沉积铁矿
。

多层状矿层的产出与海进海退和火山喷

发多期次有关
。

海进和海退可以变换海水的

水动力条件
,

是铁质迁移
、

集中
、

停滞和沉

积的重要控制因素
。

但频繁的海水进退会使

碎屑成分增加
,

同时也破坏了菱铁矿沉淀条

件
,

导致铁质的分散
,

而不能形成厚大的矿

层
。

从硅质白云质灰岩一黄铁矿一菱铁矿建
造剖面来看

,

各矿层上覆下伏地层的岩性
、

岩相近于一致
,

这与海进海退的岩性岩相变

化具有不同的性质
,

同时 随铁矿产出

而增高
,

这些皆反映了火山活动旋回和韵律

式喷发的特点
。

两种不同产状和性状的菱铁矿
,

是不同

成矿作用的结果
。

在沉积菱铁矿层中常发育
一种粗晶

、

黄色的菱 铁矿
,

根据它的产状
、

矿物组合和矿石结构构造特点
、

成矿温度测

试以及菱铁矿性状变化的物理化学条件
,

其
成生过程可能与成岩作用

、

动力变质作用
、

火山气液作用
、

岩浆热液及地下热水作用有

关
。

前两种作用是在沉积菱铁矿的丛础上
,

产生物质的相对流动或重新组合
,

而无新的

组分增加
。

由于
‘

和
十

的 压 缩 性 较
低

,

它们在成岩作用的静压力或构造应力集

中的部位活动性很强
,

沉积的细一隐晶菱铁
一 矿或铁白云石可以出现压溶

、

迁移
,

而后在

应力释放的同生碎裂构造和缝合线构造中重

新结晶
,

形成颗粒粗大
、

杂质较少的黄色菱

铁矿
、

铁白云石
、

黄铁矿等
。

这种成因的菱

铁矿 多呈细脉状
、

团块状产出
,

但层控现象
明显

,

在上覆下伏地层中很 少 见 有 脉体穿
插

。

后两种成矿作用
,

在物质来源和成矿方

式上基本相同
,

但前者往往与火山沉积矿床

在时间和空间上联系密切
,

岩浆热液及地下

热水的成矿作用 , 在时间
、

空间上不完全受

矿层控制
,

而构造控制则很明显
,

它与沉积

矿层可以穿插叠加
,

但也可以在其他岩系中

独立成矿
。

成矿温度和压力
,

对沉积铁矿来讲
,

成
矿温度 ℃

、

压力主要承 负 海 水 压力
巴 , 对成 者作用

、

热液成矿作用及动力
变质作用所形成的黄色菱铁矿及其共生或伴
生矿物的成矿温度和压力

,

根据矿物气液包

裹体测温和压力推算 上覆地层压力加成矿

物质内能派生压力
,

温度变化在

℃ 见表
,

压力约在 巴左右
。

矿物名称 测试温度
取样部“

⋯
备 注

石英

萤石

矿
石

体内部
英晶簇
围岩与
体上盘

均化法

数一个一口非一样一一

重晶石

方解石

〔 矿体及其圈岩均
姗

化法
裂

及
法

铁
菱

白云
铁

石
矿

士

镜铁矿

赤铁矿

磁铁砍

匕
矿体内部 爆裂法

注 由武汉地质学院矿床教研室和 中南矿冶 学院地质

系 年测试
。

成矿介质 内
、

值 根据沉积铁矿

中大量的碳酸 盆矿物的出现
,

说明当时海水

酸碱度基本上 属于弱酸一弱碱性 、了 ,

亚铁硅酸盐和 流化物与其共生表明
,

氧化还

原电位较低
。

热液成矿有关的铁矿
,

根据其
矿体的埋藏深度

、

矿物的组台和 围岩性质来

看
,

其成矿溶液的 与 五值具有不同的特

一 君口 一



点
,

深部矿石 多以菱铁矿和硫化物为主
,

浅

部矿石中赤铁矿一镜铁矿和重晶石发育
,

这

无疑反映了成矿介质的
、

值的差异性
。

四 找矿前景与方向

研究 “淄河式 ” 铁矿
,

不仅对鲁中这类

矿床的普查找矿具有一定的意义
,

对我国寒

武一奥陶系地层广布的华北
、

华南地区开展

新的找矿工作
,

将是一条重要 的 线 索
。

虽

然
,

目前在寒武一奥陶系中已知的沉积铁矿

还不算多
,

包括沉积锰矿在内
,

也不过十余

处
,

如河北 “易县式 ” 寒武系赤铁矿
、

四川
“宁南式 ” 奥陶系赤铁矿

、

海南 “石碌式 ”

铁矿 可能与寒武或奥陶系有关
、

湖南下

寒武统赤铁矿
、

祁连山奥陶系火山岩建造有

关的铁矿和锰矿等
。

但是结合我国寒武一奥

陶纪岩相古地理图和一些区域性地层的剖面

对比
,

以及前人对铁矿
、

锰矿的研究成果
,

都表明寒武一 奥陶纪浅海盆地是一个铁矿建

造产出的良好环境
。

根据已知矿点分布和铁矿建造的分析
,

参考国内外有关矿床的成矿特点
,

在找矿方

向上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陆源沉积铁矿建造 多沼古陆或隆起边

缘呈带状分布
。

含铁建造以细碎屑一碳 酸 盐 相 为特

征
。

铁矿产出层序
,

一般在海进或海退的岩

相转换带的灰岩或泥灰岩之中
。

火山一沉积铁矿通常分布于地槽与陆

台
、

或陆台与 古陆的过渡带巾
。

含铁建造以

高硅的绿色或灰绿色岩系为特征
。

海底古构造
、

古地形控制着铁矿的形

成与分布
,

一般在海底洼陷带常形成较厚的

矿层
。

寒武一奥陶纪海底火山成矿作用和白

奎纪及第三纪的岩浆侵入一喷 出活动是 “淄

河式” 铁矿成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

因而对岩

浆侵人一喷 出活动的成矿机理的研究是一个

重要的方面
。

“淄河式 ” 铁矿将是山东铁矿资源中

很有远景的一个类型
。

我 们 应 该 立足于淄

河
,

放眼色中
,

对大面积分布的寒武一奥陶

纪
、

甚至包括石炭一二迭纪的浅海相或海陆

交互相的含铁建造
,

开展工作
,

若重于沉积

相和古地理及古构造的分析研究
。

、尸 、洲 ‘广、洲 , 、产

口 、厂

一 甲 、
产

、产‘ 砂尹 一 、 、 , 一、 , 产 、产 、 、、产 、产、、产、‘ 、洲‘ 、产、 、尹 , 、沪 、产勺 、护 、沪、、 侧 、 产、产 , 尸一、夕 、曰产、洲 、尸 , 冲产 、洲、声
、

、 、产 、 一 、 、 、
一

、 , 厂 、 、 一、 灿产 、产 、 一 、子 、、

自云鄂博铁矿区首次发现铀社矿和碳酸饰钠矿

冶金工业部地质研究所 岩矿 室

一
、

铀社矿
, ,

‘ ,

是富含铀的仕石变种
,

该矿物比世界

各地发现的铀全矿含铀均较高
。

红褐色
、

黑褐

色
,

玻耽和油脂光泽
。

镜下黑褐色
,

不透明至

半透明
,

不溶于盐酸
。

电子探针分析矿物化

学成分
, ,

一
。 , ,

一 ,

, , , 。 ,

一 , 总计
, 。

光粉晶强线
, 。 , 。 , 。 , 。 ,

, , , 。

该矿

物产于西矿区白云石型泥稀土创矿石中
,

呈

细小晶体包袅于黑云母中或与滋铁矿共生
。

该矿物的发现对汕社的地球化学
、

矿床成因

及铀牡的综合利用具有地质和经济价值
。

二
、

碳酸钵钠矿
,

, , , ,

是含稀 土和银

元素的无水碳酸盐矿物
,

在我国首次发现
,

并为白云鄂博铁矿区增添了一个稀土矿物
。

浅绿色
,

透明
,

薄板状和厚板状
,

解理不完

全
,

玻璃光泽
,

具电磁性
,

粒度。 。 毫

米
,

易溶于盐酸并剧烈起泡
。

镜下无色或微

带黄色调
,

二轴晶 一 ,

见碳盐酸化现象
。

电子探针及化学分析矿物成分
, , 。 工 ,

, , , ,

, , , 、

, , 十 ,

总 卜
。

光粉晶强线
, , ,

。 , , 。 , 。 ,

,

双线
。

该矿物产于西矿区粗

晶质白云岩型妮稀土矿石

中
,

与 白云石和含铁白云

石密切共生
。

这两种矿

物的其它光学
、

物化性质

待后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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