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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陆块一地壳演化与前寒武纪沉积变质

铁矿床形成的原始机制初步探讨

贺 灌 之

前 言

古陆块是前寒武纪或大或小的盆地沉积

的见证
。

在古陆块及其边缘
,

的确存在着储

量大
、

品位富的沉积变质铁矿床
,

亦有规模

巨大的
、

与岩浆成因有关变质富铁矿床
。

此外
,

国家急需的黄金
、

金刚石
、

铬
、

镍
、

钒
、

钦
、

蓝石棉
、

钻
、

铂和放射性矿产

资源在古陆块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 古陆块

中
, 又往往出现深大断裂

,

它们的继承性明

显地控制着岩浆的侵人活动和矿产资源的分

布
。

一 ’

一 研究古陆块是为了探索地球及地壳物质

起源和早期演化的基础 , 对认识地球上生命

的起源与进化
,

对全球或大区域的重要矿产

成矿带和成矿期的划分
、

地球与陨石
、

月球
等宇宙物质的对比研究

,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
,

也 占有特殊的位置
。

本文侧重讨论我国古陆块的发育和演化

特点以及前寒武纪沉积变质铁矿床形成的原

始机制等有关问题
。

我国古陆块发育特征

我国境内存在几个 “ 稳定 ” 的古陆块
,

它们是
。

明显由包括鄂尔多斯和黄淮海古陆块

组成的中朝地台 ,

塔里木地台 ,

由扬子
、

川滇
、

雪峰和怀玉古陆块组

成的扬子地台 ,

南海地台
,

它出露在海南岛南部的黄

流一万宁一线以南
,

包括中沙群岛
、

西沙群

岛和南沙群岛领域 图
。

地台
、

古陆块的共同特点是

占陆块与其相邻的陆块是断裂接触 ,

在古陆块的边缘
,

往往见到较大规模

的岩浆侵人或喷发活动 ,

在古陆块中
,

深大断裂发育
。

在这些

断裂带的上盘
,

往往出现岩浆侵入或喷发活

动 , 在岩浆侵入或喷发地区
,

前寒武纪岩层

岩石遭受剧 烈变质
,

加剧了岩层岩石的重结

晶作用
。

黄河以北 出露的古陆块
,

由于长期
“ 稳

定 ” 上升
,

以致某些地区可见 早 元 古 界地

层严重缺失或变薄
,

而其震旦亚界的沉积环

境和沉积范围与黄河以南有明显差别 , 在扬

子地台中
,

因为它的隆起时间 百

万年 比北方晚 中期地台是 。百万年隆

起
,

塔里木地台是 百万年隆起
,

因此
,

迄今尚未见到 百万年的地层岩

石
。

在地层岩石方面
,

我国前寒武系具有下

列特点

上元古界三峡群 。百 万

年 普遍发育于黄河以南地 区 , 在 黄 河以

北
,

与三峡群相当的罗圈冰积层
,

除见于豫

西一陕西等某些地区 外
,

其他地区则普遍不

发育
。

黄河以北见到的长城群
、

蓟县群和青
白口 群 百万年 的地层岩石与

黄河以南见到的昆阳群和澄 江 组 或 四 堡

群
、

板溪群和长安组 相当
。

下元古界和太古界 百万

年 主要见于中朝地台和塔里木地台
。

综合研究表明
,

早于海西 运动时期
,

中

朝地台已经隆起
,

其后
,

黄河以南
、

康滇地

轴以东的广大地区是印支一燕山运动时期才
隆起的

,

而康滇地轴以西
,

是从海西一喜山

运动期间由北向南依次隆起的
。

在我国境内
,

从西往东见到四条呈北北

东向
、

相互平行的大或巨大的深断裂带 见

图
,

它们是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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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加拉古防

团 我国大地构造轮廓图

横断山深大断裂带 ,

万 么大兴安岭一太行山巨大的深断裂带
,

它横切我国整个领域
。

这个断裂带的出现
,

’

壶著地控制着我国地质休和地形的发育
,

以

岌岩浆活动和地震活动
。

,

郑一庐深大断裂带 ,

愁 台湾东侧深大断裂带
。

郑一庐深大断裂带 出露在我 国 大 陆 东
都

,

主要发育在巾朝地台的内部
,

从北向南

呈北东一北北东向延伸
,

跨 越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宁
、

山东
、

江苏和安微 六 省
,

全 长

公里以上 , 由一组相互平 行 的 断 裂组

成
。 一

该带中部的沈阳一宿迁之间
,

出露宽度

最大 山东营县附近的三十里堡至牛家庄一

线
,

宽度达 公里以上 , 断裂带在地之显

示地堑地形地貌
,

骆马溯就是这种地堑式构

造湖地貌特点之一
。

同时
,

在断裂带上
,

发

育着中生界一新生界盆地沉积
,

并有喷出或

侵人活动
,

广泛出露火山杂岩
。

另外
,

这个

断裂带自沈阳往北
,

,’汝敛 ” 变窄
,

到抚顺

附近
,

主断裂分叉 出一条断裂
,

从抚顺北侧

向北东延伸出来
,

经 海龙一辉南一桦甸到达

七台河以北 , 而经 “收敛 ” 后的主断裂
,

从

抚顺西侧以北东向继续延伸
,

经铁岭一开源

一伊通到达依兰以北 , 在主断裂南部
,

自宿

迁向南
,

断裂带开始 “收敛 ” ,

至嘉山后
,

主断裂带变窄并继续延伸至庐江
,

可能还从

庐江以南南西 向伸向长江边
,

但 是
,

再 往

南
,

由于覆盖很厚
,

面积大等原因
,

断裂带

痕迹就不清楚了
。

至少
,

地表的证据是很不

充足 了
。

图 显示该断裂带的形态特征
。

在这个断裂带上
,

尽管目前没有完整而

系统的地球物理资料说明它的深部地质体特

点
,

但已有的地球物理资料表明
,

临沂一临
沐一线上的 “ 莫霍面 ” 的起伏变化情况 图

。

同时
,

渤海湾至营 口 之 间 的 断 裂带

中
,

在第四纪覆盖层下面亦见火山岩二
,

因

此
,

这个地段深部的 “ 莫霍面 ” 变化情况可

能与图 相似
。

郊一庐深大断裂带的出现
,

对其两侧的

地质体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在山东地区可

见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 山东 地 区 地度

地质考察报告 ” ,

内部
。

’

据辽 宁地质局段工程师 口头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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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气

海龙

长春

开源
铁岭 ,

抚顺

刁丫沙
月晾 , 参

日

乡天、 朝

黔 了新金

旅大

济南 潍坊

沂水

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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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南

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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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庐江

伤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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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

图 郊一脚呆大断裂带形态示意图

探 度
,

公 里

。

⋯下

讼
丫

临沂 临禾
、 ,

京郭产
护

海面
下、 ,

十

、 ,

‘
洲 今

太 古界 片麻岩 区二
玄武岩质 带 匠巫
花岗岩质 带 压石飞
深 大 断 裂 巨生 」

”

「

橄揽岩 〔富镁铁岩类
莫零面

中 生 界 沉 积

古生 界沉积

临沂一临术间莫霍面的起伏示意图

部分地区见到太古界五台系外
,

大部分地区
召户 、 刁 一

’
,

气

‘

至今未见到在台系至巾元 古界的层位
,

夫明

这个时期该地区是一度上升的
,

后来
,

自上

元古界至中奥陶世期间
,

该地区 又 一
‘

次 沉

降
,

并接受了沉积物 到了晚咫陶世至中石

炭世
,

这个地区一度隆起
,

自巾石炭世后

本区基本上是沉降的
,

接受了中石炭世 以后

的各个时期的沉积物 , 说明断裂带西侧地区

比东侧地区的地质体 “动荡 ” 得多
。

郑一庐深大断裂带
、

大兴安岭一太行山

巨大深断裂带和横断山断裂带迄今仍然受到

印度板块向北俯冲促使欧亚板块向东横准
,

与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引起互相碰掩的强烈

影响而继续活动
。

郊一庐深大断裂带两侧应该存在地层 向

北推移
、

出现水平位错
,

当印度板
一

映向北俯

冲
, ,

其北部由于安加拉古陆 可视为 “ 刚

体 ” 的存在
,

使欧亚板块 向 北 移 动受到
“阻挡

” ,

只能向东推移
,

使东部地区产生向

北推移的结局
。

但是
,

地层水平位错向北推

移多远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包括对地质

体 的地层岩石详细对比
、

地层岩石中的微显

元素
、

稳定同位素及其比值和同位素地质年

龄以及古地磁测定研究等 方面的资料作综 合

分析来说明
。

古陆块与地壳演化

现在的古陆块
,

不管它 出露 的 面 积 多

大
,

地层岩石变质程度多深
,

都不完全是地

球的原始地壳
,

只是原始地壳演化 的早期产

物
。

现在
,

已普遍倾向于达样一种认识
,

即

原始地球的壳应该比今天地球的壳薄得多
。

今天地球的半径平均为 公里
,

是地球

经过漫长时间演化 收缩
、

膨 稳定下来

的半径值
,

这个半径值今后还会有变化
,

总

的趋势是增大
。

但亦有 可能在今后某
一 』个时

期
,

再次出现收缩
,

热后再膨 长 贺灌之
,

。

地球壳体增厚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
‘

犷

宙尘 包括星子 不断降落在地球农而
,

造

成球体外壳的增厚 星子聚集的吸 积过程则

是一种随机过程 戴文赛
、

胡中为
, ,

二是球体收缩
,

密度
一

曾大
,

其外壳增厚
。

地壳从收缩到澎胀
,

义从公月长到收缩
,

应该是一次造山运动的过程
。

每一 次大的造

因四囚四

图

以见到 见下表
,

断裂带两侧的地质体具

有明显的差别
。

表 说明
,

在断裂带东侧
,

自中元古界

至中侏罗世期间
,

地质体稳定上升
,

从而缺

乏这段时期的沉积物 , 在断裂带的西侧
,

除

一 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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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西一奋东地区地层构造发育对比表 表

界界界 地质年代代 普 西冀东一渤海地区区 鲁东地区区

地地地地层层 厚度度 津 冶冶 形变变 备注注 地层层 厚度度 康浩浩 形 变变 备注注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

一
‘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新新新 全新世 冲积咸毛毛

一 河荃荃 泰鲁沂近近 冲积层层 ”茄 冲洪洪洪洪

生生生生生生 湖性性 东西向隆隆 下下下下
、

粗粗粗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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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火火 起起
晚晚晚更新世

甩 帆帆 卜内内
·

碎 山山一喜山运 动 马兰黄土土 ‘ 易易松权权权权
马马马马兰黄当群群 屑玄玄一 燕山 一一一一一 肚物物物物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沉万。。质岩岩岩岩 离石黄土土 而而而而而中中中更新世 ‘‘‘‘‘‘‘‘‘‘‘

离离离离石黄土 、、、、、、、、、、、

早早早更新世
、、

娜三层亥武岩支支 髦翠耽蔽蔽渭筋筋玄玄玄玄
卜卜卜卜洲一 砂殊层

’’’’’’’’

武武武武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上上上新世 、

护错翼 石。。。。。

康焉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 妇妇妇妇妇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层 叫气息息 印印印印印

中中中新世 ,, 山旺组

「「田田口口「「口口口口山山山山
‘喜山运动

一一一一县 玄武岩

渐渐渐新世 官庄组组 济济 类碎碎碎碎 王县组组
「

碎健健健健
旧旧旧 的的

套叠叠叠叠叠
展们们们们

始始始新世 五图组 群群群
’

蓬夔夔夔夔夔夔夔夔夔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衡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古古古新世
」」」」

⋯⋯⋯⋯⋯
矿

‘一一 皿皿 〕〕⋯」」」」」 」」 峡山期期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桨任入入中中中 晚白里 世
匕

, 。 。 王 氏组组 琶彗彗
月 , 洲份以【,

一一一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山 一燕山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界界界 早白里 世 青山组组 中性戒戒岩岩岩 青山组组 中改性 , 燕山 ‘朴

,

幼山期
、、

基基基基基基暇 少少一 燕山 一 卜卜卜卜卜 火山 岩岩 叨 , 货 , 弓弓 艾山期咬性性
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岩策任入入

晚晚晚珠罗世 滚阴组组 率率下下类拉拉拉拉 莱阳组组

隘隘耘赢赢赢赢肠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中中中侏罗世

⋯⋯稀稀
灼 含砂砂砂砂砂砂

⋯⋯⋯⋯⋯⋯⋯⋯⋯⋯⋯⋯
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拣

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嫉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早早早侏罗世 莎 子子

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汾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三三三迭纪 丁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古古古 晚二迭世 风从 山 组组 器了了含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

季
。。。。。。。。。。。。。。。。界界界界 南定组组组 岩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

中中中 早二迭世 ,, 山西组组 了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元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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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古

界界界 晚石炭世 太原组组 贺贺 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侣
一一 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

中中中石炭世 本戮目目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早早早石炭世
·

⋯⋯⋯⋯⋯
煤煤煤煤煤煤煤煤煤煤煤煤煤煤煤煤

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泥泥泥 盆纪 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志志志留纪

晚晚晚奥陶世

中中中奥陶世 马家 构组组 嘿 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盐

海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早早早奥脚世

。。

盟言言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冶冶冶冶里

、

亮山组组组 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晚晚晚寒武世 ￡

哪跳跳 贾不不
·

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
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华

、

徐庄阶阶阶阶阶阶阶 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中中中寒武世 毛 ‘

早早早寒武世 毛

笋
庄

,

馒头阶阶 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
上上上元古界 土 门组组 。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中中中元古界

⋯⋯⋯⋯⋯⋯⋯
“五 台运动 ,,, 蓬莱群群 摇 睡惠惠广月爪乙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泰山运或卜卜卜卜卜 淤徽盔盔卜闷 , , 胡 二 怂怂怂

早早 早元古界元元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古

俘俘俘
卜科期岩浆岩岩 粉子山群群 耘。 窗地地

“ , 尹 ‘ , 侧侧

挑科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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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界
’

抽皿皿皿 岩装活动动
太太太古界 叉台系系 秦 山期期 胶东群群

沈 岩浆活动动动

套套套套山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招中国科学 院地质研究 所 修改
。

山运动所波及的面 积基本上是全 球 性 的 范

围 ,
但山脉的 形成可以在地 球上共一局部地

区 出现
,

而且往往出现在大陆 与岛五之间
,

这就促使大陆生长 扩张
,

促使大陆 与岛

弧连接
。

每一次造山运动
,

都会造成地球的

某一地区的大陆地壳增厚
,

但伴随造山运动

所出现例 者泵侵人活动可以在远离造山区的

地方出现
。

而且
,

每一次造山运动所伴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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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卜

声

》睁

岩浆侵入活动
、

某些内生矿床的形成以及沉

积岩层发生变形
、

褶皱和变质
,

都可视为山
脉形成时能源释放的产物

。

迄今已有的资料研究表明
,

地球是由宇

宙尘聚集并经过收缩和发育形成的
。

初始地

球形成于 一 百万 年
,

到 了

百万年
,

才出现或大或小 的 盆 地
。

目

前
,

见到的地台的次一级构造单元 —古陆

块
,

就是早期地壳表面的这些或大或小盆地

的沉积产物
,

而非是初始地球的组分特点
。

所以
,

古陆块不能用海底扩张一板块构造运

动的论点来阐明它的形成机制
。

若干古陆块 “ 连接 ” 起来
,

形成地台
。

某些地台长期相对稳定发育
,

而某些地台在

后来的地质史中遭到轻度乃至剧烈的破坏
,

同时
,

地台又随着整个地球的发育和发展而

出现 “ 漂移 ” 。

丁暄通过对鞍山地区的卫星影象判 读研

究
,

认为该地区的八个铁矿床在初始时的确

是处于几个不同的
、

或大或小的盆地中
,

后

来
,

在各次造山和沟造运动中才 “连在 ” 一

起
,

成为目前的面貌
。

在国外
,

南非津巴布韦翁特维尔瓦赫系

见到的粘土页岩和隧石层
,

以及斯威士兰系

中的重晶石
,

亦应该是 。 。百万年时

的盆地沉积之产物
。

围绕着与地球同时形成的原始大气圈
,

其组分是
、 、 ‘ 、

和 蒸

气
, , , 在 当 时

,

一般认为这个原始大气圈 的 含 量 甚 微
。

到 一 百万年
,

有了

菌类 如翁特维尔瓦赫特系 见 到 了 菌类化

石
。

在我国东鞍山的原生铁英岩 。。

百万年
,

歪头山第五层铁矿和东
、

西鞍山

铁矿石及其围岩 千枚岩 中
, 已发现了菌

类
、

藻类
、

抱子和复杂的微体植物残片等化

石 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
,

南京古生物研

究所
, 。

这些菌类或藻类化石的发现

表明地球发育到了 百万年以后
,

地球大

气中的氧气含量增加了
。

生物的出现和繁殖
,

促进了光合作用
,

增加了大气中的生物氧
,

由此而扩大了水圈

并改变了水的性质 地球表面早期的水是酸

性水
,

后来逐渐改变为偏中性
,

到了 。。。

百万年以后
,

才出现浅海相沉 积 环 境
,

例

如
,

扬子地台雪峰古陆块中的板溪群 与昆

阳系相当
,

其同位素年龄是 百万

年 广泛发育着由薄层砂
、

页岩 或板岩

组成的复理石建造
,

其厚度达几千米 见于

湖南江 口 一靖县一通道一带 , 在中‘阴地台

中的长城群顶部和扬子地台的灯影组
。百万年 出现了碳酸状建造

。

到了 占生界 。百万年以后
,

刁
‘

出

现大洋或有了
一

也槽相的沉 积
。

也就 是 , 生界

以后
,

生物更镶殖
、

更进化了
,

水圈亦扩大

了
,

反过来又更促进地壳的演化了
。

近二十年来
,

国外文献对原始地球的演

化发表了较多模式进行讨论
,

比较 仃意 义的

模式是克劳德
, ,

提 出的

图
。

本文笔者基本上同意图 列 出的模式
。

根据迄今已有的文献资料
,

生物起源的时 毋

是 百万年以后
。

现在
,

生物的起源间题

还没有解决
,

只是对组成生物 的 基 本 素质

—核酸或氨基酸 —的来源
,

作了下列 几

种设想

太阳系在 “星云时期 ” ,

已存在这些

生物的基本素质 ,

这类基本素质来 自陨石
,

并认为由太

阳系星云凝聚形成的 型碳质球粒陨石中有

机碳形成的温度是 。。
。 ,

而压力是
一 。大气压

, , , ,

, , , 在普通球粒长石中
,

有机碳形成的溢度是 一 。。
· ,

压 力是
一 “大气压

, , , 。

当天空闪电时
,

就会促使 大 气 中 的
、 ‘ 、 。、

蒸气 和 在瞬

间合成为氨基酸或有机物
,

然后降落在地球

表面
, , , , ,

。

氨基酸是
、

和 催化合成的
,

’

, , 一 。

尽管上述论点都有各自的根据
,

但是
,

笔者认为
,

核酸或氨荃酸类组成生物的素质
,

从根本上说
,

主要来 自
一

也球木身
,

是地球演

化的自身产物
。

因为
,

在 。百万年前
,

地

球的大气圈严重缺氧
,

气圈成分主要足
、

、 、

和 蒸气 , 当地球最
早期由宇宙尘聚集

、

收缩为地球胎并发育为
地球时

,

硅铝层和硅镁层开始分离
,

有了地

、件尸

据丁 暄 公年口 头 向作者详细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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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百万年
显生宙

士 软化作用

增加

真核生物

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过渡 护 大气圈

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仅有原核生 物

在 水圈中
,

生物

和 。 之 平衡

士 胃

原始
“

自养生物
”

原核生物变化

生物起 源

无游离氧

低 钾 汇岗岩
、

硬 沙砂公
、

绿岩

太古代

一 已侧最古老的岩石 矿物

同位 素年龄 热动 力变质

冥古代
士 卜员石和 大洋中 的 同位 素

图 原始地球的演化模式

一条带状铁矿建造
“ ”

据 一 , 二

是本文作者加的
,

该期 是 否有冰川作用有待进一步研 究
。

球的原始地壳 , 当地球发育到了 百万年
以后 , 大气中的水份增多了

,

这时
,

火山喷

发
、

褶皱
、

变质
,

地球内部和地 壳 中 的 碳

质
、

释 出并 与 大 气 中的
、

。 , , 、 ,

, 八 二 、 人 小 、廿 二
, , 、 。

, ,

七 ‘ 、 、 勺刊刁为 , 」石凭 了夕戮安‘建飞日艾 戈 户 气

尸七
、创月

五
· ·

亮氨酸 ,, 类 并
广泛分布在地壳表面

。

随后
,

这些核酸或氨
基酸类成分经过漫长的演化和发展

,

便形成

为有机碳 卜琳
、

烃类
、

嚷吟 和 嚓 咤 化合

物
,

再发展
,

就 出现蛋 白质
,

再演化 进

化 为核类群集细胞
,

再进化
,

就成为圆形

或球状群集细胞
,

进一步进化 为 菌 类 或藻

类 , 然后
,

从低级生物又进化
,

分枝为高级

动
、

植物
。

由于生物的出现
,

迅速促进了地壳的演

化
。

前寒武纪沉积变质
铁矿床的形成机制

前寒武纪沉积变质铁矿
,

主要见于古陆

块及其边缘
。

·

这类矿床的共同特点是 围岩

变质程度不深
,

一般是低压变质相的绿色或

灰色千枚岩
。

但是
,

我国鞍山地区弓长岭矿

体的围岩变质深一些
,

这可能 与它的年代
、

原始物质组分
、

构造活动和构造带的物理化

学条件等因素有关
,

这是其一 , 其二
,

铁矿

床 包括贫矿和富矿 大多数是属铁英岩类
型 , 三

,

矿体呈层状
,

它的厚度
、

延伸和品

位都相当稳定 , 四
,

矿体的上
、

下盘与围岩

呈整合接触 成矿后的构造 错 动 除 外 ,

五
,

矿石中
,

普遍含有较多的
、

与基性超基

性岩有关的元素
、 、 、 、

和与中酸性岩有关的元素
、

叭
、 、 、 、 、 、 、

艺
、

, 说明铁矿组分与岩浆有点联系 六
,

铁品位高
,

矿体储量大 , 七
,

主要成矿期是

百万年 , 我国北方属此类型吞
“

床

的成矿期比国外偏早一些
,

是 。。 百

万年 , 我国南方属此类型矿床的成矿期比国

外偏晚一些
,

是 百万年
。

本类型矿床的成矿机制
,

前人的论点主

要是 一 与火山岩或火山 建 造 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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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盆地或浅海相沉 积产物
,

铁的沉淀形

式主要是碳酸铁或氢氧化铁
,

铁质来源于大

陆 三 热液矿床
。

但是
,

铁矿床在形成过程或形成之后
,

经常出现多样化的叠加机制
,

包 括 热 液叠

加
、

岩浆叠加
、

一次或多次变质作用构造重

熔再造等等
,

对这些叠加机制
,

本文不拟讨

论
,

这里仅讨论其原始的形成机制
。

前寒武纪沉积变质矿床
,

从它的变质程

度看
, 主要有两类

,

一是属深变质者
,

另一

是浅变质者
。

深变质以鞍山弓长岭为例
。

弓长岭铁英

岩建造中存在角闪岩 围 岩
,

角 闪 岩 是

正变质岩
,

那么
,

弓长岭铁矿很可能与火山

或火山建造有关 又由于弓长岭钊矿层中发

现了菌藻类化石
,

故矿床形成的原始机制很

可能是 一 火山或火山建造产物 二 火

山或火山建造 十 生物化学作用 细菌作用

化学作用 硅质铁
、

氯化铁等
。

浅变质以东
、

西鞍 山 铁 矿 带为例
。

该

铁矿带见于绿岩建造中
,

因此
,

其形成的原

始机制很可能是生物 化 学 细 菌 作用

化学作用 硅质铁
、

氯化铁等
,

但是
,

并
不排斥它与火山或火山建造有关

。

前寒武纪沉积变质铁矿床的围岩变质程

度深浅
,

直接与铁矿床的贫富和规模大小有

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如果围岩变质程度浅
,

则对铁矿床有利 , 如果围岩变质程度深
,

则

出现高压变质带矿物相 在变质过程中
,

使

铁元素重新分配
,

铁 “ 进人 ” 暗 色 矿 物 中
如角闪石

、

黑云母或辉石类
,

促使铁相

对地分散了富集程度 界由于 围岩变质程度

深
,

加速了矿物的重结晶程度
,

增大铁英岩

的硅矿物 石英 粒度
,

这对矿床后期的风

化
、

淋滤
、 “脱硅 ” 作用不利

。

因此
,

在深变质岩分布区
,

若变质岩是

正变质者
,

很可能有岩浆型的基鲁纳式富铁

矿存仁
。

在中朝地台和塔里木地台区
,

主要是寻

找鞍山式沉积变质铁矿床以及基鲁纳式铁矿

珠 , 石南方的扬子地台中
,

主要找寻大红山

式浅支质铁矿床
。

形成作了大量的实验和论述
,

提出了风 化淋

滤的论说 或 假 说
, ,

, , , ,

双 。 , , , 陈福等
, 。

风化淋滤的论说
,

主要是在常温常压条

件下
,

将硅矿物 石英
、

蛋 白石
、

铁英岩等

分别置于不同的 溶液中
,

以资了解硅矿

物的溶解度
、

溶解速度
,

并对硅矿物的淋滤

量
一

与气体组分相互关系作实验研究
,

说明富
铁矿 红矿 形成的某些特点

。

但是
,

笔者认为前寒武纪条带状铁英岩
的风化壳富铁矿

,

主要是在下 列 条
’

件 下形

成

氧分压 有利于将

之间的键破坏
、

使 “流失 ” ,

除了 和气体组分的因素外
,

必须

存在能促使 “流失 ” 和 铁 的 富集的催

化剂 ,

风化壳富铁矿形成过程中
,

要有一定

的温度和适 当的压力条件
。

根据上面三个条件
,

设想风化壳富铁矿

形成主要与地慢热对流上升 释 出 的 热 蒸

气
、

热水
、

富含 和偏碱金属 元 素 的 催 化

剂
,

热的对流又往往与深大断裂有关 有密

切关系
,

其形成模式见图
。

深 度 公 里

草 地冬一考

一丫 一
‘

早期地 下水面一 , 一舟
, 叫 目 ‘

砚代地 劝哩

丫 甘

竺
,

多了

元古 界 铁 英岩巨三〕太古 界片麻岩

花岗岩质 带 玄武 岩质 带

橄 揽岩 富镁铁岩类 深大断裂
“

风化 壳
”
富 铁旷 红 旷

来自地 慢的热对流及 其流动方向
“

风化壳
’

富铁矿形成模式

目昌昌贴

“风化壳 ” 富铁矿形成模式讨论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

国内外已有不少

学者对前寒武纪变质衫 乓札风 化壳富铁矿的

对图 的几点说明

现在出露的 “风化壳 ” 富铁矿矿体位

置
,

并非原始位置
。

原始的矿体位置会比现

在见到的矿体位置深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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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矿区地质体发育和发展 历 史 方 面

看
,

矿体形成之后
,

会受到多次的地下热的

对流影响
,

从而促使矿体上部或某一中段出

现 “ 去硅作用 ” 份
一

往往出现地下热的对流与

地下水的活动特点有着相 互 关 系
,

形 成
“风化壳 ” 富铁矿

。

“风化壳 ” 富铁矿的形成
,

并不排除
后期的风化淋滤因素

,

但这个因素可能是低

作用的 ,

“风化壳 ” 富铁矿的形成
,

亦不排除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在铁元素聚集为矿体的

过程中
,

是细菌 如铁杆菌 作用出现的产

物
。

显然
,

铁英岩类型的铁矿床 “风化壳 ”

富铁矿
,

其形成机制是相当复杂的
,

因此
,

在研究时
,

必须从矿床所处的整个地质休发

育特点作全面分析
,

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结

果
。

若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
,

就作

出规律性的推理
,

是不会可靠的
。

结 论

古陆块是地台的次一级单元
,

是地壳早

期演化的产物
,

是地球演化到 一 。。。百

万年时期出现的或大或小 的 盆 地 沉积之见

证
。

因此
,

对古陆块分布的形态
、

大小及其物
质组分的研究

,

可以进一步认识早期地球的

特点
,

再结合太阳系以及各个行星的资料
、

宇宙中的各种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

有希望解

决地球起源的课题
。

前寒武纪沉积变质富铁矿床分布在古陆

块中
。

要找到这类矿床
,

首先
,

应研究各个
古陆块的分布特点以及后期构造运动对它的

影响 , 其次
,

要研究各个古大陆的沉积变质

铁矿床的成矿规律性 , 然后
,

才有可能提 出

远景找矿区的找矿方向和找矿方法问题
。

“风化壳 ” 富铁矿的形成
,

除了风化淋

滤的因素 主要是淋滤过程中与水的性质和

大气组分 “ ” 及其含量有关 外
,

还很

可能存在下列两个因素 一是矿床形成过程

中
,

由于细菌 铁杆菌类 作用造成 , 二是
“ 地下热的对流 ” 因素的出现造成的

。

铁英
岩的硅矿物 〔石英或蛋 白石类 被破坏和被淋

滤掉
,

主要是硅矿物受到氧分 压 的
“ 支配 ” 。

在写作过程中
,

肖仲洋
、

丁暄
、

刘铁厦
和杨柏林同志提供了宝贵意见

,

在此一并致
以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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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蒙斯 芒特斑岩相矿

床的物探效果

该矿床位于关国科罗拉 多州克里

斯带抽的比尤特附近
,

是一个 伏的

斑岩型矿床
, 是根据地质 推 断 发现

的
。

矿与畏入 白坚纪沉积岩未出尾地

表的第三 纪流故岩伴生
。

平均 品

位为 ,

储且据估计 有 亿

吨
。

钻孔岩心 和岩石样品的密度及磁

性别派结果表明有物性差异存在
。

日

后 用地面磁 法探侧
,

获得伏在辉相矿

矿带下面的磁铁矿层有不 连续的班 异

常反应 。 近地表有一层低密度的沉积

物 , 使致密徽铁矿层的重力反应变棋

栩
。

多参数的钻孔侧盆扩大了岩心勘

探纺果
,

只对工 程方面有帮助
。

复电阻

率剖面洲 盆圈 出了与矿体伴生 的蚀变

晕 ,

其特点是 电阻率值低
、

极化率值

高
,

但并未发现辉怕矿的本身反应
。

摘自欧美 年勘探地球物

理年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