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岛
、

粤东
、

阂西南

层控富铁矿成矿规律及找矿标志
中山 大学地质 系 姚德贤 、

海南岛
、

粤东
、

闽西南是广东
、

福建两 陆源沉积铁矿夹于滨海一浅海相过渡岩

省层控富铁矿的主要分布区
,

储量达数十亿

吨
,

富矿占 纬以上
。

目前
,

这些铁矿分别

称为
“

石碌式 ” 、 “

大顶式
” 、 “

马坑式
”

等
。

大 地 构 造 单 元

海南岛
、

粤东
、

闽西南所处大地构造位

置的性质十分相似
。

吴川一四会大断裂
、

东

江天断裂 呈北东
。 、

邵武一河源大

断裂
、

政和一海丰大断裂 呈北东
。

斜贯闽粤两省
,

并向南西方向延伸进入海南

岛
。

两组大断裂至海南岛有收拢之势
。

昊川一
四会大断裂西北部为粤桂隆起区 ,

政

和一海丰大断裂东南部为闽粤中生代断陷带
, 这两组大断裂之间便构成华夏构造

系上古生代断陷带 图
,

即海南

一粤东一闽西南断裂拗陷带
,

其中的层状富

铁矿属于同一铁矿成矿带
。

地 层 控 矿

层中
,

矿
一

体一般为 层
,

有的达 层 ,

单层厚 米
,

个别达 米
。

矿层稳定
,

矿石具鲡粒
、

豆粒结构
。

矿石贫
,

以赤铁矿

为主
。

这类铁矿属华南宁乡式铁矿类型
,

在
闽粤一带 , 工业意义不大

。

火山沉积铁矿是
闽粤两省重要的铁矿类型

,

是本文讨论的对

象
。

含矿层由南西一北 东 方 向 由 一

海南石碌 ,
十

尖山铁矿 ,
一 。

一 马坑铁矿“ 变化
。

本矿带具有下列共同特点
矿体产于一定地层之中

,

受层位
、

岩

海南一粤东一闽西南断陷带控制了上古

生代地层的沉积和层状富铁矿 的 形 成
、

分

布
。

泥盆一石炭系是本矿带最主要的含矿层

位
。

总的来说
,

泥盆一石炭纪海侵方向是由

南西向北东逐渐扩展
,

含矿层位也沿此方向

渐次升高
。

由于古地理的差异
,

岩相
、

岩性的

变化
,

沿古隆起边缘沉积了陆源沉积铁矿 ,

沿深大断裂有利部位沉积了火山沉积铁矿
。

’

乡借 区习
’。裂

海南岛

图 铁矿分布与断裂构造的关系示意图

相
、

岩性的明显控制
。

矿体呈层状
,

主矿体

与地层整合产出
,

同步褶皱 图
、 、 、

。

矿层产于特定的岩性之中
,

按矿层上

下围岩性质分为三种类型
①铁矿层产于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中
,

如石碌主矿层
、

军营
、

红岭
。

含矿岩系为含

铁细砂岩一含铁泥岩一赤铁矿层一含铁泥岩

一含铁细砂岩
。

底板为硅质条带白云岩夹石

英砂岩
,
蚀变后为透辉石透闪石角岩

、

石英
岩

、

透辉石透闪石化大理岩 , 顶板为厚层状

乡匕白云岩
。

②铁矿层产于碳酸盐岩与下部碎屑岩接

触面 过渡层
,

如马坑
、

潘田
、

大顶
、

铁

坑坳
、

尖山等
。

底板为一套碎屑岩
,

自下而

上粒度变细 , 顶板为碳酸盐岩 或透镜体
。

矿层产于海进层序的碎屑岩至碳酸盐岩过波

带
。

③铁矿产于一套碎屑岩中
,

如铁山嶂顶

底板全为石英砂岩
、

石英岩
、

角岩等
。

各矿区均发育二种类型的
“

夕卡岩 ”。

一是
“

层状夕卡岩 ” ,

大致沿层理发育
,

呈

过去石碌群定 为寒武一奥陶纪 , 近年来
,

通过古生

物学
、

构造岩石学
、

地质 年代学的研究
,

尤其是在第 层

发现多种化石
,

在 工‘孔第 层发现 泥盆一石炭纪抱粉

组合 古生物所李再平 等
,

石碌群时代定为上 泥盆一下

石炭统
。

朴 赞近 年来
, 冶金 地质队及广东区测 队 在大顶矿区

层普遍发现 科达树 印痕 , 层 为

含矿层 , 层 之 间为不 整 合关系 , 所 以将含矿层定 为

石炭纪
。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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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姗王圈层 卜石英岩
,

石碌铁矿北一矿体纵剖面图
, 一千枚岩 , 一白云岩 , 饭 一透辉石透 闪石岩 ,

一片岩 , 。一石绿群第五层 , 一闪长岩

谁爹 页岩

男 粉砂质页岩

翻 粉砂岩

巨目石英砂岩

匹习花岗岩

及 】黄玉石英英云岩

巴乙辉绿岩
二

翻夕卡岩

睡目铁矿体

巴 黄铁矿体

图 铁山嶂矿区 号剖面图

愉愉愉

图 马坑铁矿 线剖面图

一浮土 , 一粉砂岩
、

细砂岩互层

一粉砂质泥岩 板岩 叭一 风一厚层大理岩 ,

八一变质石英砂岩 , 入一辉绿岩 , 一夕卡岩

一截铁矿体 , 一硅化大理岩 , 一断层

任日石英砂 ,

田符山石 、榴石角裂千

翻
铁矿

〔口 才 下会

图 大顶铁矿 一 线纵剖面图

一角岩 , 一夕卡岩



层状产出
,

可离接触带延伸很远
,

常沿走向
过渡为石英砂岩

。

与矿层相伴产出
,

整合接

触
,

同步褶皱
。

矿物成份比较 简 单
,

颜 色

浅
,

·

粒度细
,

常呈单矿物岩 如透辉石岩
、

透闪石岩
,

很少铁矿化
。

其实是具有夕卡

岩矿物组合的角岩
,

是由含钙镁质砂岩
、

火

山岩角岩化的结果
。

二是不规则状夕卡岩
,

常

呈脉状穿插铁矿层及其围岩
,

或胶结铁矿角

砾
。

共生矿物有磁铁矿
、

石榴石
、

透辉石
、

透闪石
、

绿帘石及含挥发分的矿物等
。

一般

具颜色鲜艳
,

富有光泽
,

粒度较粗
,

组构不

均匀等特点
。

。

铁矿层底部常有硫化物矿层
。

如石碌

铁矿底部的铜钻硫化物矿层 见图
、

大

顶铁矿下部的黄铁矿层
、

铁山嶂铁矿下部的

黄铁矿层等 见图
。

它们与铁矿在空间

上
、

成因上都有密切关系
,

是铁元素在不同

的地球化学环境里的产物
。

铁矿与白云岩关系密切
。

几个矿区碳

酸盐岩的
、

的含量见表
。

石碌等

矿区还含硬石膏
,

说明铁矿形成于沉积介质

盐度较高的环境
。

’

表

矿 · 石 。

⋯竺岁兰里一兰一
丁二二 , 二 了二丁

。 , 。 一般

竺竺竺资竺二径翌兰兰兰 ⋯通鱼一匕丝立丝渔生
,

⋯“
·

‘ 。
·

‘
·

’‘ ⋯
一

二

‘
·

兰 一一
矿层厚度较大

,

品位较高 表
。

矿石具残余缅位结沟
,

呈致密块状
、

微层伏
、

条带状构造
,

条带状犷石可以是磁

铁矿与石英
,

或与黄铁矿
,

或与透辉石透闪

表

矿矿 区区 石碌碌 大顶顶 尖 山山 铁 山嶂嶂 肠肠

梦梦梦梦梦梦梦塑塑
厚厚度度 一般般 几十十十 儿十十

米 最厚厚

, ,

石相间构成
,

也可以是粗
、 细粒磁铁矿或赤

铁矿或透辉石透闪石相间构成
。

条带宽数厘

米至显微状
,

常呈各种褶曲
,

反映当时沉积环

境较动荡
,

氧化与还原
,

酸碱度交替频繁
。

矿石类型分二大类
。

一 是 赤 铁 矿矿

石
,

以赤铁矿为主
,

磁铁矿
、

穆磁铁矿
、

菱

铁矿
、

石英少量 石碌
、

铁山嶂
、

军营
、

红

岭 , 二是磁铁矿石
,

以磁铁矿为主
,

赤铁
矿

、

假象赤铁矿
、

石英少量 粤东
、

闽西南

多为此类型
,

这种矿石磁铁矿又分细粒他形

晶和粗粒自形晶二种
,

前者是构成矿石的主

要形式
,

是原始沉积的产物
,

后者是改造
、

叠加的产物
。

以上特征说明本铁矿带是以沉积作用为

主的矿床
。

构 造 控 矿

本铁矿带除受地层
、

岩相
、

岩 性 控 制

外
,

其形成和分布还受不同级别
、

规模构造

的控制
。

吴川一四会大断裂
、

东江大断裂
、

邵

武一河源大断裂
、

政和一海丰大断裂构成的

海南一粤东一闽西断裂坳陷带
,

是控制该区

沉积建造
、

构造变动
、

火山活动
、

岩浆侵人

的第 工级构造
。

深大断裂附近的构造薄弱带 —纬向

构造与华夏构造交汇复合部位
,

是应力最集

中的地方
。

由于构造活动的长期性
、

阶段性
、

继承性
,

使构造薄弱带发展成
“

断陷洼盆 ” 。

这种
“

洼盆 ” 是成矿最有利的 地 方
,

其 规

模
、

拗陷的幅度控制含矿岩系的发育
、

火山

喷溢及有关铁铜犷的形成
。

本矿带含矿地层

分布局部
、

厚度大
,

是
“ 洼盆 ” 控 制 的 结

果
。

所以只有当
“

洼盆 , 拗陷的幅度
、

铁质

供给的丰度和沉积约速度相适应时
,

才能在
不大的

“

洼盆 ” 中沉积如此规模的铁矿
。

就

是说
, “

断陷洼盆 ” 是控制矿床规模
、

矿体

产状为第 级构造
。

在断陷带环境中
,

深大

断裂不仅控制了整个断陷带的地质发展史
,

还注制了后期岩浆活动
。

岩浆活动促使铁矿

层的改造和后期犷质灼叠加
。

海西一印支旋回产生的褶皱和断块使

断陷带进一步分化出一系列北东向的复向斜

和复背斜
。

复向斜具体控制 了 铁 矿 带的产

出
,

如石碌铁矿产于石碌复向斜之中
,

尖山

铁矿产于长田复向斜
,

铁矿坳铁矿产于宝坑

复向斜
,

马坑铁矿也产于复向斜之中
,

而复

背斜的矿化作用却要微弱得多
,

所以说断陷

带内的复向斜是控制铁矿带产出的第 级构

造
。

铁矿还具有补偿式沉积的特点
,

如石碌

铁矿层厚度与上下围岩厚度互为补偿
,

马坑

铁矿的层位正好是林 地组 顶部及 黄

龙组 或经舍组 」 的全部 层位
,



图 粤东一闽西南铁矿棋盘式

分布示意图

即马坑在沉积铁矿的时候
,

外围却在沉积黄

龙组或经舍组的灰岩
,

大顶铁矿也有类似的

情况
。

广东地质局科研所陈挺光同志在《广东

纬向构造 》一文中
,

论述了南岭纬向构造形

迹
“

主要分布在南岭的南侧
,

并一直扩展到

海南岛的南缘
,

每隔一定的纬度就大致等距

地发育一条较为连续的纬向 构 造
。

由 北向

南可分 九峰
、

大东 山 一 贵 东
、

佛岗一河源
、

召庆一海丰
、

廉
江一阳江

、

雷琼
、

姐 崖县七个纬向构

造
。 ” 本矿带一些重要铁矿区的分布无不位

于纬向构造与华夏系构造的交汇处
,

呈有规

律的菱形状分布
,

如石碌铁矿位于昌城一西

昌东西向构造与洛南一石碌华夏系构造的交

汇处
,

大顶铁矿位于佛岗一河源东西向构造

与东江大断裂截接处
,

尖山铁矿位于大东山

一贵东纬向构造与邵武一河源大断裂复合部

位
,

马坑铁矿位于九峰纬向构造与邵武一河

源大断裂交汇部位
。

如果将中生代同类型的

铁矿 利山
、

宝坑
、

八 乡 也投在图上
,

则

这种格子状排列的规律便更为明显
。

在找矿

时应注意这种空间分布规律 图
。

基性火山
’

岩
。

本断陷带火山岩建造可分二大类 一是

粤东
、

闽西南一带的拉斑玄武岩一碎屑沉积

岩一碳酸盐岩建造
。

大顶铁矿含矿围岩
,

经

广东冶金地质研究所冯连顺等同志的研究
,

恢复原岩
,

认为是一套浅海相火山一火山碎

屑岩一层火山熔岩与凝灰岩
、

沉积岩组合
。

火山岩
、

次火山岩为安山玄武岩
、

辉石安山

岩
、

英安流纹岩等 , 火山碎屑岩为安山质凝

灰岩
、

凝灰质砂岩一粉砂岩
、

凝灰质灰岩等
。

我们还认为矿区广泛存在的闪长岩一辉绿岩

呈层产出
,

与围岩产状完全 一 致
,

具 多层

性
,

如大往 孔
,

出现 层
,

总厚

米
,

单层最厚 米 深坑 孔
,

出现

层
,

总厚 米
,

单层最厚 米
。

这些岩 层

呈岩被状 图
,

具微气孔构造
,

根据矿物

成分应定为安山玄武岩
。

马坑
、

潘田
、

中甲

也大量存在火山岩
。

与矿层关系密切的辉绿

一闪长岩呈层状
,

与围岩整合产出
,

具火山

结构构造
。

经华东地质研 究 所 光 衍 射 分

析
、

吸收光谱分析及弗氏台测定
,

辉绿岩中

的钾长石属高温长石和透长石
,

斜
一

长石属高

温无序型或过渡型
。

矿体 顶 底 板 的
“

夕卡
岩 ” 及矿石中有火山碎屑岩的残留体

。

马坑

主矿层还夹一层火山熔岩 图
。

洛阳铁

南西
’

事事事

益益益

图 大顶铁矿 一 尹剖面图

日一安山玄武岩 , 一花岗岩 ,

一角岩 , 一石英砂岩
、

石英岩
、

角岩 , 一泥

岩
、

粉砂岩互层 , 玄武安山岩
、

白云岩 , 一泥

岩
、

粉砂岩
、

凝灰岩 , 一粉砂质泥岩
、

凝灰岩

铁质来源与海底火山活动的关系

铁质来源是长期争论而又难以解决的问

题
。

我们根据下面事实推测铁质来源主要与
海底火山活动有关

。

铁矿赋存于海相火山熔岩
、

火山碎屑

岩建造中
。

在剖面上与铁矿有关的主要是中

图 马坑西矿段 线剖面图

据地质 队简化

一安山玄武岩 , 其他图例同图



‘ 刃 、

下
‘

“

、

寸
、 、 “

落

图 洛阳北矿段 火山碎屑岩

与铁矿的关系素描图

一浮土 , 一林地组石英砂岩 ,

一经衡组角砾凝灰岩

矿与火山碎屑岩关系也甚为密切 图
。

粤东尖山
、

铁坑坳矿区也广泛发育安山玄武

岩
,

磁铁矿与火山物质还组成似流动条带状

构造等
。

各矿区广泛出露的辉绿一闪长岩的

化学成分
,

结合野外产状
、

镜下鉴定
,

与拉斑

玄武岩十分相似 表
,

应属拉斑玄武岩
。

另一类为海南岛的细碧岩一碎屑沉积岩

一碳酸盐岩建造
。

海南岛的军营
、

和盛
、

八

一农场一带的浅变质岩中
,

含一层浅绿色阳

起石绿泥石岩
,

具枕状构造
,

延 伸 多 公

里
,

厚达 。米
。

它是由橄榄玄 武岩
、

橄 榄

辉绿岩变质而来 军营铁矿便产其附近
,

化

学成分与典型细兽岩十分相似 表
。

铁矿层的直接围岩缺乏火山熔岩或火

山碎屑岩
,

但顺走向不远
,

顺县过渡为火山

岩
,

矿层中有火山物质
,

这类铁矿属远源火

山沉积铁矿 如石碌
、

铁山嶂
。

石碌铁矿围

岩虽不是火山岩
,

但 公里外的军营便有一

套基性火山岩
。

石碌
、

铁山嶂铁矿中有大量

的火山物质 一碧玉
。

碧玉在与火山作用有

关的沉积矿床中大量出现
,

如新疆的式克布

台
、

莫托沙拉
、

甘肃的镜铁山等铁矿
。

它是

负胶体和 正胶体在特殊条件
下聚集的产物

。

石碌铁矿还发 现 玻 璃 包裹

体
,

其悴火温度大于 ℃ , 具有 火山作用、

矿床的典型元素组合和标型元素特征
,

其元

素组合是
、 、 、 、 、 、 ,

而且从下而上 还 有 一 。一 一 的完
整沉积系列

。

从硫同位素特征来判别
,

表 是几个
和

‘

区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

除石碌乙 , ‘
编偏离

值较大外 搬运过程被海水硫酸盐均匀化
,

其余矿区乙 “ 端肠偏离值较小
。 ‘ 。艺 比值

与陨石硫很接近
,

硫来自上地慢
。 毛 吕

比值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铁矿区比较也很相似

甘肃陈家庙
、

新疆稚满苏
、

黑峰山
、

磁海
。

从微量元素特征来分析
,

矿石中微量

元素沟差异可以反映戎矿地质作用及成矿物

质来源 沟不同
,

表 是几个犷区微量元素含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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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矿 区 微 蟹 元 素 含 量 表

““

庞庞家蛋蛋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宁宁乡式铁矿矿 微微微

式式克布台台
, 。

⋯
“

·

,
镜镜铁山山

, 。

莫莫托沙拉拉

⋯
·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

石石 碌碌
之之之之之之 之之 之之之 之之 之之 之之之之之

艺

大大 顶顶
之之之之之之 之之

,

马马 坑坑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一。一

。、

形成单独矿体 , 铁矿石中含量相对减少
。

量对比
。

火山沉积铁矿与陆源沉积铁矿微量

元素是不同的
,

尤其是表现在几 个 元 素 对

与
、

与
、

与
、

与
。

、 、 、

在陆源沉积铁矿 中 比较富

集
,

而
、 、 、

在火山沉积铁矿更

易集中
。

由表 可见
,

除
、

没有明显

差异外
,

其它元素均能反映这个问题
,

尤其

是元素对 。 、

更明显
。

火 山沉积

铁矿还富
、 、 ,

贫
,

陆源沉积铁矿

刚好相反
。

从以上事实可以推测
,

本矿带铁质来源

与海底火山活动有关
,

只是距火山源远近不

同
,

火山特征表现明显程度不同而已
。

近源

者
, 区内发育一套火山岩系 , 远源者

,

由于

搬运分离
,

沉积分异的结果
,

矿区内不发育
火山岩

,

但矿区附近
,

沿同一层位
,

往往有

火山岩存在
,

莫托沙拉
、

镜铁山
、

石碌都是
如此

。

本断陷带火山活动具有裂隙一中心式喷

溢的特点
,

即火山活动沿北东向深大断裂进

行
,

而火山口 则发育在北东与东西向构造的

截交处
。

由于火山活动的长期性
、

阶段性
、

继承性
,

中生代的火山活动也基本沿着前期

火山活动的渠道进行
,

如利山
、

八乡等
。

火山活动提供大量的成矿物质
。

提供改

质的方式有二种 一是火山喷 出的气液
,

携

带大量的
、 、 、 、

及挥发分
、

、 、 、

等物质
。

在浅海环境中
,

它们不易逸散
,

而溶解于水中
,

大大增加了

海水铁的浓度 二是火山喷发活动带来了大

量的热能和化学能
,

使海水温度急剧上升
,

同时炽热的火山喷 出物与海水互相作用
,

形

成海底热洋流 高温浊流
,

高温海水及海

底热洋流对海底基性玄武岩
、

凝灰岩及海底

堆积物有强烈的淋滤能力
,

从中析出铁质并
促其搬运迁移

。

由于火山活动 时 间 比 较集

中
,

火山热液向地表运动
,

压力下降
,

热液

失去溶解物质的能力 , 同时由于压力和温度

下降梯度大
,

成矿作用远较深 成 条 件 快得

多 , 比陆源沉积更快
,

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

间内提供丰富的铁质
。

也表现在碧玉等的胶

体构造比较发育
,

铁质供应的丰度与拗陷的

幅度
、

沉积的速度相适应
,

才能在洼盆中形

成规模巨大的铁矿层
。

岩浆活动对铁矿的改造和叠加

岩浆活动对铁矿的改造亦是本矿带的另

一特点
,

其改造的方式有二



燕山期大规模的岩浆侵入
,

使各矿区

就像
“

岩浆汪洋 ” 中的孤岛一样
,

岩浆活动
带来的热能使与其接触的泥 盆 一 石 炭系灰

岩
、

含铁质钙质砂岩
、

火山岩热变质
,

广泛

形成层状透辉石透闪石石榴石角岩
。

侵入体

包围矿体
,

则成捕虏体型 大顶的泥竹犷
、

尖山的崩坑
、

狮子岩
、

石碌的红西矿体
。

此外
,

岩浆热能还使接触带附近的细晶磁铁

矿重结晶
,

矿石呈花岗变晶结构 大顶
、

马

坑 使赤铁矿脱氧变为磁铁矿
,

矿石具鳞

片变晶结构 石碌
、

铁山嶂
。

岩浆期后热液对铁矿的改造和叠加强

度主要取决于热液中铁的丰度
、

挥发份浓度
和热液温度

,

热液中铁的丰度又取决于母体

中铁的含量
。

表 是各矿区花岗岩中铁的含
量

,

表 是各岩体由中心相向边缘相
十 的含量变化

。

从表可以看出
,

空间上
与铁矿关系密切的花岗岩含铁量都较低

,

且
铁质没有明显地从中心向边缘运移 , 说明花

岗岩不可能为热液提供多量的成矿物质
。

所

以
,

由花岗岩直接供给铁质是有限的
,

但是热

液的挥发份及热液的温度却可以发挥积极的

作用
。

表 是各矿区矿石包裹体测温结果
,

表 是各矿区伴生组分及挥发分含量
。

挥发

表

矿矿 区区

⋯一 ⋯⋯⋯
,

⋯ ⋯⋯⋯
尖 山山

⋯⋯
马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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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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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含盘 ””
尖尖尖尖尖 山花 岗岩岩 八面 山花 岗岩岩岩岩岩岩

,

、 一
⋯⋯

一

⋯⋯
据黎彤

、

饶纪龙 , 年 , 补 据维诺拉格多夫
,

年
。

表

饥饥截截
石 碌碌 大 顶 石 背背 尖 山山 铁山埠花岗岩岩 马坑省舟花岗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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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 粒 相相
。

中中 粒 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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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粗 狡 相相相

表

, 。矿物

⋯
石碌赤铁矿

翼
料

羹菇 ⋯一蓄宾
‘

军营赤铁矿 大顶磁铁矿 马坑盛铁矿

贵阳地化所 矿 区 矿 区

。爆裂温度
,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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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方面将围岩中的部分铁质 如闽西南林

地组砂岩
、

粉砂质页岩含 达
、

粤东

梓山组粉砂质页岩含 带进矿层 ,

另方面 使原矿 层铁质 活化
、

转移
、

重新组

合
,

在矿层底部
、

接触带
、

构造破碎带出现

浸染状
、

细脉状甚至薄层状粗粒自形晶磁铁

矿 ,

也常交代石榴石而呈菱形 十二 面 体 假

象
。

在粤东
、

闽西南一带 可 以 出 现大量萤

石
、

硼镁石
、

斧石
、

硼镁铁矿
、

电气石
、

云

母
、

锡石
、

辉铂矿等矿物
,

而石碌地区却不

出现这套矿物组合
。

这是因为石碌地区岩浆

热液的温度较低 约低 ℃ ,

所含的挥发

份较少之故
。

找 矿 标 志

沿海南一粤东一闽西南断陷带
,

寻找
上古生代

,

尤其是具有火山 作 用 产 物的地

层
。

北东向深大断裂对本矿带起着极为明

显的控制作用
,

已知矿区均分布在北东向与

东西向构造的交汇处
,

空间上呈菱形格子排

列
。

因此
,

在类似的构造部位
,

尤其是出现

物
、

化探异常的情况下
,

更是找矿的有望地

区
。

物探磁异常
、

重力异常是重要的找矿

标志
。

石碌
、

军营
、

铁山嶂具有明显的重力

异常和中等强度磁异常 , 粤东
、

闽西南铁矿

都具强的磁性
,

利用物探异常是一种有效的

找矿手段
。

除对强磁异常注意验证外
,

还应注

意低缓异常或负异常中的正异
’

污进行验证
。

地球化学异常可作为区城找矿的良好

标志
。

粤东
、

闽西南的铁矿都位
一

「
、 。 、

、 、

中高背景区
,

铁臼
、

的分布 ’ 这

些元素的含量变化有明 键关系
,

尤其是 出现
、 。异常的情况下

,

更应引起注意
。

海

南岛的铁矿常出现
、 、 、 。 、

的高含量带
,

上述元素是找扣
‘一

的寸拼示元素
。

辉绿岩
、

安山玄武岩的褪色现象
,

是

重要的找矿标志
。

本矿带常发育后期彝加夕 之岩
,

夕卡

岩化
、

硅化
、

绢云 母化等困岩蚀变
,

尤 典是

出现萤石
、

电气石
、

硼镁石
、

斧石 等挥发份

矿物时
,

灭是寻找火山沉积一热液叠加矿床

的良好标志
。

本文中有关的测试资料
,

除那分 址我们

自已分析外
, 多引用矿区报牡矛及已发 表的论

文 , 插图均采用矿区剖面图
,

经缩小和局 半

修改 , 这里一并致谢
,

不 一

一注明来源
。

诸 暨 层 控 相 矿 的 成 矿 机 理

兼论在扬子一江南区的找矿意义

浙江 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 王执均

扬子一江南区的下寒武统地层中
,

广泛

发育着以镍
、

铂为主的多元素沉积矿层
。

这

种矿层分布广
,

层位稳定
,

有用组分多
,

常

与磷矿或石煤伴生
。

矿石难选
,

但最近的选

矿试验证明可以达到工业要求
。

’

诸暨铂矿是一个由早寒武世 的 沉 积
‘

相
矿 , 经后期改造而成的层控型矿床

。

它包括

同生沉积铂矿
、

沉积改造型层状钥矿
、

夕卡

岩型铂矿和岩浆热液石英型钥矿等一系列矿

床 图
。

研究该区多种类型钥矿的生成条

件及其内在联系
,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

而且

对指导找矿也有一定实际意义
。

本文着重讨

论本区各类铂矿的成矿机理及其找矿意义
。

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位 于扬子准地台 ‘ 华南褶皱系接壤

处
、

绍兴一江山深断裂北东端
。

地层区划隶

属于江南地层区诸暨小区
。

区内元 占代地层

为地槽型沉积
,

早期有海底火山活动
,

产黄

铁矿型铜矿
。

震 旦纪至 奥陶纪为准地台叫讼

源碎屑及碳酸盐沉积
,

具类复 理 式 建 造特

点
。

其巾
,

晚震旦 世 子 云岩及早寒武 世黑色

页岩分别有铁
、

锌及铂
、

与桌
、

钨富集
,

是本

区矿床的重要矿源层
。

加
一

东晚 期 褶 皱 隆

起
,

缺乏志留系及 上古生代沉积
。

中生代仃

大规模火山活动
。

区内皆层渭皱紧密
,

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