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圈 电镜下快成栩土岩的始构特征

了一定的作用
。

那豆区铝土矿中 一 的一水

硬铝石结构致密
,

晶体粒 度细
,

相互间紧密结

合
,

孔隙率很小
,

比表面积也很小
,

对扩散控制

的高温溶解过程
,

往往 比表面 积起决定性的作

用
。

因此这种致密状一水硬铝石溶解速度很慢
。

钦在平果铝土矿中的存在形式较为特殊
,

往

往均匀地分布于一水硬铝石中
,

改变了一水硬铝

石的结构状态
。

随着钦含量的增加
,

致密的一水

硬铝石变成疏松粒状结构
,

晶体粒度细化
,

比表

面积增加
,

孔 隙率增大
,

有 利于铝的榕出
。

但

是
,

如果钦含量继续增加
,

在溶出过程中形成足

以包裹铝矿物的偏钦酸钠时
,

将影响铝的溶出
,

使溶出速度随钦含量的增加而下降 这种规律与

工艺实验结果相符
。

感谢贵州省地质局廖士范副总工程师对本文

的热情支持和指导
。

今 文 暇

〔 〕刘宝君
,

沉积岩石学 地质出版社

,

二 二

, , , , ,
一

东南亚锡矿带锡石多色性的特征和愈义

东南亚锡矿带长约
,

从缅甸和泰国大陆

起
,

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群岛 见图
。

矿带由东

带和西带组成
,

两 带近于平行
,

局 部 为 断层错

开
。

在此矿带内
,

锡矿床与花岗岩伴生
,

西带虽有些

晚期浅成花岗岩
,

但中成花岗岩占优势
,

东带则以浅

成花岗岩为主
。

因此
,

两带花岗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矿物学差异
, 一 同时

,

西 带 花

岗岩 中痕 量元素的分 布模式 也与东带 截 然不 同
, 。

这两个带的花岗岩有着长期而复杂

的历史
,

每个带中都产有时代显然不同的花岗岩
。

不

同时代的花岗岩有时密切伴生 ,
, ·

等
, 。

根据其空间分布等理由同意这样的

观点
,

即带内的原生锡矿床是在截然不同的几个阶段

发育形成的 仍
,

含锡的脉群
、

夕卡岩和矿脉在两个带中都发育较

好
。

但含锡的细晶岩同伟晶岩及筒状矿床似乎只出现

在西带
,

而已知层控矿床仅产于东带的勿里润 印

心 和武吉贝西 马来
。

也注意到
,

含马来亚矿 ①夕卡岩出现在西带
,

而

① 、 , 。 ,

马本获矿
,

一种 亡仇



西带 公里
,

声钾 乎尸

勃生

巴林望 束 ,

·

聂 憾哥打巴

西 , 土打
一马来 丈

、

娜兰
‘印尼议

、
妙

、

分
‘

吉趁坡‘马莱》
‘ 、

鸳
舫加坡

译
、吸

口 口
巨港《印尼

种锐

口 口 回 犷兀
东南解拐矿带及其 中福 石的 多 色性特征图

据
,

人
·

西带特征

以中成花岗岩为 朴

常出现以云 英岩镶边或类似的脉群

常见含 韦晶岩
。

常见不同类型的含 夕 卜岩
、

担不富
,

已知有一些

浅成高退 翻 矿床

在人理岩和花岗岩中出现什状 矿体

其有该要经济意义的砂 矿广 泛分 布

有马来亚石
。

已知有大最黝 锡矿等含锡硫化物产地
,

无木锡矿
,

锡石

多色性呈现强至 无多色性的变化特征
·

可能有二次成二次以上的锡成矿期
·

东带特征

以浅成花岗岩为主

出现兵云 英笔滋 边的 矿脉

在乌来西亚 矿有重要的瓷土型 矿脉

在勿里洞 可能有改造型海底热液矿

床
。

常见 夕卡岩等矿床

浅成高温 矿床 十分罕 见 ‘已知仅一 处

砂 翻矿次于西带

无马来亚石
,

有木锡矿但极少 见

黝翎矿很罕 见 了仅 处

锡 石 多色性弱或无多色性
。

·

可能有二次或二次以上的锡成矿期
〔

·

西带的位移部分
·

红色多色性

一多色性强一 多数或所有品体 皇现鲜红 至浅色 浅

棍
、

无色等 多色性
。

一多色性较强一晶体有红一浅色多色性的环带
。

一多色性中等一晶体有粉红至其他浅色多色性的环带或

斑点
。

一无红色和无多色性一晶体有除红或粉红色以外的其他

颜色 如黑褂一 没 揭
、

黄一 淡黄 、 的多色性 或者无明 显 多

色性
。

一有各种程度多色性的锡石出现的地区
、

·

注

对 于邦加岛和勿里洞以外的带的情况尚不清楚

在东带似乎没有含这种矿物的矿体 另外在东带常见

有 一 夕卡岩
,

在东带除夕卡岩外
,

锡矿床常富

含磁铁矿
、

赤铁矿等含铁矿物
。

在西带未听说有木锡

矿
,

但常见有含锡的硫化物
,

在原生锡矿床中还 见有

被
、

锑矿物
。

与此相反
,

在东带有两处有木锡矿
,

但

是黝锡矿和极矿物非常罕见
,

并且在原生 或其他 锡

矿床中都没有发现锑矿物
, 。

锡矿带多色性锡石的特征

最早研 究 了锡矿带中锡石

所呈现岁」多色性
,

但是他的研究只限于采自马来西亚

的样品
。

他注意了下列七种类型

非常光 正常光

洋 红 色 橄 揽 绿 色

洋 红 色 淡乌娥里色

浅洋红色 无 色

橙黄一 揭色 揭 色

深 揭 色 淡 褐 色

紫 红 色 无 色

黄 色 淡 黄 色

以后
, ‘ 证实 了勿里洞

印尼 的锡石多色性变化相当大
。

此外
,

我曾指出
,

这种变化在整个锡矿带均存在
。

不过显示紫红色或无



色多色性的锡石则很少见
。

作者曾采用一种分类法
,

把锡石分成两人类
,

一

种是显示红色到灰色多色性的锡石 为方便起见 将

其叫作红色多色性
,

另一种 显示非红色的 通常是

褐色到灰色 多色性或者是无多色性锡石
。

红色多色

性的这一类再进一步又划分为强多色性
、

较强 多色性

和中等多色性亚类
,

大类和亚类的特征示于图

锡矿带中的锡石有些是有磁性的
,

虽有很多学者

研究过这种有磁性的锡石
,

但仍有 午多的问题未弄清

楚
。

然而
,

具有红色多色性的锡 石
,

其磁 性往往是

或者总是 川死滋的
,

而 褐色多色性的锡石一经磁化

即变为铁磁性的了
。

导致多色性的原因

在锡石的晶格中
,

有大量的四价锡为五价的铆所

置换
,

这种观点得到许多证据的支持
。

用这种观点或

许 可以圆满 地解释东南亚及其他地方的一些纠踢石显

示红色多色性的原因
。

这里所讨论的红色多色性
,

有

时也可能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晶格中存在锭所引起的
。

对这种看法有点同意
,

因为发现
,

苏

联的伟晶岩中强红色多色性的锡石
, ,

含量高于
。

说明这种多色性 。「能 至少部分有可

能 是由于 , 十 和 护 置换 了 ’十 ,

引起电价不

平衡和晶格畸变所造成
。

和 曾研究 了塞米

林和太平 霹痴 的某些强红色多色性锡石
。

他们指

出
,

钮在两处的锡石中是以
‘

分散的矿物包裹体和呈

带状分布的弥散 舔溶体
’,

的形式产出的
,

但在吉打的

锡石中
,

却未检测出锭的存在
。

他们还得出结论
,

认

为
,

上述锡 石强的红色多色性 及其不一般的顺磁

性
, ‘

也许可能是由于电价平衡被破坏的缘故
,

但是

在这些样品中似乎并未显示有晶格畸 变的现象
” 。

然

而
,

最近取得的一些研究结果
,

包括更精确的测定结

果
,

证明了这类锡石中羊汹变的晶格
,

私人通讯
。

我认为 东南亚锡石具有浅 褐色多色性 一般是

由于含有钮同 或 锐的缘故 可是
,

从锡
、

钨矿床

中衍生出来的锡石
,

所评论的这种多色性产生的原因

可能是晶格中有钨所致
。

此外
,

有些锡石晶休具有红色多色性的带和其他

的褐色和 或 橙黄色的带
,

而且有些带可能是多色

的
,

也可能不是多色性的 锡石的颜色在一定程度上

与其含铁量有关
。

不同颜色的带可以互相平行
,

或者

是一组红色的平行的带
,

被一组 揭色和 或 橙黄色

的平行带截交
。

由此产生 了与晶体发育有关的
、

至今尚未解决的

问题
。

, 从 采自哈德宋潘 泰祠

的样品中 观察到环绕着独展石颗粒周围有淡红色一

褐色多色性的晕圈
,

独居石 态佼入到锡石品体内表

明
,

产出红一灰 色的 多色性的凉因
,

有时
’

能是由

于放射性引起的
。

根据 作者 观察的结果 在东南亚

这种现象是相当罕见的
,

了日这可能不是象

在许多地方所 见到人 峨例 子所 表现的那种

情况
。

锡矿带中锡石按 多色性的分布及其意义

东南亚的锡石有多种多样的多色性 因而 叮以依

切踢石的多色性特征研究它们在锡矿带中的分布规

律
,

按本文前面提到的方法进行多色性分类
,

分类结

果绘于图上 见前图
。

这些结果强 调 所谓东南亚

锡矿带可以划分为两条近似平行的带 一个东带和

个西带
,

但这两个带在某些方面井不相似 在马来西

亚它们被
一

个实质上没有锡的带所分隔
。

根据锡石的

多色性
,

西带还 可以进一步划分 成 两 个 平行的 亚

带
。

从锡石多色性的观点来行
,

西带包括 我的分类

中所提到的各种类型
,

而且显而易见的是 冬有强红色

多色性的锡石 显著较多 而在东带只在几个地方发现

有较强的红色多色性的锡石
。

通常
,

在单一成矿期中
,

在锡
,‘铆 厂

锭成 矿省内

担 锭冠物有一种趋向
,

主要是在早期沉淀
、

认浸染状

赋存在花岗岩类和 或 伟晶岩或细晶岩中
。

任何伴

生的锡石
,

如果是与担 锭矿物人致同时形成的话
,

则含钾富
,

可能含拢也富
,

并且 否有强的或较强的红

色多色性
〕

在此种成矿省中
,

在与云 英下耀边的以及

稍许类似的早期矿床中
,

可以有 钊 锐矿物含最几乎

不变
,

但这只有学术研究方面的意义
,

伴生的锡石可能

含较富的祖
‘

锭
,

并且具有较强或强的红色多色性
。

就我所知
,

在 这样的 成矿 省 中含锡 的 夕 卡岩不含

钥 锭矿 物
,

其中的锡石 可能呈现微弱的
、

有时较强

的红色多色性
。

这些成矿省内
,

晚期热液矿脉中的锡

石可能显示中等程度的红色多色性
,

但显而易见的不

是红色一灰色的那种多色性
。

根据东南亚锡矿省西带

中得到的证据
,

特 别有力地 证 实 了这种变化的 总

趋势
。

人们也许会这样辩解 由于在东带原生锡矿床一

般都是在较晚的热液阶段形成的
,

所以几乎见不到红

色多色性的锡石
,

然而 在东带有云英笔版边的矿脉

中的锡石
,

从来不呈现象西带同类型矿床中的锡石经



常所显示的那种强红色多色性
。

同样
,

东带夕卡岩中

的锡石
,

也和西带的不一样 经常看到的只是揭色多

色性或者不具有多色性
。

在东带柔佛 马来 的贝里

巴克伦矿山
,

呈明显分带的锡石可能是赋存在早期的

长石脉中
,

锡石显示 褐色多色性
。

由此使人们导致这

样的结论
,

西带的锡总是出自担相当富的来源
,

而东

带的锡是从钮比较贫的不同来源衍生的
,

并且
,

除 了

具有云英岩镶边的矿脉外
,

在所有类型的原生锡矿床

中 经常有富含铁的矿物与锡 石 共生
。

可以 由此判

断
,

这些来源含铁均较富
。

由于有证据证明
,

西带的锡至少有两次或更多次

的敢要成矿期
, ,

并且 在每个成

矿期都有富钉哟锡石沉淀
。

所以
,

我认为在西带
,

锡

和健拍勺来源是每当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所打开的地壳
。

也还有理由相信
,

在东书湘也是多次成矿的
,

而

且我认为锡也是壳源的
,

但它和西带的来源无关
。

此

带中含锡矿床的铁
,

虽然有部分最初来源 于地慢
,

但

我认为大部分是来源 于被花岗岩类侵入的富铁地层
。

除上面提到的外 从锡石的多色性来看 锡石的

分布格局
,

也表明东带可能从马来西亚经退罗湾 泰

继续延伸
,

到泰国大陆的 罗勇又 币新出现
。

这种格局

也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来设想
,

如果邦加岛 印尼 是

西带的一部分
,

那么它附近的勿里洞 印尼 的大部

分或者整个就是东带的一段
。

这种分布形式也表明
,

苏门答腊锡矿省也许就是西带被错动的一段
,

在该处

的位移受到了马六甲海峡张开的影响
。

上接封四

达到调节 减压钻进时 孔底给进压力的日的
一

其反向

油流可由单向阀自由通过
,

不受滑阀的制约
,

减少了立

轴提升时的压力损失
。

阀在各种工序下的工作状态

立轴下行
,

加压钻进 给进油缸上腔通入压力

油时
,

油缸活塞下行
,

此时单向阀关闭
,

从油缸下腔排

出的油只能通过调压阀与回油相通
。

为减小活塞下行阻

力
,

应将调压阀的压力调得很小
。

称重 立轴给进阀手把放在浮动位置后
,

立即

旋转该阀的调压手轮
,

使给进油缸下腔压力增加
,

直到

与钻具重量平衡
,

立轴停止下滑
。

减压钻进 称重后
,

向相反方向调节调压手轮
,

使油缸下腔压力减小
,

直到满足孔底压力要求为止
。

立轴上升 倒杆 此时压力油只经该阀的单向

实 际 应 用

所介绍的成果除了为有关东南亚含锡矿床中锡的

来源提供 了进 一 步的想法 以 外
,

也 有一定的实用

价值
。

在勘探东南亚 以及其他地区 的锡
、

钮
、

锐或

者是担
、

锭冠床的过程中
,

河流沉积物的研究起 了一

定作用
。

样品中锡石的多色性显示 了原生矿床或者是

提供锡石来源的那些矿床的特征
。

还可以用来暗 , 七在

这个地区是否值得寻找铆
、

锭矿的原生矿床或次生富

集矿床

在给定的锡矿石样品中
,

如果红色多色性的锡石

大量出现
,

那么将向冶炼厂指出
,

由 于含有钮
,

所排

出的矿渣很可能是一种叮以销售的产品
。

锡石的多色性有时可以提供有关含锡石矿体的潜

在锡 量 例如
,

和 钟描述

过在泰国半岛攀牙地区有许多大的含锉云母的伟晶

岩
,

这些伟品岩中均有多种钥矿物和锡石
。

然而
,

这

里的锡石不是像所推想的确实与伟晶岩同生应显示红

色的多色性
,

而是有范围宽广的深浅不同的绿色和 揭

色的多色性
。

伟晶岩对形成晚期锡石而言是一 种优选

的母岩 所以它 可以含有人量这利锡石
,

比与伟品岩

同生的锡石所含的要多

仁译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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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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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进入给进油缸下腔
,

所以不需调整调压手轮
,

特别是

在 减压钻进阶段 井下压力已经调整适合的情况下
,

倒杆后不需再重调压
,

能保持原已调好的压力值
,

稳定

地钻进
。

截止阀

液压系统中装有两只 大小各一个 球形截止阀
。

大阀通径为 毫米
,

装在大泵出口与油箱之间
。

打开此

阀
,

来自双联泵大泵的排油
,

通过此阀直接流回油箱

关闭此阀
,

大小泵并联
,

以全泵量进入系统
。

小截止阀通径为 毫米
,

连接在多路阀与夹持器之

间
。

用于绳索取芯钻进时使夹持器始终保持打开的位

置
。

另外
,

在操纵卡盘时
,

要求夹持器保持夹紧状态
,

也可关闭此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