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地坪汞矿辰砂的基本特征及矿床成因

赵子朝

湖北 省第 二地质 大队

白地坪汞矿属于武陵成矿区
,

地处川黔桐麻

岭汞矿带北 东延续地段 该类矿床的成因
,

按

照传统的观点应属
‘

远成低温热液矿床
” 。

现在

有不少人认为是
二

沉积一热液改造矿床
” 。

笔者

通过对该矿床的物质成分
、

矿 石类型和辰砂基

本特征的研究 认为矿床属高盐度渗流热卤水

成因
。

地质简介

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新华夏系第三隆起带南端之川鄂湘

黔褶皱带
,

隶属于早新华夏系八字山一咸丰北北

东向背斜带的咸丰一桐麻岭复式背斜
。

区内构造

形迹甚多
,

褶皱
、

断裂发育
。

断裂一般出现 于褶

统统统 组段段 厚度度 柱 状状 岩 性性 含矿层 矿博七强度度 蚀变矿矿
‘‘‘‘ 米 、、 小 怠图图图 段代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化类型型弱弱弱弱弱弱弱弱弱 中中 强强强

中中中 攀攀 上上上 以以 浅灰色薄一中层石英砂岩 向上部为自自自自自自自

寒寒寒 坪坪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云岩岩岩岩岩岩岩
武武武 组组组组 匕匕匕匕匕匕匕匕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下下下下下 吸 艺 浅灰色薄 一 中层自云岩岩岩岩岩岩岩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乒乒乒乒乒乒乒乒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中 上郊浅灰色中一 厚层自云岩
,

底部为为 现现 一一 下下 裂旅脉脉
白云岩夹灰质白云岩岩岩

⋯⋯⋯
,,,, 状状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

⋯⋯
⋯‘‘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铂铂铂铂铂铂铂铂铂铂铂铂铂铂铂
乙乙乙乙乙乙

一一

卜自云 岩 常 见迭层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
几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

浅灰 色薄 中层白云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止止止止止夕夕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卜卜卜卜卜卜卜久之火火 灰色
、

深灰色呼卜厚层花纹条带灰岩岩 们们们们们们
高高高高高 一

名名名 ,,,,,,,,,,,,,,,,,,,,

口口口口口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脉状状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盆盆盆盆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王王王 灰色
、

绿灰 色薄层粉砂质泥岩岩岩岩

尸尸尸尸,,,,,

一 一 , 一一
一

中层及薄层白云质灰岩及白云岩岩岩岩 似层状状

下下下 石石 上上

寒寒寒 龙龙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武武武 洞洞洞洞 比比比比比比比

统统统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

一

浅灰色中厚髻含自云 质灰岩岩岩岩岩岩岩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脚脚脚脚脚脚脚脚脚脚脚脚脚
’’’’’’’’’’’’’’’’’’’’’’’’’’’’’’’’’’’’’’’’’’’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灰 色
、

灰熟色薄 中层含自云 质灰岩岩 四 似层状状】】 ,
’

刀刀刀刀刀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灰黄色阵层粉砂质泥岩岩岩
卜卜卜卜卜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二 没灰色自云 质灰岩岩 班 一一一一 似层状状

‘ 自云岩及自云质灰 岩岩岩岩岩岩岩,

侧侧侧侧侧侧侧侧

,, 灰岩及 白云质灰岩岩 似层状状,,,,,, 匕匕匕匕匕匕匕匕

一一一一一
产产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

上部厚偿自云岩 中部为条带状灰宕
、、

脉状状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云岩
,

下
一

部为灰岩 结状 互层
,

底底底 ,一一一一一一一 部含硅质结核核核核核核核
’’’’’’’’’’’’’’’’’’

脉状状拼汀汀汀汀汀
‘‘‘‘‘‘‘‘

目目目目目

产户户 ·

似层状状劫 中层灰岩及自云质灰岩岩岩岩
一

一一一 一认 中厚层花纹灰岩及自云质岩岩岩岩岩岩岩

毖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认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天天天 何何 ,,, 粉砂质水云毋泥岩
、

泥质粉砂岩突鳍状状状状状状状
板板板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灰 岩岩岩岩岩岩岩

自自自自自瑞上二 ,,,,,,,,,,,,,,,
曰曲 二二二二二

卜卜卜卜卜一
二 ,,,,,,,,

卜卜卜卜卜
‘

, 一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图 白 地坪汞矿含矿层综 合柱状示意图



皱翼部
,

主要是与轴线平行的斜冲断裂
,

力学性

质为压扭性
,

反时针扭动
。

最大断裂为咸丰断

裂
,

其长度可达 余
。

本区汞矿主要受北东

向断层两侧的北西向波状复式背斜控制
。

区内出露从寒武纪至三叠纪地层
。

背斜轴部

大都是寒武纪地层
,

向斜中部多为三叠纪地层
,

两翼则为奥陶
、

志留纪地层
。

区内无火成岩分布
。

本区多金属矿产于寒武系
,

汞矿主要赋存在

下寒武统石龙洞组
、 、 、 、

段
,

中寒

武统高台组第巩段
,

以及茅坪组第姗段 图
,

为一套碳酸盐岩地层
。

寒武纪区域古地理图表明 ① 图
,

本区属

于武陵雪峰台地边缘沉积区
,

成矿区则位于台地

边缘浅滩相和广海陆棚相的过渡地带
。

汞矿及其

他多金属矿受台地边缘生物礁相和台地前缘斜坡

狭窄相带控制
。

成矿区呈带状分布
。

白地坪汞矿

及多金属矿位于该矿带上
。

汞矿层主要为似层状
、

细脉一网脉浸染似层

状
。

矿体顺层产出或赋存于裂隙
、

断裂带以及旁

侧的围岩中
,

具多层性
。

矿体呈透镜状
、

囊状
、

脉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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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扬子沉积区 一

扬子过渡沉积区 一江南区 一江南沉积区、 一江南过渡沉积区 , ⑩一江南深断裂 ⑩一鹤峰深断裂

矿石类型及物质组分

矿石 类型 本区矿石分为条带型和脉

型两大券
条带型汞矿石主要产于似层状矿化蚀变体中

,

沿层交代或充填而成
。

又可分为块状
、

团块状及

浸染状矿石
。

脉型汞矿石产于细脉一网脉浸染似层状矿化

蚀变体中
。

矿石结构有自形晶
、

半自形晶及他形
。

矿石

构造有角砾状
、

浸染状
、

斑点状
、

晶洞状
、

皮膜

状等
,

而以浸染状及角砾状最常见
。

近矿围岩蚀变为碳酸盐化
、

硅化
、

重晶石化
、

萤石化等
,

而以碳酸盐化最普遍
。

矿石 物质组分 主要化学成分见表
。

从表 中可知
,

汞含量一般为 。 一
,

矿体品位为 一
。

光谱分析还发现有

①湖北省第二地质大队
,

湖北省咸丰地 区 。 多金属成矿规律研究与矿区预侧报告
,

年
·



, , , , , , , , ,

等
,

其中 含量已达到工业品位
。

矿物共生组合比较简单
。

产于白云岩和灰岩

中的脉状矿体由单一的辰砂组成 产于白云质灰

岩中的似层状汞矿
,

矿物组合要复杂些
,

除辰砂

外
,

还有方铅矿
、

闪锌矿及少量辉锑矿
、

雄黄等
。

矿物组合所反映的成矿温度是比较低的
。

汞矿石主共化学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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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砂的基本特征

辰砂的化学成分

不同矿石类型中的辰砂化学分析结果见表
。

辰砂 的结晶习性

本区辰砂晶体呈细小板状或菱面体
,

也有的

皇穿插双晶出现 通常为不规则集合体
,

偶见被

膜状
。

最小粒径
,

一般为 一

,

最大粒径
。

根据矿物生成顺序

及晶粒特征
,

本区汞矿可分为两个成矿阶段 早

期成矿阶段形成的辰砂晶粒细小
,

多呈他形晶
,

分布于白云石颗粒之中及白云石
、

方解石颗粒之

间 晚期成矿阶段形成的辰砂呈中一粗粒板状
,

多为自形晶和半自形晶 嵌布于白云石
、

方解石

辰 砂 的 化 学 成

颗粒之间或裂隙中
。

辰砂的结晶形态与矿物的晶出速度和空间有

一定关系
。

早期成矿阶段成矿溶液浓度高
,

结晶

作用进行得比较快
,

因而辰砂颗粒细小并呈他形

粒状 晚期成矿阶段成矿溶液浓度低
,

结晶速度

缓慢
,

加之有有利的空间 裂隙
、

晶洞
、

多孔层
、

角砾状构造等
,

所以形成了粗大的 自形晶和半自

形晶粒
。

辰砂 的物理性质及光学性质

物理性质 辰砂为朱红色
,

少数呈褐

红
、

暗红或近黑色
。

条痕朱红色
。

金刚光泽
。

半

透明至不透明
。

硬度小 表
,

比重大 表
,

性脆 在显微硬度计上负荷加至 时即产生裂

痕
。

断口呈半贝壳状或参差状
。

分 ‘ 衰

样样 号号

】
。

。



展砂的皿橄砚度

维氏硬度
’

。

。

。

靠得很近的狭窄红夕抽及收峰 图
。

红夕抽及收光

谱与 射线分析结果都表明该区是低温相辰砂
。

一样一

, 展砂诊坟

样 号

展砂的比皿

比 ,

灯
。

。

斑

备 注

显撤比重法 一一一下、‘,

, 展砂瀚线

光学性质 偏光镜下呈红色
,

半透明
。

反射色灰白微带蓝色调
。

用显微光度计 单色光
,

波长 热 标准矿物为单晶硅 测定了辰砂的

反射率色散值 表
,

其曲线比较平缓
,

因此
,

镜下观察辰砂的反射色为灰白微带蓝色
。

辰砂的

双反射微弱
,

非均质性显著
,

亮红色内反射强烈
。

傀
一 ’ 一 ’ 一 ’ 忿

一 ‘

图 展砂红外分析图谱

展砂的反封率色傲位 衰

样 号
反 射 率 值

,
, ,

。

,‘叹峨,‘,︸,‘‘,

辰砂中的杂质元素对其光学性质
,

特别是对

颜色有一定的影响
,

暗红色及黑色辰砂含铁较高
,

鲜红及朱红色辰砂含铁低
。

射线分析及红外吸收光谱

辰砂的 射线分析结果 表 表明
,

本区

辰砂属六方晶系 型
。

此外
,

还对辰砂做了红

夕滩收光谱分析
,

结果表明各样品的图谱特征完

全相同
,

其谱线都在 一 一 ,

区间有两个

汞矿床成因

成矿物质来滚

我们将下寒武统天河板组
、

石龙洞组及中寒

武统高台组划为汞矿源层 表
。

天河板组最高

含汞量为
,

平均为 石龙洞

组含汞量为
,

相当于正常碳酸盐岩的

倍 高台组平均含汞量为
。

上述三

组为汞矿源层的高峰区间
。

含汞量由正常沉积 ,

区域沉积 矿区沉积逐渐增高
,

与区域成矿带沉

积基本吻合
。

岩石中杀含
‘

,

类 型

正常沉积

区域沉积

矿区沉积

页 岩 砂 岩

。

碳酸盐岩

。

一,一

﹃、砂一舟︸

﹄曰﹄几门︼丹二函﹃一展砂的品胞 , 橄

样 号
。

,

。

。

根据硫化矿物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 ’‘

均为

正值
,

变化范围在 一 之间
。 ” ’

值为
。

矿石中铅同位素年龄为

亿年
,

与围岩时代相当
,

表明矿质来源于原始沉

积层
,

经运移
、

结晶
、

沉淀
、

富集成矿
。

成矿温度

矿区辰砂的均一温度 图 为 一
‘

℃
、 ,

最佳温度是在 一 ℃之间
。



沮度 ℃

图 辰 砂 均 一 通 度 分 布 田

成矿溶液性质

辰砂及方解石中包裹体的物质成分分析结果

表明
,

辰砂中含有少一中量的液态包裹体
,

偶见

气液包裹体
。

包裹体粒径多为 一 尸 ,

少数达

一 尸 ,

呈线状
、

带状群体分布
,

属原生包裹

体
。

液态包裹体由盐度溶液组成
,

气液包裹体由

一 的盐度溶液和 一 水蒸气组成 方

解石中也含有少量的液态包裹体和气液包裹体
,

其液态包裹体的成分与辰砂的液态包裹体相同
,

唯气液包裹体是由中浓度盐水溶液 一

和水蒸气 一 组成
。

在个别样品中见到

少数含固相子矿物的气液包裹体
。

固相子矿物呈

立方体
,

均质
,

折光率接近石英
,

为 结晶
。

包裹体也是 由盐度溶液 一
、

子矿物

一 和水燕气 一 所组成
。

根据对辰砂及方解石包裹体成分的研究结

果
,

认为本区汞矿的成矿溶液是一种含盐度较高

的渗流热卤术 这种溶液从矿源层中滋流出来
,

沿着有利的构造部位 —断裂
、

褶皱
、

裂隙
、

层

理
、

多孔层
、

孔洞
、

节理
、

溶液塌陷或构造角砾

等活动时
,

由于物理
、

化学条件的变化结晶沉淀

下来 地质观察表明
,

辰砂产于背斜近轴部的构

造高位点及裂隙中
,

矿体产出部位比较浅
,

成矿

压力小
,

加之矿石又具典型的角砾状
、

晶洞状构

造
,

因此
,

可以认为辰砂是在浅成条件下形成的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白地坪汞矿是在浅成条

件下
,

从高盐度的热卤水中结晶成矿的
。

成矿物

质来源于天河板组
、

石龙洞组和高台组
。

本文敬请武汉地质学院王文魁副教授及本队

刘德中副总工程师审阅
,

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

见
,

省地质局实验室提供了测试数据
,

特此表示

感谢
。

考 文 献
〔 〕汞矿地质与普查劫探编写组幼 汞矿地质与普查

劫探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年

〕南京大学地质系岩矿教研室摘着 结晶学与矿物

学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年

〔 〕汪正然
、

陈武编 矿物学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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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异常区 验证了 号和 号异常
,

在 号异 通过对矿田化探原
、

次生晕资料的综合整理
、

归

常的深部找到了以铝为主的贫矿体
。

纳和验证表明
,

区内主要的成矿元素有
, , ,

号异常区 除发现 号异常地段含
,

高
, , , ,

等
。

伴生元素有
, ,

的 ‘ ‘ 达 锰帽外
,

在 号异常地段棋
, , , ,

等
。

金属元素的分布与岩体有

梓桥组底部的白云岩中找到了埋藏较深的铅锌工业 内在联系
,

还明显受北东向断裂构造控制
,

锡矿山组

矿体
。

底部的泥质灰岩是成矿的良好盖层
,

棋梓桥组底部的

位于花岗闪长岩体上的一个规模较大的
, ,

白云岩是有利的储矿围岩
,

金属元素富集成矿的有利
,

综合低缓次生异常 号
,

年开展了系 地段是在岩体的北东向前缘
。

统的原生晕工作
,

在岩体北部圈定了一个走向北东
,

本文曾得到我队黄启康工程师
,

桂林地院黄意信

长约 米
,

宽约 米的多元素组合原生富集带
,

老师和北大刘本立老师的指导与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为岩体的含矿性评价提供了新的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