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铁矿矿物的找矿指示老义初探

陈大经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 司矿 产地质研 究院

对镜铁矿矿物的产出特征及其微呈元素特征的 初步研究
,

提 出镜

铁矿化是某些铁
、

铜
、

金
、

银
、

钨
、

锡
、

钥等矿化的重要找矿标志
。

关钝词 镜铁矿矿物 产出特征 微量元素 , 找矿意义

镜铁矿是一种重要的金属矿物
,

它可以

形成以镜铁矿为主的铁矿床
,

也可以成为某

些铁矿床中较主要的金属矿物
,

还常呈镜铁

矿
’

细脉状或浸染状赋存于铁矿床和许多有色

金属矿床中
。

尽管这些已成为人们所熟知
,

但对于镜铁矿的找矿指示意义远未引起人们

的足够重视
。

笔者根据初步研究就此作一探

讨
。

是热液型
,

只是与镜铁矿共生的矿物为褐铁

矿
,

是由其他硫化物氧化成而已 见下表
。

含镜铁矿的铁矿床 点 成因类型表

陆相火 夕卡岩 沉积 风化 海相火
成因类型 热液型

山岩型 变质型 淋油型 山岩型

矿床 点 数比

镜铁矿的产出特征

铁矿床 点 中的镜铁矿

据我国南方 个省
、

自治区的统计
,

在

多个铁矿床及矿点中
,

含有一定数量镜

铁矿的占 其中
,

以镜铁矿为主要铁矿

物的占
。

我国著名的镜铁 山铁矿
、

桃冲

铁矿
、

青海当渠铁矿均是以镜铁矿为主要矿

物的矿床
。

在部分鞍山式沉积变质铁矿中
,

镜铁矿也可成为较主要的矿物
。

我 国南方小

桃冲
、

叶山
、

龙虎山
、

洪门厂
、

底巴都
、

回

龙
、

茶地旁
、

天池塘等 余个小型铁矿床亦

以镜铁 旷为主要铁矿物 北方西马坊式铁矿

也是以镜铁矿为主要铁矿物
。

从直接经济意

义上石
,

镜铁矿的工业价值亦不可忽视
。

从成因 匕看
,

以我国南方 个省
、

区的

资料为例 见表
,

含有镜铁矿的铁矿床 点

以不 同成因的热液型为二上
,

陆相火山岩型及

夕卡岩型次之
,

风化淋滤一铁帽型实际上也

热液型矿化虽然常与岩浆活动有关
,

但

也有部分为变质热液乃至热卤水成因的
。

还

有部分性质不明的热液产物
,

如广西某些镜

铁矿点
,

矿化区既无岩浆活动
,

也无变质作

用
,

仅是一些沿泥盆系沉积岩的裂隙产出的

镜铁矿化
。

笔者认为
,

这种矿化可能是与构

造变动有关的热液或为地壳深处热源所形成

的热液活动的结果
。

陆相火山岩型铁矿主要见于东南沿海中

生代陆相火山岩带的浙江
、

福建
、

江苏
、

广

东及安徽等省
。

某些沉积变质铁矿的原始沉

积常与海相火山活动有关
。

因此
,

镜铁矿的

成因与火山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
。

从矿床 点 数量上看
,

含镜铁矿的沉

积变质型铁矿虽然较少
,

但工业价值却较重

要
。

有较大工业意义的含镜铁矿的铁矿床主

要见于此类矿床
,

如镜铁山铁矿
、

袁家村主

吴成柳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
。



矿体底部的镜铁矿型矿石等
。

夕卡岩型镜铁矿数量较多
,

且有一定规

模的矿床 如桃冲
,

但具体分析
,

很多镜铁

矿仍属热液阶段的产物
。

总的看来
,

镜铁矿的成因可归为四类
,

月 热液型
、

火山岩型
、

变质型
、

夕卡岩型
。

在镜铁矿矿床及矿点中
,

与之共生的最

常见的矿物为石英
,

有的可为菱铁矿
、

碧玉
、

重晶石
,

或石榴石
、

钙铁辉石
、

绿帘石
、

绿

泥石
、

方解石及石英等
。

还可有少量磁铁矿
、

黄铁矿共生
。

镜铁矿除了直接产于铁矿体中外
,

还常

呈细脉状作为铁矿床的蚀变产物产出
,

如 夕

卡岩型铁矿
、

陆相火山岩型铁矿
、

海相火

岩型铁矿
、

沉积变质铁矿
、

层控型菱铁矿等

铁矿床中均可见及
。

镜铁矿化特征

镜铁矿化为一种常见的蚀变
,

除呈浸染

状外
,

主要呈细脉状产出
。

它们既可见于铁

矿床中
,

也常见于有色金属矿床中
,

但多是与

热液作用
、

特别是与岩浆热液或火山热液作

用有关
,

少量可能与热卤水作用
、

混合岩化

热液及变质热液有关
。

在 夕卡岩型铁矿中
,

既见有独立的镜铁

矿细脉
,

也见有镜铁矿
、

绿帘石细脉
,

以及

伴生于方柱石一石榴石等夕卡岩细脉中者
。

此外
,

更常见与方解石
、

石英共生的镜铁矿

脉
。

这些细脉在生成时间上不尽一致
,

一般

与夕卡岩矿物共 生者多 早于 铁矿化 阶段生

成
,

或在铁矿化阶段早期生成 与绿帘石共

生者则与铁矿化同时或在其晚期生成 而与

方解石
、

石英共生者均晚于铁矿化生成
。

在

空问上多见于矿区上部
、

浅部
,

距主矿体有

一定距离 本身一般无工业价值
,

其伴生的

铁矿床常为邯邢式铁矿
。

也有与中酸性岩有
关的铁矿床

,

如 白石崖 或铁 铜 矿床 如

铁石岗
,

还见于与花岗岩有 关的 铁 多金

属 矿床 如苏少地区
。

在陆相火 山岩区
,

镜铁矿脉较为常见
,

如维苏威火 山 年喷发时
,

在其火 山管内

一个 英里多长的裂隙
,

由于喷气和热液活

动
,

天内就形成有 米宽的镜铁脉 矿 ①
。

我 国东部酸性火 山岩分布区及西南玄武岩分

布区火山岩的裂隙中
,

也常见镜铁矿脉
、

石

髓一镜铁矿脉及石英一镜铁矿脉分布 但这

些本身多无工业意义
,

其深部也未见工业铁

矿化
。

镜铁矿细脉伴有工业铁矿化的多是与

侵人岩有关
,

其深部为磁铁矿体
,

而镜铁矿

脉分布于岩体外的围岩裂隙中
,

距主矿体可

达 多米远 既有单一的镜铁矿脉
,

也有与钠长石或阳起石共生的镜铁矿脉
。

这

在钟姑矿田较为 明显
。

另外
,

陆相火 山岩区的镜铁矿化还可伴

生有金
、

银
、

铜等矿化
,

但也多是与次火山

岩及火山机构或构造交汇处等有利构造部位

有关
。

如七宝 山角砾岩筒型金铜矿床中
,

镜

铁矿是矿脉中 最主 要的 金属 矿物 占
,

与铁锰碳酸盐矿物
、

黄铁矿
、

黄铜矿

及石英等共生
,

呈网脉状充填于角砾的间隙

中
。

蚀变矿物主要是粘土类旷物及绢云母等
。

在角砾岩筒外部
,

蚀变虽然较弱
,

但仍有少

数镜铁矿细脉分布
。

显然
,

镜铁矿的分布范

围比矿化及其余蚀变范围要大
。

又如华东陆

相火 山岩区一些金矿点
,

就为镜铁矿石英脉
,

含金较高
,

可达 克 吨
,

或者更高
,

同样

对这种镜铁矿脉应引起注意
。

在我国西南海相火 山岩区
,

有些与闪长

岩有关的铁矿 点
,

在地表也有镜铁矿露头

或转石分布
。

某些沉积变质 铁矿及 热液改 造型 铁矿

中
,

镜铁矿化也为常见 的围岩蚀变
。

在层控菱铁矿床 中
,

有的矿石 中见有镜

铁矿成分
,

并见细网脉状和脉状菱铁矿和镜

铁矿
。

在斑岩铜矿区
,

无论国内外均常见
‘

镜铁

① 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 有关火山成 因矿床的

几个问题 冶金部地质干部学习班教材
,

年
。



矿脉产出
。

如德兴斑岩铜矿田
、

宁芜地区大

乎 山铜矿
、

宁镇地区某铜矿
,

美国阿侯矿床
、

长斯尔多姆
、

圣里塔矿床
,

智利的布雷登
、

丘基卡马塔
、

埃耳萨尔瓦多矿床
,

加拿大的

恩达科
,

非律宾的马尔科拍矿床也有镜铁矿

脉产出 ②
。

在德兴矿区甚至是主 要的金属氧

化物之一
。

镜铁矿除可成单一脉产出外
,

主

要是与其他矿物共生产出
,

常见者为绿泥石
、

绿帘石
、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石英
、

钠长石 此外
,

还可见电气石
、

重晶

石
、

铁白云石等矿物
。

镜铁矿基本上都产于

外蚀变带的青盘岩化带
。

在矿化分带 中则见

于水平分带的外带和垂直带的上部
。

有时甚

至可形成镜铁矿重砂晕
。

镜铁矿多形成于石

英一硫化物阶段之中期 绿泥石一氧化物
、

硫化物亚阶段和碳酸盐
、

硫酸盐一硫化物亚

阶段
。

对于铜矿化而言已是末期
’

了
,

其形成

一般晚于脉中之黄铁矿和黄铜矿
,

当脉中有

结晶粗大之黄铜矿出现时
,

说明铜矿化已进

入尾声
。

若镜铁矿与碳酸盐或重晶石等矿物

伴生
,

则表明晚于铜矿化生成
。

在夕卡岩铜矿中
,

有的矿区矿石类型即

以绿泥石一黄铜矿一镜铁矿型为主
,

在浅部

及岩体边部也有相应的镜铁矿脉分布
。

镜铁

矿一般晚于 夕卡岩阶段而早于硫化物阶段
,

被黄铜矿
、

石英等矿物包裹或被黄铜矿等穿

插交代
,

镜铁矿则交代
、

穿插石榴石
、

透辉

石
、

绿帘石及磁铁矿等
。

在有的矿区
,

地表

见有镜铁矿一褐铁矿细脉分布
。

在某热液锌矿床中
,

矿石中主要矿物为

闪锌矿
、

镜铁矿
,

而围岩中也见有不规则状

镜铁矿脉分布
。

对于锡矿床
,

无论是夕卡岩锡矿
,

还是

斑岩锡矿
,

部分矿床中也见有镜铁矿分布
。

“ 东银岩锡矿
,

镜铁矿与绿泥石共生
,

其次

有锡石
、

黑云母及少觉黄铜矿
、

辉钥矿
、

方

② 地质科学院情报所 《国外斑岩铜矿 ,

年
。

铅矿
、

闪锌矿等
。

在黑龙江某夕卡岩一热液型铁
、

钥
、

硫

矿床中
,

见有镜铁矿化现象
,

其形成晚于磁

铁矿
,

而早于辉铂矿
。

据 《中国地质报 》 年 月 日报道
,

云南红层发现的破碎蚀变型金矿
,

与岩浆活

动及构造所引起的破碎
、

镜铁矿化
、

硅化
、

黄铁矿化有关
,

并与其活动的强弱成正比
。

由上述可知
,

镜铁矿可产于不同矿化类

型的矿床中
,

其形成多与热液作用有关
,

特

别是与岩浆侵入活动及火 山活动的热液作用

有关
。

镜铁矿不仅可见于矿石中
,

更常呈细

脉产于围岩蚀变带中
,

并常见于矿区边部及

浅部
,

其分布比一般蚀变范围要大
。

脉中除

镜铁矿外
,

常可有相应的金属矿物及一些脉

石矿物伴生
,

但远离蚀变带的镜铁矿脉
,

成

分趋于简单
,

常呈单一的镜铁矿脉出现
。

镜铁矿化的找矿

指示意义
浅部常见镜铁矿化的原因

镜铁矿化
,

尤其是镜铁矿细脉为什么常

见于矿区浅部
、

上部呢 笔者认为原因在于

浅部构造裂隙发育
,

可作为热液

充填的场所
。

镜铁矿中的铁基本为三价铁 “十

占铁总量的 以上
,

生 成于强 氧化

环境中
。

浅部及上部
、

尤其是浅部的裂隙发

育处均是富氧环境
。

有关研究认为
,

铁在高

温热液及蒸气相中呈 “ 形式迁移
,

因此在

深部温度降低的情况下 多呈 磁铁 矿沉 淀出

来
。

当运移至浅部裂隙中
,

由于氧化电位增

高
, 十

转变成 的形式
,

并在

较低温的条件下发生水解
,

生成赤铁矿
、

镜

铁矿而沉淀下来

一
从 已知的镜铁矿产出特征着

,

常

见于火山口周围
、

火 山岩裂隙或浅成岩体气
』

孔的空洞中
。

另据南京大学地质系所做铁的



成矿实验
,

在高压釜塞上有磁铁矿与镜铁矿

形成 ③
。

由此分析
,

热液作用的镜铁 矿可能

是在热液 由封闭系统转为开放 系统时
,

压力

与温度急剧降低的条件下形成 的
。

根 射线

粉晶分析结果
,

镜铁矿与赤铁矿的晶体结构

是一致的
。

那么
,

镜铁矿与板状赤铁矿就应

是同一矿物种
,

仅仅是形态不同而已
。

因此

可以认为
,

在正常情况下
,

温度缓慢降低
,

又有充分时间结晶时
, “ 与氧结合应形成

板状赤铁矿
,

但在温
、

压急剧下降
,

尤其是

压力降低的条件下
, ”十

来不及形成板状赤

铁矿
,

而只能形成片状镜铁矿了
。

这种温压急剧下降的开放系统
,

以地表

及浅部裂隙处最为理想
,

因此有利于含铁溶

液在这些地方形成镜铁矿细脉
。

火 山岩区的

火 山口周围及浅部裂隙处
,

更是温压急剧降

低处
,

因此使镜铁矿成为火山喷气的升华物

而存在于这些地方
。

一些硫化物细脉在地表氧化环境

中
,

受氧化作用韵影响而发生分解变化
,

甚

至被溶蚀掉而不能保存下来
。

镜铁矿却是一

种在氧化环境中很稳定的矿物
,

因此可较好

地保存下来
,

甚至可见于重砂中 如德兴铜

矿区
。

这样
,

镜铁矿脉不仅 能形成 于浅部

及地表
,

并能长期地保存下来
。

镜铁矿化与工业矿化成因上的联系

并不是所 有 的镜 铁矿都 与工业 矿化有

关
。

尤其是在火山岩区
,

镜铁矿化较为常见
。

除了在岩体附近或构造有利部位的镜铁矿化

外
,

很多镜铁矿细脉都是火山喷气作用的升

华物
,

且多为单一的镜铁矿脉
,

一般与工业

矿化无关
。

一般矿区的镜铁矿脉 化 却与工

业矿化有着成因上的联系
,

这表现在

在生成时间上
,

镜铁矿都是矿区

工业矿化成矿作用一定阶段的产物
,

既有矿

化前的
,

也有矿化同时的
,

还有矿化后的
。

但从成矿作用的整体看
,

它们与矿化是热液

活动在不同阶段的反映
。

在产出空间位置上
,

镜铁矿常见

于矿区的蚀变带中
。

如在 夕卡岩矿床中
,

镜

铁矿脉常见于夕卡岩化带中 在斑岩铜矿床

中
,

镜铁矿脉就见于青盘岩化带 中二 陆相火

山岩型矿床中见于上部浅色蚀变带中
。

在共生矿物上有相 同之处
。

在一

些矿区的镜铁矿脉中
,

主矿体 中常有相同的

有用金属矿物
,

如黄铜矿
、

闪锌矿
、

锡石
,

白钨矿等
。

某些矿石中的脉石矿物在镜铁矿

脉中也有产出
。

如 白象 山铁矿中有磁铁矿一

钠长石型矿石
,

浅部则有镜 赤 铁矿一钠长

石细脉
。

很 明显
,

因为铁在深部处于弱氧化

条件而只能形成磁铁矿
,

在浅部强氧化条件

下则形成镜铁矿
。

这实为 同一成矿作用在不

同环境下的表现
,

二者 有着 直接 的成 因联

系
。

又如矿石中的某些 夕卡岩矿物在镜铁矿

脉中也常见及
。

至于矿化作用晚期的石英
、

碳酸盐矿物
,

在镜铁矿脉中更为常见
。

除了镜铁矿化蚀变岩石中主矿化

元素的含量较高外
,

镜铁矿单矿物中微从元

素与主矿体矿化类型上也具一致性
。

找矿指示意义及应注意的问题

在过去的工作中
,

常将一些镜铁

矿化点作为铁矿去评价
,

而忽视了深部可能

存在的有色金属及贵金属矿化
。

这是首先应

注意的一个问题
。

镜铁矿脉可指示深部的铁矿化
,

也可指示深部多金属矿化的存在
,

但并非所

有镜铁矿化均指示深部矿化的存在
。

在火山

岩 区
,

由于工业矿化常与火山机构或断裂构

造
、

次火山岩或浅成侵人体有关
,

由此对这

类火山岩区的镜铁矿细脉就应引起注意
,

特

别要注意对铁
、

铜
、

金
、

银 等矿化的寻找
。

有 的镜铁矿细脉本身即是矿石
,

如宁芜

陆相火山岩区的谷里式脉状铜矿
,

就是 由镜

铁矿一黄铜矿细脉组成的
。

对单一的镜铁矿脉
,

若见于中性

⑧ 南京大学地质系 山东淄博夕卡岩 型铁矿的

成矿条件实验 内部研究报告 了 年
。



侵入岩分布区则指示深部可能有磁铁矿化存

在 若为中酸性岩体分布区则指示深部有次
、

铜矿化 或铜
、

铂
、

钨
、

金等 矿化 存在 的可

能
,

特别是 当有斑岩体或爆发角砾岩筒
、

隐

爆角砾岩筒存在时
,

即使为单 一镜铁矿脉也

应引起注意
,

应追索浅部或附近铜
、

钥
、

金

等矿化 若见于酸性岩体分布区则指示有铁

多金属 或 锡
、

铂
、

钨等 矿化 存在 的可

有琶
。

对 于无兴浆活动分布地区的镜铁

解化 细脉
,

应注意沉积变质型及热液改造

塑铁矿
、

层控型铁矿以及热卤水或层控型银
、

铅锌矿化存在 的可能性
。

若镜铁矿脉 中伴生有其他金属矿

物
,

则可根据伴生的金属矿物推测深部的矿

化类型
。

注意与镜铁矿脉伴生的蚀变特征

或脉中的蚀变矿物
。

如为夕卡岩化则应注意

子找夕卡岩一热液型矿床 若镜铁矿化 脉

见于青盘岩化带则应注意斑岩铜
、

锡等矿化

的找矿 若与钠长石 化 或其他钠化相伴
,

应注意火山岩铁矿及夕卡岩铁矿存在 的可能

性 若为硅化一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蚀变则

应注意角砾岩筒型金 铜矿化 或火 山岩 型金

银 或破碎蚀变型金矿等
。

镜铁矿中微量元素

的指示意义

区分矿床成因

对于铁矿而言
,

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铁矿

床
,

其铝的含量均较低
,

明显比其他成因者低

一个数量级 含量为 。 ,

但是其

中又可依不同亚类而有所区别
。

火山喷发沉

积型铁矿的镜铁矿
,

除低 外
,

表现有较高

的
、

均 对于与远火山作

用或热卤水作用有关
,

而现为沉积变质的镜

铁矿
,

除低 外
,

表现为高
,

而其 含量较低 与超浅成中墓

性岩有关的火山岩型铁矿
,

其镜铁矿除低

外
,

表现为高
、

均可达 左右
。

确定矿化类型

对与斑岩铜矿有关的镜铁矿
,

铜含量较

其他矿化中的镜铁矿要高
,

一般多在

富家坞镜铁 矿含 平 均为
。

与 夕

卡岩铜矿有关的镜 铁矿
,

含 平均 可达
,

其余矿化含 仅 二
。

与钨矿化有关的镜铁矿
,

含钨高达 。

, 。

安徽某铜钨矿床镜铁矿脉 ,补镜铁

矿含钨达
。

七宝 山金铜矿床富钨镜

铁矿中钨含量在 各单矿 物中 最高
,

一 般在
,

最高达
。

同 时是

金的主要载体矿物
,

含金 约 一
。

河北

某铜矿床钨是伴生有益元素
,

镜铁矿中含钨

为
。

此外
,

对铜钨矿 及斑岩铜

矿中
,

其镜 铁矿 还具 高 的特征
,

可达

多

对于
、 、 、

等矿化而 言
,

镜

铁矿 中材 含量 均较 高 , 一 般 为
,

高者达 多
,

而与铁 矿有关的

镜铁矿含 较低
,

一般为
,

最大未超

过

综上所述
,

镜铁 矿中 的
、 、

异

常对矿化有直接指示 意义
,

而 高含 量对
、 、 、

矿化有间接指示意义
。

灿

一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