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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泥屯蓝晶石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孟繁兴 侯树桓

吉林有色 地质队

矿床产于下古生界呼兰群石榴石蓝晶石云母片岩中
,

受层位 和 岩

性控制
。

成因类型属区域变质一变成型矿床
。

关甸词 吉林省 , 乱泥屯 , 蓝晶石矿床 , 特征与成因

吉林磐石县乱泥屯蓝晶石矿区位于天山一兴安

地槽褶皱区东段
,

呼兰一青龙复背斜中部
,

隔挥发

河裂谷断陷带与华北地台衔接 图
。

区内出露

地层主要是下古生界呼兰群变质岩系
。

该群上部为

小三个顶子组
,

上一中级由花岗片麻 岩
、

绢 英 片

岩
、

片理化凝灰板岩
、

大理岩
、

结晶灰岩组成
,

厚

余米 , 下段为含矿层
,

由石榴蓝晶 二 云 母 片

岩
、

石榴云母片岩
、

白云母石英片岩
、

十字石石榴

石云母片岩等组成
,

厚近 米
。

小三个顶子 组 下

部为黄莺屯组
,

由角闪斜长片麻岩
、

云母斜长片麻

岩
、

大理岩和花岗片麻变粒岩等组成
,

总 厚 度 近

米
。

其次是下二叠系火山杂岩
、

浅变质岩及零星分

布的侏罗系 安山岩
、

陆相含煤建造 和 白 至 系

砂砾岩
。

区丙加里东期岩浆活动以基性一超 基 性 岩 为

主
,

海西期为黑云花岗岩
,

燕山期为浅色中粒花岗

岩
。

各期均伴有浅成相脉岩和喷发岩
。

淤淤淤
矿床地质特征

斌矿地层及岩性特征 呼兰群小三个顶子

组石榴石蓝晶石云母片岩段为含矿层位
。

岩层走向
。 ,

倾向南西
,

倾角
“ 。

根据岩性与

赋矿情况可划分为上下两层
。

下部层 以石榴石蓝晶石云母片岩与

石榴石云母片岩为主
,

夹黑云斜长片麻岩和混合片

麻岩薄层或透镜体
,

总厚 米
。

石榴石蓝晶 石 云

图 乱泥屯矿区区域地质图

一第四系冲积层 , 、
一下 白翌 统 砂 砾 岩 ,

一下二叠统砂岩
、

板岩 , 一呼兰群花岗

片麻岩
、

角闪云母片岩段 , 一呼兰群烂 石

大理岩段 , 一呼兰群石榴石蓝品石云 母片

岩段 , ‘

一呼兰群角闪斜长片麻岩越石 大 理

岩段 , ,

一黑云斜长片麻岩 段 , ‘ 砍

一角

闪斜长片麻岩段 , ,

一花岗片麻岩变粒 岩 段 ,

汽一燕山期花岗岩 , 一海西期 花 岗 岩 , 丫 一

加里东期花岗岩 , 甲 一海西期基性 超 从 性 岩 ,

甲 一加里 东期基性超丛性岩 , 。 ,

一加里 东 期 丛

性岩 , 一蓝晶石赋矿层位 , 一蓝 晶 石 矿 体 ,

一断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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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片岩在横向或纵向上常渐变为石榴石十字石蓝晶

石云母片岩
、

石榴石十字石云母片岩
、

石榴石云母

片岩等
。

上部层 沁 主要是黑云斜长片 麻 岩 与

构造
,

局部见变余层理和条带状构遭
。

矿石矿物组合为蓝晶石
、

铁铝榴石
、

十字石
、

白云母
、

黑云母
、

石英
,

少量矿物有 斜 长 石
、

石
墨

、

硅线石
、

金红石
、

赤铁矿
、

磷灰石
、

电气石和

黝帘石等
。

蓝晶石呈灰白至暗灰色
,

蓝色者少见 板柱状

晶体
,

粒度一般 毫米
,

大者

毫米
。

矿石中蓝晶石分布不均匀
,

常呈 条 带 状 富

集
。

这种富集条带富含白云母和石英
,

而 少 十 字

石
、

铁铝榴石和斜长石 , 反之
,

则蓝晶石少见
。

单偏光下蓝晶石无色
,

半自形一自形
,

见两组

解理
,

交角
。

正交镜下最高干涉色一级 黄 色
,

切面斜消光
,

最大消光角淞八
。 , 常见

简 单 双 晶 , ,
爪

,

。

蓝晶石多呈变斑晶出现
,

定向分布
。

晶体内常

见包裹体
,

主要为炭质
、

石英等
。

蓝晶石化学成分

见下表
。

蓝晶石常受不同程度的绢云母化
。

蓝昌石单矿物的化学成分 表

。。 ,,

。 。

一 一
。一 。一 。

图 乱泥屯蓝昌石矿区地质革图

一第四系 , 一石榴石二云母片岩 , 一石 榴 石

十字石二云母片岩 , 一石榴石蓝晶石二云 母 片

岩 , 一石榴石十字石蓝晶石二云母片岩 , 一大

理岩 , 一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 一混合片麻岩 ,

一石英脉
、

煌斑岩脉 一蓝晶石矿体 ,

卜破

碎带 , 一产状

石榴石云母片岩互层
,

夹大理岩
、

石榴石蓝晶石云

母片岩
,

厚 米
。

矿体主要产于下部层 的石榴石蓝晶石

云母片岩和石榴石十字石蓝晶石云母片岩内
,

产状

与地层基木一致
。

矿休特征 矿体严格受层位及岩性控制
,

空间分布上大体可分为南西
、

中和北东 三 个 矿 体

群
。

它们之间被黑云斜长片麻岩分开 图
。

三

个矿体群共圈出 条工业矿 体
,

大 者 长

米
,

水平厚度 米
。

蓝晶石 最 高 含 量
,

一般 士 。

矿石常见的结构有鳞片变晶
、

斑状变晶
、

筛状

变品
、

包含变晶
、

碎裂和假象等结构
。

主要是片状

金红石是矿石中可综合利用的伴生组分
,

含址

为 呈单晶或包裹体状产出
。

选矿试验表明
,

可选出合格的蓝晶石精矿 几

含量为 士 ,

回收 率 、
。

两个矿样蓝晶石精矿的耐火度
。

矿石与围岩比较
,

富硅铝
、

贫铁镁
,

值低
。

矿床成因及 富集条件

变质原岩及其建造的恢复 含矿岩石 蓝

晶石矿石 及其围岩 石榴石云母片岩等 的化学

组分参数计算在尼格里四面体投影图中均落在粘 上

质沉积岩区
。

肖
,

判别式

亦为负值
,

属副变质岩
。

再结合地质产状 和 只

希尔托娃 一 一

刀 其余组分 图解
,

确认本区变质结晶片岩类 的

原岩属于潮湿气候带
、

化学分异强的高铝粘土岩沉
积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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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 成矿作用 —富铝变质建造的形成
‘

区内

变质结晶片岩的矿物组合主要有 ①铁铝榴石 蓝

晶石 白云母 石英 ②铁铝榴石 十 蓝晶石 白云

母 黑云母 十 石英 ③铁铝榴 石 蓝 晶 石 白 云

母 黑云母 十 十字石 十 石英 ④蓝晶石 白云母 十

黑云母 石英 ⑤铁铝榴石 白云母 黑云母十 石

英 , ⑥铁铝榴石 白云母 十 黑 云 母 十 石 英 十 十 字

石 , ⑦铁铝榴石 白云母 黑云母 十字石 斜长

石 ⑧铁铝榴石 十 斜长石 黑云母 十 石英 , ⑨铁铝

榴石 十字石 白云母
。

这些矿物组合按变质相的

研究方法作出的变质相 带 矿物共生 图 解

可见
,

高铝粘土沉积建造的原岩
,

经区域变质作用

形成典型的角闪岩变质相十字石一蓝晶石变质带
。

根据实验资料
,

十字石一蓝晶石变质带的形成

温度为 、
,

压力一般为
。

在矿区由底部向上 即由西至东
,

十字石一

蓝晶石变质带变质阶段的温度与压力条 件 是 变 化

的
。

出现的变质矿物共生组合由 白 云 母 黑 云

母 铁铝榴石 , 白云母 铁铝榴石 十字石 少量

蓝晶石 , 黑云母 十 铁铝榴石 蓝晶石 十 少皿硅线石

和透辉石
,

即属递增变质带序列 图
。

北东

‘ 白云母石榴石带一 州

曰 圈 留 曰 曰 圃
,

图 西部矿带中压递进变质带剖面

一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 一石榴石云母片岩 , 一石榴石十字石蓝晶石云母片岩 , 一石榴石十字石蓝晶石云母片

岩 , 一石榴石蓝晶石云母片岩 , 一蓝晶石矿体

蓝晶石矿物的出现
、

矿体的形成不仅与区域变

质的温度
、

压力条件有关
,

而且与原岩的物质组成

密不可分
。

构成矿体片岩石的硅铝含量为
,

镁铁含量
,

为
。

非矿片岩类硅

铝含量为
,

铁镁含量为
,

为
。

即在变质阶段中非矿原岩多生成铁铝榴石和

十字石
。

如果原岩中钙
、

碱质再相对增加
,

则生成

斜长石矿物
。

实际情况也表明
,

石榴石
、

十字石和

斜长石大量出现时
,

蓝晶石矿物少见
。

矿床成因类型及其远景 综上所述
,

本区

的成岩作用是潮湿气候带
、

化学强分异的海相高铝

粘土沉积建造
,

经区域中温
、

中一高压变质作用
,

形成角闪石相十字石一蓝晶石变质带
。

矿床成因属

区域沉积变质一变成型蓝晶石矿床
。

该蓝晶石矿床的发现
,

不但表明在矿区延长上

和深部有着较大的储量潜力
,

而且在呼兰群高铝结

晶片岩地层中展现了广阔的找矿前景
。

目前
,

已知

赋矿地层呈北西一南东向延长约 公里
,

厚度大
,

层位稳定
。

在矿区东南部的白石硅子
、

小米奇一带

亦发现了这类矿床
。

因此
,

在区域上进一步工作
,

可望增加新矿床 还有可能找到具粗大蓝晶石晶体

和高品位工业矿床
。

沁
, 李

幻。 ·

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