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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黑水锰矿区红帘石的特征及其成因意义
卢盛明

西 南冶金地质科研所 少

从四川黑水矿区锰矿石中首次发现的红帘石的产出特征出发
,

对

其矿物学特征
、

化学特征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
。

这对探讨本区锰矿床

的成因
、

分析变质环境和锰矿石的开采利用等
,

都有参考价值
。

关键词 黑水锰矿 , 红帘石 成因

红帘石的产出特征
黑水锰矿 区是 目前川

西北唯一的低磷锰矿区
。

在该区锰矿石中首次发现

了红帘石
。

红帘石是锰矿

床中少见的含锰矿物
,

本区只在德石沟和徐

古局部地段产出
,

且均产于三叠系下统菠茨

沟组上段的第四含矿带下部矿层中
。

红帘石主要分布于泥质粉砂岩和绢云千

枚岩及少量方解石石英脉中
,

主要呈变斑晶

状
、

定 向或不规则条带状
,

部分呈不规则团

块状 照片
、 。

徐古 的红帘石常与 磁 铁

矿共生
。

不同地区产 出的红帘石
,

在含量
、

产状
、

粒度
、

自形程度
、

共生矿物
、

蚀变强

度等方面既有共性
,

又有差异 表
。

这些

特征均受其化学成分变异和变质环境制约
。

照片 变异红帘石 柱状 呈变斑晶团块

分布在泥质粉砂岩中
·

徐古

红帘石的矿物学特征

翻豁撇盗热次翔 之
擞珑摇洲睐放灿州谕 诩杰 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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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石石英脉中
·

德石沟

本区红帘石常具鲜艳之红褐色
,

徐古为

红黑色
。

矿物颜色的深浅与铁含量的多少有

关
。

多色性明显
,

德石沟的红 帘 石 二为橙

黄色
,

蕊为玫瑰色
,

万为鲜红
、

褐红色

徐古 的红帘石万二为浅黄色
,

众为暗紫色
,

乡为红褐至红黑色
。

正突起高
,

干涉色 一

级
,

与矿物颜色相近
。

平行 轴切面 平 行

消光 正
、

负延长均有
,

双晶少见
。

倾斜色散强
, 。 。

光轴角和折射 率 随 化

学成分的变异而变化较大 表
。

据差热分析资料
,

本区红帘石脱水
、

分

解时的吸热温度为
,

与红帘石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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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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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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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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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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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绢云母
、

白云母 、、

。。。。。 变斑晶
、

定 方解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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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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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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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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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

含铁氧化锰红 氧化 锰一硅 酸

帘石锰矿石 锰矿石

变斑晶及不沪
·

‘一 。

规则条带
半自形晶 石英

、

磁铁矿
、

褐锰一硬锰矿
川

卫

月州

士 一

石英
、

磁铁矿
、

方解石
、

氧化锰

红帘石主折射率及光轴角变化表 表

产产伏伏 主折射率 平均值

夕 ‘‘ 。 , ’’ 户 ’’

锰锰矿石石
。 。 。

方方解石石英脉脉
。 。 。

徐古

⋯
锰矿石

⋯一 ⋯一 ⋯一
。

吸热温度相近
。

射线粉晶分析 ①数据 与 标

准红帘石分析数据比较
,

主要谱线 的 值 较

接近
,

值有一定误差 样 品纯度 不 高 引

起
。

经计算
,

红帘石的晶胞参 数为 。

人
, 。 人

, 。 人
,

刀
“ ‘ 夕 ,

与标准红帘石的晶胞参数 非 常

接近
。

在扫描电镜下
,

可清楚地见到红帘石晶

体被褐锰矿
、

硬锰矿等矿物交代的现象
。

其

他特征见表
。

红帘石 的化学成分特征

一
、

化学成分特点

根据本区 件不同地点的红帘石样品的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表
,

本区红帘石在化

学成分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

其特点是

德石沟的红帘石为正常成分的红帘

石
,

与标准红帘石成分相 似
,

仅 稍高
,

略低
。

徐古的红帘石为高 铁 红 帘 石
,

以

特高
、

特低为特征
,

同时 、

偏低
,

偏高
。

二
、

红帘石 的晶休化学式

红帘石的晶体化学式和含铁 系 数 的 变

化
,

与化学成分的特点完全一致
。

德石沟红帘石的晶体化学式为
。 , , 。 。。。。, ‘。。, 。 , 。,

① 射线粉晶分析由成都地质学院 光 室 林 锡 锦 完

成



红帘石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与标准成分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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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铁系数为
。

徐古变异红帘石的晶体化学式为
。 。 , 。。 , 。。。。, 。 了 ,

。‘。。 。 ‘ ‘ , 。‘。,

孟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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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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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含铁 系

数为
。

三
、

红帘石化学成分变异的原因

红帘石是绿帘石族中 卜 。一 系列的

矿物
, “ 十 、 “ 十

可以不同比例替换
,

且主要在晶格中的 位
,

次为
,

位产 生

类质同象替换
, , 。

的替换量 为
,

多达 以上 主要为
。

由于
“ 十 、 “ 十

的稳定替换
,

引起红 帘 石

品格收缩
,

化学成分和光学 常 数 如 折 射

率
、

光轴角 等明显变 化
。

一 般 随 “ 十

替

换量的增大
,

红帘石的折射率增高
,

光轴角

减小 。 , , 。

所

以
,

徐古高铁红帘石折射率最高
,

光轴角最

小 而德石沟的红帘石
,

含铁低
,

折射率也

低
,

光轴角大
。

本区红帘石和磁铁矿均属变质矿物
,

同

产 于含铁较高的地层
,

形成于氧化环境
,

故

二者往往共生
。

在氧化淋滤条件下
,

磁铁矿

中的
十

被氧化成 “十 ,

变成磁赤 铁 矿
,

进而变成赤铁矿
。

这种变化增加 了该区地球

化学场中
“ 十

的相对浓度
, “ 十

便可 以 大

量替换红帘 石 中 的 “ 十

或
“ ,

使
“ 十

进一步氧化成
礴十 ,

形成硬锰矿
、

软 锰 矿

等矿物
。

同时
,

红帘石中
、

含量增 加
,

颜色变深
。

红帘石中的 “ 十

大 量 流 失
,

部

分被
’
替换

,

从而使红帘石中 偏低
,

偏高
。

红帘石 的成因意义

红帘石是一种典型的变质矿物
,

是在氧

逸度较高环境下形成的
。

本区红帘石是原生

沉积锰矿物与泥质物一起经区域变质作用而

成的
。

原生沉积锰矿物主要为菱锰矿
、

锰方

解石和锰 白云石
。

在变质作用过程中
,

氧逸

度增高
,

锰碳酸盐与泥质岩或泥质粉砂岩中

的粘土矿物轰蛋化学反应
,

生成红帘石
。

故

红窜石与锰碳酸盐矿物紧蜜伴生
,

有时在红

帘石中见有菱锰矿的残 留体
。

至于德石沟地

区方解石石英脉中的红帘石
,

则是区域变质

作用后期的变质热液和变质水作用形成的水

热变质矿物
,

含铁锰均较低
,

呈脉状产 出
。

本区红帘石的成因和变化过程
,

可以说明本

区锰矿床应属沉积变质成因
。 下转第 页



矿 物

眨应角球华

纲云母
货铁矿
磁及铁矿
形 砂
闪锌矿
方铅矿
黄炯矿
黝钢矿

银助钥矿
金锻系列
车轮矿
葵锰矿
葵铁矿
石 英
方解石
皿品石

成 矿 前 卜兮门一飞 穿一成矿后

刁叮必泣功连

“示胜匕仆一 偷一愈
‘

零摹
,

” 蒸点罗瓜

℃

强烈的黄铁矿化
、

绢云母化
,

微弱的铅锌矿化
。

这

种普遍性可能与具有较大的热活动性 以上

有关
。

④最后矿液集中在储矿构造中
,

矿质浓度逐

渐增大
。

在 以下
,

溶液中发生各种化学反应

形成有用矿物的堆积
。

矿石沉 淀 的 温 度 在

的范围内 图
。

⑤在低温 以下

条件下
,

热液中
,

由于硫化物的大量沉淀使矿质浓

度大大降低
,

形成小规模的脉石矿物
,

如重晶石
、

方解石
、

菱锰矿等
。

’

从地质观察和光片鉴定确定
,

成矿过程中矿物

析出的顺序如图
。

图 矿物析出顺序图 参 考 文 献

的氧化物或氢化物向半封闭的断裂
、

裂隙带逃逸和

还原造成炭质沉淀有关
。

③在隐爆岩币发生 普 遍
李生元 地质与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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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红 帘石的意义

为本区锰矿床的成因提供依据
。

红帘石的形成和变化过程
,

大致反映了

锰矿石的变化富集过程
。

为分析当时的变质环境提供依据
。

红帘石中的 “ 十

是在氧逸度较 高 的 氧

化环境中形成的
。

说明本区 ’受 区 域 变 质

时
,

仅局部地段为氧逸度高的氧化环境 红

帘石产出地段
,

故红帘石分布不普遍
。

为选矿
、

冶炼锰矿石提供依据
。

本区红帘石含 。 ,

是锰矿石中的主要含锰矿物之一
,

也是硅酸

锰自石圣萎赋存矿物乏言示据物柑分析资料
,

硅酸锰在本区锰矿石中占物高比例
,

最高达
。

因此
,

选矿和冶炼锰矿 石 时
,

必

须注意选取和分离 中 的
,

才 能

提高锰矿石的利用价值
。

在成文过程中
,

得到我所锰矿专题组同

志们的大力支持
,

引用了部 分 资 料
。

成 文

后
,

周新民等同志审阅全文并提 出 宝 贵 意

见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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