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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地质特征

及找矿远景

钟 华 邦

江苏地矿局区调队 �

摘要 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是江苏省地矿局区调队在进行�
� �万区调过程中新发现的

。

目前江苏境内地段正在立项开展详查
。

本文介绍其发现经过
，

阐述叶蜡石岩与叶蜡石矿物两者

概念有所不同
，

介绍
“
角砾岩筒型

”
及

“
蚀变岩型

”
叶蜡石岩矿床地质特征

，
初步总结了找矿

前提及找矿标志
。

����� ����年
，
江苏省地矿局区调大队在江苏

、

安徽南部地区开展 � � �万区调找矿过

程中
，
发现了叶蜡石岩矿

。

经进一步调查研究
，
初步划分出了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

。
目

前江苏省地矿局地质五队正在江苏境内进行详查之中
。

团山一油资山护区的部分叶蜡石岩

矿体已开采利用
。
笔者在这里对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地质特征及其找矿远景作一简介

。

一
、

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的发现

����年� 月
，
江苏地矿局区调大队在傈阳地区进行 � � �万区调过程中

，
发现了木鱼

山叶蜡石岩矿
，
经过工作又发现了元山叶蜡石岩矿

。

对木鱼山一元山矿区进行矿点检查评

价后
，
肯定了区内叶蜡石岩矿体具有经济价值

。

过去把叶蜡石矿误认为就是叶蜡石矿物
。

实际上叶蜡石矿物颗粒一般极细
，
颗粒直径

仅几微米
。

所以在 自然界见到的是叶蜡石矿物集合体组成的叶蜡石岩
。

叶蜡石岩中还含有石

英
、

高岭石
、

褐铁矿
、

黄铁矿等矿物
。

矿石进行抛光加工后
、

成品美观艳丽
，
依其产地命

名为
“ 漂阳石

” 。
它具有吸油及吸蜡的特点

，
加工制作的印章石经有关专家试 刻 和 鉴 定

后
，
认为质量好

，
肯定其实用价值

。

为了扩大找矿成果
，
根据叶蜡石岩与硅化

、

次生石英岩化的岩石密切伴生出现的特点

在����年初
，

结束了木鱼山一元山叶蜡石岩矿区工作后
，
就对南部大面积第四系斑盖区中零

星出露的硅化岩石及次生石英岩
�

进行有目的的踏勘检查和追索
，
发现了团山一油资山叶

蜡石岩矿区
。

进一步追素到安徽有郎溪县境内的岗南地区
，
又发现了木岭叶蜡石岩矿区

。

至此
，
初步圈出了一条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

。

二
、

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地质特征

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呈近南北方向展布
。

含矿带宽 � 一 ���
，
长约 ����

。

含矿

带的北段及中段在江苏省傈阳县境内
，

目前已知有木鱼山一元山叶蜡石矿区
，

团山一油资



第 �期 钟华邦
�

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地质特征及找矿远景

山叶蜡石岩矿区 � 含矿带的南段在安徽省郎溪县境内
，
目前已 知 有 岗 南木岭叶蜡石岩矿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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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含矿带的总体方向呈近南北方向展布
，
但是在含矿带

内的叶蜡石岩单个矿体的走向则各不相同
，
有些矿体呈北北西

走向� 有的呈北西向或北东等方向
。

矿区内单个矿体一般宽几

米至几十米
，
长几十米至几百米以上

。

矿化体的规 模 一 般 较

大
。
含矿带内的叶蜡石岩矿体多而变化大

，
远景储量 十 分 可

观
。

在含矿带内
，
叶蜡石岩矿体往往在构造断裂发育地区或断

裂交汇地区成群出现
，
组成矿体群

。

譬如
�

团山一油资山叶蜡

石岩矿区
，
其中就包括有��余个叶蜡石岩矿体

。

矿石主要由叶蜡石矿物集合体组成
，
经�光粉晶衍射分析

后
，
发现叶蜡石具多型变种

，
主要有两种

�

一种是二层单斜型

奸蜡石���型�
，
另一是一层三斜型叶蜡石 ����型 �

。

其次还

有石英
、

硬水铝石
、

高岭石等矿物
。

微量矿物见有褐铁矿
、

矾

石类矿物
。

偶尔能见到微量地开石
、

刚玉等矿物
。

这些不同矿

物的出现
，

反映了叶蜡石岩形成环境的变化
。

矿石的 自然类型主要有
�

叶蜡石岩型
、

硅质 �含石英 �叶

蜡石岩型
、

含高岭石叶蜡石岩型
，
硬水铝石叶蜡石岩型等

。

矿石的化学组分
�

一般含三氧化二铝 ���
��， �在 �� �

�。 �左右
。

除部分矿石可作工艺美术及印章石原料外
，
大部分

矿石可作耐火材料
、

陶瓷原料
、

建筑材料
、

水泥原料以及杀虫

剂的掺合料
。

如果将矿石加工成叶蜡石粉后
，

在橡胶
、

造纸
、

等
，
具有广泛的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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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等工业部门 作 填 充料

含矿带的围岩
，

主要是蚀变石英闪长纷岩侵入体 � 局部见有角砾岩
，
熔结火山岩及熔

结次火山岩
。

近矿围岩中
�

常见有熔结角砾凝灰岩及熔结凝灰岩
。

围岩蚀变作用强烈
。

主要类型有叶蜡石化
、

高岭土化
、
硅化

、

次生石英岩化
。

硬水铝

石化
、

绢云母化等
。

由于含矿带内的叶蜡石岩矿体上部
，
常具有硅化或次生石英岩化后形

成的
“
硅帽

“ ，

在地表难于风化
，
往往形成正地形

，

分布在山顶或山脊上
�

是含矿带内的

重要找矿标志
。

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内的叶蜡石岩矿床
�

有两种主要成因类型
�

即
“
角砾岩筒型

”

及
“
蚀变岩型

” 。

现将两种不同类型矿床的地质特征
。

分述如下
�

�一�漂阳
“
角砾岩筒型

”
叶蜡石岩矿床地质特征

角砾岩筒型叶蜡石岩矿床位于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之北段
，
即木鱼山一元山叶蜡石

岩矿区
。

矿区中有的矿石质地细腻
、

色彩美丽匀是制作印章石及工艺美术品的好原料
。

矿

区位于漂阳断陷盆地的西部
，
区内地形起伏不大

，
丘岗上基岩出露零星

，

岩性简单
。

矿体

围岩的岩性主要有蚀变辉石石英闪长份岩
、

熔结黑云石英闪长粉岩等
。

其中以蚀变辉石石

英闪长纷岩分布范围较大 呈岩株状产出
。
区内断 裂 构 造发育

，

有北西向
，

北东向
，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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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及近东西方向多组断裂
。

断裂具多期
、

多次活动特征
。

在两组或多组断裂交汇处
，

往往形成角砾岩筒型叶蜡石岩矿体
。

木鱼山
、

元山地区就是如此
。

现以矿区内的�矿体为

例
，
阐述如下

�

角砾岩筒型叶蜡石岩�矿体在平面上呈椭园形
。

矿体主要受芦荡一中岗断裂

带与近东西向
、

近南北向等多组断裂交汇处的控制
。

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楚
，

接触界面陡
，

倾角一般为�����
。

以上
。

矿体呈不规则的岩筒状产出
，

其长轴走向与芦荡一中岗断带走

向一致
，
约为����

。

矿体在地表长约����
，
宽约���

。

矿体的围岩主要是蚀变辉石石英

闪长粉岩
，
近矿围岩为熔结凝灰岩及熔结角砾凝灰岩

。

在开采壁上观察到
�

其 顶 部 为 硅

化
、

绢云母化
、

叶蜡石化角砾岩
，
向下逐渐过渡为含角砾叶蜡石岩及叶蜡石岩

。

矿石中的

角砾状构造极为明显
，

角砾成分以石英砂岩
、

石英岩为主
，
也见有硅化灰岩等 成 分 的 角

砾
。

角砾棱角明显
，
少数呈熔蚀浑园状

。

大小不等
，
角砾直径 � ��至 �� �� 之间为主

。

向深部角砾减少至消失
，
矿石质量由地表向深部有逐渐变好的趋势

。

叶蜡石岩矿石有白
、

黄
、

褐
、

紫
、

红
、

杂色等多种色调
。

矿石矿物成分主 要 为 叶 蜡

石
，

共次为石英
，
还有微量的高岭石

，
白云母

、

黄铁矿
、

褐铁矿
、

绿泥石
、

地 开 石 等 矿

物
。

偶见错石
、

白 钦 石
。

岩 石 中叶蜡石矿物多呈显微鳞片状集合体
，

矿物颗粒直径一般

为�
�

�吐一 �
�

�����
。

矿石自然类型有叶蜡石岩
、

角砾状叶蜡石岩
、

含黄铁矿叶蜡石岩
、

硅

质 �含石英 �叶蜡石岩
、

含高岭石叶蜡石岩等
。

硅质叶蜡石岩主要分布于矿体的边部或顶

部
。

矿区的化学成分参看表 �
。

表 �

�����口���������曰�������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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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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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蚀变岩型

”
叶蜡石岩矿床地质特征

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中的
“ 蚀变岩型

” 叶蜡石岩矿床
，
主要分布在含矿带的中段及

南段
。

现以含矿带中段的团山一油资山矿区为例
�

团山一油资山叶蜡石岩矿区的矿体
，
主要是断裂破碎带内的中

、

酸性岩石
，
破碎成岩

屑或晶屑后
，
受到 “ 多期

、

多次
”
热液蚀变作用

，
重新熔结形成的岩石

。
故称为受断裂带

控 制 的 蚀 变岩型叶蜡石岩矿床
。

简称为
“ 蚀变岩型

”
矿床

。

矿区内已发现矿 体 达 �� 余

个
。

矿体呈透镜状
、

长透镜状或条带状分布
。

单个矿体宽几米至十几米
，
长十几米至几百

米
。

矿体走向在含矿带内变化大
，
总体呈近南北方向展布

。

单个矿体则有北东向
、

北西向或

近东西方向分布的
。

大面积的围岩是蚀变石英闪长纷岩
，
近矿围岩常见有熔结凝灰岩及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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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角砾凝灰岩
。

矿体中未见大的角砾
。

矿石以白色
、

灰白色为主
，
主要矿物为叶蜡石

，
颖

粒很小
，
直径仅几微米

。

常含有较多的石英
、

硬水铝石或高岭石等矿物
。
见有少量的褐铁

矿
、

金红石
、

错石
、

磷灰石等矿物
。

偶尔还可以见到刚玉
。

局部黄铁矿化明显
，
黄铁矿的

颗粒也较细
，
并向深部有增多的趋势

。
矿石类型复杂

，
初步划分有硅质叶蜡石岩

、

叶蜡石

岩
、

含高岭石叶蜡石岩
、

硬水铝石叶蜡石岩等类型
。

“
蚀 变岩型

”
叶蜡石岩矿体的质量不如

“
角砾岩筒型

” 。

矿体中矿石品位变化较大
，

矿石复杂
。

由于蚀变程度不同
，
有的迅速渐变成蚀变熔结凝灰岩夹石

。

矿体与夹石有时在

野外难于区分
，

需取样化验之后才能确定
。

由于矿石品位变化大
，
有人甚至提�出 可 能 是

“ 凤化淋滤形成的
。 ”
矿 体受断裂破碎带控制

，
产状陡

，

蚀变作用具 “ 多期
、

多次
”
等特

征
，
说明叶蜡石岩矿是热液蚀变作用形成的

。

三
、

找矿远景初探

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的规模大
，

矿体多
，
工作程度低

，
还需要做大量的地质工作

。

含矿带内的叶蜡石岩矿体受断裂构造控制明显
，
围岩蚀变强烈

。

硅化
、

次生石英岩化在含

矿带内分布广
，
是进一步找矿的有利标志

。

含矿带内构造断裂活动
、

热液蚀变作用普遍具

有
“
多期

、

多次
”
的特点� 矿床的形成具有

“ 多成因
、

多阶段
”
的特征

，
主要成因为热液

熔蚀作用
，
主要形成阶段为燕山晚期

。

这些特征对进一步找矿有利
。

叶蜡石岩矿体在空间

上具有
“
体

、

群
、

带
”
的展布规律

，
许多地区由于第四系覆盖 ， 有些地方发现了叶蜡石岩

的转石
，
所以进一步工作后

�

有可能发现新的矿体
。

苏一皖叶蜡石岩含矿带具有较好的找矿远景
。
但是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

、

工作方法不

同
，
往往出现几上几下的情况

。

只要成矿地质条件具备
，
找矿标志明显

，
是有可能找到具

工业意义的矿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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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 ���� �

������� ��� �� ����� �� ����� ��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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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芒康
、

盐井地区首次发

现晚寒武世和志留纪地层

我队在 � �
��万芒康幅

、

盐井幅区调过程中
，
于

�

王���年和 工���年分别在芒康海通及盐井

多吉版采获晚寒武世腕足类和
一

早志留世笔石
。

现将其简介如下
�

�一�晚寒武世地层出露于海通剖面的西端
，
整合覆于含�衫�沁

。 �� �艺����
�� � 的下

奥陶统之下
，
为一套浅灰

、

灰白色厚层块状粉晶白云岩
，
夹灰白色薄层状白云岩

，
构成一

背斜构造
，
共西与中泥盆统呈断层接触

，
底部出露不全

，
可见厚约���

。

在白云岩中采获

�感��云凡�公���� ��
� 。

�二�志留系出露干盐井之东多吉版附近
，
其层序如下

�

上搜地层
�

下泥盆统多吉版组 ��
，� �底部灰色细砾岩

� � � � � � � � �

一 假 整 合
� � � � � � � � �

一
�

�

灰色薄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与灰色板岩互层
，
水平层理发育 ���

�
�

灰色板岩
，
夹灰

、

灰黑色薄层状灰岩 ��
�

��

�
�

灰
、

灰黑色板岩
，

夹少量灰褐色薄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
，
水平层理发育 ���

�

��

�
�

灰黑色板岩及灰黑色粉砂质板岩
，

板岩中获笔石
，
经江能人鉴定 有

� �对例 “ 。 ， 。 �
�

召，乞����吕 �������� �
， �

�

���泥�‘牙 ��������� �
， 口��抓 ���少� ‘ ，�环� ��

� ， �����夕��，�肠�

匀�
。 ，

万
�����召户�林沙 ��

。 ， ���‘ 护���犷�，��‘吕 ��
。 ，
尹 �公��艺口���，�肠 ， ��

。
���

。
��

、 ‘

�
�

灰色中薄层细粒石英砂岩
，
夹少量灰黑色板岩

。
底部与闪长斑岩呈断层接触

，
出露不全

�����

上述多吉版剖面之志留系出露厚冰���
�

��以上
，
仅于第 �层中采获早志留世化 石

。

因

此其下第 �层有属奥陶纪之可能� 其上第 �
、
�

、
�层则可能为中晚志留世之沉积

，
均有

待进一步研究
。

上述初步发现不同程度的丰富了本区晚寒武世和志留纪沉积的新内容
。

就现有资料
，

本区从晚寒武世至奥陶纪
、

志留纪的地层发育较全
，
其岩性

、

岩相则为一套滨海一浅海相

之白云岩
、

泥质白云岩
、

泥质岩和中细粒石英砂岩组成
，
并大致可与扬子地台区之地层相

对比� 且下泥盆统与志留系间又未见明显之不整合或超覆
。
因此

，
早古生代时

，
昌都地区

并不是一个加里东的地槽带
，
而可能为一扬子褶皱基底构成的稳定地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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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 ���
�

���‘ �����、 ������� ��� ��� ������ �� 主七� ��一

习������
， ��� ������� ��� �������� �� ��七���� ��� �����七�七���� ��

七�� ���� �������������� ��� 七�� ����������������飞��
，
��七���� �

�

�� ��� �����������
·

�������兮���七��� �� �
‘ 一

��������七�七� ��� ����“ �七，

�� �������� ���� 七��� ” ��� � ��七���� ���� ����
� ， ��� ���������

�

���� ���������吕 ��� ���
一 �����七��� � ���������七��� � ��� ��� ���日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