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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铁矿自然重砂组合特征及其找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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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铬铁矿床所体现的重砂矿物类型及其组合特征，在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河北

和陕西7个省（自治区）共选择14个典型铬铁矿床（点），对所响应的自然重砂矿物进行统计。研究表明，这些矿床（点）中所响

应的矿物主要为铬铁矿及铬尖晶石，计算出所涉及重砂矿物的报出频数及报出率，并通过图解直观地表现出与基性—超基性

岩有关的铬铁矿床的自然重砂矿物组合，为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铬铁矿找矿勘查提供了重要的矿物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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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 Z L, Dong G C, Dong L Q, He Y, Wang M L. Natural placer mineral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of chromite deposit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ore exploration.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4, 33(12):1929-1932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ypes of heavy minerals related to basic-ultrabasic rock chromite deposits and their combina⁃
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ibet, Xinjiang, Gansu, Qinghai, Inner Mongolia, Hebei and Shaanxi. 14 typical chromite deposits were select⁃
ed to study the natural response of heavy minerals.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ponding minerals in these deposits are mainly chromite and
chromium spinel. In addition, the authors calculated the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heavy minerals involved and displayed the natu⁃
ral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s in chromite deposits related to basic-ultrabasic rocks audio-visually through illustrations, thus provid⁃
ing important mineralogical reference data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hromite deposits
Key words: chromite; basic-ultrabasic rock; natural heavy mineral; prospecting significance

自 20世纪 60年代起，中国自然重砂测量工作

便已全面展开，随着 80 年代 1∶5 万区调工作的开

展，很多省份也展开了重砂测量工作。近年来，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已进行自然重砂资料应用及汇

总，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目前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探究重砂矿物组

合特征及其对于矿床成因的指示作用。前人[1-4]针

对自然重砂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自然重砂矿物的

组成、形态及其与矿源母体的关系，只对少数矿物

如自然金、白钨矿、黑钨矿等研究较深，涉及到矿床

的成因意义，以及重砂矿物的磨圆和颗粒与搬运距

离的关系等。目前对铬铁矿的研究很少，更不用说

其成矿作用的指示意义。本文以与基性—超基性

岩有关的铬铁矿床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其重砂矿

物特征，建立铬铁矿的自然重砂组合，为建立铬铁

矿自然重砂找矿模型提供依据。

1 地质矿产背景

中国基性—超基性岩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其

中蛇绿岩型（含阿尔卑斯型）与铬铁矿密切伴生。

中国蛇绿岩型基性—超基性岩主要分布于显生宙

各地质时期，大多沿着缝合带或深大断裂带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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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研究程度分析，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作为

特提斯构造域的一部分，存在许多基性—超基性

岩，呈带状分布，构成蛇绿岩带，如雅鲁藏布江蛇绿

岩带、班公湖—怒江蛇绿岩带、新疆天山—阿尔泰

地区、东北大兴安岭—长白山地区、中部秦岭山区

等也存在着蛇绿岩带；华北克拉通及扬子地块内也

存在着点状或带状分布的基性—超基性岩带，如华

北克拉通北部的红石砬—大庙斜长岩带、扬子地块

西缘的攀枝花橄榄辉长岩带等。其中西南特提斯

构造带是中国铬铁矿最重要的产地，也是进一步寻

找铬铁矿的最大潜在远景区[5-8]。通过前人研究[9]可

知，铬铁矿自然重砂异常主要沿蛇绿混杂岩带分

布，与基性—超基性岩及铬铁矿矿产地分布高度吻

合，因此通过铬铁矿自然重砂异常分布，可以推测

潜在的铬铁矿床。

2 矿床的选择及工作方法

截至 1996 年底，中国已探明的铬铁矿储量有

1314.9×104t，据黎彤教授测算，中国铬铁矿总量约

4400×104t，资源潜力约为3100×104t。中国已查明的

铬铁矿区分布于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

于西部地区。中国铬铁矿床的特点是矿床规模小、

分布零散，分布区域不均衡、开发利用条件差，贫矿

与富矿储量大体各占1/2，露采矿少，小而易采的矿

床基本已采完，矿床类型单一，均属内生型矿床，直

接产于基性—超基性岩体中，可细分为2类：①主要

产于前寒武纪地台区内，以纯橄榄岩为主的纯橄榄

岩、单斜辉石岩型岩体中，这类矿床有四川大槽、河

北的高寺台、毛家厂、北京的放马峪、平顶山等；②

主要产于古生代以来的地槽区内以斜辉辉橄岩为

主的纯橄榄、斜辉辉橄岩型镁质岩体中，这类矿床

是中国铬铁矿的主要类型，例如西藏的罗布莎、东

巧，新疆的萨尔托海，内蒙古的贺根山等矿床均属

于这种类型[10-15]。本文以全国1∶20万自然重砂数据

资料和预测工作区自然重砂成果资料为基础，选取

了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河北、陕西 7省

（自治区）共 14个典型铬铁矿床（点）（表 1），针对不

同的铬铁矿床所反映的自然重砂情况，对自然重砂

矿物的报出频率（以下简称为报出率）进行研究。

通过铬铁矿自然重砂与铬铁矿床的空间关系，探究

其对铬铁矿矿床的响应。

3 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铬铁矿重砂矿

物报出率

在铬铁矿自然重砂矿物报出率的计算上，若某

一矿物出现 n次，即记频数为 n，再记矿床的总数为

N，则该矿物的报出率即等于n/N。
中国铬铁矿床多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其他

类型由于已知矿床数量较少，在此便不再做其他分

类统计。本次选取西藏罗布莎、马里—同卡、铬村、

丁青，甘肃大道尔吉，新疆萨尔托海，内蒙古贺根山、

索伦山，青海玉石沟、三岔，河北高寺台、遵化毛家

矿床类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基性—超基性岩型

矿床（矿点）名称

西藏罗布莎式蛇绿岩型铬铁矿①

西藏马里—同卡蛇绿岩型铬铁矿①

西藏铬村蛇绿岩型铬铁矿①

西藏丁青蛇绿岩型铬铁矿①

青海玉石沟铬铁矿②

青海三岔铬铁矿②

甘肃大道尔吉式岩浆型铬矿③

新疆萨尔托海铬铁矿床④

河北高寺台铬铁矿⑤

河北遵化毛家厂铬铁矿⑤

内蒙古贺根山铬铁矿床⑥

内蒙古索伦山铬铁矿床⑥

陕西商南县松树沟铬铁矿床⑦

陕西留坝县楼房沟铬铁矿点⑦

自然重砂矿物组合

铬铁矿、铬尖晶石

铬铁矿、铬尖晶石

铬铁矿、铬尖晶石

铬铁矿、铬尖晶石

铜族、铬族、辰砂、铅族、自然金、钼族、稀土、铁族、磷灰石、重晶石、铋族、钨族

铜族、铬族、辰砂、铅族、自然金、钼族、稀土、铁族、磷灰石、重晶石、铋族、钨族

铬铁矿

铬铁矿、自然金、铅矿物、重晶石、锡石

铬铁矿、铬尖晶石

铬铁矿、铬尖晶石

铬铁矿、铬尖晶石

铬铁矿、铬尖晶石

铬尖晶石、磁黄铁矿、镍黄铁矿

铬铁矿、石榴子石

表1 自然重砂矿物报出结果

Table 1 Statistic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natural heavy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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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陕西商南县松树沟、留坝县楼房沟共14个典型矿

床（点）进行统计研究，统计所选矿床（点）周围报出

的自然重砂矿物，计算各单矿物的报出率（表2）。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

的铬铁矿床在周边形成的自然重砂分散晕中，铬铁

矿几乎全部出现，铬尖晶石报出率也较高（79%），其

次为自然金、铅矿物及重晶石（21%），其余的如磷灰

石、镍黄铁矿、石榴子石等均低于20%（图1，表2）。
根据统计学原理，若以某一百分比的报出率为

界，出现概率在该百分比以上的矿物则可作为该类

矿床的代表性矿物组合。结合数据统计情况，本文

以 70%为界，即报出率在 70% 以上的矿物可作为一

套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铬铁矿代表性矿物组

合，即铬铁矿+铬尖晶石。

4 讨 论

4.1 与铬铁矿床矿物组合对比

参考已有资料 [6]可知，该类矿产的金属矿物有

铬铁矿（铬尖晶石）、磁铁矿、镍黄铁矿、钛铁矿、磷

灰石、铅矿物、辰砂、铂族矿物等；非金属矿物有橄

榄石、绿泥石、石榴子石、透辉石、蛇纹石、滑石、碳

酸盐等。通过铬铁矿报出的重砂矿物组合与铬铁

矿矿床的矿物组合对比发现，金属类重砂矿物与矿

床的响应程度较好，尤其是铬铁矿、铬尖晶石，而非

金属类矿物的对应关系则较差，认为这可能是由于

铬铁矿矿床中非金属矿物较不稳定造成的。

4.2 铬铁矿床原岩特征

中国现有铬铁矿几乎均产于基性—超基性岩

体，而此类岩体由方辉橄榄岩、纯橄岩、二辉橄榄

岩、单斜辉石岩、斜辉辉橄岩等组成。在自然风化

条件下，这些不稳定岩石极易由于蛇纹石化、绿泥

石化、碳酸盐化及透闪石化等发生强烈蚀变。例如

橄榄岩蚀变为蛇纹石、滑石菱镁（片）岩、绿色片岩

（绿泥石片岩、阳起石透闪石岩等）。因此，铬铁矿

母岩在剥蚀搬运过程中，上述的基性、超基性岩石

很难以原岩形式保存下来，多以不稳定次生矿物

形式保存下来，而这些不稳定矿物对于母岩所经

历的环境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相

反，基性—超基性岩体中所包含的铬铁

矿、铬尖晶石等矿物，由于性质稳定、抗

风化能力较强，能较好地以稳定自然重

砂矿物形式沉积下来，从而指示母岩源

区存在铬铁矿床，且其磨圆度、粒度等颗

粒性质也可以较好地反映其搬运时的水

动力强度及距源区矿床的距离[6,9]。

4.3 铬铁矿自然重砂研究意义

铬铁矿是中国重要的战略矿产资

源，因其强度高、耐腐蚀等优良特性而

被广泛应用于冶金工业、军工、航空等

各个领域。中国铬铁矿是短缺矿种，因

此对于铬铁矿的开发与利用，尤其是找

矿新模型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自然重砂资料研究的愈加深入，利用自

报出率>50%

铬铁矿

铬尖晶石

93%

79%

报出率50%~20%

自然金

铅矿物

重晶石

21%

21%

21%

报出率<20%

辰砂

钼族

稀土

铁族

磷灰石

铋族

钨族

锡石

磁黄铁矿

镍黄铁矿

石榴子石

14%

14%

14%

14%

14%

14%

14%

7%

7%

7%

7%

表2 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铬铁矿自然重砂单矿物报出率

Table 2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natural individual
heavy minerals of chromite deposits related to

basic-ultrabasic rocks

图1 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铬铁矿自然重砂矿物报出率直方图

Fig. 1 Histogram showing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natural heavy
minerals of chromite deposits related to basic-ultrabasic r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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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重砂矿物组合特征找寻铬铁矿矿源的方法无疑

为此类矿产找矿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利用铬铁矿自然重砂矿物的标型特征，不仅可

以反映母岩所经历的搬运环境，指示母岩源区存在

的铬铁矿，还可以作为追索含矿金伯利岩的线索，

例如中国含矿金伯利岩中铬铁矿呈黑色，粉末为褐

色，金属光泽，不透明，反光镜下为均质，无磁性或

弱磁性；如果金伯利岩中含铬尖晶石类矿物，成分

符合 Cr2O3>53%、Al2O3<11%、MgO<12%、Cr/（Cr+
Al）>70%，也是金伯利岩含金刚石的标志[16-17]。

5 结 论

（1）基性—超基性岩型铬铁矿对应的自然重砂

矿物组合由报出率大于 70%的矿物厘定，即铬铁

矿+铬尖晶石。

（2）这一自然重砂矿物组合具有重要的研究意

义，可用于研究岩体的含矿性及其成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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