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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石炭纪威宁期沉积相

及与黄铁矿矿床的关系

袁旭音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铜陵地区石炭纪威宁期存在潮坪相
、

泻湖相和浅海陆棚相
.

白云岩

有两种
,

准同生白云岩分布于潮坪
,

成岩白云岩分布于泻湖内
,

本区以成岩白云岩

为主
.

白云岩中斌存了层位稳定的黄铁矿矿床
,

黄铁矿在泻湖相最易富集
,

成岩作

用是黄铁矿矿床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

关健词 沉积相;黄铁矿矿床 ;威宁期;铜陵
.

铜陵地区西起铜陵县境
,

向东延伸 2 k5 m
,

南北宽约 1k5 m
,

是我国有色金属基地之

一 该地区石炭纪威宁期是一个海浸时期
,

海浸前本区暴露地表
,

长期受剥蚀
,

地形平

坦
.

海浸开始时
,

由于波浪的冲刷作用
,

沉积了磨圆度较好的砾石
.

随着气候变暖
,

生物

发育
,

陆源物质供应稀少
,

出现了稳定的碳酸盐沉积
,

形成黄龙组地层
.

黄龙组白云岩是

一个很主要的赋矿层位
,

黄铁矿矿体多呈层状或似层状产出
,

层位稳定 (图 1)
.

在矿体

中也常发现诸如石膏
、

草薄状结构黄铁矿
、

变胶状黄铁矿等
.

本文在描述沉积相的同时
,

对成岩期黄铁矿的形成也作一些阐述
.

一
、

威宁期沉积相和沉积环境

沉积相是指沉积环境及形成的岩石特征的总和
,

而微相则是一定沉积相中的特征岩石

或岩石组合结合微相
、

剖面结构
、

沉积构造等
,

可以确定某一沉积相的存在
,

并恢复其古

环境
.

笔者通过分析
,

认为本区威宁期主要为浅海陆棚相
、

泻湖相和潮坪相
.

(一 )浅海陆棚相 区内碳酸盐颗粒较细
,

薄片中见丰富的正常盐度生物屑
,

主要有腕

足类
、

珊瑚
、

头足类
、

腹足类和棘皮类
,

个别化石 比较完整
.

岩性主要为生物屑粒泥灰岩

和灰泥灰岩
,

层理薄至 中等
.

野外见生物扰动和倾斜的虫孔
.

灰岩 中砂屑和粉屑占

10 一 2 0 %
,

少量白云石化
,

砾屑很少
.

特征微相 :

衬尸生物屑粗泥灰岩 : 以泥晶方解石为主
,

局部亮晶方解石胶结
.

生物屑主要有嫂
、

腕足类
、

申珠虫
、

海百合茎碎片
、

介形虫等
,

一些砂屑略磨圆
.

M凡粉屑拉泥灰岩
: 粉屑可以是内碎屑

,

也可以是一些破碎的生物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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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凡 生 物屑砂屑泥杜灰岩 :

颗粒含盆大于 05 %
,

其中主要为

砂屑
,

部分为生物屑
,

少量球粒

等
.

对凡 棘渭灰岩 : 颗粒主要 由

棘皮动物碎片组成
.

衬凡 灰泥灰启 : 由泥晶方解

石组成
,

可见少耸极细晶白云岩
,

生物屑主要是窄盐度生物
,

数量不

多
.

(二 )泻湖相 本区东部大涝西

山剖面出现鲡粒白云岩属滩坝环

境① ,

西部野猪冲剖面有纹层状和

角砾状白云岩是潮坪标志
,

两者之

间是广阔的泻湖环境
.

这种泻湖虽

受潮汐作用影响
,

但由于有水下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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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马山硫险 )矿床 17 号线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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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角岩
、

粉砂岩 .2灰岩 3
.

白云岩 .4 大理岩 5
.

黄铁矿

壁
,

处于半封闭状态
.

岩石中见广盐度生物如介形虫
、

有孔虫
,

亦有正常海相生物如

腕足和海百合茎
,

出现砂屑
、

砾屑和一些硅质
,

具生物扰动和近水平钻孔
,

并有缓慢沉积

而成的层纹构造
.

白云岩有明显的雾心状和菱面体交代特征
.

岩石多为灰黑色
,

系有机质

较多所致
,

并见硫酸盐矿物如石膏和硬石膏
.

特征微相 :

材凡 残余生物渭极细晶白云岩 : 岩石多呈灰黑色
,

系生物屑灰岩在成岩过程中白云

岩化形成
.

白云石颗粒一般在 0 .0 5一0 .0 8 1o m
,

具生物屑残余结构
.

M凡 残余砂屑极细晶白云岩 : 残余砂屑结构
,

暗色有机质较多
.

对凡 残余砾屑极细晶白云岩
.

M凡 极细晶白云岩 : 阴极发光下可见环带构造和粉屑痕迹
.

M r, 口镶嵌状细晶白云岩 : 白云石晶粒在 0 .0 5一 0
.

2 m m 之间
,

多呈半自形紧密镶嵌
,

表面可见雾心
,

代表白云百化作用的完全阶段
·

(三 )潮坪相 多出现于白云岩段下段
,

厚度不大
,

局部地方上部亦见
,

但范围很小
.

本区此相带主要以微晶或泥晶白云岩为主
,

见细纹层构造
,

具石膏假晶
,

出现少盆鸟眼和

藻类形迹
.

潮上带生物极为稀少
,

潮间带有少量广盐度生物如介形虫
,

壳较破碎
.

潮上带

由于水流时湿时干
,

产生干缩裂纹
,

白云岩出现角砾状构造
.

特征微相 :

万几 , 微晶白云岩 : 白云石粒径小于 0 .0 05 m m
,

颗粒分布均匀
,

阴极发光下颜色较

暗
,

未见残余方解石颗粒
,

有微缝合线群
.

M r, : 纹层状微晶白云岩 : 纹层属一种微层理
,

未见藻丝体
,

生物屑少
.

白云石粒度

均匀
,

粒径小于 .0 O05 m m
,

多呈半自形
.

①安徽省地质研究所
、

安徽地矿局 3 21 队
,

19 84 安徽南部晚石炭世岩石学特征及沉积相古地理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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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凡 , 角砾状微晶一极细晶白云岩 : 角砾多呈灰褐色
,

成分比较单一
,

为微晶白云石

和凝块石 白云石
,

角砾多呈次 角状一次圆状
,

彼此独立或嵌合
,

大小不一
,

多数为

0
.

,一 s m m
,

系干裂破碎略经搬运而重新胶结而成
,

潮坪的潮上带和潮渠常见
.

上述各相的典型沉积相序列见图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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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图例
:

.

L生物屑未分类 ; .2交代生物周残余 ; 3
.

碗足类 ; 4
.

海百合茎 ; 5
.

有孔虫冲施
.7软件动物 ; .8介形虫 ; .9砂

周; 1.0石青假晶 ; 11
.

膏模孔 ; 12
.

黄铁矿 ; 13
.

纹层层理 ; 14
.

干缩裂纹

圈 2 地层岩性代号
: 1

.

含砂砾岩
,

见粒序层理 ; 2
.

白云质粒泥灰岩; 卜 1
.

白云质灰泥灰岩 ; 3一含砂白云岩; 4
.

徽晶

白云岩
,

见少 t 破碎生物屑 ; 5
.

粗粉晶白云岩
,

见白云石环带 ; .6细晶白云岩 ; .7 残余内碎渭粉晶白云岩
,

见残余砂屑
、

砾

周和少盆生物屑
.

8一 1
.

粉晶白云岩
,

见细纹层 ; 8一 硅化白云岩 ; .9 细晶白云岩
,

见 和海百合茎残余; 1.0 粗粉晶白云岩 ;

n
.

角砾状徽晶白云岩
,

见少 t 石青假晶 ; 1.2粗粉晶白云岩
,

见灰岩残余; 13
.

粒泥灰岩; 14
.

棘润灰岩

图 3 地层岩性代号:l
.

含砂砾岩
,

见较序层理; .2 纹层状粗粉晶白云岩
,

见少t 生物加残余 ; 3
.

粉晶白云岩
,

有残余砂

屑和白云石斑晶
,

见微层理 ; 4
.

微晶白云岩
,

有健石结核
、

残余砂屑和砾屑 J
.

粗粉晶白云岩
,

见生物残余
,

上部是健石条

带;6
.

角砾状徽晶白云岩
,

白云石角砾拼接较好
,

基本上未搬运
,

见石膏假晶 ; 7
.

生物屑牧泥灰岩
,

生物屑有碗足类
、

蜓 和

棘屑
.

②安徽铜陵地区层控矿床研究组
,

19 8 5
,

安徽铜睦地区石炭系层控矿床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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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古环境分析 本区威宁期开始大面积的海侵
,

出现含砂砾岩为标志的滞留沉积
.

根据笔者的实测剖面和安徽地矿局 321 队提供的资料 。 ,

从总体上说
,

威宁期的沉积厚度

是西北薄
、

东南厚
,

西北底部白云岩往往是颗粒较细的准同生白云岩
,

底砾岩较厚
,

而东

南部底部则是成岩白云岩
,

底砾岩较薄或缺失
,

向上基本上为成岩白云岩
.

生物屑亦是西

北底部较少
,

.

而东南底部较多
,

因而东南相对水深而西北相对水浅
,

故推断海侵方向大致

是从东南向西北
.

因此
,

笔者认为威宁期本区并未出现大面积的潮汐沉积
,

潮坪沉积的时

间不长
,

规模也不大
,

威宁早中期主要沉积区是开阔泻湖
「 .

威宁晚期由于海侵进一步扩

大
,

本区成为完全开阔的浅海陆棚
,

正常的盐度和丰富的生物使碳酸盐充分沉积
.

图 4 显

示了威宁期的古地理概貌
.

一一
’

一 栩 界线线

芝芝二或> 海进方向向

田田压{ 、 岩岩

〔〔石〕 灰岩岩

(((二}破 倾 ,众众

一一 , 厅 - 认一而一曰` , r we 一一一

比例尺 1 : 2 0 万

图 4 铜陵地区石炭纪威宁期岩相古地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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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垂向变化看
,

整个威宁期主要处于局限台地环境
.

早期潮坪面积较大
,

以后逐渐缩

小 ; 中期以广阔的泻湖为主
,

间隔分布着滩 ; 随着海侵的进一步加大
,

晚期便是浅海陆棚

占主导地位了
.

威宁期总的趋势是水由浅至深
,

相剖面序列也表明了这种变化 (见图 2
、

3)
.

大面积的泻湖底部出现滞留水
,

由于生物腐烂而富集有机质
,

形成还原环境
,

出现硫

酸盐沉积
,

一部分黄铁矿矿床的原始物质开始形成和富集
.

图 5 表明威宁期沉积相的分布

及微相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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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铜陵地区石炭纪威宁期沉积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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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白云岩的特征和成因

本区白云岩可分为两种成因 : 一是准同生白云岩
,

由碳酸钙沉积物在早期成岩阶段发

生均匀白云石化而形成 ; 二是成岩交代白云岩
,

即在后期成岩作用过程中
,

交代已固结的

灰岩
.

其中以成岩白云岩为主
.

(一 )两种白云岩的成因

1
、

准同生白云岩 : 碳酸盐沉积物在未固结时就被富 M g卜的卤水进行交代
,

它是单阶

段白云石化的产物
,

结构均一
,

它可以反映原来的沉积环境
.

特征为 : ( l) 岩石颗粒微

小
,

一般小于 5料m
,

未见残余颗粒
,

岩石结构均匀 ; ( 2) 具
.

` 角砾状结构
,

角砾之间大

致可以拼接 (照片 1 )
,

基本上是原地的 ; ( 3) 具纹层状白云岩
,

其原始微层理构造
,

保

存完好
,

如大涝西山剖面回注 ;] ( 4) 薄片中见到石膏假晶和鸟眼构造
,

这在潮间带是常见

的 ; ( 5) 白云石晶型生长不好
,

结晶差
,

反映快适结晶
.

( 6) 有机碳平均含量可达
.0 3 %

,

与现代沉积 (准同生 ) 白云岩相当⑧ ; ( 7) 白云石阴极发光较暗
,

晶格中含较多的

铁离子
,

因为岩石结构均匀
,

在成岩过程中铁离子未能从晶格中游离出来
,

它的阴极发光

就比成岩交代白云岩暗淡
.

本区准同生白云岩未见到典型的藻纹层
、

藻球粒和裂现象
,

也未发现正玉髓
,

后者说

明没有大面积的蒸发环境④ .

综上所述
,

准同生白云岩形成于类似现代波期湾的环境
,

属湿热条件
,

蒸发作用不强

烈
.

准同生白云石形成于潮坪的低洼处
,

涨潮时海水带来碳酸钙沉积物
,

退潮时海水一方

面蒸发
,

一方面下渗
,

进而盐水对沉积物进行交代
,

形成颗粒均匀的准同生白云岩
,

2
.

成岩交代白云岩 : 它是成岩过程中由盐水或混合水作用交代灰岩而成
,

是多阶段白

云石化的产物
.

主要证据 : ( 1) 具砂屑
、

生物屑残余结构
,

可辨认出砂屑
、

砾屑
、

介形

虫
、

蜒
、

腕足类和海百合茎等
,

部分生物屑比较完整 (照片 2
、

3) ; ( 2) 交代的白云岩中

③温春齐
,

1 9眨
,

中国地质大学硕士论文

④ I s a m u H a t to ir
,

1 9 88
,

玩
n g th一h o w 比 a l“ d

o n y in S e山 m e n t a口 r
oc k s o f th e m es

o
oz 记 a ll oc h et h o n o u s 协 r r a n . in

cc nt r a l J a p a n a n
d ist u s e o f t e e t o n ic s y s th e : 15 (

u n P u b lis h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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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泥晶方解石的残余
,

而泥晶方解石内部亦有白云石生长 (照片 4)
,

阴极发光下更为清

楚 ; ( 3) 白云石晶粒较大
,

一般为极细晶至中晶
,

常呈镶嵌状接触
,

这是成岩过程中缓慢

交代的结果 (照片 5) ; (4) 白云石 自形程度较高
,

多为菱面体状
,

且具雾心构造和环带

构造 (照片 6) ; ( 5) 在冬瓜山白云岩中还发现石青层
,

说明当时曾处于一个稳定而盐度

较高的环境 ; ( 6) 微盆元素含盆在不同样品中 sr
、

B a 等变化较大
,

说明成岩过程中有淡

水的混人
.

此外
,

沉积构造不够发育 ; 可见一些不规则有机质条带
,

为还原性环境 ; 除石

青外
,

其他盐类矿物很少
.

笔者认为成岩白云岩的原始沉积环境是泻湖
,

在碳酸盐沉积物埋藏固结后的成岩过程

中形成
.

形成方式主要有两种 : 高盐度水渗透回流和混合水作用
.

诊透回流是在水底隆起

区产生离子交换
,

一方面广海一侧海水向隆起的内壁渗透
,

另一方面泻湖底部的盐水向广

海回流
,

这样使碳酸钙中的部分钙被镁离子交代
,

并逐渐形成有序结构
.

另外在地表附近

及浅的地下蒸发环境 ; 碳酸钙在成岩过程中出现海水与淡水的混合
,

盐度降低而 M g / c a

值不变
,

从而产生白云石化
.

(二环同相带白云岩的微皿元紊 不同相带白云岩的微盆元家平均含t 见表 1
.

从表

表 1 黄龙组白云岩不同相带徽一元素含 .

T a b
.

1 C o o t e n t s o f t r a c e e le
二

切 o f d o lo m lt .e o f t触 dl幻er 比 n t fa e
姗 加 l扭 o f H二姐1. 盆肠抽

a d o .

相相带带 潮坪坪 妈湖湖 浅海陆绷绷

样样品数数 444 l 444 444

平平平 Z nnn 58
.

555 7 3
.

3 444 46 .7 555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值值值 M nnn , 7 444 2 1 3 4
.

0 777 4 3 7
.

666

CCCCC 000 3
.

222 .7 6333 l lll

CCCCC UUU 7
.

555 1 1
.

2 555 4
.

,,

NNNNN iii 8
.

444 1 0
.

1777 ,,

SSSSS ttt 8 444 9 5
.

1444 1 1 4
.

2 555

竹竹竹竹 2 3
.

555 3 5
.

6 111 24 .444

bbbPPPPP 2 9
一

7 555
’

4 6
.

444 1 4
.

666

BBBBB冬冬 1 6
.

555 44 555 1 8
.

555

OOOOOOO
「 ---

3 1
.

8 333 23 J 555

…………
, ,

’

`̀̀̀

VVVVVVV 2下下 4 2
.

555 3 3
.

5



第十一卷 第一号 铜陵石炭纪成宁期沉积相及与黄铁矿矿床的关系

中可看出 uc
、

P b
、

zn 等亲硫元素含盘在泻湖相带最高
,

并且明显高于浅海陆棚和潮坪

相带
,

这与泻湖相带的硫富集有关
.

sr 的含 t 从潮坪向浅海肺棚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

sr

的迁移性好
,
它易作为离子形式带到较远的海中 ; 而 B a 易被水解沉积物吸收

,

故钡往往

在近海就沉淀
,

很少进人深海
.

M n 在泻湖相也最富
,

在低价时 M n 是易迁移的
,

细菌的

繁殖本身就可以是 M n 的积累过程
,

而且细菌分泌物可以加速 M n 的沉淀121
,

在这几个相

带中
,

泻湖相无疑是最具备这个条件的
.

由此推断
,

泻湖相也有利于黄铁矿的形成
.

(三 )白云岩的权碳同位素 氧碳同位素往往能说明碳酸盐岩的沉积成岩环境
.

从表 2

中看出 :

1
.

黄 龙 组 白 云 岩 氧 碳 同 位 素 特 征 是 : 子. 0 s( M o w 卜ZI
.

g es + 2 7 .3 。编
,

吞` 3e ( P P B卜 1
.

10一+ 3
.

3 0编
,

这与古生代碳酸盐岩一般值 占, . 0 ( S M o W卜 2 1- + 2 4沁 (助 gle
,

19 78 )
,

占` 3C伊 D B卜 3叶 5编 l(B at t
,

198 0) 相比
,

数值略高
,

但增高不多
,

说明轻同位家并未

大量蒸发
,

成岩期环境还是相对还原的
.

这是黄铁矿形成的条件之一
.2 本区黄龙组白云岩在无矿区 (分水岭和野猪冲) 的 J .1 0 s( M o w )和 al , c 少D )B 值均

高于矿区 (铜官山
、

松树山和冬瓜山 )
,

这表明成矿区处于相对还原环境
,

有利于黄铁矿的
形成

.

表 2 黄龙组白云岩的权碳同位素成份

T . b卜
.

2 C盯bo . a . d o x y妙 . 肠o t o p lc co 口 p o s lit心
o f ht . d o l o . l t.e o f H u : . 砂。姆 fo 顶

. d助.

采采样编号号 采样位盆盆 岩性性 a
1.

000
,

a
l ,

c 脚脚

SSSSSSSSS M O WWW p D BBBBB

似似 ~夕一 222 俐官山 。 4孔孔 白云岩岩 2 2
.

3 333 一 ,
.

, 333 l万 lll

SSSes 4一 1 333 松树山产穿脉脉
... - 吕

.

3 000 1
.

1000
,,,,

1 2 1
.

, 4444444

占占3 14 ee l 333 冬瓜山 Z K 6 3 1444 ,, 2 5
.

0 555 一5
.

6 333 l
。

9000

ddd
~ 夕3一 ... 冬瓜山 Z K 4 2 777 ,, 2 4

.

4 555 币
.

2222 2 2 333

FFF ~ 888 分水岭岭
户户 2 5

一

,`̀ -礴
一

7999 2
一

4 ,,

FFF` ,,
,, ,

’’

26
.

3888 -4
.

0000 2加加

ccc z’ 一 L `̀ 盯猪冲冲
,,

} 2 7
.

3 000 - 3
.

4 666 3
.

3 000

(据炯睦层控矿床研究组)

三
、

沉积成岩作用与黄铁矿矿床的关系

本区石炭系黄铁矿矿床的成因至今众说纷坛
,

本文只浅谈黄铁矿矿床与沉积成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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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一些间题
.

(一)沉积成岩期黄铁矿的形成 本区地层中黄铁矿的大量形成显然与相有关
.

在泻湖

环境
,

地势低洼
,

处于半封闭状态
,

不正常的盐度使生物大量死亡
,

尸体在湖底腐烂
,

使

有机质富集
.

同时硫酸盐被细菌还原成 H
Zs

,

促使 F es 和胶黄铁矿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

沉积 ; 成岩期合适的物化条件又形成大盆晶型黄铁矿
.

、

黄铁矿在沉积成岩期形成的证据

有:

1
.

黄铁矿具胶状
、

细纹层状和草毒状等沉积成岩结构构造
,

在新桥牛山采坑
,

见到胶

黄铁矿呈同心纹胶状结构 (照片 7)
.

2
.

在新桥矿区
,

由脱水
、

缩水作甩形成的变胶状结构是常见的
,

可见同心环状干裂

纹
,

矿物已由成岩作用变成黄铁矿而非胶黄铁矿
.

3
.

在铜官山
、

天鹅抱蛋山矿区可见纹层状构造
,

主要由白云石与黄铁矿
、

胶黄铁矿组

成宽度不等的相间纹层
,

其中黄铁矿
、

胶黄铁矿的纹层宽度一般小于白云石
.

.4 黄铁矿内部可以见到包裹着的残余白云石
,

这是成岩期形成的标志 (照片 8)
.

5’. 构成矿层的各种矿物的微童元素表明黄铁矿具有沉积成岩特征
.

离岩体远的矿体中

黄铁矿的 C 。 / N i值一般小于 1
,

且高 M n 低 B a
,

有机碳含量可达 .0 3 %
,

与白云岩分析

结果一致
.

.6 泻湖中形成的硬石膏和石膏的 占3
怡值分别为+2 .0 5沁和+ 21

.

6沁
,

这与早石炭世向晚

石炭世过渡时期的海水硫酸盐相当
,

与之共生的黄铁矿 矛怡平均值为十 3
.

4 %
a ,

变化范围

窄而稳定
,

△ (护
4
5) 硬石膏一黄铁矿 = +l 7

.

1编
,

与经细菌作用发生硫同位素分馏的数值

相当
,

说明这种黄铁矿的硫来 自海水硫酸盐
.

7
.

矿区外围地层中层状黄铁矿的硫同位素 护怡呈高负值
,

如黄狮涝山黄龙组地层中的

黄铁矿的 护怡分别为一”
.

5沁和一28
.

3编 。 ,

表明这是生物还原硫二

(二 )成岩期黄铁矿的形成机制 前面已经说过
,

本区威宁早中期以阔的泻湖环境为

主
,

底部出现还原环境
,

硫酸盐沉积
,

有机质聚集
,

以后经细菌还原成 H
Zs

,

随着硫酸盐

的溶解
,

H Z s 的生成
,

F cs 和胶黄铁矿便可形成
.

但晶型黄铁矿则是随着成岩过程中白云

岩的形成而结晶的
.

据现代白云岩的观察
,

白云岩一般在弱碱性 (P H 值 8一 10 ) 的条件下形成
.

热化学

数据表明
,

生成晶型黄铁矿的条件是
,

它h ` 吩
.

3一0
.

5
,

P H 值为 .7 2一 .9 0
,

一般水体达不

到这样的数值
,

只有在成岩期才能达到 l5] ; 本区黄龙组底部碎屑岩中含有丰富的铁
,

H
Zs

与渗人沉积物中的 F e

似 C 0 3
)

:
溶液中的 eF

Z+
反应可生成 cF s

,

在泻湖底部还原环境中
,

厌氧细菌分解右机质产出大量氨气 ( N H 3
)
、

甲烷 ( C H户等
,

可使成岩环境的 P H 值达

8一9
,

这种还原
、

弱碱性环境有利于白云岩形成
,

也非常有利于黄铁矿的形成
.

B cr n er
.

R
.

A
.

( 1 98 4 ) 认为
,

原始沉积物中有机质多少往往能控制黄铁矿的数 t
,

亦

即有机质多少与黄铁矿数量成正 比 l7[
.

泻湖环境有机质较多
,

而成岩期继承了沉积期的物

质成分
,

这便是泻湖相易形成黄铁矿的条件之一 形成过程可用下面反应式来概括
.

。冶金部 81 2 队
,

1 9 8 7
,

黄狮涝山金矿床探采方案设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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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J、
.1 .

l((2(3
4 5 0

’

于
一 + s c 万

_

o = = = 二 4万
_

s + s万e o 二

Z H *s + ZeF
Z + 二 二 二 = ZeF s + 4 H 、

`

ZH
Z s + ZeF s + c H Z O = = 二 二 c H 一 + 2矛’e 5 2 + H Z

o

4 5 0 冬
一 + 2凡

2 + + g c 万
_

o 二 二 二 = e 万
.

+ 2凡 s
_

+ 4万 + + s万 e o
, ` , `

海 湖

一
海水

5 0若
一

有机质

聪
作用

H: s F亡 2 +

—
F . 戈“ e伪 一:

}丫
}
成岩作用

F e s t (价铁 矿 )

图 6 黄铁矿形成图解

F ig
.

6 S hc e m e o f ht e Py ir t e fo mr
a Uon

结 论

1
.

铜陵地区威宁期存在潮坪相
、

泻湖相和浅海陆棚相
.

2
.

白云岩有两种
,

准同生白云岩和成岩交代白云岩
,

前者形成于潮坪
.

后者原始物质

沉积在泻湖
,

在成岩过程中形成
.

后者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
.

3
.

许多证据说明
,

泻湖相最有利于黄铁矿形成
.

多数黄铁矿矿床形成经历了沉积成岩

阶段
.

.4 成岩过程中白云岩的形成条件是有利于黄铁矿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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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说 明

1
.

角砾状微晶一极细晶白云岩
,

角砾基本上未被搬运
.

5 x 4( 一 )
,

牛山
,

A h一N 一b一 11

P h o t o 1 B r ec e i a t e d m i e ir t ie一 if n e e r y s t a l l i n e d o l o m it e
.

T h e b r e e e i a w e er n o t e a r r ie d

b a s ic a l ly
.

2
.

残余内碎屑极细晶白云岩
,

砾屑和砂屑被磨蚀
.

5 x .2 5( 一 )
,

牛山
,

A h 一N 一b一 7

P h o t o 2 F i n e e r y s t a l l in e d o l o m iet w iht r e l i e t s o f in t r ac la s t s
.

hI tr a e l a s it e s
an d s a n d

gr a v e l s w e er a b r a d e d a n d w o r n
.

3
.

残余生物屑极细晶白云岩
,

见蜓分布
.

5 x 4 (一 )
,

尖山
,

A h --J 一b一 6

P h o t o 3 F i n e e理 s t a ll i n e d o l o m i t e w i t h r e li e t s o f b i o e la s t s
.

T h e er il e t o f a F u s u l i n i i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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