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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江苏漂阳小梅岭硅灰石矿产于二 . 系栖霞组硅质岩中
,

其成矿热液主要来 自

庙西花岩岩体
。

矿体以层状产出
,

矿石为不规则透镜休
,

方解石和硅灰石常常互层
,

常见有硅质

岩核心
。

伴生矿物主要有透辉石
、

绿帘石
、

符山石
、

鱼眼石和萤石
。

根据 x 射线衍射分析研究
,

矿

区内硅灰石均属三斜低沮硅灰石
,

其 a0 一 7
.

9 34
,

b0 ~ 7
.

3 2 1
,

c0 一 7
.

0 68
,

红外光谱和差热分析

表明
,

该硅灰石矿杂质含量较少
。

根据野外地质条件和理论反应式
、

反应曲线
,

小梅岭硅灰石矿

形成于半封闭的休系
,

其形成沮度和压力均属中等
。

关键词 硅灰石 栖霞组 二盛系 江苏

小梅岭硅灰石矿床位于漂阳火山岩区的南部边缘
,

地处苏皖两省交界处
,

是一个规模较

大的非金属矿床
。

l 地质背景

1
.

1 地层 区 内由于断裂构造和岩浆侵 人活动比较剧烈
,

地层 出露不完整
,

部分被断失
,

根

据地表和钻孔资料
,

主要地层有石炭系高骊山组
、

黄龙一船 山组
,

二叠系栖霞组和孤峰一堰

桥组
,

三叠系青龙组及上侏罗一下白坐统火山岩系 (图 1 )
。

各地层特征如下
。

1
.

1
.

1 高骊 山组 灰绿
、

灰紫和灰黄色薄一中厚层状粉砂岩
、

细砂岩和泥质粉砂岩
、

粉砂泥

岩等
,

厚 > s om
。

1
.

1
.

2 黄龙一船山组 下部灰白
、

浅肉红色厚层白云石大理岩夹粗晶大理岩
,

厚 15 一 55 m
,

底部有一层厚 0
.

80 一 1
.

15m 含砾砂岩或石英细砾岩 ; 中上部白
、

灰 白
、

浅灰色厚层粗晶大理

岩
,

部分夹中晶一细晶大理岩
,

局部含隧石结核
,

厚 97 一 13 5m (为区 内方解石矿床的主要赋

矿层位 )
。

① 收稿 日期
:
19 9 6一 10一 2 8

第一作者简介
: 王华田

,

男
,

19 37 年生
,

副研究 员
,

长期从事矿床学科研工作
,

多年来在矿床学
、

矿物学方面发

表论文二十多篇
,

著作数部
。



第十七卷 第三
、

四号 江苏小梅岭硅灰石矿床 6 3

1
.

1
.

3 栖霞组 自下而上分四个岩性段
:

( )l 深灰
、

灰黑色厚层大理岩化灰岩
、

大理岩
,

具缝合线构造和黑色不连续条纹构造
,

厚

度约 s om
。

( 2) 下部为灰
、

灰白色硅灰石岩
、

硅灰石化硅质岩夹少量硅质岩和大理岩
,

顶部有时 可 见

透镜状蒙皂石粘土岩 ; 中部 为灰色大理岩化灰岩
、

大理岩
,

局部夹硅质岩和硅灰石化硅 质岩 ;

上部为硅灰石化硅质岩夹硅灰石岩和硅质岩
,

厚 9一 1 5m
。

本段上部为区 内主要硅灰石矿层位
。

( 3) 灰
、

灰黑色中厚层一厚层状含隧石结核大理岩化灰 岩
,

具缝合线构造和黑色条纹构

造
,

厚 5 7 m
。

( 4) 灰色薄层硅质岩
、

硅灰石化硅质岩夹薄一中厚层状大理岩化灰岩
,

厚 8一 2 2n
l 。

该段为硅灰石矿的次要层位
。

1
.

1
.

4 孤峰一堰桥组 下部灰黑
、

深灰 色薄层硅质岩
,

硅质泥岩
、

炭质泥岩和粉砂岩 ; 中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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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漂阳小梅岭硅灰石矿区地质图 (据江苏地质二队资料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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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灰黄
、

灰黑色薄一中厚层粉砂岩
、

细砂岩
,

偶夹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
,

厚 > 20 0 m
。

1
.

1
.

5 青龙灰岩 灰
、

灰白色薄层大理岩化灰岩
,

厚 > ZOm
。

由于受断层破坏和火 山岩层的

覆盖
,

分布零星
。

1
.

1
.

6 火 山岩 系 浅灰
、

灰黑色流纹质品屑
、

岩屑凝灰岩
、

凝灰角砾岩
,

局部见安山岩
,

厚 >

I OOm
,

为第一旋回火山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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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构造 矿区位于戴埠一平桥火山沉陷构造的南部边缘
,

当漂阳一庙西近南北构造带与

小梅岭一杨店一白泥山东西向构造带及火山构造 的环状断裂的交汇处
,

发育有规模巨大的

庙西钾长花岗岩休
。

区 内断裂构造比较发育
,

按其走向可分为 N E一 N N E 和 N w 一N N w 向

两组
,

前者以正断层为主
,

后者以逆断层 为主
,

断层的规模 不大
,

对硅灰石矿休的破坏较小
,

只造成矿层横向错位
。

1
.

3 傻入岩 全部与 l 旋 回火山活动有关
,

主要 为侵人的钾长花岗岩
,

系呈岩基状产出的

庙西岩体的延伸部分
。

其次有花岗斑岩
、

少量闪长粉岩和安山纷岩
,

规模很小
,

呈脉状产出
,

受断裂控制
。

硅灰石矿床与钾长花岗岩有成因关系
,

其它脉岩只对硅灰石矿起一 定破坏作

用
。

钾长花岗岩分布在矿区的中部和南部
,

为庙西岩体的北延部分
。

岩石呈肉红色
、

似斑状

结构
,

斑晶为钾长石
、

石英
、

斜长石和少量黑云母
,

粒度 5一 6 m m
,

部分大于 I c m ;基质为他形

粒状结构
,

成分与斑晶相同
,

副矿物有磁铁矿
、

白铁矿
、

磷灰石
、

独居石
、

错石等
。

岩石化学成

分 (% )
: 5 10

: 7 4
.

5 7
,

T io
:

0
.

1 5
,

^ 1
2
0 3 1 2

.

6 2
,

F e Z
o 3 1

.

4 0
,

F e o 0
.

8 1
,

一城 n o 0
.

1 2
,

M s o 0
.

5 3
,

e a o 0
.

7 3
,

N a Zo 3
.

2 9
,

K Z
o 5

.

5 8
,

P Zo 。 0
.

16
,

H Z
o 0

.

6 2 等
。

与中国酸性花岗岩成分相 比
,

其

s 、 a 、

Q 值较高
,

b 值较低
,

属于硅铝碱过饱和岩石系列
,

具 A 型花岗岩特征
,

与苏州花岗岩特

征类似
。

地表岩体 出露情况说明
,

钾长花岗岩可划分 出边缘相和过渡相
,

岩石特征除粒度不 同

外
,

其它相似
。

未见中心相
,

表明岩体的剥蚀深度不大
。

岩体规模要大于目前地表所出露的

面积
,

因此形成硅灰石矿的热源是充分的
。

根据钻孔揭示
,

硅灰石矿层之下均分布有钾长花岗岩体
。

据统计
,

在矿区范围内硅灰石

矿层一般离岩体的距离大约 30 一 S Om 对成矿最为有利
。

距离过近
,

往往形成大量矽卡岩矿

物与其共生
;
距离过远

,

热对流扩过程中热量散失过多
,

达不到硅灰石大量形成的温度
。

2 矿床地质

.l2 含矿层和矿体特征 _

2
.

1
.

1 含矿层 硅灰石矿成层状产于二叠系栖霞组的中部和顶部
,

前者为栖 霞组二段
,

称

为 I 矿层
,

后者为栖霞组四段
,

称 I 矿层 (图 2)
。

I 矿层为主要含矿层
,

厚度较为稳定
,

一般 9一 ll m
,

最厚达 1 5
.

26 m
。

矿层总休走 向为

33 0一 3 4 00
,

倾 向 N E
,

倾角 20 一 3 00
,

由于受岩体
、

岩脉及断裂的影响
,

局部产状变化较大
。

东

南侧以钾长花 岗岩为界
,

西北侧以脉状花岗斑岩为界
,

全长 148 5m
。

受 F 。
断层

、

两条钾长花

岗岩枝和一条花岗斑岩脉的分割和错位
,

可划分成五个矿段
,

其中以小梅岭村东部 8一 12 线

间的矿层含矿性最好
,

是目前主要开采对象
。

l 矿层为次要含矿层
,

硅灰石矿化不够稳定
,

分布也不均匀
,

含矿层厚度变化也较大
,

一

般 1 8一 2 0m
,

中部 2 线附近达 2 2
.

8 0m
,

但西部 7 线厚度变为 8
.

8 0m
。

含矿层走向 3 2 0一 3 6 0
0 ,

倾向 N E 一 E
,

倾角 2 50
,

局部 3 70
,

断续延伸 93 Om 左右
。

东南侧 以钾长花岗岩为界
,

w N 侧以

F , 断层为界
,

与 I 矿层相似
,

也可划分为五段
,

其中 10 一 14 线和 8 线附近矿层含矿性较好
。

2
.

1
.

2 矿体 硅灰石矿体发育于含矿层内
。

据采样分析结果可圈出 6 个工业矿休
,

其中 I

矿层内有 1
、

2
、

3 矿休
,

I 矿层有 5
、

6矿休
,

在 I 矿层之下 1 3m 处有 7 号矿体
。

矿体在矿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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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层产出
,

与含矿层产状基本一致
,

总体走 向 N w
,

局部受断层和侵人体破坏
,

成近 s N 向
。

倾向 N E
,

倾角 2 0一 3 0
0 。

硅灰石矿休 由厚度不等的硅灰石
、

硅质岩和方解石条带组成 ( 图 3 )
, ,

这三种条带在矿

Z K 1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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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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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 2 小梅岭硅灰石矿 10 线剖面图 (引自江苏地质二队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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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白云岩 ; 2 一 矽卡岩口一砂岩讨一硅灰石矿层声一钾长花岗岩

体中常相间平行排列或相互包裹
。

在硅灰石含量高的地段
,

硅质岩和方解石常呈团块或条带

在硅灰石中呈包体
。

相反
,

在硅灰石含量低

的地段
,

硅灰石 为硅质岩 和方解石所包裹
。

掌子面上显示
,

硅灰石一般以条带状居多
,

其次为透镜状或不规则状
。

条带沿走向延伸

数米一数十米
。

据统计
,

厚度在 5一 2 0C m 的

硅灰石条带占硅灰石条带总数的 62
.

7写
,

局

部可达到 7 5
.

3 4%
。

硅灰石矿体的规模大小不 一
, l 号矿体

长 1 0 15 m
,

厚 1
.

2 8一 1 1
.

o l m
,

平均 5
.

2 8 m
,

沿倾向控制斜深 2 2 5m
。

2号矿体长 S Om
,

平

均厚 0
.

9 6m
,

斜深 3 2m
。

3 号矿体长 1 5 0m
,

平

均厚 0
.

5 7m
,

斜深 5 0m
。

5 号矿休长 3 4 0m
,

平

均 厚 1
.

5 4m
,

斜 深 > 10 0m
。

6 号 矿 休 长

15 0m
,

平均厚 3
.

4 5 m
,

斜深 10 0m
。

一般来说
,

矿体厚度沿倾斜方向
,

由浅

向深逐渐变薄
,

沿走 向变化不大
,

局部地段

由于矿化不均匀
,

矿体在走向和倾 向上产生

局部膨大和收缩
。

2
.

2 矿石的物质成分和矿石类型

2
.

2
.

1 矿石 的化 学成分 各矿体的矿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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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和根据化学成分计算的硅灰石
、

石英和方解石的含量如表 l 所示
。

化

学成分中除 C a o
、

5 10
: 、

C o : ,

尚有少量 M s o
、

A 1
2 o 3 、

F e Z o 3 等
。

其中 l 号矿体矿石中 5 10 2 、
C a o

及硅灰石
、

石英
、

方解石三矿物的理论计算含量沿走 向的变化如图 4 所示
。

T a b l e

表 1 各矿体矿石成分平均含t 表

A ve
r a g e c

佣 t e n t s Of m in e r a l e o
m P佣 i t io n o f ` .r e ,

矿矿矿 平均成分 (% )))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号号号 硅灰石石 方解石石 石英英 C a ooo M g OOO 5 10

222 C O ZZZ A 12 O ,, F e 2 0 333

①①① 6 6 000 1 2
.

666 1 5
.

666 3 9
.

3 333 0
.

8 444 5 2
.

0 555 4
.

9 333 0
。

6 888 0
.

3888

②②② 6 9 1 111 5
.

000 9
.

2 555 3 9
.

2 999 2
.

4 666 5 2
。

3 111 ] 9 ]]] 0
.

5 000 0
.

2 222

③③③ 5 7
.

4 333 11
.

8 555 7
.

0 333 3 9
.

5 333 4
.

9 111 4 7
.

999 4
.

7 888 1
.

1 333 0
.

5 222

⑤⑤⑤ 6 3 7 999 10 7 999 13
.

8 666 3 8
.

3 999 2
.

0 777 5 1
.

555 4
.

7 111 1
.

1 444 0
.

6 999

⑥⑥⑥ 5 6 9 444 14 6 777 18
.

5 111 3 7
.

4 999 1
.

2 111 5 1
.

6 444 6
.

4 777 0
.

9 888 0
.

7 999

⑦⑦⑦ 5 3
.

0 666 6
.

5 111 3 1
`

4 777 3 0 2 888 0
.

6 222 6 1
`

5 000 2
。

5 111 0
.

9 222 0
.

5 666

平平均数数 6 5
.

5 000 10
.

2 333 15
.

9 555 3 7 3 888 2
.

0 111 5 2
。

8 222 4
。

2 111 0
。

8 999 0
.

6 888

5 1 0 2

硅灰石

、 C
a
O

方解 石

7060印4030即10

T C 7 0 1 T C 沁 1 T C 0 0 1 T C 206
T C 劝 1

侣 T C 8() 4 T C 10() 3 T C 1 2 0 4

T C l 0() 1

图 4

F i g
.

4 T il e

硅灰石 1号矿体主成分走向变化 (引自江苏地质二队资料 )

v ar i e t y o f n l a j o r m in e r al e o m p os i t io n o f w o ll a s t o n i t e in N o
.

1 o r e b o d y

2
.

2
.

2 矿石 的矿物成分 矿石 中有益矿物 为硅灰石
,

与其伴生的 主要矿物为石英和方解

石
,

次要有透辉石
、

绿帘石
、

符山石
、

鱼眼石
、

萤石
、

铁矿物和蛋白石等 (表 2 )
。

表中说明
,

硅灰

石在矿石 的含量 只达 49 写
,

但经手选后可提高到 70 %左右
。

表 2 矿石矿物成分及含. (引自江苏地质二队资料 )

T a b l e 2 T h e m in e r a l e o n t e n t a n d e o m p os i t i叨
o f o r e ( a f t e r t h e d a t a o f J ia n 廷: s u N O

.

2 eG
o l o g ica l T ea m )

组组份份 主要有益矿物物 主要伴生矿物物 次要伴生矿物物

矿矿物物 硅灰石石 石英英 方解石石 透辉石石 绿帘石石 符山石石 鱼眼石石 萤石石 铁矿物物 硅灰石音音 蛋白石石

含含量量 4 999 2 888 l 222 555 lll 111 < lll < lll < lll 微量量 微量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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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 中真正与硅灰石紧密共生的石英和方解石是很少 的
,

绝大多数的石英和方解石独

立组成条带
,

因此用手选可提高矿石的品位
。

透辉石数量甚少
,

呈星散状分布在硅灰石 中
,

有

时在含矿层与钾长花岗岩的接触带及其附近
,

可见较多 的透辉石
,

其数量达 10 %左右
,

并伴

有一定数量的石榴石和绿帘石
。

符山石的数量很少
,

往往分布在硅灰石与方解石接触带及附

近
,

有时可 见几乎全部 由符 山石单矿物组成的细脉
。

鱼眼石分布在硅灰石矿石的裂隙内及硅

质团块的中部
。

萤石多呈细脉状分布于硅灰石矿休的微裂隙中
,

其规模很小
,

为晚期形成
。

2
.

3 硅灰石的矿物特征 自然界存在有三种同质多象的硅灰石
,

即低温三斜硅灰石
、

单斜

副硅灰石和高温三斜硅灰石
,

其中以低温三斜硅灰石分布最为普遍
,

单斜副硅灰石少 见
,

而

高温三斜硅灰石极为罕见
。

有关区 内硅灰石的矿物特征及与其它地 区的对比情况如下
。

2
.

3
.

1 一般特征 白色
、

玻璃光泽
,

形态有纤维状和粒状
,

前者发育于硅质岩附近
,

后者离

开硅质岩
。

显微镜下无色透明
,

中等正突起
,

呈柱状和纤维状
,

可见丈1 0 0} 解理
。

正交镜下呈

一级灰白色
,

多不均匀
,

平等 b 轴切面呈平等消光或近于平等消光
,

正延性
,

二轴晶负光性
,

Zv 角约 6 00
,

显示低温硅灰石的特点
,

偶见聚片双晶
,

双晶面平行于 (1 00 )
。

2
.

3
.

Z X 射 线衍射分析 采用 日本 P /m ax 一 R B 一 12 K w 的 x 射线衍射仪
,
C u 靶

,

其衍射

数据如表 3
,

其 d 值基本上与 J C P 0 s 卡片的 d 值相 近
,

仅强度值略有变化
。

数据分祈表明 区

内硅灰石均属三斜低温硅灰石
,

根据衍 射数值经计算的晶胞参数值
, a 。一 7

.

9 34
,

b 。一 7
.

32 1
,

c o = 7
.

0 6 8
。

表 3 硅灰石 x 射线衍射致据

aT b l e 3 X一
r a y d吐 I r a e t l阅 d a t a o ` , , . l a ,么粗 lt e

本区硅灰石 J C P I万 27一 10 64 本区硅灰石 J C P D S 2 7一 10 6 4

I / I。

6 0

八曰尸O3
J马

,
1

Zn
ónàknZ

ǎ
11甘h21

。dd4860
` ’ “ 。 h k ,

}
`

,
`

68 3 , ’ 0 0

}
7

`

6 ,

3
`

8 3 ’ 。 0 ’ 00

}
3

`

8 3

3
`

5 , ” 2 0

巴1
3

`

5 ,

3 3 1 8 4 2 02 ! 3
。

3 1

8 5 1 2
.

9 7

7 5

}
’

`

5 6 3̀

10 0 1 2 3 0 3 4

d

3
.

09

2 98

2
.

5 6

13 1 2
.

3 0 50

南京化工学院硅工系傅国飞分析

2
.

3
.

3 红外光语分析 采用美国 N ic ol xe
.

D X 副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

波数范围是 4 0 0 0一

4 0 0cm
一 , ,

样品用量 1 毫克
,

K B r 压片
,

所测定的数据见表 4
,

表中所见
,

区 内硅灰石内部含少

量方解石
,

其数据与国内外硅灰石的数据相近 :l[ 阁闭
。

漂阳 土包山和长兴李家巷硅灰石由于

赋矿层位的差异
,

其吸收谱线略有不同
。

2
.

3
.

4 差热 曲线 在 日本岛津 D T 一 30 热分析仪上
,

加热到 1 0 00 气忿
,

升温率为 1 S C / m in
.

差热量程 1 00 卜v
,

湿度 71 写
,

实验的差热曲线如 图 5
,

图中看出
,

矿区硅灰石的纯度仅次于庙

西硅灰石
,

而土包山和长兴的硅灰石含方解石较多
,

国内其它矿区的硅灰石
,

如吉林大顶子

较纯
,

湖北小箕铺含少量方解石
,

而吉林长威子含方解石稍多
。

2
.

3
.

5 化学成分 本区和邻区及国内外硅灰石的化学成分如表 5 ,

经换算成理论矿物成分

后可以看出
,

庙西硅灰石较纯
,

小梅岭矿区次之
,

李家巷硅灰石含方解石较高
。

2
.

4 硅灰石的氧化作用 区 内由于地形切割相对较为强烈
,

硅灰石矿体在地表露头处氧化

带不甚发育
,

但在局部地段风化作用仍然是明显的
。

经研究
,

硅灰石经地表淋蚀后
,

结构变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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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

并被分解为次生石英和碳酸钙成分
。

表 魂 硅灰石的红外吸收光谱数据 c( m 一 ’ )

T a b l e 4 I n f r a r e d a l ) , ,:
·

P一1.川 习尺 e r r u n 、 d a t e o f wo . l a , 寸̀ . i t e

霍霍

头
\\\ C O弓一 伸伸 is 一 0 伸缩振动动 is 一 0 伸缩振动动 5 1一 0 一 5 1 4申缩摘乏动动 M 一。 伸缩振动动 来源源

缩缩缩振动动动动动 is 一 O 弯曲振动动动

漂漂阳小梅岭岭 14 2 555 10 8 9 1 0 5 9 10 1999 9 6 6 9 2 7 9 0 222 68 1 6 4 5 5 6 777 5 0 8 4 7 3 4 5 444 本本

广广德庙西西 14 2 333 1 0 88 1 0 59 10 2 000 9 6 6 9 2 9 9 0 222 6 8 1 6 4 4 5 6 777 5 09 4 7 2 4 5 444 报报

漂漂阳土包山山 14 2 444 10 8 0 1 0 60 10 2 000 9 6 0 9 2 8 9 0222 6 8 2 6 4 5 56石石 5 0 9 4 7 1 4 5 444
2」二二

长长兴李家巷巷 14 3 000 1 0 88 10 5 9 10 2 000 9 6 7 9 3 0 9 0222 6 8 1 6 4 4 5 6 777 5 0 9 4 7 2 45 444
` JJJ

吉吉林长家子子 14 3 000 1 0 82 10 6 0 10 2 000 9 6 5 92 2 9 0 000 6 8 0 6 5 4 5 6 777 5 1 0 4 7 2 4 5 111 〔l〕〕

安安铜铅陵陵 /// 1 0 80 10 5 0 10 3 000 9 6 0 92 0 9 0 000 6 80 6 40 5 6 000 5 0 3 4 8 0 4 4 555 [ 2 ]]]

美美国纯硅灰石石 /// 1 09 0 10 5 8 10 2 000 96 8 9 3 0 9 0 555 68 0 6 4 4 5 6 777 5 09 4 7 0 4 5222 [3 ]]]

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分析

e as io
3
+ ZC o

Z
+ H ZO一~ e a ( H e o 3 )

2
+ 5 10

2

其 中碳 酸钙被水 溶解 后大量流失
,

最后 残留在地表的只 有 s , 0
2 ,

即石英
。

这可 以从

T C ZO I 探槽 中采样分析的结果 表明
,

C a o 降为 1
.

6 3一 1
.

7 6 %
,

5 10 : 已达 7 3
.

0 6一 7 5
.

16%
,

c o : 为 0
.

11 一 0
.

2 7%
,

经过计算后硅灰石含量已降为 0
.

70 一 1
.

78 %
,

石英含量高达 73
.

06 一

7 5
.

1 6写
。

表 5 硅灰石的化学成分和理论矿物含t ( % )

T a b l e
5 e h e m ae a 一 c o

m p . i t x o o a n d t h e o r e t i e a l m i n e r a l 。
, t e n t o r ” l la s t o n i t e (% )

样样品产地 (成分 ))) 化学分析结果 (% ))) 理论矿物含量 (% ))) 来来

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
55555 10 222 C a ooo F eOOO M g ooo F e ZO 333 A , 2 0 ,, C O ZZZ 总李十十 硅硅 方方 透透 钙铝铝 铁铝铝 石英英 总计计计

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灰 解解 辉辉 书分石石 榴石石石石石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石石 石石石石石石石

漂漂阳小梅岭岭 5 0
.

1222 4 7
.

0555 0
.

1 888 0
.

1 000 0
.

4000 0
.

1 999 1
.

2666 9 9
.

0 111 9 3 0888 2
.

9 000 0
.

5444 0
.

8 44444 1
.

刁999 9 8
.

8 555 本本

漂漂阳土包山山 6 2 2888 3 1
.

4222 0
.

2 666 2 4 }}} 0
.

1555 0
.

5 444 1
.

2333 98
.

4 111 52
.

9999 2
.

8333 1 3
.

0 111 2
.

399999 26
.

7 777 9 7
.

9 999 报报

广广德庙西西 5 0 4444 46
.

9 666 0 4 666 0
.

3 444 0
.

1666 0
.

2 999 0
.

5555 99 2 222 93 7 888 1
.

2777 1
.

8 444 1
.

288888 0
.

4 555 98
.

6222 上七七

长长兴李家巷巷 4 7
.

9 666 J 6
.

7 888 0 3 444 0 299999 0
.

4888 3
.

0000 99 1 666 8 6
.

3333 6 9 000 1
.

5777 2
.

122222 1
.

6777 98
.

5 999 口口

吉吉林 长岁子子 5 1
.

7 000 37
.

0 555 6
.

6 333 2
.

1 888 1 6444 3
.

4999 2
.

6 999 98
.

7 555 5 1
.

5888 6 1999 11
.

7 777 15
.

4 333 1 5
.

3999 1 2
.

5 666 9 7
.

5 222 张 大山山

湖湖北小箕铺铺 5 0
.

2 333 刁4
.

9 00000 I
,

0000 0
.

8666 0
.

4 666 2
.

4777 9 9
.

8 999 8 1 8 777 5
.

6888 5
.

1444 2 0 33333 4
.

1555 9 9
.

1333 1 9 8 1 [劝]]]

苏苏联乌兹别克克 3 7
.

9 333 4 0
.

644444 1
.

7 000 1
.

5666 3
.

6666 13
.

8 000 9 9
.

2 999 29
.

9 333 3 1
.

7 444 9
.

1 888 16
.

188888 ] 1 2222 9 8
.

2 55555

肯肯尼亚洛基顿加加 刁3
.

0 111 4 3
.

7 99999 0
.

5 666 0
.

3 000 3 1444 12
.

7 000 100
.

7〔〔 64
,

8 666 29
.

2 111 3
.

0222 1 3 33333 1 3 0999 1 0 0
.

1 55555

美美国威尔斯鲍 罗罗 j s
.

7 333 3 7
.

8 44444 3
.

6 33333 0
.

3 000 2
.

0000 1 00
,

9万万: 67
.

9 000 4
.

6000 1 9
.

6 0000000 2
.

9 888 1 02 8 55555

日日本 11一口县县 5 0
.

0000 4 6
.

0 00000 0 4 000000000 99 0 000 8 7
.

6 77777 2
.

1 666666666 9 8 7 66666

南京综合岩矿测试中心分析

2
.

5 矿石类型 硅灰石矿石的矿物成分 比较简单
,

主要有用矿物硅灰石
,

共生矿物 以石英

和方解石为多
,

按矿石 中矿物含量可 以把矿区划分为五种矿石类型
。

2
.

5
.

1 硅灰石 型 硅灰石含量平均约为 82
.

48 %
,

石英和方解石含量均 < 5写
,

这种矿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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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量很少
,

不足 2写
。

2
.

5
.

2 硅灰石 方解石 型 硅灰石约 为

7 0%左右
,

方解石含量 > 5%
,

而石 英含

量 < 5%
,

这种矿石类型约占 5写左右
。

2
.

5
.

3 硅灰石 石 英型 硅灰石含量 不

足 70 %
,

石英含量 > 5 %
,

而方解石含量

< 5 %
,

该矿石类型约占 10 % 以上
。

2
.

5
.

4 硅灰石 方解石 石 英型 硅灰石

含 量 约 63 %
,

方 解 石 和 石 英 含 量 均

> 5%
,

但方解 石含量 要高于石英含量
,

该矿石类型约占 27 一 28 %
。

2
.

5
.

5 硅灰石 石 英方解石 型 硅灰石

含量 约 62 一 63 %
,

石英和方解石含量均

> 5 %
,

但石英含量要高于方解石含量
,

该类矿石最多
,

约占 55 一 56 %
。

120 0
0

13 10
。

1 206
0

1 308
。

1沁 1
0

1 3 0 4
.

1 3 7 0

8 9 0
0

12 10
.

1 2 8 5
。

1 20 0
。

一

13 3 3
。

13 0 8
0

图 5 硅灰石差热曲线

3 硅灰石矿床的成因
F ig

.

5 D
o

r e n t , a ; t一 e r m a : c u r v e fo r w 。

、
t o n i: e

1
.

广德庙西
; 2

.

漂阳小梅岭
; 3

.

深阳土包山
; 4

.

长兴李家巷
3

.

1 物质来源 硅灰石矿产于栖霞组 A
.

吉林长岁子
. B

.

湖北小箕铺
; c

.

吉林大顶子
:

(A
、

B
、

。 据曲

第二
、

四两段地层中
,

由硅质岩和石灰岩 元贵 )

组 成
,

其化学成分 中 51 0 : 和 c a o 含量
,

硅质岩为 8 9
·

6 5 %和 5
·

6 1纬
,

石灰岩为 6
·

8 5%和 5 2
·

6 3 %
,

其它 F e 、

M g
、

A I 含量甚微
。

而硅

灰石主要 由 c a o 和 51 0 : 组成
,

因此栖霞组第二四 岩段岩石组合具有形成硅灰石矿的物质基

础
。

3
.

2 热源 区内南部为广泛出露的庙西花岗岩
,

矿区 为岩体伸出的岩枝
,

地表只分布边缘

相
。

和过渡相其面积达 6 k5 m
2

以 卜
,

钻孔资料表明
,

深部还有相当大的范围
,

从岩石的矿物

组合及其特征
,

大致计算岩浆侵人时温度达 1 100 一 150 0℃
,

说明热源是充分的
,

因此在其侵

人时可对周围的岩石发生热对流扩散
,

造成热变质作用的晕圈
。

3
.

3 矿床形成的温压条件

3
.

3
.

1 成矿温度 根据林伍德 l( 9 61 )研究
,

硅灰石的形成温度
,

在 l 只 1 os P a 条件下为 5 80

一 6 8 0℃
,

在 Z X 1 0 8P a 时为 6 1 0一 7 5 0℃
。

温克勒 ( 19 7 5 )指出
,

在 4 0 0一 5 0 0℃ 以内的变质岩中

不会 出现硅灰石矿物
。

矿区与硅灰石
.

共生的石英为高温石英
,

因而区 内的硅灰石形成温度应

不低于 5 73 ℃
。

根据哈克和吐尔特的实验资料及巴尔特的计算数据 (图 6) 说明
,

成矿压 力在

I X 10毕 a 时
,

硅灰石的形成温度应在 5 80 一 65 0℃
,

这个温度 比较符 合于矿区 硅灰石的生成

温度
。

3
.

3
.

2 成矿压力 矿区硅灰石含矿层发育于二叠系栖霞组中
,

其土覆地层有弧峰组
、

堰桥

组
、

龙潭组
、

青龙组和周冲村组及火山岩系等
,

估计地层的总厚大约为 2 5 0 0一 30 0 0m
,

换算成

上覆的静压力约 0
.

8一 1沐 10 sP
a 。

硅灰石的形成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水的参与
,

因此上覆地层

的静岩压力大致可以代表硅灰石形成时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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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矿床形成机制 在燕山运动中期
,

区内大规模火 山活动的晚期
,

由于基底构造和火 山

构造的复合作用
,

环状火山构造和东西 向
、

近南北向构造带发生剧烈变动
,

在其交汇 的小梅

岭地带发生规模巨大的庙西钾长花岗岩的侵人
,

岩体侵位于石炭二叠系及其 以前的老地层

中
。

岩体对围岩的热效应主要是热扩散作用
,

由于其温度很高
,

高于 1 0 0 0℃
,

使不 同成分的

岩石产生热变质作用
。

当围岩 为栖霞组二
、

四段 硅质 岩与石灰 岩互 层时
,

内中的 51 0 :

和

c a c o 3

由于离子浓度差的影响
,

发生离子的对流扩散
、

迁移及相互作用
,

在有利的物理化学

条件下 (压力 I X 10 8P a ,

温度 5 8 0一 6 5 0℃ )形成硅灰石
。

e a e o 3 + 5 10
2

一 ~ e as io 3+ e o :
个

由于该反应为吸热反应
,

因此不断加热 以促使反应不断进行
,

生 成硅灰石
。

在矿区开采

的掌子面上
,

普遍 见到硅灰石 围绕着硅

质岩或包裹硅质岩 条带
,

更外侧 为结晶

的方解石岩
,

这种现 象是物 质活化迁移

并相互反应 的证据
。

至于硅质岩内侧生

成纤 维状 硅灰石 晶体垂直于硅 质岩
,

而

外侧为粒状硅灰石
,

其原因可能与物质

的交换反应形成的结 晶质点的多少及结

晶的速率有关
。

早期反应的物质丰富
,

生

成大量 的硅灰 石结晶质点
,

晶体 的生产

速度 又快
,

没有充分 的结晶时间和必要

空 间
,

因而 只形成细粒等粒状的硅灰石

集合 体 ; 晚期物质的迁移对流的数量 变

少
,

其反 应 的速 度变慢
,

结 晶的 速率缓

慢
,

因此可 以形成结 晶较大 的纤 维状 硅

灰石
,

并垂直于硅质岩条带或团块生长
。

硅灰石的形 成过程中
,

除必要 的温

硅灰 石

2 3 4 5 6

压 j J 戈k 卜 )

温800700600500100

图 6 硅灰石的反应曲线

F堪
.

6 R ea e t io n e u r 、 亡 fo r w o Ua s t o n i t e

A :

哈克和吐特尔实验测定的反应曲线
;

B :

巴尔特计算所得反应 曲线

压条件外
,

尚要求一定的地质条件
,

即形成于 中等深度的半封闭半开放体系
,

并距提供热源

的岩体有一定距离
。

硅灰石生成的化学反应过程
,

需要大量吸热
,

释放出大量的 c o
:

气体
,

若处于深度较大的封闭体系内
,

反应所形成的 c o
:

无法逸出
,

也不可能形成大量的硅灰石 ;

只有在深度不大的条件下
,

能使生成的 C o
:

迅速逸出
,

化学反应不断地进行
,

才有可能形成

一定规模 的硅灰石矿床
; 深度太小

,

虽然反应生成的 C o
:

可 以很快逸出
,

但 随 C O
:

的逸出
,

会有大量热量迅速散失在大气中
,

热量不足
,

吸热的化学反应也难于 不断地进行
。

此外
,

若生成的硅灰石距离岩体过近
,

由于岩浆在结晶分异作 用的晚期往往有大量挥发

性物质的聚集
,

挥发份物质在与围岩 (硅质岩
、

石灰岩 )相互作用时
,

除形成硅灰石矿物外
,

尚

出现较多的矽卡矿物与其共生
,

从而使硅灰石矿石的物质成份变得很复杂
,

甚至完全失去其

工业价值
,

这在矿区 的局部地段可以见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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