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西 秦 岭 泥 盆 系

菱铁矿成因类型的认识及找矿意见

赵 绳 武

( 甘肃省地质局第五地质队 )

目前在秦岭泥盆系中已发现了多处菱铁矿床及一些有 意义的 矿化线索
。

为加快找征
一

步

伐
,

谈些粗浅认识
,

共同讨论
,

谬误之处
,

请批评指正
。

秦岭泥盆系美铁矿成因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秦岭泥盆系非常发育
,

广泛分布
,

属地槽型浅海相含铁建造
。

随所处古地理环反的提异
,

形成许多不 同类型矿床
。

氧化环境下形成的当多式 ( 即宁乡式 ) 铁矿
,

多处都有所见
,

均以

赤铁贫矿为主
。

在还原条件下形成的大西沟菱铁矿床和磨沟等菱铁矿点 已有发现
。

当多铁矿

床中
,

也见有在过渡环境下形成 的菱铁一赤铁矿矿石类型
。

有些矿床受到后期不 同程度的改

造
,

亦有经过再造作用而成一新的矿床类型
。

本文以成矿的主导作用为奎础
,

将区内已知菱

铁矿分为沉积型
,

沉积一热液
、

变质改造型和沉积一地液再造型三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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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矿当出现 巨大的无长石带
,

并叠加有黄铁矿等多种蚀变时对成矿有利
; 而铁矿则以 暗色蚀

变为主
,

如绿泥石
、

绿帘石及次透辉石 等蚀变 ( 外带为浅色
.

蚀变 )
,

同时还叠加有 i羞门石
、

阳起石 、
石榴石

、

黄铁矿等蚀变
。

火山浅成矿床
,

一般铁矿主要与铂 长石化有关
,

如我国陆相琦岩型铁矿除钠长石化外
,

还有方柱石化
、

透辉石化
、

阳起石 化
、

金云母化
、

绿泥石化及硅化等
,

而东噩的铁矿 ( 如磁

海 ) 则钠长石化起重要作用
,

钠长石 化愈张 ( 强钠长石化岩石含
、 : a Z ( _

: 6
0

7 %
,

K
Z

O o
·

洲

% )
、

愈宽
,

矿 化带愈好 ( 多富矿 )
,

一般早期钠长石化起了洛解铁矿的作用
’

>
。

铜矿则

与钾
、

硅化有关 ( 强蚀变岩 K
Z

O 为 N a :
0 的 20 倍 )

,

矿化休主要赋存于石英绢云母带 内
。

( 六 ) 次生风化淋滤标志
:

铁矿床
,

如金属硫化矿床的铁帽
·

、

铁硅质建造的风化壳以及

铁矿风化淋滤形成的褐铁矿等均是找火山岩型铁矿 的标志
; 而铜矿因伴有大量黄铁矿

,

当出

露地表时容易形成硫化铁帽
、

褐铁矿
、

钾矾带或
“ 火烧皮 ” 与 “ 花斑岩

” 之类的标志
。

( 参考 资料略 )

1> 钠 交代因破坏 了铁的化合物及 络合物 而 使铁沉 淀富集起来
。



(一 ) 沉积型 ( 如磨沟 ) :

该类型铁矿完全是由沉积作用形成的
,

基本上未受后期地质作用的改造
,

严格受地层层

位和沉积岩相控制
。

西秦岭南带泥盆系已知含矿层位有二
,

其一位于当多组 ( D
, “

)
,

另一

位于下吾那组 ( D
2 2

) 中
,

含矿层较稳定
,

目前已发现有磨沟
、

尖尼等菱铁矿点及该层位上

的一些矿化线索
。

矿层中单层菱铁矿厚度薄
,

变化大
,

可采厚度品位低 (全铁为 20 %左右 )
,

目前尚难利用
。

其基本特征是
:

1
、

位于西秦岭地槽皱褶带
、

白龙江复背斜南翼的泥盆纪凹陷中
,

为一套泥质碎屑一碳

酸盐岩的类复理式建造
。

2
、

含矿岩系大 致 由 碎屑岩一泥质岩

( 有时含蒸发岩 ) 一碳酸盐岩组成
。

岩石中

以含白云质较高为特点
。

两个含矿层位又有

差异
,

当多组含矿层位于 碱 化 泻湖相白云

岩
,

含石膏的泥质岩一浅海相的泥质碎屑岩

岩系中
; 下吾那组含矿层位于滨海浅海相的

碎屑泥质岩一碳酸盐岩系中
。

但两个含矿层

均赋存于泥质碎屑岩里
。

3
、

矿石物质成分简单
,

主 要 为菱铁

矿
,

深灰色
,

微晶一显微隐晶结构
,

含较高

的砂泥质及微量的炭 ( 照片 1 )
。

有些菱铁

矿以不同比例 构成砂岩的胶结物 ( 照片 2 )
,

还见部分菱铁矿呈而状与而绿泥石
、

胶磷矿

共生 ( 照片 3 )
。

化学成分上以低硫 ( 小于 照片 1 粉砂碎屑石 英 ( 白

0
.

08 % )
,

高磷 ( 。
.

5一 1
.

5 % ) 和特高二氧
·

色 ) 分布于菱铁矿 中

化硅 ( 40 一 50 % )
,

含锰 ( 1一 2 % ) 为特点
。

照片 2 菱铁矿 ( 黑 色 ) 呈基底式

胶结 的石英砂岩

照片 3 黑 色复而 为菱铁矿

与胶磷矿组成



4
、

矿石的构造
:

菱铁矿主要以 条纹一条带状分布于板岩
、

粉砂质菱铁板岩或菱铁砂岩

中
,

条带宽窄不一 ( 常见厚 1一 5厘米 )
,

且不稳定
,

个另lJ厚层者则含大量砂质
,

条带相对密

集处 ( 超过所 占岩石 营
、

最二分之一 ) 构成矿体 ( 图 1 )
,

与围岩产状一致
,

无明显界线
,

且

一同发生初 }!!!
。

姗铁矿

板 龙若

乙 6 2
.

图 1 条带状菱铁矿素描图 ( 1 : 10 )

5
、

矿石后生变化
:

未见明显改造作用
,

由于本身侵蚀速度大于氧化作用速度
,

菱铁矿

常裸露地表
,

仅见少显褐铁犷且与白色石英不规 则集合体共生
,

应系地表氧化过程中硅铁分

离
,

相对聚集而成
。

( 二 ) 沉积一热液
、

变质改造型 ( 大西沟式 )
:

该类矿床 上要见于东秦岭
,

已知大西沟具规模大
,

伴生铅
、

银
、

铜等多金属矿为特点
,

它是目前秦岭地区最有远景的菱铁矿类型
,

因受后期区域变质及热液作用的改造
,

菱铁矿受

到不同程度 的份铁矿化
,

提高了矿石品位
,

另外还形成了一些脉状矿体
。

但成矿的主导因素

是浅海沉积作用
。

其主要特征是
:

1
、

位于南秦岭地槽褶皱带之北部
,

所谓 “
秦岭地轴

’夕

南缘的晚古生代凹 陷中
,

为一套

厚度 巨大
、

岩相多变
,

_

巳共复理式韵律的地槽型浅海相碎屑泥质一碳酸盐岩含铁建造
。

2
、

矿 体具一定的地层层 位
,

严格受地层岩相控制
。

赋存于泥质岩向碳酸盐 岩转化部

位
,

多呈似层状
、

;叠镜状
,

与同岩产状一致
,

为渐变过渡关系
。

矿石具韵律性的条带状构造
。

3
、

矿石物质成分单一
,

主要为菱铁矿
,

灰一绿灰 色
,

细晶结构
,

含砂泥质
。

化学成分

上
,

以具高硫 ( 0
.

3一 0
.

6 % )
,

高硅铝 (2 5一 40 % )
,

低磷 ( 小于 0
.

1 % )
,

含锰 ( 0
.

5一 1
.

2 % )

为特点
。

4
、

矿石受一定程度的热液
、

变质作用改造
,

具强弱不等的磁铁矿化
,

后者呈不均匀的

浸染状
、

似脉状
、

条纹条带状叠加于菱铁矿石中
。

5
、

菱铁矿床在空间上与多金属 ( 铅
、

银
、

铜等 ) 硫化矿床伴生
,

特别是在区域上沿走

向与多金属矿具明显的等距性出现之特点
。

( 三 ) 沉积一地液再造型 ( 洛大式 )
:

卜 该类矿床沉积作用仅提供了大量的铁质来源
,

关键的成矿主导因素
,

应为地液作用
。

这里所谓 t’j 也液成矿作用 ” ,

泛指地下热水溶液 ( 可能有地下水
、

原生水
、

残余岩浆等热

本 )
,

溶解了地层中的铁质
,

作短距离搬运
,

在构造有利部位充填沉淀或交代重结晶而成
。



已知有洛大菱铁矿床及九风地
、

代家庄
、

茹树沟等菱铁矿点
。

矿石几乎全为富矿
,

有一定工

业意义
,

其基木特征是
:

、

1
、

矿休成群分布
,

总休上受地层层位控制
。

西秦岭 目前发现者
,

赋存于中泥盆统下

吾那组和与其相当的榆树坪组 ( D
: “

)
。

该套岩石组合中
,

含较多的铁白云岩和少量沉积型菱

铁矿及其与砂岩
、

灰岩组成的过渡类型岩石
,

为成矿提供了铁质
。

2
、

矿休主要受断裂构造控制
,

洛大矿区内
,

受区域性主断层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组北西

向平行压扭性断裂
,

是控矿的主要构造
。

该组断裂多为向北或北东倾斜的逆断层
,

常沿板岩与

灰岩的界面或其附近通过
,

倾角一般约50
“ 。

矿体赋存其中
,

板岩
、

灰岩互为矿体顶底板
,

常见以国岩成分组成的构造角砾岩
,

有些被菱铁矿胶结或菱铁矿呈不规则脉状穿入
。

矿体本

身也见角砾岩化
,

说明断裂在成矿期后还有活动
。

有些矿
一

体分布明显呈雁行斜列
。

九风地一

带矿
一

点分布亦受东西向压扭性主断裂的次级断裂控制
。

3
、

矿石物质成分简单
,

主要为菱铁矿
,

浅灰黄色
,

中粗粒状
,

以常见 巨大 ( 大于 8 毫

米 ) 的品,粒引人注意 ; 次为黄铁矿
,

半自形粒状
,

星散镶嵌于菱铁矿中
,

局部集中构成黄

铁矿休
。

脉石矿物有白色石英
、

方解石等
。

化学成分上
,

以富铁 ( 全铁 37 一43 % )
,

高硫

( z一 5 % )
,

低磷 ( 小于 0
.

0 0 5 % )
,

含锰 ( 0
.

3 4一 1
.

7 4 % ) 为特点
。

4
、

矿石结构构造特点
,

以粒状结构
,

块状构造为主
,

次为菱铁矿交代原沉积的铁白云

岩
、

灰岩
、

砂岩
、

板岩等而成的交代残留结构
,

斑杂状
、

似角砾状构造
。

亦见保持有层理特

征的板岩
、

灰岩残留体存在于矿体之巾 ( 图 2 少
。

特别明显的是洛大查居 I 号矿体上
,

原含

泥珊瑚灰岩
,

大量珊瑚个体化石被菱铁矿交代且保持其完好外形
,

周围泥质均依然保存
,

形

成具生物结构的珊瑚状菱铁矿 ( 图 3 )
。

户 ~ 与` 如刁

六 Z亦

个 图 3 被菱铁矿交代了的珊瑚灰岩

黑 色一菱铁矿 无 色一 泥质物

~ 图 2 柴马山二坑矿体南界的灰岩残留体

公 t 仃

石
、

曰 t

石
。

块状矿石 `扫
,

亦见后期菱铁矿
、

铁白云石等呈脉状穿插
,

说明是多期活动的结果
。

5
、

矿体形态呈不规则的似层状
、

透镜状
,

纵横向上厚度均变化较大
。

矿体赋存于灰

板兴界川时
,

形态较规整
。

赋存于灰岩中的矿休
,

边部参差不齐
,

具菱状或脉状穿入围

6
、

蚀 变现象很不明显
,

未发现铁矿与附近 代古寺花岗闪
一

长岩体有成因联系
、

飞2



对
一

生西秦岭寻找泥盆系姜铁矿的一些意见

( 一 ) 在找矿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

秦岭泥盆系铁矿虽可分为不 同成 因类型
,

但在区域成矿发生发展上
,

彼此均有力在联

系
,

共同组成一个铁矿成矿系列
。

追根求源
,

皆与沉积有关
,

故应注意
。

l
、

抓基础 一 搞清矿体赋存的地层层位
:

当前西秦岭泥盆系中
,

重点应准确划分当多组 ( D
, “

) 和下吾那组 ( D
Z “

) 及相当地层

的展布
,

进行区域层位对比
,

研究 含铁岩系的分布特征
。

2
、

抓主要—
一

加强岩相古地理研究
:

西秦岭当多式 ( 即宁乡式 ) 赤铁矿广有分布
,

尤以南带更为多见
。

与此形成的同时
,

在

一些弱碱性
、

弱还原的半 封闭海湾中
,

也应会形成与其沉积环境相适应的一些沉积型菱铁

矿
。

故在准确划分地层的基础上
,

从沉积物及古生物总体特征入手
,

恢复古地理环境
,

分析

物质来源及沉积条件
,

圈出相对成矿有利地段
。

3
、

抓关键 一一正确认识成矿 的主导因素
:

通过实践反复认识
,

有些菱铁矿床的形成并非受一个时期一种地质作用的影响
,

在多种

因素中
,

要努力查明对矿床形成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

这是加快找矿步伐的关键 问题之一
,

对

指导铁矿普查
,

矿点评价
,

工程部署都意义重大
。

如洛大铁矿床
,

笔者认为
,

成矿的主导因

素应是地液而非沉积
,

控矿的主要因素应是在含矿岩系中的断裂而非沉积岩相
。

故在有利层

位上
,

从构造入手
,

研究结构面的力学性质及其配套关系
,

建立控矿构造休系
,

掌握铁矿体

分布规律
,

以期发现新矿体
,

扩大远景
。

4
、

抓根本一一加强综合研究
:

西秦岭山大谷深
,

植被广覆
,

峰峦重叠
,

难以攀登
,

地质工作效率很低
。

充分熟悉前人

资料
,

吸收新 的成矿理论及先进经验
,

广泛利用各种找矿手段及新技术新方法的成果
,

认真

分析研究
,

已是当务之急
,

虽眼前似乎见效不显
,

持之以恒是会事半功倍的
。

( 二 ) 对西秦岭泥盆系找矿方向的一些建议 ( 图 4 )
:

1
、

在西秦岭南带找寻沉积型的菱铁矿
:

目前发现者成层性差
,

含砂泥质高
,

且以条带状赋存于砂
、

板岩中
。

反映距陆源近
,

梅

水不深
,

快速堆积
,

动荡的古地理环境
。

能否在相对沉积条件有利地段
,

找到层块状矿体是

一关键
,

从 已有资料分析认为
:

( 1 ) 北亚带当多一尖尼
、

洛大林场向东到武都一带的所 i胃泥盆系断条
。

下中泥盆统较为

发育
,

从南而北
,

由老至新
,

反映海水从西向东
,

由南而北的海进过程
。

以菱铁矿为主要铁

矿组成的含矿岩系及其下 白云岩或石膏等蒸发岩普遍存在
,

反映为一带状的弱碱性半还原的

海湾环境
。

所谓东部断条
,

从沉积组合的相似及展布方向
,

推测是受后期一组东 }匕向扭性断

裂
,

反时针错动造成
。

该带已发现尖尼
、

磨沟等菱铁矿点及一些矿 化线索
,

故应进行普查
。

特别在言犷层组成的向斜轴部容易造成厚度加大的矿层
,

普查时更要引起注意
。

( 2 ) 北亚带 当多一洛大一带
,

在当多组同一层位上
,

已发现贫赤铁矿床 (
!

氛)达八处之

多, 矿体多赋存于碎屑 岩向碳酸盐
.

岩的过渡部位
。

当多铁矿区
,

已划分有菱矿一赤铁矿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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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西秦岭泥盆系分布示意图

类型
,

黑拉矿区在铁矿的薄片中也见较好菱铁矿
,

个别钻孔中矿石样品化学分析
,

亚铁含量

起过全谈半数
。

两矿区中均有部分属自熔一碱性矿石
,

故在其相变的碳酸盐岩相中
,

应注意

寻找兰铁矿
。

3
、

南亚带崛堡沟一临江一李家梁一带
,

泥盆系的划分与展布尚存在问题
,

但其铁矿层

及所 合佬石已是中泥盆统的明显标志
。

分布有不少赤铁矿点
,

矿层均薄且品位低
,

逊于当多
、

洛 大
。

该带沿摩天岭古隆起北侧分布
,

铁质来源较为丰富
,

前人工作总结矿层与所处围岩

关系密切
,

,

赋存于碎屑岩中者
,

则矿石质量好
。

赋存于泥质岩中者
,

则矿不佳
,

后者是否有

菱铁矿的可能 ? 应重点踏勘了解
。

2
、

在西秦岭北带注意找沉积型或沉积一改造型菱铁矿
。

大西沟铁矿化学成分上高硫低磷和磨沟一带铁矿 的高磷低硫 形成明显对照
,

反映沉积

条件有一定差异
。

因该带为大西沟赋存地层之西延
,

沉积建造特点非常相似
,

故应寻找此种

类型的菱铁矿
,

特别偏北部接近古隆起边缘
,

可能更为有利
。

3
,

在含铁岩系中
,

于构造有利部位注意寻找沉积一地液再造型菱铁矿
。

洛大式富菱铁矿
,

目前仅发现洛大
、

九风地一带两处
,

矿体成群分布
,

成矿的基本因

素
,

一是周 围地层中含较多铁质
,

二是受断裂构造控制
。

至于区域上的分布规律
,

是当前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