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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强冯家山砂岩型铬铁矿床的地质特征及成因

张 建 云

(西北 冶金地质勘查局地调所 )

摘要 陕西宁强冯家山砂岩型铬铁矿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铬矿床
,

含矿岩石主要是石英砂岩
,

其 次

是硅 质角砾岩及粉砂质绢云母板岩
,

局部有炭质板岩
。

由这些含矿岩石组成大小悬殊
、

形态奇异

的地质块体赋存在上元古界震旦系
_

上统底部的微晶白云岩中
。

该矿为机械搬运沉积而成
,

既 与白

云岩非同一时期
,

又与附近超基性岩体无关
,

其时代尚待进一步查明
。

关艘询 冯家 山
,

砂岩型铬铁矿
,

含铬铁矿地质块体
,

不规则状
,

崩塌
、

滑塌作用

冯家山砂岩型铬铁矿是西北有色地勘公司 7 n 队于 1 98 3 年发现的
,

并进行了深部评价
。

在 7 O 0 m 长的主要赋矿地段
,

布钻孔 n 个
,

见矿情况不佳
,

很值得探讨和研 究
。

1 9 8 8 年以

来
,

西北地勘局西安地调所对该矿进行了实际调研和浅部坑探了解
,

控制矿体垂 深只有 s m

一 19 m
、

斜 深也不过 30 m
,

仍未见矿及含矿岩性
。

这种急剧性对正常沉积的砂岩型 铬 铁 矿

来说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

本文就此特殊性将其地质特征及成因演变做一讨论
。

1 区域地质概况

陕西勉 ( 县 )
、

略 ( 阳 )
、

宁 ( 强 ) 地区的砂岩型铬铁矿位于秦岭地槽与扬子地 台的衔

接部位
,

大地构造单元属松潘一甘孜褶皱系
、

摩天岭加里东褶皱带
、

文县一勉县褶皱束的东

部地段
。

区 内地层主要为碧 口群和震旦系
。

碧 口群由一套巨厚的变质火山岩一沉积岩组成本

区基底
:

震旦系由海相沉积的碎屑岩
、

泥质岩及镁质碳酸盐岩组成本区盖层
,

不整合于碧 口

群之上
。

基底碧 口群构成勉略宁复式背斜
,

东部收敛并向东倾没
,

向西撒开
。

盖层震旦 系多

形成向斜构造叠 娘其上
。

区内断裂 沟造极为发育
一

岩浆活动强烈
,

喷出岩主要是碧 口群基性

火山岩
,

侵 入岩为川里东期的超 转性岩
、

华力西期的
一

毕性岩和印支明 l均中
、

酸性岩
,

多种矿产

赋存其中
。

2 矿区地质

2
.

1 矿区地层

冯家山铬铁矿 区面积约 2 k m “ ,

出露地层为上元古界震旦系下统上部岩层和 上统下部岩

层
。

下震旦统岩层主要由微 晶白云岩夹白云质泥质灰岩及少量炭 质板岩
、

绢云母板岩 夹白云

质泥质条纹灰岩及少量变砂岩组成
。

上震旦统主要由微 晶白云岩
、

绢云母板岩夹透镜状硅质

岩
、

泥质条纹灰岩组成
、

平行不整合于下震旦统之上
,

局部见角比不整合
。

地层层序由
_

匕而

收稿日期
: t 9 91 一 01 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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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
:

上覆
:

上震旦统第二岩性段微晶白云岩
。

- - - - -
- -

一假 整 合
一

一
灰色薄层状泥质条纹灰岩

。

灰色绢云母板岩夹灰黑色透镜状硅质岩及少量薄层状泥质条纹灰岩
。

浅灰一灰色微晶白云岩
,

含铬铁矿地质块体 ( 以下简称含矿块体 ) 赋存其中
。

> S Om

s m一 1 0 m

.

b
.

b
.

b222

10m一 3 0m

- - - -

一 平行不理合
-

- - -
- - - -

一
下伏

:

下震旦统绢云母板岩夹白云质泥质条纹灰岩及少量变砂岩
。

2
.

2 矿区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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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冯家山格铁矿矿区地质图

Z b早
.

上震旦统第一岩性段 第三层 泥质条纹 灰岩
:

Z b圣
.

上 震旦 统第 一

岩性段 第二 层绢云母板岩夹透镜状硅 质 岩
;

Z b互
.

上震旦统 第一 号 性

段第一层 微品白云岩
;

Z a
.

下 震 旦 统绢 云母板岩夹白云泥 质灰岩
、

泥

质条纹灰岩夹白云岩
;

T 呷
.

滑石片岩
;

日,;
.

变辉 绿岩
; 1

.

含铬 铁矿地

块体
; 2

.

平行不 整 合地质界线
;

、

玉
.

勘探经 几钻孔 口置
;

.

选
.

阳探 应置及

黄岩号

矿区位于鸳鸯池向斜北翼
,

赋矿

层位白云岩 的延伸方向为 北 部 北 东

向
,

中部近南北向
,

南部北西 向
,

似
“ S ”

形状 ( 图 1 )
。

矿 区次 级 褶 皱

较发育
,

特点是二级褶 皱 较 宽 缓
,

三级 以下褶皱紧 闭多呈尖棱状
。

均为

短轴褶皱
,

无控矿作用
。

断裂构造无

导矿
、

容矿作用
。

2
.

3 岩桨岩

矿 区东侧有超基性岩及基性岩侵

入
,

呈不规则脉状
。

镜下鉴定超基性

岩几乎全变质成滑石片岩
,

并具碳酸

盐化
,

岩体内未见铬铁矿化
,

铬含量

一般在 0
.

3 8 % 以下
,

与砂岩 铬铁矿

的形成无明显关系
。

基性变辉绿岩沿

超基性岩体边部侵入
,

也多已变质
,

亦无成矿作用
。

3 矿床地质

3
.

1 含矿块休特征

3
.

1
.

1 形态
:

金犷块体 呈层状
、

在微 晶白云岩中
,

既不是稳定连

岩性对 比
。

3
.

1
.

2 规模
;

含扩块休大小不
-

Z O m一 S O m
,

厚度 o
.

s m 一 1
,

6 ilJ

似层状
、
二二角状

、

不规则状及角砾状等
,

零散无 规 律分布

卖的一个层
,

又无完整规律的层 序
.

所 以 很 难进行岩相
、

招羊悬殊
。

最大的长约百米
,

厚 度 l m一 s m
。

。

最 小的长
、

宽只有儿厘米至儿十厘米的角砾
。

般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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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3 与白云岩的关 系
:

含矿块体与白云岩接触界线清楚
,

但接触关系较复杂
。

产 状有一

致的
、

不一致的
,

也有穿层的
。

接触面多呈弯曲状
、

锯齿状
、

港湾状
。

有几种现 象 值 得 说

明
:

①含矿块体与 白云岩走向
、

倾向基本一致
,

界线截然弯曲
,

沿走向及倾向从含矿岩性到

白云岩
,

径渭分明
,

无相变过渡关系 , ②矿体与 白云岩直接接触
,

在白云岩中见到一块条纹

状
、

块状砂岩型铬铁矿体
,

出露长 80
o m

,

宽 40
c m

,

白云岩产状 倾 向 1。
。 ,

倾 角 4 0
。 ,

矿

体产状倾向 20 0
“ ,

倾角 60
“

, ③在 8号 含矿块体上盘的白云岩中有大小不等的硅质岩角砾
、

绢云母板岩角砾及含矿石英砂岩角砾混杂堆积在白云岩中
,

沿层理具定向排列
。

上述特征在白云山铬铁矿点上尤为普遍而明显 ( 图 2 )
,

说明含矿块体与白云岩 不是 同

一时期
、

同一环境条件下形成的
,

而是早期 ( 至少在晚震旦世以前 ) 沉积形成的砂岩型铬铁

矿
,

因地质构造作用
,

沿岸崩塌或滑塌在白云岩中
。

图 2 白云山含矿块体剖面索描图

1 ,

微晶白云岩 ; 2
.

含矿石英砂岩
; 3

.

条纹状铬铁矿

3
.

2 含矿块休岩性
3

.

2
.

1 含 格铁矿石 英砂 岩
:

为主要含矿岩石
,

主要矿物石英 25 %一 50 % ( 有的高 达 80 % )
,

硅质岩屑 5 %左右
,

呈次棱角一次圆粒状
。

铬铁矿 10 %一 20 %
,

铬尖晶石小于 2 %
,

呈滚圆

粒状
。

胶结物较少
,

由含铁白云石
、

隐晶质石英及绢云母等组成
。

3
.

2
.

2 含格铁矿砂质绢云母板岩
:

主要矿物绢云母 55 %一 80 %
,

呈显微鳞片状集合体
。

砂

屑物石英 5%一 10 %
,

硅质岩屑 5 %
,

均呈次棱角一次圆粒状
。

3
.

2
.

3 硅质 角砾岩
:

主要矿物硅质岩砾屑约 90 %
,

石英及脉石英砾屑少量
,

均呈棱角一次

圆状
。

胶结物为硅质岩屑
、

石英及绢云母泥质
,

铬铁矿少量
。

3
.

3 矿石特征

3
.

3
.

1 矿石 成因类型
:

①块状矿石
:

棕黑色
,

致密块状
,

坚硬
。

主 要矿 物 铬 铁 矿 80 %一

85 %
,

铬尖晶石 2 %一 5 %
,

呈滚圆粒状
,

粒径多为 。
.

l m m一 o
.

3 m m
,

少数为 。
.

02 m m一

8
.

1 m m
。

其次有石英 2%一 5 %
,

硅质岩屑 1%一 2 %
,

呈不规则棱角状一次圆 粒 状
。

副 矿

物以电气石
、

错石
、

金红石常见
,

捐石少见
,

均呈圆一卵圆粒状
,

粒径为 0
.

l m m一 。
.

2 m m
。

胶结物较少
,

一般小于 8 %
,

以石英
、

硅质岩为主
,

偶有翠绿色铬云母 ; ②条纹条带状 矿石
:

岩性为条纹条带状含铬铁矿石英砂岩或条纹条带状铬铁矿石
,

其矿物特征与块状铭铁矿石完

全相同
,

所不同的是各矿物的含量多少不一
。

条纹或条带的形成
,

是铬铁矿
一

与石英砂之问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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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含量差异所致
。

深色条纹条带铬铁矿含量 55 %一80 %
,

石英 15 %一25 %
,

硅质 岩 1%呼

5 %
,

白云母少量
。

浅色条纹条带铬铁矿含量 5%一 10 %
,

石英 75 %一 80 %
,

硅质岩小于 5%
,

白云母少量 ; ③角砾状矿石 : 呈棕黑色
,

致密坚硬
。

角砾为硅质岩及石英
,

含量 30 %一 35 %
,

呈棱角状一次圆粒状
,

粒径大小不一
,

一般为 3 x 5 m m
,

最大 为 1 0 x 2 0 m m
。

胶 结 粒为铬

铁矿
,

含量 65 %一70 % ; ④球粒状矿石
:

球粒由白云石
、

铬铁矿及石英组成
,

为 含铬铁矿

砂质 白云岩
,

磨圆度较高
,

为机械搬运而成
。

胶结物为铬铁矿
、

石英及铬云母等
。

球粒中的

铬铁矿和胶结物中的铬铁矿总含量为 23 %
。

3
.

3
.

2 矿石 结构构造
:

①砂状结构:
铬铁矿及铬尖晶石呈浑圆一次圆粒状

,

石英及硅 质 岩

屑呈棱角一次圆粒状
,

被硅质岩屑
、

泥质物及少量 白云石呈接触式胶结 , ②碎裂结构 :
铬铁

矿及铬尖晶石圆粒具显微裂纹
,

被次生石英
、

白云石及铬云母充填
, ③矿石构造有块状

、

条

纹条带状
、

角砾状及球粒状构造
,

其特征如矿石成因类型中所述
。

c
.

3
.

3 矿石 主要化学成分
:

根据 7 n 队对选矿样原矿多项分析结果与国内其他岩浆型 铬 铁

矿多项分析结果 ( 表 1 ) 进行对比
:
从表 1 中看出

,

玛家山砂岩型铬铁矿的 51 0 :
含量特别

表 1

地 点
C r : o 。

1
F

e o

多 项

F e : O
a

分 析 对 比 (田 a % )

1
5 ; o :

{
人 1、

3

…e
·
o …碗

9 0

1
5 …

P
L

一ó一ó,匕肉̀0,J0001邝白nUo0né000冯家山砂岩铬铁矿

藏 南 某 铬 铁 矿

藏 北 某 铬 铁 矿

新 疆 某 铬 铁 矿

新 疆 某 铬 铁 矿

内蒙某 含 矿 岩 体

。

0 4 9

.

0 0 7

.

0 3 1

.

0 70

。

0 3 0

_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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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是岩浆型铬铁矿的 3一20 倍
。

其次是 C a O 含量高
,

是岩浆型铬铁矿的 6一 18 倍
。

A l : O :

和 M g O 的含量情况恰恰相反
,

岩浆型铬铁矿的 A l : O
:

和 M g O 的含量分别是砂岩型铬铁 矿

的 1
.

3一 3
.

3 倍和 5一 8 倍
。

说明冯家山砂岩型铬铁矿的成因与超基性岩关系不大
。

3
.

3
.

4 微量元素特征
:

表 2 中列举的 10 种元素
,

除 C u
和 G a 的含量无明显规律外

,

其 他

8 种元素显示出两种不同的规律
。

从表 2 可以清楚看出
:

在各含矿岩石及矿石中 C r 、

iT
、

K
、

N a 、

N i
、

C 。 、

V 的 平 均含量比较高
,

但在顶
、

底板的白云岩中平均含量却很低
,

甚至在光谱

分析灵敏度以下
。

M n
在各含矿岩石及矿石中平均含量比较低

,

而在顶
、

底板白云岩中平 均

含量比较高
。

这种显明的规律性
,

也说明了含矿岩石与白云岩不是 同一时期形成的
。

未列进

表中的 A s 、

H g
、

S b
、

P b
、

Z n 、

W
、

S n
等热液微量元素含量均低于光谱分析灵敏度

,

再次

说明砂岩型铬铁矿的形成及后来遭受破坏— 再堆积的整个过程
,

均与热液作用无关
。

4 成因演变

( 1 ) 沉积建造时期
:

冯家山砂岩型铬铁矿为机械搬运沉积而成是毋庸置疑的
,

其 形 成

时代尚不清楚
。

但根据现处层位
,

至少是在晚震旦世之前形成的
。

含矿岩石为一套碎屑
、

粗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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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微

43

量 元 素 含 且( 功端 )

类 型 !

岩 石

…
-

名 称

项板 白云岩

侧
,

岩

含 铬 板 岩

硅 质 角 砾 岩

含 铬 砂 岩

块 状 铬 铁 矿

条带状铬 铁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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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 9 88年西安地调所成果
j

由西安地矿所分析
.

岩建造
,

碎屑物磨圆度较好
,

尤其是铬铁矿
、

铬尖晶石及副矿物的磨圆度相当好
,

说明物质

来源较远
,

搬运距离较长
。

不同含矿岩石的建造厚度很小
,

一般为 l m一 Z m
,

最薄 。
.

3 m
,

最厚约 s m ( 少见 )
,

延伸不大
,

相变频繁
,

碎屑物分选较好
,

这些特点说明沉积环境很不

稳定
,

属滨海相沉积建造
。

( 2 ) 破坏再堆积时期
:

晚元古代震旦纪
,

地壳没有发生过大的造 山运动
,

但有过几次水

平升降运动
。

早
、

晚震旦世之间就是一次升降运动间隔较长的一段时期
,

其依据是
:

①分布

于勉略宁地区的下震旦统
,

岩相及厚度变化很剧烈
,

在较短距离内由几百米变成几十米
,

甚
,

至缺失 ; ②上
、

下统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

局部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 ③在平行不整合面之

上的白云岩中
,

除含矿块体及角砾外
,

常见的还有硅质岩 角砾及石英角砾
,

偶而见到绢云母

板岩角砾及灰岩角砾
。

早震旦世后的较长一段时期
,

因地壳上升
,

沉积间断
,

早期形成的砂

岩型铬铁矿因地质构造作用— 崩塌或滑塌而遭受破坏
。

到晚震旦世
,

地壳下降
,

接受白云

:
岩沉积

,

被破坏的铬铁矿体连同含矿围岩
,

成大小不等
、

形状不一的块体
、

角砾及其他岩石

: _
·

角砾一起堆积在 白云岩中
,

形成了现在冯家山及白云山砂岩型铬铁矿的特殊类型
。

陕西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杨宗让和胡永祥认为勉略一带有古板块缝合带存在
,

其标志之

一就是
“
在该带的超基性岩体中见有 围岩角砾

、

团块
,

其大小混杂
。 ”

还谈 到
“ 原 略 阳 幅

( 19 6 1 )曾述到略阳灰岩在何家岩一带
,

有震旦系硅质灰岩与其混杂产 出
。 ” 白云山砂岩型铬铁

矿点就在勉略古板块缝合带上
,

距冯家山砂岩型铬铁矿区也很近
,

很可能与古板块构造有关
。

陕西勉略宁地 区的砂岩型铬铁矿分布面积广
,

除冯家山略具规模外
,

白云山
、

两河 口及

峡口骤均有 出露
。

该矿仅处 于上震旦统第一岩性段第一层
,

即白云岩中
。

所 以
,

上下震旦统

之间的平行不整合界面是找矿的构造标志
,

而界面之上的白云岩则是找矿的标志层
。

该矿形

成于何时 ? 原始层位在哪里 ? 是否被破坏殆尽 ? 将有待于以后的研究考证
。

( 参 考 文 献 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