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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分布在华南的云南
、

四川
、

贵州
、

广西
、

湖南
、

江西
、

湖北等 7 个省

(区 )
.

缅铁石结构有鲡粒
、

假缅粒
、

凝胶团粒
.

缅粒一般有环带
、

有核心
,

也有仅有环带
、

无核心的
.

鲡环 2

一3 层
,

少数数十层
.

绷粒环带
、

团粒一般为自形晶微粒赤铁矿
、

绿泥石
、

菱铁矿
,

含少量粘土矿物及其他

自形品矿物
.

核心为石英碎屑
,

或铁矿物碎屑
.

缅粒间基质自形晶矿物
、

粘土矿物及其碎屑矿物
。

以接近

封闭的浅水泻湖环境沉积最好 (占缅铁石总储量 60 % )
,

以河 口三角洲砂坝沉积最差 (占 4
.

2 % )
。

鲡铁石

是海水中胶体沉积的
,

当海水有一定能量时
,

铁质围绕碎屑物或铁矿物碎屑转动沉积鲡粒环带
,

铁质也可

围绕先凝聚的铁矿物转动沉积无核心的环带
.

当海水能量低时形成凝胶团粒
。

关键词 幼铁石 纸粒环带 鲡粒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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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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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愈义
,

研究史

中国鲡石以鲡铁石较为重要
,

主要层位有前寒武系宣龙式铁矿的鲡铁石
,

它分布在华北

地区的河北宣化地区 ; 奥陶纪鲡铁石
,

分布在四川西南的宁南 ; 泥盆纪鲡铁石
,

它分布在华

南的云南
、

四川
、

贵州
、

广西
、

湖北
、

湖南
、

江西等七个省 (区 ) ; 侏罗纪鲡铁石
,

分布在

四川东南的茶江
、

巴东
、

涪陵
、

南川
、

万源
、

长寿以及黔北几个县境内
。

宣龙式鲡铁石许多

人认为是藻核形石
,

与泥盆纪鲡铁石的成因不完全相 同
,

储量规模也远不如泥盆纪鲡铁石
,

其余奥陶纪
、

侏罗纪鲡铁右储量
,

鲡粒发育程度都远不如泥盆纪鲡铁石
。

作者粗略统计
,

前

通本文是 I G C P 2 77 P O I (显生宙缅铁石 ) 研究项 目;

雪本文申赓士范执笔撰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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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纪宣龙式铁矿
,

奥陶纪及侏罗纪鲡铁石储量各约占我国鲡铁石总储量 2 %
。

有的时代不

及 2 %
,

有的时代略多一些
,

共占 6 %
,

而泥盆纪鲡铁石约 占总储量的 94 %
。

而且分布面积

宽
,

鲡粒发育齐全
。

所以研究我国泥盆纪鲡铁石沉积环境
。

成因对解决其他鲡石沉积环境
、

成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缅石是 K a lk o w s k y E
.

在 19 0 8 年提出来的
,

详细描述的是 T e i e h e r t C
.

( 19 7 0 )
。

当前国

际上对鲡铁石 的研究极为重视
,

专文讨论的不少
,

其中以 V an H o ut en ( 19 9 0) 的文章最

多
。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首先是王 日伦
,

程裕淇在 19 3 3 年提出来的
,

即我 国习称的
“

宁乡式
”

铁矿
。

自后 19 4 0 年张兆瑾
,

19 5 3 年及 1 9 5 9 年程裕淇
、

廖士范 ( 19 5 8 a
,

b
,

19 6 4 ) 都有专

文报道或讨论
。

有的还讨论了中国泥盆纪鲡铁石的沉积环境
、

成 因
。

在 50
we一石0 年代有关地

质部门对泥盆纪鲡铁石做了大量的地质普查
、

勘探工作
,

积累了大量的地质资料
,

对鲡铁石

的沉积环境
、

成因有不少新进展
、

新认识
,

值得总结
、

报道
。

2 中国中泥盆世鲡铁石的分布

广泛分布于云南
、

贵州
、

广西等四个省 (区 )
,

根据古地理条件和沉积环境
,

可 以划分

为 7 个成矿区
,

即滇 中成矿区 ( I 成矿区 )
、

滇黔成矿区 ( 11 成矿区 )
、

黔南成矿区 ( 111 成矿

区 ) 及桂东北成矿区 ( W成矿区 ) (图 1)
。

另外有川西北
、

川西几个成矿区
。

晚泥盆世鲡铁

石分布于湖南
、

湖北
、

江西等三个省
,

有三个成矿区
,

即湘南成矿区 ( V 成矿区 )
,

湘赣成

矿区 ( VI 成矿区 ) 及湘鄂成矿区 ( VII 成矿区 ) (图 2)
。

各成矿区的缅铁石情况
、

成因大同小

异
,

有许多甚至完全相同
。

中泥盆世鲡铁石分布靠西
,

晚泥盆世鲡铁石分布靠东 (图 1
、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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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中泥盆世鲡铁石分布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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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典型鲡铁石矿床 位置及编 号 ; 2一鲡铁石成矿区 ; 3一占陆 ; 4一海域 ; 5一成矿区编号
。

I滇中成矿 区 ; 11 滇黔 成矿

111 黔南成矿区 ; VI 广 西成矿区 ; 丫 N
.

云南 ; S
.

C
.

四 川 ; G 2
.

贵州 ; G X
.

广西 自治区 ; G
.

D
.

广东 ; H
.

N
.

湖南 ; H
.

B
.

湖

J X
.

江西 ; X l
.

云南鱼 子甸 ; X 2
.

贵州小河边 ;
.

X 3
.

贵州平黄山 ; X 4
.

广西海洋
.

(古地理根据王鸿祯等 19 8 5
,

修改 )

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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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晚泥盆世场铁石分布及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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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典型颐铁石矿床位里及编号 ; 2一颐铁石成矿区 ; 3一古陆 ; 4一海城 二 5一成矿 区编 号
.

V
.

湘南成 矿区 ; VI 湘赣成矿

区 ; 妞
.

湘 那成矿区
.

丫 N
.

云南 ; .s C 四 川 ; G
.

.z 贵州 ; G X 广西 自治区 ; G
.

D
.

广东 ; H N
.

湖南 ; H
.

B
.

湖北 ; J
.

X
.

江西

X S
.

湖南太坪 ; X 6
.

湖南清水 ; X 7
.

湖南杨家坊 ; X S
.

湖北官店
.

(古地理根据王鸿祯等
,

19 8 5 修改〕

中国泥盆纪各成矿区典型鲡铁石简况

为了说明中国泥盆纪各成矿区缅铁石情况
,

现选择各成矿区较有代表意义的典型鲡铁石
J

清况论述如下
:

( l) 云南鱼子 甸缅 铁石 从 产于武定 县滇中成矿 区 ( I 成矿 区
,

图 l)
,

有鲡铁石
一

l

层
,

自下而上为 n
a

、

且 b 层
,

间距 1一 Z m
,

其间为砂质 页岩
。

且
:

之下为石英砂岩 ( D 、 )
、

n b 上覆为粘土页岩
。

11
。

鲡铁石层长 10 余公里
,

宽 0
.

5一 1
.

sk m
,

厚 1 2一 1名m
。

变厚处以

鲡状铁矿为主
,

其余多为菱铁质颇绿泥石
,

或鲡绿泥石赤铁矿
,

鲡铁石向西变厚
,

向东变

薄
,

尖灭时为菱铁质砂岩代替
。

且 b
颇铁石层 比 n

:

稍长
,

厚 .0 5一8
.

16 m
,

一般 Z m
。

向东变

厚
,

向西变薄
,

以鲡状赤铁矿为主
.

向西变薄时 由赤铁矿变为缅绿泥石菱铁矿一菱铁质粉砂

岩
。

缅铁石层的中部以缅状赤铁矿为主
。

上部
、

下部则由缅绿泥石菱铁矿组成
,

形 哎厚 .0 2

一o
.

s m 的绿色
“

外壳
” 。

主要为有环带的颇状结构或无环带的团粒结构组成
。

缅粒环带 2一
层

,

厚 .0 0 5一刃
.

令叮山
,

窄时 .0 ol se
~

毛
.

05 n吐n
。

鲡状赤铁矿环带由 自形晶赤铁矿组成
,

缅状绿

泥石
、

菱铁矿的环带由自形晶的绿泥石
、

菱铁矿组成
。

鲡粒呈圆形
,

椭圆形
,

扁平形
,

局部

弯月形
,

长条形
。 、

含铁富时 以园形为主
,

颇状赤铁矿粒长轴 0
.

65
es

一。
.

85 m m
,

少数 0 9一

又参考云南省地矿局第 4 地质队 19 7 7 年资料及冉崇英 ] 9 8 8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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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m
,

短轴 0
.

5 5一
一

o
.

8 5m m
。

鲡状绿泥 石稍小
,

长轴 0
.

5 5一气〕
.

6 5 m m
,

短轴 0
.

4 5一刃
.

6 5 m m
.

无环带的团粒与鲡粒大小相同
。

鲡核 为赤铁矿
、

绿泥石碎屑
,

也有菱铁矿
、

石英或胶岭矿碎

屑
。

微粒菱铁矿
、

黄铁矿
,

一般 .0 02 一戒)
.

06 m m
,

沿鲡状 赤铁矿或鲡状绿泥石的鲡 粒边缘至

中心渐次溶蚀交代
,

使其呈锯齿状
。

有时胶磷矿充填交代生物细胞而成大块体
,

有时菱铁

矿
、

胶岭矿互相胶结成凝块
,

形成小团粒
,

多见于鲡状绿泥石菱铁矿的鲡粒之间基质之中
,

鲡状赤铁矿之鲡粒间基质中少见
。

鲡粒其他基质中多为 自形晶菱铁矿 局部地区受辉绿岩没

人
,

环带及基质 中铁 矿物 变质 为磁 铁矿 鲡 状赤铁 矿 石一般 含 T F e4 5%
,

鲡状 绿泥 石

T F e 2 5一 3 7 %
,

鲡状菱铁矿 T F e一 3 5 %
。

其他化学组份
,

一般是 s ;0 2 1 1一 18 %
,

A 12 O : 5一

10 %
,

5 0
.

6 0 %
,

P 0 4 5 %
。

(2 ) 贵州小河边鲡铁石
,

产于赫章县中泥盆世滇黔 成矿区 ( 11 成矿区
、

图 l)
,

有鲡铁

石层 l
es 一2 层

,

夹于石英砂岩
、

泥质砂岩
、

砂质 贞岩之中
.

主要为上部的 B 矿层 为隐伏的

鲡铁石层
,

长已知至少 3一4 k m
,

宽至少 2一3k m
,

厚 0
.

96 一9
.

13 m
,

一般 2一s m
、

全为鲡铁

石组成
。

矿区西北部 (’j 、

河边 ) 及北部 (云南才田 ) 均靠近古陆为鲡状赤铁矿
,

东南部 ( 菜

园子
、

莽洞远离海岩 ) 为鲡绿泥 石菱铁矿
。

西北部鲡状赤铁矿的鲡粒多为园形
,

直径 0 3一
0

.

s m m
,

一般 .0 6l m m
。 .

环带主要为胶体级微细颗粒 自形晶赤铁矿
,

其次为微细粒 自形晶鲡

绿泥石
、

菱铁矿
、

粒土质 (多为伊利石 )
,

微量细微粒 自形晶胶岭矿
,

互相混杂
。

鲡核多数

为石英碎屑
,

少数为赤铁矿碎屑及铁绿泥石凝胶团粒组成
,

也有鲡状赤铁矿碎块为核心
,

也

有无鲡核的
,

这时其环带 由鲡粒中心向外呈
“

卷尺状
’ 。

鲡粒间基质 主要为石英粉砂 (石英碎

屑 ) 及微粒 自形晶菱铁矿
、

绿泥石
、

粘 土矿物 (伊利石 )
,

次为自形晶菱铁矿
、

胶岭 矿
。

东

南部的鲡状绿泥石
、

菱铁矿
,

鲡粒 直径稍小
,

0
.

4一习
.

7 m m
,

园形
、

椭园形 及长条形
。

具细

而密的环带
,

比西北部鲡粒的环带数多
,

达 10一 20 层
,

有时达 40 层
,

以尤鲡核似
`

眷尺状
` ’

为特征
。

少数鲡粒有 自形晶鲡绿泥石凝胶团为核心
。

环带主要 由自形证鲡绿泥 石及铁 质氧化

物组成
。

鲡粒间基质为微粒 自形晶菱铁矿
,

混杂 自形晶绿泥石
,

铁质氧化物及少量石英细碎

屑以 及极微量电氧石
、

错石
、

岭矿物等陆源碎屑重矿物组成 西北部的鲡状赤铁矿石一般

T F e 3 7一 3 8 %
,

5 10 2 14
.

2 6 %
,

A 12O 3 7
,

4 4 %
,

5 0
.

5 0只勺
,

PO
,

4 7 %
,

C a O 3
.

OZ%
,

东南部的鲡状

绿 泥 石
、

菱 铁 矿 石 T F e 3o
.

0 0 味毛
,

5 10 : 18
.

9 4 %
,

A I: 0 3 8 6 3 %
,

5 0
.

8 %
,

p o
.

4 5 %
.

C a O 2
.

5 9 %
。

(3 ) 贵州平黄山鲡铁石
,

产于独山县中泥盆世黔南成矿区 ( 111 成矿区
,

图 l )
,

鲡铁石

层夹于石英砂岩
、

砾岩
、

石灰岩之中
,

石灰岩为鲡铁石层底板
。

石灰岩向北东方向尖灭
、

向

南西方 向加厚
。

有鲡铁 石层 10 余层
,

多为长数十至数百 米
,

宽数 十至 100 一 200 m 的扁豆

体
。

较有规模的鲡铁石二层
,

居下部
,

中夹砂质页岩 O一3 m
,

各长数百米至 3k m
,

宽数百

米至 kI m
,

各厚 Zm 左右
。

下层鲡铁石的底板为石灰岩
,

厚 10 一20 m
。

上层鲡铁石的顶板

为石英砂岩
。

鲡铁石 中有的为有环带的鲡粒
,

有的为有核心无环带的假鲡粒
,

也有为无核

心
、

无鲡环的 自形晶赤铁矿凝胶 团粒
。

它们均呈园形
、

椭 园形
,

直径一般均 0
.

4
es

刊 )
.

s m m
。

鲡粒环带 2一 3 层
,

假鲡粒是 自形晶赤铁矿包围一颗直径 0 5一习
.

6 6 m m 的石英碎屑为核心
。

鲡环均由微细粒 自形晶赤铁矿组成
。

鲡粒核心为石英碎屑
,

多数情况下为一颗石英碎 屑
。

鲡

粒间基质中多为石英碎屑
,

及自形晶赤铁矿
,

远 离海岩处基质中方解石逐渐增加有少量白云

石 自形晶体
。

所有鲡粒
、

假鲡粒
,

及鲡间基 质中石英碎屑
,

愈近海岸其直径愈粗
、

量愈多
,

并逐渐为铁质砂岩
、

铁质砾岩所代替
,

愈远离海岸石英颗粒直径愈小
,

数量愈少
,

方解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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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因 9 7

白云石 (少量 ) 组成的层逐渐加多
,

逐渐为铁质石灰岩所代替
。

机械碎屑分异及化学分异现

象都很明显
。

据廖士范 ( 19 5 8 a) 研究
,

有环带的鲡粒是在海水波动时形成的
,

是赤铁矿围

绕滚动的石英碎屑胶体凝聚沉淀形成环带的
。

无鲡核
、

无环带 的团粒是海水能量极小不足以

使石英滚动
,

赤铁矿胶体凝聚
,

因表面张力而形成圆形
、

椭圆形凝胶团粒的
。

假鲡粒是海水

能量处于上述两者之间时形成
。

鲡铁石 T F e2 7一2 8 %
,

51 0 2
20 一碑 5 %

,

由北东方向 (近岸方

向 ) 的 4 5 %
,

向南西方向逐渐减少至 2 0 %
,

此时 C a O 则增至 12 一巧%
。

( 4) 广西海洋鲡铁石
` ,

产于灵川县中泥盆世的桂东北成矿区 ( R 成矿
一

区 )
,

有鲡铁石

6 层夹于含铁白云岩
,

及鲡绿泥石
、

绢云母页岩
、

含泥硅质 岩之 中 主要为 I 号鲡铁石层
,

长 7
.

2 k m
,

其中 2
.

4 k m 含铁较富
,

宽 0
.

3一2
.

sk m
、

厚 1
.

4一 1
.

5 m 其它鲡铁石层均小
。

鲡铁

石层的顶
.

底均为白云岩
,

少数底板为页岩 全部为鲡状结构 鲡粒环带 1一 3 层
,

主要 为

鲡绿泥石
、

赤铁矿
,

部分地区为菱铁矿
、

白云岩组成
,

均属微细粒 自形品 鲡 粒核心为石英

碎 屑
,

少数为菱铁矿和叶片状
、

鲡绿泥 石碎屑集合体
。

如环带 为一 层时
,

环带多为铁 白石

石
、

菱铁矿组 成
,

前者在 内
,

后者在 夕卜 属微粒 自形 晶
`

鲡 粒园形
、

椭园形
,

直 径 0
.

15 一

o
.

5 0 m m
。

鲡 粒边缘 多为微粒状 自形晶菱铁矿 鲡粒间基 质主要为 自形晶微粒铁 白云 石
、

菱

铁矿和石英碎屑
,

以及少量自形晶微粒胶岭矿组成
。

部分地区基质中有叶片状绿泥石集合体

及浸染状黄铁矿 胶岭矿有时呈生物碎屑或小块状 另有黄铜矿
、

钦铁矿
、

绢云母
、

错石
、

碳 质等微粒碎 屑散布于鲡石 的鲡环
、

基质或核心 中
。

鲡 铁石 T eF 3 0一 35 %
,

51 0 2
21

.

0 7 %
,

5 0 4 5 %
,

P 0
.

5 3 2 %
。

( 5) 湖南太坪鲡铁石
2 ,

产于汝城县晚泥盆世湘南成矿区 (\
一

成矿区 ) 之 中
。

(图 2)

鲡铁石 3一5 层夹于砂岩
、

页岩及薄 层石灰岩之中
,

主要鲡铁石一 层
,

局部为 3一5 层
。

主要

鲡铁石长 3一 17k m
,

宽数公里至 10 余公里
,

厚 l
.

8 5
we

一习
.

4 m
。

矿区东部 及南部鲡铁 石受花岗

岩侵人多变质为长柱状磁铁矿
,

西部及北部仍为鲡赤铁矿石
,

向北变薄
,

并逐渐为含铁绿泥

石取代
。

东部
、

南部受花岗岩侵人变质为磁铁矿
,

呈柱状
,

自形晶或半 自形晶
,

八面体
,

粒

度 0
.

0 5 m m
。

局部磁铁矿保留鲡粒结构外形
,

包有鳞 片状赤铁矿残余晶体
。

西部
、

北部鲡状

赤铁矿的鲡粒环带为 自形晶微粒鳞 片状赤铁矿
,

夹杂 自形 晶微粒绿泥石
、

泥质 (伊利石 )
-

鲡粒核心为石英碎屑或绿泥石碎囚集 含沐
。

鲡粒多呈椭园形
.

大小为 0
.

4一城)
.

2 m m
。

磁赤铁

矿亦鲡状结构
,

或长柱状结构
,

其中有鳞片状赤铁矿
。

揭铁矿 上状结构
,

个别呈葡萄状
、

钟

乳状
,

为次生氧化结构
。

鲡粒间基质中有石英碎屑
,

细粒方解石
。

鲡铁石地表较潜水面以 下

富
,

化学成分 如下表 (表 )I :

从表 l 可知地表的 lA
: O : 较富地 下较贫

,

51 0 2
、

C a O
、

M g O
、

S 地表低
,

地下高
,

这是

地表水或地下水淋失的结果
。

( 6) 湖南清水鲡铁石
吕 ,

产于茶陵县晚泥盆世湘赣成矿 区 ( \I 成矿区 ) 之中
,

(图 2)

鲡铁石层顶板为钙质页岩夹灰岩
,

底板为绿泥石粉砂岩
,

鲡铁石与它为渐变过渡关系
。

主要

有鲡铁石一层
,

少 数地区 2一 3 层
。

主要鲡铁石层长 2一4k m
,

宽 l一kZ m
,

厚 1
.

2一 1
.

8 m
·

向东变薄为绿泥石岩代替
。

主要为鲡状结构
,

鲡环 2一 3 层
,

个别达 10 层
,

由自形微粒赤铁

! 参考广西地质局第 1 地质队 19 76 年资料
。

2
参考湖南冶金地勘公 司 2 0 6 队 19 61 年资料

_

3 参考湖南冶金地勘公 司 2 4] 队 19 75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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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与鳞绿泥石相间组成
。

基质为叶片状铁绿泥石及 自形晶微粒白云石
、

铁 白云石
、

方解石以

及石英碎屑
。

微粒自形晶菱铁矿在环带
、

基质 中都有
。

鲡粒核心多为石英碎屑
。

矿区东部受

花 岗岩侵入
,

鲡粒中铁矿物变质后成 自形
、

半自形晶粒状磁铁矿
,

粒度 .0 08 一刃
.

12 m m
。

自

形
、

半自形晶黄铁矿分布于基质中
,

或交代鲡环中绿泥石
。

鲡环及鲡核中尚有磁铁矿
、

胶岭

矿
。

鲡铁石化学成分如下表 (表 2) :

表 l 湖南太坪颐铁石化学成分 ( % ) 表

T a b加 1 T hj
e e he m ie a l e o m 即 s i 6 o n o f oo list ic ir o n s t o

毗 T a i p云n H u . a n

孟孟竿澳澳
东区区 西 塘一 李J书书 兽塘塘 冷脚排排 竹宁寸寸 说 明明

丁丁 F eee 4 6 0 3 555 4 0 5 999 4 0 6 00000 4 2 8 5 666 分 子为地表 化学 成分
,,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母为地 下化学成 分
。。

33333 3
.

7 111 3 2
.

999999 3 1
.

3 88888 (下同 )))

SSS 一OOO 16
.

9 2 999 恤1 6 3 444 16 6999 !!! 18 87 55555

111118 1 1000 19 2 7 00000 24
.

6 3333333

AAA I: 0 333 7
_

4 5888 8
.

79 777 1 2
.

】OOOOO 8
.

17 77777

66666
.

4 0 888 6
.

3 3 77777 7
.

12 888 6
,

4 9 99999

CCC a ooo 0
一

0 6 999 0 4 1 111 0
.

4 5 11111 0
.

6 9 88888

77777
.

3 6 000 9
.

4 0 55555 9
.

0 000 7 6 5 55555

MMM g ooo 飞
.

59 777 0
.

5 5 555 0
.

56 44444 0
.

6 8 33333

11111
.

5000 2
.

2 500000 卜2 6 777 2 0 6 88888

SSSSS 0
t

0 8 555 0 0 5 3888 0 0 54 88888 0 4 4 33333

00000
.

3 5 111 0 7 1 88888 0
.

5 0 555 0 4 2 99999

表 2 湖南清水如铁石化学成分 ( % ) 表

T a b le 2 T h e e h e m i e a l e o m OP
s i t i o n o f o o li t ie ir o n s t o n s C h in g s

·

H u n a n

念念
、

豢狐狐
T F eee 5 10

,,

A卜OOO C a OOO M 9000 SSS PPP 灼减减 自熔性性

最最低低 2 0
.

0 000 5
.

1888 3 0 999999999 0 1 555 4
.

7 111 当 地 径 蚀 基 面 ( 1 7000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 以上 为酸性 矿石
、

以以最最高高 5 7 9 777 1 7 4000 10
.

2000 1 3 7 000 4 5000 8 2 222 1 0 333 2 3
.

2000 下为 自熔性或喊性矿石石

平平均均 3 9
.

8999 1 1
.

6 777 5
.

9 777 6 1777 1
.

6 666 0
.

2 3 777 0 5 3 888 12
.

377777

( 7) 湖南杨 家坊鲡铁 石
,

,

产 f 仃门县晚泥盆世湘鄂成矿区 ( 、卫成矿区 ) (图 2)
二

有鲡

铁石多层
,

主要是 卜层矿
,

长 3一 sk m
,

宽 1一kZ m
,

厚 1
.

76 m
。

各鲡铁 石层之间为粘 土页

岩
。

尖灭后为含铁石英 岩
。

全为鲡状结构
,

局部含石英碎屑太多
,

呈砂状或砾状结构
。

鲡粒

多无核心
,

少数核心为石英碎屑
、

或隐晶质石英或玉髓
。

鲡粒环带为赤铁矿
,

部分鲡环 为硅

质
。

鲡粒外壳常为褐铁矿包裹
。

鲡粒直径 a 0 9一Z m m
,

以 0
.

3一刃
.

6 m m 最多
。

鲡粒互相紧密

接触
。

鲡间基质为石英碎屑
,

粒径 .0 08 一气〕
.

6 4 m m
。

呈次园形或滚园状
。

鲡粒间基质中尚有

自形晶赤铁矿
,

微量粘上矿物 ( 伊利石 )
、

绿 泥石
。

鲡铁石中含赤铁 矿 75 一99 %
.

一般 含

参考湖南省地矿 局 4 03 队 19 65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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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因

90 %
,

含少量石英碎 屑 (1 一25 % )
,

一般 10 %
,

远离海岸石英碎 屑含量减少
,

99

粒径也减

小
。

含微量 自形晶胶岭矿 o
se se一

2 2 %
,

一般 < l %
,

鲡铁石化学成 份
: T F e2 5一 53 %

,

一般

3 8
.

9 6 %
,

5 10 2 3 1
.

84 %
,

A 120 3 9
.

64 %
,

C a O 4
.

2 4 %
,

M g o l
.

9 7%
,

()S
.

0 2一 0
.

2 6 7 %
,

平 均

0
.

0 9 6%
,

P 0
.

44 3一 1
.

3 9 8 %
,

一般 0
.

8 7 %
。

( 8) 湖北官店鲡铁石
, ,

产于建始县晚泥盆世湘鄂成矿区 (姐成矿区
,

图 2)
。

有鲡铁

石 3 层
,

夹于砂页岩中
,

分布在不同的地段
,

其中下层鲡铁石是次要矿层
,

仅在黑石板有分

布
,

底板为石英砂岩
,

顶板 为页岩
。

鲡 铁石与底板石英砂岩为渐变过渡关系
。

厚 0
.

8一

l
.

Zm
。

全为鲡粒
,

环带多层
,

主要为赤铁矿
,

也有赤铁矿 与绿泥石共同组成环带
。

绿泥石

有向赤铁矿转化的现象
。

赤铁矿 占 8 0一 9 0 %
。

次 要铁矿物 为鲡绿泥石
。

鲡粒间基质中胶结

物 为 自形晶绿泥石
,

10 一2 0 %
,

也有石英碎屑及胶状 自形晶石英
。

鲡核多 为滚 园状石英 碎

屑
。

鲡核
、

环带中也有少量碳酸盐矿物
、

粘土矿物
。

鲡核中还 有电气石
、

错石英等碎 屑
。

鲡

铁石一般 T F e4 0一
一

4 6 %
。

中层矿是本区 卜要鲡铁石 层
,

夹于砂页岩 及灰岩 中
,

主要分布 于

凉水井一大庄 及黑石板矿
一

区
,

为鲡状赤铁矿
,

长 12
.

2k m
,

宽小于 10 k m
。

夹石 O一 5 层
,

各

厚 .0 3一刃
.

s m
。

鲡铁石层底板为页岩及石英砂岩
,

顶板为页岩与泥灰岩
。

顶
、

底围岩愈近鲡

铁石含铁愈高
。

含铁富的地区
,

其与项板围岩接触处凹 凸不平
。

主要为鲡状赤铁矿
,

次为无

鲡核的凝胶状赤铁矿团粒
,

砾状赤铁矿
。

鲡状赤铁矿可以递 变为团粒赤铁矿
,

有时还可递变

为赤铁质砂岩
,

有些地 区递变为鲡状绿泥石
、

菱铁矿
,

此时鲡铁石层减薄
。

缅粒 直径 0
.

1一

l m m
。

环带主要为微粒 自形晶赤铁矿
,

有些地区环带 中还杂有 自形晶鳞绿泥石
、

蛋 白石
、

玉髓
,

少量黄铁矿
。

鲡粒核心多为石英碎屑
,

其次为蛋白石
、

白云石
、

菱铁矿
、

绿泥石
、

王

髓及电气石等碎屑
。

鲡粒间基质中有 自形晶赤铁矿
一 、

菱铁矿
、

鲡绿泥石
、

方解石
、

粘上矿物

及胶岭矿碎屑
,

以及 白云母
、

电气石
、

黑云母
、

错石等碎 屑
。

鲡铁石化学成分
:
富鲡铁石

T F e 4 9
.

2 8 %
,

C a o s
.

2 2 %
,

M g o l
.

0 9 %
,

5 10 29
.

9 8 %
,

A I: O : 6
.

3 4 %
、

P 0
.

9 9 %
,

5 0
.

0 2 6 %
。

贫

鲡 铁 石
,

T F e 3 8
.

4 5%
,

C a o s
.

s l %
,

M g o l
.

6 7%
,

5 10 2 14
.

9 0 %
,

A 12 0 3 7
.

16 %
,

P 0
.

8 3 06/
,

5 0
,

0 2 5 %
。

上层鲡铁石仅分布于黑石板地 区
,

向西至珠耳河尖火
,

为鲡绿泥石
。

底板为泥质灰岩
.

或 页岩
,

顶板为页岩
,

与鲡绿泥石层渐变接触关系
。

鲡绿泥石层一般厚 5
一

石m
,

与页岩五

层产出
,

夹页岩 3一9 层
,

夹层各厚 0
.

2一 1
.

2 m
,

一般 .0 4一戒〕
.

s m
。

某些地段变成鲡状赤铁矿

石
。

主要为鲡状结构
。

鲡粒直径 0
.

1一 1
.

s m m
。

环带主要为 自形晶微粒绿泥石
、

赤铁矿及菱

铁矿
,

少量黄铁矿
,

褐铁矿
。

鲡核为石英碎屑
,

石髓和绿泥石
,

粘土矿物等碎屑
。

鲡粒间基

质有菱铁矿
、

绿泥石
、

赤铁矿
、

粘土矿物
,

部分为 自形晶
,

有的为碎屑
。

鲡铁石化学成分
:

T F e 14
.

8 2 %一礴 6
.

2 8 %
。

(9) 根据以上各成矿区典型鲡铁石情况
,

概括起来是
:
鲡铁石主要产于中泥盆世及晚泥

盆世
,

有鲡铁石 2一 3 层
,

最多的 10 余层 (贵州平黄山 )
,

此时长度
、

宽度都不 大
,

一般 几

百米
,

最长的 1
一

一Zk m
,

最宽 l 公里多
。

鲡铁石层一般长数公里
,

最长的达 20 k m 以
_

卜 ( 云

南 鱼子甸
、

湖北官店 )
,

宽数公里 至 10 余公里 (云南鱼 子甸
、

湖北官店 )
,

每层厚 1
.

5一

Zm
。

全部为鲡铁石
、

团粒组成
,

直径 .0 2一刃
.

s m m
,

个别达 1
.

s m m
,

园形
、

椭园形
,

呈园形

时一般直径 o
.

s ee 一o
.

s m m
,

也有长条形
。

环带 3一礴 层
,

或 l一2 层
,

也有数十层 (贵州小河

参考湖北冶金地勘公 司创 H 队 19 59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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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
,

或无核心
,

无环带
,

此时则已成为凝胶团粒 (如贵州平黄山
、

湖北官店
、

湖南杨家坊

等 )
。

如只有 1 层环带围绕 (包围 ) 一颗石英碎屑 (贵州平黄山 ) 时
,

则 为假鲡粒 (假鲡

状 )
,

其直径都差不多
,

都在 住 2一硕)
.

s m m
。

环带主要为自形晶微粒 (胶体粒径 ) 赤铁矿
、

绿

泥石
、

菱铁矿或三者共同组成
,

常混有 自形晶微粒 (胶体粒径 ) 粘土矿物 (多为伊利石 )
。

鲡粒核心多数情况下为石英碎屑
。

鲡粒间基质为 自形晶含铁矿物
、

粘土矿物
、

石髓
,

少数情

况 下为其碎屑物
,

及石英碎屑
。

如鲡铁石层为花岗岩或辉绿岩侵人时
,

铁矿物变质为磁铁

矿
。

2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沉积环境
、

成因

( l) 鲡铁石成矿区分布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成矿区有 7 个
,

其中分布在四 川境 内的有

3 个
,

分别沉积在川西海及华南海的滨浅一海中 (图 1 )
,

因矿区规模小
,

情况 与其它成矿区

的鲡铁石情况相同
,

本文未多加讨论
。

其余 4 个成矿区 及其沉积环境是
,

滇中成矿区及滇黔

成矿区鲡铁石均沉积在华南海的海湾滨海地区 (图 l ) ; 黔南成矿区沉积在华南海的河流人

海的出 口处三角洲砂坝中 (图 1 ) ; 桂东北成矿区沉积在华南海的滨岸潮坪地 区 (图 1 )
。

晚

泥盆世有 3 个成矿区
,

其中湘南成矿区及湘赣成矿区鲡铁石沉积 于华南海的半封闭浅水泻湖

中 (图 2)
,

湘鄂成矿区鲡铁石沉积于华南海接近封闭的浅水泻湖中 (图 2)
。

以晚泥盆世鲡

铁石沉积较好
,

占中国泥盆纪鲡铁石总储量的 80 %
,

都是在半封闭或接近封 闭的湘湖中沉

积 的
。

其 中尤 以接近 封闭环境 (湘鄂成 矿 区 ) 为最 好
,

占中国泥盆纪鲡 铁 石总 储量 的

6 0 %
,

含铁也 富
,

T F e 一般人 于 40 % 推测可 能是 泻湖四 周人陆风化而来的铁质来源广

泛
、

丰富 ; 泻湖封闭
,

随各种 不同渠道进人泻湖的铁质不易散失
.

容 易聚集 ( 图 2 ) 以河

流入海的出口 处的三角洲砂坝鲡铁石沉积环境最差
,

可能该处开阔
,

铁质不易聚集二 铁质沉

积速度快与 石英碎 屑伴随一 并沉 积
,

因而鲡 铁 石中 含石英碎 屑太多
.

含铁 贫 丁F e 2 7一

2 8 %
,

远景储量也较 小

(2 ) 鲡铁石成因
l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中碎屑 (鲡核或基质中 ) 在水体中沉积时的机

械碎屑分异现象明 显
。

各成矿区的典 型鲡 铁石
,

特别是 含碎屑粗且多的成矿区 的典 型鲡铁

石
,

例如黔南成矿区的贵州平黄山
,

机械碎屑分异现象更为明显
。

都是跟海岸愈近碎屑颗粒

愈多
、

愈粗 ; 距海岩愈远的碎屑颗粒愈少
,

粒径愈小
。

无疑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是水体中沉积

的
。

: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中与胶体或化学作用成 因有关的含铁矿物
,

其它矿物 ( 包括鲡环
、

基质中矿物 ) 在水体 中的化学分异现象也极明显
口

距海岸近
、

水浅的地区只价铁矿物 多
,

距

海岸远
、

水深的地区二价铁矿物 (例如菱铁矿
、

绿泥石 ) 多
,

此时碳酸盐类矿物 (例如方解

石
、

少量白云石 ) 多
。

无疑鲡粒成因也 与水体中沉积作用有关

忌 中国泥盆 纪鲡铁 石是水体中有 一定能量 时
.

即海 水波动时胶体沉积的 (廖 卜范
,

195 8a )
。

所有鲡粒环带都由自形晶微粒 (粒径 1尸的胶体级颗粒 ) 铁矿物或其它矿物 (如碳

酸盐矿物
、

硫化铁矿物 ) 组成
,

证明鲡铁石是水体中胶体沉积的 为什么鲡铁石不是化学沉

积的呢 ? 众所周知
,

不论是人陆上地表径流中的铁质
,

还是浅海中铁质
,

都不可能形成离 子

状态 (一般是指 三价铁离 子)
,

因为如果形 成气价铁离子
,

其 P H 流必需 在 2 以下 ( H en
n y

le p p
,

197 5)
,

为此不可能形成铁的真溶液迁移 这样也就不可能形成铁的化学沉积
,

只能



l期 廖士范等
: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沉积环境
、

成因 1 01

形成胶体沉积
。

I鲡铁石的鲡环是海水有一定能量时
,

即海水波动时
,

铁质围绕石英碎屑或铁矿物碎 屑

转动时胶体沉积的
。

只要海水有一定能量
,

没有
“

核心
’

时也可形成有环带的鲡粒 (贵州小河

边
、

湖南杨家坊
、

湖北官店 )
.

这是在适宜的酸碱度环境
.

铁质先凝聚成小颗粒
,

由于海水

波动
,

铁质小颗粒旋转
,

外围铁质便逐渐围绕这小颗粒胶体凝聚的铁 质形成环带
。

海水能量

很小时
,

铁质也可逐渐凝聚
,

形成无核心
、

无环带的团粒
。

由于表面张力
,

形成与鲡粒相似

的园形
、

椭园形
。 _

上述鲡粒
、

团粒或假鲡粒
,

大小相同
,

均在直径 0
.

2一戒)
.

s m m 左右
。

这是

海水浮力的作用
,

直径超过一定限度时浮力无法承受 遂 下沉至水界面以 下的泥砂 片或先已

下;冗的鲡粒中
。

: 过去许多人认为鲡状的成因是 正负电荷相吸的原理形成的
、

认 为鲡 核是带负电荷的非

金属碎屑
,

环带是带 正电简的金属物质
.

在海 水有一定能量时
,

}E负电荷相吸
,

铁质了更围绕

非金属碎屑旋转胶体沉淀鲡环的
。

中国泥盆纪鲡铁石的成因并非如此
.

有的核心 ` j 环带都同

是金属矿物
,

都带正电菏
,

特别是有许多鲡 根本就无鲡 核
,

仍有许多匕环带 (贵州小河边
.

湖南杨家坊
,

湖北
`

言店 )
。

听以 用正 负电荷理论 不一定能解释 中国泥盆纪鲡铁 石鲡 粒的成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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