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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歪头山一北台地区太古代

硅铁建造特征

王守伦 高元龙 孙福来

提要 歪头山一北台地区是太古代鞍山群火山一沉积岩系发育较完整地段
。

本文侧重于原岩建造

和岩石类型讨论
,

并提出火山沉积岩系内沉积界面对铁矿的控制因素
。

关钮词 岩石组合 原岩建造 沉积界面 陆缘凹陷带

歪头山一北台地区位于辽宁省北部本溪东部
,

面积约 1 0 0 0k 耐
,

区内太古界鞍山群变质岩

系广泛发育
,

其中产出条带状硅铁建造
。

本文将该区变质岩系划分为七种变质岩岩石类型和

三套变质岩岩石组合
,

其原岩建造属一次火山沉积旋回
,

包括三个亚旋 回 〔3〕
。

铁矿主要赋存

在三次亚旋回的顶界面上
,

构成三个成矿带
,

其中有大型矿床四处 (歪头山
、

棉花 卜子
、

大河沿
、

北台)
,

中
、

小型矿床多处 (大汪沟
、

梨树沟
、

红旗 卜子等 )
。

本区变质岩系主要遭受角闪岩相进

化变质作用
,

以及三期构造变形作用〔幻
,

即早期近南北向紧闭褶皱
,

中期近南北向同轴型干扰

紧闭摺皱和晚期东西向宽缓褶皱
。

花岗岩类岩石的发育有早期纳质花岗岩侵入作用和晚期钾

质混合岩化作用
,

下面分述其特征
。

一
、

地层层序的划分

本地区鞍山群地层的划分一般均为三分
,

前人赋于不同的组
、

段命称
,

由于本区到 目前为

止正缺少微体古生物和同位素年令对 比资料
,

地层的划分主要根据岩石类型的共生组合
,

同时

考虑火 山一沉积作用演化的阶段性
。

上述地层的三分
,

基本反映了区内火山或沉积旋回的三

个阶段
,

每个阶段顶部以及沉积变质岩层界面为标志
。

按岩石类型的共生组合
,
自下而上可划

分为以下层序
:

下部抖长角闪岩组合
;
中部中

、

细粒黑云角闪变粒岩组合
;上部细粒黑云变粒岩

组合 (分别相当于周世泰划分的山城子组一烟龙山组一大峪构组〔1〕)
。

(一 ) 抖长角闪岩组合
:

该组合以单一的厚层状斜长角闪岩为主
,

其顶部为镁铁 闪石石英

岩
,

拓榴黑云片岩
,

拓榴闪石岩夹含磁铁矿大理岩透镜体
,

以及云母石英片岩
,

厚层状抖长角闪

岩中有厚度在几米到十几米以下的富镁质抖长角闪岩
,

蛇纹岩夹层 (成分相当于科马提岩)
,

以

及小规模的杆榄透闪石岩变超基性岩层状侵入体
。

铁矿主要赋存在厚层抖长角闪岩顶部片岩

层中
,

如歪头山大型矿床
,

在厚层抖长角闪岩本身
,

只有薄层状或透镜状矿体
,

如红旗岭小型矿

床和朝仙岭矿点
,

它们共同组成本区的下部含铁带硅铁建造
。

该建造的地层层序是根据上述

岩石组合和考虑褶皱构造变形形态确定的
,

如顶部片岩层和抖长角闪岩层在歪头山矿区形成

轴面向南西倾抖的紧闭向抖褶皱 (图 2) 其展开后的层序如图 1 的上半部分
。

图 1 代表了抖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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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闪岩组合的层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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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中
、

细粒黑云角闪变粒岩组合
:

该组合以黑云变粒岩为主
,

普遍遭受钾质混合岩化作

用和钠质花岗岩侵入作用
,

只个别地段见有未受混合岩化的黑云变粒岩
。

顶部发育薄层状抖

长角闪岩
、

角闪变粒岩
,

以及与铁矿相伴的石榴黑云片岩二石榴闪石岩
,

白云大理岩及石英岩

等
,

主要铁矿床有棉花 卜子大型矿床及大汪沟
、

松树坟等中型矿床
,

它们构成本区中部含铁带

硅铁建造
。

该岩石组合的层序也是根据岩性和构造变形形态确定的
,

该层序顶部的铁矿层及

与其伴生的片岩层在棉花 卜子矿区构成勾状摺皱
,

矿体呈勾状
,

即为褶皱闭合的尖灭形式
。

将

该矿区褶皱经过两次展开后恢复其原始层序
,

自下而上为黑云抖长角闪岩 ~ 角闪黑云变粒岩

‘片岩
、

大理岩及铁矿体
,

如图 3 上部所示
,

下部为厚层状黑云变粒岩层
。

(三 )细粒黑云变粒岩组合
:

该组合以细粒二云变粒岩为主
、

夹细粒角闪变粒岩
、

细粒黑云

变粒岩
、

细粒角闪抖长变粒岩及细粒抖长角闪岩等
。

该组合黑云变粒岩呈大面积出露
,

厚度在

千米以上
,

其与上述两套岩石组合的重要区别在于它只遭受晚期钾质混合岩化作用
,

而没有早

期钠质花岗岩的侵位
,

这证明它是在本区钠质花岗岩侵位后形成的一套最上部地层
。

产出铁

矿床有大河沿
、

北台等大型矿床及炭成沟等小型矿床和矿点多处
,

构成本区上部含铁带硅铁建

造
。

与铁矿相伴的围岩有绢云录泥石英片岩
、

云母石英钠长片岩和抖长角闪岩
。

这些矿床也

呈向型迭加褶皱产于厚层细粒黑云变粒岩层之上
,

地层产状图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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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类型及原岩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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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
、

细黑云角闪变粒岩组合柱状图

(l) 变超基性岩类
:

本类岩石可分超

基性火山岩和层状侵入体两种
,

超基性

火山岩变质成滑石化透闪石岩和富镁抖

长角闪岩
,

它们均呈薄层夹层产于下部

厚层抖长角闪岩中
,

其成分富镁低铝高

铬相当于科马提岩成分 (表 1 )
。

超基性

岩侵入体变质成杆榄透闪石岩
,

见于歪

头山二层铁底部
,

顺层产出
,

与围岩界线

明显
,

厚 3 一 10 m
,

属火山活动间歇期的

顺层侵入体
,

该类超基性岩中
,

见有杆榄

石线晶及蛇纹石细脉
,

当滑石化及蛇纹

石化强烈时
,

则变为滑石透闪岩或蛇纹

石岩
,

杆榄石呈无色不规则柱状
,

有的呈

弯曲状
,

裂隙发育
,

被蛇纹石
、

磁铁矿充

填
,

干涉色低为一级平行消光
,

正延住
,

〔士 ) Z V 尧 9 00
,

透闪石出现篙束状
,

被滑石交代 (照片

] )
。

(2) 变基性火山岩类
:

本类岩石是指下部抖长角闪岩组合中的厚层状抖长角闪岩和中部
、

上部变粒组合中的薄层状抖长角闪岩夹层
。

据结构构造又可分
:

斑状斜长角闪岩
,

不等粒抖长

角闪岩
,

细粒斜长角闪岩三种
。

其特点是
:

¹ 斑状斜长角闪岩主要组成矿物为角闪石和科长

石
,

二者 比例为 50 :
钓

,

前者含量高
,

角闪石粒 度一般 0
.

5一 Zm m
,

抖长石折 光率 N P, -

1
,

5 5 5 0 一 1
.

5 5 7 5 ,

为拉长石
,

有不定量的黑云母
,

副矿物有钦铁矿
,

檐石和白钦石
,

岩石呈块状

沟造和花 岗变晶结构
,

斑晶为角闪石
,

常见几个晶体聚系分布
,

有的地方岩石 中见有星散分布

的白色近园形
、

椭园形斑点
,

直径 l ~ 搜m m ,

经镜下鉴定 由抖长石聚晶组成
,

似残留杏仁构造

(照片 2)
,

同时见到富铁辉石呈园形斑状
、

蟒蚌状
,

似柳叶状
,

辉石已风化铁染呈黄褐色
,

有的

已呈流尖孔
,

并呈长条状分布
,

这些均为变基性熔岩的特征
。

º
、

不等粒抖长角闪岩与细粒

抖长角闪岩呈互层状分布
,

有时表现为渐变关系
,

呈层性较好
,

矿物定向排列也较明显
,

其粒度

最粗不过 l m m ( 0. 1一 1~ )
,

矿物成分角闪石与抖长石 比例为 60 : 30
,

抖长石折光率 N P ,-

1
.

5 5 24 ~ 1
.

5 544 ,

为中长石
,

常见石英及黑云母
,

多在 5~ 10 %
,

付矿物中钦铁矿多见
,

最高含

量达 5 %士
。

»
、

细粒抖长角闪岩组成矿物
,

角闪石与抖长石 比例为 55 , 40 ,

石英及黑云母少

见
,

有的石英含量可达 10 %
,

为石英抖长角闪岩
,

付矿物中钦铁矿普遍
,

岩石成层性好
,

矿物定

向明显
,

颗粒细
,

角闪石粒度多为 0
.

1~ 0
.

3m m ( 照片 3)
。

二

该类岩石的常量和微量元素含量符合于基性岩成分 (表 2)
,

结合镜下变余结构构造特征‘

可分为基性熔岩和基性凝灰岩
。

该类变基性火山岩稀土配分具有平坦的曲线特征
,

轻
、

重稀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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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不明显
,

相当于康迪划分的

太古代录岩带 , H
:

深 海拉 斑玄

武岩 (图 4
、

表 3 〔6〕)
。

在本区界

外的东北部
,

抚顺地区发育的厚

层状辉石抖长角闪岩也具有相似

的稀土元素组分 (图 4
、

样品号抚

3 35 )
,

说明它们可能同属一个深

海区的火山喷发产物
。

(3) 变中酸性火山岩类
:

本类

岩石包括黑云变粒岩
、

细粒二云

变粒岩
、

细粒黑云变粒岩
、

细粒角

闪变粒岩等
,

其中以黑云变粒岩

及细粒二 云变粒岩为最发育
,

前

者多属中
、

细粒黑 云角闪变粒岩

图 4 本江变基性火山岩稀土元素分布曲线

组合
,

后者多属下部细粒黑云变粒岩组合
。

黑云 变粒岩呈灰 白色或浅黄色细粒块状或弱片麻状构造
,

镜下呈鳞片花岗变晶或斑状变

晶结沟
,

组成矿物主要是抖长石 (理0 一 c s% )和石英 (2。一 。5 % )
,

其次为黑云母 (1 0 一 2 万% )
,

付

矿物有浩石
,

磷灰石
,

电气石
,

褐廉石及谓石等
,

长石矿物粒度一般为 O月 一 0
.

5二 m
,

最粗不过

!二 二
,

但 呈斑状音可达 1
.

s n : 二
,

抖长石一般呈等袖形及半自形和不规则粒状
,

经测定折光率

N P
,

一 l
·

5 ; 6 8 一 l
、

5刁9 5
,

相当中长石
,

消光角 N P’ 八 (环) 一 ] 4
。 ,

错石一般呈浅黄色浑园粒状
,

椭

园粒状和 柱状
,

有的一 端或两端呈锐角状
,

少数呈浅坟瑰红色
。

岩石的常量元素特点
,

S心
。

比

一般中性岩高
,

N a刀 夕 K p
,

Fe o > F e ,

0
3 ,

微量元素 Cr 含量 2 气一 so p pm (表 4 )
,

高于 或近于

中酸性 火山岩
。

结合岩石结构构造和错石形状特点
,

其原岩相当于 中酸性火山碎屑岩
,

斑状者

可能为中酸性熔岩
。

细粒二云变粒岩呈层性较好
,

条纹状构造比较发育
,

矿物粒度细
,

一般为 0
.

05 一 02 二m
,

很

少超过 0
.

sm m
,

牛斗长石为更长石 (N P
’

八 (% ) 一 100 )
,

黑云母及白云母含量 25 一 3 0 写
,

石英含量

较上述黑云变粒岩高
,

付矿物中电气石普通
,

错石 见有断 口及赘生物
。

该类岩石主要发育在上

部细黑云变粒岩组合
。

岩石的常量元素特点
,

51 0
,

含量高达 6 , ~ 77 %
,

K
:

o > N a刀
,

个别样

品 G e

高达 11 0 PP m
.

高出全区各类岩石 3
.

6 倍
,

而 Cr
、

Nj 含量品位低
,

成分与酸性火山岩相近

(表 4 )
,

结合层状发育
,

长英质矿物形状及错石见有断 口
,

赘生物的特点以及 G e

含量高等情

况
,

说明沉积作用明显
,

故原岩应为流纹质层凝灰岩
。 ‘

、

(4 )变泥
、

砂质岩类
:

该类岩石种类繁多
,

主要出现在下部和中部含矿带矿体上
、

下盘
,

以棉

花 卜子和松树坟矿 区最发育
,

按矿物组合可分为拓榴黑云 片岩 (包括拓榴黑云石英片岩
,

拓榴

闪石黑云片岩)及 云母石英片岩 (包括黑云石英片岩
,

二云石英片岩
,

白云母石英片岩
,

白云母

长石石英片岩 )两类
,

此外局部见到硬录泥石硅线石石英片岩
。

拓榴黑云片岩的特点是含铁铝榴石 (5 ~ 40 % )及闪石
,

常呈斑状花岗变晶结构
,

石英含量

少于 4。% ; 而云母石英片岩一般呈鳞片花岗变晶结构
,

其矿物组合特点是石英含量高达 5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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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
,

并常见有斜长石 (少于 25 % )
,

拓榴石和闪石很少见到
,

副矿物有磷灰石
、

错石
、

电气石
、

白钦石及绿廉石
。

其岩石化学特点是 Al
、

Fe
、

M g
、

K 较高
,

K刀 > N ‘0
,

微量元素 cr
、

Ni 含量

也较高
,

与基性岩相似 (表 5 )
,

原岩恢复为含基性成分的粉砂岩
,

云母石英片岩的化学成分 si
、

Al 含量均高
,

Ba > sr
, K刀 > N a刀 (表 5 )

,

原岩为砂岩或泥质砂岩
。

(5) 变碳酸盐类
:

本类岩石不甚发育
,

但种类较多
,

也主要出现于铁矿体的上
、

下盘
。

包括

白云石大理岩 (有磁铁白云石大理岩
,

透闪白云石大理岩
,

杆榄石
、

蛇纹石大理岩等)
,

和透辉石

岩 (包括阳起透辉石岩
、

角闪透辉石岩等)
。

白云石大理岩呈白色或灰绿色块状构造
,

有的呈条带构造
,

镜下呈花岗变晶结构
,

主要组

成矿物为白云石和方解石
,

其他矿物成分不定
,

但一般不超过 20 %
。

岩石化学特点是 ca
、

Mg
、

Fe 高 ;
cr

、

Ni 低
。

按常量元素含量经原岩恢复
,

部分岩石落入超基性岩区
,

但其 cr
、

Ni 含量极

低
,

不可能是超基性岩
,

而应为白云岩
,

其中透闪白云石大理岩和磁铁 白云石大理岩
,

则属于硅

质和铁质白云岩
。

透辉石岩一般呈浅绿色致密块状
,

+,

衬
,H一T\

卜‘
/ ‘

J
。 o

e ^ +’\

产

图 5 本区变火山岩 A F M图解
T H 一拉斑玄武岩区

; C A 一 钙孩质火山岩 区
+ 下部料长角闪岩组合

,

中部中
、

细位角闪女粒岩组合
.

0 上那. 拉耳云变位岩姐合

柱状花岗变晶结构
,

组成矿物透辉石占

7 0 %以上
,

常有硫化物浸染充填 (与该类

岩石中硫化物伴生有金
,

是本区硅铁建

造的一个含金层位
,

如棉花 卜子 )
,

透辉

石的光性为无色柱状
,

干涉色 1 ~ 2 级
,

e A 万夕~ 3 0
0

一 4 0
0 ,

(+ )Z V = 6 0
0 。

其

岩石化学特点是 5 1
、

F e 、

ca
、

M g 高 ; c r 、

N i

低
,

常量元素原岩恢复为粘土质和钙质

泥灰岩
、

白云岩
,

有部分为超基性岩
,

同

样根据 Cr
、

Ni 含量低的特点
,

不可能出

现超基性岩
,

故原岩应为硅一铁质碳酸

盐
。

(6) 变闪石岩类
:

这类岩石种类也较

M 多
,

包括透 闪阳起石岩
,

含磁铁阳起岩
,

紫苏拓榴镁铁闪石岩
,

含磁铁石英闪石

岩
,

黑云石英阳起岩
,

含磁铁黑云角闪

岩
,

透辉角闪岩等
,

它们的分布也与铁矿

层密切相关
,

或为铁矿夹层
,

或与其呈渐

变关系
,

一般厚度小
,

即使同一层中也非

一种闪石岩组成
,

而是几种交替出现
。

岩石一般呈灰绿
,

暗绿色块状
,

颗粒较粗
,

之 中常混有粗

粒石英
,

磁铁矿常浸染在闪石中
。

岩石化学特点是 Fe o 含量高
,

一般 19
.

51 ~ 32
.

39 % (4 个样

品分析结果 )
,

A1
2

q 低cr
、

Ni 低
。

常量元素原岩恢复属基性岩
,

泥质凝灰岩以及铁一硅质岩
,

由

于 C r 、

N i 含量低不属基性岩
,

原岩可能为基性火山灰与铁一硅质混合形成的铁硅酸盐
。

该类

岩石中混入钙
、

镁质成分时
,

还形成镁闪石石英岩及阳起或透闪石英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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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变石英岩类
:

该类岩石也属于直接与铁矿层伴生的一种
。

岩石一般呈白色块状
,

少数

呈淡绿色块状
,

镜下呈花岗变晶结构
,

缝合线构造
,

组成矿物主要是石英
,

含量 85 ~ 95 %
,

粒度

在 0
.

sm m 以上
,

最粗 sm m 士
,

常见绢云母
,

白云母 (因含量而呈淡绿色 )
,

其最高含量 15 %
,

少

数情况下见到抖长石
,

形状多不规则
,

黄铁矿比较普遍
,

但含量很少
,

一般为自形粒状
,

其他有

时见到错石
,

金红石等
。

岩石化学特点 5 1
、

A I
、

K 高
, e r 、

N i有时高 (e r Zi o一 2 7 0 pp m )
,

成分相当

石英砂岩
,

但其中也有一些可能为混合岩化后期石英脉
,

其特点是 cr
、

Ni 含量低
,

B a 含量高

(4 4 0p pm )
。

以上七种岩石类型
,

前三种变火山岩类构成本区火山沉积旋回的三个亚旋回主体
,

即下部

基性火山岩建造
,

中部中酸性火山岩建造和上部酸性火山岩建造
。

火 山岩的岩石化学成分在

A FM 图解中反应 了拉斑玄武质到钙碱性的演化趋势 (图 5)
。

后四种变沉积岩和变火山沉积

岩类构成火山亚旋回顶部的
,

与铁矿密切伴生的含矿沉积岩建造
,

后者具有矿物成分复杂和岩

石类型繁多的特点
。

本区变超基性岩成分表 常l 元素
、

重且百分比
、

橄t 元素 。
、

NI PPm 表 1

绝绝号号 岩石名称称 5 10... A 礼qqq n o... 〔. 000 M 吕000 F、o... Fe ooo M皿OOO 凡OOO N . OOO P, O,, 氏000 C O
...

Cttt 阶阶 原 岩岩

歪歪 32 000 滑石透闪闪 5 1
.

5 222 1
.

5 222 0
.

5 444 3
.

7 666 2 6
。

1 555 8
。

3 111 3
。

帕帕 0
。

2 111 0
。

1 222 0
.

1888 0
.

1 111 3
.

5 666 在 D777 75 000 SDDDD .
杆栏质科科

石石石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马 提 岩岩

下下 1 0999 科 长 角角 49 8 555 1 0
.

9 222 0
.

5 999 9
.

3 666 13
.

3 111 1
.

1 222 7
.

9 333 0
.

1555 0
。

9 444 1
.

9 888 0
.

5 666 1 9 555 0
.

3 777 15 0 000 1 5 000 玄武质科科

闪闪闪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马 提 岩岩

歪歪 3 2 111 布l
一

栏透 闪闪 47
.

7 111 1
.

9 333 0
,

8 999 2
.

1 333 2 7
.

4 111 4
.

5 222 9
.

7 999 0 2 000 0 8 000 0
.

1222 0
.

1 333 3
.

3 666 0 3 444 9 6 000 15 0 000 变超基性性

石石石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岩畏入体体

歪歪 10 777 蛇纹石滑滑 43
.

2 777 2
。

4 000 0
.

8 999 2
。

1 222 2石
.

0 000 9
.

7 777 7
.

6666 0
。

1666 0
.

7 000 0
.

0 8 111 0 1 111 7
.

4666 0
.

0 888 10 0 000 1 5 0 000 变超基性性

石石石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岩反人体体

,

按砚。 )22 一27 %划为杆榄质科马提岩
,

Mg og 一18 %划为玄武质科马提岩
。

本区变差性火山岩成分表 表 2

编编号号 岩石 名称称 sl o,, A 礼qqq T 10
111

C冶OOO Mg ooo
以O,, F启OOO M . OOO K. 000 N 气OOO P

.

O... 城 000 印
...

合合 帕iii 原 岩岩

下下 3 0 888 斑状斜长角角 5 0
.

7 000 1 5
.

6 222 0
。

7 888 9
.

4 333 7
.

0 666 2
.

8 999 8
.

0999 O
。

2 333 0
.

4888 3
.

5 666 0 1 111 0
.

9 555 0
.

0 555 2 1 000 1 6000 基性烙岩岩

闪闪闪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下下 3 1 222 不等粒斜长长 5 0
.

9 111 1 4
.

4 000 1
,

1 444 9
.

2555 6
.

7 555 3
.

0 999 1 0
.

3协协 0
。

2 555 0
.

2000 3
.

6 000 O
。

1222 0
.

5 222 0
.

0 333 1 2 000 1 3000 基性握灰岩岩

角角角闪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下下 3 JIII 细拉石英角角 5 2 0 333 1 3
.

7 888 1
.

1 444 9
.

3999 6
.

3 222 3
.

0999 9
.

3777 O
。

2 222 0
,

2222 3
.

5 000 0
.

1 111 0
.

7 444 0
.

0 555 1 5 000 2 5000 基性旋灰岩岩

闪闪闪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高高 5 9 555 细较透辉角角 4 7
.

8000 1 4
。

5 444 0
.

9000 1 1
。

2 111 6 9 999 2
.

4 000 1 0
.

日lll 0
.

2 111 1
.

舫舫 2
.

4 333 氏 0 777 0
.

韶韶 0. 1 444 3 3 000 2 3 000 基性招岩岩

闪闪闪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本区变基性火山岩稀土元素成分表 表 3

编编号号 岩石名称称 巨巨 C eee Nddd S mmm E UUU O ddd 勿勿 公公 丫卜卜 IUUU

瓷瓷
(
斋

),, (
兴

)、、 原 岩岩

下下3 p777 斑状抖长长 2
.

4777 8
.

5 555 5
.

9 222 1 7222 0
.

6 888 2
。

0 000 2
。

8 888 ,
‘

{
555 2

.

4 666 0
.

2 777 1
.

2 444 1
.

0 000 0 5 444 本区大柳峪峪

角角角 闪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抚抚 朋 666 解石料长长 2
。

gDDD JZ
。

ZJJJ 6 9 444 2 3333 0
.

8 666 2
。

6 999 3
。

0 555 1
。

8 888 2
.

2 000 0
.

2 444 1
.

1 888 0
.

8 777 0
,

8 222 抚顺石栩子子

角角角 闪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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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变中酸性火山岩成分裹 表 4

约约号号 岩石名称称 S」qqq 冉几O... 另O... C口OOO 翔细OOO Fe‘O... F州OOO M 廿OOO 凡OOO N 气OOO 只qqq 凡 000

叽叽 合合 州州 原 岩岩

口口555 黑 云 变变 4 0
。

2 444 1 1
。

7 666 0
。

3 333 2
.

1 888 2
.

2 666 2
。

3 666 4
.

3 555 0
.

1 111 3
。

4 000 l
。

0 0000000000000 安 山质班班

位位位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灰 岩岩

TTT 1 3 000 黑 云 变变 7 0
.

5 333 1 4 4 777 0
.

1 999 3
.

4 111 0
.

8 888 1
.

5 333 2 5 000 0
.

0 888 1
。

O已已 4
。

3 888 0 0 999 0
.

6 666 0
.

0 555 3 999 2 BBB 安山质提提

较较较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灰 岩岩

高高 5拓拓 细粒煞云云 r 7. 王ggg 1 1 6 555 0
.

2 000 0
.

6888 0. 3 999 1
.

1111 0
.

7 222 0. 0555 5
.

1 222 乞 0666 0. 1 111 众 5口口 0
.

0 777 JOOO 1DDD 流纹质层层

变变变 粒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砚 灰 岩岩

高高 3 5 333 二 云 变变 69
.

5 888 14
。

2 222 0 4 666 3
.

1 222 l
。

0 777 1
.

6 111 1
.

5 888 0 1222 2
.

6 000 3
。

1 444 0
.

2 333 0 7 444 0
。

1 222 1 000 1000 流纹质层层

拉拉拉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凝 灰 岩岩

本区变沉积岩成分表 表 5

编编号号 岩石名称称 S jO
...

人】
刀

o... Tio... 〔. 000 MgOOO 氏.0... F 已OOO M n OOO 氏
,
OOO N妈OOO P. o... 氏 OOO C qqq C ttt N iii 原 岩岩

棉棉 3 2 777 拓摘忠云云 5 3
.

9马马 1 3
.

9 777 0
。

7 222 3
。

1 999 4
.

3 333 3
.

1666 1 2
.

8777 0
,

0999 2 2 666 0
.

4 444 0
。

0 777 4
.

5 444 2
.

4 555 40 000 1 4 000 蜚性粉砂岩岩

石石石英片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高高 42 000 硅 线 石石 1 4
,

8 666 13
.

9 777 0
.

3 777 1
.

5666 1
.

3 222 1
。

5000 1
.

8 222 0 0666 0
.

日888 0
.

了222 0
.

1555 1
.

6 333 0 1 111 2吕吕 4 888 泥 质 砂 岩岩

石石石英片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棉棉 3 1333 透 闪 石石 50
.

3 555 0
.

9777 0
.

1 888 1 1 9 888 19
.

1 222 1
.

2 111 7
.

2 333 1 0000 0
.

1 222 0
.

1 888 0
.

1111 2
.

0 222 1
.

5 333 3 000 1 000 硅 铁 质 自自

大大大 理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云 岩岩

棉棉 3 6 222 蛇纹石白白 2
.

2 666 0 0 555 0
.

0 555 3 0 3 444 17
.

1 333 0
,

9 555 3
.

7555 1 5 000 0
.

0 111 0
.

1 111 0
,

0 333 0
.

2 777 4 4
,

3555 3 OOO 3 666 白 云 岩岩

云云云大理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高高 4 7 111 透辉石岩岩 47
.

4 555 0
.

9 111 0
.

1 333 2 2 8 111 16
.

1 000 1 1 777 3
.

5 666 0
.

8 777 0
.

1 222 0
.

2666 0
.

0 333 0
.

4 888 5
.

6555 1 OOO 2333 硅 铁 质 碳碳

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 盐盐

高高 4 5 000 拓榴镁铁铁 59
.

8 111 5
.

2222 0
.

1 777 2 0 000 3
。

1 000 1
.

9 999 2 3
.

1 999 0
.

3 666 0
.

1 222 0
.

3 111 0
.

1 555 1
.

6 222 1
.

2888 5 000 3 888 含铁硅欣盐盐

闪闪闪石片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高高 4 0 888 含磁铁阳阳 42
.

3 777 1
.

1000 0
.

0 777 8
.

6 999 1 0
.

5 555 1 2 5 555 19
.

5 111 2
.

4000 0
.

0 777 0
.

4 111 0
.

0 888 1
.

8 444 0 7 111 3 000 9 888 含佚硅欣盐盐

起起起 石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本区拓榴子石成分及晶格常数表 表 6

编编号号 岩石类型型 镁铝榴石 (% ))) 铁铝榴石 (% ))) 锰铝榴石 (% ))) 晶格常数数

lllll 角闪拓榴岩岩 4
。

2333 6 4
.

1 999 8
.

4 555 1 1 60 222

22222 紫苏镁铁闪闪 5
.

2 333 8 3
.

6 666 2
.

2 999 1 1
.

5 5 555

石石石 拓 榴 岩岩岩岩岩岩

33333 拓榴黑云片岩岩 10
。

7 888 82
.

5 888 l
。

6 333 1 1
.

5 1 000

三
、

变质作用及变质相

本区变质建造主要为区域进化变质产物
,

属较均一的单变质相区
,

以下矿物共生组合反应

本区达到角闪岩相变质程度
:

抖长角闪岩为斜 长石 (An4 3 一 55 ) + 角闪石 + 钦铁矿 ; 黑云变粒

岩为抖长石 (A n3 7 + 38) + 石英 + 黑云母 + 石英 ;
铁矿石为石英 + 阳起石 (镁铁闪石 ) + 磁铁

矿
。

利用别尔丘克黑云母与拓榴石英共生矿物对 M g / (M g 十Fe + M n) 的分配系数与变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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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2515功5
�O
‘
盆十0
.口�\�O的芝十Ou��

关系确定本区 变质温 度达到 6 100 士
。

本区裕榴子石在 ( F
e o + M g o ) / ( c a o 十

M n o )对晶格常数
a ‘,

的图解中 ( 图 6 )
,

属

矽线石一兰晶石带变质程度
,

同时随着

拓榴子石中铁铝榴石分子和镁铝榴石分

子含量的升高变质程度加深
,

晶格常数
a 。

值减少 (表 6 )
。

本区退化变质作用特点是发育较普

遍
,

但不强烈
,

主要表现在抖长角闪岩的

钠黝廉石化
,

细粒二云变粒岩化
,

黑云变

粒岩的黝廉石化以及拓榴黑云母片岩的

录泥石化等
,

偏碱性的闪石化呈微细脉

状分布于抖长角闪岩中
,

可能也与退化

变质有关
。

上述退化变质作用主要是同

一矿物组合中的某一种矿物的变化 (如

去钙长石化 )
,

假象现象常见
,

在岩层碎

裂现象明显或断裂裂隙处增强
,

因此退

化变质作用可能与本区晚期褶皱变形中

伴随的脆性变形有关
。

兰晶石

⋯�
11

丫

11
.

5 0

图 6

轴长 a

泥质变质岩中化学成分
、

晶格常数和

变质程度的关系
(投影点见表 )

四
、

花岗岩类岩石

本区存在性质不同的两种花岗质岩石
,

即钾质混合岩和钠质花岗岩
,

从产状和相互关

系来看
,

它们属不同阶段的产物
,

由于它们广泛而强烈的发育致使岩层呈大面积的混合岩化岩

体
,

以及大小不等的捕掳体或残留体
。

钾质混合岩与钠质花岗岩在空间上并没有截然可分的

界线
,

前者迭加在后者之上
。

钠质花岗岩是指 K / N a 比值低
,

以斜长石为主要组分的花岗岩
,

有的资料把 K / N a 比值确

定为 。
.

7 一 0
.

8
,

而本 区平均为 。
.

4 5
,

钠质成分偏高
,

如果按长石定名也可以称为更长花岗岩
。

钠质花岗岩中多见针长角闪岩捕掳体
,

钠质花岗岩主要呈岩体
,

也呈脉体产出
,

分布特点是产

出于下部和中部岩石组合地层中
,

上部细粒黑云变粒岩组合中不见
。

钠质花 岗岩一般呈灰白色花 岗状或片麻状
,

也有的呈浅红色
,

组成矿物主要是抖长石

( 4习一 6 5 % )
、

石英 ( 3 0一 3 5 % ) 和黑云母 ( 5 一 2 5 % )
,

局部地段 尚有角闪石 ( 5一 2 0 % )
,

副矿物以

错石为最普遍
,

呈浅黄一棕黄及浅坟瑰红色
,

椭园粒状 (有的端部呈锐角 )
,

粒度细小
,

最粗

0
.

04 m m
,

柱状者延长系数一般 > 2
,

最大为 4 一 7
,

此外见有屑石
,

褐廉石
,

磷灰石和白钦石
,

抖

长石呈半自形
,

椭园形和不规则粒状
,

一般粒度为 0
.

5一 Zm m ,

最粗达 3 一 4
.

sm m
,

根据钠长石

双晶带测定消光角
: N P, 八 ( % ) 一 140 一 16

。 ,

相当于 A n2 6 一 27 基性更长石
,

石英形状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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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常比更长石粗大
,

具有溶蚀包含抖长石现象
。

该类岩石的化学成分在 C a
一K 图解中

,

在典

型钠质花岗岩投影点的分布区 (图 7 )
。

本区钠质花岗岩交代结构不明显
,

与围岩之间不存在

钠质混合岩化的渐变关系
,

不似交代成因
; 在钠质花岗岩中又普遍见有抖长角闪岩捕掳体

,

因

此本区钠质花岗岩应属侵入成因
。

其形成时代
,

据冶金部综合普查大队所测本区北部灰白色

抖长片麻岩(相当于本文钠质花岗岩)的错石 u一Pb 法年令为 27
.

4 亿年〔4〕
。

钾质棍合岩较钠质花岗岩分布普遍
,

但强度较差
,

按强度级别划分主要是混合岩
,

其次是

混合质岩石
,

而钾质花岗岩仅局部发育
。

钾质花岗岩的形成作用以渗透交代为主
,

基本属原地

形成
,

与围岩存在明显渐变关系
,

在钾质混合岩化后期形成伟晶质
、

长英质脉和热液活动
。

钾质混合岩或混合花岗岩的岩石特点是呈红色或微红色花岗岩状
,

片麻状构造以及阴影

和眼球构造
,

交代结构发育
,

普遍具有残留体和交代包含结构
,

净边结构
,

蠕英结构
,

川孔结构

少见
,

新生矿物主要是微斜长石和石英
,

其次为条纹长石
、

白云母和抖长石 (少数 )
,

副矿物成分

同钠质花岗岩
,

但其中错石更多呈条柱状
,

透明度低
,

颜色多呈浅红色
。

按矿物成分黑云母混

合岩
,

二云母混合岩
,

白云母混合岩及角闪混合岩
。

该类岩石化学成分与钾质花岗岩相近似

(图 7 )
,

本区钾质混合岩在分布上迭加在钠质花岗岩之上
,

并达到上部黑云变粒岩组合的地

层
。

五
、

硅铁建造的成矿环境

及成矿特征 气
,

综上所述本区硅铁建造赋存

在一套火 山沉积岩系中
,

火 山岩

主要是深海拉斑玄武岩
,

安山质

凝灰岩和英安质凝灰岩
,

反映了

火山作用由基性 向酸性演化的一

般规律
,

并构成了完整的火 山一

沉积旋回
,

在火山作用间歇期
,

溶

解在海水中的物质包括成矿物质

发生沉积
,

从而形成了与铁矿层

密切伴生的铁硅质岩类
、

碳酸盐

类和泥质砂岩类
,

以该沉积作用

为标志
,

将本区一级火山一沉积

旋 回划分了前述三个亚旋 回
,

铁

矿主要产于亚旋 回的顶部
,

受沉

积界面控制
。

铁质来 自基性火 山

/ 飞
群

\
。 。

从
。

创\
�、、

二乙

0 2 0 召0 6 0 8 0

图 7 本区钠质花岗岩与钾质混合岩N a 一 C : 一 K 图解

长花

兰钾

.

斯成士兰纳质底辟花岗岩
; 2

.

斯成士兰浅色钠质花向岩
; 3 .

西澳奥

岗岩

质花

; 月
.

奥长花岗岩 (据戈尔徐施密特 ) , 5
.

西澳普通花岗岩
; 6 .

芬

岗岩
; 7

.

南非巴 伯倾花岗岩
;

混 合岩 I
、

钠质花尚岩分布区
,

11

. 本区钠质花岗岩
; 十 本区钾质

钾质花岗岩分布区

岩的喷发作用
,

这可以 由铁矿石中硫同位素的组成得到证明
,

其 曲 34 接近陨石硫 (歪头山矿区

8 个样的数值范围是
( + ) 3

.

1 一 ( 一 ) 3
.

5
,

杨凤箔 19 80 )
。

另外在火山作用间歇期的沉积作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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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部分成岩物质来 自古陆
,

因为在棉花 卜子矿区的铁矿石中发现了滚园柱状的长石碎屑

(照片 4 )
,

这种长石碎屑推测来自陆源
,

并反应了当时陆源风化程度较低
,

这与本区恢复的与

铁矿伴生的付变质的沉积岩中
,

主要是粉砂岩
,

未出现粘土岩的风化程度相一致
。

因此本区硅

铁建造是形成在离火山喷发中心较远的
,

靠近陆缘的浅水环境
,

属抚顺南部至本区太古代深海

拉斑玄武岩分布区的北西向陆缘凹降带
。

矿床类型应为远火山沉积型
。

沿北西一北北西向整

个含矿带延长约 3 0k m
,

其中被晚期东西 向宽缓褶皱分隔成延长 2 ~ 4k m 的次级矿带
,

已知矿

体延深在 30 0 一 5 00 m 以上
。

矿体原始沉积厚度较小
,

推测一般几米到 10 几米
,

经早期或中期

褶皱变形
,

在向抖部位可达 20 一钧m
,

形成大型矿床
。

矿石类型为角闪磁铁石英岩
,

阳起磁铁

石英岩
、

透辉阳起磁铁石英岩
。

本区火山沉积岩系有太古代录岩带的某些特点 〔6〕
,

主要表现在
:

下部发育有基性一酸性

火山岩和上部沉积岩的录岩带层序
,

在下部基性火山岩中出现少量高镁铁质熔岩
,

成分相当科
马提岩 ; 在下部基性火山岩形成后发生了早期钠质花岗岩的侵位

,

而在上部酸性火山岩形成后

又发生了钾质混合岩化 ; 硅铁沉积主要出现在基性火山岩向酸性火山岩转变过渡部位和沉积

岩层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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