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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地区千枚岩和含铁石英岩的

稀土元素分布特征

蒋 永 年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

提要 鞍山地区有南
、

北两个主要铁矿带
。

许多地质学家皆认为两个矿带是同一层位
,

属于鞍山群

上部层位
。

作者根据两个矿带中千枚岩和含铁石英岩的稀土元素分配特征
、

原岩建造
、

变质程度

等
,

认为南矿带与北矿带的上部层位相当
,

属元古界
。

北矿带的下部层位应属晚太古界
,

并指出深

部找太古代铁矿的可能性
。

关键词 稀土配分 矿物组合 岩石类型 差异对比 深部找矿

一
、

目叮舀

鞍山铁矿研究历史较早
,

但至今对两个主要矿带的层位是否能够对 比和时代归属等 问题

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

本文试图通过铁矿石及其围岩一千枚岩的稀土元素分布特征来探讨这些

向题,o

二
、

地质概况和存在的问题

据前 少
、

资料
.

鞍山地区的鞍 山群形成一个复 向斜构造
,

由一个南部向斜
,

一个北部向斜和

中间的一个背斜所组成 (图 1 )
。

此外
,

还分布有辽河群浪子山组
。

在地层对 比和时代归属方

面存在以下两 个问题
,

兹分述如下
:

1
、

鞍山附近 的铁矿分布集中
,

构成两个矿带
。

一为东西鞍山一眼前山一带
,

大致呈东西向

展布(简称南矿带 )
.

另一为樱桃园一西大背矿带
,

呈北北西一南南东向展布(简称北矿带 )
。

传

统的见解认为
,

两个矿带都属于上太古界上鞍山群樱桃园组
,

并作为鞍山复向斜的南北两翼
。

但是随着工作不断 地深入
,

特别是取得深部钻探资料以后
,

则发现两个矿带在矿物组合
、

岩

(矿)石类型
、

构造形态
、

变质程度以及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
。

因此
,

近来有些

地质工作者 (全贵喜
、

李天一
、

1 9 8 3
、

鞍山地区含铁变质岩系的层序和时代
,

鞍山地区鞍山式铁

矿地质 ; 王联魁
、

张宝贵
、

程景平
、

1 9 8 0
、

鞍山本溪一带前寒武纪铁矿地质和地球化学特征
。

)提

出不同的见解
。

下面仅就矿物组合
、

岩 (矿)石类型
、

变质程度
、

原岩建造等方面谈谈笔者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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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地区地质示意图 (据周世泰
、

1 983)

1
、

樱桃园组 2 、

大峪沟组

3
、

混合花 岗岩 4 、

铁矿 5
、

盖层

Sc h e m a tic g e o Io g ica l ma p of A n s
ha

n ar ea

(a ft e r Z h o u shl饭 1 1 9 8 3)

1
、

Y in g ta o

”an fo r m a tion Z
、

Da 列g o u fo rm a tio n

3
、

而g 宜n a titie g ra n ite 4
、

ir o n s
、

C o v e r
be ds

识
:

(l) 南矿带的主要矿物组合有

绢云母 + 石英
、

绿泥石 + (绢云母 )

+ 石英
、

阳起石 + 钠长石 + 石英
、

磁

铁矿 + 石英
、

假象赤铁矿 十石英
,

故

主要岩 (矿 )石类型有绢云 (石英 )千

枚岩
、

绿泥石英千枚岩
、

阳起钠长石

英 片岩
、

绢 云石英 片岩
、

磁铁石英

岩
、

假象赤铁石英岩
。

它们的原岩

以陆源沉积岩为主
,

变质程度为绿

片岩相
。

(2 ) 北矿带 (以胡家庙子 z K 2 7

剖面为例) 比较复杂
。

下部层矿物

组合有 角闪石 + 斜 长石 + 石 英十

(黑云母)
、

阳起石 + 石英十绿泥石
、

角闪石 + 磁铁矿十石英
、

石英 十磁

铁矿十阳起石 + (石榴石 )
、

石英 +

磁铁矿 + 镁铁闪石
,

故主要岩 (矿 )

石类型有 (黑云 ) 斜长角闪岩
、

磁铁

角闪片岩
、

绿泥阳起石岩 (蚀变岩 )
、

阳起磁铁石英岩
、

镁铁闪磁铁石英岩
。

原岩建造以火山岩

为主
,

陆源沉积岩次之
。

变质程度为绿帘角闪岩相一角闪岩相
。

显然
,

北矿带的下部层与南矿

带有很大的差别
。

上部层主要矿物组合是绢云母十石英
、

石英 + 绿泥石
、

石英 + 磁铁矿 + 阳起石
、

石英 + 磁

铁矿 + 黑硬绿泥石
、

石英 + 磁铁矿+ 镁铁闪石 + 黑硬绿泥石
,

故主要岩 (矿)石类型有绢云千枚

岩
、

绿泥石英 (片)岩
、

阳起磁铁石英岩
、

黑硬绿泥 (镁铁闪)磁铁石英岩
。

原岩以陆源沉积岩为

主
。

变质程度为绿片岩相
。

总之
,

北矿带上部层在各个方面均与下部层不同
,

但与南矿带颇为相似
。

北矿带的这种复

杂性在其它研究资料中也有明显的反映
。

据王联魁等 (1 9 8 0) 的资料
:
(1) 聚类分析结果指出

,

相似系数为 0
.

84 时
,

东西鞍山带 (指南矿带)的东鞍山
、

西鞍山
、

眼前山样品聚成一大类
,

樱桃

园
、

王家堡子带 (指北矿带 )则有肠样品单独构成一组
,

这说明
,

东西鞍山带岩石组成均一
,

而樱

桃园
、

王家堡子带 比较复杂
。

如结合前面所述的矿物组合
、

岩 (矿 )石类型
、

原岩建造等方面一

并考虑
,

作者认为北矿带的下部层和上部层的区别是存在的
,

其上部层可能与南矿带相当
。

2
、

鞍山群附近的辽河群浪子山组地层主要分布在樱桃园一西大背一带
,

其岩性为砾岩
,

石

英岩
、

千枚岩夹铁矿和大理岩
,

其中砾岩称为炮台山砾岩
,

并作为辽河群底砾岩与上太古界地

层的分界标志
。

但是
,

炮台山砾岩不稳定
,

断续分布
,

且砾岩层数也不一致
。

据 目前所知
,

有的

缺失
,

有的一层
,

有的出露三层
。

例如
,

许东沟就出露三层
。

除了与鞍 山群铁矿接触的一厚层

砾岩外
,

另在山顶千枚岩中还有两层较薄的砾岩
,

颇有
“

层间砾岩
”

性质
。

这样
,

当在剖面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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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层砾岩时
,

就很难判断这层砾岩是否为底砾岩
。

另外
,

与炮台

山砾岩接触的下伏岩层
,

其岩性也各种各样
。

据统计
,

其下伏岩层

主要有三种
,

即混合岩
、

磁铁石英岩和千枚岩
。

据前人的见解
,

不

论砾岩下伏的是什么岩层
,

砾岩及其以上的地层归元古界
,

砾岩以

下的属上太古界鞍山群
。

就下伏的混合岩和磁铁石英岩来说
,

把

它们归属于晚太古代似乎没有争议
,

但下伏岩层千枚岩
,

尤其是砾

岩上
、

下均为千枚岩的情况就值得进一步研究
。

胡家庙子 Z K 27

孔剖面是这种情况的实例之一
。

该钻孔开孔为山坡堆积
,

以下依

次是绢云 千枚岩夹黑硬绿泥磁铁石英岩
、

绿泥石英岩
、

砾岩 (约 0
、

sm )
、

绢云千枚岩夹石英岩
、

绿泥石英 (片) 岩
、

含黑硬绿泥阳起磁

铁石英岩
、

斜长角闪岩
、

阳起磁铁石英岩
·

一 (图 2 )
。

据岩芯编

录
,

同样将砾岩及其以上岩层归属于下元古界辽河群
,

砾岩以 下的

地层 (包括绢云千枚岩) 归属于上太古界上鞍山群
。

很明显
,

这样

划分就将砾岩上部和下部岩性类同的绢云千枚岩分属 于不同时

代
。

这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

需要进一步探讨
。

三
、

样品采集和分析方法

F ig
.

2

明纵油丁 乙、乙 ‘
乳地

质柱状示意图

S eh e m a t一e C o lu 们n n o f

d r ill h o le sn 蛋Ju jia 而
a o 2 1

为了探讨以上问题
,

作者分别在公认属于元古界辽河群分布

地段
、

东西鞍山采场和胡家庙子 z K 27 钻孔岩芯中
,

采集千枚岩和

含铁石英岩
,

进行稀土元素含量测定
,

为的是将东西鞍山和 z K 27

孔样品的稀土元素特征与公认的属于辽河群样品 (作为对比标准)

进行对比
,

并探讨稀土元素分布特征与时代的依赖关系
。

所采样

品的名称
,

采样点和 目的性见表 1
。

下表全部样品由湖北地质矿产局实验研究中心用等离子

光谱测定
。

四
、

稀土元素特征

鉴于不同时代沉积岩中的稀土元素丰度和组成特征随地质时代的推移而变化
,

使我们可

能根据千枚岩和含铁石英岩的稀土元素特征对比鞍山附近的地层层位
。

1
、

千枚岩
:

五个千枚岩的稀土元素丰度
、

参数和分配型式见表 2 一 3 和图 3
。

特点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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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稀土元素分析用的样品名称和采样点

Ta be l
.

l
、

S po tS of sa m p les fo r R E E a
na lyse s

表 l

序序号号 样 号号 岩(矿 )石名称称 采 样 点点 备 注注

11111 8 4B一 l
,

MMM 绢云千枚岩岩 肖家堡子露头
,

位于炮台台 系公认属于元古界辽河群群

山山山山山砾岩之上部
,

东鞍山采采 的干枚岩
,

作为对比标准
。。

矿矿矿矿矿场场场

22222 8 4B一2 6MMM 绿泥绢云千枚岩岩 东鞍山采矿场场 时代 归属 有争议
,

可 与与

NNNNNNNNNNNo
·

1 对比
,

推定属早元古古

代代代代代代或是晚太古代代

33333 8 4B一4MMM 绢云千枚岩岩 西鞍山采矿场场 时代 归属 未解决
,

可与与

NNNNNNNNNNN o
.

1 对 比
,

推定时代
。。

44444 8 4B Z一IMMM 碳质绢云千枚岩岩 胡家庙子 z K 27
,

采样位位 与 No
.

l 对比
,

推定时代代

置置置置置
:

砾岩上部(4 5 m ))) 归属属

55555 8 4B Z一1 0MMM 绢云千枚岩岩 胡家庙子 z K 2 7
,

采样位位 与 N o
.

1 对 比
,

推定其是是

置置置置置
:

砾岩下部(193
.

sm ))) 否属早元古代
,

与 No
.

444

对对对对对对比
,

看两者是否相当 ???

666 。。 8 4B一ZMMM 绿泥磁铁石英岩岩 后坟
,

产于辽河群千枚岩岩 公认属于下元古界辽河群群

中中中中中中 的磁铁石英岩
,

作为对比比

标标标标标标准
。。

77777 8 4B一2 2 MMM 假象赤铁石英岩岩 东鞍山采矿场场 与 N o
.

6 对 比
,

推定时代代

归归归归归归属
。。

88888 8 4 B一1 4 MMM 赤铁石英岩岩 西鞍山东端的铁矿露头头 与 N o
.

6 对比
,

推定时代代

归归归归归归属
。。

99999 8 4 B Z一4MMM 黑硬绿泥磁铁石英岩岩 胡家庙子 zK 27
,

采样位位 与 No
.

6 对 比
,

推定时代代

置置置置置
:

砾岩上部(106 。 ))) 归属
。。

lll000 8 4B Z一 19 MMM 含黑硬绿泥阳起磁铁铁 胡家庙子 ZK 27
,

采样位位 与 N o
.

6 对 比
,

推定时代代

石石石石英岩岩 置
:

砾岩下部(3O0 m ))) 归属
。。

111 111 8 4B Z 一2 9一IMMM 普通阳起磁铁石英岩岩 胡家庙子 z K 2 7
,

采样 位位 估计属晚太古代
,

与 N o
.

999

置置置置置
:

斜 长 角 闪 岩 下 部部 和 N o
.

10 对比
,

看有什么么

(((((((((5 0 6 m ))) 差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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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千枚岩的稀土元素丰度
,

除了

N 。
,

3 (产 于西 鞍 山) 的艺 R E E 特 低

(4
.

2 3 pp m ) 外
,

其 余 在 2一0
.

6 7 一

2 7 7
.

7 3p pm
。

L R E E 稍显 富集
,

H R E E

不显亏损
,

艺L R E E / 艺H R E E 一 3
.

78 一

9
.

0 3
。

E u / E u ‘

= 0
.

4 7 一 0
.

6 3
,

只 是

N o
·

3 为 0
.

8 5
,

平均 0
.

6 1
,

故它们的分

配型式是 自左上方 向右下方稍倾
,
E u

明显亏损的曲线
。

(2) 千枚岩的艺R E E 变化与 E u /

E u ’

呈负相关
。

由于艺 R E E 的变化主

要体现 在 艺 LR E E 的变 化 上
,

故 艺

LR E E / 艺H R E E 也与 E u / E u ’

呈负相

关(表 3 )
。

1 0

日

6

4

806040即20

阵座创淤\障乘

图 3 千枚岩稀土元素分配型式 (样品名称见表 2)

F ig
.

3
、

R E E d is trib u tio n Pa tte r n o f Phyll ites

(N a m e of s
pe

eim e n s , see to ta bl e
.

2 )

(3 ) 由图 3 可见
,

采 自东鞍山 (N o
.

2 )
,
z K 2 7 孔砾岩上部 (N o

.

4 )和砾岩下部 (N o
.

5 )的千枚

岩
,

其稀土分配型式 与公认属于元古界辽河群千枚岩 (N
0

.

1) 的互相平衡
。

尽管采 自西鞍 山千

枚岩(N
o

.

3) 的艺R E E 特低
,

但它的稀土元素分配型式也基本与 N o
.

1 一致
。

关于沉积岩稀土元素特征与时代的依赖关系
,

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

一般的结论是
,

太古

代以后的沉积岩
,

其稀土元素组成模式互相平行
,

La / yb 一 13
.

6 士 2
,
E u 均呈负异常

,

并且 犯
u

比较稳定
。

所有这些特点一般不受岩性控制
,

也不局限于一个大陆
。

鞍山矿区千枚岩的稀土

元素特征与前人研究的结论基本符合
。

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推断
,

上述的千枚岩都是太古代以

后形成的
。

值得一提的是
,

产于 Z K 27 孔砾岩上部和下部的千枚岩 (N
o

.

4 和 N o
.

5 )
,

尽管传统

的见解认为砾岩上
、

下部的千枚岩分属于不同时代
,

并且一再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别
,

但是它们

的稀土元素特征包括丰度 (分别为 2 10
·

8 9PP m 和 21 0
.

6 7PP m )
、

叉L R E E / 习H R E E (分别为 8
.

80

和 8
.

5 1 )
、

(La / S m ) C N (分别为 3
.

7 和 3
.

8 9 )
、

L a / y b (分别为 1 4
.

3 3 和 12
.

3 9 )
、

E u / E u ’

(分别为

0
.

55 和 0
.

5 6) 以及稀土元素分配型式等方面都非常一致
。

按这些特征判断
,

砾岩下部的千枚

岩也应归属于元古代
。

因此
,

作者认为
,

z K 27 孔的砾岩具有层间性质
,

似乎不宜作为辽河群的

底砾岩
。

2
、

含铁石英岩
:

六个含铁石英岩的稀土元素丰度
、

参数和分配型式见表 2 一 3 和图 4
。

它

们有以下特点
:

(l) 六 个含铁石英岩的稀土元 素丰度高
、

低悬殊
。

高者在 5 8
.

2 7一 1 1 6
.

6 5PP m
,

低者在

4
·

3 13 一 7
·

04 pp m
。

L R E E 稍显富集
,

艺L R E E / 艺H R E E ~ 2
.

56 一 7
.

20
,

故为一稍 向右下倾斜的曲

线
。

(2) E R E E 和艺L R E E / 叉H R E E 的变化和干枚岩的一样
,

它们也与 E u / E u ’

呈负相关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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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枚岩和含铁石英岩的稀土元素分析

T a bl e
.

2
、

A 刀a lys ise s of R E E fr o m sar n P】es of

Ph yl lite s an d 宜ron
一

加a rin g q u a r
tZi t韶

表 2

序序 号号 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l 000 l lll

样样 号号 8 4B 一一 8 4B 一一 8 4 B 一一 8 4 B ZZZ 8 4 B ZZZ 8 4B 一一 84 B 一一 8 4 B 一一 8 4B ZZZ 8 4 B ZZZ 8 4B ZZZ

岩岩 (矿 )石石 1MMM 2 6MMM 4MMM 一 IMMM 一 1OMMM 2从从 2 2MMM 1 4MMM 一 4MMM 一 19MMM
一2 9 一IMMM

名名 称称 绢云千千 绿泥绢云云 绢 云千千 碳质绢云云 绢云千千 绿泥磁铁铁 假象赤铁铁 赤 铁铁 黑 硬硬 含黑硬绿绿 普通辉阳阳

枚枚枚 岩岩 千 枚 岩岩 枚 岩岩 千 枚 岩岩 枚 岩岩 石 英 岩岩 石 英 岩岩 石英岩岩 绿泥磁铁铁 泥阳起磁磁 起磁铁石石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英 岩岩 铁石英岩岩 英岩岩

LLLaaa 4 5
。

2 9 555 5 6
.

4111 0
.

9 444 4 4
.

5 777 4丘
.

4666 2 0
.

6 333 1
.

0999 0
。

6 0555 2 5
.

7 999 12
.

4 222 1
.

5 1 000

CCCeee 89
.

3 111 11 5
.

9 999 l
。

0 444 8 8
.

9 111 8 8
。

0 777 38
.

0 444 1
.

8 888 1
。

1 4 000 47 2 000 22
。

4 999 1
.

7 7333

PPP rrr 1 2
。

0 3 777 1 3
.

8 222 0
.

2 333 10
.

8 444 10
.

7 888 5
.

3 111 0
.

3 222 0
。

2 222 5
.

7 000 2
.

8 222 0
.

2 5666

NNN ddd 4 5
。

3 999 4 4
.

6 777 0
。

8 555 3 6
.

3 444 3 5
。

8 777 19
.

9 444 1
.

2 888 0
.

8 8222 17
。

9 111 1 0
.

6 555 1
.

0 1 333

SSS mmm 8
。

6 5 333 9
.

8 000 0 2 444 7 4666 7
.

1 222 4
.

8 999 0
.

3 666 0
.

25 222 3
.

4 888 2
.

1444 0
.

2 9666

EEE UUU 1
.

6 111 1
.

4 999 0
.

0666 1
‘

2666 1
.

2 222 1
.

0 000 0
.

1333 0
.

09 666 0
.

7 111 0
.

6 444 0
.

1 2333

GGG ddd 6
。

6 2 888 9
.

4 666 0
.

1888 6
.

2444 5
.

9 000 5
.

0 333 0
.

4 999 0
。

3 1 999 3
.

8222 1
.

8 999 0
.

2 3 333

TTT bbb 1
.

1 222 1
.

6 888 0
.

0 444 1
.

0333 0
。

9888 0
.

9 444 0
.

0999 0
.

0 4 999 0
.

7 333 0
.

3 111 0
.

0 4000

DDD yyy 6
。

1 8 444 9
.

5 999 0
.

2 222 5
.

8111 5
.

8 444 5
.

7666 0
。

4 555 0
.

2 7 888 4
.

5 999 1
.

8888 0
.

2 3 888

HHH OOO 1
.

2 1 777 1
.

9 111 0
.

0 666 1
.

1222 1
.

1 555 1
.

2444 0
.

1222 0
。

0 6 444 0
.

8 999 0
。

3888 0
.

0 6 111

EEErrr 3
.

3 4 888 5 5 000 0
。

1555 3
.

2222 3
。

5 111 3
.

8888 0
.

3666 0
.

1 8 555 2
.

5 000 1
.

1444 0
.

1 9 111

TTT mmm 0
.

4 8 555 0
.

9 111 0
.

0 333 0
.

5 222 0
.

5777 0
.

6777 0
.

0666 0
。

0 2 888 0
.

4 111 0
.

1888 0
.

0 3 000

YYY bbb 2
.

97 222 5
.

6 111 0
.

1 888 3
.

1 111 3
.

6 777 4
.

8555 0
.

3555 0
.

1 6 999 2
。

5 222 1
。

1666 0
。

1 8 000

加加加 0
.

46 000 0
.

8 666 0
.

0 333 0
。

4 666 0
.

5 444 0
.

7555 0
.

0 666 0
.

0 2 666 0
.

4 000 0
.

1 777 0
.

0 2 999

YYYYY 3 0
.

18 666 5 1
。

1555 1
.

6 333 29
.

4 333 2 8
.

6 777 2 9
.

4222 4
。

1222 1
.

9 9 333 22
.

7 555 1 0
.

7 777 2
,

5 3 777

(湖北地质矿产局实验研究中心分析 )

(3 ) E u / E u ’

值的变化幅度较宽
,

可分三个区间
,

即 0
.

6一 0
.

6 2 (N
o

.

6 和 N o
.

9 )
、

0
.

9 5一

1
.

04 (N o
.

7
、

N o
.

8 和 N o
.

1 0 )和 1
.

3 9 (N o
.

1 1 )
。

据弗赖尔 (B
·
J

·

Fr ye r ,

1 9 7 7 )的研究
,

太古代 (2 5 亿年)化学沉积物有正常到稍微富集或

稍微亏损的 E u 含量
,

晚元古代 (8 亿年 ? )雷匹坦铁建造和显生宙的富铁化学沉积物都表现出

与它们同时沉积的碎屑沉积物有同样大的 E u 亏损
。

E u 的这种变化是与大气圈中氧的含量有

关
。

据研究
,

在元古代游离氧才开始进入大气圈
。

根据弗赖尔的研究结论
,

作者对本区磁铁石岩的时代归属推断如下
:

(l) 地表样品
:

如前所述
,

N o
.

6 (绿泥磁铁石英岩 ) 是众所公认的属于元古界辽河群的矿

石
。

它的稀土元素特征是
,

艺 R E E = 1 12
.

9 3p p m
,

艺L R E E / 艺H R E E = 3
.

5 5
,
E u / E u ’

= 0
.

6 2
,

故

为一稍富 LR E E 的向右缓倾的曲线
。

从其丰度和明显的 E u
负异常来看

,

它的形成应较晚
,

可

能为中元古代的产物
。

N o
.

7( 假象磁铁石英岩) 和 N o
.

8 (赤铁石英岩)分别采 自东鞍山采矿场和西鞍山采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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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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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盛娜幼、体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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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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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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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含铁石英岩的稀土元素分配型式

Fig
.

4 R E E d lslr lb u tio n Pa tte r n o f ir o n 一
b e ar in g q u ar t z ite

它们的稀土元素丰度低
,

分别是

7
.

0 4p p m 和 4
.

3 1 3 pp m
,

E u / E u ‘

分别是 0
。

95 和 1
.

04
,

即分别为

稍显亏损和稍显富集
,

都接近正

常值
。

从这些特征来看
,

它们应

早于 N 0
.

6
,

似应属于早元古代
。

(2) z K 27 剖面
:

在该剖面按

层位采集三个 样 (N
o

.

9 一 1 1 )
。

它们的 艺 R E E 和一些 参数 自下

而上发生规律性变化
,

即 E R E E
、

艺L R E E / 艺H R E E
、

(L a / s m ) e ,

等

逐渐增加
,

而 E u/ E u ‘

在逐渐减

少
,

显示对时代的依赖关系
。

N o
.

9 (黑硬绿泥磁铁石英岩 ) 样品采 自砾岩上部的铁矿层
。

它与公认属于辽河群磁铁石

英岩(N
。

.

6) 的稀土元素特征几乎完全一致 (表 3 )
,

故 N o
.

9 黑硬绿泥磁铁石英岩相当于晚元古

代沉积变质的产物
。

N o. 10 (含黑硬绿泥阳起磁铁石英岩) 样品采自斜长角闪岩上部和砾岩层下部之间的铁矿

层
。

艺R E E 一 5 8
.

2 7p p m
,
E u / E u ’

一 0
.

9 5
,
E u 稍显亏损

,

接近正常值
,

相当于早元古代的沉积变

质产物
。

N O
.

11 (普通辉 阳起磁 铁石 英岩) 样 品采 自剖 面下部 角闪质 型铁 矿层
。

艺 R E E 很低

(5
.

97 3PP耐
,
E 。 / E u

一
1

.

39
,

具明显的 E u

正异常
,

属晚太古代沉积变质矿石
,

归属鞍山群
,

这

与人们的认识完全 一致
。

千枚岩和含铁石英岩的丰度和某些参数 表 3

T a ble
.

3
、

C o e ffieie n ts a n d R E E a b u n d a n e e o f Phy lli te s
an d ir o n 一

玩 a r in g q u a r tz ite s

序序号号 样 号号 岩 (矿 )石名称称

⋯
:
⋯⋯

艺 LR E EEE 艺H R EEEE

} 艺
L * E ::: (La / Sm )C NNN La / Y bbb E u

/ E
拍 圣圣

}}}}}}}}}}}}}}}艺洲“““““
lllll 8 4 B 一 1’MMM }}} 2 2 4

.

7 111 2 0 2
.

3 000 2 2
,

4 111 9
.

0 333 3
.

1 999 1 5
.

2 444 0
.

6 333
22222 8月B 一 2 6 MMM 绢云千枚岩岩 2 7 7 7 333 2 4 2

.

2 111 3 5
.

5 222 6
.

8 222 3
.

4 999 1 0
.

0 666 0 4 777

33333 8 4 B 一 4 MMM 绿泥绢云千枚岩岩 4
.

2 333 3
.

3 666 0 8 999 3
.

7 888 2
.

3 999 5
‘

2 222 0 8 555

44444 8 4 BZ 一 IMMM 绢云干枚岩岩 2 1 0
.

8 999 1 8 9
.

3 888 2 1 5 111 8
,

8 000 3
.

7 000 1 4
.

3 333 0 5 555

55555 8 4 B2 一 1 0MMM 碳质绢云 干枚岩岩 2 1 0
.

6 777 1 8 8
.

5 111 2 2
.

1 666 8
.

5 111 3
.

8 999 1 2
.

3 999 0
.

5 666

66666 8 4 B一 ZMMM 绢 云千枚岩岩 1 1 2
.

9 333 8 9
‘

8 111 2 3
。

1 222 3
.

8 888 2
.

5 777 4
.

2 555 0 6 222

77777 8 4B一 2 2MMM 绿泥磁铁石英岩岩 7
,

0 444 5 0 666 1
.

9 888 2
.

5 666 1 8 333 3 】]]] 0
.

9 555

招招招 8 4B一 1 4MMM 假象赤铁石英岩岩 4
.

3 1 333 3
.

1 9 555 1
‘

1 1 888 2
.

8 666 1
.

4 555 3
,

5 888 1
.

0 月月

99999 8 4B Z 一 4MMM 赤铁石英岩岩 1 1 6 6 555 1 0 0
.

7 999 1 5
.

8 666 6
.

3 555 4
.

5 111 1 0 2 333 0 6 000

111OOO 8 4B Z 一 19 MMM 黑硬绿泥磁铁石英英 5 8 2 777 5 1
.

1 666 7
.

1 111 7 2 000 3
.

5 333 1 0
.

7 111 0
.

9 555

lll111 8 4B Z一 2 9 一 IMMM 岩岩 5
.

9 7 333 4
.

9 7 111 ] 0 0 222 4
.

9 666 3 0 999 8
.

3 999 1 3 999

含含含含黑硬绿泥阳起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

铁铁铁铁石英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普普普普通辉 阳起磁铁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英英英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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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
,

作者认为
: 1

、

南矿带归属早元古代
,

位于公认辽河群地层之下
,

层位大致与

北矿带上部层相 当
,

北矿带的下部层应归属晚太古代上鞍山群
。

2
、

据 z K 27 孔千枚岩和磁铁

石英岩稀土元素所提供的信息
,

砾岩上
、

下部的千枚岩和磁铁石英岩都应属于元古代
,

那么
,

该

砾岩对地层划分不具备标志意义
。

地层对 比和划分是很复杂的
,

稀土元素特征只是探讨该问题的一个方面
,

所得结论 尚需同

位素年龄数据加以印证
。

五
、

深部找矿探讨

就区域地质展布来看
,

自西南至东北大致有 由新到老的分布趋势
。

根据前面的分析
,

将南

矿带和北矿带上部层归属于元古代正符合区域地层的分布规律
。

如果鞍山地区地层不曾缺失

或未遭受大的构造影响
,

则北矿带西侧和南矿带的下部应赋存属于鞍山群的铁矿层
。

已有的

资料表明
,

樱桃园铁矿的西侧有羊草庄磁异常
,

西鞍山铁矿的北部有宋三台磁异常
,

西北有接

官堡磁异常
。

前人认为这些磁异常是与南矿带同时代的铁建造引起的
。

可是根据稀土元素提

供的信息
,

北矿带上部层和南矿带都属于元古代
,

那么这些磁异常很可能指示在其深部有属于

晚太古代的铁矿层
。

因此
,

在该地区深部找矿是可能的
。

当然
,

这些磁异常所指示的铁矿埋藏较深
,

开采困难
,

成本较高
,

目前尚无现实意义
,

但从

长远考虑
,

还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

六
、

结论

l
、

鞍山地区北矿带的上部层和下部层在矿物组合
、

岩 (矿)石类型
、

原岩建造
、

变质程度等

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
。

上部层大致与南矿带相当
。

稀土元素资料从旁佐证了它们之间的对比

关系
,

并提供了时代归属的信息
,

即南矿带和北矿带的上部层可能是元古代沉积变质的产物
,

北矿带的下部层在晚太古代形成
。

2
、

由于 z K 2 7 孔砾岩上
、

下部的千枚岩
、

均为元古代的产物
,

故该砾岩层不具备划分地层

的意义
。

3
、

既然南矿带和北矿带的上部均属元古代的产物
,

那么在没有地层缺失或未遭受构造强

烈影响的条件下
,

在深部似有找到属于太古代铁矿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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