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1 9 9 1
.

6

湖北张家泉铝土矿的地质特征及风暴作用

在铝土矿形成过程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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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研究院 )

提 要 通过研究
,

发现该铝土矿成分复杂
,

A1 2o :
含量不高且变化较大

,

Fe
Z o :
含量高且变化大

,

矿

石的结构构造也很特殊
,

其中碎屑呈棱角状
、

具塑性变形现象
。

文中根据 A1 2o 3 / Ti o :
、

G a / A1 2 0 3
、

微

量元素和碎屑重矿物等认为铝土矿原始物质主要来 自基底岩石红土风化残余
,

其沉积环境为滨海

淡化泻湖
。

作者认为铝土矿中上部位是较典型的风暴沉积产物
,

风暴作用在铝土矿形成过程中影响

较大
。

关链词 铝土矿 地质特征 物质来源 风暴作用

l 矿区地质概况

张家泉铝土矿位于湖北随州市西南方 向 60 公里左右处
,

是一中型矿床
,

目前还未开采利

用
。

矿区出露的地层有志留系
、

泥盆系和二叠系 (图 1 )
,

此外还有大片的第四系残积和坡积物

覆盖
.

。

志留系下部为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以及泥质页岩互层
,

上部为水云母粘土页岩
,

局部含粉

砂质条带或小扁豆体
,

有时渐变为含铁砂岩 (呈小块状 )
。

泥盆系下部厚 19 ~ 7 0m ,

为石英砾岩

(厚 0一 lm )
、

石英砂岩 (厚 0
.

5一 4m )
、

石英岩
,

后者为细粒结构
,

组份以石英为主
,

含少量白云

母
、

水云母及微量电气石
、

错石
、

铁质等
;
上部厚 25 m ,

为石英粉砂岩
,

含大量石英
、

水云母及微

量电气石
、

铁质
,

石英粒具棱角
,

为硅质和泥质胶结
,

风化后易破碎
。

下二叠统为含矿岩系
,

从底

向上分别为铁质层
、

粘土岩层
、

铝土矿层
、

含黄铁矿高岭石粘土岩
、

炭质页岩夹劣煤层
。

上二叠

统为炭质页岩
、

厚层灰岩
、

隧石结核灰岩和隧石层
。

本区处于倒转向斜的东端
,

南翼地层 自下二叠统隧石层到泥盆系石英岩均有出露
,

产状向

北北东方向倾斜
,

倾角 5一 150
。

北翼倒转后超覆于南翼地层之上
,

由于地形切割
、

风化剥蚀
,

故

¹ 王双彬参加部分野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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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第四系 2
.

白要系

9
.

寒武系 10
.

震旦系

3
.

未分
,

东湖群 4
,

未分
,

范庄群 5
.

二叠系 6
.

泥盆系 7
.

志留系 8
.

奥陶系

11
.

元古界 12
.

断层 13
.

冲断层 14
.

地质界线 1 5
.

不整合接触界线
。

图 1 张家泉地区区域地质略图

1 G e。】。g lca l sk et ch m a P in Z 址in g jla q u a n r

egi on

仅见泥盆系石英岩
,

志留系页岩部分残留在山顶 ¹
。

2 铝土矿的物质成分和结构构造

2. 1 化学成分

铝土矿中化学成分总的特点是 Al 刃
:

含量较低
,

Fe
Zo :

含量较高
。

A1
20 :

的含量一般在 41
.

27 一52
·

70 %之间 ,

个别可达 60 %左右
,

总的趋势是地表较高
,

往深部逐渐变低
,

但不很明显
,

偶尔也有相反的情况出现
。

51 0 2

含量一般在 6
.

64 一14
.

88 %
,

地表 (6
.

74 一 17
.

13 % )常较深部

(6
.

7 9一 13
.

56% )高
,

沿走向常呈波浪起伏
。

铝硅 比值较低
,

为 2
.

6一 6
.

54
,

以 3
.

5一 4
.

5 为主
。

凡
2 0 :

含量在地表为 7
.

5 8一31一 l肠
,

深部 17
.

23~ 3一 9 8 % (表 1)
。

川
20 :

与 F e 20 3

之间往往呈

反比关系
,

与 51 0 2

之间则无明显的关系 (图 2)
,

三者之和一般在 80 一 85 %之间
。

Ti o :

的含量较

稳定
,

一般在 2
.

n 一3
.

81 %区间变化
,

在深部稍有增高
。

Ca o 的含量低
,

为 0
.

3一 0
.

6 %
,

K 20 则

只有 0 , l一 0
.

2%
。

S 在地表铝土矿中的含量为 0
.

0 18 2 ~ 0
.

0 6 1% ,

深部 S 含量为 0
.

138 一 0
·

8 8 7 %
,

这主要是由于风化淋滤作用使黄铁矿被淋失所造成的
。

铝 土 矿 中含 量较高 的微 量元 素 为 z r ( 6 0 5 一 6 35即m )
、

v ( 2 10一 29 o p p lll )
、

s r ( 17 5 一

225 p pm )
、

。 ( 18 0一 230卯m ) ;
其次为 B (24一120 p卿 )

、

Ga ( 6 6一 8 8p p m )
、

Ba ( 25一 7 9 p卿 ) ;
含量较

低的为 e u (2 7一29 pp m )
、N i ( 17 一 25 p帅 )

、

R b ( sp p m 左右 )
。

其中 G a
与 A1

20 3

呈正 比关系
。

¹ 湖北省第八地质大队
,

湖北省随县张家泉铝土矿详查及茶场矿储量报告
, 19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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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不同深度矿石品位(% )变化情况

Ta b le
.

I C卜e

而ca l e o m l洲x ; lt io n of 比
u x ite a t d iffe r e n t le v els

言言誉火一返之之
A 12 0 333 5 10 222 Fe 2 0 333

地地表表 43
.

6 6 ~ 5 9
.

0 000 6
.

7 4 ~ 17 1333 7 8 8 ~ 3 4
.

1 111

斜斜深 1 0 0mmm 4 4
.

12 ~ 5 2
.

7 000 7
.

6 8 ~ 1 3
.

5 666 17
.

2 3 ~ 2 5 2 555

斜斜深 2 0 0mmm 4 1
.

9 8 ~ 49
.

4 444 8
.

5 1 ~ 12
.

7 111 1 9
.

7 0 ~ 2 7
.

5 888

斜斜深 3 0 0mmm 4 0
.

3 7 ~ 45 8 222 6
.

7 9 ~ 13
.

1 888 2 9
.

2 3 ~ 3 6 7 333

注
:

据湖北省第八地质大队
,

19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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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沿矿体走向 (。5一 18 )矿石品位变化曲线 (据湖北省第八地质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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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矿物成分

经偏光显微镜
、

扫描电镜加能谱分析
、

x 射线分析
、

差热分析
,

发现该铝土矿中矿物成分 比

较复杂
,

其中以一水硬铝石为主
,

其次为赤铁矿
、

高岭石
、

勃姆石
,

此外还含有少量针铁矿
、

三水

铝石
、

水云母
、

鲡绿泥石
、

黄铁矿
、

菱铁矿等
,

重矿物以锐钦矿
、

电气石
、

金红石为主
,

见少量檐石

和错石等 (表 2 )
。

一水硬铝石浅黄
、

浅灰绿一无色
,

多为隐晶
,

少数为微晶
,

短柱状
,

半自形—
它形

,

主要分

布于较均匀的基质中
,

其次分布于豆鲡 (其中含量较高 )及碎屑中
,

偶呈脉状出现
。

根据 x 射线

分析
,

其晶胞参数见表 3
。

据能谱分析
,

其中含少量类质同象混入的 Fe
、

Ti 和 S议图 3 )
。

勃姆石粒度较粗 (照片 2 )
,

多呈板柱状
,

干涉色一级末—
二级初

,

正中突起
。

有时其周围

分布有隐晶一细晶柱状一水硬铝石
,

形成似斑状结构
。

三水铝石多无色
,

常分布于孔洞中及其附近
,

并常与针铁矿共生
,

可能是 由于黄铁矿在表

生淋滤作用中被溶解形成的酸性环境中形成的
。

矿物粒度较粗
,

呈板柱状 (照片 3 )
,

干涉色一

级末至二级中
,

中一低突起
,

负延性
,

斜消光
。

据能谱分析
,

三水铝石中所含杂质很少
,

只含极少

量的铁 (图 3)
。



.

~ , 吧 , 月,

侧

6 2 第六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表 2 含矿岩系及基底岩石中各种岩(矿)石的特征

Ta ble 2 Fea tu

res of r
OC k (or e) in ore

一
b 纽rin g str

a ta a n d 比观
r
oc ks

岩岩(矿 )石石 厚度(m ))) 颜 色色 主要矿物物 次要矿物物 微量矿物物 结构构造造

粘粘土岩岩 0
。

2999 黑
、

浅灰
、

浅灰绿绿 高岭石石 一水硬铝石
、

水水 电气石石 鳞片状
、

块状状

}}}}}}}}}}} 云母
、

黄铁矿矿矿矿
00000

。

6666666666666

铝铝土矿矿 0
。

777 浅 绿
、

浅 灰
、

灰灰 一水硬铝石石 赤铁矿
、

高岭石
、、

电气石
、

金红石
、、

隐晶
、

微晶
,

碎屑屑

1111111 绿
、

褐黄黄黄 针铁矿
、

勃姆石
、、

捐石
、

错石
、

钦铁铁 状
、

豆 创 状
、

块块
33333

.

2 3333333 三水铝石
、

水云云 矿
、

白钦石石 状
、

条带状状

母母母母母母
、

黄铁矿
、

细绿绿绿绿
泥泥泥泥泥泥石

、

菱铁矿
、

锐锐锐锐

钦钦钦钦钦钦矿矿矿矿

粘粘土岩岩 1
.

222 黄褐
、

深黄
、

灰白白 高岭石
、

水云母母 一水硬铝石
、

赤赤 电气石石 鳞片状
、

薄片状
、、

}}}}}}}}}}} 铁矿
、

锐钦矿矿矿 块状状
44444444444444444

铝铝土岩岩 0
.

3士士 浅黄
、

灰白白 高岭石
、

一水硬硬 赤铁矿
、

水云母
、、

电气石石 隐晶
、

鳞片状块块
铝铝铝铝铝石石 锐钦矿矿矿 状状

赤赤铁矿矿 0
。

555 暗红红 赤铁矿矿 绷绿泥石
、

水云云 电气石石 绷状状
}}}}}}}}}}} 母母母母

22222
.

2 6666666666666

粘粘土岩岩 1士士 黄褐
、

深灰二灰白白 水云母母 高岭石
、

石英
、

锐锐 电气石石 隐晶
、

片状
、

层状状

钦钦钦钦钦钦矿矿矿矿

基基底砂砂砂 灰白
、

灰
、

浅褐褐 石英
、

水云母母 白云母
、

赤铁矿矿矿 细粒
、

粉砂质
、

层层
页页 岩岩岩岩岩岩岩 状状

表 3

T a b le

一水硬铝石的晶胞参数 (人 )

3 Par a m eter s 时 d ia spo
ral ce U

样样 号号
aaa bbb CCC

NNN 0 0 1222 4
.

39 77 222 9
.

4 39 6 888 2
.

8 5 2 222

NNN 0 0 1 333 4
.

4 0 68 777 9
.

4 37 4 333 2
.

8 4 5 4 222

NNN 0 0 2 555 4
.

39 8 8 444 9
.

44 6 8 444 2
.

8 5 1 2 999

平平 均均 4
.

4 0 1 1444 9
.

4 4 1 3 222 2
。

8 4 9 6 444

高岭石在镜下常为微黄或绿色
,

隐晶一微晶质
,

鳞片状
,

多分布于均匀基质中
,

少数分布于

碎屑和豆鲡中
,

有时呈脉状出现
。

水云母呈弯曲的长板片状
,

叶片状和不规则状
,

多为浅绿
、

浅黄色
,

粒度多在 1 0协m 左右
,

低突起
,

具闪突起和弱多色性
,

干涉色一级黄
,

正延性
,

其中除含 Al
、

si
、

K 等成分外
,

还含少量

类质同象混入的 Ti
、

Fe 等 (图 3 )
。

菱铁矿呈细粒他形一粗粒半自形晶体
,

粗粒者常构成放射球粒状
,

闪突起明显
,

多数干净

无色
,

局部析出铁质形成针铁矿
,

在矿石中主要分布于均匀基质中
,

亦作为收缩裂隙的充填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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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硬针}石 三 水铝石

A S

七 J

针铁矿

FEC口i
‘

AL

图 3 铝土矿中矿物能谱分析结果

F ig
.

3 E D S res u lt o f m in e r a ls in ba
u x it e o r e

为成岩产物
。

赤铁矿呈柱状
、

板状和鳞片状
,

褐红色
,

具弱多色性
,

针铁矿呈针状
、

长柱状
、

薄板状和鳞片

状
,

多分布在孔洞
、

裂隙中
,

呈脉状
、

放射状分布
,

据能谱分析
,

其中含少量 Al 和 Si (图 3 )
。

黄铁矿浅黄色
,

呈它形粒状
、

立方体状零星分布于矿石中
,

局部较多
,

在地表和近地表的矿

石中常被氧化
、

淋失
,

形成许多孔洞
。

碎屑重矿物有锐钦矿
、

电气石
、

错石
、

金红石
、

檐石
、

白钦矿
、

钦铁矿等
,

常呈细砂 一粉砂级

碎屑零星分布于矿石中
,

多呈次棱角一棱角状
。

其 中锐钦矿较常见
,

多呈棱角状
、

不规则状
、

短

柱状
。

电气石也较常见
,

呈柱状
,

多为黄色
,

平行 C 轴切面具无色 (N e )一黄色 (N o) 的多色性
,

可

见磨蚀造成的痕迹
。

2. 3 结构构造

根据铝土矿中矿物的形态
、

大小和相互关系
、

排列方式
,

其结构可分为隐晶
、

微晶
、

似斑状
、

交代
、

假象
、

梳状
、

放射状等
,

其中以 隐晶结构为主
,

其它的较少见
。

隐晶结构铝土矿中矿物粒度在 0
.

0 0 01 一。
.

00 4 毫米
,

多分布在 0
.

0 0 0 5 一 0
.

00 1 毫米之间
,

.
在偏光显微镜下难分辨出单个矿物颗粒

,

在扫描电镜下较清楚 (照片 1 )
。

这种铝土矿表面灰白
、 一灰绿色

,

显微镜下暗绿黄色
,

主要由短柱状
、

不规则状一水硬铝石组成
,

含少量赤铁矿
、

锐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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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和针铁矿
。

常见电气石晶屑
,

其粒度较粗
,

晶形较完整
,

此外还见少量错石等碎屑重矿物
。

微晶结构铝土矿中矿物粒度大于 0
.

00 4 毫米
,

主要由一水硬铝石组成
,

有时见较粗的板柱

状三水铝石 (照片 3 )
,

主要见于大的豆鲡中
,

裂隙附近及碎屑中
。

有时粗粒板柱状勃姆石周围分布有隐晶一微晶一水硬铝石和高岭石
,

形成似斑状结构
,

它

是在成岩后生作用阶段物质发生不均匀的重结晶作用形成的
。

在后生阶段
,

由于介质条件的变

化
,

铝土矿中某些矿物 (如高岭石
、

地开石 )可交代别的矿物 (如一水硬铝石 )
,

形成交代结构
。

由

于交代作用和表生风化阶段的淋滤
、

充填作用
,

可使一些矿物占据另一些矿物的位置
,

并具有

相同的形态
,

形成所谓的假象结构
。

梳状结构主要为长柱状一水硬铝石
、

板柱状三水铝石和针

柱状针铁矿在孔洞
、

裂隙壁上生长
,

长轴垂直壁面
,

多在后生阶段水溶液中形成
。

水云母
、

菱铁

矿
、

赤铁矿有时呈放射状分布
,

形成放射状结构
。

根据铝土矿中矿物集合体的形状
、

大小
、

相互关系和排列方式
,

其构造可分为碎屑状
、

豆鲡

状
、

豆鲡一碎屑状
、

块状
、

肾状
、

条带 (纹 )状
,

其中以碎屑状为主
。

碎屑状矿石浅黄一褐黄
、

褐红色
,

含铁较高
,

碎屑大小悬殊
,

可从 1 毫米以下变到近 10 厘

米
,

形状极不规则
,

棱角多尖锐
,

常见塑性变形现象 (照片 5
、

4 )
,

长轴无一定的排列方向
。

碎屑

中还可见一些豆鲡
,

后者的颜色
、

成分
、

分层情况差别很大
,

有些色浅
、

含 Al 高
、

Fe 低
、

分层可

达 40 一50 层
,

有些则色深
、

含 Fe 高
、

分层数只有 2一 4 层左右
,

显然这两种豆鲡的形成环境
、

成

因是不同的
〔2一4

·
’5〕。

碎屑与胶结物 (基质 )之间差别也较大
,

前者色多较浅
,

Al 较高而 Fe 较低
。

豆鲡状矿石多分布于矿体上部
,

其中可见一些碎屑
,

从下而上碎屑减少
,

豆鲡粒度变小
,

Si

质增加
。

通过对豆鲡的统计
,

小于 0
.

1 毫米的微鲡约占豆鲡总数的 10 %左右
,

这些微鲡含铁

高
、

色深
; 0

.

1一 0
.

5 毫米的小鲡粒占 55 %左右
,

这些鲡粒较复杂
,

基本上可分为色浅
、

含铝高
、

铁少
、

分层多以及色深
、

含铁高
、

分层少的两类
; 0

.

5 一 1
.

5 毫米的中等鲡粒和 1
.

5 一 2 毫米的粗

鲡含量均很少
,

分别只占豆鲡总数的 3 %左右
;
而大于 2 毫米的豆粒占 30 %左右

。

该区豆鲡的

压缩量
〔2

、

3〕
较小

,

平均只有 0
.

27 左右
,

约 80 %的豆鲡压缩量小于 0
.

33
,

14 %左右的豆鲡压缩量

在 0
.

33 一0
.

50 之间
,

其余的在 0
.

50 ~ 0
.

“ 之间
。

分 2一 6 层和 8 层以上的豆鲡所占的百分数

分别为 3 3
、

1 9
、

1 1
、

3
、

一1
、

1 7 左右
。

与我国其它沉积铝土矿中的豆鲡相 比
,

该区铝土矿中豆鲡的大小
、

分层情况
、

颜色
、

成分等

变化较大
,

其中大小
、

分层具明显的多峰分布
,

并且球度较高
〔3〕。

该区豆粒多呈近球形
,

内部收

缩裂隙多 (照片 6 )
,

Al
、

si
、

Fe 等含量较高且变化较大
,

这些特征与澳大利亚红土铝土矿中的豆

粒非常接近
,

因此应该是风化壳阶段形成的
〔2〕。

在铝土矿中碎屑和豆鲡的粒度从下往上常见逐渐变小的现象
,

形成所谓的粒序层
。

具块状构造的矿石中主要 由隐晶质一水硬铝石和少量高岭石
、

赤铁矿
、

水云母
、

鲡绿泥石

等较均匀分布形成的
。

条带状或条纹状构造在肉眼下难以与块状构造区分
,

显微镜下可见一水

硬铝石及少量粘土矿物由于分布不均匀
,

略显不规则条带或条纹
。

矿石中有时可见到一些肾状体
,

其内部 由于组成矿物不同而显示出分层现象
,

中心为铝土

矿物
,

边部为铁质
,

多为次生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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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质来源和形成环境

3. 1 物质来源

G a 和 Al 在原子体积
、

电子构型
、

电负性
、

电离势
、

原子和离子半径等方面非常相似
,

所以

它们具有很相似的地球化学性质
,

在各种地质作用中两者常紧密伴生
,

铝土矿中 G a
常以类质

同象方式代替铝进入含铝矿物中
,

G a 和 Al 绝大多数情况下呈定比关系
〔7

、

“〕。

因此
,

铝土矿与其

母岩之间在 G a/ AI 比值方面应具有一定相似性
。

张家泉铝土矿和基底志留
、

泥盆纪砂页岩中

的 G a /A1
2 0 。

比值大 /J
、

非常接近
,

华南某地和贵州修文
、

团溪等地铝土矿来源于基底岩石
〔‘3〕,

它

们的 G a/ A1
2O 。

也是非常接近 的
; 山西克俄和 广西平果等地铝土矿 主要不是来源于基底岩

石 〔”
、

‘’
·

”〕 ,

所以这种比值差别较大 (表 4 )
。

表 4 铝土矿和基底岩石中的 G a
/ A1

20 3

比值

T a b le 4 G a / A1
2 O

: r a tio in ba
u x ite an d b a s e roc k

样样品名称称 样品数数 产地地 1 O
O G aaa 铝土矿物质来源源

AAAAAAAAA I? 0 33333

铝铝土矿矿

:::
山西克俄俄

;{{{
古陆铝硅酸盐岩为主主

灰灰 岩岩岩岩岩岩

铝铝土矿矿
{{{

贵州团溪溪 2 333 基底岩石为主主

灰灰 岩岩岩岩 2 22222

铝铝土矿矿

{{{
贵州修文文 1 333 基底岩石为主主

灰灰 岩岩岩岩 1 55555

铝铝土矿矿

{{{
广西平果果

;;;;
古陆铝硅酸盐岩为主主

灰灰 岩岩岩岩岩岩

铝铝土矿矿

:::
湖北张家泉泉

{:::
基底砂页岩为主主

砂砂页岩岩岩岩岩岩

铝铝土 矿闭闭

:::
华南某地地

{:::
基底玄武岩岩

玄玄武岩「的的的的的的

在表生作用中
,

特别是在风化作用中
,

钦是很稳定的
。

Ti 0 2

在 PH 值为 2 ~ 3 的强酸性溶液

中才易溶解
,

因此
,

离子状态的钦在水溶液中的迁移是微不足道的
。

铝在表生作用中稍比钦活

泼
,

在 PH 值小于 4
.

0 或大于 9 时溶解度较大
。

在铝土矿中 Ti 除呈独立矿物锐钦矿
、

金红石
、

板

钦矿等存在外
,

还以类质同象形式赋存于一水硬铝石矿物中
。

因此
,

铝和钦在表生作用下的地

球化学性质接近
,

常紧密共生
,

这就导致了铝土矿中铝和钦往往呈正比或定比的关系
〔, “〕 ,

因

此
,

我们也可用 Al / Ti 比来研究铝土矿的物质来源问题
。

从我们的部分分析结果看
,

该 区铝土

矿中的 A 12 0 3

/ T io
Z
(2 0

.

9纽)与基底砂页岩中的 A 12 o 3

/ T io
:
(1 9

,

0 5 )非常接近
。

N
·

o z lu (19 8 3 ) 〔
‘5〕对地 中海地区铝土矿中微量元素的研究表明

,

其中的 Z r 、

C r 、

G a
是含量

高且稳定的微量元素
,

它们的相对含量与铝土矿源岩中的非常接近
,

并成功地利用 zr
、

c r 、

G a

相对含量来研究该地区铝土矿的物质来源问题
。

由表 5 可见
,

张家泉铝土矿和基底砂页岩 中

zr
、

cr
、

G a
的相对含量之间差别也是不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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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云
、

cr
、

Ga 相对含最

T a bl e 5 R e la ti v e c o 们te nt 时 Z r ,

Cr
,
G a

样品名称

铝土矿

砂页岩

Cr } C a

6 9
.

08 } 2 2
.

8 0 } 8
.

1 2

7 5
.

07 ! 1 8
.

9 4 } 5
.

99

从矿物成分也可以看出
,

铝土矿含矿岩系与基

底岩石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表 2 )
,

例如基底岩

石 中含有电气石
、

铁质
、

水云母
、

白云母
、

错石等矿

物
,

铝土矿中同样也可以见到这些矿物
。

因此可以断

定
,

该区铝土矿主要来自基底砂页岩的红土风化残

余物
。

3. 2 形成环境

该区含矿岩系中含黄铁矿
、

鲡绿泥石
、

高岭石
、

水云母等矿物
,

主要 由粒度很细的沉积岩组成
,

其中主要发育水平层理
,

并且其中动植物化石

很少见
。

不同环境形成的沉积物中微量元素含量及其比值是不同的
〔“

·
‘”

,

”〕。

我们可从表 6
、

7 中看

出
,

张家泉铝土矿在沉积时受海水的影响较大
,

同时也受淡水的影响
,

所以该区铝土矿沉积时

的环境以滨海淡化泻湖为宜
。

从表中还可看出
,

铝土矿中某些元素的含量及其比值与现代泥质

沉积物的差别较大
,

这是因为它们不仅受其沉积环境的制约
,

还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

如 G a 含

量高还与 A1
2 0 3

较高有关
,

cr
、

v 较高可能还与源岩中的含量较高有关
,

而 B / G a 比较低
、

sr / Ba

和 R b / K 比较高则可能还与成岩后生及表生作用中地下水带出 B
、

Ba
、

K 有关
。

表 6 微里元素含t (PP m )与形成环境之间的关系

Ta bl e 6 Re 扭tlo n be tw e
en

e
on te n t(pP功 ) o f tr a ce el

emen
r a n d e n v ir o

nm
en t

霖霖淤遏二产产
S rrr BBB G 888 N iii Cuuu Crrr VVV

海海相 狱狱 8 0 0钾 1 0 0 000 > 1 0 000 2 5
.

333 ) 4 1
.

888 2 8
。

222 9 1
.

999 11 8
。

222

陆陆相 减减 1 9 000 < 1 0 000 1 6
.

222 2 3
.

222 1555 4 1
.

333 7 2
.

222

张张家泉铝土矿矿 1 7 5 ~ 2 2 555 2 0 ~ 12 000 6 6 ~ 8888 1 7 ~ 2555 2 7 ~ 2999 1 8 0 ~ 2 3 000 2 1 0 ~ 2 9 000

灭 泥质岩
,

据 p
.

E
.

p o ffer (1 9 6 3 )

表 7 不同环境沉积物的 B / G
a 、

Sr / Ba 和 R b / K 比值

Ta bl e 7 rat io Of B / G
a 、

S r / Ba
a n d R b / K 加

sed im e n ts o f d 计fer en t en v计on m en ts

言言谕吧吧
B / G aaa sr / Baaa R b / KKK

对对 比样
试试

海水水 淡水水 海水水 淡水水 正常海相相 微咸水页页 美国西部部

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页岩岩 岩岩 现代河流流我我我 国 1333 美 国 2000 我国 g 个个 美 国 1333 我 国 1333 吐鲁番中中 鄂尔多斯斯斯斯 沉积物物
个个个现代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现代湖底底 个古代样样 个现代海海 生代陆相相 中生代陆陆陆陆陆底底底样品品 ,l ~ 白代忏忏 样品品 品平均值值 底质样样 地层样样 相地层样样样样样

品品品品平均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44444
.

5 ~ 555 4
.

999 2 ~ 333 2 ~ 444 1 ~ 0
.

888 0
.

1 666 0
。

5 444 0
.

00 666 0
.

0 0 444 0
.

0 0 2 666

张张家泉铝土矿矿 0
.

3 ~ 1
.

8 111 2
.

8 5 ~ 7 0 000 0
.

0 2 5 ~ 0
。

0555

减 转引自孟伟的硕士论文
,

1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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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云
、

cr
、

Ga 相对含最

T a bl e 5 R e la ti v e c o 们te nt 时 Z r ,

Cr
,
G a

样品名称

铝土矿

砂页岩

Cr } C a

6 9
.

08 } 2 2
.

8 0 } 8
.

1 2

7 5
.

07 ! 1 8
.

9 4 } 5
.

99

从矿物成分也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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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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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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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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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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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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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可从表 6
、

7 中看

出
,

张家泉铝土矿在沉积时受海水的影响较大
,

同时也受淡水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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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中还可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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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它们不仅受其沉积环境的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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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G a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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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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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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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a
.

通过对铝土矿和基底岩石 中的 A1
2o 3 / Ti 0 2 、

Ga /A1
2o : ,

zr
、

Cr
、

Ga 相对含量及碎屑重矿物

等的对比
,

说明铝土矿的原始物质主要来自下伏的志留
、

泥盆统砂页岩的红土风化产物
。

b
.

指相矿物
、

微量元素含量及其相互之间的比值等说明铝土矿形成于滨海淡化泻湖环境 ,o
c

.

由于风暴作用的影响
,

使该区铝土矿局部厚度增大
,

其中产生不规则塑性变形碎屑
、

粒

序层
、

不同环境形成的矿石掺合在一起的现象
,

并使铝土矿具有成份变化大
、

Fe 和 si 较高的特

点
。

此文得到了刘长龄教授的帮助和指导
,

孟祥化教授
、

丁俊德教授审阅了本文并提出了宝贵

的修改意见
,

张兆英同志绘制了部分图件
,

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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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术交流流

▲ 19 9 1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4 日
,

我院高级工程师杨景元和闰积 惠同志前往美国科罗

拉多州丹佛市
,

参加第八届遥感地质专题讨论会
。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 4 6 4 人
。

▲ 1 9 9 1 年 5 月 19 日至 23 日澳大利亚 CsI R o 遥感地质实验室主任An dy G a be n 博士来

我国考察和访 间
。

并亲自前往迁西
、

金厂峪等地进行野外考察
。

于 1 991 年 5 月 24 日至 25 日

在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研究院进行讲学和交流
。

▲ 1 9 91 年 6 月 5 日
,

美国马里兰大学地质系主任张立豫教授来我院讲学
,

介绍矿物学

及其在无机颜料上的应用
,

受到大家的欢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