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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铁铜矿床与蒸发岩关系的回顾

—答胡文暄
、

胡受奚

蔡本俊
(地矿部地质力学研究所 )

提 要 长江中下游地 区中三叠统蒸发岩中
,

有石膏层
、

石盐假晶
、 “

盐霜
”
和菱镁矿等

,

表明其原始

古海水的浓度已达到 石盐结晶阶段
。

当晚侏罗一早白奎世时
,

岩浆侵入作用于蒸发岩
,

从围岩一蒸

发岩 (T
Z

)中提供部分盐类物质是完全可能的
,

同时为内生铁铜矿床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

关键词 长江中下游地区 中三叠统 蒸发岩 内生铁铜矿床

作者从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
,

先后对 内生铁铜矿床与蒸发岩 (膏盐 )的关系问题发表

过几篇文章
。

¹ º 川
·

巨2〕
、

〔3〕

最近胡文暄
、

胡受奚在《地质找矿论丛 》19 91 年 6 卷 2 期上发表了
“

宁芜和庐极地区钠 长

石化的钠质来源新探
”

一文川 (以下简称
“

胡文
” )

。 “

胡文
”

对我的
“

内生铁铜矿化与蒸发岩的关

系
”

论文中关于钠化的物质来源与蒸发岩 (T
2 )有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 “

胡文
”

认为
: “
下扬子

地区含膏地层 ( T Z )中不存在钠质来源的物质基础
,

膏岩层 中微量钠 的移出十分有限
,

不可能

成为钠长石化之主要物源
。 ”

胡先生所提的问题
,

是涉及到对盐类矿床的认识和研究方法的问题
。

现仅根据个人在这方

面工作的体会谈点看法
,

并与二位胡先生商讨
。

1 盐类矿床的特点及研究方法

盐类矿床的物质成分主要是钾
、

钠
、

钙
、

镁的碳酸盐
、

硫酸盐
、

氯化物及其复盐
,

此外还有少

量的硼酸盐
、

硝酸盐及含银
、

钡的盐类
。

可知盐类物质中大多数为易溶盐 (如石盐
、

钾
、

镁盐类 )
,

少部份为微 (难 )溶盐 (如石膏
、

硬石膏 )
。

与一般矿床 比较
,

盐类矿床的主要特点是易溶性
,

因此
,

盐类矿床中既有固体矿
,

也有液体

矿
—

卤水
。

就古代固体盐类矿床而言
,

一般 (尤其是潮湿气候区 )在地表都无直接露头
,

常为

深埋于地下的隐伏矿
。

其次
,

盐类物质还有可塑性和易熔性
。

在研究盐类矿床时
,

既要研究其沉积条件
,

也必须注意对后期保存和破坏改造条件的研

¹ 草广金
.

长江中下游及华北地区内生铁铜矿床与膏盐的关系
.

地质与勘探
, 19 7 7 , ( 1)

º 蔡本俊
.

长江中下游内生铁铜矿床与蒸发岩的关系
.

山西地质科技
, 19 79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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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岩浆作用于围岩地层时
,

往往在蒸发岩层段 内占据大量的空间
,

并形成具有
“

顺层
”

侵入特

点的岩盘状
、

蘑菇状
、

塔松状岩体
,

可认为是岩浆对含盐地层破坏的证据
。

构造活动可使含盐地

层发生塑性变形
,

形成如盐丘
、

穿刺等构造变形体
;而切入含盐地层的断裂构造

,

便是地表水和

地下水溶蚀破坏盐层的良好通道
。

因此
,

盐类矿床找矿往往有一定的难度
,

如进行钻探揭露时常需用饱和盐水作冲洗液
,

或

采用其它特殊技术措施
,

才能获得盐矿芯
,

否则便会发生漏矿 (盐 )的情况
。

可知对盐类矿床的研究必须注意其特性和工作方法特点
,

既要研究其原始沉积条件
,

还需

研究其后期保存和破坏条件
。

2 对中三叠世古海水咸化程度的分析

“

胡文
”

认为中三叠统蒸发岩中
“

不存在钠质来源的物质基础
” ,

其理由是
: “

迄今为止
,

整个

下扬子地区 (包括湖北
、

安徽和江苏等省 )尚未在中三叠统中发现任何厚度的石盐层
, ”
表明

“

离

石盐沉积还有一定距离
” , “

膏盐层中无石盐
” 。

作者认为
“

胡文
”
对三省中三叠统蒸发岩中有无石盐的判决

,

存在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问题
。

既未考虑上述盐类物质的特点
,

也未考虑其它含盐性标志
,

不仅否定了过去某一地质历史阶段

(如沉积
、

成岩 )有石盐沉积和保存的可能性
,

也否定了将来后人有发现石盐的可能性
。

我在
“

长江中下游内生铁铜矿床与蒸发岩的关系
”

一文中
,

对该区中三叠统蒸发岩有如下

的论述
: “

这段地层含盐性的岩性
、

岩相标志主要有
: a 、

区内广泛发育有 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

⋯⋯ ; b
、

普遍分布有层状石膏及硬石膏矿床
,

其厚度由J’L 十米一几百米不等⋯⋯
; c 、

含膏盐地

层地表溶蚀的次生标志—盐溶角砾岩广泛发育
,

其中石膏假晶较为常见
,

部分地区 (蒲场 )见

有石盐假晶¹ ; d 、

根据部分硬石膏矿床岩芯分析资料的计算
,

某些层段 内富含菱镁矿
; ⋯⋯

。 ”

“

由上可知该区中三叠世曾具有干燥 (蒸发 )沉积的特点
,

石盐假晶的出现
,

说明古海水的浓度

至少 已达到石盐沉积阶段
。 ”

现在
,

我仍然认为我的这一论述是客观和正确的
。

“

胡文 ”
引用南京 (周冲)石膏矿的九件硬石膏样品的分析资料

,

便得出了
“

膏岩层本身贫钠

质
”

的结论
。

这也值得商榷
。 ’

必须说明
:

南京 (周冲)石膏矿位于明宁镇弧形构造的弧顶部位
,

矿区构造发育
,

石膏及硬

石膏矿层埋藏较浅 (相对 )
,

而且地下水循环条件较好
,

如建矿初期
,

在矿区南部建井时
,

遇有大

量地下水涌出
,

经数月抽水 (多台抽水机 )无法疏干
,

甚至几里之外的地表水塘都受到矿区排水

的影响
。

显然
,

用南京 (周冲)矿区几件样品的分析资料
,

来判断三省中三叠统蒸发岩的含盐性

问题
,

是没有代表性的
,

也是不可靠的
。

在此
,

我愿补充提供一些信息
:
七十年代中期

,

我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石膏矿 (T
2 )

时
,

曾发现某些矿区 (如周冲)部分硬石膏一 白云岩段中
,

少数岩芯表面有
“

盐霜
”

—粉末状盐

渍化物 (苦咸涩味) 出现
,

说明岩石中含有比 c as o ‘

溶解度更大的盐类物质或卤水存在
;
湖北

¹ 张瑞锡
.

中下扬子地区三叠系碳酸盐岩中的盐溶角砾岩和次生石灰岩
.

地质科技资料
, 19 77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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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有岩盐矿 (T
1 2
)

,

地方开采
; 四川的岩盐 (T )也不是胡文所说的薄层

,

而是相反
,

如万县岩

盐厚度> r3 lrn
。

3 对中三叠统蒸发岩保存
、

破坏条件的分析

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地质历史演化特点看
,

该区中三叠世膏盐沉积后至上三叠世阶段属连

续沉积
,

其间没有大规模的构造和岩浆活动
,

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则表现为陆相盆地沉积和明

显的构造一岩浆活动
,

尤其以晚侏罗至早白噩世的构造岩浆活动最为强烈
。

可以认为该区在晚

三叠至下中侏罗世阶段
,

膏盐层 (T
2
)应具有较好的保存条件

。

膏盐层的破坏主要在中侏罗世

以后
,

特别是大规模构造一岩浆活动时期及其以后
。

晚侏罗一早 白垄世大规模构造岩浆活动时
,

应是膏盐层 (T
:
)受破坏的早期阶段

,

此时岩

浆接触含膏盐地层
,

从围岩地层 (T
2
)中吸收 (提供 )部分盐类物质

,

包括 c a 、

M g
、

N a 、

(K )
、

C O 。、

5 0 、 ,

cl
、

H 2 0 等成分是完全可能的
。

正因为有盐类物质的参予
,

便有利于产生内生铁
、

铜矿化
。

从盐类物质破坏改造角度看
,

易溶盐类是最先易受破坏的物质
。

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过燕

山期以来的多次构造岩浆活动
,

这对膏盐层 (T
2
)特别是易溶盐类的破坏是十分强烈的

。

这正

是 长江中下游地区找 (盐 )矿地质条件不如四川盆地的主要原因和特点
。

4 对晚侏罗一早白垄世成盐条件的分析

“

胡文
”

认为与矿化蚀变有关的钠质
,

来源于成矿期 (晚侏罗一早白圣世 )火山一洼地 (蒸发

浓缩 )高浓度 卤水
。

然而
, “

胡文
”

对此洼地中有高浓度卤水存在所举出的证据也是不充分的
。

“

胡文
”

认为
“

从区域上看
,

晚侏罗至早白奎世为成盐期
” 。

根据刘群等同志的研究阁
,

中国中新生代陆源碎屑一化学岩型盐类沉积的成盐期及其分

布是
:

第一成盐期
:

晚侏罗世
,

仅见于藏北
、

藏东
、

滇中地区
。

第二成盐期
:

中白奎世
,

仅见于鄂尔多斯台缘褶带及六盘山区
。

第三成盐期
: I 亚期

,

晚白垄世早期
,

分布于中国东南部
; l 亚期

,

晚白里世晚期至古新世
,

为主要成盐期之一
,

分布于华南
、

滇中南
、

川西盆地
、

新疆莎车等地区
。

第四成盐期
:

始新世晚期至渐新世
,

是重要成盐期之一
,

分布于华北
、

江汉
、

新
、

甘
、

青等

(省)地区
。

第五成盐期
:

新第三纪
,

仅见于西北局部地区
。

由上可知
,

长江中下游地区晚侏罗世和早白至世均不属于成盐期的范围
。

“

胡文
”

认为晚侏罗一早白坐世火山一洼地有
“

高浓度卤水
”

所例举的
“

依据
”

主要是
: a 、 “

宁

芜和庐极地区火山岩系内及其上
、

下
,

已发现有三个层位发育硬石膏沉积
” ,

其一产于火山岩系

底部一罗岭组 (J
2
)

,

其二产于火山沉积夹层中
,

即向山和大鲍庄硬石膏矿 的层位
,

其三为火山

岩系盖层中一浦口组或杨湾组
; b

、

向山硬石膏 s r / c a 比值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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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
“

胡文
”
的这些论据也是不充分的

:

(1 )c a s o 4

沉积只代表盐类沉积序列的早期阶段
。

(2) 对含盐地层的地球化学研究
,

通常要用多种地球化学 比值系数
,

其中 s r

/c
a 比值

,

对

于碳酸盐~ 硫酸盐沉积阶段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

它对氯化物阶段并无指示意义
,

后者常用其它

地球化学系数
,

如 B : ·

1护/ cl
,

M g c 0 3

/ c a c 0 3

等
。

因此
,

仅用 s r / c a 比值不是判别高浓度卤水

沉积的有效系数
。

(3) 从
“

胡文
”
例举的三个硬石膏层 (J

Z一K 荃)的原始层位及其与岩浆一矿化的关系看
,

也存

在某些疑点
:

浦 口组或杨湾组所含的石膏
,

其时代为早白奎世晚期(K {)
,

比岩浆一矿化的 (主 )

时代晚
,

可以认为该层位 (时期 )的卤水与矿化无关或关系不大
,

罗岭组 (J
2
)的硬石膏层

,

除
“

胡

文
”
提及外

,

还未见他人报导过圈
;
向山和大鲍庄 (罗河 )硬石膏矿的成因及原始层位

,

一直存在

争议
,

有主张内生成因的¹
,

或属晚侏罗统闭
,

或为中三叠统膏盐层经后期构造岩浆改造的残

留变形体川
。

(4) 从铁
、

铜矿床成矿地质条件看
,

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矿床
,

含矿岩体只侵人

于含蒸发岩的三叠系 (如鄂东地区等 )
,

其与矿化蚀变有关的钠质
,

来源于中三叠统膏盐层应是

唯一合理的解释
。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可知长江中下游地区中三叠统除产有层状石膏及硬石膏矿外
,

局部地 区还发现

了石盐假晶
、 “

盐霜
” 、

菱镁矿
,

表明其原始沉积时古海水浓度已达到石盐沉积阶段
。

中三叠统的膏盐沉积和覆盖后
,

在燕山期及其以后
,

膏盐层 (T
2
) 曾遭受过多次构造一岩

浆作用的破坏
,

其破坏的时期主要在 (中)晚侏罗世以来的大规模构造岩浆活动时期
,

与此相伴

的必然有地表水及地下水对盐类物质的强烈溶蚀
。

而晚侏罗一早白翌世时期构造岩浆活动
,

对

膏盐层 (T
2 )的破坏应属早期破坏阶段

,

此期岩浆与膏盐层接触时
,

从 围岩地层 (T
2 ) 中吸收部

分盐类物质 (包括钠质 )是完全可能的
,

相应地也为内生铁铜矿床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从成盐条件和含盐性标志看
,

中三叠统比上侏罗统和下白垄统都更优越得多
,

因此
,

前者

(T
: )为燕山期岩浆矿化提供盐类物质 (包括钠质 )的可能性更大

。

而在与中三叠统呈侵入关系

的矿化岩体的地 区 (如鄂东等地区 )
,

其钠质来源于 中三叠统蒸发岩层
,

可说是唯一合理的解

释
。

它们与中晚侏罗世一早白奎世沉积无关
。

¹ 罗河铁矿会战指挥部
,

安徽省地矿局 327 队等
,

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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