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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冶矿区晚石炭世岩相古地理特征

及铝土矿找矿方向

李战明!马晓辉!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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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河南大冶铝土矿区晚石炭世早期处于古岛高地之间的滨岸湖沉积环境&中奥陶统以

后%经历了
%F$:8

风化剥蚀%在碳酸盐岩的侵蚀面上发育了钙红土铁(铝(硅风化壳&晚石炭世本

溪期%海侵作用使矿区所在区域变为滨岸湖沉积环境%沉积相出现滨湖相(浅滩相(浅湖相(浅海

相(滨岸沼泽相等
L

种"晚石炭世晚期形成海陆交互相的复理石沉积建造%将早期形成的铝土矿完

整保存下来&今后铝土矿的找矿工作应重点放在浅滩
J

浅湖岩相带(含铝岩系相序发育相对完全

的地段(含铝岩系厚度大且稳定的区段%并注意含铝岩系的表生富集作用&

关键词!

!

铝土矿床"晚石炭世"岩相古地理"沉积环境"海侵"浅滩相"大冶铝土矿区"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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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河南省铝的产量位居全国第二%嵩#山$+箕

#山$地区又是河南省铝土矿的主要矿集区%共发现

并探明大(中型铝土矿床
%L

个%其中大冶铝土矿床

为嵩箕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矿床&大冶铝土矿床

为产于奥陶系碳酸盐岩古老侵蚀面上的一水硬铝石

型沉积铝土矿床%成矿时代属于晚石炭世%赋矿地层

为上石炭统本溪组&本文对大冶铝土矿区所在区域

晚石炭世的岩相古地理特征和铝土矿的找矿方向进

行分析与探讨&

%

!

嵩箕地区古地理特征

!.!

!

晚石炭世的古构造特征

河南省嵩箕地区地处华北地台的南缘%地层分区

为华北区豫西分区嵩箕小区&晚元古代的中岳运动使

本区古老结晶基底发生了强烈褶皱和断裂%确定了本

区的基本构造格局&中岳运动以后直至早古生代末

期%地壳基本趋于稳定%构造运动较弱%多表现为区域

性的隆起与拗陷等幅度不大的升降运动%并且发育了

早古生代以碳酸盐岩为主体的稳定地台型盖层建造"

加里东运动期间%本区稳定抬升成陆%地层基本上未产

生褶皱%并经历了
%F$:8

的风化剥蚀"至晚石炭世中

期%来自北东方和东方的海侵%使嵩箕地区除嵩山(箕

山和长葛等几处古岛外的大部区域都被海水浸没%在

这些古岛之间的滨海湖或湖沼等有利场所%开始了

晚石炭世铁(铝(硅建造沉积&

大冶铝土矿区位于嵩山(箕山和长葛
&

个古岛之

间的登密拗陷中%属嵩箕滨岸湖相沉积环境#图
%

$&

石炭系)

%

*总体上以平行不整合形式沉积在奥陶系#局

部为寒武系$碳酸盐岩的侵蚀面上"这一时期的构造方

向和构造形态%仍以近
CW

向褶皱和
@W

和
@C

向断

裂为主%近
CW

向和近
A@

向断裂次之%几乎与下伏古

生界的构造一致%表现出对古构造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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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箕地区上石炭统本溪组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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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组厚度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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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铝土矿区基岩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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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

!?

上石炭统太原组上段"

&?

上石炭统太原组中段"

#?

上石炭统太原组下段"

L?

上石炭统本溪组"

F?

中奥陶统"

"?

断裂

!.*

!

古构造对本溪组的控制作用

大冶矿区位于登封+密县复向斜的次级构造杨

台+大冶向斜的西翘起端&经钻探证实%向斜轴近

CW

向%长约
LbD

%宽
&

&

#bD

%西端翘起"北翼地层

倾向
%)$f

&

%'$f

%倾角
%$f

&

&$f

"南翼因被后期断裂

切割%产状变化较大%西端有铝土矿产出的部位%其

倾向
!)$f

&

&!$f

%向斜轴部产状变缓&从平面上看%

本溪组分布于盆地边缘呈环带状#图

!

$"从剖面上看%本溪组则分布于湖盆

地底部奥陶系侵蚀面之上%向上继续沉

积了上石炭统太原组及二叠系%表明大

冶湖盆地自晚石炭世至二叠纪的沉

积作用)

!

*

%虽然局部随地壳升降或湖水

物理化学条件变化的影响%发生过沉积

物变化或有沉积间断%但其始终受到古

湖盆地形(地貌的控制%而这一湖盆

地正是由早古生代以前地层在古
CW

向褶皱构造的基础上%又经后期风化侵

蚀继承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矿区晚石炭世为一个近

CW

向的湖盆地%沉积作用受构造的

控制%同时岩溶地貌对于本溪组的沉积

具明显的控制作用)

&

*

&

!

!

矿区沉积岩相特征

*.!

!

晚石炭世大冶矿区沉积岩相特征

晚石炭世大冶矿区处于海侵期的滨岸湖沉积

环境&岩相特征为一套以陆源碎屑岩为主%夹生物

碎屑灰岩#碳质黏土岩$煤层#线$的滨岸湖
J

沼泽

相沉积建造%化学成分上属铁铝硅质建造%微量元素

地球化学分配类型为过渡型&

!?%?%

!

沉积相划分

根据岩石组合(结构构造(古生物化石组合及岩

石地球化学特征%将石炭系地层划分为
L

个相&

#

%

$滨湖相&位于湖湖盆沿岸一线%处于水动

力条件较强的浪基面以上的受破浪和回旋作用影响

较强的地带%其特征为!

"

含有大量陆源碎屑物质%

底部常含有砾石(砂屑等"碎屑物磨圆度差
J

中等%

具次棱角状
J

半滚圆状%分选性亦差"

#

物质成分及

结构混杂%因而造成沉积物颜色的混杂#如杂色黏土

岩$"

$

具冲刷面(槽模(层纹等特征"

%

富含铁质%并

发育赤铁矿(褐铁矿层#鸡窝状山西式铁矿$"

-

含有

碳质和植物根茎化石)

#

*

"

.

从矿区含铝岩系和矿体

分布形态分析%在该相带发育湖滨冲积扇%其厚度自

湖滨向湖心逐渐变薄%形态常呈-掌状."仅在岩相凹

地及漏斗处发育有厚度较大的含铝岩系及铝土矿

层&上述特征表明%沉积物随地表水大量进入湖%

由于湖滨地带水浅而动荡%水动力条件较强%氧的补

给充足%水介质条件多为偏酸性的氧化环境%陆源物

质以不同迁移方式注入湖%由于流速和介质条件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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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粗碎屑物质迅速发生沉淀&

#

!

$浅滩相&位于由湖湖滨相到浅湖相的过

渡地带%分布在浪基面以下由湖岸斜坡向湖心底过

渡的地带&其特征为!

"

上石炭统本溪组以黏土岩

类及铝土矿为主%粒度较细"上石炭统太原组则以粉

砂岩%砂质黏土岩为主"

#

物质成分单一%颜色为较

单纯的深灰(灰白(银灰等色"

$

层位较稳定%多具定

向水平层理%块状及薄层状构造"不论岩层还是铝

#黏$土矿体%均呈似层状或大而稳定的透镜状%矿体

规模较大"

%

出现较多的菱铁矿(黄铁矿及铁绿泥石

矿物&上述特点反映水深比湖滨相增大%水介质条

件为中性
J

偏碱性和相对平静的还原环境&因此有

利于细碎屑物质的沉积%亦利于氢氧化铝胶体的凝

聚和沉淀%同时铁质则以
G4

!N形式发生沉淀%生成

菱铁矿(黄铁矿及铁绿泥石&

#

&

$浅湖相&主要分布于湖湖心一带%其沉积

特征为!

"

岩性为单一的黏土岩#包括铝土矿$%颜色

常为深灰(灰黑乃至沥青黑色"

#

层位稳定%岩石具

水平层理%块状及薄层状甚至为页理构造%常形成规

模较大的层状黏土矿体%如东邻平陌矿区
,-%#

号黏

土矿体长达
&!$$D

"

$

出现较多的黄铁矿(菱铁矿

和铁绿泥石"黄铁矿呈不规则团块状%菱铁矿呈豆鲕

状%它们的含量常随埋藏深度而增加%当埋深较大时

可构成厚层的黄铁矿(菱铁矿矿层&上述特征反映

沉积物在宁静的深水还原环境沉积的特点&

#

#

$浅海相&由于海水的不断入侵%湖湖水逐

渐加深%形成具有化学沉积作用的浅海沉积环境&

"

发育以生物碎屑微晶或隐晶灰岩为主的碳酸盐岩

建造%生物碎屑多为浅海动物碎屑%如群体珊瑚(有

孔虫类(腕足类(

"

蜓类及海百合等化石残体及碎片"

#

灰岩中常含有燧石团块或夹有燧石条带%且越向

上燧石含量越多%甚至某些灰岩层顶出现厚层燧石

层%在与燧石层的接触层面以及燧石层的底面往往

有大量腕足类化石%化石形态完整(清晰而相互重

叠"

$

在灰岩中常夹有煤线及碳质黏土岩"

%

在上石

炭统最底部的灰岩中普遍具波状层理%尤以湖盆四

周最为明显%各单层灰岩呈连续的凸镜状叠加在一

起%且在层理面上夹有灰岩及生物碎屑&上述特征

反映当海侵作用不断加大时%水动力条件由强减弱%

水介质条件由中性
'

偏碱性
'

碱性变化的还原沉积

环境&

#

L

$滨岸沼泽相&这时的水体很浅%并逐渐转为

沼泽沉积环境%一般为每个沉积旋回的末期&随着

时间的推移%湖湖盆因沉积充填变浅缩小%该相带

在空间位置上也逐渐由湖的边缘向湖中心迁

移&其特征为!

"

沉积物常以泥质为主%含少量砂

质%富含碳质而使颜色变为深色%含有大量植物根茎

化石#多为鳞木(羊齿和蕨类$"

#

沉积层不稳定%常

为透镜状及小薄层状%可见有水平层理(页理等构

造"

$

常夹有薄煤层#线$"

%

含有少量的菱铁矿(黄

铁矿&岩相特点反映湖盆水体变浅的同时%湿热的

气候条件使得湖内及周围的植物大量繁殖%植物

枯萎死亡后随陆源碎屑物沉积%形成泥炭层%夹于弱

水动力条件下的泥质和粉砂质之间&

上述
L

个相带)

L

*在平面分布上有一定的分带

性%即自湖边缘向湖的中心%由湖滨相
'

浅滩相
'

浅湖相"当海侵水深加大时成为浅海相沉积%当海退

或湖水干涸变浅时常形成滨岸沼泽相沉积&在剖面

上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呈明显的沉积韵律旋回!

沉积物粒度由粗到细%颜色由浅变深%反映湖水由浅

'

深
'

浅%水动力条件由强
'

弱%水介质条件为由偏

酸性
'

中性
'

偏碱性#

'

碱性$

'

偏酸性的由氧化到

还原的沉积环境&

各岩相带之间有时并无明显的界线%呈渐变过

渡关系或突变关系%这是由于沉积时各种外界因素

影响的缘故&如果沉积速度缓慢(沉积物厚度较大

时比较容易区分每一沉积旋回的各个相带%较薄时

就不易区分&另外%每个沉积旋回末期的滨岸沼泽

相与下个沉积旋回开始的湖滨相紧密相连%因而其

界线不十分明显&

!?%?!

!

沉积环境

大冶矿区及所在区域自晚石炭世开始海侵%接

受湖盆四周红土化残积物沉积&

在海侵开始以前#早古生代末+晚古生代初$的

漫长时期内%处于陆地环境的嵩箕地区处于炎热干

燥的气候环境%形成的大量红土化产物残积于原地

#或发生近距离迁移$&随着海水的入侵%气候逐渐

湿润%降雨量增多%陆生植物生长并繁茂起来%大量

的地表水不但加速了红土化产物的进一步风化(迁

移%而且加速了基底碳酸盐岩的风化溶蚀%在盆地边

部形成低凹不平的岩溶地貌%并残存了初期风化残

积物&

海水进入沉积盆地%湖盆水不断加深%

B

T

值增

高%使注入盆地的地表弱酸性水溶液#胶体溶液$发

生中和反应%导致所携带的物质发生化学分异沉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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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战明等!河南大冶矿区晚石炭世岩相古地理特征及铝土矿找矿方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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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土矿中微量元素含量及生成环境对比

X8054%

!

X=4-.8<4454D4,-<+,-4,-8,9D4-855+

6

4,/<4,R/.+,D4,-+Q081Y/-494

B

+2/-2

时代 环境 样数
平均值

"

U

'

%$

JF

*.

%

*.

!

@/

%

@/

!

>

%

>

!

*1

现代
海水

%# FF?$ "!?L #$?$ &'?& %!?F %!#?% &"?&

淡水
%' F!?& LF?$ !"?' !L?$ "L?) )!?! !"?$

古代
海水

!$ '%?' "F?! #%?) #%?% %%)?! %%#?! !)?!

淡水
%& #%?& #%?$ !&?! %'?' "!?! "F?% %L?"

大冶矿区
%! &)F L" %"& ))

!

注!大冶矿区为光谱分析数据"其他数据据
K+--4.4-85

%

%'F&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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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分析

!!

近代海洋沉积物的研究证实%黏土矿物受沉积

分异作用影响十分显著%由海岸向海洋的方向%高

岭石由多渐少%而伊利石(蒙脱石反而增高&上石

炭统本溪组中黏土矿物以高岭石为主%说明其形成

于滨岸湖沉积环境&

据铝土矿粒度分析表明%在各类离散图落入

区(概率累计频率曲线图(直方图上及萨胡判别式

计算结果%其成因均为浅湖#滩$相碎屑沉积&

大冶矿区铝土矿微量元素特征的研究表明#表

%

%表
!

$%绝大部分属于海相沉积%少数属于陆相环

境&当海侵扩大(湖水加深时%出现明显的浅海相

韵律沉积%多套韵律沉积的重复出现表明当时海水

波动较大&

*.*

!

晚石炭世大冶矿区沉积盆地的演化

早古生代末期#奥陶纪中期$%大冶矿区所在的

沉积盆地雏形就已基本形成%在经历了
%F$:8

的

风化剥蚀%分解得较为彻底的风化产物由于大气降

水较稀少而基本处于原地未动或仅作了极短距离

的迁移&这些风化残余物质与现代风化壳的情形

是基本相同的%多为铝(铁(硅(钛等的氧化物或水

化物&这些产物将成为晚石炭世海侵沉积盆地沉

积物#包括铝土矿$的物质来源&

!?!?%

!

晚石炭世早期

#

%

$海侵开始阶段%气候温暖潮湿&大量的地

表水促使原风化物进一步水解分化%另一方面将基

底碳酸盐岩的溶蚀%在岩石中薄弱地带形成岩溶地

貌%在溶蚀凹地中残积部分风化产物"同时%地表水

使更大量的残积物带入滨海的湖盆地&

#

!

$这些物质被带入湖盆地以后%流速急剧

减小%形成机械#重力流$沉积%在湖边缘形成砂

砾及泥质的混合沉积物%形态上常呈冲积扇形%砾

石常呈扁椭圆形%大小不一%最大可达
%)<D

&砾石

成分主要为滨岸动荡环境中被冲碎的铝土矿或红

土化过程中形成的残积铝土矿(黏土岩&一般不易

见到残留的碳酸盐岩碎屑%这是由于红土化作用时

间较长%残积物分解得较彻底的缘故&这些砾石顺

沉积层理方向沉积&

#

&

$较细的物质由于沉积作用缓慢而被带入

湖内部%平静的环境使其逐渐沉积下来&从沉积剖

面上看%这些较细的粉砂质
J

泥质沉积物%由湖盆

边缘向湖心粒度渐细%厚度渐小%反映出机械沉积

的分异作用&

#

#

$在机械沉积作用的同时%由于地表注入湖

盆的弱酸
J

酸性溶液携带的物质#包括
M5

%

A/

%

G4

%

X/

等$%在介质条件#主要是
B

T

值$变化的情况下%

发生化学分异沉积%当
B

T

值为
!

&

L

时%

G4

!

H

&

大

量沉淀%

M5

!

H

&

与
A/H

!

形成凝胶%形成含铁质较多

的高岭石黏土岩类及少量的富铁铝土矿薄层或透

镜体&

#

L

$随后海水进一步加深%沉积环境逐渐变为

中性
J

偏碱性的还原环境&湖盆地继续缓慢地

接受着风化物质的沉积%湖水中的
A/H

!

一方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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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部分
M5

!

H

&

在弱酸性条件下生成高岭石类黏

土矿物受到消耗%另一方面中性
J

偏碱性的海水提

高了它的溶解度%使湖水中的
A/H

!

趋于不饱和状

态"而此时过饱和的
M5

!

H

&

则在这种条件下发生大

量沉淀%形成致密层状的铝土岩及铝土矿层%常以

含有大量豆鲕为其特征&而
G4

则以
G4

!N形式形成

黄铁矿(菱铁矿和铁绿泥石沉淀&在湖沿岸及较

浅的港湾%植物大量繁殖%产生大量有机质进入湖

盆%因而在这些地带的沉积物往往富含有机质和

煤线&

图
'

!

大冶矿区横
3

勘探线岩相剖面图

G/

6

?&

!

\/-=+Q8</42

B

.+Q/54+Q

B

.+2

B

4<-/,

6

5/,4)/,O8

7

4081Y/-494

B

+2/-

%?

第四系"

!?

下二叠统山西组"

&?

上石炭统太原组上段"

#?

上石炭统太原组中段"

L?

上石炭统太原组

下段"

F?

上石炭统本溪组"

"?

中奥陶统马家沟组"

)?

铝土矿体"

'?

黏土岩"

%$?

含生物燧石团块#条带$

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铝土矿"

%&?

砂岩"

%#?

铁质黏土岩"

%L?

含泥白云质灰岩"

%F?

山西式铁矿"

%"?

钻孔及编号

#

F

$晚石炭世早期的末尾阶段%海侵渐渐消退%

原先沉积的未固结的沉积物#黏土岩类(铝土矿层$

经常处于湖滨水线附近甚至露出地表%再度风化剥

蚀受到冲刷而被破坏%这些破碎的堆积物经过海浪

的冲刷(淘洗%其中的铝质进一步富集%并向湖中

心位置迁移%在早先沉积的薄层状(豆鲕状铝土矿

层上沉积下来%形成较富的厚层碎屑状铝土矿层&

#

"

$海水的进一步退却%海边的植物逐渐向滨

岸的水中发展%使滨岸地带渐趋沼泽化%形成含碳

质的黏土岩类和煤层#或煤线$%完成晚石炭统早期

的全部沉积&

从大冶矿区所在的湖盆地晚石炭世早期的

沉积过程不难看出%沉积盆地经历了一次自缓慢海

侵到海水缓慢退出的过程&当然湖中的海水不

一定全部退完%因为在湖盆地的中心并未见到煤

层或煤线&

!?!?!

!

晚石炭世晚期

晚石炭世晚期%海水迅速广泛侵入%整个湖

盆地均处于海水浸没之中%出现海相碳酸盐岩和陆

源碎屑岩的沉积%沉积物沉积速度快(厚度大%并出

现有规律地多旋回沉积#至少有
#

次较大的旋回$%

每个旋回大都为正粒序!砂砾岩
'

粗砂岩
'

细砂岩

'

砂质泥岩
'

泥岩
'

生物灰岩%最后多以沼泽沉积

物#碳质黏土岩夹煤线$结束%反映出海水多次进退

的沉积过程&

#

%

$海水大量侵入后%沉积盆地处于正常的浅

海环境&沉积物为含生物碎屑灰岩#图
&

$%底部常

具波状层理%向上逐渐含燧石团块甚至变为燧石

层%近岸处有时夹有薄煤层#或煤线$%反映湖水由

浅加深%水动力条件由强渐弱%水介质条件由中性

'

偏碱性
'

碱性变化的还原环境&温暖浅海中的

大量生物使水中
*H

!

急剧减少%促使
*8*H

&

饱和

发生大量沉淀%伴随着生物遗体沉积形成生物碎屑

灰岩"水体较浅地带的沉积物因受波浪的作用形成

波状层理%而随着海侵水体加深%波状层理逐渐消

失"在滨岸地带局部的沼泽化形成煤线及碳质黏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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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战明等!河南大冶矿区晚石炭世岩相古地理特征及铝土矿找矿方向



岩类&水体的变浅使富含
A/H

!

的水溶液发生-浓

缩.%加之注入湖的酸性
J

弱酸性溶液改变了水

中的
B

T

值%使之趋于中性乃至酸性%

A/H

!

开始大

量沉淀%或以凝胶团块沉积于灰岩之中%或呈薄层

于灰岩之上%同时大量海中生物死亡%遗骸被硅质

岩层掩埋&生物碎屑灰岩的沉积厚度受湖湖底

地貌的影响%在底凹处和湖盆中心水深地段%沉积

厚度一般较大"相反在湖底高地凸出处及湖边

缘%厚度变小以至尖灭%因而其沉积的-填平补齐.

作用仍有一定继承性&

#

!

$在灰岩和燧石岩沉积之上%虽然各旋回沉

积物不尽相同%但总的特点是以砂岩为主的陆源碎

屑岩沉积&一般是正粒序的由砂砾岩
'

细粒砂岩

'

粉砂质黏土岩
'

黏土岩沉积&但也有的旋回是

在燧石层之上先沉积黏土岩类%然后再由粗到细沉

积%表明各旋回之间沉积物来源(受剥蚀程度(沉积

速度和沉积环境等诸因素的差异性&碎屑岩常具

交错层理%由滨岸地段向湖中心%沉积厚度逐渐

变薄甚至尖灭%颜色则逐步加深%粒度依次变细"碎

屑磨圆度和分选性均较差&上述规律表明陆源碎

屑物质在近距离搬运之后%在滨岸地带水波动较大

的条件下迅速产生机械沉积的结果&

#

&

$在各旋回的末期%均以沉积黏土岩类(碳质

黏土岩夹煤线为特征%并含有丰富的植物化石%表

现为典型的沼泽相沉积特征&

在上述各大沉积旋回中%还包含有小的沉积旋

回%这在野外剖面及钻孔岩心中得到证实%小旋回

的厚度一般不大#

$?$L

&

%?L$D

$&

二叠纪开始%海相沉积则完全退出%矿区所在

区域成为陆表湖泊"同时水体变浅%范围变小%沉积

物则以陆相碎屑岩类夹煤层的煤系地层为基本特

征&

总之%从对本区湖盆地上石炭统岩相的分析

不难看出%晚石炭世时%矿区所在区域为一陆表海

性质的湖环境%经历了多次的海侵海退过程%至

二叠纪开始转为陆相环境&

&

!

找矿方向分析

迄今为止%河南省发现并探明的钙红土
J

沉积

型铝土矿床)

F

*的成矿时代均为晚石炭世%这种成矿

时代的专属性无疑将是今后寻找同类铝土矿床的

重要依据&

#

%

$钙红土
J

沉积型铝土矿床的形成和分布明

显地受构造的控制&大型铝土矿带多赋存于古隆

起边缘的凹陷地带%矿田受三级构造单元的控制%

矿区则受区域构造的控制&在此范围内的古负地

形#古构造盆地或古岩溶洼地$是铝土矿沉积的有

利场所%这些古负地形往往同时发育有石炭
J

二叠

纪煤系地层%是寻找铝土矿的明显标志&

图
+

!

FS3(/

含铝岩系主要化学成分质量分数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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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土岩"

!?

铝土岩"

&?

铁质黏土岩"

#?

含生物灰岩"

L?

白云质灰

岩"

F?

黏土矿"

"?

铝土矿"

)?"

#

M5

!

H

&

$曲线"

'?"

#

A/H

!

$曲线"

%$?

"

#

G4

!

H

&

$曲线"

%%?

含铝岩系厚度"

%!?

采样位置及编号

#

!

$铝土矿的形成严格受岩相古地理沉积环境

的控制&已知铝土矿体的分布在平面上有明显的

分带性%其中岩溶漏斗状矿体多发育于湖滨相%而

较大的矿体则多发育于浅滩
J

浅湖相&在湖滨区

其面含矿系数通常小于
&$I

%而在浅滩
J

浅湖泊相

面含矿系数一般在
L$I

&

F$I

%因而在寻找铝土矿

床时%首先要进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在已知矿区

或矿点的同一成矿带上%寻找浅滩
J

浅湖相带%以

期找到规模较大的矿床#体$&

#

&

$根据含铝岩系岩性组合的地球化学分异规

律)

"

*

%含铝岩系相序发育愈完全%对铝土矿的形成

愈有利&含铝岩系发育的相序应为铁硅组合
J

硅

铝组合
J

铝质组合
J

铝硅组合#图
#

$%其中铝质组

合赋存于含铝岩系中上部%是铝土矿发育的主要层

位&按照其组合规律%将含铝岩系划分为
#

个岩相

阶段%如果
#

段均有发育%即使较薄%一般仍能见到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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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铝土矿"在铝土矿体赋存地段%一般仅发育一

段和四段%即在矿区所见含铝岩系%不论其有矿与

否%均能见到一段铁质黏土岩层位和四段含煤或碳

质黏土岩层位&含铝岩系相序发育完全%往往反映

其化学沉积分异作用进行得较为彻底%因而其矿体

顶底板围岩粒度均较细微%故今后寻找铝土矿的重

点对象%是寻找发育完全的相序中的铝质组合层

位&

#

#

$含铝岩系沉积厚度%反映沉积物质来源和

沉积条件的优劣%一般含铝岩系厚度小于
%$D

者

铝土矿不发育%含铝岩系与铝土矿厚度呈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所以含铝岩系厚度大的分布区%也是寻

找大型铝土矿床最有希望的地区&同时%含铝岩系

厚度稳定的程度%控制着铝土矿体厚度的稳定程

度&以大冶矿区为例%在滨岸区含铝岩系厚度变化

系数为
F'?&LI

%控制着漏斗状矿体的分布%而在浅

滩
J

浅湖区%含铝岩系厚度变化系数为
L'?&FI

%则

控制着似层状矿体的分布&

#

L

$富铝土矿石均赋存于滨岸岩相带中%次生

和表生作用对矿石中铝的富集也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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