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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士范

( 贵州省地矿局 )

〔内容提要〕 我国显生宙鲡铁石主要分布在我国中南
、

西南
,

其次为华东地区
,

主要 产于中奥陶

世
,

中
、

晚泥盆世
,

早
、

中侏罗世地层中
,

以晚泥盆世最为重要
,

其矿石 储量占 70
.

5%
,

沉积条件最

好
,

为接近封闭的浅海泻湖中
。

奥陶纪及泥盆纪海水中沉积的鲡粒直径分别为 0
.

7一 Zm m
,
0

.

2一

0
.

s m m
。

侏罗纪湖水沉积的鲡铁石直径为 0
.

15 一 0
.

66 m m
。

鲡粒环带的形成
,

与水体波动能量使

铁质围绕碎屑矿物
,

或围绕先已形成的自形晶微粒铁矿物旋转有关
。

静水沉积时能量小
,

无环带

形成
,

多为无核心的铁质团粒
。

鲡粒环带
,

杂基多为自形晶铁矿物或碳酸盐物
,

鲡核有的为石英碎

屑
,

有的为自形晶铁矿物或碎屑铁矿物
。

关键词 显生宙 鲡铁石 沉积环境

1 前言

( 1) 鲡铁石的分布概况
,

我国显生宙鲡铁石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中南
、

西南各省
,

少量分布

于华东地区
,

产于中奥陶世
,

中
、

晚泥盆世
,

早
、

中侏罗世
,

而以晚泥盆世最为主要
。

共有鲡铁

石储量约 51 亿吨
。

中奥陶世缅铁石储量占 5
.

8%
,

主要分布在四川西南
,

以宁南
、

金阳两县

具有工业价值
;
中泥盆世缅铁石储量占 1 9

.

8%
,

分布在四川
、

云南
、

贵州
、

广西
;
晚泥盆世鲡

铁石储量占 70
.

5 %
,

分布在湖南
、

江西
、

湖北及四川东部
;
早侏罗世鲡铁石储量占 2%

,

分布

在四川东南
,

贵州北部
; 中侏罗世鲡铁石储量占 2%

,

分布在四川东部及湖北西部 (图 1 )
。

( 2) 鲡铁石研究史
,

我国显生宙缅铁石研究最早的是王 曰伦
、

程裕琪研究湖南宁乡横才

市晚泥盆世鲡铁石开始
。

自后程裕琪
、

张兆瑾
、

廖士范对泥盆纪鲡铁石均有专文报道忿 中南

地质调查所长沙分所廖士范等
,

从 1 9 5 1 年初开始在湖南边境作晚泥盆 世鲡铁矿的普查勘

探
,

以后地质部冶金部有关地质队相继对我国南方各省
,

有关时代鲡铁石作 了大量的普查勘

探工作
,

获得了大 量的地质资料
,

值得专文讨论
。

现将显生宙各时代鲡铁石情况概述 如

下
。

. I G c p 项 目成果
。

公本文 1 9 9 0年 1 1月 2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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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中国显生宙缅铁石分布图

1 .中奥陶世硒铁石分布区
, 2

·

中泥盆世晒铁石分布区
; .3 晚泥盆世渐铁石分布区

,

4
.

早侏罗世缅铁石分布 区
; 5 中侏罗世鲡铁石分布 区

F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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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奥陶世鲡铁石 .

、

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宁南
·

金阳
一

两县境内
,

居中奥陶世中
、

下部
·

而以宁南华弹缅铁石较

为著名
一

。

沉
~

积 在较为 封侨的浅海海湾潮坪 泻湖
一

中 (图 2)
,

泻湖长 轴方 向为 S W
一

封耳 长

1加 km魔 40 一 5队m
,

南窄北宽
。

泻湖中心部分为碱性鲡铁石
,

厚度较大
,

有时厚达 10 。 ;
边

缘地区较薄
,

仅至十厘米
,

至数厘米
,

直至尖灭
,

鲡粒明显减少
。

鲡铁石主要有二层
.

少数为三

胃探磐紫默霭群缨群省漂氰瓷!京珊言醚黑熬
的单个矿体

,

长 3一6k m 、
宽 2一 3k 山 下层鲡铁石厚度延长均较小

,

含铁较低
,

各 层鲡粒占

6
卜 80 %

,
一

户般 70 一80 %
。

华弹缅铁石上层缅铁石含铁 30 一 45 %
,

分般含 ca o .7 62 %
,

M go
工驭阶 510

2

均% ,A b认 它阶
P

一

.0 5% .5 .0 叮阶密度为 .3 貂
二

下层鲡铁石含铁 2

卜 30 %
。

鲡

磊黯鉴瓢幂黔澎巍蔫粼髦黑溜黯黯恶蚕黔
为赤铁矿

。

环带主要为自形晶赤铁矿及少量自形晶鲡绿泥石
。

鲡粒间胶结物为 自形晶碳酸盐

矿物 (石灰石 ), 及氧化铁矿物组成
,

石英
、

长石碎屑次之
,

氧化铁多充填于鲡粒裂隙中
。

环带

数层至十余层
。

缅铁石中组成矿物
,

愈远离古海岸二价铁矿物及碳酸盐矿物愈多
,

碎屑颗粒也愈小
。

近

. 参考蔡惠杨等 ( 19 5 7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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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地区三价铁矿物多
,

碎屑颗粒粗
,

数量多
。

机诫碎屑分异及化学分异现象都很明显
。

铁质随海水波动
,

围绕碎屑 (主要是石英碎屑 )或先已凝结 (晶出 )的铁矿物旋转凝结 (晶

出 )成;环带
,

有的有碎屑核心
,

有的无鲡核
。

鲡粒的形成与海水波动的能量大小有关
,

大时环

带多
,

小时环带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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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西部中奥陶世鲡铁石古地理图 (古地理据王鸿祯
,
19 85 修改 )

`

1
.

浅梅泥质及碳酸盆组合
; 2

.

浅海碳酸盐 (主要为钙质 )组 合
, 3

.

半深海碳酸盐组 合
;

.4 陆棚外部深浅海砂泥质及碳酸盐组合
, .5 古阶 .6 鲡铁石沉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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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泥盆纪鲡铁石

鲡铁石沉积环境

中泥盆世缅铁石产于该地层的中
、

下部
,

重要沉积区四个
:

滇中沉积区丈I )
,

云贵沉积区

( I )
,

黔南沉积区 ( l )和桂东北沉积区 ( W )
。

前两区鲡铁石均沉积在海湾滨岸地区 ( 图3 )
,

鲡

铁石夹于砂岩及砂质页岩中
,

鲡铁石层位稳定
,

单个矿体长 5一 1 0k m
,

宽 3一 s km
。

I 区有缅

铁 石二层
,

厚 Zm 左右
,

含铁 切一朽%
,

l 区主要有鲡铁石一层厚 6一 sm
,

含铁 3 7一 38 %
。

黔

南沉积区的鲡铁石沉积在滨岸河口三角洲砂坝中 (图 3)
,

缅铁石夹于粗粒石英砂岩中
。

由子

沉积环境差
,

单个矿体规模小
,

含鲡铁石多达十余层
,

各层厚 1一 Zm ,

单个矿体长仅数百米
,

各层间距数米至十余米
,

含铁低
,

仅 27 一 28 %
,

桂东北沉积区的鲡铁石沉积在滨岸潮坪地 区

(图 3)
。

鲡铁石夹于含铁白云岩
、

页岩
、

硅质岩中
。

有缅铁石 l一 2 层
,

层厚 Zm 左右
,

单个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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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南方中泥盆世蜘铁石古地理图( 古地理据王鸿祯
,
19 85 修改 )

、

1
.

鲡铁石沉积区
; 2

.

海相沉积区侈
.

古陆
; 4

.

陆相沉积 区
。

1
.

滇中沉积区 , ,
.

云贵沉积 区
;
L 黔南沉积区

; VI 佳东北沉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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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 1一 kZ m
,

宽 kI m
,

含铁 30 一 3 9%
。

另外
,

分布四川境内尚有 9 个沉积区
,

均沉积在 川西

海的滨岸海湾中 (图 3 )
,

由于不重要
,

情况与 I
、

I 区相同
,

故未编号
,

未描述
。

晚泥盆世鲡铁石产于晚泥盆世地层的下部
,

有 3 个沉积区
:

湘南沉积区 ( v )
,

湘
、

赣沉积

区 ( vI )和湘
、

鄂
、

川沉积区 (孤 )
。

前两沉积区的鲡铁石均沉积在半封闭的浅海泻湖中 (图 4 )
,

湘南沉积区鲡铁石层位稳定
,

单个矿体长 3一 17 k m
,

宽数公里
,

至十余公里
,

主要有鲡铁石 1

层沙数地吩一 3 层
,

含铆%0 左右
,

缅铁石层的底板为岩砂
,

顶板为粘土页岩
、

泥质灰岩
。

v 区主要有缅铁石 1 层
,

局部 3一 5 层
,

层厚 Zm 左右
,

含铁 40 %左右
,

底板为砂 岩
,

顶板粘

土页岩
,

泥质灰岩
; VI 区主要有鲡铁石层

,

局部名一 5 层
,

层厚 Zm 左右
,

含铁 40 %左右
,

底板

为砂岩
,

顶板为粘土页岩及泥质灰岩
; vII 沉积区

,

鲡铁石沉积在接近封闭的浅海泻湖中 (图

4)
,

底板砂岩
,

顶板粘土页岩
,

有鲡铁石 3 层
,

主要 1一 2 层
。

层厚 Zm 左右
,

含铁 40 %左右
,

鲡 铁石层位稳定
,

单个矿体长 3一 sk m
,

至 1 kZ m
,

宽 1一 10 km ,

一般 l一 kZ m
。

以 呱 区沉积条件

最好
,

缅铁石矿体规模最大
,

占显生宙鲡铁石总储量 54 书 %
。

.3 2 鲡粒情况

泥盆纪鲡铁石
,

全 部为鲡粒
,

或鲡 粒与团粒组成
。

鲡粒 直径 为 .0 2一 .0 s m m
,

个别达

.1 s m m
。

圆形
、

椭 圆形
,

呈圆形时一般直径 .0 5一 .0 s m m
。

也有长条形
。

鲡的环带 3一 4 层
,

或

1一 2 层
,

最多达数 1 0 层 ( l 区 ), 此时无核心
,

仅有环带
·

也有无核心
,

无环带的凝胶团粒

( 皿
、

孤两区 o) 有时仅有一层环带围绕一颗粗粒石英碎屑
,

形成假缅粒 ( 皿 区 )
。

这些直径与

鲡粒相同
,

均在 .0 2一 .0 s m m
。

环带主要为自形晶胶体 (微粒 )赤铁矿
、

绿泥石
、

菱铁矿
,

或三

者共同组成
、

常混有自形晶胶体 (微粒 )粘土矿物 (多为伊利石 )
。

鲡粒核心多数为石英碎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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鲡粒间胶结物 (基质 )为自形晶含铁矿物 (绿泥石
,

赤铁矿 )
、

粘土矿物
、

石髓
,

少数为这些矿物

的碎屑及石英碎屑
。

如缅铁石层为花岗岩或辉绿岩侵入时
,

铁矿物常变质为磁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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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礴 中国南方晚泥盆世鲡铁石古地理图

1
.

鲡铁石沉积区
。 2

.

古陆
。 3

.

海相沉积区 , 4
.

陆相沉积区
。

v
.

湘南沉积区
; 研

.

湘
、

赣沉积区 ; 比
.

湘
、

鄂
、

川沉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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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s i t i o n a l a rae

泥盆纪鲡铁石成因

( l) 泥盆纪鲡铁石沉积环境
,

为接近封闭的浅海泻湖的 VII 区沉积环境最好
, ,

规模最大 (占

gR3

.3

5 4
.

3% )
,

缅铁石含铁最高 ( eP 40 % )
。

这是因为铁质沉积环境适宜
,

铁质来源丰富
,

泻湖四 周

陆地上含铁岩石风化出来的铁质悬浮物
、

胶体 (少量 )随地表径流流入环境适宜接近封闭的

浅海泻湖之中沉积
。

( 2) 泥盆纪鲡铁石的核心及鲡粒之间的胶结物中碎屑
,

主要是石英碎屑
,

机械分异明显
,

距古海岸愈近碎屑颗粒愈多
、

愈粗
,

距古海岸愈远碎屑愈少
,

颗粒愈细
。

缅粒环带及鲡粒间胶

结物中自形晶矿物距海岸愈近三价铁矿物愈多
; 愈远

,

二价铁矿物及碳酸盐矿物愈多
,

化学

分异明显
。

说明鲡粒是水体中沉积的
。

( 3) 鲡粒环带
,

及鲡粒间胶结物中均为微粒 (小于 80 一 1 00 目 ) 自形 晶胶体矿物
,

由赤铁

矿
、

绿泥石 (多为鲡绿泥石 )
、

菱铁矿
、

碳酸盐等组成
,

只有鲡粒间有少量碎屑矿物
。

说明缅粒

是水体中胶体的沉积物
。

( 4) 环带常围绕石英碎屑
,

说明鲡粒的形成是在海水波动具有一定能量时形成的
,

是铁

质悬浮物
、

胶体 (少量 )围绕石英碎屑转动 (旋转 )形成一层一层的胶体沉积物
,

到了鲡粒有一

定的大小时
,

即直
一

径超过 0
.

2一 0
.

s m m 时水体中浮力小于重力时下沉
,

与泥砂或碳酸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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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共同沉积
。

有时铁质悬浮物
、

胶体随海水波动时
,

海水中无石英碎屑
,

便围绕先 已形成的微

粒铁矿物旋转而成环带
,

从而形成无石英碎屑或其它碎屑为核心的鲡粒 ( 卜 孤 区 )
。

如果海

水能量较低
,

只围绕一颗石英碎屑形成一层环带
,

则形成假缅粒 ( 班区 )
。

如果海水宁静
,

无法

产生有一定能量的波浪时
,

则形成无核心
、

无环带的铁质凝胶团粒 ( ,
、

仍区 )
。

这些结构的直

径均 为 .0 2一 .0 s m m
。

4 侏罗纪鲡铁石 .

侏罗纪的鲡铁石主要产于早
、

中侏罗世
,

两时代的特征差不多
,

均为内陆湖相沉积
。

现以

早侏罗世鲡铁石为例来说明之
。

早侏罗世鲡铁石以四川聂江缅铁石较著名
。

缅铁石居早侏罗世地层的中
、

下部
,

沉积在

川
、

黔
、

滇内陆开阔盆地湖泊沼泽中 (图 5)
,

夹于石英砂岩
、

泥质及泥灰岩
、

碳质岩石中
。

鲡铁

石沉积区长轴 N E 一s w 酒衍铁石的矿物组 合横向变化较大
。

在重庆纂江土岩矿区为例
,

其西南

部为赤铁质砂岩组合
,

东部为赤铁矿组合
,

构成茶江铁矿的主要组合
。

向北东次第为菱铁矿
、

赤铁矿组合及赤铁矿
、

菱铁矿组合
,

那东部的东部次第为菱铁矿组合及铁质砂岩组合
。

这种

岩性较大的变化是湖相沉积的特点
。

鲡铁石层厚 1一 Zm
,

鲡粒
、

假鲡粒约占 10 %左右
,

其次

为球粒状
、

肾状
、

砾状
、

碎屑状
。

其 中以石英及植物碎屑较多
。

鲡粒或假缅粒粒径 0
.

5一

.06 m6 m
·

鲡粒同心环带 3二 4层
,

鲡核为绿泥石
,

环带主要为自形晶微粒褐铁矿
、

赤铁矿
、

绿

泥石
,

少量为这些矿物的碎屑
,

也有赤铁矿
、

菱铁矿环带
。

绿泥石及菱铁矿常氧化为褐铁矿
。

缅粒
、

假鲡粒间胶结物为自形晶含铁矿物及石英碎屑
,

少量植物碎屑
。

鲡粒
、

假鲡粒的形成与

铁质悬浮物 (少量凝胶 )胶体沉积及湖水波动的能量有关
。

与奥陶纪
、

泥盆纪等海水中形成的

鲡粒直径相比
,

顿粒
、

假缅粒直径较小
,

其原因主要 由于湖水含盐度小
,

是淡水沉积
,

浮 力较

小的缘故
。

5 结论

( l) 我国显生宙鲡铁石以海相沉积于接近封闭的浅海泻湖中
,

铁质来源广泛丰富
,

沉积

套肇锣称
;巍瓢爵塌糯糯锣

:穿翼

(2 )我国古生代海水中沉积的鲡铁石储量大 (占 96 写 )
,

缅铁石中缅粒多
,

占 70 一刘 %
,

发育完善
、
中生代侏罗纪的陆相湖水中沉积的鲡铁石储量小 (仅占 切编 )

,

鲡铁石中缅粒少
,

仅 10 %
,

鲡粒发靓
差

。 一
-

;(3 )
一

由于人所共和
_

的原因
,

铁质 (包括二价或三价铁 ) 不易溶于水体 (海水
、

湖水 )中呈真

溶液迁移
,

只能呈悬浮物 (三价铁矿物 )或胶体 (少量 )形成迁移
。

为此我国显生宙鲡铁石主要

以悬浮物
一

、

胶体形式迁移沉积
,

所以鲡粒坏带及杂基均为 自形晶微粒铁矿物
、

碳酸盐矿物组

成
。

酮粒杨合多由石英碎屑
,

少量自形晶铁矿物组成
。

(4 )缅粒环带的形成是由于水体 (海水
、

湖水 )波动时的能量使铁质悬浮物
、

或胶体围绕

一颗或数颗石英 (或其他矿物 )碎屑旋转
,

或围绕先已凝聚 (晶出 ) 的铁矿物 ( 自形晶 )旋转而

公 参考李文汉等 197 厅年研究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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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古陆
; 2

.

内陆开阔盆地河湖砂质及泥质组 合
; 3

.

内陆开阔盆地湖泊泥质及泥灰质组 合
;

4
.

断陷海湾半咸水碎屑及泥质组 合
, 5

.

断陷海湾泥质及碎屑组 合
; 6

.

开阔盆地湖泊沼泽

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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腼 i n s

形成一层一层的环带
。

为此鲡粒有核心或无核心之别
。

环带的多少与海水
、

湖水能量的大小

有关
, ,

能量大则环带层数多
,

小则环带层数少
。

海水
、

湖水宁静时能量极小
,

常形成无环带的

铁质团粒
。

( 5 )鱼而粒直径的大小与沉积时水体的浮力 (咸度 )大小有关
,

浮力大 (咸度大 )的海水中沉

积的缅粒直径大
,

如中奥陶世海水咸度最大
,

浮力也最大
,

形成的鲡直径可达 0
.

7一 Zm m
,

泥

盆纪海水咸度次之
,

缅粒直径也达 0
.

2一 0
,

s m m
。

侏罗纪的缅粒是湖水 (淡水 )沉积的
,

浮力

小
,

鲡粒直径仅 0
.

15一 0
.

6 6 m rn
。

( 6) 鲡粒核心及杂基中碎屑
,

或缅粒环带及杂基中自形晶矿物
,

近古海岸
、

古湖岸的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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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粗
,

三价铁矿物多
,

远离古海岸
、

湖岸的碎屑颗粒小
,

二价铁矿物及碳酸盐矿物多
。

机械

碎屑分异及化学分异现象都很明显
。

(7 )为什么我国鲡铁石集中在古生代的奥陶纪
、

泥盆纪的海相地层 中
,

中生代侏罗纪 陆

相湖字召地层中少
,

其原因如何? 尚值得进一步研究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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