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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永丰县长田坑滑石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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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南昌330000)

摘要：江西省永丰县长田坑滑石矿床产于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第四段滑石(泥)岩夹灰岩中，矿体呈层状、似层状

和透镜状。根据风化程度矿体分为风化矿体、半风化矿体与原生矿体三种类型，矿石矿物组成以滑石为主，次为蒙

脱石、高岭石、石英及少量氧化铁、方解石、绢云母、白云石等。按照矿石自然类型和工艺性能，将矿石划分为原生

滑石矿石、风化残余滑石矿石。原生滑石矿石以显微条带状构造、块状构造为主；风化残余滑石矿多为土状、多孔

状构造。矿床类型为残积型、沉积和残积过渡型、沉积型。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第四段、第五段局部及其风化带为其

主要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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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石是一种层状硅酸盐矿物，化学式为

Mg。(Si。O。。)(0H)：，具有化学性质稳定、熔点高、

耐火性能好、绝缘性能优良等特性，是一种非常重要

的工业矿物原料，在造纸、橡胶、塑料、油漆、陶瓷、日

用化妆品等方面具有广泛用途。滑石矿主要产于前

苏联、中国、美国、朝鲜、奥地利等[1]。我国滑石矿主

要分布于江西、辽宁、山东等省。辽东、辽南东地区

滑石矿床主要赋存在早元古代大石桥组富镁质的碳

酸盐岩建造，如辽宁海城滑石矿床口．4]。湖南、湖北

及贵州二叠系地层内沉积型滑石矿床研究已取得显

著成果[5。7]，其中二叠系地层内沉积型滑石矿床是湖

南省主要滑石矿床类型之一[5]。江西发现的滑石矿

主要分布于赣北新元古代灯影组硅质白云岩内，如

广丰杨村沉积型黑滑石矿[1’8]。赣北地区二叠系茅

口阶下段(现称为小江边组)含燧石灰岩、片状软滑

石岩、泥灰岩、白云质灰岩含矿建造内已发现风化残

余滑石碳酸盐岩型矿床，如九江软滑石矿床D]。赣

中地区小江边组滑石矿早在1984年由赣州地质学

校在本区开展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时发

现，至今在该层位内已开采了部分滑石矿，但该层位

滑石矿床尚未进行系统勘查，且达到普查程度的矿

床也较少，该类矿床地质特征、成矿物质来源及成因

等方面的研究程度较低。永丰县长田坑滑石矿作为

赣中地区中二叠统小江边组(P：z)内首个进行系统

勘查且达到普查程度(部分详查)的中型滑石矿床，

对其成矿地质背景、矿石特征、矿床成因及形成机理

进行研究，对在赣中地区小江边组内寻找滑石矿床

具有积极意义。

1区域地质背景

大地构造位置上，长田坑滑石矿属华南加里东

地槽褶皱系赣中南褶隆赣西南坳陷大湖山一芙蓉山

隆断束之中段藤田向斜的核部中心地带[1引。区域

上经历了多期次构造旋回，加里东构造运动以强烈

的褶皱回返和区域变质为特征，形成了周边地区的

褶皱基底及南北构造线为主的基底复背斜及韧、脆

性断裂，次级构造线为北东向。加里东构造运动后

期至华力西一印支运动以上升隆起为主，兼一定强度

的褶皱、断裂。而燕山运动以断块升降活动为主，形

成一系列北东、北西向断裂，使部分加里东期基底断

裂再次活动。

区域地层较发育，从老到新有青白口系，泥盆

系，石炭系，二叠系及第四系。青白口系主要分布在

古县一螺田一带，为研究区最老的地层，组成褶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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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泥盆系主要分布于西部和北部；石炭系主要分布

于东南部，在谢坊一南坑圩一带出露较多；二叠系分

布于藤田、秋江、瑶田一带，其中小江边组分布于藤

田向斜的核部；第四系主要见于古县河及其支流

两岸。

区内受多期构造的改造和叠加，形成了复杂的

构造形迹。印支期藤田向斜为本区主要褶皱，西起

永丰县古县圩，经藤田至官山岭扬起，受后期构造作

用轴线呈反“S”形弯曲，轴向北西一南东的开阔平

缓单斜构造。向斜核部由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灰岩、

页岩、粘土岩夹粉砂岩与孤峰组硅质岩、粘土岩夹锰

矿层所组成。区内断层发育，以东西向、北西向平

移一逆断层，北东东向、北东向逆断层为主。

区内岩浆岩分布于东北部和东部一带，主要为

加里东期和燕山期中酸性花岗岩类，岩体侵位于震

旦系、青白口系绢云千枚岩、变余杂砂岩地层。

2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位于藤田向斜中心部位，出露地层主要为

二叠系，未见岩浆热液活动和区域变质作用。中二

叠统小江边组(P。z)及相应风化残坡积物与成矿关

系密切(图1)。

矿区内地层主要为中二叠统孤峰组(P。g)灰色

含泥硅质岩、硅质泥岩夹砂岩，小江边组(Pzz)灰

岩、泥岩及第四系望城岗组(Qp硼)和联圩组(Qhz)，

滑石矿主要赋存在小江边组地层中。根据其岩性组

合和含矿性特征，自下至上划分为5个岩性段：第一

段(P。z1)为透镜状、结核状燧石岩夹泥岩，厚度>

46．10 m；第二段(P。z2)为黑色薄层状、微层状滑石

(泥)岩，偶夹灰岩，厚度44 m；第三段(Pzz3)为泥晶

灰岩与钙质泥岩互层，厚度112．60 m；第四段

(P。z4)为黑色薄层状、微层状滑石(泥)岩夹灰岩(即

矿层)，厚度55．20 m；第五段(P。z5)为灰黑色、深灰

色薄层状灰岩与泥岩呈不等厚互层，厚度61．86 m。

根据物质成分、成因特征和地形地貌状况及海拔标

高等，将第四系松散冲一残积物层划分为望城岗组

(Qp叫)和联圩组(QhZ)。

矿区内构造以褶皱为主，断裂构造不发育，仅在

矿区东段南翼发育一条北东东向断裂F。(图1)。

褶皱；藤田向斜为轴向北西一南东的开阔平缓单

斜构造，向斜核部由中二叠统孤峰组硅质岩系组成，

并因硅质岩系的抗风化能力较强而构成高于周边标

高30～100 m的较陡峭山体；向斜两翼由小江边组

泥岩一灰岩类组成，形成平缓山坡一山麓。向斜两翼

岩层产状较平缓，倾角一般为20。～30。。

F，断裂：为呈北东东一南西西向展布、倾向

350。、倾角55。且长度近300 m的正断层，西段被第

四系冲积层掩盖，东段形成明显的马鞍形地貌。在

平面上，北盘略往西位移，南盘稍向东偏转，该断裂

对矿层的影响不大。

3矿床地质特征

3．1矿体分布、形态、产状及规模

长田坑滑石矿体赋存于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第四

段(P。z4)黑色薄层状、微层状滑石(泥)岩夹灰岩地

层中，矿体形态受小江边组第四段(P。z4)地层控制，

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根据矿体风化程度分为风

化矿体、半风化矿体和原生矿体，以风化、半化矿体

为主，原生矿体规模较小(表1，图1)。风化矿体主

要有三个(FM一工、FM一Ⅱ、FM一Ⅲ)，分别位于矿区

西段、东段北侧、东段南侧。其中FM—I矿体规模

最大，由2一。一3号勘探线揭露；FM一Ⅱ、FM一Ⅲ矿体由

4—6—8号勘探线揭露。半风化矿体有五个：BM—I、

BM一Ⅱ、BM一Ⅲ、BM一Ⅳ、BM—V，主要分布于风化矿

体之下。原生矿体有3个：工、Ⅱ、Ⅲ，规模均较小，

赋存于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第四段中，产状与地层(围

岩)一致，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其中I号矿体分

布于矿区西区，由。一3线揭露；Ⅱ、Ⅲ号矿体由4—8线

所揭露，分别分布于矿区东区北段、南段(图1，图2)。

以本区规模最大的FM—I矿体为例(图2)，其

占总资源量的35％以上，主要呈层状、似层状，产状

平缓，与地形一致，沿小江边组第四段及第五段局部

地表风化带分布于3—2勘探线间，与围岩界线清楚

(图1，图2)。矿体长度>600 m，赋存标高+135．52

～+162．53 m，平均宽度110 m，浅钻单工程最小厚

度1．51 m，最大厚度10．84 m，平均厚度4．98 m，厚

度变化系数42．05％；单工程矿层最低滑石含量

62．31％，最高79．25％，平均滑石含量70．49％，滑

石含量变化系数7．15％。综上，FM—I矿体属厚度

较稳定、质量稳定的矿体。风化矿体受原生矿体、地

形地貌、大气降水、风化剥蚀和保存条件等控制，主

要沿小江边组第四段(P。z4)及第五段局部地表风化

带分布，上部覆盖层为第四系望城岗组和联圩组，在

藤田向斜的南西翼及两端均可见及，分布较为稳定。

半风化矿体分布于风化矿体与原生矿体之间。

3．2矿石特征

1)矿石矿物组成

对矿区4 3 4件样品进行X射线粉末衍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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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永丰县长田坑矿区地质简图o

Fig．1 Ge0109ical sketch map of Changtiankeng deposit in Yongfeng County

1一第四系联圩组；2一第四系望城岗组；3一中二叠统孤峰组；4一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第五段；5一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第四段；6一中二

叠统小江边组第三段；7一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第二段；8一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第一段；9一风化滑石矿体及编号；10一半风化滑石矿

体及编号；11一原生滑石矿体及编号；12一F。断裂；13一地层产状；14一探槽及编号；15一钻孔及编号；16一勘探线及编号

析[1q发现，长田坑矿石的矿物组成以滑石为主，次

为石英，方解石，少量氧化铁、蒙脱石、绢云母、白云

石等。在原生矿石一半风化矿石、风化矿石中，滑石

含量具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说明风化程度愈高滑石

含量愈高。

风化矿石：以滑石(55％～65％)为主，最高可达

92％；其次为石英(10％～20％)、方解石(10％～

15％)、氧化铁(≤o．5％)及少量蒙脱石等粘土矿物

(图3)。

半风化石：以滑石(55％～75％)为主，最高可达

91％；其次为石英(10％～25％)、方解石(10％～

15％)、氧化铁(≤o．5％)及少量蒙脱石等粘土矿物。

原生矿石：以滑石为主(41％～55％)，最高可达

64％，其次为石英(15％～35％)、方解石(10％～

20％)，偶见少量绿泥石，还有微量蒙脱石、绢云母等

粘土矿物(图4)。

根据脉石矿物的成分及滑石体积分数‘引，该区

矿石均为碳酸盐滑石型。

回田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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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圈z圈，圈4固s困e圈，目s曰，国-。因··
图2 长田坑矿区O号勘探线剖面图o

Fig．2 Profile of exploration 1lne O in Changtiankeng deposit

1一望城岗组；2小江边组第五段；3一小江边组第四段；4一小江边组第三段；5一风化矿体；6一半风化矿体；

7一原生矿体；8一实测地质界线；9一推测地质界线；10一探槽及编号；11一浅钻位置编号及孔深

表1长田坑滑石矿区矿体特征

TabIe l Characteristics of ore—bOdies in Changtiankeng talc deposit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角度(。)

图3 长田坑滑石矿区风化残余矿石(TC402H3—6)的X衍射能谱图

Fig．3 X diffraction spectra of weathering residual ore(TC402H3—6)in Changtinakeng talc deposit

2)矿石组构

长田坑矿区滑石矿矿石以显微鳞片结构为主，

部分碎屑结构及残余生物结构。构造因矿石类型而

异，风化、半风化矿石多以土状构造一次土状构造、多

孑L状构造为主；原生矿石多为显微条带状构造、块状

构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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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长田坑滑石矿区原生矿石(zK001—22—2)的X衍射能谱图

Fig．4 X diffraction spectra of original ore(ZKOO l 22—2)in Changtiankeng talc deposit

3)矿石化学成分

对矿区992件样品分析测试结果显示，长田坑

矿石化学成分主要为SiO。、MgO组成，次为CaO、

TFe：O。。原生矿石、半风化矿石、风化矿石中MgO

的含量总体呈逐渐增高趋势，SiO。含量总体呈逐渐

降低趋势。

风化矿石MgO含量一般为21％～28％，最高

29．83％，酸不溶MgO含量一般为17％～23％，最

高27．48％。半风化矿石MgO含量一般为

19．72％～24．31％，最高27．28％，酸不溶MgO含

量一般为16．02％～22．91％，最高23．04％。原生

矿石MgO含量一般为17％～23％，最高26．10％，

酸不溶MgO含量一般为10％～18％，最高

20．35％。Fe。O。、A1：O。、As、Pb、Cd等有害组分含

量低，可满足各种工业用途对滑石质量的要求。

4)矿石类型

按矿石自然类型和工艺性能，划分为风化残余

滑石矿石、风化残余一原生沉积滑石矿石、原生沉积

滑石矿石三种类型。根据矿石构造主要分为土状构

造、多孔状构造矿石，约占总体储量的80％以上，次

为条带状构造、块状构造矿石。依据矿区主要有用矿

物及组合对矿石进行分类，矿石均为碳酸盐滑石型。

4 矿床成因

滑石矿床的成因类型主要有3种：1)富硅热液

交代富镁碳酸盐、粘土岩等形成的滑石矿；2)基性一

超基性岩经富硅热液蚀变交代形成的滑石矿；3)沉

积型滑石矿，富镁海水中的镁与富硅热液中的硅结

合形成滑石矿[11|。我国沉积成因的黑滑石矿石具

有鲕粒结构，块状、纹层状、条带状构造，显示出典型

的沉积组构，矿石矿物组成单一，主要由滑石、石英、

碳酸盐、生物碎屑和有机质组成，如湘西保靖县、重

庆南桐、江西广丰萍塘和溪滩¨}Ⅲ。

江西永丰县长田坑滑石矿床，由原生矿体、半风

化矿体及风化矿体所组成。原生矿体受地层控制主

要呈似层状、透镜状赋存于中二叠统小江边组第四

段、第五段局部地段中。其矿石矿物的组成单一，主

要由滑石所组成，次为石英及蒙脱石、方解石、绢云

母、白云石等。矿区及周边并未出现交代生成的钙

质硅酸盐(透闪石、透辉石)、蚀变矿物绿泥石等，也

没有明显的交代结构。同时矿区岩浆岩不发育，区

域内既无超基性岩一基性岩体又无中酸性岩浆岩出

露。此外，长田坑滑石矿物的X衍射分析结果显示

矿石中Cr(o．0063％～o．022％，平均0．0117％)、

Co(0．0010％～0．0020％，平均0．0015％)、Ni

(O．0160％～O．0049％，平均O．0073％)含量均较

低。据赋矿灰岩中Cr、Co、Ni含量低的特征，认为

长田坑滑石矿的成因可能与地下水深循环有关[8]。

当pH一3～4时，Si的溶解度较高，正常海水中有大

量的Mg抖、SiO：，在K、Al含量少的前提下二者极

易形成滑石矿[1’13。“]。小江边组沉积时处于相对封

闭且较深的台盆沉积环境，这种差异补尝作用和良

好的地化条件导致矿质的相对富集并沉积成矿，据

此认为永丰长田坑原生滑石矿体成因类型为沉积

型。矿区风化矿体、半风化矿体、原生矿体与小江边

组第四段、第五段局部地段黑色薄层状、微层状泥岩

夹灰岩的产出位置密切相关。风化矿体、半风化矿

体常分布于原生矿体之上，其矿石矿物组成单一，以

滑石为主，次为石英、方解石、氧化铁及少量蒙脱石

等粘土矿物。受风化作用强弱不同的影响，在风化

矿体与原生矿体之间存在同时具有风化与原生矿体

特征的半风化滑石矿体，初步认为长田坑风化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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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江边组第四段与第五段局部地段中的黑色薄层

状、微层状含滑石矿泥岩夹灰岩，经风化作用导致碳

酸钙分解迁出，使矿石中方解石矿物含量减少与滑

石矿物的相应富集；灰岩、泥岩风化完全所形成的风

化残余滑石矿体，其成因类型为风化残余型，而半风

化矿体为沉积和残积过渡型，原生矿体为沉积型。

综上，长田坑矿区滑石矿床成困类型为风化残

余型、沉积和残积过渡型和沉积型。

5找矿标志及找矿前景

5．1 找矿标志

长田坑矿区内滑石矿层主要赋存于二叠系中统

小江边组第四段泥岩(含滑石泥岩、滑石泥岩)、泥灰

岩、生物碎屑灰岩、薄层或团块硅质岩等岩层中。原

生滑石矿形成后，其主要矿物组成比例和次要矿物

组合的变化，受地形、地貌以及风化剥蚀保存条件所

制约的风化带深度控制。因风化作用导致的碳酸钙

分解迁出，使矿石中方解石矿物含量减少与滑石矿

物的相应富集，即大多数形成了滑石含量60％～

70％的矿石。该层位富硅、镁特性具有一定的区域

性和普遍性。因此，今后对于此类滑石矿的寻找重

点应在二叠系中统小江边组或与其相对应的层位及

风化带。

5．2找矿前景

在长田坑经勘查已经提交一个中型滑石矿床。

江西二叠系小江边组分布较广，所产滑石矿较之于

岩浆作用、热液作用及变质作用形成的滑石矿床来

说，其资源潜力则远大于后者，具有良好的找矿前

景。因此加强其地质规律和矿石工艺性能研究，将

对江西的滑石找矿及开发利用起积极推动作用。在

区域上，江西邻省湖南、湖北和四川等地区二叠系小

江边组或与其相应的层位广泛出露，该层位应是寻

找此类型滑石矿床最为有利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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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I’eatures and prospecting significance of Changtiankeng

talc deposit in Yongfeng County，Jiangxi ProVince

LI Yon哥ming，LI Ji—ming，HU Zheng-hua，YANG Xi—hao，SHA Min

(．，i口咒gzi j卵sf缸甜据。厂GPDZogifnZ S甜r研Py，』＼k行f五日托g 330000，(：巩i咒口)

Abstract：The ore bodies as bedded，near bedded and lenticular shapes are hosted in the soapstone and

limestone of fourth section of Triassic of Xiaoj iangbian Fomation．According to degree of weathering，the

ore bodi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such as weathering ore bodies，semi—weathering ore bodies and o—

riginal ores．The ore minerals mainly are talc with same montmorillonite，kaolinite，quartz and a few ferric

oxide，sericite，calcite，dolomite etc． The ores can be divided into primary talc ore and weathering—residual

talc ore on the basis of the natural type and processing property of ores． Primary talc ore is characterized

by microscopic banded and block structure． The weathering—residual talc ores are earthy and porous struc—

ture．The types of deposit are residual，transition and sedimentary type．The fourth and fifth sections of Xi—

aojiangbian Fomation of the middle Triassic are major prospecting markers．

Key words：talc ore； weathering ore body； semi—weathering ore body； primary ore body；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Yongfe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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