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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超基性岩体铬尖晶石的

自然分类及其成因
几

意义

杨 合 群
( 地质矿产部西安地质矿产研 究所 )

铬尖晶石是金川超基性岩体最常见的副矿物
,

含量约为 。
.

5一 1 %
,

其产态主要有两种
:

一种呈细小 ( 粒径。
.

02 一。
.

1毫升 ) 的自形晶
,

晶体棱角有熔圆现象
,

主要嵌布在橄榄石内
,

次在斜方辉石内
,

单斜辉石中较少
,

斜长石中极少 , 另一种呈相对较粗 (粒径 0
.

巧一。
.

8毫米 )

的自形一半自形晶
,

分布在橄榄石和辉石等造岩矿物粒间或硫化物中
,

常被磁铁矿和硫化物

交代
。

据化学分析
,

这些铬尖晶石均富含钦 ( T IO
: 。

.

97 一 3
.

68 w t
.

% )
,

但电子探针面扫

描表明
,

钦在其中呈不均匀分布
,

并且矿物X射线粉晶图上有钦铁矿的衍射线出现
,

高 倍镜

下可见沿铬尖晶石 ( 1 1 1 ) 面分布有许多 出溶的钦铁矿微细片晶
,

片厚 2 x 1 0
一 今

一 2 x l『 ” 毫米
。

将金川岩体24 个铬尖晶石矿物样品的化学分析结果 ( 表 1 ) 按照白文吉一许文斗法
〔” 计

算戊 A l : 0 , 、

C r :
0

3 、

<F
e O >和 M ; 0 四组分

,

并由此数据依距离系数进行Q型聚类分析
,

样品明

显分为两大群
:
A群和 B群 ( 图 1 )

。

选矿厂和相应的采矿系统
,

按年产 60 吨汞和 4 0。一5 00 吨锑商品金属估计
,

大约需投 资 2。。一

25 。万元
,

投矿后仅锑的年产值即可达 35 。万元以上 ( 据本年广西南宁市场锑锭价格 ) , 按上

年美国市场价格
,

汞 的年产值可 达 55 万美元
, `
锑的年产值为 1 19 万美元以上

,

总计折合人民

币约为 5 2 2万元
。

第四
,

在询阳公馆和西和崖湾的邻近地区
,

尚有若干中小矿床
,

适宜于县或个体户小规

模开发
,

如询 阳以北镇安和山阳交界的丁马矿田中的西坡岭
、

丁家山等
。

此外
,

有些矿点
,

如镇安狄家沟锑矿点和临潭
、

眠县
、

宕昌的一些锑 (汞 )矿点
,

虽经地质工作而因矿体规模小

未能求得工业储量
,

但作为乡 ( 镇 ) 和个体经营开发仍能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

询阳公馆和

西和崖湾这两个生产中心建成后
,

可引导和帮助乡 ( 镇 ) 及个体经营办矿
,

并收购 这些小企

业的矿产品
,

既补充了生产中心的不足
,

又能使小企业的产品获得广阔的销路
。

但在应用象丁

家山这样一些矿石组分较复杂的矿床时
,

要注意综合利用
,

同时回收多种有益组分
。

另外
,

考虑到丹凤县锑品冶炼厂在蔡 凹矿山闭坑后
,

矿石来源一部分要从丁马矿田运进
,

而这里的矿

石多属汞一锑综合类型
,

只有少部分为单锑矿石
,

为了不浪费自然资源
,

增加冶炼厂的经济

效益和避免空气严重污染
,

建议该厂增加蒸馏汞的生产流程
,

从汞锑矿石中先提取汞
,

而后

再用焙砂冶炼锑
。

( 参考资朴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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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川岩体铬尖晶石 Q型聚类谱系 图

A 群主要为原生铬尖晶石
。

它广泛

分布于岩体各岩相
。

尽管有些铬尖晶石

边缘开始蚀变
,

但由于蚀变产物所 占比

例很少
,

其群体橄化学分析结果主要代

表原生特征
。

B群主要为次生铬尖晶石
。

它 产 在

I 矿 区硫化物纯的岩中
。

这是因为 I 矿

区该种岩石蚀变强烈
,

使铬尖晶石成分

发生了显著变化
。

在此过程
,

原生铬尖

晶石析出镁铝而吸收铁质形成 次生铬尖

晶石
。

虽然有些次生铬尖 晶石 中还保 留

有呈圆形的原生铬尖晶石残骸
,

但由于

残留较少
,

其群体化学分析结果主要代

表次生特征
。

两群相 比
,

A 群铝高铁低 ( 表 2 )
,

B群铝低铁高 (表 3)
。

而两群的相同点
,

是它们的铬
、

钦
、

锰
、

钒含量有大致共

同的变化范围 ( 表 4 )
,

说明这些 元 素

在蚀变过程中相对地比较稳定
。

原生铬尖晶石与次生铬尖晶石还分

别记载 了岩浆作用阶段和蚀变作用阶段

氧化一还原环境
。

按扣除杂质后计算的基础晶胞中阳离子数统计 ( 表 5 )
,

A 群的 F e “

丫 F e “ +

值为 0
.

2 5一 0
.

6 8 ,

B群的 F e “ 十

/ F
e Z +

值为 1
.

0 3一 1
、

1 0
。

显然
,

能够较好地反映母岩成因特征的应是原生铬尖 晶 石
。

由 A I : 0 。
一 C r : 0

3

一 <F e O >

一M g O直角四 面体展开图对比发现
,

金川岩体 A 群铬尖晶石成分的变化趋势类似 于 我 国 放

马
、

高寺
、

毛家
、

平顶和绿梁等同心式纯橄岩一辉石岩 ( 角闪石岩 ) 杂岩 体 ( 图 2 )
,

不 卜J

于层状基性一超基性岩体 ( 图 3 )
,

也不同于蛇绿岩和阿尔卑斯型岩 体 ( 图 4 )
。

事 实 上
,

金川岩体也具有同心式特征
,

即同一次上侵形成的各岩相呈同心壳状分布
。

岩体 中 心 分 布

橄榄石含量较高的岩相
,

向边部橄榄石逐渐减少
〔“ ]

。

金川 ( 铁质超基性岩体 ) 同东巧 ( 镁质超基性岩体 ) 和红格 ( 铁质基性一富铁 质 超 基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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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孟O ,

图 2 同心式纯橄岩一辉石岩 ( 角闪岩 )

丛经一一一塑 加 lA八

巨习1

幽翔2

蕊皿13 \
C r 2 0

3

图 3 层状基性一超基性杂岩体铬尖晶石

成分变化趋势图

杂岩体的铬尖晶石成分变化趋势图

性岩体 ) 相比
,

’

其铬尖晶石 的稳定组分

参数介于后二者之间
。

如铬 尖 晶 石 的

19 ( C
r : O :

/ T IO
: ) 值

,

东巧岩体 平 均

为 2
.

8 0
,

红格岩体平均为 0
.

39
,

而金川

岩体平均为 1
.

27 ( 表 6 ) , 铬尖晶石中

M
n
O含量 ( w t

.

% )
,

东巧岩体平均 0
.

2 。 ,

乞麟
体 平 均 ”

·

“ “ ,

而金川岩体平 均

。
.

45 ( 表 7 )
。

它们 的氧化一还原 参 数

也具有类似的关系
,

铬尖晶石的 F e “ 今

/

F e , + 比值
,

东巧岩体平均。
.

15
,

红 格

岩体平均 0
.

90
,

而金川岩体 ( A 群 ) 平均为 0
.

4 9 ( 表 8 )
。

综上所述可 以看出
,

金川岩体A群铬尖晶石提供了其母岩成分
、

分异特征和 形 成 环 境

等多方面的信息
,

而 B群铬尖晶石除保留少量原生的信息外
,

主要反映次生作用 的影响
。

本文涉及的研究工作承蒙李先梓研究员的关怀和指导 , 除笔者的工作外
,

文中
一

还 利用

·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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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蛇绿岩和阿尔卑斯型岩体的铬尖晶石成分变化趋势图
( 2一 4据王恒升等

,
1 95 3 〔i 〕 , 但金川岩体数据笔者 )

表 6 格 尖 昌 石 19 ( C r , 0 5
/ T IO

: ) 值 对 比

岁竺今Ji…
一

{二
、-

东 巧
`

} 40 」

幼 .̀ . . . .̀ . . . . . . . . . . . . 口 . . .户 . .州 . . . . . . . 里 . . . . . . . . .

一
. . . . . . 曰 . , . . . . .

-
. . . . . . . . .

幻匡I n V ( 肠 )

2
_

2 2
。

8 0 0
`

32

0
。

8 9

一 0
.

9 9
.

4 9
,

0
.

39

0
.

2 6

0
。

5 4

1 1
。

33

2 0
.

6 6

13 8
.

5 7

…一履赢认令
…

,

矗覆纂薰矗霎鑫
体九匕nné 5日曰各金红

表 7 铬 尖 晶 石 M n O 含 最 ( w t
.

% ) 对 比

nnnnn I n a X

0
。

4 5

0
。

5 5

0
.

9 8

0
。

2 0

0
。

4 5

0
。

5 2

a } V (肠 )

_一 }一
一

“
·

0 6

}
3̀

·

’ “

“
·

“ 5

}
”

·

“ 4

0
`

1 8 一 3 4
_

1 1

{一
-一兰一竺 坐

~

` 竺一一
1 镁 质 超 基 性 岩 体

… 铁 质 超 基 性 岩 体

{ 铁质基性一富铁质超基性岩体

表 8 格 尖 晶 石 F e Z+

/F
e Z+

值 对 比

} mmm i n
’

m a x

} 及及 a n一 111 V (呱 ))) 岩 体 类 型型

000
.

0 000 0
.

24
、

0
。

[ 555 0
.

1 222 7 5
.

2 333 镁 质 超 基 性 岩 体体
000

.

2 555 。
·

6”

…
。

·

` 999 0
.

1 444 2 7
。

5 888 铁 质 超 基 性 岩 体体

000
。

3444 . 1
·

4 8 } 0
.

9 000 0
.

2 555 2 7
。

3 777 铁质基性一富铁质超基性岩体体

岩 体 类 型

镁 质 超 基 性 岩 体

铁 质 超 基 性 岩 体

铁质基性一富铁质超基性岩体

钓l8

岩 沐名称

东 巧
’

金川 ( A )

红 格二

注
:

表 2一 8
, .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研究所
; n
一样数

,

m in 一最小值
,

m ax 一最大值
, “
一均位

·
a n 一 ,

一标准差
,

v 一变 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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