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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南冰洲石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侯一 民 金府实

( 甘肃地矿局第一 地质 队
,

天水
,

74 1 02 0 )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冰 洲 石的利用和产销现伏
,

着重阐述了甘肃陇南地区冰洲石矿的成矿地质背

景
、

矿床特征
、

控矿条件及找矿方向
。

认为在徽成盆地或西成铅锌矿由南北两侧广泛分布的中泥盆

统
、

中一上石炭统
、

下三益统碳酸盐岩与通过该地层的东西向压扭性断裂之次级断裂内赋存有量多

质佳的冰洲石矿产
,

并依据其已知矿床
、

矿点空间分布和成矿条件特征划分出南
、

北两个成矿带
,

指出了找矿靶区
。

关挂词 甘肃陇南 冰洲石 地质背景 成矿条件 找矿方向

1 前 言

冰洲石是一种比较稀少而珍贵的非金属矿产
,

具有透明矿物中最高的双折射率和偏光性

能
,

广泛用于国防工业
、

航天工业
、

电子工业和光学仪器等方面
。

由于种种原因
,

我国对冰

洲石资源缺乏调查
,

地质勘探程度较低
。

目前所知
,

国内冰洲石主要分布在贵州
、

云南
、

辽

宁
、

内蒙
、

青海和新疆等省区
。

于 1 9 9。年起
,

相继在甘肃陇南地区的西和县
、

成县
、

徽县
、

两当县 等 地发现冰洲石矿

床和矿点 10 多处
,

但均未作过系统调查
。

目前陇南地区 已着手采矿
, 1 9 9 1 年成县矿业公 司

对柏树沟冰洲石进行开采
,

投产 4 个月
,

生产冰洲石出口品 60 k g ,

价值 1 00 余万元
。

因此
,

对该区及其他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冰洲石矿产勘查
,

摸清资源
,

着意开采利用
,

发挥其社会经

济效益
,

乃是当务之急
。

笔者等曾对该区冰洲石资源进行了短期考察
,

涉及范围
:

西自成县

沙坝
,

东至两当云屏寺 , 南从徽县大河店
,

北到麻沿河
。

东西长 80 k m
,

南北宽 40 k m
,

面

积约 3 2。。 k m 名。

考察认为
,

区内冰洲石成矿条件良好
,

质量优 良
,

藏量丰富
,

前 景 广阔
。

本文就初步考察成果与同行进行讨论
。

2 成矿地质背景简述

陇南冰洲石主要分布在徽成盆地边缘的西和一成县一徽县一两当县一带
。

处于西秦岭中

带华力西褶断带南部和南带印支褶断带北部
。

冰洲石分布范围与多金属成矿带一致
。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呢盆系
、

石炭系
、

三叠系
,

次 为 中一上 志 留统
、

侏罗系
、

下白坚

统和新生界
。

冰洲石含矿地层为中泥盆统西汉水群
、

中一上石炭统
、

下三叠统西坡组
。

依其

矿床
、

矿点空间分布和赋矿地层构造特征
,

可划分为南
、

北两个成矿带
:

北成矿带位于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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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俞家庄以西一徽县麻沿河
,

东西长约 40 km
,

南北宽约 10 k m
,

含矿地层主要为中 泥盆统

西汉水群
,
南成矿带位于成县松树湾一徽县淡家庄一两当云屏寺

,

东西长约 80 k m
,

南北宽

约 20 k m
,

含矿地层为中
、

上石炭统和下三叠统西坡组
。

上述地层均 为 浅 海相陆源碎屑
一

碳

徽盐沉积建造
,
其中碳酸盐岩发育

,

为主要容矿层
。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

以东西走向的压扭性断裂为主
,

次为北北东向
、

北北西向张 ( 扭 )

性和北东向压 ( 扭 ) 性断裂
。

其中与成矿关系密切的东西向区域性压扭性断裂
,

在北成矿带

有俞家庄一黄诸一清河沿一元坝子大断裂
、

杜家河一曹家庄断裂 , 在南成矿带有松树湾一唐

家沟一两铺坯一中坝
、

刘家坝一马皇坝一云屏寺等大断裂
。

这是大断裂与含矿地层一起
,

控

制了两个成矿带的分布
。

与上述大断裂斜交的次一级北北西 向
、

北北东向和北东向断裂
,

控

制了矿床的形态
、

产状和规模
。

区内火成岩以 中酸性和酸性侵入岩为主
,

主要有糜署岭花岗闪长岩基及黄诸关和草关花

岗闪长岩枝 , 酸性侵入岩主要有厂坝
、

薛家沟和谈家庄等花岗岩小岩体
。

此外尚有煌斑岩
、

斜长扮岩
、

伟晶岩和石英脉等脉岩
。

火成岩与冰洲石矿无明显生因关系
。

区内金属矿床 以铅
、

锌
、

金
、

银
、

汞
、

锑为主
。

其中铅
、

锌
、

金
、

银主要分布于徽成盆

地以北
,
含矿地层为中

、

下泥盆统 , 汞
、

锑主要分布于徽成盆地以南
、

含矿地层为三叠系
、

中一上石炭统和中泥盆统
。
已知非金属矿产有黄铁矿

、

重晶石
、

硅灰石和冰洲石等
。

区内冰洲石矿床
、

矿点星罗棋布
,

其 中北成矿带有柏树沟
、

曹家沟矿床 , 南成矿带有龙目

山
、

火石矿床
,

牛家 窑
、

赛家沟
、

牛家崖
、

漫坪
、

龙 王 洞
、

范 家 山
、

白崖
、

鸡心咀
、

老神

构
、

野林寺和庙湾等矿点
。

3 冰洲石矿床地质特征

陇南冰洲石矿床
、

矿点均赋存于中泥盆统西汉水群
、

中一上石炭统
、

下三叠统西坡组灰

岩地层的破碎带或溶洞中
。

矿体呈脉状
、

透镜状
、

串珠状
、

不规则囊状
,

成群产出
,

一般规

模不大
,
走向长几米至十几米

,

个别可达 50 余米
,

宽 。
.

5 米至数米
,

最宽 达 20 m
。

围岩具

有不同程度的方解石化
、

硅化及褪色蚀变现象
。

矿脉内部呈现明显的带状构造
,

从边缘至内核依次为 白色块状方解石带
、

半透明块状方

解石带
、

冰洲石晶簇晶洞带
。

冰洲石工业品晶体主要产于晶簇晶浊带内
,

其次产于半透明块

状方解石带中
。
晶簇晶洞一般赋存部位为

:
脉的中心部位

、

脉的尖灭部位
、

脉的膨大部位和

脉的分枝交叉部位
。

晶洞规模从几立方米到几十立方米
,

最大可达数千立方米
。

矿石矿物为无色透 明冰洲石
,

脉石矿物为 白色块状方解石和半透明方解石等
。

冰洲石晶

体块度一般为 4 又 4 欠 4一 2 5 又 1 5 又 1 5 e m a ,

个别达 4 0 x 4 0 x 4 0 e m . 。

冰洲石 透明度高
,

颜色

呈无色或淡茶色
、

黄绿色
,

一般无气态
、

液态
、

固态包裹体
,

双晶发育
,

偶见环带构造
。

一

般情况下
,

地表裂隙发育
,

透明度较差
,

向深部裂隙减少
,

透明度增高
。

工业品冰洲石一般

为无色或略带微色
,

透明度高
,

晶莹剔透
,

无固态
、

液态和气态包裹体
,
无裂隙

,
无蒙罩

,

无节瘤
,
无双晶

,
无环带构造

,

紫外线照射无萤光现象
,

碳酸钙含量达 ”
.

93 % 以上
,

质量

优 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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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矿条件及找矿方向

很据对 陇南地区冰洲石矿床地质特征的研究
,

笔者认为 该 区 冰 洲石成矿受控于地层粉

性
、

断裂构造和成矿温度等条件
。

4
,

1 地层岩性条件

区内主要的含矿地层为中泥盆统西汉水群
、

中一上石炭统和下三叠统西纵组之灰岩
。

如
·

柏树 沟和曹家沟冰洲石矿床赋 存于中泥盆统西汉水群灰岩中 ; 龙目山冰洲石矿床和牛家窑
、

走家沟
、

野林寺矿点赋存于下三叠统西坡组灰岩中
;
火石冰洲石矿床 和牛家崖

、

漫坪
、

龙王

洞
、

范家 山
、

白崖
、

鸡心咀
、

老神洞
、

庙 湾等矿点赋存于中
、

上石炭统灰岩中
。

在找矿中要

措上述地层的灰岩层去找矿
。

4
.

2 构造条件

区内东西向压扭性断裂带控制了成矿带的分布
,

矿床及矿体的定位则受其次一级张 ( 扭 )

佘球 ( 压 ) 扭性断裂控制
。

如杜家河一曹家沟断裂
、

俞家庄一黄诸一清河沿一元坝子大断裂控

制了北成矿带
,

柏树沟
、

曹家沟矿宋之矿体均赋存于该断裂两侧次级断裂内 , 红岩山一姚家

坝一淡家庄一昼坪 及刘家坝一马皇
.

次一云屏寺等大断裂控制了南成矿带
,

龙 目山
、

火石矿床

!及牛家窑
、

赛家沟
、

漫坪
、

龙 王洞
、

白崖
、

鸡 心咀
、

野林寺等矿点均分布于该断裂两侧次级
;

断裂中
。

4
.

3 成矿温度

上述南
、

北两个成矿带分别处于西成铅锌矿田的南
、

北两侧
,

并且南成矿带与汞锑矿带

范 围完全一致
,

而在西成铅锌矿 田内目前尚未发现有工业价值的冰洲石矿床或矿点
。

冰洲石

分布于铅锌矿 田外围
,

说明其成矿温度适宜
,

一般约在 1 50 一 1 80 ℃
。

南成犷带 与 低温汞锑

矿带分布的一致性
,
说明了温度条件对成矿作用的控制性

。

综合上述成矿条件
,

初步认为最佳的含矿地层是中泥盆统
、

中一
_

上石炭统和下三叠统
,

最佳的含矿岩层是上述地层中的灰岩
; 最佳的构造是东西走向的压扭性断裂及其两侧次一级

断裂
;
最佳的成矿温度是低温

。

这些控矿因素是相辅相成的
,

只有在这些成矿条件同时具备

的情况下
,

才能形成具工业意义的冰洲石矿床或矿点
。

依据控矿条件的研究
,

初步确定两个成矿远景 区
:

北成矿带俞家庄一黄洁一清河沿一元

坝子大断裂 以北的中泥盆统西汉水群灰岩分布区
,

即杜家河一麻沿河一带 ; 南成矿带红崖山

一姚家坝一谈家庄一昼坪和刘家坝一马皇咀一云屏寺大断裂两侧的中
、

上石炭统和下三叠统

西坡组灰岩分布区
,

即龙 目山一刘家坝一云屏寺一带
。

这两个成矿远景区应成为今后 冰洲石

矿的重要勘查区
。

( 参 考 文 献 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