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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我国超基性岩含铬性评价探讨

陈森煌

铬铁矿的找矿和研究工作有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
,

即在有利构造部位寻找超 基性 岩 带

(蛇绿岩带)
,

圈定其中的超镁铁岩体
; i平价岩带和岩体的含铬性

,

选择铬铁矿找矿靶区
; 在含矿

岩体中普查勘探工业铬铁矿矿床
。

我国近三十年来的铬矿找矿工作
,

对解决第 1
、

3 环节l可题
,

已在实践和方法上积累了

丰富经验
;

关键是如何从大量岩带 (体 ) 中判别具有成矿远景的岩带 (体)
,

建立起一套简

易而有效的评价超基性岩含铬性的准则
。

本文在参阅大量文献
、

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结合作者从事铬矿工作的实践
,

拟从下列几个方面探讨有关我国超基性岩含铬性的评价问题
。

一
、

超基性岩形成的构造部位和构造环境

分析我国含铬超基性岩带所处构造部位
,

主要有三种类型
:

1
‘

位于地槽与地台 (地块 ) 的边界上靠近地槽褶皱带一侧
,

这个部位往往也是板块缝合

带
。

地处两大构造单元 (或板块 ) 的边界
,

或因地壳 曾经张裂
,

或因深断裂深达上地慢
,

因

此有利于形成规模大
,

连续性好的镁质超基性岩带 (蛇绿岩带)
,

如我国北部地区位于安加

拉板块和塔里木一
一

中朝板块缝合带力的西准噶尔蛇绿岩带和克拉美里一内蒙古蛇绿岩带
,

西

南地区位于印度板块和中国板块缝合带 上的雅鲁藏布畜1蛇绿岩带和藏北蛇绿岩
.

带
。 一

匕述雅
、

西两个蛇约崔爹带可能分别形成于洋中脊和转换断层带的张裂性构造环壕lJi
一

2 ; 。

由于该部位降

压
、

增钻种画度大
,

导致地慢岩分熔程度高
,

使蛇绿岩带中的纯橄岩
一- 斜辉辉橄岩建造非常发

育
,

铬铁矿成矿性良好
。

苏联的肯皮尔赛著名成铬超基性岩带
, ‘·

分布在优地槽及其旁侧的

在大旋回期间经历了稳定 上升的刚性构造的边界上
” ‘

3 J
,

与 匕述构造部位相类似
。

评价此类构造部位上的超基性岩带
,

应特别注意构造交叉或构造转折的部位上 rTf 能出现

的大岩体以及可能倾伏到地槽
“

基底
”

之下
;

延深很大的岩体
,

这类岩体的含铬远景可能是

最大的
。

2
.

价于地槽内部复背 (向) 斜与中间地块的边界上
,

这个部位有时也是板块的俯 冲带
。

由于位处二级构造单元边界
,

且受地槽褶皱带的强烈挤压和变形作用
,

使该部位上的超基性

岩带多呈线状分布
,

由一系列断续出露的中
、

小型链状强蛇纹石化岩体组成
,

这些链状岩体

往往是从深藏的纯橄岩一斜辉辉橄岩体中分出来的断块
。

例如北祁连山一北秦岭蛇绿岩带
、

天山岩带和哀牢山岩带等
。

这类超基性岩带分布十分广泛
,

但由于强烈的构造变动
、

挤压和

变形作用
,

使岩体的发育和保存程度受到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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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价此类构造部位上的超基性岩带

,

应注意地槽区内部长期稳定
一

上升的构造部位
,

那里

有可能出露规模较大的偏基性的岩体
。

3
.

位
一

于地台边缘断裂带和内部裂谷带
。

如燕山基性超基怕崔爹带和攀西基性超基性岩带
。

可能由于陆壳和洋壳下地慢成分的差异
,

由地台区断裂带深切上地慢而上侵的超镁铁岩多数

是镁铁质和铁质超基性岩
. 。

此类超镁铁岩体书:往具有同心环带状或似层状构造
,

空间分布较

零散
,

以中小规模为主
。

评价此类构造部位上的超基性岩带
,

应注意地台区以深断裂为界的古老地层隆起区钡明
,

那里有可能出露含铬丰度较高的偏基性超镁铁岩建造
。

显然
,

第一类构造部位对于形成和保存含铬超镁铁岩建造最有利
,

它的找矿远景也最大
。

第三类构造部位根据布什维尔德和南非大岩墙含铬层状杂岩体的实例
,

也具有巨大找矿前景
,

但在我国地台区尚未发现类似的杂岩体
.

攀西地区的层状杂岩体以基性岩为主
,

超镁铁岩建

造或者不发育
,

或者深藏在1 0 0 0米以下
,

使找矿前景受到极大限制
。

二
、

岩石学标志

予测和普查铬铁矿矿床的最基本任务是确定与矿床有成因关系的岩石建造类型
,

查明含

铬铁矿岩石的产生条件
。

国内外不少铬矿工作者对此进行过研究
,

提出了许多观点
。

王希斌
、

蝴虱声等总结了地槽区五种含铬岩体类型和地台区两种含铬岩体类型义
:

张驰等把新疆地区

镁质超基性岩划分为高铝型和低铝型单期多岩相岩体和多期复合岩体
,

指出
“

以单期多岩相

高铝型含纯橄岩的斜辉辉橄岩组合及多期复合岩体对成矿最好
。 ” 汤懂显扬等把北祁连山超

基性岩体划分九个 (亚 ) 类
,

总结出多岩相的纯橄岩一余}辉辉橄岩
‘

型
、

纯橄岩一梢爵辉辉橄岩

一橄榄岩型和异剥橄榄岩 (辉岩) 一纯橄岩一斜辉辉橄岩型等是有利成矿的岩体类型峪J
。

苏

联H
.

H 塔塔林诺夫指出有利于铬铁矿床产出的只是那些含纯橄岩和斜辉辉橄岩的岩体
。

这

两利岩石的组合被C
.

B
.

莫斯卡列娃称为纯橄岩
一
州料辉辉橄岩建造

,

莫氏进一步强调
:

有工

业价值的铬铁矿体的母岩
,

也并非是纯橄岩一梢爵辉辉橄岩建造的全翻瑞石
,

而只是橄榄石含量

最高的纯橄岩 (含 。一 5 %顽火辉石) 和成分相似的纯橄岩
一

州斜辉辉橄岩 啥 5 一 15 %顽火

辉石 ) 〔3 J
。

很明显
,

士述观点具有很大一致性
,

都认为多岩相
,

特别是发育有纯橄岩 一 斜

辉辉橄岩建造的岩体类型最有利于形成工业铬铁矿床
。

这是一个客观现象
,

我们还必须进一

步探讨这些有利于成矿的岩石建造 (岩相) 与铬铁矿成矿作用的内在联系
。

在我国
,

含铬超镁铁岩
,

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种岩石系列
,

即纯橄岩
一

一斜辉辉橄岩一
一
斜

辉橄榄岩 (可能出现少量单斜辉石) 岩 系和纯橄岩一单斜辉石岩一 (闪辉岩和辉闪岩 )岩系
。

能告 系是阿尔卑斯型纯橄岩一余牛辉辉橄岩组合的典型岩石
,

出现在优地槽发育的早期阶段

和大洋中脊型的裂谷构造中
,

其特点是镁质含量极高
,

而钙和碱金属含量极低
,

各类岩石之

间缺乏明显的演化趋势 (插图 l )
,

普遍认为这个镁质岩系连同其中的铬铁矿是地慢岩
.

高度

分熔的残留物 (分熔程度最高可达 30 一 60 % ) ,

是高品位豆荚状铭铁矿床的唯一母岩
。

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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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例子是罗布莎和萨匀舰海岩体
。

后一岩系主要产于地台区和过渡带构造部位
,

常与基性岩

伴生
,

岩石成分富铁
、

钙
,

单斜辉石普遍发育
.

多为镁铁质和铁质超基性岩
,

岩系中岩浆杂

岩的碱度和铁质逐渐增加
,

各类岩石之间具有明显的演化趋势 (插图 2 )
,

一般认为这个岩

系是来自地慢岩的初熔拉斑玄武岩浆在浩浆房中进一步分异的产物
,

其中相对富镁质的纯橄

岩是低品位似 层状铬铁矿床的母岩
,

大道
、

高寺
、

平顶岩体是这类岩 系的例子
。

两个岩
.

石系列中铬铁矿的成矿母岩都是富镁质的岩相
,

这与元素的地球化学性状有关
。

组合中的纯橄岩含镁量很高而 巨非常活泼
.

铬的含量也很高 (在岩浆 系列中只有非常富镁而

贫钦的岩石才富铬 )
,

铬与镁质纯橄岩熔融体伴生在一起
,

促使铬的化合价大大提高
,

而铬

的配位数却明显降低
,

这会使 C r 一丈) 的结合能随之提高
,

有利 于铬元素聚集形成含矿熔融体
;

而当纯橄岩向斜辉辉橄岩熔融体过渡时
,

六价铬的数量减少
,

平均配位数增加
,

cr 一 。 结

合能降低
,

造成铬的溶解度下降
,

这就是为什么品位高的大型铬铁矿矿床通常与镁质超基性

岩伴生的原因
。

应该指出
,

并非所有纯橄岩都是有工业价值铬铁矿体的母岩
,

而只是纯橄岩一斜辉辉橄

岩建造中的纯橄岩
。

这种纯橄岩常呈黄绿一浅绿色
,

多具粗晶粒状结构
,

呈大异离体群与含

辉石少的斜辉辉橄岩交替产出
_

另一种纯橄岩
,

即具自形一半 自形细粒结构
.

色调较深 (暗

绿一黑绿色 )
,

人面积出露的纯橄岩
,

则一般不含工业铬铁矿体
,

或只形成一些浸染条带状

的矿体
。

两种纯橄岩含矿性的差别可育
;

与原生熔融体 M g / Fe 比值的高低有 关
。

镁和铁对 氧

化硅的亲和 力是不同的
,

前者比后者要大得多 (分别为巧
.

1千卡和 4
.

8 千卡 )
,

M g Fe 比

值降低
,

使碱对硅酸的中和效应下降
,

因此熔融体吸收酸性成分 (指铬酸 ) 的能力变弱
,

这

将影响铬元素在熔融体中的丰度和富集度从而减少铬铁可
‘

化的可能性
。

这恐怕也是铁质超基

性岩中的纯橄岩 多形成富铁低品位铬铁矿的主要原因
。

超镁铁岩组合中如果发育有含人量顽火辉石
天 1 5 一阴 % )和含单斜辉石的二辉橄榄岩

,

而缺少纯橄岩杯的话
,

尽份岩体规模很大
,

也唯于发现工业铬铁矿体
,

甚至于很少发育铬铁

矿化现象
。

这是因为从纯橄岩
一

料辉辉橄岩向二辉橄榄岩
、

异剥橄榄岩
、

橄揽辉石岩和单斜

辉石岩的演化代表碱度逐渐增加的流体环境
,

而碱度增力咖 制了铬铁矿的矿化作用
;

在高碱

度情况下
,

熔融体中的铬儿索毕 分散状态
,

有很大一部分铬进入单斜辉石的晶格 (铬透辉石 )
.

甚至已形成的铬尖晶石也 {可能被磁铁矿完全交代 因此在发育大量含辉石 、顽大辉石和单斜

辉石 ) 的岩石组合的超基性岩体中寻找工业铬铁矿矿床是没有指望的
〔

三
、

岩浆中铬的丰度及其富集条件

有关铬铁矿的成因i寸沦中
.

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是铬铁矿熔融体从母岩浆中呈液体状

态分离的晚期岩浆成矿假说
.

这个假说已为铬铁矿床的一系列特征
,

特别是造矿铬铁矿和附

矿物铬尖晶石形成温度的差异所论证
。

由此闰
一

以认为
,

岩浆中铬的丰度及其富集条件应是铬

铁矿成矿的内在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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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批重要铬铁矿床的成铬岩体
,

其 cr
20 。 的总平均含量一般都在 0

.

5 %以上
,

燕山

岩带中的 几个成铬,J诺体的cr
2
0

3

平均含量甚至高达1
.

5 一 2
.

29 %
。

岩体中各类壳爹相中Q P
3

含量的差异 (以及其它化学成分的差异 ) 则是衡量铬富集程度和岩浆分异程度的重要标志
。

无疑地
,

铬丰度高且含量差异大有利于形成较大规模的铬铁矿体
,

例如萨尔
、

大道和罗布等

产有大
、

中型铬铁矿矿床的岩体
,

不仅它们的Cr 几 总含量较高 (o : 51 一0
.

85 % )
,

而 且 各

种各相中C
r
p

。

的含量差异都十分明显
,

其差值最大可达 1
.

52 倍 (2. 52
: l )

。

而唐巴勒岩

体虽然发育大量纯橄岩相
,

一

但Cr p 。总含量偏低
,

各岩相中Qp
,
含量几乎没有差 别

,

因而

它的含矿性较差
,

只发现少数铬矿点 (表 1 ) m
。

主要岩体 Cr p
3

含且对比表 表 1

岩石中Cr
‘
o

。

含量 (重量 % )

岩 体 岩体矿化情况

纯橄岩 ! 斜辉辉橄岩 1 斜辉橄榄岩 } 透辉岩 }岩体平均

唐巴勒

萨尔

大道

玉石

松树沟

东巧

罗布

小型铬矿点

大型铭矿床

大型铬矿床

中型铬矿床

中型铬矿床

中型铬矿床

大型铬矿床

68457172创5185
nUn“�n曰nn月
�
“n

勺山亡JqU左nU�匕八曰n�O

474540肠
八“n曰八U
O45邪5049597444八U八U八目n曰O八曰们八4605068369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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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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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门

王恒升
、

白文吉提出的岩浆分熔 (熔离) 和残余岩浆两种铭铁矿的成矿作用
,

认为成矿

物质主要是在液态阶段通过熔离作用和结晶分异作用得以聚集形成含矿熔融体和残 余 矿 浆

的〔翻
。

运用这两种成矿作用完全可以解释 上述两种不同成因的铬铁矿床的基本特征
。

高品位

熔离型铬铁矿的成矿物质的富集条件
,

应主要取决于流体中矿质和挥发分的丰度
、

流体的氧

逸度和碱度
;
而低品位残余岩浆结晶分异型铬铁矿的成矿物质的富集条件除了l j主因素外

,

还与岩浆房的大小
、

温度压力
,

周围构造环境和岩浆的补给有关
。

研究铬铁矿体及其围岩中铬尖晶石类和橄榄石类矿物的化学成分
、

结构和物性特征上的

差异可以探索成矿物质的富集条件
。

铬尖 晶石的含铁率 (f 10 0 ) 和分 不含铁 率

f
c r

Fe Cr

几 C r
p

‘

旦竺」丝
_
、

+ M g Cr 夕矿

Fe + M g
是两个重要的指标卿

。

一般来说
,

造矿铬铁矿比附生铬尖晶石都

富铬
、

镁而妙
c Z ,

即前者的含铁率比后者的含铁率低
,

造矿铬铁矿的Fe 越 g 值较附生 铬车

晶石的低是由于铬铁矿石的结晶温度比围岩的结晶温度低得多造成的
,

Fe 瓜 g 差值越大
,

则

矿石和岩石形成的温度差别就越大 (因为温度升高时
,

反应式
:

M g Fe
2
0

; 斗 Fec r
夕

4
二Fe

残O
;
斗扒 g cr p

;

向右进行的趋势加强 )
。

根据平均值计算
,

阿尔卑斯型超镁铁岩体内的 纯

橄岩一斜辉辉橄岩
.

组合中铬尖晶石类矿物的含铁率差别最大 (铬铁矿的f = 34 %
,

附生铬尖

晶石的f 一 47 %△ f一 13 % )
,

而层状侵入体中的差别较小 (f 矿一 58 %
,

f 付一 65 %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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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矿和附生格尖晶石的含铭扭和含铁t 表3

F e C r o 。
门 0 0

铬尖晶石

C r A I

冲~

—
2 1 二 一

C r + A I + F e 3 C r + A j

F e ·

、佣

_
f ~

_
f e r

砂
。J F。 + 峋 F c C r

必
. + 峋 C r

p
.

J ,
罗布莎矿区

造矿矿物

付矿物

纯橄岩中

斜辉辉橄岩中

0
。

7 5 0
.

2 1 2 3
.

8一 2 6
,

6 4 3 9一 4 9

0
.

7 9 0
。

l , 5 2
.

5 7 1
,

9

0
。

66 0
.

3 4

肯皮尔赛矿区 (苏 )

7 3
.

7

造矿矿物

付矿物

纯橄岩中

斜辉辉橄岩 哺

0
.

7 7 n
.

矛6 一 0
.

1 7 艺6
.

3一 4 0
.

5 4 2 一5 2
.

7

0
.

6 6 一0
.

7 6 0 17 一 0
.

2 7 42 4一 4 4
。

8 6 1
.

9 一6 9
.

3

0
.

6 1 一0
.

6 3 50
.

2一5 0
.

5 7 5 分一 78
.

穷

造岩矿物

纯橄岩中

斜辉辉橄岩中

橄揽岩中

!) J6 一 {二 3 3

I :
萨尔托海矿区

0
.

抢 一 (1
.

19 23
.

飞一 3 0
‘

叮j{1
鱿卜

。

了一 了3
、

0
.

4 5 一 0
.

6 1 0
.

2 0 一0
.

4 3 4 3 一 6日
.

8 8 5
.

9 一 8 8
.

4

0
.

4 9一0
.

5 8 0
.

3 9 一0
.

4 9 3 2 8 一 4 5 8 1
.

9一 吕4 2

0
.

4 6一 0
.

5 3 0
.

4 3 一0
.

4 9

n ,
大道尔吉矿区

3 4
.

4一 3 4
.

5 7 7
.

4 一 8 3
.

9

造矿矿物

纯橄岩中

料辉辉橄岩中

O ‘3 8 一力
,

右5
43

.

9一 49
‘

召 7 5
.

5 一7 9 4

0 60 一 0
,

3 2 5

0
.

32 一 0
.

肠

0
.

16一 O
、

3 4 50
.

1一 5 6
.

3 6 7一 87
.

5

0
.

7 2 0 2 4 减3 8

造矿矿物

付矿物

纯橄岩中

斜辉辉橄岩 扣

橄榄透辉岩 中

0
.

台9 一0 7 3

口 ,

高寺 台矿区

0
.

1 4 4 5
.

5 5 9
.

6一 5 9
.

9

0
.

5 7 一0
.

6 7 0
.

!6 一 (卜 1 9 5 6 一6 5 7 1
.

吕一8 4
.

2

摆
0

。

」6

0
.

{ 5

n :
布什维尔德矿区

0
.

32 一 吸) 3 9

7 7
.

6 9 3
。

9

7 7
。

9

造矿矿物 0
.

5 4 一 0
.

6 ] 5 8
.

4 一6 2
.

5 7 9
.

4一 9 9

7 % )
,

这说明熔离型铬铁矿床较之残余岩浆结晶分异型铭铁矿床
,

其成矿温度与围岩的结

晶温度之间的间隔要大得多
,

其成矿物质的富集程度要高得多
,

这可能是前者更富挥发组分

和处于较高流本E力造成的
。

产于上述不同构造部位的几个主要铬铁矿区中的铬尖晶石类矿物的成分有明显差别 (表

2. 表3
.

插图 3
、

4 ) ,

可以划分两大类 ( I
、

n ) 四个亚类
。

I类为低铁高铬型 ( 工, ) 和低铁高铝型 ( 1
2 ) 铬尖晶石

,

它们的含铁率和分子含铁率

都较低
,

而造矿铬铁矿与附生铬尖晶石的
‘

和 f
。 r

差值都较大 (△ f l , 二 25 %
,

△ fI Z二 30 %
:

△f。r ll ,

月6 %
,

△ f。r 11
2

=2 0 % )
,

表明成矿物质的富集程度较高
,

这是地慢熔离型铬铁矿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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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l

Cr 十A {+ Fe 卜

飞一 9 :

萨尔托海矿区 ; 10一15
:

20一2 乐大道尔吉矿区
: 2‘一3 快

东巧矿区
;
比一19罗布莎矿区

:

松树构矿区
;
31 一器 高寺台矿区

;

37 刊
l布什维尔德矿区

:
铭一朽肯皮尔赛矿区 ;

O份‘。。淘

. 大道尔吉岩体
样品投影点

0 高寺台岩体样

品投影点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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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橄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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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超基性岩岩石化学M F人图解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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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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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5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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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矿铬铁矿与附生铭尖晶石的含铁率和分子含铁率图解

1 一 , :

2场卜
一~2 3 :

萨尔托海矿区 ; 10 一J反 东巧矿区
:

J6 一I岛 罗布莎矿区
‘

大道尔吉矿区
:

26 一 3任 松树钩矿区
;

31 一36
:

高寺台矿区
;

37 一礴1布什维尔德矿区
; 42一45 肯皮尔赛矿区

: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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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床的特低 n 类为高铁高铝 型 ( n , ) 和高铁低铝型 ( n Z ) 铬尖晶石
,

它们的含铁率和分

子含铁率氰嗽高
,

雀旦造矿铬铁矿和附生铭尖晶石的f和f。: 差值却较小 (△fll , 二 8 %
,

△fll
Z

= 20 % ; △fcr f
Z
一 8 %

,

△ fCr n
Z
二 20 %)

。

表明其成矿物质的富集程度较低
,

这是残余

台浆结晶分异型铬铁矿床的特征
。

前一类高品位铬铁矿由于成矿阶段和成矿温度大大晚于和低于围岩的结晶阶段和结晶温

度
,

使矿体往往脱离周曝豪相而产于其它岩相中
,

与围岩的接触关系清楚截然
;
后一类低品位

铬铁矿则由于与围岩的结晶阶段和结晶温度较接近
,

矿体从不脱离母岩相
,

与围岩的接触关

系多呈渐变过渡
,

没有明显界线
。

由此可以提供某些评价两类铬铁矿矿床的重要信息
:

对于

地 慢 岩 分熔的超镁衫岌爹的含铬性标志
,

主要看有无高品位铬铁矿体及其有成因关系的纯橄

岩异离体的发育
,

以及判别造矿铬铁矿和附生铬尖晶石的成分差别
;
对于玄武岩

.

浆分异的超

镁铁岩铂含矿性标志 主要看有无含铬纯橄岩相的发育及其含铬丰度的高低和造矿铬铁矿与

附生铬尖晶石的成分差别
。

四
、

其它含矿性标志

1
.

岩带和岩体中的矿化程度

地表及浅部的铬铁矿体 (点 ) 露头
,

是最直接的找矿标志
,

是进行就矿找矿的重要依据
。

但不是所有地表含矿岩体都赋有工业铬铁矿床
。

据西准葛尔地区 1 16 个超基性岩体不完全统

计
,

已发现的矿体 (点 ) 总数超过 10 00 个
,

矿体数量多
,

但规模相差很悬殊 (表 4) 其中达

拉布特岩带中矿体数量虽然较其它岩带少
,

但萨
、

鲸两岩体都产有工业铬铁矿床
,

表明只有

刀陛矿体类型发育较全
,

矿体分布集中和伴 生有较大矿体的岩体
,

才最有可能赋存工业铬矿床
。

西准葛尔地区主要岩体中铬铁矿体的数t 和规模 表 4

岩岩 带带 岩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 万吨吨 千 吨吨 百 吨吨 十 吨吨 吨吨 ( 吨吨

玛玛依拉山山 萨雷诺海海 g 66666

::: ;;; lssss :;;; 能能唐唐巴勒勒 唐巴勒勒 8555555555555555

达达达 萨 尔尔 10 666

;;;
一一

2 888 3 111 l 99999

拉拉拉 鲸 鱼鱼 3 00000 2444 444 l777 22222

布布布 科 果拉拉 77777 777 lll 3333333

特特特特特特 lllllllllll

和和 布克克 洪古勒 楞楞 2 2 33333 111 111 4OOO 9 999 8 222

狱据 l
、

姗
、

IX X l一 IJ X lll 等可群统计

2
.

岩 石化学标志

铬铁矿的成矿母岩一般都是镁质超基性岩
,

其m / f 比值通常要大于7
.

5 ;
成矿岩相的岩

石基性度山
‘
S 要大于 1

.

75 浓 出旅 / S 比值似乎具有更加确定的指示意义
,

因为经计算
,

萨尔
,

东巧
、

罗布
,

松树沟和高寺等岩体中近矿纯橄岩的m /s 都在1
.

75 以上非近矿的斜辉辉橄岩
、

橄

榄岩和辉石岩的 S / m 都低于 1
.

75 m /f 值大于7
.

5 的很 多 超基性 并不成矿
。

。 m 2 5 一M g
· ,

+ Fe
·

, + Fe
· , + M n · , + N i

· , + e o ·

z/s ; 、原子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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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晚期岩浆同源分异的超基性
、

基性脉岩的发育
,

往往是工业铬铁矿体的有利找矿标

志
。

国内外很多重要铬铁矿床
,

如萨尔
、

罗布
、

古巴卡马奎
、

阿尔巴尼亚布尔奇泽和菲律宾

的马欣洛克等矿床
,

在矿带和矿群范围内经常发育有纯橄岩脉
、

辉石岩脉
、

橄长岩脉
,

辉绿

岩脉和绿泥石脉等
。

这些脉岩与铬铁矿体的密切空间分布关系和成因联系表明其发育程度和

空间分布位置可作为评阶和寻找铬铁矿体的间接标志
4

、

岩带和岩体的形成时代

全球范围内
,

铬铁矿有三个主要成矿时斯
- 一

~

前寒武纪时期 (南菲
、

津 巴布韦
、

印度
、

巴西和芬兰等 ) ;
晚古生代华力西期 (苏联乌拉尔) 和中

、

新生代时期 (古特堤斯带和西太

平洋带 )
。

第一
、

二个成矿期的铬铁矿石储量巨大
,

但分布相 当局限
,

第三个成矿期的铬矿

石储量较少
,

但分布非常广泛
。

我国铬铁矿床主要形成于第二
、

三个成矿期
,

尤以第三个成

犷期的铬铁矿 (西藏地区 ) 占有重要地位
,

这一时期形成的超基性岩带分布广泛
,

规模巨大
,

其中发育有大量超镁铁岩
、

体
,

特别是以纯橄岩一斜辉辉橄岩组合为主的岩体
,

具有良好的成

矿远景
。

结 语

铬铁矿是一种岩浆内生金属矿床
,

它的形成作用与一系列上地慢和壳层的岩浆构造事件

有关是上地慢物质不均一性运动的产物
。

铬铁矿在成因士
.

与镁质超基性岩有关
,

在空间分布上与超岩石圈深断裂构造有关
。

我们

看到
,

含铬超基性岩带 (蛇绿岩带) 的分布往往具有全球或洲际规模
,

那些在局部看来规模

不大的岩带
,

实际土也是某一巨型笔带的组成部分
。

但是含
.

铬超镁铁岩在摧; 带中的分布通常

是不连续的和不均一的
,

在长达数百公里以至数千公里的岩带中经常出现一些密集分布的岩

体群
,

类似巨大构造岩浆链中的一些
‘

唱
·

浆结
” ,

就在这些皮此间距数百公里的
‘

错浆结
”

中时常伴生有巨大的铬铁矿田
。

这充分说明岩浆构造活动的不均一性
,

以及受其控制的铬铁

矿成矿作用的不均一性
。

由于含铬基性超基性岩浆来自上地投
,

因此可把出现在特定构造部位上的
二

嗜浆结
”

称为
“

地慢窗
’,

仪
: 。 1。 w in d 0 w )

。 “

地慢窗
”

已有现代的例子
。

例如大洋中脊的上地鳗士隆
,

以及最近报导的法国和西班牙研究人员于 19 8 6年 6 月在1酬1牙西北部加利西亚以西进行的一

次九底探测
,

发现存在着第三类海底一
~

这类海底既非大陆性的
,

又非海洋性的
,

而是由来自

地球深部的岩石
,

即地壳下的地慢构成的
。

提出
“

地慢窗
”

的概念
,

研究
“

地慢窗
”

的形成条

件及其空间分布规律
,

对于评价和寻找铬铁矿床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

“

地慢窗
”

的出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

—地壳厚度的减薄以至破裂和上地馒的
一

月隆 (或

底辟)
:

超岩石圈断裂构造和大型推复构造的作用
;
大规模基性

、

超基性岩浆活动形成 一系

列集中分布的镁质
、

镁铁质岩体
,

特别是发育有高度分熔的地慢岩残留物一一纯橄岩 一斜辉

辉相赌组 合
;

伴生有大的地球物理场异常 ( T
,

△g 异常) 和地球化学场异常 (Cr
,

N : 、

。
,

Pt 族元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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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超荃性岩含铭性评价探讨

在一个大岩带中可能出现几个岩体集中分布的
“

地慢窗
” ,

尽管不是每个
“

地慢窗
”

都

赋有工业铬铁矿体
,

但是有经济价值的铬铁矿矿床都无例夕随产于
“

地慢窗
”

内
,

这些成铬

“

地慢窗
”

的成矿标志可初步总结如下
:

1
.

位于有利的构造部位 一两大构造单元结合边界上的构造交叉或构造夺勃于部位
;

2
.

有一系列规模较大的超镁铁岩体出零
;

3
.

超镁铁岩体中有含顽火辉石少的纯橄岩一斜辉辉橄岩建造广
‘

泛发育
;

4
.

超镁铁岩体的Cr
: 0 :

平均含量较高
,

各类岩石的0
: 0 3

含量差异和其它化学成分差异

明显
。

5
.

超镁铁岩体中岩相分带清楚
,

主要含矿岩相的基性度较高
,

m /’S 值大于 1
.

7 5
。

6
.

造矿铬铁矿和附生铬尖晶石成分有明显差异
.

造矿铬铁矿的分子含铁率较低
,

fcr <

50 ~ 7 5 %
;

7
.

超镁铁岩体中铬铁矿化发育
,

矿体分布集中
.

发育有高品位铬铁矿石
;

8
.

晚期岩浆同源分异脉岩广泛发育
;

9
.

超镁铁岩体具有适中的保存条件
;

1 0
.

伴生有规模较大的地球物理一化学场异常
。

本文仅对我国超基性岩
.

含铬性 i呐价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撼寸
,

由于冲平 有限
.

错误之

处
,

敬请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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