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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广南县板茂矿区堆积型

铝土矿的发现及其意义

刘长龄 王双彬 杨启超

提 要 通过对文山地区铝土矿成矿地质条件的研究后
,

作者等曾肯定广南板茂矿区还应有堆积

型铝土矿
。

经 88 年的野外和室内工作
,

终于发现了堆积型铝土矿
,

其 A /s 为 16
.

4
,

可能为一中型

铝土矿
。

关键词 板茂 堆积型 铝土矿 发现

一九八七年作者由于专题研究的安排
,

对云南文山地区的铝土矿地质进行了调查¹ ,

并在

砚山县红舍克矿区发现了堆积型铝土矿º
。

通过室内进一步研究
,

认为广南县的板茂矿区也

应有堆积型铝土矿
。

这一认识主要是引用了十多年来广西苹果等矿区寻找堆积型铝土矿的成

功经验
。

例如视桂西南与滇东南为一个地质成矿区
,

有二叠系沉积铝土矿层并含黄铁矿的矿

源层
。

再者
,

根据新生代湿热气候下地势缓慢上升
,

次生岩溶作用发育
,

除碳酸盐岩以外
,

其它

岩石极少或没有 (即岩溶掺合作用少 )
,

用
“

背斜成矿
”

及准胶结物缺乏粘性与碎屑矿石外观特

征标志进行找堆积型铝土矿是可靠 的〔‘
, , , , , ‘· , , ‘〕 。

一九八 / 又年经作者等人的野外及室内工作
,

终于发现了板茂矿区的堆积型铝土矿
。

研究结果如下
:

一
、

成矿环境

L 地质条件
:
本区位于华南褶皱带

,

经历了长期的构造运动
。

褶皱
,

断裂发育
。

西南侧为

红河深大断裂
,

西北侧为弥勒一宗师大断裂
,

对本区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

区内地层发育为寒

武纪以来的地层
。

总的说来
,

其岩性上部为碳酸盐岩石
,

顶部见有碎屑岩
,

中部为碎屑岩
、

下部

为浅变质的碳酸盐岩石和泥质岩石
。

原生铝土矿层产于石炭系灰岩的风化不整合面上
。

在区

域上碳酸盐岩石的分布面积很大
,

约占 52 %一 66 %
,

其它岩石约占 3 4%一 48 %
。

而板茂铝土

矿区的碳酸盐岩石分布面积大于 85 %
,

这对于次生岩溶作用的发育和形成堆积型铝土矿床是

十分有利的
。

其地质情况如图 l 所示
。

板茂铝土矿 (包括原生及堆积型 )属于一个统一的滇东南
—

桂西南
—

越北成矿区
。

它

们具有多阶段
,

多因素不同程度连续成矿的特征
,

原生铝土矿层是堆积型铝土矿的矿源层
。

作者 (刘长龄
,

19 8 1 、

19 8 4) 曾强调世界上的风化壳
、

岩溶
,

硫化物风化三者往往分别发育

¹ 刘长龄
、

王双彬
:
滇东南堆积型铝土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标志《矿产地质动态》19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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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云南文山地区铝土矿地质略图及矿床
、

矿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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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硫化物风化当作特殊的风化壳或风化壳变种 )
。

很少出现其中两者结合的情况 (即岩

溶与风化壳
,

岩溶与硫化物风化
、

风化壳与硫化物风化 )
。

广西的铝土矿则是三者结合
,

并以远

岩溶硬水铝石型铝土矿层作为主要的物质来源的迭加成因类型
,

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

作者

称之为
“

岩溶坠积
—

再生铝土 矿〔J , 。

只是板茂矿区的岩容坠积
—

再生铝土矿特征不太明

显
,

即硫化物风化不很强烈
,

也可能是采样数 目少所致
。

次生岩溶和风化壳很发育
,

因此
,

次生

岩溶坠积碎屑铝土矿床的存在是肯定的
。

众所周知
,

岩溶坠积型铝土矿
,

不仅需要有盛矿的岩溶洼地
、

谷地
、

漏斗及暗河等地形
,

而

且还要次生岩溶作用随着地壳缓慢上升持续不断的进行
,

使碎屑铝土矿充分
、

彻底的进行风化

破碎
。

主要表现为去硅
,

次为去铁或硫铁
,

让氧化铝矿物相对富集
。

因此
,

原生铝土矿层以下

的碳酸盐岩层越厚越有利
,

越纯越好
。

这样
,

不仅因碳酸盐岩石易溶解
,

易风化
,

而且残留杂质

少
,

掺合作用也小
,

可以使铝土矿进一步纯净
。

板茂矿区的条件与此相似
,

在原生铝土矿层之

上有上二迭统吴家坪组 ( P
Z

w ) 灰岩
,

矿层顶板为劣质煤或炭质页岩
,

极易风化分解
。

矿层以

下基本上都是碳酸盐岩石
,

如中石炭统威宁组 ( C Z

w ) 石灰岩及白云岩
,

厚度达 4 00 米 ;再 向下

为泥盆系和下石炭统灰岩
,

厚度超过了 1 0 0 0 米
。

这是堆积型铝土矿形成的最重要的条件
。

板

茂矿区堆积型铝土矿始终保持在岩溶地形中发育
,

最后形成矿 床
〔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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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板茂矿区有形成堆积型铝土矿良好的地质环境
。

2
.

原生铝土矿 (矿源层 )
:

堆积型铝土矿是原生沉积铝土矿层在次生岩溶作用下
,

经风化
、

淋滤
、

破碎改造
、

相对富集成铝土矿体 ; 而原生沉积铝土矿层则是堆积型铝土矿体形成不可缺

少的物质来源和成矿的基础
。

板茂矿区范围内原生矿层位于上二迭统吴家坪组底部
,

而且含

矿层的分布较广
,

受其岩相古地理的控制
,

沿越北古陆的边缘分布
。

古陆长期隆起
,

在很湿热

的气候及准平原化的条件下
,

进行了很强烈的红土化或砖红壤化以至铝土矿化作用 (碎屑及胶

体的混合物质经水流搬运)
、

经沉积
,

成岩及后生等作用的变化
,

形成原生铝土矿层
,

其分布广
,

厚度大及岩性组合等都十分有利于堆积型铝土矿的形成
。

A
、

含矿岩系
:

原生沉积铝土矿层
,

其含矿岩系自下而上 (图 2 )
:

板茂丫
C 3 , n

骥熬或
、、、 、、之尹岭 、、、 C 牙W

镶
C Z m

图 2 含矿岩系和下伏地层 (据野外照片复制)

图例
: P :

w
‘

吴家坪组灰岩
,

P ,

w
,

炭质页岩及粘土岩
,

P
,

w
l”铝土矿层

, P ,

w
, a

铁撼岩
, e ,

w 中石

炭系威宁组灰岩
。

F烤
.

2
.

Sh o w in g r elati 0 ll shiP of the or 卜加. rill g r o ck

un it an d th e
叨 d eri yin g r o e卜 u n it (a fter 比e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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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板茂铝土矿矿区的构造位置

图例
: T :

中三迭系
, T ,

下三迭系
, P厂 二迭系长兴组灰

岩 P :

w 二迭 系吴家坪组
.

C :

w 中石岩系威宁

组灰岩
, C 月下 石炭系大塘组

,

D 泥盆 系
,

F -

断裂

Fig
.

3 S e he

ma
tie m a p o f R a n 口 . 0 d is tt ie t

¹ 中石炭统威宁组 ( C
Z

w )
,

灰白色
,

浅灰色层状灰岩及白云岩
,

厚度大于 30 0 米
。

º 铁铝质岩 ( P
Z

w 比 ) 灰色及灰褐色
,

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

厚度变化较大
,

受不整合面

的起伏控制
,

在连续层中厚度为 0
.

7一2
.

5 米
,

一般为 2米左右
。

» 铝土矿层 ( P Z

W “ )
,

灰色
、

黑色
、

深灰色
。

矿石为块状
、

似条带状
,

有时为似砂状
,

含有大

量的黄铁矿
。

厚度为 O一7 米
。

¼劣质煤层及炭质页岩
、

粘土岩 ( P
:

W
,

)局部为黄铁矿层
,

其突出特点是高硫和高炭质
,

厚

度大于 2 米
。

½ 灰色
、

深灰色及灰白色厚层状生物碎屑灰岩 ( P ,

w
3 ·

)
,

厚度大于 9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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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灰白色厚层状
、

块状白云岩 ( P Z

w 劝 )
,

厚 150 米
。

¿ 上二迭统长兴组灰岩 ( P Z C ,

图 3)
,

厚 57 米
。

B 、

矿床特征
:

矿床呈层状
、

似层状产出
,

矿层厚度 O一 7 米
,

产状平缓
,

倾角小于 1 0。 ,

与下

伏铁铝岩层的界限清楚
。

由于风化及剥蚀作用
,

矿层呈残留或漂浮在古老的碳酸盐岩石之上
,

呈孤岛状
,

与周围连结困难 (图 3)
。

矿石为灰色
,

兰灰色
,

缅状
—

碎屑状构造
,

很少为豆状

(砾状 )构造
,

属硬水铝石型
,

次要成分有粘土质
,

铁质
,

黄铁矿等
。

黄铁矿含量多的属高硫型矿

石
,

一般呈星散状 ; 但在矿层局部
,

含量高的呈密集状
,

条带状
。

局部含量低的黄铁矿
,

其粒度

较小
,

矿石风化后呈
“

砂状
” ,

多孔状
,

粉砂状
。

矿石的化学成分 A 120 3

最高为 70 %
,

一般为 50

一55 %
,

平均为 53 % ; 51 0 ,

最高为 18
.

36 %
,

平均为 7 写 ; 局部地段的含硫量为 6一 15 写 ; 还伴

生有用组分稼 ( G a ) ; F e Z o 3

平均含量为 18 %
。

3
.

构造条件
:
矿区构造线方向北西向

,

处于硫磺厂背斜的核部
。

地层产状平缓
,

倾角小于

l。
“ ,

断裂与褶皱方向基本相同
,

并对岩石产生破坏作用
,

有利于风化作用的进行
,

符合
“

背斜成

矿
”

的理论
。

构造还控制了地形
,

在地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4
.

地貌条件
:
矿区周 围为峻岭山区

,

内部为中等风化的丘陵岩溶地貌
。

地貌条件有利于

矿石在山脚下和凹地中集中残留
。

矿区 内铝土矿层零星分布
,

出露于山顶
,

半山腰或山脊的鞍

部
,

而大部已被剥蚀或破坏
。

作为堆积铝土矿的物质来源
,

在有利的地形中形成了矿床
。

从本

矿区总的地貌来看
,

周围山地环绕
、

并且高差不大
,

不利于铝土矿物质的远距离迁移
,

却有利于

就地成矿 (即重力的垂直迁移大于雨水的水平迁移 )
。

5
.

气候条件
:

矿区 自第三纪迄今属于热带
—

亚热带气候
,

较湿热
,

并且含矿层中的黄铁

矿的氧化及有机质分解为富里酸与 c o
,

等
,

具有很强的溶蚀作用
,

可以形成 PH 为 4一2 以下

的强酸性环境
,

使 A1
2o 。

溶解而后沉淀产生三水铝石的结晶
。

事实证明
,

在排水条件好的高地

上
,

风化岩石常处于弱酸性 (P H 为 6一 7) 及溶液中的铝浓度减低
,

而硅浓度更低或先已溶失
,

这样有利于氢氧化铝的沉淀和三水铝石的结晶更快
。

在地势低的地段
,

因水中硅含量高
,

而呈

铝硅凝胶或埃洛石
—

高岭石形式形成
。

由此可见
,

在地形剧烈切割的条件下
,

铝呈凝胶化学

方式作远距离迁移的可能性很小
。

因此这些地区的沉积铝土矿常为坡积
—

洪积或残积的
。

当与次生岩溶相结合则常呈坠积或堆积铝土矿
,

可见堆积铝土矿的形成是各个条件综合作用

的结果
。

二
、

堆积铝土矿床的特征

1
.

矿床的堆积形式
:
板茂矿区的堆积铝土矿主要堆积于背斜内部

,

属于背斜成矿
。

其中

又可主要分为三种形式 (其它形式有待一步研究 ) :

A ,

岩溶坠积碎屑铝土矿
:
分布于背斜内侧的广阔地段

,

产于次生岩溶洼地和沟谷中
,

虽经

雨水冲刷有一定距离的搬运
,

但重力作用的垂直距离迁移仍然较大
。

埋深不等
,

多为红土复

盖
,

也为红土准胶结
,

仍为疏松状而未固结成岩
。

厚度较大 (较深处因无工程揭露
,

估计在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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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

较浅处一般为 1一2 米厚
。

含矿率不高
、

一般为 30 0一 7 6 0 k g /时
。

其中三水铝石及游

离 S刃
,

(石英)尚待系统采样分析
,

然后才能作出正确评价
。

这是本区的重要类型
。

B
,

岩溶坡积铝土矿
:

因原生沉

积铝土矿层位于山顶或半山腰
,

经

风化次生岩溶而破碎成角砾
,

再顺

坡往下滚动
,

堆积在山坡上
。

山坡

的坡度常为 50
。

左右
,

这种坡积铝

土矿可呈裙状产出
,

矿右暴露于地

表
,

或为转石出现
。

其中无红土胶

结或准胶结
,

其上亦无红土复盖
。

在板茂矿区主要见于原生铝土矿层

附近
,

硫磺厂一带
,

厚度较小
,

可小

于 0
.

5 米
,

含矿率很高 (图 4)
。

规

模达 3 0 0 x so o m
。

C
,

岩溶坠积
—

洞穴堆积铝

土矿
:

在板茂矿区常见于地势较高

处
,

或次生岩溶的初级阶段
,

由于下
’

伏碳酸盐岩的浸蚀形成漏斗或落水

洞
,

使碎屑铝土矿的碎块或角砾坠

积于其中
,

成为充填物但未固结成

岩
。

主要见于板茂矿区的漏斗或落

/、
‘

弓

、

P :
w

J 骂
’

图 4 板茂铝土矿地质简图

图例
:
Q 堆积铝土矿

,

凡w
,

昊家坪组灰岩
, P :

w
,

吴家坪组炭质页岩黄铁

矿层
, P :

w
,

吴家坪组铝土矿层及铁铝岩
, c :

w 中石炭 系威宁组

列吕
.

4 Sc h
~

柱c ge o 】昭j因 m aP of E泊n m a 。
而川

n g d ls奴 ic t

水洞中
,

其规模一般较小
,

常为
:

30 x 3 0m

—
50 x 5 0m 左右

。

2
.

坠积铝土矿的产出特征
:

板茂矿区堆积铝土矿石一般呈碎屑状
,

产于山坡
,

岩溶洼地
,

沟谷及漏斗 中
。

呈面状
、

线状
、

点状展布
。

在垂直方向多呈透镜状
。

因受岩溶地形控制
,

不呈

规则之层状
,

其厚度变化很大
,

浅的常在 2 米以内
。

板茂矿区堆积铝土矿石呈碎屑状
,

粒度相

差悬殊
,

可见粒径为 0
.

sc m 一 50 c m
,

多在 4 一 1 oc m 之间
。

矿石碎屑具次楞角状
,

较少见到次滚

园状
。

矿石矿物及结构构造基本上继承了原生沉积铝土矿
。

但也有不同的
,

即一些次生淋滤

变化
。

详见照片 1 ~ 6
。

矿石的化学成份主要为
: A I

,
0

3 ,

4 6一 5 8 %
,

5 10
:

2
.

5 一 3
·

6
,

A / S -

13
.

56 一 18
.

5 9
。

比原生铝土矿的 A /S 提高 8一 1 2
。

故矿石质量变优
。

三
、

结语

板茂矿区堆积型铝土矿的发现
,

证 明桂西南特别是平果矿区找矿的经验和理 论
〔‘

, ‘·’, ‘ , , , “〕

是十分成功的
。

本文的发表
,

希望能引起云南有关地质队的重视
,

并迅速投入必要的工程进行

找矿和勘探
。

另外对整个滇东南 (作者所划的七个找矿有望区
,

见图 1 )
,

也应积极投入一定的

找矿工作
,

我们深信这一工作是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理论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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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广南县板茂矿区堆积型铝土矿的发现及其意义

照片 l
,

后生阶段形成的硬水铝石 (浅色) 呈网

脉状
,

单偏光
,

只 90
,

(板 3)
。

:

照片 2
,

堆积型铝土矿因风化淋滤
,

呈多孔状

(白色)
,

单偏光
,

\ 2 4 (板 4 )
。

照片 3 ‘与杂刚玉铝土矿伴生的硬绿泥石
,

呈柱

状并具聚片双晶 (浅色)
,

正交偏光
,

x I4
,

(Y 7峨)

照片 4
,

硬水铝石铝土矿 (深色)因次生交代
,

而

呈残留假碎屑构造
,

单偏光
,

X ] 4
。

(Y 8 5)

照片 5
.

成岩阶段硬水铝石重结晶褪色呈假碎

屑构造
,

单偏光
,

x 1 4
,

(板 8)
。

照片 6
,

硬水铝石 (深色) 堆积型铝土矿中的淋

蚀孔 (白色) 及其成岩鲡粒
,

单偏光
,

x 1 4 (板

1 6)
。



2 8 第四卷 第一期 地质找矿论丛

参 考 文 献

〔1〕刘长龄
:

平果岩溶坠积成 因碎屑铝土矿的形成条件及其准胶结物中三水铝石的发现
,

地质与勘探
,

(9) 19 8。
。

〔2〕刘长龄
:

我国硫化物风化成因的三水型铝土矿
,

科学通报
,

(10) 1 9 8 0
.

〔3〕刘长龄
:

广西平果岩溶坠积再生铝土矿床新类型的形成条件
,

佳林冶金地质学院院报
,

(3) 19 51
。

〔妇刘长龄
:

广西平果岩溶铝土矿的成 因分类间题
,

《沉积学选集》
,

科学出版社
, 19 8 4

。

〔5〕刘长龄
:

中国铝土矿的成因类型
,

中国科学
,

(5) 1 9 87 年
。

〔6〕刘长龄
:

次生岩溶坠积再生铝土矿床新类型 的物质成份与成因
,

矿床地质
,

(2) 1 9 88

〔7〕廖士范
:

我国铝土矿成因及矿层沉积过程
,

沉积学报
,

(l) 1 9 86
。

〔8〕 G
.

助
rd c旧旧y : “ k a s t Ba

u 对 te 片 ,

B a u x ite De p o sits o n e a n b on
a te R oc 如

.

(p u b一ishe d by ^ k a血m 恤 1 ksa d ,O B u d a Pe
st 19 8 2 , P r in te d 讯

H u n g a r y
·

D IS C O V E R Y A N D A PPR A IS E M E N T O F SA L E N T O
一
T YP E

A LLU MIN U M D E PO S IT IN BA N MA O D IST R IC T O F

G U A N G N A N C O U N T Y
,

YU N N A N PR O V IN C E

L椒 口切ng ling l币公对 Sh 翻
:
gb 玩 Ya 时 伽

二

加口

A bs tra e t

B a n m a o d is tr ie t 15 s itu a te d in th e m e ta llo g e n ie be lt o f S o u th w e s t G u an g x i P ro v in e e 一S o u th e a s t

Y u n n a n Pr o v in e e 一N o r th V ie tn a m
.

A n d e x Plo ra tio n w o r ks Pr o v e d s o m e e o m m e r e ia l Pr im a r y A I
-

d e Po s its a n d th e ass o e ia te d e llu v ia l a n d slid e a e e u m u la tio n a l d e Pos jts
.

T h e a u th o r s in fe r e d th a t th e r e

m u s t be s a le n to 一 ty Pe d e Po sit h e re
.

T h e in fe r e e e 主5 re v e a le d by th e ir fie ld a n d La b r es u lts o b ta in e d jn

19 8 8
.

S a le n to 一 ty p e o re ,

wh ie h m a y e o n s t主tu te a m e d iu m s iz e d e Pos it
,

15 Pr e d ie t w ith A l/ S = 1 6
.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