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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地区铬铁矿找矿前景的一些分析

王 方 国

(西南冶金地质研究所)

我国铭铁矿资源奇缺
。

长期以来我国冶炼合金钢所用的铬铁矿
,

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国外

进 口
。

长此下去将严重地影响我国钢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

我国川滇地区
,

基性和超基性岩

广布
,

具一定的产出铭铁矿的地质条件
,

而前人作一些工作后多持否定意见
。

本文作者试图

用最新的成矿观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

对川滇地区的找铬前景进行一些讨论
。

铬铁矿的产出只与基性
、

超基性岩有关
。

目前国际上对于基性
、

超基性岩的分类方案繁

多
。

但无论何种方案
,

都认为与铬铁矿有关的超基性岩主要是其中的两类
,

即人们所熟悉的

阿尔卑斯型 (蛇绿岩型) 和层状侵入的超铁镁质杂岩型 ‘南非型)
。

人们也就按照铬铁矿矿体

的形态及其含矿母岩的地质特征分别划为豆荚状铭铁矿和层状或似层状铬铁矿
。

据我国现有

资料
,

中国的铬铁矿几乎全部属于阿尔卑斯型的豆荚状铬铁矿
,

而南非型的层状似层状铬铁

矿至今尚未发现
。

我国西南地区
,

上述的两类超基性岩都广泛分布
,

特别是阿尔卑斯型的超基性岩在西藏
、

四川
、

云南均呈带分布
。

层状侵入杂岩在四川攀 (技花 ) 西 (昌) 地区的分布更是世界瞩目
。

据此预侧
,

除了西藏之外
,

川滇地区也可能成为我国铬铁矿的重要基地之一
。

川滇地区铬铁矿的找矿工作从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妹 不少的单位曾先后进行过局部

的大区域的野外调查
、

评价及综合研究
。

前人的工作为川滇地区的找铬工作奠定了广泛的基

础
。

然而
,

各系统的地质单位虽然从不同角度做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工作
,

但均无系统的认识

和重大突破
。

特别是用新的思路和新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工作
,

更有重新开展川滇地区找铬

方面的系统深入研究的必要
。

一
、

地质背景

从全球看
,

有四大超基性岩带及其相应的四大铬铁矿带
1〕,

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阿尔卑

斯一喜马拉雅成矿带
。

该带西起西班牙
,

经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巴尼亚
、

希腊
、

塞浦路斯
、

土

耳其
,

再到伊朗
、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

延入我国西藏
.

川西及云南西部地区 (即川滇地区)
,

然后向南越过国境进入缅甸
、

越南
,

最后与东太平洋岛弧带相衔接
。

世界上具最高品位的冶

金级铬铁矿的大型矿床就集中在这一岩带和成矿带上
。

川滇地区的基性超基性岩成群成带地出现
,

根据它们的展布规律及其与一定区域地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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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间的密切制约关系
,

也考虑到岩带所处的大地构造环境
,

可将川滇地区的基性超基性岩

分为以下几个带
:

金沙江基性超基性岩带
、

甘孜⋯理塘基性超基性岩带
,

丹巴一渡口基性超

基性岩带和哀牢山基性超基性岩带
。

金沙江基性超基性岩带系指北起四川德格
,

向南经白玉
、

巴塘
、

得荣
,

南至云南德钦
、

唯

西东的沿金沙江一线长约5 00 公里范围内断续分布的基性超基性岩
。

沿此带出露的地层主要

为浅变质的上古生界浅海相碳酸盐建造和三叠系的浅海一滨海相碎屑岩建造
。

此外在巴塘
、

中咱一带有少量的下古生界中浅变质的碎屑岩分布
。

带内有超基性岩体约320 多个
,

其出露

的总面积在21 一25 平方公里之间
,

即除了徐麦岩体 (3
.

5 K m
Z
)

、

赠科岩体 (2
.

S K m
Z
) 等少

数几个岩体外
,

其出露面积均较小
,

平均不到0
.

1 平方公里
。

该带内的岩石为镁质超基性岩
。

已发现有铬铁矿的岩体有徐麦岩体
、

赠科岩体
、

苏鲁岩体
、

东竹林岩体及上色坝岩体等
。

本

带岩体与早中生代可可西里一金沙江板块俯冲带有关
, 〔2堤一些被肢解了的洋壳残片一蛇绿

岩的组成部分
。

甘孜一理塘基性超基性岩带北起邓柯
,

经甘孜
、

理塘
、

南延至木里
,

长达 6 00 多公里
。

出露地层主要为浅变质的三叠系浅海一滨海相的类复理石碎屑岩
,

还有一些上古生界的浅变

质碳酸盐岩
、

碎屑岩及中基性火山岩
。

该带共有基性超基性岩二十七处 135 个
。

岩体呈脉状

或透镜状产出
,

产状多与围岩一致
,

一般长约数十米至数百米
,

最长的达2 5 0 0米
。

宽数米至

数十米
,

最宽的达2 00 米
。

本带均为铁质基性超基性岩
。

超基性岩以苦橄岩和单辉 (及二辉

橄榄岩为主
,

少数为蛇纹岩
,

基性岩主要为辉长辉绿岩及辉长岩
。

可见本区的基性超基性岩

以浅成相占绝对优势
。

本带岩石的形成与甘孜一理塘深大断裂有关
。

卿

丹巴一渡 口基性超基性岩带
,

本带北起丹巴
,

往南经康定
、

西昌
、

渡口
,

延至云南元谋
,

为一长达 8 00 多公里的南北向狭长地带
。

与该岩带有关的地层主要有元古界的昆阳群
,

会理

群
、

峨边群以及震旦系的地层
,

还零星分布有一些古生界和新生界的地层
。

带内已发现岩体

18 8 处共3 05 个
,

本岩带岩体极为复杂
,

从化学成分上讲
,

有镁质的基性超基性岩
,

有铁质的

基性超基性岩
,

从岩石的成因类型讲
,

有与晋宁期板块俯冲有关的蛇绿岩
,

如石棉岩佩 被

认为是蛇绿岩的地慢岩部分
。

如盐边高家村岩体被认为是蛇绿岩的堆积岩残片
;
闭有的是与

攀西裂谷有关的层状侵入杂岩
,

如西昌太和
、

米易新街
、

红格和攀技花等处与钒钦磁铁矿有

关的岩体尸 此外还可能有与转换断层有关底辟侵入的超基性岩¹
,

关于这类超基性岩的含

矿性及其含矿特征很少有报道
,

在本区只出露在会理菜子园一带
。

哀牢山岩带位于云南省境内
,

北起南华县金宝山
,

米拉苦
、

经景东
、

墨江
,

南至金平一

带
,

延伸约400 多公里
。

出露岩层有前奥陶哀牢山群深变质岩系
,

古生界浅变质岩系和三叠

系红层
。

本岩带已发现54 处633 个基性超基性岩体
。

并已发现十余处铬铁矿点
,

其中有四处

为小型矿床
。

此外还有石棉
、

铂族以 及 金 矿和锡矿床的发现
。

本岩带的岩石被认为是蛇绿
·

岩的成员
,

它与华力西一印支期的板块俯冲带有关
。

脚

¹ 王方国
,

渡 口南部地区韧性变形特征及其板块构造特征
,

待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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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川滇地区找铬地质前景的分析

1
、

川滇地区位于世界若名的铭铁矿成矿带

川滇地区位于阿尔卑斯⋯喜马拉雅铭铁矿的成矿带上
,

这一成矿带是世界最著名的铭铁

矿成矿带
。

与川滇地区相邻的区域有大量的冶金级铬铁矿产出
。

如阿尔巴尼亚的布尔其泽
卜

希腊的沃里诺斯
,

塞浦路斯的特罗多斯
,

土耳其的古里曼
,

伊朗的各矿床
,

巴基斯坦的奏布

河谷
,

我国西藏的罗布萨
、

东巧铬铁矿床等等
。

该矿带经我国的川滇地区南延出境以后
,

出

现的铬铁矿床有缅甸北部矿床
,

缅甸南部矿床
,

泰国和越南的铬铁矿床以及菲律宾的科托矿

床
。

川滇地区与以上产铬地区在大地构造环境
,

地史演化及基性超基性岩的展布都具有一肺
相承的联系

,

无论岩体类型 (特别是蛇绿岩部分 ) 还是已知的铬铁矿点及其地质特征都与上

述地区相似
。

因此
,

在川滇地区寻找冶全级的铬铁矿是不乏其战略意义的
。

2
、

关于铬铁矿的成因类型

川滇地区的基性超基性岩至少有两种成因类型
,

一类是阿尔卑斯型 ‘即蛇绿岩型)
。

如金

沙江带上的诸岩体
,

云南哀牢山的诸岩体
,

丹巴⋯渡口带的石棉等岩体
、

上述岩体多数与镁

铁质或者是超镁铁质的堆积岩
、

基性火山岩和含放射虫硅质岩及深海沉积物相伴出现
,

这部

分超基性岩一般来说是蛇绿岩的组成部分之一
。

另一类岩体是象布什维尔德那样的层状侵入

杂岩
。

如太和
、

新街等岩体
。

这些岩体属铁镁质的基性超基性岩
,

有一套从辉长岩到橄榄岩

的岩石组合
,

具层状构造
,

其中所产的钒钦磁铁矿是世界著名的
,

我们说
,

岩石的成因类型

不同
,

其含矿性和含矿特征也不同
,

下面就与蛇绿岩有关铬铁矿和与层状侵入杂岩有关的铬

铁矿的一些特征分别作一个简要说明
。

¹ 与蛇绿岩有关的铬铁矿

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
,

与蛇绿岩有关的铬铁矿产在蛇绿岩序列中堆积杂岩的底部和上地

慢岩的上部〔6〕〔7几 在蛇绿岩的序列中堆积杂岩及其以上部分代表地壳部分岩石
,

变质橄榄岩

(或称构造橄榄岩 ) 为上地慢部分岩石
。

蛇绿岩中的铬铁矿据其产出特征
,

矿体的形态
,

结

构构造及其成因机制可以分为两类
,

即整合型似层状铬铁矿和不整合型豆英状铬铁矿¹
。

整

合型似层状铬铁矿产在堆积岩下部的超镁铁质堆积岩中
,

有些学者称超镁铁质堆积岩为壳恢

过渡层的岩石
,

因为在其以上为地壳岩石
,

在其之下为上地慢岩石
。

在壳慢过渡层中所产出

的铬铁矿为似层状或条带状
,

或较扁平的透镜状
。

除了块状矿石以外
,

还常常出现浸染状矿

石
, .

并且多呈条带状侵染
。

矿体一般都与岩石的
“

堆积层理
”

整合一致产出
,

故称整合型似

层状铬铁矿
。

这类铬铁矿系分凝一堆积的成矿机制所形成
。

不整合型豆英状铬铁矿
,

产在上

地慢岩的上部
,

常为绿密块状矿石
,

还会出现豆状矿石
。

矿体形态为透镜状
、

豆英状或囊状
。

矿体的产状与围岩的片理或页理常常斜交
,

故称之为不整合型豆荚状铬铁矿
。

此类铬铁矿的

¹ 肖序常等
,

青蔽高原地壳一上地挂构造演化
,

第八章
,

构造与成矿
,

待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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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机制
,

据周详等的研究
,

认为是局部熔融岩浆囊或局部熔融晶隙熔浆系统的分凝和富集〔”
,

或者是壳懊过渡层中铭铁矿的向下沉陷所致
。

此类矿床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豆荚状型
,

其规模

就一定很小
,

据笔者所知
,

菲律宾的科托铬铁矿总储量为19 0 0万吨
,

而其中一个豆荚状矿体

就有500 万吨¹
。

以上所述表明
,

铭铁矿在蛇绿岩中的赋存部位
,

不是蛇绿岩的整个层序
,

而是某些层序

单元的特定部分
,

即堆积杂岩的底部和上地搜岩的上部
。

对于上地搜岩部分
,

据王希斌
,

鲍

佩声等研究了许多矿床实例的结果 º
,

认为在壳慢过渡带以下100 一 500 米的范围内最有希

望找到不整合型的豆英状铬铁矿
。

这就给我们指出了在蛇绿岩中寻找铬铁矿的具体方向
,

简

而言之
,

即 “
一底一顶 ,’o

º 与层状侵入杂岩有关的铭铁矿

层状侵入杂岩的含铭岩体的规模比较大
,

单个岩体的出露面积多在几十甚至几百平方公

里以上
。

岩石与矿体均呈完整而规则的韵 律 构 造
。

单层岩石厚度从几厘米到上千米
。

矿层

厚度从几厘米到几米
,

沿走向或倾向都很稳定
。

世界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南非的布什维尔德杂

岩体
,

津巴布韦大岩墙
、

加拿大的马斯考克斯以及美国的斯提耳沃特杂岩伴田
。

这些层状岩

体的含矿性大多数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

如果层序完整的话就会发现
,

从下到上可以依次出现

含铬的层位
,

含铂的层位和含铁的层位
,

而且比较稳定
。

在南非布什维尔德
,

岩体在剖面上

可以分为三个带
,

即上
、

中
、

下三个部分
。

下带主要为辉石岩
、

苏长岩
、

斜长岩及少量的橄

榄岩和纯橄岩
,

厚约8 00 ⋯ 16 00米
。

本带含十多层铬铁矿
,

单层矿厚几厘米到几米
,

与辉石

岩等呈韵律产出
。

中带为苏长岩和辉长岩
,

夹少量斜长岩
。

其底部发育一层含铂的梅仁斯基

层
。

梅仁斯基层极其稳定
,

主要由辉石岩组成
,

厚几米到几十米不等
,

其上下均为薄层的斜长

岩层
。

铂矿层的上部常发育有一层厚约15厘米左右的细粒岩石
,

向下颗粒变粗
,

铂含量稳定
。

上带主要岩石为辉长岩
,

夹少量的苏长岩
、

正长岩
,

在此带的底部为含钦的磁铁矿
。

津巴布

韦大岩墙也是如此
,

分为三个相带
。

下部相带主要为纯橄岩
、

辉石岩及斜辉辉橄岩
。

厚约 16 0 0

⋯ 220 0米
,

此带含数层铭铁矿
。

中部相带主要为钙长辉长岩
、

苏长岩和辉长岩
,

该带下部有

含铂层
,

上部岩相带主要为辉长岩
,

在其底部有钒钦磁铁矿层
。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
,

含铁的层位含铂的层位和含铬的层位在剖面上由上到下依

次出现
,

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特殊的现象叫做层状侵入杂岩含矿的三层楼结构
。

令人兴奋的

是从最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到
,

在西昌的太和岩体
,

米易的新街岩体
,

从各方面看
,

与布什维尔德那样的层状杂岩都十分相似
,

岩性从基性到超基性
,

具层状韵律结构
。

含钒钦

磁铁矿层的下面
,

也出现了含铂的层位
,

这自然使我们想到
,

在含铂层位的下面
,

是否还有

出现含铭层位的可能性
。

也就是说
,

三层楼已经见到了上面两层的话
,

那最下面一层的发现

是很有希望的了
。

3
、

找铭工作未能有所突破的一些影晌因素

大约二十年以前
,

在铬铁矿会战的热潮推动下
,

人们对川滇地区的超基性岩及其铭铁矿

作了不少的工作
,

都没有重大的发现和突硫 这很可能是由于单纯岩浆成矿理论的束缚
,

认

¹ 王方国等19 85 《菲律宾格铁矿考察报告》

º 王希斌
、

的佩声
、

邓万明
,

王方国
,

西旅蛇绿岩
,

待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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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区的岩体小
, ‘’

娘不壮儿不肥
” ,

要大的岩体才有可能存在象样的矿体
。

根据新的铬铁矿

成矿理论
,

认为铭铁矿的形成可以在地慢环境部分熔融时完成
,

也可以在地壳深部堆积而成
。

超基性岩体和铬铁矿体之所以能在地壳浅部或其表面而被人们发现和利用
,

不仅只是以岩浆

的热侵入形式进行的
,

而更多的是冷侵位或构造侵位的形式
。

或者可以认为是含矿岩浆在深

部己进行过分异
。

在成岩和成矿以后漫长的地史时期中
,

无论是洋内剪切
、

板块碰撞
、

还是

陆内俯冲以及推复或平移
,

凡此种种的构造作用对含铬超基性岩的肢解总是随机的
。

因此
,

在地表出露的超基性岩碎片
,

其含矿性就不是那么十分均匀
,

即岩体的大小和与之相伴矿体

的大小并不成正比
。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只认定在较大的岩体才能找到成型的矿床
。

例如我国

新疆的鲸鱼岩体
,

岩体的面积仅 1
.

22 平方公里
,

可产出的铬铁矿在我国为数不多的矿床中还

是排得上名次的以〕
。

再说
,

川滇地区的超基性岩一般都很小特别是在金沙江岩带
,

单个岩
.

体出露面积多数不

到一平方公里
。

但这些岩体均成群成带地出现
,

一个岩体群在地表为互相孤立的几个岩体
,

在其深部却有可能联成一体
。

如哀牢
.

山带的命利和金厂岩体
,

经物探资料表明
,

在一定的深

度是联在一起的大岩体
。

因此
,

不能仅仅因为岩体的出露面积小而轻易地否定其含矿的可能

性
。

关于岩体的镁铁比值同样也是一个问题
。

以往人们通常认为镁铁比值低的超基性岩属铁

质超基性岩
,

而铁质超基性岩是不产铬铁矿的
。

客观实际是否真是如此 ? 魏文中 〔19 8 1) 曾

经统计了我国29 个含铬超基性岩
,

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岩体的镁铁 比值都很小
,

在 2 一7
.

5

之间
,

属于铁质超基性岩类明
。

这说明了什么? 只说明一个问题
,

即单凭镁铁比值来确定超

基性岩的含铬性是远远不够的
。

因此
,

对于前人认为是铁质超基性岩
,

从而被判了死刑的岩

体
,

是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的
。

矿产组合问题也影响着人们对寻找铬铁矿的认识问题
。

例如
,

以前人们通常认为凡是产

铬铁矿的岩体都不会出现成型的铜镍硫化物矿床
,

凡是产铜镍硫化物的岩体也不会出现铬铁

矿矿床
,

似乎是铬矿与镍矿互相排斥
。

还有人认为产石棉矿的超基性岩也别想找到铬铁矿
。

因此
,

遇到产石棉或铜镍硫化物矿床的超基性岩
,

寻找铬铁矿的人就避而远之
。

其实这是一

种理由很不充分的偏见
。

在菲律宾亚可黑 ( AC oj “ )矿区
,

铬铁矿床与镍矿床就紧密共生
,

相

伴产出
。

其紧密共生程度在一块手标本上都可见到
。

至 于石棉
,

由于它的形成是自变质作用

的结果
,

铬铁矿的形成与超基性岩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
,

而石棉的形成却大大晚于铬铁矿
,

因此石棉的存在与否是不影响铬铁矿的产出的
。

在川滇地区也曾发现过不少的铬铁矿矿点或小型矿床
,

如上色坝
、

赠科
、

徐麦
、

苏鲁
、

东竹林
、

石棉
、

阿七
、

牛金树
、

白云村
、

高家村
、

双沟
、

金厂和命利等
。

而其中好些点都由

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

未能彻底进行工作
。

金沙江一带由于交通条件所限
,

工作程度很低
,

从

白玉以南到徐麦以北的大片地区几乎还是一个空 白区
,

发现新的岩体和矿体的可能性是很大

的
。

对于攀西地区
,

单就与钒钦磁铁矿有关的层状侵入杂岩来讲
,

其工作程度倒是很高
。

但

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
,

或许是铬铁矿的找矿工作不能有所突破的原因
:

¹
、

旧的铬铁矿成矿理论的局限
。

比如说
,

对于层状侵入杂岩来讲
,

没有考虑到在钒钦

磁铁矿层和含铂层位之下
,

有存在含铭层位的可能性
。

对于蛇绿岩 型的岩体
,

没有明确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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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堆积岩的底部和地慢岩的上部都有可能是含铬铁矿的层位
。

º
、

钒钦磁铁矿找矿效果太好的影响
。

由于本区钒钦磁铁矿找矿效果很好
,

一钻下去就

是几十米或数百米的含矿层位
,

一旦控制住钒钦磁铁矿的层位
,

就鸣金收兵
,

不再追根找铬
。

»
、

勘探深度的限制
,

考虑到矿产的开采和利用
,

勘探深度有一个极限
,

达到某一个水

平的勘探深度极限
,

一般就要中止勘探工作的继续进行
。

由于本区特定的地质条件
,

含铬铁

矿的层位如果存在的话
,

也往往在钒钦磁铁矿的勘探深度极限之下
,

因此很有可能是没有机

会进行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

三
、

对川滇地区找铬工作的建议

对于川滇地区寻找铬铁矿的工作
,

自六十年代初的找铬大会战以后
,

人们在失望中几乎

中断了二十年
。

这二十年中
,

通过我国其它地区和国际范围的研究
,

对铭铁矿的成因
,

矿床

地质特征及其找矿方向都有许多崭新的更接近于客观实际的认识和推理
。

因此很有必要重新

认识川滇地区的基性超基性岩及其含铬性
。

当务之急是设置专门的科研课题
,

对该区铬铁矿

的找矿前景进行研究
,

为在本区进一步地开展铭铁矿的找矿乃至勘探工作进行可行性论证
,

并作好前期的资料准备
。

研究工作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进行
:

¹
、

研究川滇地区基性超基性岩的分布规律
,

规模大小
,

产出环境和产出状态
。

尽可能

地利用物探及其它资料弄清岩体在三度空间上的关系
,

注意新岩体的发现
。

对于成群成带出

现的小岩体
,

更要注意各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

注意在其深部是否联在一起
,

以及与围岩的

接触关系
。

º
、

研究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区域地质特征
,

阐明该基性超基性岩的大地构造属性及

其意义
。

从而在更高的战略高度上指导铬铁矿的找矿工作
。

»
、

研究岩石的成因类型
,

超基性岩的成因类型有九类之多
,

而与铬铁矿有关的主要是

其中两类即阿尔卑斯型岩体 (蛇绿岩型 ) 和层状侵入杂岩体 (南非型)
。

如前所述
,

岩体的成

因类型不同
,

其含矿特征也就各不相同
。

因此
,

岩石的成因类型一旦清楚以后
,

找矿方向及

含矿部位也就明朗了
。

这就需要我们应首先弄清本区的超基性岩是蛇绿岩的残片
,

还是象南

非布什维尔德那样的层状杂岩或者是其它
。

¼
、

研究岩体的岩石组合
,

岩相分带
。

铬铁矿的产出部位与含矿超基性岩的岩相分带密

切相关
。

如阿尔卑斯型的岩体
,

铬铁矿的含矿层位在堆积岩之底部的超镁铁质堆彩偕 中
,

或

者在其下伏的上地鳗岩上部的变形方辉橄榄岩和纯橄岩中
;
而层状侵入杂岩的含铬层位就在

其 F。 ( v 、

T i ) 一 Pt 一C r 三层楼结构的第一层楼
。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其岩石组合
,

确定其

岩石序列
,

从而预测或确定其含铬部位
。

½
、

研究岩体的含矿性及矿化特征
。

通过岩石学
、

矿物学
、

岩石化学及微量元素
、

稀土

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
,

探讨其成矿岩相及其岩石的成矿专属性
。

¾
、

探讨川滇地区铬铁矿的成矿规律
,

在丰富占有资料的基础上
,

预测其不同级别的找

矿远景区
,

为本区铬铁矿的找矿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

川滇地区找铬的地质前景是有的
,

但工作难度却很大
。

不工作就没有认识
,

特别是找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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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断了二十多年之后
,

用新的观点来考虑本区的找铬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

本文 旨在能引

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开展一些必要的前期研究工作
,

为扭转我国铬铁矿资源紧缺的局面
,

贡

献出地质科学工作者应尽的一份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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