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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黑色页岩系有关的矿床研究的动向

毛景文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在地球上存在着几个分布广泛的黑色页岩系层

位 如我国南方寒武系底部 纵贯英格兰南部 !荷兰 !

德国到中欧诸国的上二叠统 ∏ 约 万

加拿大育空地区中上泥盆统 我国扬子克拉通

周缘震旦系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里菲纪

上部和波兰的前寒武纪早元古代与有机碳有关的

° ∞ ∏ 岩系 ∀这些黑色岩系的共同特点是含有

大量的有机质和丰富的金属元素 ° ∞ ≤∏

∏ ∂ ƒ ≤ ≤ ≥ 等

∀这些元素在一些地区形成一定规模的矿床

具有工业价值 ∀例如 波兰的 ∏ 地区长

期开采铜及银 我国遵义民

采钼矿 曾明果 毛景文等 斯洛伐克黑

色页岩系内的碳酸盐型锰矿经风化后 于第三系沉

积物中富集并得到开采 √ ∀但

是 绝大多数地区的黑色岩系主要表现为一种金属

元素富集层位 目前尚不具工业价值 ∀

对中欧 !中国华南 !加拿大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和

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黑色页岩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

究 但对其中的金属矿床或矿化的成因在认识上存

在着差异 ∀在研究程度比较高的波兰 ∏

地区 关于成因模型的建立 考虑以下几个事实 ≠

的铜出现于 ∏ 黑色页岩系中

在下伏的 • 砂岩中 在上覆 2

灰岩中 ≤∏矿化与还原界面密切相关 ≈

主要含铜矿物为辉铜矿 伴随有斑铜矿和黄铜矿 向

外为铅和锌的硫化物 … 尽管有几个矿化阶段 但

主要矿化阶段为早三叠世 成岩阶段的伊利石放射

性测年数据为 ∗

利用赤铁矿古地磁资料厘定为 ∗

∀关于早阶段同生沉积作用

描述了波兰二叠纪

盆地发育在高度变形的古生代岩石的基底上 盆地

由一组次级且相互沟通的盆地组成 沿 • 向分布

于波西尼亚刚性地块与东欧克拉通之间的脆弱地壳

带 ∏ 有人称为内陆盆地 2

∀这些盆地主要由早二叠世火山碎

屑岩 !熔岩和碎屑沉积岩充填 ∀介于二叠系与三叠

系之间的 ∏ 含沥青钙质或白云质页岩

覆盖于这些碎屑沉积岩之上 有时与灰岩共存 ∀同

生的 ∏ 黑色页岩沉积虽然含有硫化物

但并不构成经济矿床 富铜高银的块状铜矿石可能

是由下伏 层位的含铜溶液与 ∏ 2

层内经生物硫酸盐还原生成并储集于裂隙中

的 ≥ 发生反应 从而导致铜大量堆积成矿的

∏ ∀ 最

近 通过对惰性气体同位素的研究 认为在三叠纪

深部流体积极参与了成矿过程 这为进一步深入研

究该区黑色页岩铜矿提供了新思路 ∀

在我国华南和加拿大育空地区出露比较广的黑

色页岩系中存在 ° ∞矿 虽然形成时代有差

异 但物质组分和产出状态比较相似 厚度较薄 时

断时续 沿同一层位出现 ∀关于其成因 多年来海底

喷流认识占有主导地位 推断下伏富 • 花岗岩

体可能作为成矿的能源和 的源区 并与海

底喷 流 的 ° ∞ ƒ ∂ ≤ 矿 化 源 汇 合 成 矿

≤ √ ≤

李胜荣等 ∀最近 又有人提出

它们是一种蒸发 还原环境的正常沉积产物

∀在我国华南地区 对镍钼矿石的

同位素精确测年 获得 ? 的年龄数据

毛景文等 ∀

黑色页岩系对于后生成矿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例如 哥伦比亚祖母绿矿床被认为是赋矿的白垩纪

黑色页岩与盆地卤水进行水岩反应 由钠质交代作

用和阳离子交换引致成矿 铍主要来自粘土岩

≤ ∀通过对广西大厂锡多金属

矿区赋矿的泥盆系页岩和成矿流体的系统研究 不

仅证明区内的层状和网脉状锡多金属矿同为与花岗

岩有关的成矿系统的产物 还发现有大量的有机质

以 ≤ !≤ 等形式存在于成矿流体中 这些有机质

被认为来自围岩 ° √ ∀锗是一种稀



 
 

 

 
 

 
 

 

散元素 但在不少以黑色泥页岩为主岩的煤层中广

泛存在和富集 ∀在我国西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现

煤中锗高度富集成为独立矿床 甚至达到超大型规

模 ∏ ≥ ∀煤中富

锗反映了有机质对锗成矿的重要控制作用 尽管在

锗的来源方面仍然有同生和后生之争论 ∀

由于黑色页岩系是一种强还原环境的产物 在

不少矿区发现大量少见矿物及其组合 ⁄

包括许多单质金属 !金属合金或互化物 硫盐

矿物 !磷酸盐类 !钨酸盐类 !碲化物 !° ≤∏ƒ 金属固

溶体以及砷铂矿 !硫铂矿 !≥ ≥ 固溶体 ! ≥ 固溶

体和大量的 ƒ ≥和 ≤∏≥矿物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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