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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海积下寒武统石膏矿床

罗大有
卡

(中 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辽宁总队,沈 阳)

提 要 :近 年在辽阳市铧子地区勘查工作中,首 次发现和评价了下寒武统碱厂组 Ⅴ号石亩工

业矿层 ,该 矿层较比现正开采的东北地区唯一的工业膏层——馒头组 I号 有组的厚度大、品位高 ,

展示了良好的地质前景。本文介绍了含膏岩系的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律、成因类型和找矿标志。

关键词 :下 寒武统 海 积 石 膏 地 质特征

1 矿 区地层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中朝准地台辽东台背斜太子河沉降带。构造体系属阴山纬向复杂构

造带的东延部分——太子河复向斜。其西部与下辽河中新生代断陷构造区毗邻。本区自震旦

纪以来长期沉降,控 制了沉积岩和矿产的形成。

矿区出露和经钻探揭穿的地层有 :下 寒武统碱厂组、馒头组和毛庄组 ;中 寒武统徐庄组

和张夏组 ;上 寒武统崮山组、长山组和凤山组 ,以 及下、中奥陶统。

矿区含矿岩系包括馒头组和碱厂组顶部层段 ,全 厚约 16θ m。 自上而下为:

上覆 :毛 庄组紫色条带状云母质砂页岩 ,底 部以一层厚 0.5~2m的 鲕状灰岩整合于馒

头组红层之上。

馒头组 (C】 ″氵):厚 度比较稳定 ,一 般为 135~150m,但 在矿区西部和北部变薄 ,甚 至

不足 TO m。 全组共分 4段 。

第四段 :厚 55m。

砖红色白云质泥岩 :层 顶 6m以 下开始见石膏矿化。厚 26~32m。 见有干裂、冲刷面、

雨痕、纹层状、石盐假晶、鸟眼等构造。

I膏 组 :由 三层石膏夹两层含石膏白云岩组成,厚 5.48m。 有纹层、冲刷面、干裂、

波痕、石盐假晶、黄铁矿、天青石等相标志。

紫红色泥质白云岩:石 膏矿化较强,厚 9.5~12m。 见有波痕、纹层、干裂、雨痕。

灰绿色泥质白云岩 :厚 4~6m,具 条纹状构造。

灰黑色条带状泥质灰岩 :厚 8~10m,下 部具冲刷面,生 物骨屑、黄铁矿。

第 三 段 :厚 35~43m。

砖红色白云质泥岩 :石 膏矿化较强,厚 8~9.5m,见 冲刷面及条纹状构造。

灰绿色石膏白云岩 :厚 3.8~5m,具 条纹状构造。

砖红色白云质泥岩:中 夹 Ⅱ膏层 ,厚 8~10m,见 有纹层、干裂、冲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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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色纹层白云岩 :厚 11~12m,具 叠层构造、条纹理,生 物骨屑、黄铁矿。

深灰色条带状含泥质灰岩 :厚 4.5~6.8m,见 有条带状构造、冲刷面、生物骨屑。

第 二 段 :厚 19~22m。

绿灰色泥质白云岩 :厚 1.7~2.5m。

砖红色白云质泥岩 :石 膏矿化较好 ,厚 2~2,4m。 见有冲刷面、干裂、石盐假晶、鸟

目艮。

泥质白云岩 :夹 少量页岩、纤膏细脉发育。

纹层状白云岩 :与 上层白云岩一起共厚 15.5~17m。

第
一

段 :厚 21~23m。

Ⅲ膏组 :石 膏层夹泥质白云岩,厚 3~4,5m。

砖红色白云质泥岩 :纤 膏发育 ,具 条纹状构造 ,厚 3~4m。

Ⅳ 膏 组 :厚 1.4~2.4m。

灰色白云岩 :上 部纤膏发育 ,含 叠层石、生物骨屑,厚 5~7m。

灰黑色含细碎屑灰岩 :具 冲刷面 ,厚 4.2~6.2m。

碱厂组 (G丿 ):

灰黑色中厚层状灰岩夹少量鲕灰岩 :具 石膏矿化 ,厚 8.4~12,9m。

V膏 层 :灰 色、灰白色石膏硬石膏 ,赋 存于单斜构造的中下部 ,其 他地段均溶蚀被角砾

状灰岩取代 ,厚 6.91m。

灰色鲕状、细碎屑灰岩,厚 5.50m。 (下 略)

2 矿 床规模与矿层特征

矿区含矿岩系总厚度约 160m,按 照其中石膏和硬石膏层产出顺序 ,自 上而下划分为 5

个膏组 (层 );I膏 组成层稳定 ;Ⅱ 膏层厚度不可采 ;Ⅲ 、Ⅳ膏组分布不够稳定 ;Ⅴ 膏层质

优层厚。

2.1 I号 膏组

I号 膏组呈层状赋存于馒头组四段砖红色白云质泥岩之下 ,底 板为紫红色泥质 白云岩,

产出稳定。膏组产状与顶底板围岩产状一致 ,总 体呈单斜产出,走 向为 125°,倾 向 SW,倾

角平均为 12°30’。沿走向长度达 3600m,沿 倾斜钻孔控制宽度为 12⒛ ~13TO m。

I号 膏 组 由 三 层 硬 石 膏 夹 两 层 白 云 岩 组 成 ,三 层 硬 石 膏 自 上 而 下 依 次 编 号 为 I1、 I2、

I3,其 平 均 厚 度 分 别 为 1。 ⒉ m、 0.87m、 0,73m。 夹 层 编 号 为 gl和 gz,其 平 均 厚 度 分 别

为 1。 "m和 0.59m,I膏 组 总 厚 度 平 均 为 5.17m,最 厚 为 6.12m(钻 孔 ZK21),最 小

4.39m(钻 孔 ZK41)。 I膏 组在矿区内厚度极为稳定 (图 1),厚 度变化系数为 7.36%。 按

工业指标规定 ,I膏 组中夹层 gl层 ,其 厚度全区均大于剔除厚度 1m,将 膏组一分为二形

成上下两个工业矿层 ,上 矿层编号为 (一 ),即 I1层 。下矿层编号为 (二 ),包 括 I2+gz+

I3,其 中夹石 勖厚度小于夹石剔除厚度 ,故 合并为 (二 )矿 层。 I膏 组中 (一 )和 (二 )

两矿层累计总平均厚度为 3.43m,加 上夹层 g1平 均厚度 1.74m,则 I膏 组总平均厚度为

5,17m,沿 倾斜往深部有稍微变薄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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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所有勘探孔的 I膏 组结构,包 括矿层和夹石的特征均能全部对应,完 全一致,可 见

膏层产出极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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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矿 区I膏 组结构图

2.2 Ⅴ 号肴层

Ⅴ号石膏层呈层状赋存于碱厂组上部的碳酸盐岩中,所 在层位上距 I号 膏组约 125m。

矿区内共有 4个 孔见矿 ,集 中分布在矿区主构造——荣官单斜构造的中下部地段 ,其 他 5个

钻孔相应层位处未见膏层 ,为 角砾状灰岩或次生方解石岩所取代。目前对V号 膏层控制情况

是 :沿 走向长约 1300m,沿 倾斜宽在 400m以 上,矿 层厚度沿延伸方向有增厚趋势。

已见Ⅴ号 (硬 )石 膏层厚度 3.9— 6.9m,平 均为 5m,品 位为 92,γ %~98.03%,平

均 93.77%,矿 体中无层状夹石,矿 层顶板为黑色含纤膏石灰岩 ,底 板为深灰色含鲕细碎屑

白云质灰岩。在勘探区以南有着很好的找矿远景。

无膏地段角砾状灰岩的角砾成分多为Ⅴ号膏层的顶板和夹层岩石 ,角 砾大小不一 ,大 者

达十余公分 ,小 者仅数毫米 ,一 般多为 1~5cm,棱 角明显 ,分 选极差 ,排 列紊乱。有的地

段 ,如 zK46孔 ,在 本层下部则为次生方解石岩,岩 石呈白色 ,由 粗晶方解石组成 ,岩 石中

细小溶洞发育,水 蚀现象鲜明。角砾状灰岩是原有石膏岩层溶蚀后形成空间,膏 层上覆岩层

及夹层塌落重新堆积胶结而成 ,次 生方解石岩则是碳酸盐溶液浓缩再结晶或交代原岩 ,在 石

膏层溶解流失后的空间形成洞穴堆积物 ,经 后期物理机械作用胶结成再生岩石。从现有资料

分析 ,Ⅴ 号膏层层位的角砾状灰岩 ,是 石膏层成岩后较早期的顺层向选择性溶蚀作用的产

物,与 近代侵蚀基准面和地下水活动带无直接关系,这 一点与馒头组石膏层的溶蚀带直接受

现代地表深度控制是迥然不同的。

Ⅴ号膏层顶板系具可溶性的碳酸盐岩 ,对 石膏层的保护性较差 ,隔 水性能不好 ,为 成膏

后早期的古地下水活动提供了渗流空间,当 顶板岩石构造裂隙发育处因岩石溶解度较大 ,使

下伏石膏层难以保存 ,而 形成了后生的溶垮角砾灰岩。

3 矿 床分带规律

荣官石膏矿区I膏 组在北部埋深一般为 229~260m,相 当标高 -175~— ⒛0m以 上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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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全部被地下水所溶失。I膏 组往南顺倾斜延伸 ,随 着深度加大,依 据矿层水化程度 ,尚 可

依次划分为:水 化带 (石 膏带);半 水化过渡带 (石 膏-硬石膏带)和 无水化带 (硬 石膏带)。

在南部 I膏 组埋藏标高大致在 -500m以 上 ,属 半水化过渡带的下部 ,而 -500m以 下则属

于无水化带 ,以 硬石膏为主,石 膏较少。唯有在断层较近处 ,I膏 组矿层全部为石膏,应 划

归
“
水化带

”
。控制矿层水化分带规律的主要因素是矿层埋藏深度 ,其 次是围岩性质、构造

条件以及地形、地貌和水文地质条件等。

(1)深 度 :矿 层埋深越大,其 上覆岩土层静压力越大,使 越往深部膏层水化程度越低而

脱水作用增强 ,矿 层中硬石膏含量较石膏含量相对增加。

(2)围 岩 :矿 层顶板围岩如为柔性岩石,则 隔水性能好而矿石水化程度差 ,硬 石膏含量

相应较高,本 区泥质岩层是此类隔水性好的柔性岩层 ,是 石膏层良好的保护层。而碳酸盐岩

属刚性岩石 ,又 为可溶岩石 ,其 裂隙、节理和溶洞利于导水 ,使 膏层利于水化甚至溶失。

(3)构 造 :构 造简单 ,断 裂不发育地段 ,膏 层易于保存。构造发育地段则水化条仵较

好 ,矿 石中石膏含量增加 ,构 造复杂时 ,则 膏层因断裂导水作用溶失 ,形 成空洞蜂窝 ,或 全

部落失。

(4)水 文地质条件和地形、地貌也是影响矿床水化分带的因素。

4 矿 床成因及找矿标志

(D构 造条仵 :矿 区所处的太子河凹陷是中朝准地台的Ⅲ级构造单元 ,自 震旦纪以来长

期沉降,控 制着震旦系、寒武系和奥陶系等海相地层的形成,该 凹陷中的次级单元 ,即 辽阳

盆地 ⒛0km2范 围内,是 下寒武统硬石膏和石膏蒸发沉积的重要场所c

(2)岩 相古地理条件 :石 膏和硬石膏层赋存在馒头组红色岩层和碱厂组石灰岩中,形 成
“
碳酸盐-石膏硬石膏-陆源红层

”
建造和

“
碳酸盐-石膏硬石膏

”
建造。馒头期为浅水浅盆条

件的浅陆表海潮浦强氧化环境 ,潮 上坪一泻湖一萨巴哈景观,按 控矿岩相组合 ,属 潮下相一

下潮间高能相一上潮问低能相 (藻 坪相)一 潮上 (盐 )泥 坪或萨巴哈相的海退式序列。碱厂

期石膏形成于海退期残余闭塞水下海湾还原环境。

(3)石 膏和硬石膏层及其围岩中指相矿物与标志清晰:相 矿物有石膏、硬石膏、天青

石、微晶白云石 ;相 标志则有食盐假晶、红层、微细纹层理 (年 、季纹层 )、水上波痕、冲

刷面、雨痕、干裂、潮沟泥砾、鸟眼构造等。它们反映了古气候干旱和水浅,并 象征盆地海

水浓缩曾经正常盐度阶段至准盐化 (石 膏)阶 段进而至氯化物阶段。

(4)石 膏层较浅部位受地下水和地表水作用形成溶失带:地 表面遗留一套溶塌角砾岩、

疏松多孔次生石灰岩和方解石白云岩;围 岩中原石膏细脉和团块溶失后形成空洞和蜂窝。

(5)矿 床保存条仵 :一 般而言 ,成 矿后期构造简单 ,断 裂不发育 ,褶 皱幅度不大 ,水 文

地质条件较简单 ,矿 层有 良好的保护层免遭溶失 ,则 有利于膏层的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