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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早元古代富镁质碳酸盐岩建造菱镁矿和

滑石矿床成矿条件
Ξ

陈从喜  蒋少涌  蔡克勤  马  冰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北京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北京  南京大学内生金属成矿

作用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摘  要  辽东地区早元古代大石桥组赋存有富镁质的碳酸盐岩建造 其中产有大型或超大型菱镁矿 !滑石矿

床 ∀文章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结合近年来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工作 从大地构造背景 !含矿建造 !岩相古地理 !成矿构

造 !成矿流体等几方面讨论了辽东菱镁矿和滑石矿床的成矿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 该地区菱镁矿矿床是元古代海相

蒸发沉积条件下形成的 而滑石矿床则是由埋藏海水演化而来的富硅质高盐度的变质流体对镁质碳酸盐岩交代的

产物 ∀

关键词  地质学  菱镁矿  滑石  成矿条件  辽东  早元古代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辽东地区早元古代变质岩系富镁质碳酸盐岩建

造中产出有大量的菱镁矿 !滑石矿床 ∀已知有大型 !

超大型菱镁矿矿床 处 中型矿床 处 矿点 余

处 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及世界总储量的约

大型 !超大型滑石矿床 处 中型矿床 处 矿

点 余处 储量占全国总储量 不含黑滑石 的

及世界总储量的近 ∀辽东已成为世界级菱镁

矿 !滑石矿床的大规模聚集区 ∀辽东菱镁矿和滑石

的资源及产量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瞩目 目前已

将辽东列入国际地质对比计划 ≤° 项目 菱镁

矿与滑石的国际地质与环境对比 的重要研究地区

∀笔者曾著文讨论过富镁质碳

酸盐岩建造菱镁矿 !滑石等镁质非金属矿床成矿系

列的特征 陈从喜等 本文结合近年来在辽东

地区的工作 从大地构造 !含矿建造 !岩相古地理 !成

矿物质来源 !成矿构造 !成矿流体等方面进一步讨论

这些矿床的成矿条件 ∀

 大地构造背景

辽东地区早元古代变质岩系位于华北地台北缘

东段 ∀在营口 ) 宽甸地区太古宙基底上 早元古代

形成了近 ∞• 向的凹陷 接受了一套火山 沉积建

造 这套建造习惯上称之为辽河群 曹国权等

吴昌华等 ∀尽管过去对辽河群形成的构造背

景有不同的认识 张秋生 姜春潮 •

白瑾等 倪培 但辽河群沉

积盆地的主体是一个大陆型 陆间型裂谷 即/ 辽东

裂谷0的观点已为多数地质工作者所接受 陈荣度

陈荣度等 ≤ ∀辽东裂

谷位于北纬 β χ ∗ β χ之间 宽约 ∗

西自盖县向东经宽甸 !桓仁进入吉南的集安 !临江

然后跨江入朝鲜 全长 以上 ∀辽东部分 东

经 β χ ∗ β χ 总体为 ∞∞向 ∀其基底为太

古宇鞍山群构成的古陆 ∀裂谷北缘断裂位于大石桥

) 隆昌 ) 草河口 ) 桓仁一线 南缘断裂为永宁至丹

东北部一线 图 ∀辽河群的同位素年龄 ∗

为早元古代沉积变质岩系 张秋生

陈荣度等 白瑾等 陈从喜等 ∀

前人研究 ≤ 孙敏等 表明 太

古宙末至早元古代 地球曾发生过较为明显的拉张

和裂陷 ∀同样 早元古代辽东地区也处于拉张裂陷 ∀

Ξ 本文为国际地质对比计划 ≤° 项目和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 研究的部分成果

第一作者简介  陈从喜 男 年生 博士后 研究员 主要从事矿床地质与矿物材料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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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辽东早元古代裂谷构造分带及主要镁质非金属矿床分布略图

) 太古宙古陆 裂谷区 ) 北缘斜坡区 ) 中央凹陷区 ) 南缘浅台区 ) 地幔隆起 ) 构造带分界线 深断裂带 ) 剪切断裂

) 拉张断裂 ) 基性岩 ) 推断的隆起 矿床 ) 硼矿 ) 滑石及菱镁矿 ) 蛇纹石 岫岩玉 ) 水镁石 ) 透辉石和透

闪石 ) 斜绿泥石 ) 纤维状海泡石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ƒ ∏

在早元古代里尔峪期 在火山沉积岩系沉积有硼矿

张秋生 ° ∀大石桥期 在裂

谷内发育的晚期堆积的潮坪 泻湖相镁质碳酸盐岩

建造 主要是大石桥组三段 中含有巨厚的菱镁矿 ∀

早元古代晚期至中元古代 裂谷闭合 发生后期变

质 !变形作用 在构造 流体成矿作用下交代成滑石

矿床 后期的中生代构造 !岩浆活动对已形成的菱镁

矿和滑石矿床进行了改造 陈从喜等 ≤

∀

总之 辽东裂谷这一特定的构造环境控制了辽

河群的沉积和区域变质作用 由此控制了与裂谷沉

积有关的菱镁矿和与区域变质热液交代有关的滑石

矿床的成矿作用 ∀

 含矿建造

早元古代早期 辽东裂谷盆地沉积的辽河群沉

积岩中 富集了一些碳酸盐矿物如菱镁矿 !白云石 !

高镁方解石等 这些物质为后期镁质矿物的进一步

富集提供了物质条件 ∀有些菱镁矿岩层可能本身就

是矿层 只不过在后期变质过程中岩石结构和构造

发生了较大变化 ∀镁质碳酸盐岩建造的厚度 !岩石

类型以及 ω ω ≤ 比和 ω ≥ 等对菱

镁矿和滑石的成矿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2 1  含矿建造厚度

菱镁矿矿床的厚度和规模与富镁质碳酸盐岩的

发育程度有关 ∀一般地 大石桥组三段厚度大时 富

镁质碳酸盐岩建造厚度也大 菱镁矿和滑石矿体的

厚度也增大 反之 则减小 ∀大石桥组三段及其中碳

酸盐岩厚度变化较大 ∀据区测资料 英洛 草河口 太

平哨复向斜北翼平均地层厚度 最大厚度

最大厚度分布区集中于海城 营口一带

与圣水寺 !青山怀 !铧子峪 !下房身等地产出的大型

菱镁矿矿床相吻合 ∀虎皮峪 红石砬子复背斜北翼

平均地层厚度 碳酸盐岩厚度 最

大厚度位于岫岩王家堡子一带 ∀滑石的矿化范围和

矿床规模同样受富镁质碳酸盐岩建造的控制 滑石

矿床与菱镁矿矿床同处一成矿带 主要集中于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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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谷的北缘 ∀

2 2  岩石类型

大石桥组三段岩石类型主要有镁质碳酸盐岩

菱镁矿 !菱镁矿大理岩 !白云石大理岩 !钙质碳酸

盐岩 !泥砂质岩石和泥灰质岩石 片岩 !变粒岩 !透闪

岩为主 ∀根据岩石组合和分布特点 大石桥组三段

可划分出 个岩石类型自然组合 ≠ 白云石大理岩 !

菱镁矿大理岩 !菱镁矿夹大理岩 !千枚岩薄层 大

理岩夹白云石质大理岩及片岩 ≈ 透闪岩夹大理岩 !

片岩 …片岩 !变粒岩夹大理岩 ∀各岩石类型的自然

组合在区域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 与古岩相 见下

文 相一致 并互为过渡关系 ∀菱镁矿的直接围岩均

为菱镁矿大理岩 !白云石大理岩 菱镁矿矿床严格受

岩石组合 ≠ 的控制 菱镁矿大理岩和白云石大理岩

是菱镁矿的宏观标志 ∀滑石矿床也同样受岩石组合

≠ 的控制 其空间分布与菱镁矿大理岩和白云石大

理岩具有相依关系 也与菱镁矿处于同一含矿层位

中 ∀

2 3  矿物组合

菱镁矿矿石矿物主要为菱镁矿 有时还有少量

水镁石 脉石矿物为白云石 !滑石 !蛋白石 !石英 !斜

绿泥石 !黄铁矿 !黄铜矿和赤铁矿等 ∀滑石矿石矿物

为滑石 脉石矿物多为菱镁矿和白云石 此外还有少

量石英 !磷灰石 !黄铁矿等 偶含微量透闪石 !金红

石 !电气石 !金云母 !海泡石 !石墨和斜绿泥石等 ∀可

以看出 滑石矿石及夹石或顶底板围岩中很少见方

解石 说明滑石成矿并没有明显的脱钙作用 ∀

 岩相古地理

菱镁矿沉积成矿作用受岩相古地理控制 ∀早元

古代时 辽东裂谷盆地东西长 南北宽

陈荣度 陈荣度等 ∀古地磁研究

姜春潮 表明大石桥组处于古纬度较低 北

纬 ∗ β 的干旱的热带或亚热带环境 ∀盆地沉降

中心分布于主断裂北侧的虎皮峪 ) 红石垃子一带 ∀

其北侧为斜坡带 向南逐渐加深 ∀前人根据岩石类

型 !矿物组合 !≤ ! 等地球化学指标 将大石桥

期含矿建造沉积相由北而南分为滨岸碎屑岩相 ψ闭

塞台地相 泻湖相 ψ沿岸滩坝相 ψ半闭塞台地相 ψ

开阔台地相 董清水等 ∀其中 菱镁矿产于闭

塞台地相或泻湖相 其沉积环境可能代表古陆边缘

的泻湖蒸发环境 ∀

前人工作已发现菱镁矿矿层中有大量变余的沉

积组构 如变余的层理 !层纹 !斜层理 !豆状 !结核状 !

波痕 !雹痕 !滑坡等构造 冯本智等 ∀笔者最

近在野外工作中 除观察到上述地质现象外 还在大

石桥附近的大岭菱镁矿采场菱镁矿矿层附近的灰黄

绿色泥质碳酸盐岩中发现有 ∗ 厚的透镜状

石膏夹层 ∀其中石膏或硬石膏均为结晶矿物 含量

可达 以上 ∀石膏矿石裂隙中还有 ∗ 厚的

白色纤维石膏 图 ∀采样后分析 石膏硫同位素

Δ ≥∂ ≤⁄×为 ϕ ∗ ϕ ∀这些证据说明该石膏

不是火山热液成因的石膏 而是海相沉积蒸发岩系

图  辽东早元古代大石桥组菱镁矿共生石膏标本及显微镜下矿物组合特征

) 含石膏白云岩 并有纤维状石膏穿插 ) 显微镜下原生板状石膏与微晶白云石共生

ƒ  ≤ ∏ ° ⁄ ƒ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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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 ∀

大石桥菱镁矿大理岩中发现有大量叠层石 这

说明菱镁矿沉积时有生物的参与 ∀另一方面也说明

当时气候温暖 海水干净 ∀现代叠层石研究认为 藻

类一般形成方解石和白云石 很难形成菱镁矿 但是

古今对比研究表明现代沉积环境与古代是有差别

的 ∀早元古代全球海水富镁 !大气缺氧并富集 ≤

涂光炽 有利于形成菱镁矿 ∀蒸发环境下

当初海水中 普遍较高 起初叠层石吸收 ≤ !

形成白云石 海水中 ≤ 减少 而 相对

增高 这时叠层石也可吸收 形成菱镁矿 ∀

 成矿构造

辽东菱镁矿滑石成矿区总体构造为一局部倒转

的单斜层 ∀区内 ∞∞向逆断层及层间滑动带发育

并伴有 • 向和 ∞向的平移断层或平移正断层 ∀

菱镁矿层呈层状 !似层状 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 仅

小圣水寺例外 其矿层产状较陡 局部倒转 可能与

后期断裂和改造有关 ∀滑石矿体通常产在上述构造

交叉部位的附近 ∀滑石矿床的空间分布主要受 条

构造含矿带控制 ∀下部构造含矿带一般距大石桥组

三段底界 ∗ 含矿带厚 ∗ 中部构

造含矿带位于大石桥组三段中部 含矿带厚 ∗

至 ∗ 上部构造含矿带位于大石桥组

三段顶部 含矿带厚一般 ∗ 最厚达 ∗

∀滑石矿体主要赋存在菱镁矿大理岩或菱镁

矿层间挤压滑动带内 其次在菱镁矿大理岩与白云

石大理岩层接触部位和白云石大理岩层间构造带

中 近矿围岩中构造角砾岩化明显 ∀矿体产状与地

层一致 通常呈层状和似层状 少量透镜状和不规则

状 ∀在褶皱轴部 矿体加厚 ∀以上迹象表明 滑脱破

碎带和褶皱虚脱部位是滑石成矿构造的有利条件 ∀

 成矿地球化学

5 1  常量元素地球化学

据有关地质勘探资料 大石桥三段岩石化学成

分以高镁高钙为特征 并富集一定的硅 ω ≥ 与

ω !ω ≤ 呈反比关系 而 ω 含量与

地层厚度为正相关关系 ∀

从岩石化学成分等值线图 图 上可以看出 大

石桥 ) 黑峪 ) 二户来一线及岫岩王家堡子 !宽甸坦

甸 !丹东汤池地区等地 ω 其中营口

辽阳地区为高镁区 ω 平均为 ∀一般

ω 时就有菱镁矿矿层出现 但高镁区

有大规模菱镁矿聚集 ∀营口虎皮峪 !本溪通远堡 !宽

甸杨木川 南发磨子为高硅区 ω ≥ 平均大于

∀高钙区一般分布于上述两种成分富集区的过

渡部位 ∀

碳酸盐的 ω ≤ ω 比值是衡量镁富

集程度的一项指标 它与岩石中矿物成分有密切关

系 ∀以方解石为主的碳酸盐 方解石 白云石

ω ≤ ω ω 为

当白云石与方解石含量相等时 ω ≤

ω 为 ω 为 以白云石为

主的碳酸盐 白云石 ω ≤ ω 接近

ω 为 ∀当碳酸盐矿物以白云石和

菱镁矿为主要矿物时 ω ≤ ω 比值将大

大降低 ω 则大幅度提高 ∀如以白云石为主

白云石 菱镁矿 时 ω ≤ ω

比值为 ω 为 菱镁矿为主 白

云石 菱镁矿 时 ω ≤ ω 比值

为 ω 为 ∀

根据碳酸盐的 ω ≤ ω 比值可将本

区碳酸盐岩分为 类 钙碳酸盐岩 !镁钙碳酸盐岩 !

钙镁 碳 酸 盐 岩 和 镁 碳 酸 盐 岩 ∀ 从 ω ≤

ω 比值等值线图 图 可以看出 ≠ 等值线

平行于古陆边缘分布 由大陆边缘向内侧比值逐渐

增大 高镁区集中分布于营口 ) 辽阳地区 与含矿

建造岩石组合富镁质矿物相吻合 ≈ 菱镁矿层出现

在 ω ≤ ω 比值 附近 …碳酸盐的

ω ≤ ω 比值对菱镁矿滑石的控制作用与

地层厚度 !岩石组合及矿物成分相一致 ∀

5 2  稀土元素及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据前人资料 辽东菱镁矿与围岩的稀土元素含

量相近 表 Ο 稀土元素球粒陨石分配模式基本相

似 图 其中菱镁矿矿石稀土元素总量 2 ∞∞ 为

≅ 与白云石大理岩接近 ≅

菱镁矿矿石的 ∞∞ ∞∞为 与白云石大理

岩接近 说明在沉积作用过程中稀土元素强

烈均一化 在相同的地质作用中 使它们的稀土元素

Ο 池文仲 辽宁省大石桥至塔子岭一带菱镁矿地质特征及成矿预测科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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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辽东大石桥三段主要岩石化学成分等值线图

) ω !ω ≤ !ω ≥ 等值线图 ) ω ≤ ω 等值线图

ƒ  ≤ ∏ ∞ ° ⁄ ƒ

) ≤ ∏ ≤ ≥ ) ≤ ∏ ≤

相对丰度差别小 因此具有同生成因特点 ∀辽东滑

石矿石的 ω≥ ω 比值为 与大石桥组三段含

石英脉菱镁矿大理岩 ° δ 的 ω≥ ω 比值

接近 而与混合岩的 和二长花岗岩 ΓΧ 中

的 相差甚远 表明滑石成矿的主要物质来源于

沉积成因的镁质碳酸盐岩建造 而与其他岩石无关

表 ∀

5 3  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

在辽东菱镁矿不同矿区和大石桥组不同层位的

碳酸盐岩采取了碳 !氧稳定同位素样品 其分析结果

见表 ∀可以看出 方解石大理岩和白云石大理岩的

Δ ≤°⁄ 变化范围为 ϕ ∗ ϕ 平均值接近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1  辽东菱镁矿矿石及围岩白云石大理岩稀土元素含量及有关参数 Ο

Ταβλε 1  Ρ ΕΕ χομ ποσιτιονσ ανδ ρελατεδ παραμετερσ οφ μ αγνεσιτε ορεσ ανδ δολομιτιχ μ αρβλεσφρομ 3ρδ Μεμ βερ οφ

Εαρλψ Προτεροζοιχ Δασηιθιαο Φορμ ατιον ιν εαστερν Λιαονινγ Προϖινχε

样品
ω

≤ ° ≥ ∞∏ ⁄ ∞ ≠ ≠ 2 ∞∞
∞∞ ∞∞

菱镁矿矿石

白云石大理岩

图  辽东菱镁矿矿石及围岩白云石大理岩稀土元

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图谱

ƒ  ≤ ∞∞

∞ °

⁄ ƒ

表 2  辽东早元古代大石桥组菱镁矿和滑石矿石与

围岩 ωΣρ/ ωΒα比值 3

Ταβλε 2  ωΣρ/ ωΒα ρατιοσ οφ μ αγνεσιαν ανδ ταλχ ορεσ ανδ τηειρ

συρρουνδινγ ροχκσφρομ Εαρλψ Προτεροζοιχ Δασηιθιαο

Φορμ ατιον ιν εαστερν Λιαονινγ Προϖινχε

矿石或岩石类型 层位 !时代 样品数 ω≥ ω ω≥ ω

滑石 ° δ

菱镁矿大理岩 ° δ

含石英脉菱镁矿大理岩 ° δ

白云石大理岩 ° δ

黑云片岩 ° δ

均质混合岩

二长花岗岩 ΓΧ

3 据辽宁省地质矿产局第五地质大队资料综合 ∀

于零 菱镁矿的 Δ ≤°⁄ 变化范围为 ϕ ∗

ϕ 平均值也接近于零 说明菱镁矿与白云石

大理岩在相同环境下形成 均属海相沉积成因 ∀

表 3  辽东早元古代大石桥组菱镁矿 !滑石及其围岩碳 !

氧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

Ταβλε 3  Δ18 Ο ανδ Δ13 Χ δατα οφ μ αγνεσιαν ανδ ταλχ ορεσ ανδ

τηειρ συρρουνδινγ ροχκσφρομ Εαρλψ Προτεροζοιχ Δασηιθιαο

Φορμ ατιον ιν εαστερν Λιαονινγ Προϖινχε

采样号 样品名称 Δ ≤°⁄ ϕ Δ ≥ • ϕ

滑石化菱镁矿

菱镁矿

方解石大理岩

方解石大理岩

叠层石大理岩

条带状白云石大理岩

变余条状白云石大理岩

条带状白云石大理岩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分析 ∀ 采用

× ∞ 质谱计 磷酸法分析 精度 ? ϕ ∀

方解石大理岩和白云石大理岩的 Δ ≥ • 变化范围

为 ϕ ∗ ϕ 其平均值为 ϕ 菱镁

矿的 Δ ≥ • 变化范围为 ϕ ∗ ϕ 其

平均值为 ϕ ∀氧同位素偏低的现象可能与成

岩交代作用或区域变质作用中地表水轻同位素的加

入影响有关 ∀

一般认为 海相成因的灰岩和白云岩具有接近

于零的 Δ ≤ !Δ 值 而淡水成因的碳酸盐具有较低

的负值 ∀辽东的菱镁矿和白云石大理岩 Δ ≤°⁄

Δ ≥ • 值相关图解上位于受变质海相碳酸盐岩

区 个别投影点虽然超出该范围 但也都在其附近

图 反映菱镁矿和白云石大理岩具有相同的成

因 具变质海相碳酸盐岩的特点 ∀

 成矿流体

辽东地区滑石成矿作用表现在成矿流体交代含

硅镁质碳酸盐岩和部分热液充填形成滑石矿床

Ο 池文仲 辽宁省大石桥至塔子岭一带菱镁矿地质特征及成矿预测科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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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矿流体的成分和特征是滑石

矿床成矿的重要条件 ∀滑石矿床的包裹体特征及化

学成分见表 !表 ∀对菱镁矿和滑石矿床围岩进行

包裹体分析 菱镁矿和石英中的流体包裹体一般 ∗

Λ 气相百分数一般为 ∗ 滑石矿石中

石英及菱镁矿的流体包裹体普遍含有 ≤ 子晶 盐

度 ω ≤ ∗ 表 ∀包裹体中普遍含

有 ! !≤ ! ! ≤ 及大量的 ≤ 和

少量的 ≤ 含量 χ 分别为

平均 最高可达 ≤

≤ ≤ 高

达 ≤ ∀流体平均 值为

呈碱性 表 ∀滑石矿体顶底板还可见到含氯

矿物方柱石 它可能是石盐或卤水演变而来 ∀菱镁

矿和石英均一温度有 ∗ ε 和 ∗ ε 两

个区间 分别是菱镁矿重结晶和石英析出的温度 推

测滑石成矿温度约 ∗ ε ∀通过对比 认为它

与美国的 ∏ ∏ 元古代滑石矿床的成矿温

度接近 成矿流体都具埋藏海水演化而来的热卤水

性质 ∀

辽东滑石含矿围岩中 ω ≥ 含量一般在

∗ 平均为 ∀同时发现围岩中

的硅质在区域变质 !动力变质过程中有逐渐向挤压

断裂带集中的现象 ∀由菱镁矿大理岩中存在的石英

脉可知 成矿流体是富硅的 ∀这表明分布在含石英

菱镁矿大理岩中的原生硅质 在长期的区域变质和

动力热变质中 朝着断裂带方向迁移 !集中 造成了

滑石成矿前的硅化作用 ∀这种硅化是碱性变质热液

淋滤围岩中的硅质 并向挤压断裂带附近运移硅质

的结果 ∀而断裂构造和褶皱构造满足形成滑石过程

中体积增加 一般情况下增加 的需要 同时还

降低了流体与镁质碳酸盐岩反应生成的 ≤ 的分

图  辽东菱镁矿和白云石 Δ ≤°⁄ Δ ≥ • 相关图解

) 正常海相区 ) 淡水区 ≤ ) 受变质海相碳酸盐区

ƒ  Δ ≤°⁄ Δ ≥ • ∞ ° ⁄

ƒ

) ) ƒ ≤ )

表 4  辽东早元古代大石桥组菱镁矿矿床流体包裹体特征

Ταβλε 4  Φλυιδ ινχλυσιον δατα οφ μ αγνεσιαν δεποσιτσιν Εαρλψ Προτεροζοιχ Δασηιθιαο Φορμ ατιον ,

εαστερν Λιαονινγ Προϖινχε

样号 矿物 包体形态 大小 Λ Υ气 盐度 ω ≤ 子晶消失温度 ε

菱镁矿 负晶形 ∗ ∗ ∗

菱镁矿 负晶形 ∗

石英 负晶形 管状 筒状 ∗ ∗

石英 滴状 ∗ ∗

石英 滴状 管状 ∗ ∗ ∗

石英 立方体 筒状 管状 ∗ ∗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实验室分析 采用法国产 ≤ ÷ ∞≤ 显微冷热台 温度范围 ∗ ε 精度 ?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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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辽东大石桥组滑石矿床液相包裹体分析结果

Ταβλε 5  Χηεμιχαλ χομ ποσιτιονσ οφ φλυιδ ινχλυσιονσιν ταλχ δεποσιτσ οφ Εαρλψ Προτεροζοιχ Δασηιθιαο

Φορμ ατιον ιν εαστερν Λιαονινγ Προϖινχε

样号
χ #

≤ ≤ ≤ ≤
值

平均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实验室分析 采用气相和液相色谱法 精度 ? ∀

压 有利于形成厚大的滑石矿体 ∀

在研究矿物流体包裹体时 发现石英的液态包

裹体里 因有氯化物和重碳酸盐而使 ≥ 浓度升

高 ∀这说明含氯化物和重碳酸盐的热液可以提高溶

液中 ≥ 的溶解度和活度 有利于溶解和运移 ≥

到成矿有利部位 与围岩中镁质碳酸盐等成矿物质

发生反应生成滑石 ∀滑石矿体及围岩存在的许多硅

质团块和岩石中高 ω ≥ 佐证了盐类矿物促进

了 ≥ 在成矿流体中的活动能力 ∀

以上研究表明 滑石成矿流体是一种源于海水

的富镁含硅的高盐度的变质流体 ∀

 讨论与结论

关于辽东菱镁矿滑石矿床的成因问题 一直存

在争议 李驭亚等 ∀而辽东菱镁矿的成因 历

来就有沉积变质和热液交代之争 ∀菱镁矿沉积变质

成因的证据主要是菱镁矿呈层状分布 并见有大量

的变余沉积组构 ∀对于菱镁矿沉积变质成因的观

点 笔者通过理论计算和古代与现代成矿环境对比

认为 从海水直接沉积形成如此巨厚的辽东菱镁矿

几乎不可能 必然要通过其他特殊的形式完成菱镁

矿的富集和脱钙化过程 ∀

持菱镁矿热液交代成因观点的学者认为 菱镁

矿是经热液交代白云岩或白云石大理岩形成的 主

要证据有 ≠ 菱镁矿分布局限 而菱镁矿围岩白云岩

或白云石大理岩分布广泛 菱镁矿矿体中有菱镁

矿交代白云岩现象 ≈ 菱镁矿和白云岩在化学成分 !

微量元素 !稀土元素和结构构造上有差异 …菱镁矿

受区域构造控制明显 ∀笔者认为 若是菱镁矿属热

液交代白云岩成因 必然发生区域上大规模的去钙

化作用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 菱镁矿矿床或矿区附近

应有大规模的方解石化现象 这与辽东地区的镁质

碳酸盐岩的矿物组合和区域分布是矛盾的 而区域

上白云岩或白云石大理岩分布广泛 而菱镁矿分布

局限正是沉积型矿产分布的普遍规律 ∀另外 菱镁

矿优级品矿石为中心向外过渡为一般矿石到贫矿石

的分带现象 不仅存在于热液交代矿床中 沉积矿床

和蒸发岩同样存在 在蒸发岩矿床中表现更为明显 ∀

菱镁矿和围岩白云石大理岩在化学成分 !微量元素 !

稀土元素和结构构造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它们分布

的总体规律是一致的 ∀菱镁矿和白云石大理岩均受

构造控制 这正是裂谷构造控矿作用的表现 ∀

罗耀星等 早就注意到辽东地区富

镁质碳酸盐岩建造中存在蒸发岩 在营口大石桥一

带微含沉积菱镁矿的变质白云岩常见有方柱石 他

推测可能沉积于蒸发环境 ∀白云岩沉积时有少量水

菱镁矿或三水菱镁矿 成岩时变为菱镁矿 ∀由于当

时证据较少 并没有确认辽东地区菱镁矿大规模成

矿作用与蒸发岩有关 ∀通过对它们成矿条件的研

究 尤其是找到了大量蒸发岩相的证据 并佐以同位

素地球化学分析结果 笔者认为菱镁矿不是简单沉

积变质的 而是蒸发沉积形成 ∀虽然后来菱镁矿经

过了变质改造 但这种改造主要是结构构造和少量

矿物形态上的变化 总体物质成分并无大的变化 ∀

笔者推测 早元古代辽东裂谷发育早期 因当时

气候干热 泻湖内海水蒸发量较大 海水盐度不断提

高 部分地段沉积有石膏和石盐 ∀蒸发环境下 泻湖

中白云石首先沉淀 当泻湖中 富集到足够程

度 并有足够的 ≤ 时 发生菱镁矿沉淀 ∀叠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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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 ≤ ! 首先形成白云石 随着海水中 ≤

减少 相对增高 ∀通过蒸发作用也可直接沉积

或交代白云石形成菱镁矿 ∀这种菱镁矿蒸发成矿作

用与西藏班戈湖蒸发环境下水菱镁矿的成因类似

郑绵平等 郑绵平 ∀

以前的学者在研究滑石矿床的成因时 对热液

主要交代菱镁矿还是主要交代白云石有不同的意

见 ∀对于成矿热液 往往推测与区域变质作用有关

认为是变质流体 ∀新的研究结果表明 滑石矿床成

矿流体来自于埋藏的海水 由它演化形成的富硅质

高盐度的变质流体交代含硅质镁质碳酸盐岩 形成

了滑石矿床 ∀由于辽东地区滑石矿床本身方解石化

作用不明显 推测成矿流体主要交代菱镁矿 大量的

硅质来源也是滑石成矿的必要条件 ∀

吕梁运动使辽东裂谷闭合 辽河群褶皱变质 ∀

不可否认 个别地区沉积的菱镁矿在区域变质 混合

岩化过程中可能发生了第二次富集 但就总体而言

因缺乏脱钙化证据 如此巨量的菱镁矿不可能通过

交代白云岩而来 相反 许多证据表明 菱镁矿在区

域变质过程中 只是物质的结构构造上发生变化 菱

镁岩改造为粗粒状菱镁矿石 物质成分并无明显改

变 同时 在构造 流体成矿系统中 富 ≥ 热液在构

造有利部位交代富镁质碳酸盐岩 形成滑石矿床 ∀

总之 辽东裂谷的发生 !发展与闭合控制了菱镁

矿的蒸发沉积 !改造和滑石矿床的交代成矿 滑石矿

床与菱镁矿矿床同处于同一成矿带 主要集中于辽

东裂谷的北缘 ∀富镁质碳酸盐岩是菱镁矿和滑石矿

床的含矿建造和成矿母岩 ∀辽东裂谷北缘形成的泻

湖蒸发环境是菱镁矿蒸发沉积的有利环境 ∀

值得指出的是 关于辽东早元古代辽河群的早

期沉积中蒸发岩相的问题 彭齐鸣和 °

以及蒋少涌等在研究硼矿中已经发现了硼矿最早的

沉积是蒸发岩系 °

王安建等在研究辽东裂谷北缘的 ƒ

≤∏硫化物矿床时 也认为属于盐丘控矿 •

∀本次工作在大石桥组三段发现的石膏

及其有关岩相特征 证明辽东菱镁矿也是在蒸发环

境下形成的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辽东裂谷形成

和演化以及研究菱镁矿 !滑石和硼矿等大型矿集区

的成因机理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

致  谢  研究工作得到了陈毓川院士 !翟裕生

院士的指导 野外地质调查中得到辽宁省国土资源

厅 !地勘局及第五地质大队 !中国建材工业地质勘查

中心辽宁总队和辽宁化工矿产地质勘查院和有关矿

山的领导和地质技术人员的帮助和支持 ∀成文后承

蒙陶维屏教授和郝梓国研究员审阅并提出修改意

见 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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