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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高岭土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

(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南 京大学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 京)

提 要 :大 洲高岭土矿床是瓷都景德镇重要的原料基地。成矿母岩大洲花岗岩体是由富含泥

质、粘土质的地壳物质经部分熔融而成。低温热液蚀变为主,少 量后期风化叠加成因机制可以较

好地解释该矿床所具有的一系列地质特征。

关键词:高 岭土矿床 花 岗岩 成 因机制 江 西景德镇

大洲高岭土矿床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西约 硐 km处 ,与 该矿床相类似、分布较接近的

还有高岭村和星子高岭土矿床。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高岭土矿床是花岗岩-花岗伟晶岩经风

化作用形成的,属 于风化残积型矿床[1,2]。笔者对大洲高岭土矿床以及大洲花岗岩体进行了

较为详细系统的研究,发 现风化残积成因机制较难解释该矿床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

1 高 岭土矿化花岗岩体的成因特征

大洲花岗岩体浅部为二长花岗岩和白云母花岗岩[3],向 深部过渡为黑云母花岗岩,岩

体内还有少量伟晶岩脉、二长细晶岩脉、石英脉和云英岩脉,岩 体时代约为 100× 106a。 钾

长石多为条纹长石,结 构态属正长石和中微斜长石;斜 长石为钠-更长石;含 原生和次生白

云母,原 生白云母呈自形和半自形,颗 粒较大,与 黑云母呈交生关系,还 可见沿长石和石英

空隙生长的原生白云母,其 解理垂直长石和石英的边界,这 反应了岩浆结晶过程中逐渐富水

的特征,而 次生白云母颗粒细小,常 呈交代长石形式出现;黑 云母的化学成分贫 Mg而 富

Fe、 Al,其 MF值 <0.38与 上部地壳部分熔融以及原地交代形成的花岗岩类的黑云母 MF

值相类似,说 明成岩物质来源较浅;锆 石群型特征反映了岩体成因系列属 Pupin(1980)划

分的以地壳成因为主侵人的二长花岗岩类。岩石的稀土总量较低 (14× 106左 右),Eu亏 损

较大 (εEu为 0.10左 右);微 量元素以 Li、 Rb、 α 含量较高为特征,且 含有较多的黄玉和

电气石等副矿物,表 明岩体形成时较富含挥发分;岩 石化学成分以贫 Ca富 Al为 特征。岩体

形 成 的 物 理 化 学 条 仵 约 为 :p=⒛ 0~300MPa,彦
=⑾ 0~700℃ ,rO2=10̄

65~107· 5Pa,

∫ H20=149~270MPa,含
水 量 5.5%~7.5%。 岩 体 的 ε

1:O为
10.2‰ ,s’ ⒊ 严 sr初 始 比 为

0.7197,反 映 了 原 始 岩 浆 是 由 富 含 泥 质 、 粘 土 质 的 地 壳 物 质 经 部 分 熔 融 而 成 的
[3]。

2 大 洲高岭土矿床基本特征

大洲高岭土矿床开采历史悠久,其 成矿母岩是白云母花岗岩。板溪群变质岩常以顶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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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置于白云母花岗岩之上,围 岩己角岩化 (图 1a)。 岩体和围岩之间常见似伟晶岩壳和石英

壳 ,即 所谓
“
硅帽

”
断续出现 ,其 厚度一般在 15cm左 右 ,矿 区还发育一条长达 7.8km,宽

14~32m的 硅化带 ,该 带与高岭土矿化常伴生 (图 1b)。 大部分高岭土矿体产于大洲岩体的

内接触带 ,形 态以似带状、似层状、团块状等为主,厚 度极不均匀 ,平 均厚度为 10m左 右 ,

多处见到矿体横向即可过渡到新鲜岩石 ,并 在矿体上部保存新鲜的花岗岩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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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 洲高岭土矿床产 出特征

a一围岩板溪群角岩 (黑色)顶 盖于原岩为白云母花岗岩的高岭土矿

(d)与 硅化带 (c)伴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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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 洲高岭土矿床典型剖面示意图

1—第四系;2— 硅化带 (硅帽);3— 板溪群角岩;4— 自云母花岗岩;5一 高岭土矿

大洲高岭土原矿多呈白至灰白色,保 留中粒花岗结构,Al2Os含 量较低 (15%左 右),

含 较 多 石 英 ,SiO2含 量 高 达 73%~75%;K2O含 量 为 4%~5%,N勿 O为 1%~3%,淘 洗

后 精 矿 质 量 大 为 提 高 ,AlzO3含 量 可 达 34%~37%,Si02降 为 46%~49%。 。 经 X射 线 衍

射、红外吸收光谱和热谱分析证实,高 岭土精矿主要由无序高岭石、伊利石等粘土矿物组

成。扫描电镜下高岭石呈晶形较完好的板状及少量不规则片状,集 合体呈叠片状排列,单 片

厚 0.2~0.4um,常 具长石假象 (图 3)。 透射电镜下还见有呈管状的多水高岭石和云雾状的

蒙脱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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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 洲高岭石扫描电镜照片

a一呈长石假象的高岭石;1— 规则叠片状高岭石集合体呈长石假象

3 风 化残积说的质疑和热液蚀变成因的证据

(1)从 小范围内看,矿 体常呈似层状,但 都延伸不远,从 大一点的范围内看,这 些矿床

实际上都呈透镜状、团块状等,而 且在横向上可过渡到新鲜母岩。强烈的风化作用环境在很

大的区域范围内应是较一致的,决 不可能对同一地点的同一种岩性中某个部分发生强烈作用

而不涉及到其余。而不规则的矿体产状正是热液矿床的典型特征。

(2)大 洲岩体与围岩的内外接触带具有硅化和角岩化,并 且高岭土矿体上部可存在新鲜

的花岗岩,又 被围岩呈顶盖形式所覆盖,许 多矿体必须先对顶板地层 (角岩或硅帽)进 行剥

离才能采矿,这 用风化残积说解释比较困难。

(3)在 风化过程中,斜 长石比钾长石、黑云母比白云母更易高岭土化,该 地区是白云母

花岗岩与高岭土矿关系最密切,这 用风化说不易理解。用热液成矿观点来看,花 岗岩体含有

原生白云母 ,意 味着岩浆熔体较富水,有 利于岩体结晶晚期的大规模热液蚀变而形成矿床。

(4)与 大洲高岭土伴生的白云母属 2M1型 ;在 块状高岭土矿石中常有绢云母、方铅矿、

黄铁矿和辰砂等热液矿物存在;高 岭土化钾长石的 ε1:O为 4.5‰ 左右,高 岭土精矿的 a1:O

为 3‰左右,这 些均与法国雷恩国际粘土会议总结的热液成因高岭土矿的特征相一致[5]。

(5)电 镜下还可看到一些具风化成因特征的微球状多水高岭石附生在呈长石假象的叠片

状高岭石表面,这 表明高岭土矿除了热液蚀变形成的外,还 有少量风化成因的叠加[4]。

4 大 洲高岭土矿成因机制讨论

由花岗岩低温热液蚀变为主、后期少量风化叠加成因机制可以较好地解释大洲高岭土矿

床所具有的一系列地质特征,如 矿体形态呈透镜状、团块状或似层状;含 多种热液矿物,且

常与硅化带伴生;精 矿主要由无序高岭石、伊利石等粘土矿物组成;矿 床的 ε1:O为 3‰ 等

等。

起源于地槽沉积物部分熔融的花岗质岩浆,其 初始含水量就较高。岩浆房逐渐冷却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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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随之均一化的过程中,水 及其化合物将从岩浆体下部和中心向上部和边部扩散聚集,导 致

岩体上部富水形成白云母花岗岩,深 部相对贫水形成黑云母花岗岩。大洲花岗岩的初始含水

量约为 5.5%~7.5%,当 其侵位于浅成环境时,必 然有大量的水 (包括 CO2等 多种挥发分)

从花岗岩熔体内向减压带析出。由于岩体的侵入,热 烘烤作用使得靠近岩体的围岩形成了各

种不同的角岩,这 种角岩带致密坚硬是水的良好屏蔽层,有 效地阻止了水向围岩中流动、渗

透和扩散,使 得熔体中析出的水在近接触带或各种裂隙附近富集形成低温熔体区 (图 4a)。

低温熔体逐步结晶至晚期所析出的岩浆期后热液将对岩体发生广泛的热液蚀变 (尤以接触带

处强烈),岩 浆热液中富含 CO2(包 裹体资料),将 导致岩体发生不同程度的高岭土化蚀变:

K2O· 川203·6⒏O2+御 H2O+C⒐ 艹 A12O3· 2⒏O2·2H2O+K2CO3+4⒏ o· 彳H2O

蚀变产物中的二氧化硅胶体

随着流体至外接触带以硅质脉或

硅帽的形式析出,在 蚀变过程中

长石往往要经过水云母化然后变

为高岭石 ,这 样就可以在岩体的

内接触带或各种裂隙处形成似层

状的、褒状的或脉状的高岭土矿

化程度不同的高岭土矿胚。

岩体侵人所携带的过热、结

晶潜热和冷却热,为 驱动大气水

在围岩中进行长期的对流循环提

供了必须的能量 (图 4b)。 景德

镇地区植被发育,夏 季炎热、雨

量充沛 ,雨 旱季交替明显 ,地 表

土积有大量腐殖酸。大气降水淋滤和渗透时,除 了温度逐步上升变为低温热液外,还 将与表

土的腐殖酸发生交换变为酸性,这 种酸性的大气循环水与岩体进行水/岩反应,将 淋滤掉

Fe、 Mn等 杂质元素,使 岩体中原来形成的高岭土矿胚质量提高而变为高岭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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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高 岭土矿床热液蚀变和风化叠加成 因模式

a一花岗岩热液蚀变形成矿胚:1一 围岩;2一 角岩带;3一 初始冷

凝带;4一 水和挥发分运移方向;5一 花岗岩体;

b一大气降水循环叠加成矿:1一 岩体;2一 高岭土矿体;3一 大气循

环水流动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