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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石碌铁矿含矿岩系中火山

岩类的新发现与究研
吕 古 贤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提姿 在石碌群主要含犷层及主矿层底部发现火山凝灰岩
，

经过野外工作和深入研 究
，

提

出石碌铁矿床豹土要矿质来源可能是海底近源火山喷发作用的看法
。

海南岛石碌富铁矿及相当类型的矿床
、

矿点�朝阳
、

军营
、

红岭
、

东岭
、

琼海朝阳等�

都具有一定的层位
，
矿体呈层状

，
或透镜状顺层产出

。

经过��年代富铁矿会战
，
石碌铁矿

以沉积为主要成岩成矿方式或作用的观点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 ‘ ” ，。

翔年代后
，
石 碌

铁矿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矿质来源上
“ ，。

一般认为石碌铁矿的许多特点不能完全用正常陆 源

机械搬运沉积作用来解释
，
可能有其它因素影响

，
大多数研究人员倾向于是海底火山作用

提供了主要的矿质来源
〔� ’ ‘ � ‘ ，。

但是
，
持有矿质来源是海底火山作用之观点者

，

也有相差

甚远的见解
，
刘义茂等人 ������认为是海底远源火山喷淤作用

，
刘成湛等人 ������ 怀

疑为近源海底火山
，
刘宏英等人 ������ 则认为是火山渗流热卤水

‘

为矿源
，

而潘恩沛
、

李

令时 ������ 则由于矿区无可靠的火山岩存在
，

认为相当于近代红海凹地中那种受变质渗

流热卤水成矿
，
等等

。

之所以产生这样大差距的不同意见
，

主要由于在含矿岩系中未发现

确凿的有一定规律的火山活动证据
。

��年代初
，
石碌矿区火山岩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
冶金

��� 队首先发现并与兄弟院校
、

科研单位进一步确定了矿区保秀岭石碌群第五层钾质流纹

熔接凝灰岩的存在必
。

从 ����年起
，
我们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重点对矿区含矿岩系中的火山岩问题作了一

些研究工作
，

并且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

主要是
�

首次在石碌群主要含矿的第六层中发现

并鉴定两层火山凝灰岩
� 在主矿层底部第五层片岩上部同一岩段中 �同已知保 秀 岭 火 山

岩�又发现几处火山凝灰岩层
，
结合李桂兴 ������在相同层位所见的钾流纹斑岩

，
在第

五层中上部试划出一浅变质火山一沉积碎屑岩夹透镜状火山熔岩及火山凝灰岩岩段
� 在火

山岩剖面中发现并鉴定有透辉石岩层
，
并在蚀变的透辉石白云岩中见到未脱玻化的火山玻

璃
，
对长期争论不休的二透岩成因及物质来源向题从有火山成分加人方面提出 了 有 力 证

据
� 最后

，
提出主要矿质来源可能是海底近源火山喷发作用

。

� 李桂兴
，

海南石碌古火山岩初步调查报代
�

����年��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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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石碌群第五层中上部火山岩的新发现及其研究

对前人发现的保秀岭火山岩韶面详细工作后
，
我们考虑

�

如朵它是火山岩层
，
这一层

位中应该有不同规模的火山岩出露
。

注意到这个问题
，
在矿区地质调查中

，
干这同一层位

又发现两处火山岩
，
分别位于石碌一枫树下公路与铁路交义 日南的铁路旁壁坡上和北一矿

区北部
。

特别是北一矿体北部的火山岩露头与上
一

下层的关系出现在连续的剖面中
，
有着重

要的意义
。

岩石以灰绿黄色层状凝灰岩和含有火山泥球的钾流纹质熔结凝灰岩为主
。

透镜

状火山疑灰岩顺层夹在碎屑沉积变质岩中
，
与上下岩层呈过渡状但有明显的岩性分界

。

下

伏岩石为凝灰质片岩及含凝灰质石英绢云母片岩
，
上部接触界限未见

。

岩石普遍的黄绿
，

灰绿黄色及含有大量的球粒结构
、

熔接球粒结构
，
未见有明显的陆相火山岩成分及结构

，

这反映了水下喷发
、

水下沉积的环境
。

大量的泥球及少量火山砾的组分可知距火山活动中

心位置并不很远
。

在剖面顶部的火山岩呈赤褐色
，
褐色

，
渣状

，
为含角砾岩的凝灰岩

。

它

们同下伏火山岩整体的灰黄绿色调极不协调
，
应为氯化环境

、

水面之上的堆积产物
。

这说

明在浅水沉积的后期已有局部地段高出水面
。

在北一矿体底下
，
产在第五层片岩中上部的火山岩层为似层状

。

岩石呈灰绿黄色
，
土

褐黄色
，，
土状

，

有细泥纹构造
，

并有茎青石变斑晶
。

基质泥质
、

黑云母等矿物表现出铝土

质成分
，
很多并有浅变质

。

与前两处火山岩相比显得离火山喷发的中心更远些
。

此外
，
在

矿区东部鸡心河的第五层片岩中
，
相当于第五层向第六层过渡的层位

，
发现有钾质流纹岩

及钾质流纹斑岩
。

明显的火山熔岩
，
岩石为黑灰一灰黑色

，
块状

，
斑状构造

，
基质具脱玻

球粒和霏细结构
，
镜下见明显的流纹构造

。

虽然是一种熔岩成分
，
但从其结构 构 造 特 点

看
，
它们是溢流相和爆发相交接部岩相的产物

。

上述第五层中上段的火山岩特征
，
出露层位和位置使我们考虑为同一火山活动

，
但处

于不同的岩相地段的产物
。

初步认为矿区西北部向东南部为逐渐接近火山活动 中心 的 方

向
。

还可以发现
�

①它们大体属于同一层位 ，
具有从西向东火山岩层厚度逐渐变厚

，
正 常 碎 屑 岩 �上

伏�层逐渐变薄的趋势
。

这样显出火山岩层从西向东层位上升
，
岩相也从爆发相变为溢流

相
，
反映早期爆发阶段以火山碎屑建造为主

，
晚期溢流相出现火山熔岩

，
其分布范围仅限

于或接近于火山活动中心
。
这与一般的火山喷发作用的特点相同

‘力 。 ② 岩性相同 ，
同是钾

流纹质岩石
。 ③沉积环境相同 ，

都是水下沉积相
。 ④沉积古地理相似 ，

为凹凸不平的浅水

地区
。 ⑤使上下片岩的特点发生明显变化的划分性质，

�最明显的是上部 ��
，
�� 质增加

，

因而使岩石硬度变低
，
易风化�等等这些特点

，
我们试将石碌群第五层分解为三个岩段

，

中上部划出一层为浅变质的火山一沉积碎屑岩夹透镜状火山熔岩
，
熔接凝灰岩和火山凝灰

岩岩段
。

二
、 ，

石碌群第六层中火山岩的发现

第六层是矿区的主要含矿层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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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枫树下矿区原鉴定的蚀变霏细斑岩和蚀变花岗斑岩是两层海底火山凝灰岩
，

具体地说
，
是钾粗安质球粒状凝灰岩及钾流纹质球粒状凝灰岩

。
它们的主要岩石结构构造

特征有
�

①广泛发育有玻璃质火山球粒 。

②出现大量的长英质火山球粒 �前人曾称为假球粒�
，
它们常显出中心式放射状 的 长

英质枝扇状的晶束
。

它们同玻璃质球粒相比
，
只是成份不同

，

其结构构造同样反映急速水

下冷却的成岩环境
。

③经研究 ，
所谓岩石的

“
斑晶

”
实际上是一些晶屑

，
或者是以晶屑或其它颗粒为中心

的长英质的放射状晶束
。

特别是一些形状很圆的石英
，

曾被人认为是岩浆侵入时带来的受

熔蚀的捕虏体
。

在山东海洋学院张保民教授的答疑及指导下
，
发现这是沉积的凝灰质当时

保留的水泡
，
后来又被石英充填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结构

，
因此

，
晶体未受强烈破碎

，
成分

纯净单一
，
并明显地具有水滴状

、

滚圆状及光滑的边界
。

④这种 “
水饱

”
状构造及前述岩石特征在铁矿层中也有发现 �李桂兴

， �����
。

这两层火山岩中
，
下部的以长英质球粒为主

，
而上部岩层中是以硅质为主的玻璃质球

粒
。
两层火山岩位于枫树下矿区第六层下部富铁矿层和 上部贫铁矿层之间

。
从已有的资料

看
，
它们比第五层上部的火山岩分布及规模或许要小一些

，
可能为顺层透镜状产出

。

三
、

几类含火山凝灰质成分的沉积变质岩

这里所指的是透辉石透闪石岩
、

石英绢云母片岩和阳起石片岩
，
甚至有些含透辉石或

杆榄石的白云质大理岩
、

白云岩
。

矿区的这些岩石中不同程度地含有火山凝灰岩的成分
，

部分岩石本身是以凝灰质为主要成分
。

值得指出的是
，
对矿床成因有密切关系的透辉石透

闪石岩指的是在富铁矿顶底板顺层产出的层状岩石
，
而不是指矿区内具有明显交代成因的

脉状
，
似层状矽卡岩

。

认为这些沉积变质岩的原岩成分中不同程度地具有火山物质成分
，

就特别要注意这里所报导的两个地质证据
�

①钾流纹质凝灰岩中发现有透辉石岩层 。

保秀岭火山岩靠近顶部的钾流纹质凝灰岩的

部分样品
，
经室内数次切片鉴定

，
并得到张保民教授的进一步确认

，
定名为透辉石岩

。

野

外它们与上下凝灰岩的颜色
，
结构构造都见不到明显的差别或界限

，
而在镜下很容易区别

它们
。

②在蚀变的杆榄石 ，
透辉石白云岩中有火山玻璃的存在

。

蚀变矿物以蛇纹石为主
，

原

矿物已少见
。

所见的镜下区域为低突起
，
正交全消光

，
但在高倍单偏光镜下可见这个区域

由两部分组成
，
无任何结构的部分为树胶

，
周围的物质具有结构

，
它们呈发丝状

，
发针状

的发雏晶结构
，
即是火山玻璃

。

石碌矿区与矿层共生的透辉透闪石岩类的成因一直争论不

休
，
它们在延伸上和纯净的白云岩呈相变关系

，
很多情况下在剖面上具有一定形式的沉积

“
韵律

即 。

结合上述新的地质事实
，
我们考虑它们是一种沉积变质岩类

，
原有的沉积 成 分

中不仅有正常沉积的白云质
、

钙质和碎屑
，
还有火山物质成分的加入

，
经过后生改造作用

而形成的
“
原地

”
变质交代岩

。

这种类型的岩石在华南几个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铁铜矿山中

频有出现⑧ 。

石碌二透岩似可称为凝灰质透辉透闪石岩
，
是一种含火山质的 沉 积 变 质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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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③残余火山岩结构构造的存在 。

不少称为石英绢云母片岩的成分
，
其片状矿物是阳起

石
，
或有部分透闪石

。
这些岩石不仅产出位置与火山岩分布有关

，
而且在变质之后仍可在

镜下见到保持原火山凝灰结构
，
熔接凝灰结构的形象

。

④岩石化学分析结果的研究 。

矿区的主要岩类岩石化学成 分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
仅 有

��
�

��的样品落入尼格里投影区的沉积岩区
。

其中��个二透岩类样品中仅有 �个落人沉积

岩投影区
，
而���的样品在火成岩投影区里出现

。
同时

，
透闪石阳起石岩的成分点有���

左右落在火成岩区
。

还可以发现
，
一些产于火山岩剖面中的岩石却落在了沉积 岩 的 投 影

区
。

综上所述
，

石碌矿区岩石类型特殊及复杂的原因正反映了它们物质成分的多源和形成

作用的复杂
。

研究它们可以作为研究矿床成因的一把钥匙
。

它们反映出
，
在石碌铁矿沉积

时不仅有正常机械沉积
，
化学沉积作用

，
也有火山活动的参与

，
并且由于后期的改造作用

掩盖了它们原来就难以区分的过渡于正常沉积一海底火山沉积作用之间的本来面目
。

四
、

海底近源火山作用提供矿质来源

石碌矿区含矿岩系中
，
特别是在主矿层附近发现了多处多层火山岩层

。

而火山岩的分

布
，
所反映火出活动的规模似乎与矿体的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规模最大的主矿层一

北一矿体之下就是目前所知的规模最大的火山岩岩段
。
第六层下部富铁矿之上的两层火山

岩所显示出的火山活动程度不很强
，
相伴其上的贫铁矿层

一

也不具有很大的意义
。

矿区最主要的含矿建造是白云岩一二透岩一贫铁矿一富铁矿一贫铁矿一二透岩一白云

岩
。

从主要化学成分上看 �表��
，
它们是一种渐变关系

，
反映了同一成因的特征

。

矿区火

山岩岩石学研究表明
，
火山岩以钾质酸性为主要成分特征

。

据科普切弗
、

德沃尔尼科夫等

人的研究
〔，’ ，
中酸性火山岩不同于基性火山岩的明显形态特征是厚 度不均一

，
而分布范围

要小得多
。

矿区火山岩中大量出现火山泥球
，
发现有火山砾石及广泛出露的熔接结构的流

纹质凝灰岩
，
甚至在矿区东部出现溢流相的钾流纹岩

，
流纹斑岩等特点都显示出距离火山

活动的中心已经不很远了
。
目前从北一矿体到鸡心河处火山岩距离在��� 左右

，
就是考虑

到后期断裂的错动
、

褶皱的变位影响
，
从北一矿体向南东到火山喷发中心也仅在 ��� 左

右
。

结合岩石中并未见到显示经过陆相火山活动阶段的成分及结构构造—可能为海底喷

发的特点
，
认为石碌铁矿的矿质主要来自海底近源火山作用的看法就比较合乎逻辑了

。

�一巧一口一巧一口�一工︸入一弘一工�一。一。一。一。岩石名称 � ���。 一

� ���� ���
，�

表 �

瓦石月
�

奋拓
一

�碗
“ 、 ，，�

�
，��‘

����
一
����
一﹃一
︺︸一

����
一
﹃
一
。兰�竺�

一

竺�兰…竺…竺
兰��兰卫生卜兰生

�

�兰
，

卫竺一
�

�
一

生竺
一

�上望生
一

二兰
�

卜竺生�兰当
�

二竺�
一

�

卜生竺�止竺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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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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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白白 云 岩岩 �
。

����

透透辉石岩岩 ��
�

了���

贫贫铁矿石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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