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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风 化壳形成机 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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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国铝土矿床 98 % 以上为古风化壳型
.

少量属红土型
.

前者分六个亚型
,

即铝硅酸盐岩古风化

壳原地残积 ( 工
。

) ; 碳酸盐岩古风化壳准原地堆积 (几 )
、

异地堆积 ( I
。

) 以及异地沉积 (湖水 ) ( 工户; Ic
.

古风化壳异地沉积 (海相 ) ; lf 碳酸盐岩古风化壳准原地堆积 (或沉积 ) 一现代喀斯特堆积等六个亚型
.

1

工 b 、

I
。

三亚型矿床在大气条件下就位
,

就位以后继续红土化
,

为此矿层很少层理 ; 矿石中常有渗流管
、

渗流凝胶
.

I d 、

I
。

亚型在水体中沉积
,

有层理
,

无渗流管
、

渗流凝胶
.

所有铝土矿床的矿物组成及矿石结

构
、

构造都是含铝岩石红土化风化作用易溶物淋失
,

难溶的钦
、

铝
、

铁质残留的风化壳铝土物质 ; 无水休中结

构
、

构造特征; 夕
. 0 编及 占D编值证为风化物 ; 除 I

。

外均无动物化石及其碎屑
.

主题词 风化壳铝土物质 古风化壳铝土矿床 过渡层 渗流管 渗流凝胶 氧化铁包壳

第一作者简介 廖士范 男 69 岁 高级工程师 沉积矿床
、

层控矿床
、

地层学
、

古冰川学

导 论

1
、

铝土矿地质研究现状

红土化形成铝土矿的概念由来已久涪但是阐述比较清楚的是 M oh r ,

E C J
. 、

( 19 83)
.

近年

来国内
、

外科研者更逐渐趋向铝土矿是红土化 (风化作用 ) 形成的 (v al en to n , I da
, 19 , 2 ;

B a n d o ssy
,

G
. , 19 8 2 : F

.

H
.

布弓J斯基
, 19 7 5 ; M a yn a r d

, J
.

B , 198 3: D o m i n ig u e ,

L
.

Bu tty
, 198 4)

.

我国逐渐也有人执这种观点 (廖士范
, 19 86; 吴国炎

,

19 87 ; 河南省地矿局第
二地质队 ( 19 86) º ,

贵州省地矿局科研所等
, 19 87 » ) 以及其它一些人

.

但是对我国铝土矿床

类型
、

亚型的划分
,

及我国最主要的铝土矿床
,

占总储量 98 % 以上的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床的就

位机制
、

形成环境
,

尚有不同的意见
.

2
、

我国铝土矿床类型
、

亚型的划分及其分布问题
当前国外绝大多数人都将铝土矿床划分为

: 红土型 ( 占总储量 84 % ) ¼ ; 喀斯特型 (占总储

量 15 % ); 机械碎屑沉积型 (占总储量 1% )
.

笔者意见
,

喀斯特型铝土矿床应改为古风乞壳

¹ (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 日
,

总编号 8 58 28 5; (2) 参加工作的还有盛 奈琪
、

令柏盛
、

廖莉萍 甄秉钱
、

陈延

º河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
. 1, 肠年

,

河南省铝土矿床科研报告
.

» 贵州省地矿局科研所
。

102 地质队
, 106 地质队

, 19 87 年黔北铝土矿的研究报告
.

¼ 铝土矿床各类型所占储 量比例百分数
.

根据 Bar d o ss y
,

G
.

( 198 2) 统计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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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因为这种铝土矿床实际是由基岩红土化过程中风化壳铝土物质演变
、

改造而成的
.

另外我国

有一部分 (占矿石总储量的 5
.

2 % ) 铝土矿床
,

共下伏基岩不是碳酸盐岩
,

而是铝硅酸盐岩
,

没

有喀斯特现象
,

其物质来源主要也不是已被风化剥蚀一淋失的碳酸盐岩
,

而是以铝硅酸盐岩为主

的岩石
,

例如细碎屑岩
、

基性喷出岩
.

喀斯特并不完全反映这一类型的成因机制
.

机械碎屑沉积

型铝土矿床
,

在我国因其碎屑也是红土化风化壳铝土物质组成
,

所以也应该划人古风化壳型
.

为

此我国实际只有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床 (以下简称 工型)
,

占矿石总储量 98
.

鑫%
,

红土型铝土矿

床 (以下简称 11 型 )
,

占矿石总储量 1
.

17 %
.

根据我国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床的就位机制
,

下伏已

被风化剥蚀一淋失的基岩性质不同
,

矿床形态
,

矿石质量的不同
,

又可划分后六个亚型 ; 即 工
:

一铝硅酸盐岩古风化壳原地残积亚型铝土矿床
,

简称 工
:

亚型
,

占 I 型矿石总储量 5
.

2%
.

以贵

州遵义苟江
,

四川南川大佛岩
、

乐山新华
,

沙湾等地铝牛犷床最为典型
.

工b
一碳酸盐岩古风化

壳准原地堆积亚型铝土矿床
,

简称 工b 亚型
,

占工型矿石总储量 5 %
.

以河南新安张窑院
、

贾

沟
,

贵州遵义川主庙最为典型
.

1厂碳酸盐岩古风化壳异地堆积亚型铝土矿床
,

简称 工
。

亚型
,

占 I型矿石总储量 40 %
.

以贵州修文小山坝
、

云雾山
,

河南禹县
、

宝丰
,

山西孝义克俄
、

西河

底
、

兴果
,

保德等地最典型
·

工d
一碳酸盐岩古风化壳异地沉积 (湖水沉积) 亚型铝土矿床

,

简
-

冷冷尸单单
井井 户户
{{{

价价
1一 1

.

亚型分布区 ;
‘

2一 I 、 亚型分布区 ; 3一 I
。

及 I d 亚型分布区 ; 4一 I
。

亚型分布 区 ; 5一 1 , 亚型分布区 ;

6一11 型分布区 ; , 一铝土矿地质时代 (c2 〕 / 下伏基岩地质时代 (0 2 )
.

图 1 我国铝土矿床类型
、

亚型分布及地质时代图

F ig
.

1 D is tr ib u ti o n o f b a u x ite de Po sit tyP‘s ,

su b ty娜s a n d th e ir g e o lo g ie al tim e s in C h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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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l d 亚型
,

占 工型总储量 3 4 7 6%
.

以河南巩例
、

街
、

登丰
,

贵州清镇林歹
、

场最为典刑
.

1

l d 亚型铝土矿床下部常有山西式铁矿 (华北) 或清镇式铁矿 (黔中)
.

1
。

一古风化壳异地沉

积 (海水沉积 ) 亚型铝土矿床
,

简称 I
。

亚型
,

占 I 型总储量 0
.

5%
.

本亚型即过去所谓机械碎

屑沉积型铝土矿床
,

以云南麻栗坡
、

西畴
,

华北的 A 层矿 (PZ)
、

B 层矿 (P , ) 等均较典型
.

1

一碳酸盐岩古风壳原地堆积 (异地沉积) 一现代喀斯特堆积亚型铝土矿床
,

简称 I : 亚型
,

占 I

型储量 巧
.

04 %
.

以广西平果
,

云南广南最为典型
.

我国各类型
、

亚型铝土矿床的分布见图 1
,

其成矿地质模式 (包括特征) 见图 2
.

贵州

遵 义 苟江

河南

新安 张窑院

贵州

修文 小 山坎

贵州

清镇 林夕

云南

麻 柴坡 铁 }

J
’

西

平果 那匀

爵 露 赢 黔 霎
\

瓣
。

塑 缨 缪 馨 墨
‘

l a 亚型 I b 亚型 I c 亚型

(大气条件 ) 一一
一一- - 一- 习

l d 亚型

‘
湖沉积 )

l e 亚型

(海沉积 )

I f 亚型

翩
1

l孝
3

医景
;

匿班
5

娜
6
匡翻

7
筐翔

8

回
9 匣互」

l。

回
1 1

困

‘一

一昏 昌
小

2

回
1 3

困
, 4

工一炭质页岩 / 碳质铝土矿; 2一粘土页岩 ; 3一灰岩 / 泥质灰岩; 月- 白云岩 ; 5一枯土岩 (无层理) ; 6一碎屑状铝土

矿 ; 7一略具层理的枯土岩 (过渡层 ) ; 8一赤铁矿 ; 绿泥石 / 黄铁矿 ; 乡一赤铁质页岩夹铁矿扁豆体
、

透镇体; 10一红土

夹铝土矿块石 ; ”一不规则状硅质团块 ; 12一渗流管
.

渗流凝胶 ; 13 一动物化石 ; 14一植物化石 ; Q 为山西式铁矿 (华

JL) 或清镇式铁矿 (贵州中部 ); 1
. 、

I 、
、

1
。 、

I d
、

I
。 .

I r代表各亚型铝土矿床
·

F ig
.

2

图 2 我国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床成矿地质特征模式图

Th
e g e o lo g ie a l C ha ra e te ri s tie s a n d m in e r o g e n etie m od e ls o f th e

Pa la e o re 虹d u u m ba u x ite d e P o sit tyP e in C h in a

我国铝土矿床红土化风化壳形成的机制问题

我国各类型
、

亚型铝土矿床共同的特点是矿物组成
、

矿石结构
、

构造大同小异
,

都是红土化

风化壳铝土物质组成
.

所谓红土化就是风化作用
,

风化壳是风化作用的产物
.

风化壳物质有一定

的矿物组合
,

有相同的结构
、

构造
,

如豆
、

鱿
、

结核
、

碎屑
、

管状等
.

古风化壳型和红土型铝土

矿床的就位机制也相同
,

都是原地风化残积
、

堆积
,

或异地堆积 (湖海沉积) 的
.

1
、

我国主要铝土矿成矿时风化作用的性质

许多资料证实我国古风化壳型及红土型铝土矿床
,

甚至于红土 (红壤) 都是红土化风化壳铝

土物质
,

是含铝岩石红土化以后残留的风化壳物质演变改造而来的 (指铝土矿)
.

我国主要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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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成矿时的风化作用除有物理风化作用以外
,

主要是化学风化作用形成的
,

因为这些铝土矿床

的主要产区的古地磁位置都在赤道附近
.

例如贵州早石炭世铝土矿床古地磁是北纬 8
.

2 度 (贵州

省地矿局科研所
,

19 8 6)
,

河南晚石炭世铝 土矿床的古地磁是南纬 21 度 (河南省地矿局科研

所
,

19 85 )
,

都位于热带或热带附近
.

据俞震豫 (19 86 ) 的意见
,

热带主要是发生化学风化作

用
,

温带主要发生生物化学风化作用
.

化学风化作用要求的气候条件是天气炎热
,

雨量充沛
,

蒸

发速度缓慢
,

排泄条件良好
,

这是国内
、

外铝土矿地质工作者比较统一的意见
.

2
、

风化壳的矿物组合及其红土化机制问题

风化壳的矿物组合主要是
: 铝土矿物

、

粘土矿物
、

氧化铁矿物
,

包括成岩后生作用形成的铝

硅酸铁
、

硫化铁等含铁矿及重矿物 (包括微量含钦矿物)
.

唯其不同之处是红土中粘土矿物多

些
,

铝土矿物少一些或很少
.

这是风化作用的强度问题
,

是风化作用还不彻底的表现
.

据 Ida
v a le t o n (一9 7 2 ) : B a rd o s sy

.

G
.

(29 8 2 ) : n o m in iq u e ,

L
.

a u tty
,

(一9 8 4 ) 等的意见
,

风化作用

越彻底
,

由粘土矿物转化为铝土矿物越多
.

为什么含铝岩石会有上述的主要矿物组合呢 ? 众所周

知
,

一般岩石中主要是 Al
、

si
、

Fe
、

Ti
、

(微量)
、

以及易溶的 C a
、

M g
、

K
、

N a
等碱性元素的

化合物组成
.

C a
、

M g
、

K
、

N a
等极易溶解淋失的

,

Ti
、

Al
、

Fe 较难溶解淋失
,

特别是 Ti 是最

难溶解迁移
,

铝 比铁也较难溶解迁移 (Ida V al et o n ,

19 7 2)
.

结晶颗粒粗的石英 比细颗粒石英难

溶解
,

石英颗粒越细小特别是胶状玉髓最易溶解淋失
.

它们 (s i仇) 一部分溶解成离子状态
,

即

成为 si (O H )
.

溶液随地下水或地表水淋失 ; 另一部分 51 0 : 则成凝胶遗留下来 (曹荣龙等
,

19 8 0)
,

陈福 (19 8 3) 通过实验认为 51 0 2 ,

在 pH = 9 时既可开始成结晶状态
,

也可开始成 si

(O H ) 4 溶液状态
,

pH = 7 时结晶状态最多
,

pH = 10 时成 si (O H ) 4 溶液最多
.

氧化铝在强酸

(pH < 3
.

75 )
、

强碱 (pH > 10) 才溶解成 A1
3十离子或 Al o 歹离子的溶液迁移

,

一般酸碱度介质条

件下只能形成 A 一o 0 H + a q 凝胶
,

不易迁移 (R o a c h
,

G
.

I
.

D
. , a n d C le v er ,

I
.

Q
. ,

19 8 2 )
.

铁

也是较难溶解迁移的
,

特别是氧化条件下 的三价铁较难溶解成离子迁移 (H e
nv y

,

Le p p
,

19 77 )
.

为此
,

上述一些不易溶解淋失的物质如钦
、

铝
、

铁及一部分硅形成的氧化硅凝胶等在适

合的物化条件下常易组成新的粘土矿物
、

铝土矿物
、

氧化铁矿物
.

钦则形成不同形态的重矿物混

人物组成风化壳物质
.

据李庆透 (19 8 3) 报道
,

我国红壤 (是铝土矿形成过程的初级阶段 ) 中

粘土矿物以高岭石为主
,

一些地区高岭石
、

水云母亦多
,

其余粘土矿物成分取决于母岩的矿物组

成
.

我国红土中铝土矿物最主要的是三水铝石
,

部分地区有少量的勃姆矿
.

其余则为氧化铁矿物

及重矿物
,

都是风化作用形成的矿物或残留矿物
.

我国古风化壳型 (工型 ) 红土型铝土矿床 (n 型) 中铝土矿物
、

粘土矿物的 占’勺%
。

、

占D 值

都证实它们是红土化风化作用形成物
,

从图 3
、

图 4 可知它们的同位素值都分布在红土化风化作

用形成的区问之内
,

且大致相同
.

3
、

红土化风化壳铝土物质的结构
、

构造

古风化壳型
、

红土型
,

甚至红土的结构
、

构造都相同
,

皆由大气条件下由风化作用形成
,

如

豆
、

鲡
、

结核 (结石)
、

碎屑等风化壳物质
.

工
.

、

工b
、

工
。

三个亚型及且型铝土矿床的碎屑矿石

中的渗流管 (图版 工
,

4)
,

常被人误认为是藻叠层石 (孟祥化等
,

19 8 7 ; 刘克云
,

19 8 6)
,

实际

这是大气条件下地表渗流带 (又叫氧化改造带 ) 常见的现象
,

是地 卜水潜水面以上渗流水中铝土

物质 (包括少量粘土物质) 因红土化时气候冷热
、

干湿不同
,

而在管状空隙中向下渗透沉淀下来

的铝土物质凝胶状的黑白相间层纹
,

白色为一水硬铝石 (主要 )
,

少量高岭石
,

黑色为氧化铁物

质
.

因此所有凝胶状层纹均作新月形
,

凸出部分 向下
,

渗流管上大下小
,

向下封闭
,

向上开扩
,



1 期 序士范等 : 论我国铝土矿床类型及其红土化风化壳形成机制问题

二
11类型

二 J山
11 类型

I a 亚型 . l

. 2
口 。

狱
. ,

. I a 亚型

l b 亚型
Ic 亚型

口
田二口. . 1 。 亚型

I类型

3
斑,5口X白

Id 亚型

口 口 . 鹅 Id 亚 型
I类型

口 口 Ie 亚 型

口 . I e 亚 型

一 5 0 一 印 一 8 0 一 9 0 一 10 0 6 D 石

I f 亚型
0 1 . 2 D 3 X

j leeeel|l|I|ee||ee|||i
||吸|J

+ 2 5 + 2 0 + 1 5 + 10 + 5 0 6
1
气〕

、

瓜 仁S M O W )

l
、

三水 侣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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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勃姆矿 5
.

水云母

图 3 我国铝土矿床中铝土矿物
、

粘土矿物氧同位素组成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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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我国铝土矿床中铝土矿物
、

粘土矿物氢同位素组成

F ig
.

4 C o n s ti tu en t o f H yd r o g cn iso t o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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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例外
.

管状空隙可能是植物根茎腐烂以后遗留下来的
.

张月恒等 (1 9 8 7) ¹ 的文章对此问题

讨论甚细
,

兹不赞
.

渗流管是红土风化壳铝土物质就位以后
,

继续红土化的结果
,

可以作为铝土

矿就位以后的是否被水体淹没的标志
.

豆
、

鱿状矿石及结核状矿石
,

过去铝土矿床地质工作者常籍以作为是海域或湖域水体中沉积

的白生结构
,

而且一些沉积岩石学家还认为是水体中有一定能量的产物
,

因而将其作为我国铝土

矿床是水体中沉积的矿床的特征
.

但它们是否水体中沉积的自生结构呢 ?

所有各类型铝土矿床的矿石豆
、

断的特点是核心无
‘

陆源碎屑颗粒
’

(图版中 工
,

1
,

2)
.

这

些豆
、

鲡酷似 Ta de ns z pe rg t ( 1983) 描述的渗流带的
‘

包粒
’ .

豆
、

断的核心和环带都由铝土矿

物
、

粘土矿物 (高岭石 ) 组成
。

豆
.

鱿中有干缩裂纹 (图版 I
, 1)

,

裂纹不穿过豆鱿外壳而进

人基质
,

有时鲡中还有微型绍 (图版 I
, l )

.

这是大气条件下红土化形成的特征 (张月恒等
,

19 87 )
,

水体中形成的豆
、

鱿绝无此种现象
.

豆
、

细外壳常有氧化铁包壳 (图版 I
, l、

2)
,

这

也是大气条件下红土化形成的特征
,

我国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床及国外红土型铝土矿床 (图版 1
.

2) 豆鲡表面
,

均极普遍
,

而水体中形成的豆
、

断亦无这种现象
.

红土中也有豆
、

鲡
、

管状 (渗流管)
,

例如西非洲尼日利亚的沙马罗结壳砖红壤 (红土 ) 剖
面及印度马拉巴砖红壤剖面都有这些结构 (俞震豫

,

19 86) 。我国各类型
、

亚型铝土矿床的豆
、

鲡状矿石组成矿物
,

都是一水铝硬石
,

高岭石 (经 X 光粉晶分析确定 ) 组成
,

西南
、

华北
、

华

¹ 张月恒
,

廖士范
. 19 87

.

初论找国铝土矿石结构
,

构造特征及其红土化风化壳形成机制
.

19 87 年我国沉积学现状及发展

º俞反像
,

19 86 ,

《红城发育及其鉴定和分类》
.

浙江大学土化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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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华东
、

西北
、

东北各地铝土矿床的豆鲡状矿石均如此
.

组成豆
、

鲡铝土矿石的矿物的稳定

氧
、

氢同位素资料证实都是风化作用形成的
.

贵州修文小山坝 1
.

亚型铝土矿床豆
、

鲡状矿石中一水硬铝石 (占 70 一80 % )
,

子sO 肠

(SM OW ) 值是 + 1 1
.

38一+ 12
.

0 7 : 高岭石 (占 10一 20 % ) 的 占, 吕0 喻 (SM OW ) 值是 + 一5
.

3 0一

+1 6. 04 (图 3)
,

占D 输值是一印一78 (图 4)
.

贵州遵义 I 。亚型铝土矿床的豆
、

鲡状矿石主要也

是一水硬铝石 (占 7 0一80 % )
,

护吕。编 (s M o w ) 值是十9. 4
.

这些值都证实为风化作用形成物
.

国外古风化壳型 (喀斯特型) 及红土型铝土矿床的豆
、

鲡状矿石中勃姆矿
、

三水铝石的 咨’‘o %
。

值都显示为风化作用形成物
.

例如匈牙利甘特喀斯特型 (古风化壳型) 铝土矿床多孔豆
、

娇状矿

石中勃姆矿 占’吕0 %
。

(s M o W ) 值是十6
.

4
,

碎屑豆状铝土矿石中勃姆矿 占’吕。%
。

值是+1 。
.

8; 澳大

利亚 D ar li n g R an ge 红土型铝土矿床的豆
、

鲡状矿石中三水铝石
,

子吕O %
。

值是+l 7
,

+ 5
.

4; G ov
e

红土型铝土矿床豆
、

鲡状矿石中三水铝石 护
吕。%

。

值是+ 7
.

2
,

+ 8
.

2; 莫斯一维利红土型铝土矿床

豆
、

断状矿石中三水铝石 子勺肠值是十6
.

1
,

+l 0
.

8
,

+1 0
.

7 (鲍尔谢夫斯基
,

19 7 6)
.

从 以上国

内
、

外不同类型
、

亚型铝土矿床的豆
、

绍状矿石矿物的氧
、

氢同位素分析结果来看都大致相同
,

证实这些矿物为风化作用形成
,

不是海域
、

湖域水体中沉积物
.

铝土矿床中常有结石
,

山东淄博地区的 A 层矿 ( I
。

亚型) 及 G 层矿 ( I
。

亚型 )
,

贵州修

文 I
:

亚型铝土矿床的结核状铝土矿石
,

直径 20 一 30C m
,

呈圆球状
,

表面光滑
.

贵州修文铝土

矿床中结石状矿石
,

核心为高岭石
.

海南岛蓬莱红土型铝土矿床中结石状矿石 (图版 工
,

3)
,

也具圆球状
,

直径 20 一3伪m
,

具多层同心环带
,

其核心有时还可见到未彻底风化的玄武岩或半

风化玄武岩残留物
.

福建漳浦红土型铝土矿床中常可见到类似结核的
“

球状风化物
’ ,

实际是一种

较大的结核体
,

也呈圆形
,

直径 0
.

4一o
.

sm
,

环带很多
,

核心有时也有未完全风化的玄武岩残留

物
.

海南岛
、

福建漳浦的红土型铝土矿床都是 由玄武岩风化来的
.

云南麻栗坡
、

西畴古风化壳异

地沉积亚型 ( I
。

亚型) 铝土矿床的矿石转石
,

贵州遵义后槽古风化壳原地残积亚型 (工
:

亚

型 ) 铝土矿床的矿石转石
,

外形虽具棱角
,

但风化后都是同心圆环带 (图版 工
,

5 )
.

由环带的

内层向外层颜色由深到浅 (红色 )
,

其原因主要是 内部二价铁的绿泥石多一些
,

外部环带三价铁

的针铁矿为主
.

据廖书正 X 光粉晶分析的结果
,

认为该转石的环带由核心到外壳绿泥石依次减

少
.

这些现象可能是受风化作用的程度不同引起的
.

据报道云南的南东中南
,

白显锰矿床露头部

分常可见到 风化作 用形 成的豆
、

绍 (云南省地矿局第二 地质大 队
,

19 87 年资料
,

D on lel

Na h on
,

198 0) 认为铁质鱿的形成机制是红土化风化作用
.

铝与铁
、

锰的地球化学行为约略相

同
,

铝土矿的豆
、

鱿是否也可以是红土化风化作用形成的呢 ? 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床中豆
、

鱿
、

结

核与红土型铝土矿床中豆
、

鲡
、

结核相同 ; 保存完整
,

是否都是风化作用形成的呢?

4
、

铝土矿床的就位机制问题

(l) 红土型铝土矿床就位制的特点 国内
、

外红土型铝土矿床都有原地残积型及异地堆积

型
,

前者有人称它为高地型或高原型 ; 后者有人称它为低地型或谷地型
.

原地残积型铝土矿床与

母岩之间都有过渡层
,

这种现象极 为普遍
,

许多人称它为
“

槽石层
’

(s a pro lite ) (s am
,

H
.

Pa tte rs o n’ et al
. ,

198 6)
,

我国福建漳浦红土型铝土矿床这种现象很清楚
.

这充分证明铝土矿

床是下伏基岩 (母岩) 风化而来
、

(2) 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床就位机制的特点

古风化壳型与红土型铝土矿床的就位机制
,

形成环境都是相同的
,

60 %是在大气条件下原

地残积
、

堆积或异地堆积的
.

40 % 是异地沉积 (湖海沉积) 的
.

所不同的是红土型铝土矿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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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无较新的地层所彼盖
,

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床上次有比它时代较新的地层硕盖
,

所以叫古风化壳

型
,

也可叫古红土型铝土矿床
.

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这种古风化壳铝土矿床全部是水体中机械碎
屑沉积的铝土矿床

,

苏联至今认为仍称它是
‘

沉积型
’

铝土矿床
.

古风化壳型铝土矿床为什么 I

I b
、

工
。

(共占 60 % 亚型) 不是水体中沉积的
,

更非机械碎屑沉积的呢? 讨论如下 :

¹ I 。
、

I 。
、

I 。

三个亚型矿层中无水体中沉积的结构
、

构造
,

矿层呈块状
,

无层理
,

矿层
厚 2一3m

.

矿石中有渗流管 (图版 I
,

4) 证实铝土矿床就位以后继续红土化
,

当时无水体淹

没
.

矿石均由碎屑
、

豆鳍
、

结石等红土化风化壳物质组成
.

大小不等
,

互相混杂
,

无水体和机械

碎屑分选现象
,

豆鲡也无沉积时能呈大小位置的选择现象
.

矿石中无海相动物化石
,

镜下也未见
动物化石碎屑

.

矿石中无海相 自生矿物
.

矿石有土状
、

半土状
、

致密状之分
,

土状
、

半土状均是

矿石中粘土矿物的 51 0 :
淋失所致

.

是渗流带及潜流带中地下水活动的结果
,

深部地下水停滞带

矿石即无土状
、

半土状结构了
.

这在河南惬师
、

山西孝义宜兴煤矿 以沁一- 7 0 0 m 深孔中均证实如

此
.

这种土状矿石品位最富
、

孔隙率也最多
,

贵州修文小山坝作者 19 57 年曾测定其土状矿石孔
晾达 17

.

73 %
,

半土矿矿石 品位
、

孔隙率次之
,

致密状矿石最 次
,

小山坝测定其孔隙率仅
2. 6%

.

上述现象在其它 I 。、

I b 、

I 。

矿床及 I d 、

I
。

等亚型铝土矿床中均有上述现象
.

作者认
为土状

、

半土状铝土矿石结构
,

以定名为淋失结构为宜
.

因为据作者委托陈履安试验结果
,

及陈
福等 ( 198 4) 资料

,

只要排泄条件良好
,

气化环境或还原环境
.

在合宜的 p H 值 ( < 5或 > 的

铝土矿石中粘土矿物的 51 0 : 均可溶解或 si (O H ) .
溶液流失

,

淋失以后
,

遗留孔隙
,

形成土

状
、

半土状
.

º 铝硅酸盐岩古风化壳原地残积典型 ( 工。

亚型 ) 铝土矿床
,

在黔北
、

川东南
、

川西南
、

湘西
、

鄂西等地含铝岩组与下伏基岩 (母岩 ) 之间均可看到连续过渡现象
,

有清楚的过渡层 (图
2) 这与全 球 红土型铝土矿床相同

,

国 外许多人命名 为
‘

槽石
’

层 ( SaP ro li te ) ( sa m
,

H
.

p att er so n ,

19 86 )
.

红土与母岩之间也有
‘

箱石
’

层 (俞震豫
,

19 86)
.

1 .
亚型铝土矿床是由下

伏已被风化剥蚀的基岩原地风化残积的
,

由下伏有层理
,

产海相动物化石 (如腕足类) 的沉积枯
土页岩层

,

向上逐步变为无层理的
,

有碎屑
、

豆鳍的铝土质粘土岩
,

A1 2o 3 、

TI O : 向上逐步加
多

,

向下减少 ; 51 0 2 向上减少
,

向下加多尹À

» I d 亚型系异地湖沉积
,

工
。

亚型系异地海沉积
.

两者的矿层均显层理
,

矿石均由碎屑
(包括砾屑

、

砂屑 )
、

豆绍
、

结石等红土化风化壳铝土物质组成
.

除少数有定 向排列外
.

一般均大
小混杂

,

分选不好
.

也有土状
、

半土状等淋失结构
.

I d 亚型为什么是异地湖沉积呢? 因矿层略具层理
,

有层纹
、

砾屑
、

砂屑铝土矿石偶具定向

排列
,

有水体沉积现象 ; 矿层中人炭质粘土岩
、

河南巩县矿石中植物化石甚多
,

贵州清镇林歹矿
石偶尔也有植物化石

.

另外 I 。

亚型及 I d 亚型下部均有湖相沉积的山西式铁矿或清镇式铁矿
.

这些湖相沉积铁矿
,

是 由扁豆状赤铁矿或菱铁矿组成
.

菱铁矿石的 占’3c 练 (PD B) 为一2
.

84一
7

.

22
,

占, ‘o %0 (sM o w ) 为+ 18
.

53~ 2一23
,

证实属淡水沉积
.

因此 工
。

亚型及 x 。亚型均系他

处搬来的红土化风化壳铝土物质异地堆积或沉积的
.

前者 ( I 。

亚型 ) 是异地堆积在已干涸的湖
区

,

后者 ( I d 亚型) 是异地沉积在尚有湖水的湖域中
,

因而尚保留层理 ;
’

见不到渗流管; 有层

纹构造 ; 砾屑
、

砂屑有时尚有定向排列
.

1 。

亚型因堆积时已无湖水
,

.

故矿石中有渗流管
,

矿层

的层理被红土化破坏
.

1 。

及 I d
分布在黔中及华北地区同一湖域

,

何处 已干涸
,

何处还有湖

º梁同荣
,

序士范
.

1, 97
.

论拼北铝土矿的成矿地质条件
.

机创
. 1, 幻 年全国沉积学现状及其发展学术讨论会文献; 《祝积

学报》待刊资料 ;

» 序材萍
, 19 58

.

试论川叶边峨古风化亮原地残积铝 土矿床有关问皿
.

《贵州地质》
.

19 88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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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目前尚难区别出来
.

故图 1
,

这两个亚型的矿床均分布在同一个湖区
.

I
。

亚型铝土矿层层理更清楚 (图版 工
,

6)
.

云南麻栗坡为例
,

该处矿层中还有交错层 (图

版 工
,

7)
,

共由 3一4 矿层组成
,

每一矿层厚 l一3 m
,

由薄层状 (单层厚 0 2 一刃
.

3m ) 铝土矿组

成
.

矿层为泥质灰岩及粘土页岩 l代3 m 隔开 (图 2)
.

矿层及泥质灰岩中产海相 腕足 ; 矿石中

有海水中自生矿物碳酸盐类矿物
,

如方解石等
.

为此麻栗坡 工
。

亚型是海水沉积无疑
.

辽
‘

i
’、

山

东
、

陕西等地 A 层
、

B 层矿均夹于海相 (?) 砂岩之中
,

也可能是海水沉积
.

¼ 电镜下发现河南巩县小关竹林沟 ( 工d 亚型〕及其它一些地区一水硬铝石块体表而有大

气条件下迁移的擦痕 (廖士范
, 19 86 )

,

这些都是大气条件下迁移时经常可以见到的现象
,

而水

体中迁移无此现象
,

是异地迁移来的红土化风化壳铝土物质在湖域沉积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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