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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盐岩石成因类型的判别分析

和白云鄂博
“

白云岩
”

的成因讨论

刘铁庚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

提要 本文根据对世界上 20 多个国家和我国 21 个省碳酸盐岩石化学全分析数据的统计和换算结果
,

发现岩浆碳酸岩与沉积碳酸盐岩之间常量元素的一般含量无显著不同
,

但采用两组或逐步判别分析的方

法
,

仍能将岩浆碳酸岩与沉积碳酸盐岩很好的区分开
。

判别效率可达 90 % 以 :
。

将这一方法应用到自云
”

鄂博矿区的
“

白云岩
”

和灰岩
,

90 % 以上的
“

白云岩
”

样品判为岩浆碳酸岩
,

灰岩的样品全部判为沉积碳酸盐

岩
,

与它们的地质产状和地球化学特征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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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铁庚 男 47 岁 助理研究员 内牛矿床地球化学

岩浆碳酸岩与沉积碳酸盐岩虽然不属碳酸盐岩石
,

但是 由于它们形成的地球化学环境不

同
,

而产生一系列差异 (包括产出大地构造位置
,

地质产状
,

结构构造
,

矿物共生组合
,

微

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组成特征等 )
,

这些不同人们早 已进行大量研究
。

而它们在岩石化学方

面的异同至今还很少有人研究
。

笔者对世界 上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以及中国 21 个省碳酸盐

岩石化学全分析数据的统计和计算结果来探讨这个问题
。

本文主要从判别分析的角度阐述岩

浆碳酸岩与沉积碳酸盐岩在岩石化学方面的区别
,

并讨论白云鄂博
“

白云岩
”

的成因
。

笔者收集到 48 4 个沉积碳酸盐岩的化学全分析数据 (代表 2 300 多个样品的分析结果 )
。

其中灰岩 299 个
,

白云岩 79 个
,

菱铁矿岩 106 个这些数据遍布世界上六大洲的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

以及我国 21 个省
,

代表前寒武纪到第三纪的各个地质时期的沉积碳酸盐岩 2 85 个

岩浆碳酸岩化学全分析数据 (代表 640 多个样品的分析结果 )
。

其中黑云碳酸岩 184 个
,

白

云碳酸岩 72 个
,

含铁碳酸岩 12 个
,

钠质碳酸岩 17 个
。

这些样品几乎代表全世界各个地

区
、

各个地质时期的侵人碳酸岩和喷出碳酸熔岩
。

本文将 C O :
含量 > 20 % (相当于碳酸盐含量 > 45 % ) 的岩石全称为碳酸盐岩石

。

所用

数据的 C O :
含量都在 20 % 以上

。

M g O > 10 % 的沉积碳酸盐岩称白云岩
,

岩浆碳酸岩为白云

碳酸岩
。

F e o 或 F e Zo 3 > 10 % 的沉积碳酸盐岩叫菱铁矿岩
,

岩浆碳酸岩是含铁碳酸岩
。

N a Zo > or % 的碳酸盐岩石是钠质碳酸岩
,

目前仅在岩浆碳酸岩 中发现
。

其余的沉积碳酸盐

岩为灰岩
,

岩浆碳酸岩称黑云碳酸岩
。

一
、

岩浆碳酸岩的常量元素含量

与沉积碳酸盐岩无明显不同

统计结果表明 : 岩浆碳酸岩的造岩元素 (s i
、

A L
、

c a
、

M g
、

K 和 N a) 和铁族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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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e
、

Mn
、

T i )(通称常量元素 )的含量与沉积碳酸盐岩无显著不同 (图 1)
。

这是指二者常

量元素含量的变化范围和一般含量区间类似
。

例如
,

黑 云碳酸岩的 51 0 :
含量 范围 0

.

1一

引
.

89 %
,

一般含量区间是 0
.

1一 15 % ; 灰岩分别为 .0 0 5
一一

礴2
.

64 %
,

0
.

1一 20% ; 自云碳酸岩

和 白云岩分别是 0
.

31 一35
.

56 和 0
.

0 0一35
.

86 %
,

0
.

31 一10 % 和 0
.

00 一5% ; 菱铁矿岩和含铁

碳酸岩分别为 0
.

16一 38
.

58 %和 0
.

84 一17
.

35 %
,

1
.

00 一15
.

0 % 和 o
.

8 4
we 一 5

.

0 %等
。

产生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 : 无论岩浆碳酸岩或是沉积碳酸盐岩都可以过渡到各种非碳酸盐岩石
。

ǎ岁à软暇

0 .0 1 0」 0
.

2 03

N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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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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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5 O J 0
.

9 > l 0
.

1 o j 0 j 0夕 O J > I

图 1 碳酸盐岩石常量元素含量柱状图

F ig
.

1 T h e e o lu m n o f m a in e le me
n t s o f t he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

二
、

碳酸盐岩石成因类型的判别分析

此项研究工作是在唐春景助理研究员
,

张槐友和李友明工程师的协助下完成的
。

分别进

行了两组单项
,

两组多项和逐步判别分析
。

l
、

两组单项判别 分析由于岩浆碳酸岩与碱性超基性岩有一定的成因联系
,

因而往往

含 丰富的磷
。

许多岩浆碳酸岩体成磷矿基地或具综合应用价值
。

岩浆碳酸岩平均含 2
.

48 %

的 P ZO S 。

其中黑云碳酸岩含 2
.

78 %
,

白云碳酸岩含 1
.

98 %
,

含铁碳酸岩含 2 48 %
。

由此
`
J

见
,

岩浆碳酸岩的 P ZO S
的一般含量 > 0

.

2%
。

在 收集的 2 85 个岩浆碳酸岩化学个分析数据

中
,

P ZO S
含量 > .0 2% 的数据占 86 %

。

其中黑云碳酸岩占 90
.

7%
,

白云碳酸岩 8 飞%
,

含铁

碳酸岩和钠质碳酸岩的数据全 > 0
.

2 % (图 2)
。

沉积碳 酸盐岩一般贫磷
。

它的 P ZO ;
含量 0

.

16 % 只相当于岩浆碳酸岩的 6
.

3 %
,

其中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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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0
.

3 0
.

, 0
.

, 0
.

9 > I 0 0
.

1 0
一

3 0
.

5 0
.

7 O J > l

注 : A一世界上 21 个国家的碳酸盐岩石 ;

B一白云那博矿区的碳酸盐岩石
。

图 2 碳酸盐岩 P ZO S含量的柱状图

F i g
.

Z T
’

h e c o lu m n o f P 2 0 5 c o n t e n t o f t h e
ca

r b o n a et r o e k
.

岩 ( P ZO S二 0
.

13 % ) 相 当 于 黑云 碳酸岩 的

4
.

7%
,

白云岩 ( P ZO S二 0
.

17 % ) 相 当于 白云

碳酸岩的 8
.

6%
,

菱铁矿岩 ( P
ZO S 二 .0 2 % ) 相

当于含铁碳酸岩的 8
.

1%
。

沉积碳酸盐岩 P ZO S

的一般含量 < 0
.

2 %
,

< .0 2 % 的数据占统计数

据的 88 % (图 2)
。

其中灰岩占 92 %
,

白云岩

占 8 7%
,

菱铁矿岩占 80 %
。

由上述可知
,

岩浆碳酸岩的 P ZO S
含量与

沉积碳酸盐岩显然不同
,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

可以作为鉴别碳酸盐岩石成因类型的重要标志

之一
。

2
、

两 组 多项判 别分析 采用 51 0 2 、

T i0 2
、

A 12 O 3
、

F e ZO 3 、

F e O
、

M n O
、

M g O
、

C a o
、

N a ZO
、

K
ZO 和 P ZO S

等作变量进行判

别分析
。

由于计算是在微型计算机上进行的
。

计算机容量有限
,

无法将收集的数据全部上

机
。

除白云质碳酸盐岩石
、

铁质碳酸盐岩石的

数据全部上机外
,

不同成因的钙质碳酸盐岩石各任取 100 个数据上机
,

进行运算
。

将两组已知样品的数据输人已编好判别程序的计算机
,

通过计算便得到每项的判别系数

和临界值 R。 。

根据求得的判别系数
,

建立判别方程
。

然后将要计算样品代人判别方程
,

便

可算得该样品的 R 值
。

将求得的 R 值与临界值 0R 比较
,

大于 R 。
的为一组

,

小于 R O
的为

另一组
。

依据上述原理
,

算得两组不同成因的钙质碳酸盐岩石的判别系数
,

并列 出它们的判别方

程 :

R = 0
.

2 14 5 10 2+ l
.

0 8A 12 0 3+ 0
.

2 4 M g O 0
.

2 4C a 0 + 0
.

2 3 5 N a 2 0 一 2
.

7 4T i0 2一 0
.

34 4 F e 20 3一 0
.

6 8 8

F e O 一 1
.

7 2 lM n O 一O
.

9 8 3K
20 一 0

.

9 79P 2 0 5

将收集钙质碳酸盐岩石的数据代人该方程式
,

分别求出各个样品的 R 值
。

其中灰岩的 R ,
值

一般 > 临界值 cR
。

( 10
·

445 )
,

平均值 R , 一 14
·

51
。

在 10 0 个灰岩的数据中只有一个数据的

R l < R c 。

占 1%
。

该数据是我国西藏聂拉木地层剖面中二迭纪灰岩一个样品的分析结果
。

它

的 R l = 8
·

4 8 1
,

接近 R e a .

求得黑云碳酸岩的 R :
一般 < 临界值 ( R e a = 10

·

4 4 5 )
,

平均 R Z

二 6
.

37 7
。

其中有 12 个数据的 R Z > R ca
,

但接近 R ca
,

占 12 %
。

在这 12 个数据中至少 9 个

数据是脉状碳酸岩的分析结果
。

如我国山东微山湖和新疆瓦尔塔格脉状碳酸岩
。

加拿大奥开

(O K ) 脉状黑云母霞石方解石碳酸岩 〔` 2〕
,

苏联的科夫多雷斯基黑云母辉石方解石脉状碳

酸岩
〔 ’ 3〕

。

其余 3 个数据的黑云碳酸岩产状不清楚
。

钙质碳酸盐岩石的判别效率达 93
.

5 %
。

为 了检验判别结果是否有效
,

需要计算马 氏距

离 D Z 和多元平均值 F
。

D , 一△瓜
, △盈

, … … + △心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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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八 .B
·

·

…△ K是各项变量的平均值之差 ; 兄A ,

只B … …是各项变量系数
。

F 一

n 、 ` , 2

(
” ,

+ , 2 : + 一 + K 一 1)

(”
.
+ ” :

) ( ,了 } + n Z 一 2 ) K

。 . , 。 2 是各组的样品数 ; K 是变量数
。

查 F 表得到 F 值小 于计算出的 F 值
,

说明判别结果有效
,

否则无效
。

根据 卜两式劝
`

出

钙质碳酸盐岩石的 D Z = 8
.

14
,

F 一 35
.

119
。

查 F 表得 0F
。 , = 1

.

62
,

远小于计算出的 F 值说明

判别结果完全有效
,

可信度达 99 %
。

总之
,

用两组多项判别分析完全可以 区分灰岩 与黑石

碳酸岩
,

前者的 R !
大于临界值 R c 。

后者的 R :
小 于临界值 R c a

。

算出白百质碳酸盐岩石的判别系数
,

建立判别方程式
:

R = 0
.

12 7 7 5 10 2一 1 0 0 3 T IO Z+ l
.

5 34 A 120 3+ 3
.

2 4 8 5 F e 20 3一0
.

2 8 7 6 F e O 一0
.

5 9 4 8M n O

+ 0
.

2 6 6 2 M g O + 0
.

1 52 C a O 一 l
.

8 8 8 7 N a 20 一2
.

0 6 15K 20 一 0
.

9 7 3 6 P 20 5

算 得 白百岩 的 R , 大
一

于判别 临 界 值 R M 、 = 7
.

848
,

平均 R : 一 1()
.

6 15
。

仅有 5 个数 据 的

R . < R M g ,

但偏离 R M g 一般不超过 2
。

< R M g 的 5 个数据 中
,

4 个数据的岩石遭受后期热液

的强烈改造
,

原岩化学组成受到破坏
。

如我国海南岛石 录铁矿底板热液改造的含铜钻自石

岩
。

它们的 R ,
值分别是 7

.

563 和 6
.

9 79
,

.6 9 62 和 .6 6 18
。

另一 < R M g 的数据是藻类群体白石

岩 的分 析结 果
。

它 的 R , 一 .5 14 6
。

白 云岩碳 酸 岩 的 R Z
往往 小 于临 界值 R M g ,

平均 R Z

一
48 12

。

在 72 个数据 中仅有 9 个数据的 R > R M g ,

占 12
.

5%
。

在这 9 个数据中 4 个数据是

含石英白石石 碳酸岩的分析结果
。

如苏联的古卢斯基和印度的煌瓦亚含石英白石石碳

酸岩 〔 ’ “〕 ; 3 个是 非洲东部 白云碳 酸的平均值
、

最大值及最小值
〔’ 〕 ; 2 个是西欧脉状碳酸

宕的分析结果 判别效率 88
.

8% 求得 D Z = 5
.

8 03
,

F = 18
.

54
。

查 F 表得 玩
0 1 一 ! 63

,

以 计

算 F f汽小得多
,

说明判 别结果完全有效
。

总之
,

白云岩的 R l
值大于临界值

,

白云碳酸公的

R :
值一般小 于临界值

。

不同成因铁质碳酸盐岩石的判别方程式是

R 二 一4
.

4 54 6 5 10 2一 5
.

8 9 5 8 T IO 2+ 5
.

2 22 6A 120 厂 0
.

2 6 5 6 F e 20 厂 5
.

O6 12 F e O 一 l
.

5 7 7 2 M n O

一0
.

6 9 9 8M g O一 O 4 7 5 9C a O + 1
.

6 9 9 6N a 2 0 一0
.

6 5 5 4 K 2 0 一2
.

5 6 19 P 20 5

由此式求得铁质碳酸盐岩石的判别临界值 R F。 二 1 4
.

822
。

菱铁矿岩的 R ;
值通常 > R , 。 半均

R , 二 一 12 62 2
。

只有 11 个数据的 R , < R 。
,

占统计数据的 10 %
。

这 11 个数据主要是太 占

代
、

元古代和花 岗岩外接触带菱铁矿岩的分析结果
.

反 映这些 岩石 可能发生变质或热液迭

加
、

产生物质的带进或带出
。

其余的 R , > R F e
。

含铁碳酸岩收集 12 个化学全分析数据
。

算

出它们的 R Z
值全 < R F。

平均 R Z 二 一 34
.

80 1
。

总之
,

通过判别分析计算能够很好的区分菱铁

矿岩 ` J 含铁碳酸岩
,

菱铁矿的 R I > R F e ,

含铁碳酸岩的 R Z < R eF
,

判别效率达 90
.

7%
。

示出

D Z 二
22 2

,

F 一 19
.

96
。

查 F 表得 F 。 。 1二 1
.

66
,

远小 于计算出的 F 值
,

说明判别结果 有效
,

可信度 99 %
。

以 L判别分析结果表明
: 应用两组多项判别分析方法能够很好地 别沉积碳酸盐 与岩浆



2期 刘铁庚
:

碳酸盐岩成因类型的判别分析和白云鄂博
“

白云岩
”

成因的讨论 4 7

碳酸岩
,

前者 R 值一般大于临界值
,

后者小于临界值
。

判别效率在 90 % 以上
。

可信度达

99%
。

3
、

逐步判别分析上述两组单项或两组多项判别分析结果都非常好
,

但是为了达到判别

效果最好
,

变量尽可能少
,

便于应用的 目的
,

又进行 了逐步判别分析计算
。

结果如下 二

不同成因类型钙质碳酸盐岩石的逐步判别分析计算分两回进行
。

第一回运算
,

灰岩和黑

云碳酸岩各任选 45 个数据进行计算
,

求得判别系数列在表 1 中
,

判别结果见表 2
。

第二回

运算
,

灰岩仍采用第一 回运算时的 45 个数据
,

黑云碳酸岩另任新取 45 个数据进行计算
,

算

出新的判别系数也列人表 1 中
,

判别结果见表 2
。

从表 2 知道 : ( l) 两次判别结果都较好
,

尤其灰岩的判别效率更高
。

总的判别效率为 90 %
,

其中灰岩的判别效率几乎是 100 %
。

在 5

次判别计算中
,

以采用 P ZO S 、

M n O
、

C a O
、

51 0 : 和 F e ZO :
等 5 个变量的判别效果最差

,

但

也达 8 8
.

9%
。

以采用 p Zo s 、

N a Z o
、

A 12 o 。
、

M n O
、

e a o
、

R Zo 和 F e Zo 3
等七个变量的判别

效果最好
,

达 94
.

5% ; ( 2) 在两 回判别计算中虽说所用变量不同
,

但灰岩的判别效率没明

显的变化
,

说明灰岩的化学组成比较稳定
。

而黑云碳酸岩因参加计算的数据不同
,

而引起计

算变量的变化
,

说明黑云碳酸岩化学组成不稳定
。

它的判别效果的较明显变化
,

也说明黑云

碳酸岩化学成分变化大
。

求得不 同成因类型白云质碳酸盐岩石的判别系数写入表 1
,

判别结果见表 2
。

从表 2 可

知
,

无论采用 4 个变量计算
,

或是采用 9 个变量计算
,

判别结果都很好
,

同为 95
.

6%
。

这

样采 F eo
、

F e Zo 3 ,

A 12O 3 ,

P ZO S
等四个变量计算比较合适

,

因为变量少
,

计算简便
,

施用

方便
。

白云岩与白云碳酸岩相 比
,

白云岩 的判对率最高
,

达 9 7
.

8 %一 10 0%
,

白云碳酸岩稍

差
,

为 91
.

2一刁 3
.

4%
。

不同成因类型 铁质碳酸盐岩 石 的判别效果 非常 好
,

两次判别效率分别是 %
.

2% 和

9 8
.

1% (表 2 )
,

其中以采用 C a O
、

P ZO S 、

M n O
、

S i0 2 F e Zo : 和 A 12 O 3
等六个变量的判别效

率最佳
,

达 98
.

1%
。

菱铁矿岩与含铁碳酸岩相 比
,

二者的判别效率基本相等
,

但菱铁矿岩

的判别效果比较稳定
,

含铁碳酸岩的变化大
。

反映前者化学成分稳定
,

后者不稳定
。

含铁碳

酸盐岩石的判别系数见表 1
。

总之
,

采用 P Zo s
或几种乃至 11 种常量元素氧化物作变量进行判别分析

,

都能够很好

地区分岩浆碳酸岩与沉积碳酸盐岩
,

判别效率一般 > 90 %
。

其中沉积碳酸盐岩的判别效率

> 90 %
。

一般近似为 100 %
,

岩浆碳酸岩 > 85 %
。

反映沉积碳酸盐岩化学组成稳定
,

岩浆碳

酸岩相对变化较大
。

为了解确定采用那种判别方式
,

应用多少个变量判别效果最好
,

必须在相同的条件下才

好比较
。

因此
,

无论两组单项或两组多项判别分析都以逐步判别分析所用数据为准进行对

比
。

不同类型的钙质碳酸盐岩石采用两组 n 个变量的判别效果最佳
。

白云质碳酸盐岩石采

用 F e o
,

F勺 0 3
、

A 12o 3
和 P Z o s

等四个变量进行判别分析计算比较
。

合适
。

铁质碳酸盐岩石

采用 e a o
、

P Zo s 、

M n o
、

s io ZF e Zo :
和 A 12o 3

作变量进行判别分析计算是最佳的选择
。

因

为选择上述三种判别式
,

达到判别效果最好
,

选择变量尽可能少
,

应用方便的目的
。

不管采用两组单项
、

两组多项或逐步判别分析
,

判错样品大致相同
。

也就是说
,

在这次
·

判别计算中判错的样品
,

在选用不同变量的另一次计算中也基本判错
,

只是判错样品的多少

不同
。

这不仅进一步证明判别结果可靠
,

而且也便于研究判错原因
。

沉积碳酸盐岩样品被判

错的主要原因是 : 岩石遭受后期热液改造
,

化学成分发生变化
。

另一个原因是生物群体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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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岩或泻湖相碳酸盐岩
。

它们的化学组成与海相碳酸盐不同
。

岩浆碳酸岩徉品被判错的主要

原因是受到围岩物质的混染
,

如脉状碳酸岩和岩体边部的样品
。

但是这些判错样品的 R 位

都接近判别临界值
,

偏离临界值一般不超过 2
。

三
、

白云鄂博
“

白云岩
”

的判别分析

白云鄂博
“

白云岩
”

产有举世闻名的锐
、

稀土矿床
,

也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
,

所以 许多

地质工作者进行大量研究
。

对
“

白云岩
’ ,

的成因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

主要有沉积说
〔 4 , ” J

岩浆说 〔 6〕 〔 7〕 〔 8〕

白云鄂博
“

白云岩
”

是 由数个小岩体构成的近 EW 向的碳酸岩带
。

与围岩呈侵人接触
,

尤其是侵人到海西期花岗岩中
,

有明显的接触交代变质现象
。

有一套典型的岩浆碳酸岩矿物

和 微量元 素组合
。

稳 定 同位 素组成 (护
4 5 二 一 4一 4 ①

, 86
sr / 8 7s r 二 0

.

702 一 0 706 % 二

吞’ “ O 二 6一 14%
。 ,

咨’ 3c 二一 .6 4一0
.

4%
。
) 特征也反 映

“

白云岩
”

的物质主要来 自上地峻
。

按照前面规定 的碳酸盐岩石分类原则
,

同时廉顾原名
,

将白云鄂博
“

白云岩
”

分 为
“

自云

岩
” ,

富钙
“

白云岩
”

(相 当钙质碳酸盐岩石 )
,

富铁
“

白云岩
”

(相 当铁质碳酸盐岩石 )
。

收集

到
“

白云岩
,

的化学全分析数据 37 个
,

富钙
“

白云岩
”

的 8 个
,

富铁
“

白云岩
”

的 11 个
。

还收集

矿区灰岩的化学全分析数据 17 个
。

将这些数据代入前面相应的判别式
,

计算结果如 下:

白云鄂博
“

白云岩
”

富磷
,

其中
“

白云岩
”

的 P ZO S
含量 0

.

87
,

富钙白云岩 .2 28 % 富铁自云

岩 .0 69 %
。

在 56 个数据中只有 l 个数据的 P ZO S含量 < .0 2%
,

占 1
.

8%
。

灰岩贫磷
,

平均含

P Zo :
为 0

.

0 9%
。

由此可见灰岩的 P ZO S 含量一般 < 0
.

2 %
。

P 2 0 5 < 0
.

2 % 的数据占收集数据的

93
.

8%
。 “

白云岩
”

的 P ZO S 含量与岩浆碳酸岩相似
,

灰岩与沉积岩相近 (图 2 )
。

利用钙质碳酸盐岩石的两组多项判别式求得富钙
“

白云岩
”

的 R 值是一4
.

9 4 1一 11
.

209
.

其

中 8 7
.

5 % 的 R 值小于钙质碳酸盐岩石的判别临界值 R c : 二 10 .4 45 (前面 已求出 )
。

只有
一

个

样品的 R 二 11 209 略大 于 凡
,

可能受围岩混染所致
。

所以富钙
“

白云岩
”

判为黑云碳酸岩

算得矿区灰岩的 R = 11
.

1 53 一 22
.

598
,

全部 > R 。 ,

判为灰岩
。

根 据 白 云 质 碳 酸 盐 岩 的 两 组 多 项 判 别 式 算 出 白 云 鄂 博 矿 区
“

白 云 岩
”

的

R = 一 .4 27 6一 9
.

28 2
。

其中 33 个数据的 R 值小于白云质碳酸盐岩的判别临界值 R M g 二 7
.

8 48
,

占 8 9
.

1%
,

被判 为白云碳酸岩
。

错判的 4 个数据的 R 值分别是 8
.

145
、

8
.

9 ! 7
、

9
.

0 86 和

9
.

28 2
,

稍大 于 R M g ,

可能为围岩混染所造成
。

利用铁质碳酸盐岩石的判别式算出矿区 富铁
“

白 云 岩
”

的 R 二 一 34
.

273 一 一 26
.

1 88
,

全 部 小 于 铁 质碳 酸 盐 岩石 的 判 别 临 界 植

R M g

一 14
.

82 2
,

全判为含铁碳酸岩
。

利用逐步判别分析式
,

对矿区
“

白云岩
”

和灰岩进行判别分析计算
,

判别结果见表 2 由

表 2 可知 : 37 个
“

白云岩
”

的分析数据被判为白云碳酸岩的高达 91
.

9% ; 富铁
“

白云岩
”

的 12

个数据被判为含铁白云碳酸岩的可达 90
.

9% ; 富钙
“

白云岩
”

的 8 个数据判为黑云碳酸岩的

占 8 8
.

9%
。

而矿区灰岩的 17 个数据全判为沉积碳酸盐岩
。

川相凤绮
,

1980
,

白云鄂博稀土一稀有铁矿硫同位地质的初步研究
,

白云鄂博地质科研学术讨论会资

料汇编 (下 )
,

6 5 页

②魏明秀
,

1982
, “

白云鄂博铁矿的碳酸矿物与矿床成因探讨
”

报告



2期 刘铁庚
:

碳酸盐岩成 因类型的判别分析和白云鄂博
“

白云岩
”

成因的讨论 妇

通过上述对白云鄂博矿区碳酸盐岩石的判别分析进 一步证明该区
“

白云岩
”

为岩浆碳酸

岩
,

与矿区灰岩完全不同
,

也不会是灰岩受热液迭加改造的产物
。

因为 : ( l) 虽说热液改造

可使沉积碳酸盐岩判为岩浆碳酸岩的机率大大增加
。

但是至少还有 50 % 的样品仍判为沉积

碳酸盐岩
,

而且判为岩浆碳酸岩的沉积碳酸盐岩样品的 R 值比相应碳酸盐岩石的判别临界

值略小
,

一般不小于 2
。

而该区
“

白云岩
”

样品的 90 %
,

甚至 10 0%判为岩浆碳酸岩
,

它们的

多数 R 值远小于临界值 ; ( 2) 白云岩
”

若为灰岩的热液改造产物
,

那么
“

白云岩
”

中的富钙
“

白云岩
,

则为没改造或弱改造的灰岩
,

它们的 R 值应该全部或大部分大于相应岩石的临界

僚
`

实际情况相反
,

90 % 的 R 值小于临界值 ; ( 3) 持沉积观点的同志认为西矿附近的
“

白云

岩
”

基本保持沉积碳酸盐岩的特征
,

但是判别结果相反
,

全产中判为岩浆碳酸岩
。

判错的
“

白

云岩
”

样品主要有 4 个
。

一个为五台群 中的脉状碳酸岩
,

三个为主东矿附近 白云岩的边部样

品
。

王中刚研究员
,

吴学益
、

李朝阳
、

杨柏林
、

董振生和 高计元等同志为该文提供大量还未

发表的数据
,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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