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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铬

—-‘}—-
刖 置

三江地区尚未发现大型铬矿床，目前只查明有小矿床一处(四川白玉县叶青一洛绒

矿床)，其余均为矿点或矿化。但分布广泛，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深断裂带均有

出现，其中尤以金沙江一红河带较为突出，几乎每个岩体中均有矿化或小矿体存在。下

面除以叶青一洛绒铬矿床为主进行叙述外，考虑到地区分布的代表性，也将普查工作进

行得比较多的云南新平县双沟、景东县东山、德钦县苏鲁三个矿点以及四川得荣县徐麦

矿点等进行简述。

西藏丁青的超基性岩体和铬矿储量是三江地区规模最大者，但资料缺乏，本章内仅

据西藏地质局提供的资料进行叙述。

区内矿床(点)分布见第五章图5—1。

一、叶青一洛绒超基性岩体及铬铁矿(7ro)

叶青、洛绒含铬超基性岩体位于四川省白玉县70。方向，直距50公里处，在赠科公

社及安孜公社境内。海拔4200一4700米。洛绒岩体南段距安孜40公里，有简易公路相

通，安孜经甘孜至康定537公里，可通汽车。

(一)矿区地质

叶青、洛绒岩群分布在德格一乡城断裂带中段的西侧，区域内出露地层比较齐全，从

寒武系至三叠系，以及第三系和第四系均有分布，尤以上三叠统分布甚广。叶青一洛绒

岩群展布区内的地层主要是上三叠统曲嘎寺组和图姆沟组，其岩性由燧石条带灰岩、灰

岩板岩、千枚岩和玄武质一流纹质喷发岩等组成。

超基性岩分布区构造复杂，褶皱断裂发育，区内有三个主要的复式背斜，轴向320。

左右，由北而南依次为叶青复式背斜、洛绒复式背斜和伊柯复式背斜，呈雁行状右列展

布，反映出本区经受了顺时针的区域性扭动。断裂构造分为三组，即走向为近南北、北

西、北东，北西组断层常交截，归并近南北向断层，一般倾向西，倾角陡。北东向断裂

规模较小，常横切南北向和北西向断裂，并产生位移。

岩浆活动频繁而剧烈，岩石类型除流纹岩一安山岩一玄武岩等喷出岩外，侵入岩从

酸性至超基性岩均有分布，尤以花岗岩分布最广，规模最大，但是，在本区主要为辉绿

岩、辉长岩和超基性岩。控制岩浆活动的主要构造是南北向和北西向的区域性大断裂，

其中部分南北向及北西向的次一级断层，则是基性一超基性侵入体的储岩构造，常成

群成带分布于大断裂的交汇处。岩浆侵入活动分为两期；燕山早期的中性一酸性岩和燕

山晚期的中性一酸性岩；基性一超基性岩的侵入时代亦为燕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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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岩群概述

叶青一洛绒超基性岩群属金沙江超基性岩带，忍庆龙一洛绒亚带，主要由洛绒岩

体、得剥岩体和叶青岩体组成(图10-1)。洛绒岩体和得剥岩体呈长条状沿320。方向断

续延伸，在平面下呈疏缓波状弯曲，总长23．7公里，岩体产状变化较大，主要倾向北

东，倾角45—80。，但是，岩体出露最高的洛绒岩段倾向南西，倾角80。左右。因此，

岩体在剖面上也呈疏缓波状延伸。岩体两侧有较多的小岩枝，其交汇处岩体膨大，形成

伊柯岩段、达柯岩段和洛绒岩段等含矿膨大部位。

叶青岩体位于洛绒、得剥岩体的北东侧，相距约2公里，岩体走向315。，主要倾向

南西，倾角45—80。。

圆t圜z皿，圆t囵s团e圈，口e囫。团·。图“园，z

图10-1 叶青一洛绒岩群地质略图

1．图姆沟组下段：泥质灰岩与板岩互层2．曲嘎寺组上段：千枚岩为主夹大理岩3．蓝嘎寺组下段t硅质大

理岩夹千枚岩4．燕山期花岗岩5．燕山期长英岩6．辉绿岩7．超基性岩8．铬铁矿体(点)位置9．实

测地质界线10．推测地质界线11．地层产状12．实测及推测性质不明断层

2．岩体特征

(1)洛绒岩体

①岩体规模、形态和产状：洛绒岩体受320。方向的一组断裂及其派生的345。走向支

断裂控制，在平面上呈长条状展布，面积约2平方公里。岩体产状变化较大，浅部倾向

北东，或相向倾斜，深部倾向南西，倾角60一85。，显示出沿倾向呈波状弯曲的特点

(图10-2)。

②岩体类型及岩石成分：洛绒岩体属斜辉辉橄岩一斜辉橄榄岩型。主要岩石成分为

斜辉辉橄岩，有一定数量的斜辉橄榄岩，局部有少量斜辉辉石岩脉及蛇纹透闪岩。

斜辉辉橄岩主要分布于达柯岩段以北，以及伊柯岩段的中部和西部，约占岩体面积

的45％，斜辉橄榄岩约占岩体面积的5％，呈大小不等的异离体分布，彼此为渐变过渡

关系。

岩体中分布最广的是铁菱镁滑石岩，主要分布于达柯岩段以南，占岩体面积50％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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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根据岩石的化学成分，铁菱镁滑石岩是全铁菱镁滑石岩化的斜辉辉橄岩和部分斜辉

橄榄岩。

图10-2岩体剖面形态示意图

1．曲嘎寺组：上段硅质炭质绢云母千枚岩夹结晶灰岩2．辉绿岩3．辩辉辉檄岩4．铁菱镁滑石岩

5．铬铁矿体(群)位置及编号6．构造破碎带

a、斜辉辉橄岩：黄绿一深绿色，假斑状结构，纤状～鳞片变晶结构，局部具网状

结构，块状构造。假斑晶为绢石，短柱状它形晶，粒度o。5—5毫米，含量15—25％，

部分绢石呈聚斑状分布。基质主要为纤维蛇纹石和叶蛇纹石，少量均质蛇纹石。附生矿

物主要为铬尖晶石，含量1—3％，一般为细粒半自形一它形晶，粒度0．2—1毫米，铬

尖晶石蚀变强烈，边缘和裂纹常呈黑色不透明，仅中心部分为淡红棕色，半透明。个别

铬尖晶石中包含蛇纹石化橄榄石。微量黄铁矿、磁黄铁矿呈微粒状散布。尘状磁铁矿

5％左右，呈星散状条带状不均匀分布。

斜辉辉橄岩常遭受绿泥石化、铁菱镁滑石岩化作用，因而含少量绿泥石和一定数量

的滑石、铁菱镁矿。

b、斜辉橄榄岩：绿色一深绿色，岩性特征与斜辉辉橄岩相似，唯绢石含量高，粒

度稍粗，一般含绢石30％左右，铬尖晶石残晶的透射色稍淡，一般为淡黄褐色半透明。

c、铁菱镁滑石岩类：淡黄褐色一灰色，花岗鳞片变晶结构，块状构造。滑石含量

40一60％，呈鳞片状集合体杂乱分布，局部具定向排列。铁菱镁矿粒度0．1—1毫米，

常呈聚晶，少数呈似脉状分布，含量40一60％。另含少量附生铬尖晶石，磁铁矿、黄铁

矿、磁黄铁矿等(图版I 10-1)。

d、单辉橄榄岩一辉长岩杂岩：这是一套成分复杂、蚀变强烈的岩石，主要分布于

伊柯岩段的边缘，少量呈大小不等的捕掳体，小捕掳体岩石成分单一，通常为绿泥石

岩，或具辉石假像的绿泥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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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绒超基性岩体岩

样品编号 岩石名称 采样位置
Si02 Ti02 A1 203 Cr z03 Fe20 3 F20 Mn

D11三 铁菱镁滑石岩 TCl 06 33．36 0．0 3 0．722 0．00 0．51 5．37

1 2 斜辉辉橄岩 TCl06 39．68 0．03 0．49 0．32 4．42 3．28

1^ 斜辉橄榄岩 TCl 23 39．46 0．10 0．97 O．30 1．64 4．78

MnO
20 铁菱镁滑石岩 ZKll 34．1 5 0．08 0．7 3 0．508 2．56 3．70

0．038

M13．O
l 3 辉橄岩 ZK31 40．20 0．10 0．71 0，32 3 5．25 1．83

0．027

MnO
橄榄岩 ZKl 5 38．97 0．075 1．21 0．445 5．14 2．30

0．057

5l 蛇纹岩 B1 44．1 9 0．14 1．05 0．65 3．36 5．56 0．032

52 蛇纹岩 D31 aG 29．5 3 0．1 3 1．19 0．32 2．51 5．93 O．080

5 3 蛇纹岩 D227G 29．1 7 0．1 3 0．98 O．29 1．38 6．1 0 0．072

MnO
1 8 蛇纹岩 ZK38 34．7 3 0．118 2．02 0．325 5．74 9．62

0．065

MnO
1 7 单辉橄榄岩 ZK38 41．90 0．1 33 5．82 0．525 3．22 4．60

0．067

MnO
l 6 单辉辉石岩 ZK38 41．37 0．14 6．81 0．320 1．83 4．99

0．0 71

MnO
15 辉长岩 ZK38 29．79 0．1 38 19．50 0．29 1．91 1．99

0．097

D256C 辉绿岩 D233G 46．1 7 3．71 1 5．50 0．06 2．18 11．58 1．148

MnOJ)54三 蚀变灰岩 TCl 3Cr6 11．84 0．01l 0．80 0．24 1．44 2．5 3
0．104

M110
bb 蚀变灰岩 Qj2PDCl 1 5．7 2 0．08 1．77 1．0 3 7．12

0．12

③岩石化学特征：洛绒岩体14件岩石全分析资料和两件蚀变灰岩的全分析资料列表

10一1中，按A、H查瓦里茨基法和自拟法计算后的特征数值列表10一2和图10一3。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洛绒岩体的岩石化学成分有以下特点：

a、岩石(不包括单辉橄榄岩一辉长岩杂岩和蚀变灰岩)的镁铁比值为9．o一10．9，

KO 2(o—o．04％)、Na。O(o—o．41％)、CaO(o—o．56％)含量甚微，远低于或稍高

于硅酸盐的允许误差范围，a、C值很小，或者等于零(自拟法)，因此，洛绒岩体是

不含长石的镁质超基性岩体。

b、斜辉辉橄岩和橄榄岩的X+Y值为20．5—34．6，X／Y小于1／3，按照氧法原理

恢复原岩(用组成造岩矿物的氧原子比，代表它们的体积比)，相当于辉石27～44％的

斜辉橄榄岩。但是，铁菱镁滑石岩和斜辉辉橄岩偏基性，含辉石27—34％，斜辉橄榄岩

偏酸性，含辉石36—4^l％，这是因为岩体在蛇纹石化和铁菱镁滑石岩化过程中，铁镁阳

离子，尤其是镁离子大量随热液流失，致使岩石偏酸性，岩体围岩遭受强烈的镁质交代

作用就是佐证。因此，洛绒岩体仍然属斜辉辉橄岩一斜辉橄榄岩型。

c、岩石的m7为90·3—92．0、f7 8．o一9．7，说明主要造岩矿物：橄榄石、斜方辉

石和单斜辉石平均含量Mg 2+90．3—92．0％，Fe 2+8．o一9．7％，原生造岩矿物主要是镁

橄榄岩、顽火辉石和少量透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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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学成分表 表lo—l

34．65 0．34 0．02

37．89 0．56
P

0．012 0．214 36．50 0．33 0．007 0．076 0．60 12．32

0．007 0．206 34．6l 0．03 0．26 0．02 0．0l 7 0．016 6．30 0．91

0．009 0．232 38．29 0．4l 0．04 0．020 0．014 0．37 11．79

0．009 0．221 37．47 0．18 0．4l 0．03 0．020 0．065 0．83 11．34

0．0l 7 0．250 32．04 1．85 0．03 0．03 0．010 0．010 2．42

0．014 0．29l 24．90 14．70 0．03 0．03 0．01 0 0．006 12．47

O．Oll 0．286 22．57 18．26 0。03 0．03 0．01 0 0．074 14．65

0．018 0．302 32．80 0．95 0．6l 0．04 0．019 0．82 1．79 l 0．35

0．008 0．【08 29．46 4．32 0．48 0．02 0．0l 7 0．118 0．70 7．84

0．007 0．082 27．90 5．56 0．53 0．04 0．020 0．059 1．5l 6．90

0．003 0．038 11．91 19．97 0．55 0．25 0．015 0．029 7．94 4．1l

0．005 0．018 6．59 8．97 3．32 0．30 0．710 0．009 0．80

烧减
6．08 42．10 0．03 <O．0【 1．14

34．70

烧减
0．0l 0．0 7 3．5l 37．45 0．12 0．03 0．08 0．064 S030．20

31．84

A
，怎。 ．诞l j宁{j／瞅j j、

●

／i
8

7

lt+&。
● "20 ／VC,P, ／

⋯。

圈占，驴u
●

．妒i届}i妒5／妒j_

；搿¨．一
／／

39·l
U

●

． 7

，1。 ，／
～，智 7

，

，．

●

18

麟∥ 。。_Z

●

：／』
⋯。

图10-3叶青、洛绒岩体岩石化学图、解(自拟法)．
妒lt纯榄橄岩妒}：斜辉辉橄岩妒i：二辉辉橄岩妒2，单辉辉橄岩妒2：斜辉橄榄岩

妒2：二辉橄榄岩妒2：单辉橄榄岩妒j：斜辉橄辉岩妒：：=辉橄辉岩妒：：单辉橄辉岩

妒；：斜方辉石岩妒：：二辉辉石岩妒：：单辉辉石岩妒l，：单辉橄榄岩一辉长岩杂岩l，：辉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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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绒起基性岩体岩石

A．H． 查瓦里茨基法 自

样品编号
●

S a C b m， f 7

c7(a‘) Q aC X y z m， f’

11∑ 37．1 0 0．4 62．5 91．2 8．6 (0．2) —26．2 —— 1．3 I 9．2 79．5 91．4 8．6

12 38．6 0 0．3 61．1 89．8 9．7 0．5 —23．1 —— 1．9 24．6 73．5 90．3 9．7

】4 39．5 0 0．4 60．1 91．0 8．2 (o．8) —21．4 。——
1．2 33．4 65．4 90．8 8．2

20 3 7．3 0．5
——

62．2 90．6 8．8 (o．6) —28．4 ’一 J—— 21．7 78．3 91．5 8．5

l 9 40．0 0．7 ——
59．3 91．1 8．7 (o．2) ——21．4 _—— _—— 36。2 63．8 91．5 8．5

2l 38．2 0．7 0．2 60．9 90．1 9．3 (o．6) —25．2 0．6 27．8 71．6 92．0 8．0-——

5l

52

53

l 8 35．5 1．2 0．6 62。7 79．8 19．5 0·? —32．0 O．8 1．6 ¨．1 86。5 80．4 19．6

l 7 40。3 1．0 3．0 53．0 84．7 12．i 3．2 一l 9．0 3．8 12．7 33．9 49．6 87．9 12．1

1 6 43．4 1．0 3．7 51．9 83．9 11．2 4．9 —18．9 8．2 11．0 24．9 55．9 88．5 11．5

15 40．6 2．0 14．6 42．8 56．1 10。1 33．8 —37。4 74．4 25．6 ●—— ●一 85．5 14．5

256 56．6 7．8 6．6 29．0 38．9 45．7 1 5．4 —9．O 39．5 27．9 0 32．6 6I．5 39．0

自拟法说骈：

a。一组成斜长石的Na、Ca原子数(当辉石的Si、Alan离子中，A1超过10％时，计算斜长石)。

x～组成透辉石一钙铁辉石的Ca，Fe、Mg原子数。

y一组成斜方辉石的Fe．Mg原子数。

z一组成橄榄石灼Fe，Mg原子数。ac+x+y+z=100

131
7--N成辉石和橄榄石的Fe、Mg原子数中、Mg的数量。

d，从岩石的矿化度t、Cr，S看，t(o。1)，S(o—o。3)都很小，只有铬的矿化

度最强，一般为0．6～1．1，因此，洛绒岩体是富铬的超基性岩体，有利于铬的富集，但

是岩石的化学成分相差不大，就地分异不好，对形成就地分异式工业铬铁矿床不利。

e、单辉橄榄岩一辉长岩杂岩的化学特征有规律地递增和递减，这实质上是早期辉

长岩受镁质超基性岩浆同化混染和岩浆后期热液进行镁质交代作用的结果，其原岩都是

辉长岩。

f、岩体与灰岩发生接触交代作用，生成矽卡岩一蛇纹透闪岩、或者生成碳酸盐混

染蛇纹岩。

④岩体的内部构造

a、原生构造：洛绒岩体由于遭受全蛇纹石化和铁菱镁滑石岩化作用，部分原岩不

易恢复，因此，原生流动构造不明显，仅见俘掳体的产状与岩体的产状基本一致，并随

岩体的产状变化而变化。另据似脉铬铁矿条和控矿裂隙，可将原生节理分五组：似层状

节理，产状倾向56。，倾角72。左右；走向节理，产状倾向2036，倾角20。左右；横张

节理，产状倾向131。，倾角7t’左右，斜张节理，产状倾向120 6，倾角56。左右，斜节

理，产状倾向186。，倾角4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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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特征表 表lO一2

似 法

备 注

4．1

7．0

7．5

5．4

0．85

岩体与灰岩的同化混染带，含较多的方解石．

岩体与灰岩的~屙化混染带．含较多的方解石．

岩体与灰岩的同化混染带，含较多的方解石。

单辉橄榄岩一辉长岩杂岩，按氧法原理恢复原岩，含长石2．9呖

单辉橄榄岩一辉长岩杂岩，按氧法原理恢复原岩，含长石1 1．3％

单辉橄榄岩一辉长岩杂岩，按氧法原理恢复原岩，含长石22．090

单辉橄榄岩一辉长岩杂岩，按氧法原理恢复原岩，含长石80．5％

f 7一组成辉石和橄榄石的Fe、Mg原子数中，Fe的数量。m 7+f7=1 00

a’一辉石的Si、A1络阴离子中，A1的数量(a 7么10，剩余的Al计算斜长石)．

t—Ti矿化度。t=Ti(原子)／Si(原子)X 100

Cr--Cr矿化度。Cr=Cr(原子)／Si(原子)×100

S—S矿化度。S=S(原子)／Sl(原子)×loo

b 7一组成造岩矿物后剩余的阳离子数。b 7=b 7(原子)／Si(原子)Xloo

b、后生构造：岩体的后生节理比较发育，最常见的有三组：产状为倾向210--

240。，倾角40一30。，倾向10一50。，倾角40一70。；倾向270一330。，倾角30一50。。断裂

构造以走向断层为主，一般走向320。左右，倾向北东或南西，倾角50一70。。一般规模

都小，通常不超出岩体分布范围，对岩体和矿体的连续性没有明显的破坏。

⑤岩体的分异特点

岩体主要由斜辉辉橄岩组成，有一定数量的斜辉橄榄岩，而斜辉橄榄岩在大面积的

斜辉辉橄岩中呈大小不等的异离体，二者的含量无论在地表或深部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岩石化学特征的差异性不显著，岩体的分异不明显。

⑥岩石的蚀变特点

a、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变质和蚀变：岩体与辉绿岩、千枚岩等富铝的岩石接触。往

往使围岩绿泥石化、次闪石化以及滑石化。蚀变带宽2—4米；岩体与岩枝间的灰岩凸镜

体接触，形成蚀变灰岩，或者生成矽卡岩一蛇纹透闪岩和碳酸盐混染的蛇纹岩，岩体与

辉长岩接触产生强烈的蛇纹石化、绿泥石化、次闪石化和绿帘石化，变成“单辉橄榄

岩”一辉长岩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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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岩石名称

采
样
位
置

叶青超基性岩体岩

化

crz。s Fez。s J Fz。

学

SiOz Ti02 Mn0 C00

D l三 含辉纯橄岩 41．37 o．04 o．48 o．63 2．49 3．75 o．094 o．015

05 含辉纯橄岩 36．08 0．14 4．35 0．79 4．84 3．78 o．062 o．012

02 斜辉辉橄岩 36．oo o．06 1．7l o．79 6．06 5．40 o．o 79 o．016

03 斜辉橄榄岩 3了．64 o．10 2．86 o．62 o．09 9．34 o．076 o．015

04 铁菱镁滑石岩 33．30 o．07 1．33 1．23 1．57 6．89 o．142 o．012

D06Y． 斜辉辉橄岩 Crl 3 38．69 0．125 3．77 o．60 5．02 4．97 o．054

07 绿泥石化辉长岩 Crl 3 35．44 0．260 15．12 o．31 0．82 5．47 0．2lo

08 辉长岩 46．49 o．245 16．54 o．16 1．18 5．2i o．070

叶青超基性岩体岩

D01∑ 40．1 o o．3 59．6 91．7 8．2 o．1 —20．1 ●—— 1．2 33．9 64．9 92．1 7．9

05 35．1 o．1 o．1 64．7 82．7 lo．1 (7．2) —30．1 ●—— _●●●_ 23．9 76．1 89．4 i0．6

02 35．4 o．5 o．1 64．o 84．7 14．o (1．3) ——30．3
●——

1．7 12．5 85．8 86．1 j 3．9

03 38．4 o．1 1．【 60．8 85．o 1 3．1 (1．9) —25．3
●——

3．8 28．7 67．5 86．9 1 3．1

04 36．9 o．1 o．8 62．2 84．4 12．5 3．1 —27．2 ●——
8．8 10．7 80．5 87．7 l 2．3

D06三 38．5 o o．8 60．7 82．4 1 3．1 (4．5) ——23．8 0．6 2．9 36．2 60．3 86．6 l 3．4

0 7 41．5 o．1 1 o．4 48．o 76．3 1 3．1 1 o．6 ——30．2 21．1 27．4
—— 51．5 85．9 14．1

08 53．8 6．1 8．2 31．9 56．o 18．8 25．2 ——12．8 35．1 48．7
——

16．2 80．0 20．0

b、岩体的自热液蚀变作用，蛇纹石化作用是岩体最常见的蚀变作用，岩石全蛇纹

石化以后，除残留少量附生铬尖晶石残晶外，仅见斜方辉石假像一绢石；另外铁菱镁滑

石岩化作用也是主要蚀变作用之一，岩石铁菱镁滑石岩化以后，生成主要由滑石和铁菱

镁矿组成的滑镁岩。滑镁岩中的铁主要是二价形式赋存于铁菱镁矿中，而不是以尘状磁

铁矿的形式存在，这就说明滑镁岩化可能发生在蛇纹石化之前。另一方面，滑镁岩中局

部又见滑镁岩化的石棉脉，这又说明蛇纹石化在先，滑镁岩化在后。由此看来，滑镁岩

化时间较长，蛇纹石化之前和之后都可以产生滑镁岩化作用。

(2)叶青岩体

①岩体规模、形态和产状：叶青岩体侵入于叶青背斜的轴部，岩体走向315。左右，

长4500米，宽140一380米，北西段地势高，岩体倾向南西，倾角45—80。。因此，在横

剖面透视图上，岩体呈“牛轭状"。其北东侧有少量顺层岩枝。

②岩体类型及岩石成分：岩体为斜辉辉橄岩一斜辉橄榄岩型，含少量的“含辉纯橄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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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学成分表 表lo一3

成 分 (％)

———__——T——1———r——一厂——T——_T———『_——_————T——一NiO MgO cao Na20 K20 P20s{S03 coz Hzo+l 烧失量 合 计

、——————————』———————————上—一。————————————i———————————j————————————二———————————j————————————j————————————L——————————————————————————————————一

石化学特征表 表lo一4

正工l翌MgO 三 兰
1．3 1．6 11．1 a”48，过剩的铝，因无钙不能组成长石，反映同化混染特征。

10．0 0．3 1．6 0．2 8．0

0．7 0．2 I．7 1．0 6．0

9．3 0．2 1．2 0．3 6．5

—— 0．2 3．8 0．2 7．1

10．0 0．2 1．2 6．3 同化混染带申的辉橄岩，按氧法原理恢复原岩，含斜长；E2．0％．

lO．0 0．5 0．7 30．3 5．7 同化混染带中的辉长岩，按氧法原理恢复原岩。含斜长石47．7％。

l 0．0 0．4 0．3 2．4 3．0 未同化混染的辉长岩，按氧法原理恢复原岩，含斜长石61．2％。

a、“含辉纯橄岩”：深绿至灰绿色，网格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由纤维蛇纹石

和叶蛇纹石组成，含绢石小于5％，铬尖晶石2—4％，以及少量绿泥石、碳酸盐和尘

状磁铁矿。主要分布于岩体南东段的岩体边缘。据“含辉纯橄岩"的化学成份，接氧法

原理恢复原岩，相当于含辉石24—44％(见图10-3，表10—4)的斜辉辉橄岩和橄榄岩。

因此，它们实际上是难于恢复原岩的斜辉辉橄岩和斜辉橄榄岩。

b、斜辉辉橄岩：深灰绿色，假斑状结构和嵌晶结构，块状构造。含蛇纹石25—

85％，滑石。一45％，绿泥石2—1 5％，碳酸盐。一45％，绢石5—25％，附生铬尖晶

石1—3％，以及少量硫化物和尘状磁铁矿。辉橄岩比较集中地分布于岩体的南东段。

c、斜辉橄榄岩：深灰绿色假斑状结构，块状构造。其矿物成分与辉橄岩相似，唯

绢石含量稍高。橄榄岩主要分布于岩体北西段。

d、铁菱镁滑石岩；黄褐色，粒状鳞片变晶结构，块状构造。含绢石50一70％，铁

菱镁矿25—50％，附生铬尖晶石1—2％，分布于岩体中段的上部。

e、绿泥石化辉长岩：灰绿色，粗晶一伟晶结构，鳞片变晶结构，块状构造。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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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绿泥石组成，部分保留辉石和长石假像，呈俘掳体分布于辉橄岩中。

③岩石化学特征

据1 1件岩石全分析计算结果(表10-3、表10-4)，叶青岩体与一般镁质超基性岩体

比较，其化学成分有以下三大特点：

a、Cr20 3含量偏高，为0．62一o．79％。

b、含A120 3，高达1．33—4．35％，远远高于Cr 20 3的含量。

c、镁铁比值变化大，为6．2—1 1．1，镁铁比值的高低与岩石所处地质环境以及产

生同化混染作用有关，因此，叶青岩体仍属镁质超基性岩体，其原始岩浆的镁铁比值

为11．12右。

④岩体的原生构造

岩体内的岩相、铬铁矿条和捕掳体的定向排列比较明显，其产状与岩体产状基本一

致。原生节理以似层状节理为主，横节理次之，有少量斜节理。

⑤岩体分异特点

根据岩体的岩相分布，叶青岩体略具重力分异，由上而下分为两个岩相带，斜辉橄

榄岩相带，位于岩体的北西段，岩相以橄榄岩和铁菱镁滑石岩为主，有少量辉橄岩，以

边缘成矿为主，但矿化规模极小；斜辉橄榄岩一斜辉辉橄岩相带，位于岩体南东段，主

要由斜辉辉橄岩和铁菱镁滑石岩组成，有一定数量的斜辉橄榄岩，除边缘矿化外，岩体

中部有规模稍大的就地分异的矿群。

⑥岩体蚀变作用

叶青岩体的主要蚀变作用为全蛇纹石化和铁菱镁滑石岩化，绿泥石化仅见于岩体与

辉长岩的同化混染带中。

铁菱镁滑石岩主要位于岩体的中段和上部；蛇纹石化超基性岩位于岩体北西、南东

两端，相当于岩体下部，显出明显的蚀变分带现象；上部铁菱镁滑石岩化、下部蛇纹石

化。

(3)得剥岩体

得剥岩体位于洛绒岩体北西相距约2600米处，沿315—320。方向延伸，长9200米，

宽100米左右，倾向北东，倾角40一50。，与围岩走向呈10一15。交角。岩体沿走向膨缩

显著，其南端两侧各有一条小岩枝。

岩体主要由斜辉辉橄岩组成，约占岩体面积90％以上，夹少量斜辉橄榄岩异离体。

岩体两端岩石除铁菱镁滑石岩化外，余者全蛇纹石化。

(二)铬铁矿地质

在叶青一洛绒岩群中发现铬铁矿矿体和矿化总共34处，其中叶青岩体18个铬铁矿体

(群)；洛绒岩体发现16个矿体(群)。根据它们产出的部位和矿体地质特征，归纳为

三类：岩体内的块状铬铁矿体；岩体内的浸染状铬铁矿体；岩体围岩中的铬铁矿体。

1．岩体内的块状铬铁矿体

(1)铬铁矿体的分布

块状铬铁矿体只见于洛绒岩体中，而除洛绒岩段的l号矿体外，又较集中分布于伊

柯岩段的南北两端和岩体膨大部位由宽变窄的地段。矿。体在平面上呈雁行状左列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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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在剖面上呈叠瓦状排列(图10-4)。

图10-4 Cr。矿群纵剖面示意图

1．斜辉橄榄岩2．斜辉辉橄岩3．铁菱镁滑石岩4．块状铬铁矿体

(2)铬铁矿体规模

矿体规模一般不大，长多为1．4--10米。厚0．37一o．74米，只有Cr9—1规模较

大，长35米，厚2．81米。矿体延深约等于走向长度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3)铬铁矿的形态、产状、与围岩的接触关系

矿体形态主要为凸镜状、脉状和复合脉状。矿体边界明显受原生节理控制。控矿节

理有五组：①产状为倾向56。倾角72。’②倾向203。；倾角20。；⑧倾向120。，倾角

56。；④倾向186。，倾角43。，⑤倾向131。，倾角7l。。为主要控矿节理。

矿体的近矿围岩为铁菱镁滑石岩，接触关系清楚，两者之间常有几至10余厘米的绿

泥石外壳。

(4)矿石的结构、构造及物质成分

①矿石的结构

中粗粒一半自形它形晶结构；粒径o．5—5毫米，彼此呈半自形或它形镶嵌。铬尖

晶石呈淡红棕色，颗粒之间为绿泥石。

糜棱结构、斑状压碎结构：在外应力作用下，被挤压碎裂成不等粒的糜棱状，形成

糜棱结构。破碎程度较弱者，则为角砾大小不等的斑状压碎结构(图版I 10-2，I 10一3)。

②矿石构造

致密块状构造：这是块状铬铁矿的主要构造，矿石中常有绿泥石细脉穿插。

瘤状构造：铬尖晶石集合体呈球形或椭球形矿瘤，直径0．2—1厘米。矿瘤密度增

大，则逐渐过渡为致密块状(图版I 10-4)。

⑧矿石的物质成分

矿物成分：金属矿物主要为铬尖晶石，含量一般为90一95％，另含微量镍黄铁矿、

黄铁矿和磁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绿泥石。

化学成分：据矿石化学分析资料(表10-5)，块状铬铁矿含Cr。O。30．99—

44．26％，A1 20 3 13．60一24．35％，Fe 20 3 2．81—6．20％，Fe07．32—13．89％，SiO 2

4．97—7．48％。铬铁比值2．6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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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铬尖晶石化学成分

各岩相中的附生铬尖晶石蚀变强烈，采样后选不出单矿物。造矿铬尖晶石的化学成

分和类型列于表10-5图10-5中。

造矿铬尖晶石的单矿物和矿石全分析资料按原生矿物法计算结果，在铬尖晶石的基

础晶胞中含Cr 3+8．4—9．1，A1 3+6。8—7．3，Fe 3+0．1一o．8，Fe2+1．9—2．4，Mg 2+

5．6—6．1，矿石的Cr／A1(原子)比值1．06—2．23，选矿铬尖晶石类型均属铝铬铁矿。

图10—5叶青岩体铬尖晶石成分图解(据H·B·巴甫洛夫法修改)

2．岩体内的浸染状铬铁矿体

(1)铬铁矿体的分布

产于岩体内的浸染状铬铁矿体和矿化点，全区共发现21处，主要分布于叶青岩体

中，洛绒岩体仅见3处。除叶青Crl8矿群位于岩体南段膨大部位的中部外，其它主要

分布于岩体边缘。

(2)铬铁矿体的规模

浸染状铬铁矿体的规模都很小，矿群由几个至100余个矿条组成，只有叶青的Cr

18矿群规模稍大，长15．5米，厚0．3—2米，斜深3．8米。

(3)铬铁矿体的形态、产状、与围岩的接触关系

矿体形态主要为透镜状和似脉状。其产状常与岩体边界产状一致。仅部分似脉状矿

条与之斜交，呈30一40。的交角，显示受裂隙控制的特点，而且矿石越富，矿体与矿条

受裂隙控制越明显。

矿体的近矿围岩主要是斜辉辉橄岩和斜辉橄榄岩，以及铁菱镁滑石岩。呈渐变过渡

关系，部分稠密浸染状矿石组成的矿体为迅变过渡关系。

(4)矿石的结构、构造和物质成分

①矿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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