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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本溪歪头山铁矿中高铁一蓝

透闪石的研究

蒋永年 修群业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综合研究了辽宁本溪歪头山前寒武纪鞍山群铁矿中的高铁一蓝透闪石
,

包括化学成

分
、

物理性质
、

x 射线衍射分析
、

差热分析
、

穆斯堡尔谱
、

红外吸收光谱以及成因产状等
,

并与国内外

有关资料对比
。

根据成因信息
,

作者认为该矿物可能是低温热液交代作用的产物
。

关健词 歪头山铁矿 高铁一蓝透闪石

蓝透闪石 (w inc hi te )是紫罗蓝色富含高铁的钠一钙质角闪石
。

最初
,

w inc h
,

H
.

J
.

在印度

的 K ajlid o n g r i 锰矿中发现
,

后由 Le w is Fe rm o r 描述
、

命名
,

并于 19 0 9 年报道了第一个化学分析

数据
。

从那 以后 又有人报道 印度和其它产地的蓝透 闪石
,

但是过去报道的并不都是属 于

Le a k e
·

B
·

E (1 9 7 8 )分类的蓝透闪石
。

国内有关蓝透闪石的文献不多
。

据手边资料
,

崔文元
、

张乃娴 (1 9 8 3 ) 〔” 、

蒋永年 (1 9 8 4 ) ‘”

分别报道了冀东滦县司家营一带磁铁富矿体及其附近磁铁石英岩中的高铁一蓝透闪石和蓝透

闪石
。

本文样品采自辽宁本溪歪头山前寒武纪鞍 山群磁铁石英岩 中
。

鉴于该矿区的蓝透闪石比

较罕见
,

目前尚无人报道
,

所以
,

作者比较详细的研究了它的主要特征和成因类型
。

一
、

地质产状

歪头山矿区出露的地层属于太古界鞍山群
,

主要由黑云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
、

阳起磁铁石

英岩
、

镁铁闪石英岩
、

石榴阳起片岩等组成
,

混合岩化作用比较普遍
。

变质程度为绿帘角闪岩

相一角闪岩相
。

高铁一蓝透闪石产于某些磁铁石英岩中
,

与石英
、

磁铁矿
、

阳起石等矿物伴生
。

二
、

形态和物理性质

高铁一蓝透闪石呈粗粒半 自形晶
,

常为不规则的柱状体 (见照片)
,

X O
.

IOm m
。

黑绿色
,

条痕无色
。

摩氏硬度 5 一 5
,

解理平行 {1 1 0 }
,

中等
。

镜下多色性明显
: N g 为灰蓝色

、

浅蓝色
、

带绿 (或紫 )色调的蓝色
,

N m

颗粒大小一般为 0
.

40

为浅蓝紫色
,

N p 为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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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
,

日> 丫 > a 。

具蓝
、

紫和火焰状干涉色
。

不用单色光很难判断真正的消光位
。

在钠光下

测的折射率
: N g = 1

.

6 6 3 0
,

N m = 1
.

6 4 9 8
,

N p 一 l
,

6 4 2 0
,

N g 一 N p ~ 0
.

0 2 1
。

N s A C = 4 2
0 。

正

延性
。

Zv = 7 5
.

1
0

(计算)
。

二轴 (一 )
。

据 N a y a k
,
v

.

K
.

和 B
.

E
.

L e a k e
(1 9 7 5 )

帕 的研究
,

蓝透闪石有两种
,

一为负延性
,

消光角小
,

是常见的蓝透闪石
; 二为正延

性
,

消光角大
,

有时超过 30
“ ,

这种蓝透闪

石比较少见
。

本文高铁一蓝透闪石就是罕

见变种的一例
。

三
、

化学成分

化学分析结果见表 1
。

为了对比
『

,

表 l

中列出几个 已发表的蓝透闪石的化学分析

数据
。

和前人资料比较
,

本文样品更富含

高铁和碱质而贫铝和锰
。

这些化学成分特

点可能与具体的形成条件有关
。

照片说明
:

磁铁石英岩中的高铁一监透闪石 (深灰色
,

鉴于本文样品化学分析中 H刀 + 的含

不规则柱状)
,

平行偏光 X 63
·

84 Bz 一 126 M 量很低
,

这里采用阳离子 (1 3) 法计算晶体

阳 离 子 数
,

其 中 Fe 壮 和 Fe
, +
分 别 为

L O1 5 6 和 0. 5 9 4 8
。

但 据 穆 斯 堡 尔 谱 确 定 的 不 同 价 态 铁 离 子 数 稍 有 不 同
,

即

F e , + (M
,

+ M
Z

+ M
:

) 为 0
.

9 8 5 2
,
F e , + (M

;

+ M
3

) 为 0
.

4 5 9 2
,

F e
漪

2 ) 为 0
.

1 3 6 1
。

因此
,

根据穆斯

堡尔谱测试结果
,

该矿物晶体化学式应写为下式
:

(e a 0
.

7 4 6 2 N a 1
.

2 14 7 K 0
.

2 2 0 8 )
,

.

: 8 1 ,

(M g 3
.

4 3 4 0 F e :儿
。5 2

Fe
:方

2 5 ,

M n 0
.

0 05 0 T i 0
.

0 0 0 8 )
5

.

。5 0 :

〔(5 1 7
.

9 3 6 4 A L 0
.

0 1 3 4 )
7 , ; 。。

(0 2 1
.

8 3 13 O H 0
.

1 6 8 7 )
2 2

〕〔O H 1
.

9 9 0 0 F 0
.

0 1 0 0〕
:

根据 Le ak
e ,

B. E. (1 9 7 8 ) 〔们 的角闪石分类和命名方案
,

本文蓝色角闪石应属钠一钙角闪石亚

类的高铁一蓝透闪石 ,a

四
、

X 射线衍射分析

x 射线衍射分析的实验条件
:

铁靶
,

铁滤波
,

电压 4 0k v
,

电流 30 m A
。

分析数据和图谱见表

2 和图 1
:

为了对 比
,

表 2 还列出冀东滦县司家营铁矿中的蓝透闪石的有关资料
。

两者的衍射

数据和晶胞参数都比较类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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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一蓝透闪石和蓝透闪石的化学分析

Ta b le 1 Che 而, 1 an ai y , i , of 加r r i一 w切d 目招 a

配 初配hites

表 1

谕谕谕
l 爷爷 2 关关 333 4

⋯⋯⋯
lll 222 333 444

88888 4B Z 一 1 2 6MMM 6 Z K 3 1 4一 lllll

111⋯
、、 1

,
6 63 000 l

,
6 6 2 55555 l

,

65 888

555 10
:::

5 7
.

0 111 5 7
.

3 333 5 5
.

6 444 5 5
.

1 4

}}}{Nmmm
l

,

64 9888 l
,

649 44444 l
,
6 4 666

TTT IO
:::

0
,
0 111 0

,

DOOO 0
,

0 000 。
,
5 。

}⋯⋯1
N ppp l

,

6 4 2 000 1
,
6 4 1 00000 l

,
6 3 666

AAA 互
:

qqq 0
.

0 8 444 D
,
6 888 l

,

0 888 1
,
1;

}⋯⋯⋯、
。·· 4 2

000
4 2

00000
1 8

000

FFF e Z

qqq 9
.

6999 7
.

4 555 7
.

0 666 4
一 }⋯⋯{

Zv·· 7 5
.

1
000

7 7
,
4

0000000

FFF eOOO 5
,

] 111 4
,
9 55555 l

,

2 5

!⋯⋯{
,, 7

,

9 3 6 444 8
,

08 5 000 7
,

7 000 7
,
7 000

MMM n ooo 0
.

0 4 555 1
.

1 666 0
.

7 777 1
.

。S

J」」{
Al

l;;; 0
,

0 1 3 444 0
,
0 0 0 000 0

,

1 777 0
,

1 888

MMMg OOO 1 6
.

5 555 1 5
,
9 555 2 2

,

0 999 2 2
,
‘6

{{{
Al

”” 0
,

0 0 0000 0
,

1 1 3 222 0
,

0 000 0
,

0 000

CCC习000 5
,

0 000 6
,
6 222 7

,

6444 7
,

3 7

}}}
F e 3 +++ 1

,
0 1 5 666 0

,
7 9 0444 0

,

7 333 0
,

4 888

NNN a ,
000 4

,

5000 2
,
6 111 2

,
8 999 2

,
8 888

{
T iii 0

,
0 0 0888 0

,
0 0 0 000 0

,

0 000 0
,

0 555

KKK
:
000 1

,

2 444 0
,
4 888 0

,
9 888 l

,

2 4

)⋯⋯
Fe 之牛牛 0

.

5 9 4 888 0
,

5 8 3 88888 0
,
1 444

HHH
,

o +++ 0
,

7 444 3
,
9 333 3

,

0999 1
,
”8

{{{
M nnn 0

,
0 0 5 000 0

,
14 0 222 0

,

0 999 0
,

1 555

HHH
:
0 一一一一 0

,
1 444

}}}{ 、、
3

,
4 3 4 000 3

,

3 5 2 888 4
,
5 555 4

,

6 222

FFFFF 0
,

0 2 3333333

}⋯⋯t
caaa 0

,
7 4 6 222 0

,

9 9 9666 l
,
1 333 1

,
1 000

11111 0 0
,
0 0 222 1 0 1

,
1666 1 0 1

,

0 000 “9
,

6 3

{{{
N台台 1

,
2 1峨777 0

,

7 1 3 333 0
,

7 777 0
,
7 888

一一 O ~ FFF 0
,

0 111111111 KKK 0
,

2 2 0 888 0
,

08 5 777 0
,
1 777 0

,
2 111

总总和和 9 9
,

9 9 222 1 0 1
,

1 666 1 0 1
,

0 000 9 9
,

6 3

⋯⋯{
2洲洲 2

,

15 8 777 2
,
0 0 0 000 2

,

0 000 l
,
8 444

FFFFFFFFFFFFFFF 0 0 1 0 000000000

,
夭津地矿所岩矿测试室分析

产状说明
: l

、

高铁一蓝透闪石
,

产于磁铁石英岩中
,

辽宁本溪歪头山
,

本文

2
、

蓝透闪石
,

产于磁铁石英岩中
,

冀东滦县司家营
,

蒋永年
,

1 9 8 4
.

3
、

蓝透闪石
,

印度 K aj lid on gr i矿山
,

Fe
rm or

,

1 909 假定全部铁为 Fe 刀
: ,

H p + 未测定
,

但给出烧失量

3
,

0 9 环

4
、

蓝透闪石
,

印度长石质片麻岩
,

Bil gr a n 刀 ,
1 9 5 5

五
、

差热分析

差热分析实验是在空气中进行的
,

分析人是天津地矿所岩矿测试室李孝军
。

实验结果见图 2
。

曲线比较平坦
,

在温度 99 4 ℃有一个长而尖锐的吸热谷
,

这说明该矿物在比较窄的温度范围内

脱轻
,

晶格开始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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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一蓝透闪石和蓝透闪石的 x 射线衍射分析数据 表 2

Ta b le Z X 一 ra y d iff加比on da 加 for fe rrl 一初
n c址te a

nd wi
n
比lte

NNN 扭扭 111 222 N ooo lll 222 N 000 111 222 N 日日 111 222

33333 4B Z 一 1 2 6尹尹

卜
6 z K 3 “ 一’’’ 8 4 B一 1 2 6MMM 6Z K 3 1 4 一 11111 〕4B Z一 1 2 6户户叹 6 2 K 3 1 4 一 11111 8 4B Z 一 1 2 6MMM 6 2K 3 14 一 111

ddddddd III ddd IIIII ddd III ddd lllll ddd III ddd IIIII ddd 1111111

11111 1 7
‘

6 7 乞乞 4444444 1888 2
.

7 2 888 555 2
,

7 2 0 222 3 000 3 555 1 9 3 777 2222222 5 222 1
.

4 9 999 3333333

222222222 9
.

3 4 4 333 7 0 000 1999 2
.

7 1 000 9999999 3 666 1
。

8 9 777 555 1
.

8 9 1 222 l 000 5 333 1
.

4 7 777 2222222

33333 9 0 3 GGG 6666666 2OOO 2
.

5公000 444 2 5 9 8 111 1 DDD 3 1 777 1
。

8 7 222 2222222 5 444 1
.

4 5 444 2222222

44444 8
.

4 3 555 1 0 000 8
.

4 9 1 666 1 0 000 2111 2
.

5 3 555 444 2 5 4 1 999 2 000 3 888 1
.

1 6 111 2222222 5 555 1
.

4 3 666 666 1
。

4 3 5 111 4 000

55555 4
.

8 8 555 3333333 2 2222222 2 4 1 5 666 555 3 999 1 8 1 777 333 1
.

8 0 9 777 l 000 5 6666666 1
.

3 9 8 222 555

66666 4
.

7 7 333 4444444 2 333 2 38 222 444 2
.

3 7 6 888 1 000 4 000 1 8 0 0〔〔 2222222 5 777 1
.

3 7 222 3333333

77777 4
.

5 0 888 777 4
.

5 2 1 666 2 000 2 444 2
.

3 3 222 666 2
.

3 35 888 2 000 4 1111111 1
.

7 4 1 222 555 5 888 1
.

3 5 888 333 1
.

3 5 5 555 l000

88888 4
。

2 1 444 999 4
.

2 2 6 222 4 000 2 555 2
.

31 777 333 2
。

3 1 8 111 2 000 4 2222222 1
.

7 0 8 000 555 5 999 1
.

3 4 000 3333333

99999 3
.

8 7 777 333 3
.

8 9 5 000 1 000 2 666 2
.

2 9 333 3333333 4333 1
.

6 8 333 222 1
.

1 6 8 8888 555 6 000 1
.

3 2 999 2222222

111 0000000 3
‘

6 2 4 666 1 000 2 777 2
.

2 7 222 3333333 4 444 1
.

6 5 444 555 1
。

6 5 7 111 2 000 6 lll 1
.

3 1 000 333 1
.

3 0 7 333 1 000

111 1111111 3
.

4 3 7 444 4 000 2 8888888 2
.

2 2 9 666 555 4 555 1
.

6 3 666 333 1
.

6 3 6 666 1 000 6 222
一

1
.

2 9 111 2222222

111 222 3
。

3 9 444 666 3
.

4 1 0 555 2 000 2 999 2
.

1 6 666 555 2
.

1 69 444 2 000 4 666 1
.

6 1 222 3333333 6 333 1
。

1 9 222 2222222

lll 333 3
.

2 7 333 l444 3 2 8 1 222 4000 3 0000000 2
.

0 99 999 1 000 4 777 1 5 8 999 3333333 (

二
))) 0

.

9 8 1 00000 0
.

9 8 0 77777

lll444 3
。

1 3 111 5 777 3
.

1 2 9 555 1 0 000 3 111 2
.

0 5 888 333 2
.

0 5 9 999 l 000 4 888 1
.

5 8 333 222 1
.

5 8 4 000 2 000 比
、、

1
.

7 9 8 33333 1
。

8 0 9 00000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目 上口尹尹尹尹尹尹

111 5555555 2
。

9 9 3 000 1 000 3 222 2
。

0 2 222 444 2
.

0 2 0 333 l000 4 999 1
。

5 6 444 222 1
。

5 6 1 222 555 (

二
))) 0

.

5 2 6 55555 0 5 2 4 44444

lll666 2
.

9 5 888 555 2
.

95 7 222 1 000 3 333 l
。

9 9 999 222 2
.

0 0 0 555 l000 5 000 1
.

5 3 000 3333333 日日 1 0 3
.

9 9 5
000000000

lll777 2
.

8 0 999 2 555 2
.

8 1 3 222 6 555 3 444 1
。

9 5 999 2222222 5 111 1 5 0 777 333 1
.

5 0 4 777 2 0000000000000

分析
:

夭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岩矿测试室侯隽
。

注
:
1
、

高铁一蓝透闪石
,

辽宁本溪歪头山铁矿区
,

本文
。

2
、

蓝透闪石
,

冀东滦县司家营铁矿 闰
。

六
、

红外吸收光谱

高铁一蓝透闪石的红外吸收光谱如图 3
。

在 12 0 0一 4 0 Oc m 一‘

范围内
,

主要 由三个波段组

成
,

特点如下
:

12 0 0 一 so oc m 一 ,

该波 段为 Si 一 o 一 Si 非对称伸缩振动 区
,

由一个强 而宽 的吸收带 (

9 7 0e m 一 ‘

和三个弱吸收带 ( 1 15 6e m 一 ‘ 、

1 1 0 2 e m 一‘

和 1 0 4 6 e m 一 ,

) 组成
,

其中 1 1 5 6 e m 一 ,

为碱性闪

石和高铁一蓝透闪石的特征吸收带
。

8 00 一 6 0 0c m 一 ’

该波段为 si 一。一 Si 对称伸缩振动区
,

包括两个较强吸收带 ( 7 6 2 c m 一 ‘

和

6 8 8 c m 一 ’

) 和两个较弱吸收带 ( 7 7 8 c m 一 ’

和 6 6 3 c m 一 , ,

该强
、

弱吸收带分别组合
,

形成分裂现象
。

6 0 0 一 4 0 0c m 一‘

这个 波 段是 Si 一 o 一 Si 弯 曲振 动 区
,

由一 个 强而 尖锐 的 吸收带 (

4 5 6e m 一 ‘

) 和两个弱吸收带 ( 5 5 2 e m 一’

和 5 0 8e m 一 ‘

)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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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全 Z K

】0 0 1 1 0

图 l 高铁一蓝透闪石的 x 射线衍射曲线
(天津地矿所侯隽分析 )

Fig
.

I X 一r
ay 心fr ac to夕 a m of fer ri 一 w ln

chi te

七
、

穆斯堡尔谱特征

为了探讨高铁一蓝透闪石晶格中铁的占位和价态
,

我们做了穆斯堡尔谱
。

由于样品具有

严重的择优取向
,

测试前经特殊加工消除之
,

然后在室温 (18 ℃ )测试
。

测试者是中国地质科学

院矿床地质研究所吴功保
。

用三套四极双峰组分谱对实验谱拟合
,

结果见表 3 和图 4
。

在三套组分谱中
,

一套

属于 F e

流
+ , 2 + * ) ,

另两套分别属于 F e
法

, 十* 3 〕

和 F e
舔

2 ) 。

根 据 Fe

法
: + 、 , + , 。) 、

F e

接
: + , , ) 和

Fe 减
、

面积百分 比和 由化学分析资料计算的

铁离子总数 1
.

6 1 0」
,

求出上述不同占位的铁

离子数分别为 0
.

9 8 5 2
、

0
.

4 8 9 1 和 0
·

1 3 6 1
。

吴功保认为
,

此类闪石的穆斯堡尔谱至

今尚无统一看法
。

以下是他对实验结果的进

一步分析
:

8 4 日Z 一 1 2 6M

99 4
O

C

图 2

Fi g.

高铁一蓝透闪石的差热分析曲线

2 侧 ff七re而时 由er m a l an 习邓15 ther m o gt a m

o f fe r r iw ln e hlte

l
、

实验谱中观察不到 F e

乏奋
‘,

和 F e , + (Iv)
。

2
、

Fe
, +
谱 (见图 4) 与 M

: ,

从和M
:

上的Fe
, 十
相对应

,

但不能进一步区分
。

根据晶体化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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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前人所做的有关闪石的 x 射线衍射结果
,

Fe
, 十 应择优占据 M

: 。

3
、

两套 Fe
, +
谱 (见图 4) 大体分别与 M

,

+ M
,

和 M
:

上的 Fe
, + 离子相对应

。

M
Z

的配位八

面体比 M
:

1和M
。

的配位八面体有较大的畸变
,

故 Fe ;未
〕的四极分裂应小于 Fe 溢

, + 凡 ) 的四极分

裂
。

由于 M
: 、

M
Z

和M
3

的均可存在次最邻近效应
,

相应组分谱有扩展
、

交叠现象
,

故根据实验谱

求出的 F e , + 占位度不可能是精确的
。

总之
,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可以校正不同价态铁的化学分析数据和得出比较确切的晶体化

学式 (见化学成分部分 )
。

八
、

成因讨论

5以】 C m

高铁一蓝透闪石的红外吸收光谱

(天津地矿所张来春分析 )

In fr ar ed
a加or Pt io n s

pe ct ru m o f

介 r r i一 w ln Chi te

前面已经提到
,

起初 W in e h
,

H
.

J
·

在印度 K a jlid
o n g r i

矿山锰矿中发现蓝透闪石
,

但以后人们报道的已不局限

于锰矿 了
。

据不完全的资料
,

国内外报道的蓝透闪石产

状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

产于含褐锰矿和方解石的片岩
、

石英岩和砂质岩

石中
,

以产于片岩中的为最发育
。

2
、

产于印度 B ha n d a r a 的 C h ik la 长石质片麻岩
〔, 〕中

,

其形成似与伟晶岩的同化有关
。

3
、

钾 蓝 透 闪 石 石 棉
〔。 产 于 Te xa s

前 寒 武 纪

A u a m co r e 建造的硅质白云岩中
,

系硅质白云岩经低温交

代作用的产物
。

4
‘、

产于我国冀东滦县司家营磁铁富矿及与其有关的

磁铁石英岩中
。

关于蓝透闪石的成因
,

观点颇不一致
。

最初
,

Fe
r m or

一再强调变质成因
,

但以后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

蓝透闪

石的形成与交代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

上述的冀东滦县司

家营产的高铁一蓝透闪石和透闪石就是后一种成因类型

的实例
。

现在讨论本文高铁一蓝透闪石的成因类型
。

从产出

空口
.

lg
口匕F

岩石来看
,

辽宁本溪歪头山的高铁一蓝透闪石与冀东滦县司家营的高铁一蓝透闪石和蓝透闪

石均产于铁建造中
。

尽管前者的产出地段未发现明显的热液型磁铁富矿
,

但是下列的与交代

作用有关的迹象是值得注意的
。

1
、

高铁一蓝透闪石产于磁铁石英岩中
。

矿物颗粒粗大
,

一般不定向
,

这与其主岩的上
、

下

层一 阳起磁铁石英岩中定向排列的阳起石迥然不同
,

这是交代作用标志之一
。

·

2
、

矿区 内
,

阳起磁铁石英岩中阳起石的化学成分是变化的
,

主要是 Fe 刀
,

和碱质 (以 N a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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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本溪歪头山铁矿中高铁一蓝透闪石的研究

为主 ) 增高
,
C a o 降低

,

这是交

代作用的结果
。

从区域上看
,

交代作用有强
、

弱之别
。

当交

代作用较弱时
,

其化学成分变

化不大
,

仍在阳起石的化学成

分范围内
,

但光性上却稍显变

化(如消光角较大)
。

当交代作

用较强时
,

在 阳起石晶体外缘

显示蓝绿色乃至整个晶体呈暗

蓝色
,

干涉色变得异常等等
,

所

有这些现象均说明高铁一蓝透

闪石的产出环境确实存在热液

交代作用
。

3
、

在歪头山矿区范围内
,

尽管没有发现规模较大的侵入

.

⋯_ _
, 、

,

’0

⋯
. ’

飞

r

es
es

‘

ee
- - - - , F e 之斗 (M + M 寸

+ (M
: )

厂久

, +

翌~ ~讨门 r ’

一

露

认:’.

�O一入�

一 4 ~ 2 0

速度 ( m m / S )

图 4 高铁一蓝透闪石的穆斯堡尔谱
Fi g 4 M O胭加u e r s侧沈七tun of fe rr i 一w in c址 te

体
,

但区内混合岩化却比较普遍
。

值得注意的是
,

含高铁一蓝透闪石的铁矿层上部和下部均有

花岗质脉体穿切 (据 5 线 C Kyl l 孔资料 )
。

据此推测
,

在混合岩化作用的后期出现混合热液是

可能的
。

根据以上分析
,

作者认为高铁一蓝透闪石是低温富碱质的混合热液交代阳起石的产物
。

高铁一蓝透闪石的穆斯堡尔谱参数

T ad le 3 M招” ba ue
r Pa r

~
te rs of

.

fo rr 卜w 加c

咖te

表 3

价价态态 配位位 化学位移移 四极分裂裂 半高宽宽 拟合判据据 面积百分数数 铁离子擞擞

状状状况况 (毫米/ 秒 ))) (毫米 /秒 ))) (毫米 /秒 ))) M 士△ MMM (多)))))

FFF e , +++ M
l

+ M
。。

1
.

1 4 000 2
.

8 2 333 0
.

3 1 666 0
.

0 5 6铸铸 30
.

3 777 0
。

4 8 9 111

FFF e Z+++ M
222

1
.

0 9 999 2
.

2 3 4 000 0
.

4 8 444 士 0
.

00 7务务 8
.

4 555 0
.

1 3 6111

FFF e 之+++ M
l

+ M
Z

+ 州州
_

, 0
.

3 9 999 0
.

5 0 111 0
.

3 3 00000 6 1
。

1 888 0
.

98 5 222

九
、

几点认识

据上述
,

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

1
、

本文研究的紫罗蓝色闪石富含高铁和碱质而贫锰和铝
。

按 Le ak
e , B

.

E ( 1 9 7 8) 的角闪石

分类
、

命名方案
,

应归属于钠一钙角闪石亚类 中的高铁一蓝透闪石
。

2
、

本区高铁一蓝透闪石的某些光学性质 (如消光角和 Zv 偏大
、

正延性等) 与多数文献中

报道的蓝透闪石有所不同
。

至于这些特点与其形成条件有何联系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3
、

高铁一蓝透闪石系低温富碱质混合热液交代阳起石的产物
。

今后工作中应注意该类闪

石的分布及其与产地附近磁铁富矿的联系
,

为本区存在混合热液型磁铁富矿提供成因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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