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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禹州方山矿区高钾铝土矿的地质特征

马红义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环境调查院"郑州

C=$$=%

#

摘要!

!

禹州方山铝土矿是河南省已知铝土矿勘查区中含钾量最高的一个矿区%方山高钾铝土矿

赋存于石炭系上统本溪组中(硬质黏土是构成高钾铝土矿的主体(高钾铝土矿层最厚
N>;CNB

(最

薄
#;>"B

(平均
#";N"B

"主要含铝矿物为一水硬铝石(高钾铝土矿的化学成分与铝土矿基本相

同(全矿区
!

&

\

!

G

'的平均值为
%;N=I

(最高
#$;#?I

(最低
$;$CI

%矿区很少有云母等含钾矿物

的存在(高钾铝土矿中的
\

!

G

不完全来源于含钾矿物(也非矿区内仅存交换吸附阳离子能力最低

的高岭石所致(况且方山铝土矿周边的寒武系张夏组水泥灰岩中
!

&

\

!

G

'

*

!I

(在方山地段含铝

岩系中能形成
!

&

\

!

G

'超过
#$I

的地层实属罕见(方山铝土矿中
\

!

G

的来源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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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钾铝土矿"地质特征"禹州矿区"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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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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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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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背景

河南省禹州铝土矿带位于华北地层区豫西+豫

东南分区嵩箕小区二级构造单元嵩箕台隆,

#

-东南缘

的白沙+许昌复向斜西段%区域构造期次多(褶皱

及断裂均发育(较明显的构造运动有嵩阳运动*中岳

运动和燕山运动%该区基底强烈褶皱变质(盖层具

开阔的复式背斜*向斜及相应的断裂%白沙复向斜

贯穿整个禹州地区(轴向
<LAF@

(在向斜两翼形成

中低山区%

<@

翼受
<@

向*

<L

向和近
@L

向断

裂的影响(区内的元古界*古生界*中生界被切割成

为菱形*三角形断块"石炭系含铝岩系也被切分为一

个个长方形断块(倾向
<L

(倾角
#$W

%

C=W

%

FL

翼

受
<@

向断裂的影响(地层被切割为菱形*三角形断

块(在向斜扬起部位分布有三叠系*二叠系*石炭系

和寒武系(地层倾向
@

(

<@

(

<

(倾角
#$W

%

!=W

%区内

有
%

条铝土矿带!北部的玩花台+扒村铝土矿带,

!

-

&包括登封的告成*王村*岳窑等矿区(禹州的苌庄*

马沟*扒村等矿区'*西部的方山+鸠山铝土矿带&包

括登封的费庄*掘沟等矿区(禹州的方山*赵庄*楚黄

庄等矿区'*南部的磨街+朱屯铝土矿带&包括禹州

的西黄沟*磨街*鸿畅等矿区'%

!

!

高钾铝土矿的分布与厚度

%$!

!

高钾铝土矿的分布

河南省禹州铝土矿带方山矿区高钾铝土矿,

%

-赋

存于石炭系上统本溪组中(呈层状*似层状及透镜状

产出&图
#

'%本溪组下段&

&

!

O

#

'的硬质黏土*黏土

页岩*铁质黏土及本溪组中段&

&

!

O

!

'的铝土矿主要

呈层状*似层状"本溪组中段铝土矿中的夹石及本溪

组上段&

&

!

O

%

'的硬质黏土*黏土质页岩主要呈透镜

状%在区域含铝岩系或矿区内(本溪组下段主要为

硬质黏土(次为铁质页岩"硬质黏土*黏土页岩或铁

质页岩有时呈互层产出"硬质黏土位于该段的中上

部(黏土页岩居中(铁质页岩多见于下部%本溪组中

段铝土矿层中的夹石除两段页岩外多为硬质黏土%

本溪组上段主要为硬质黏土%据统计(方山矿区硬

质黏土和黏土页岩采样总长
#$=$;CNB

(其中硬质

黏土为
N"?;!=B

(占总样长的
NC;"=I

(可见硬质黏

土是构成高钾铝土矿的主体%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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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铝土矿带方山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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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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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炭统太原组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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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石炭统本溪组上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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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石炭统本溪组中段"

&

!

O

#

;

上石炭统本溪组下段"

G;

奥陶系马家河组"

#;

铝土矿体"

!;

黏土矿体"

%;

煤层"

C;

钻孔

%$%

!

高钾铝土矿的厚度

方山矿区石炭系上统的高钾铝土矿(最厚

N>;CNB

(最薄
#;>"B

(平均
#";N"B

%主层位本溪

组下段最厚
C";!! B

&

R\!$#

孔'(最薄
#;=" B

&

R\!N$!

孔'(平均
##;!NB

(水平方向在矿区东北

部最薄"在
##

线+

!N

线(最厚
";=B

(最薄
#;="B

(

平均
=;C=B

"在铝土矿较好的地段
R\C$C

孔*

R\C

孔等厚度最大%本溪组中段最厚
=N;>=B

(其中夹

石最厚
=;C$B

(最薄
$;!"B

(平均
#;%?B

%本溪组

上段一般出露零星(较连续地段在
!"

线+

%!

线间(

最厚
%;$$B

&

R\?$$!

孔'(一般
$;=$

%

#;=B

%

%

!

高钾铝土矿的矿物成分和化学成分

高钾铝土矿样品的差热分析*

e

光验证由前湖

南冶金地质研究所以及武钢耐火材料厂完成"薄片

鉴定由武钢耐火材料厂完成%

#$!

!

矿物成分

&

#

'铝土矿的矿物成分!主要为一水硬铝石(其

次为三水铝石*高岭石*铁质矿物*金红石*锐钛矿*

榍石*绢云母*水云母*白云母等%

"

一水硬铝石!在

高钾铝土矿石中占矿物总量的
N$I

%

>"I

(颗粒极

细(一般为
$;$#

%

$;#BB

"其原生和后生共生(后

生的一水硬铝石呈脉状和不规则粒状集合体分布(

局部生长在由菱铁矿形成的褐铁矿流失孔中"

#

高

岭石!在铝土矿石中含量不高(最高约占
!$I

(分布

也不均匀(呈胶结物出现(部分充填于蜂窝孔中"镜

下常见高岭石被水铝氧石交代(而水铝氧石又被一

水硬铝石交代"

$

绢云母*白云母*水白云母!在铝土

矿中含量极微(但在硬质黏土和黏土页岩中含量很

高(在铝土矿中分布不均匀(局部呈团块鳞片状集合

体(多见于胶结物中"

&

含铁矿物!以褐铁矿*黄铁

矿*菱铁矿等形式出现(分布不均(呈结核状*团块

状*薄膜状*不规则细脉状沿裂隙充填(集中见于矿

层下部"有的褐铁矿空洞呈菱形(为菱铁矿的氧化矿

物"

'

金红石*榍石*斜长石*石英*玉髓!含量极微(

颗粒极细%

&

!

'硬质黏土*黏土页岩*铁质页岩的矿物成分!

主要为高岭石*云母(次有水铝石*菱铁矿*黄铁矿*

金红石*锐钛矿*石英*斜长石等%

"

高岭石!为组成

硬质黏土的主要成分(在铝土矿和页岩中是次要成

分(在铝土矿中呈隐晶质或显微鳞片状(见有条柱状

水铝氧石和粒状*板柱状水铝石交代高岭石的现象"

#

绢云母*白云母*水白云母!在铝土矿中量少(但在

硬质黏土中为主要成分(一般呈鳞片状或集合体"

$

锐钛矿和金红石!呈柱状(多具磨圆(有的构成鲕粒

核心%

#$%

!

化学成分

高钾铝土矿的化学成分与铝土矿基本相同%全

矿区
#>C=

个样品平均
!

&

\

!

G

'

c%;N=I

&包括铝

土矿在内'(最高
#$;#?I

(最低
$;$CI

%除铝土矿*

硬质黏土外(

!

&

K1

!

G

%

'平均为
C$;C!I

(

!

&

\

!

G

'平

均为
?;=>I

%页岩中(

!

&

K1

!

G

%

'平均
!C;>?I

(

!

&

\

!

G

'平均
=;>"I

%在水平方向上矿层越厚(

!

&

\

!

G

'越高(反之亦然%

!

&

\

!

G

'在矿层*矿石中的变化及与其他成分

的关系如下!

&

#

'

!

&

\

!

G

'与
!

&

K1

!

G

%

'的关系%对
#>C=

个

样品的分析结果(按
!

&

K1

!

G

%

'不同区间内的
!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

\

!

G

'进行统计&表
#

'可知(

!

&

K1

!

G

%

'各区间所对

应的
!

&

\

!

G

'平均值随
!

&

K1

!

G

%

'的降低而增高(

!

&

K1

!

G

%

'

c%$I

%

C$I

时达到顶峰(

!

&

K1

!

G

%

'

*

%$I

时又相对降低(

!

&

\

!

G

'与
!

&

K1

!

G

%

'呈明显的

反比关系%如果将
O0

!

G

%

和
&4G

的干扰全部排除(

表的右上角和左下角都会出 现 空 白 区(将
!

&

K1

!

G

%

'不同区间内
!

&

\

!

G

'的最高值和丰度值联

结起来(就可形成一条近自然的直线%

&

!

'

!

&

\

!

G

'与
!

&

F+G

!

'的关系%据
#>"#

个样

品分析结果统计(

!

&

\

!

G

'随
!

&

F+G

!

'的增高而增

高(两者呈正比关系&表
!

'%在表
!

的右下角为空

白区(将
!

&

F+G

!

'各区间中
!

&

\

!

G

'区间最多的样

品数连线恰好成一条规则斜线%

&

%

'

!

&

\

!

G

'与
O0

!

G

%

)

F+G

!

的关系%为了解钾

特别高时与
O0

!

G

%

)

F+G

!

是否存在某种联系(选择
!

&

\

!

G

'

%

CI

的样品分析结果进行统计&表
%

'%表
%

的右上角有一大空白区(左上角有一小空白区(说明

不同
!

&

\

!

G

'区间对应一定的
O0

!

G

%

)

F+G

!

区间%

如
!

&

\

!

G

'

%

#$I

时集中在
O0

!

G

%

)

F+G

!

*

$;>I

之

区间"

!

&

\

!

G

'

%

"I

以上样品的丰度值集中较明

显!

!

&

\

!

G

'

%

#$I

的
?

个样品全部在
O0

!

G

%

)

F+G

!

*

$;>I

的区间内(而
!

&

\

!

G

'

%

>I

和
%

"I

的样品

数在
O0

!

G

%

)

F+G

!

*

$;>

区间内分别占
C#;=I

和

C#;!I

%

&

C

'

!

&

\

!

G

'与
!

&

O0

!

G

%

'的关系%据统计(

!

&

\

!

G

'与
!

&

O0

!

G

%

'的关系不是很明显%

!

&

\

!

G

'

%

#$I

的
?

个样只出现在
!

&

O0

!

G

%

'

c#I

%

?I

的区间(

其中
%

个样集中在
!

&

O0

!

G

%

'

c#I

%

!I

的区间(表明

!

&

O0

!

G

%

'与
!

&

\

!

G

'呈不太明显的反比关系%特别是

!

&

O0

!

G

%

'较高时对
!

&

\

!

G

'有直接的影响%

&

=

''

!

&

\

!

G

'与矿物成分的关系%差热分析表明!

硬质黏土热谱曲线特征从
%C$W&

缓慢脱水失重(一直

到
"$$W&

时才渐渐终止(没有急剧失重的现象(认为是

绢云母*少量一水硬铝石及三水铝石的特征%

表
!

!

高钾铝土矿中
\

%

G

与
K1

%

G

#

的关系

M4,10#

!

7014)+'(.9+

V

'Q\

!

G)'K1

!

G

%

+(9+

2

9

V

')4..+-B,4-h+)0'*0

K1

!

G

%

\

!

G

*

#I

样数
I

#I

%

!I

样数
I

%I

%

=I

样数
I

?I

样数
I

NI

%

"I

样数
I

>I

%

#$I

样数
I

最高

)

I

最低

)

I

平均

)

I

占比

)

I

%

N$ !=% CC;>C %#$ ==;$? !;=" $;$C #;#! !";>=

%

?$ %N ";NN %$N N!;N= N" #";C" C;"% $;$= #;N? !#;N$

%

=$ ? %;!C %C #";%" N" C!;#? ?N %?;!! ?;C$ $;?= C;#= >;=#

%

C$ N %;!# #% =;>? C" !!;$! #!> =>;#N !# >;?% >;#= $;!$ =;?? ##;!#

%

%$ ? #;?$ #? C;!" !% ?;#= #=# C$;%N #N! C=;>> ? #;?$ #$;#? $;!> N;C? #>;!%

*

%$ # $;== " C;%N %= #>;#% #!$ ?=;=N #> #$;%" >;!= $;=$ ?;## >;C#

合计
%#$ #=;>C ?"" %=;%N !?! #%;CN C?N !C;$# #?! ";%% ? $;%# #$;#? $;$C %;N= #>C=

!

测试单位!河南省冶金地质三队(

#>"#

"量的单位!

!

U

)

I

"样数!个%

表
%

!

高钾铝土矿中
\

%

G

与
F+G

%

的关系

M4,10!

!

7014)+'(.9+

V

'Q\

!

G)'F+G

!

+(9+

2

9

V

')4..+-B,4-h+)0'*0

F+G

!

\

!

G

*

#I

样数
I

#I

%

!I

样数
I

%I

%

=I

样数
I

?I

样数
I

NI

%

"I

样数
I

>I

%

#$I

样数
I

最高

)

I

最低

)

I

平均

)

I

占比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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