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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甸滑石矿是贵州首次发现的白滑石矿ꎬ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产于辉绿岩体与围岩

的接触带内ꎬ与罗甸玉共生ꎮ 罗甸滑石为低铝、低铁质矿石ꎬＭｇＯ 含量接近滑石的理论值ꎬ结晶

细、质纯、白度高ꎬ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ꎬ填补了贵州没有优质滑石矿的空白ꎮ 罗甸滑石矿

与罗甸玉矿的地质背景及其空间产出部位相同ꎬ并且具有相似的稀土元素组成及配分模式ꎬ揭

示二者为相同成因ꎬ属于接触交代型矿床ꎮ
[关键词]滑石矿ꎻ成因ꎻ罗甸ꎻ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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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滑石产地主要有日本、美国和中国

(Ｐｒｏｃｈａｓｋａꎬ１９８９)ꎮ 中国也是著名的优质滑石产

出国(江德玉ꎬ２０００)ꎬ其优质的纯滑石主要产自辽

宁、山东和广西ꎬ其中ꎬ辽宁滑石为粉红色、纯白

色ꎬ山东滑石为浅绿色、烟紫色ꎬ广西滑石为淡黄

绿色ꎮ 江西是主产沉积型黑滑石矿的重要省份

(Ｌｉ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１３)ꎬ我国西南地区的滑石矿资源相

对贫乏ꎬ主要矿石类型为黑滑石矿ꎮ
贵州的滑石矿质量较差ꎬ以沉积型黑滑石矿

为主ꎬ另有少量中低温热液型矿ꎬ分布于织金－贵
阳－凯里一线以北的梵净山、沿河、遵义、织金等地

(谢宏ꎬ２０１２)ꎮ 沉积型矿体呈层状产于中二叠统

栖霞组第二段ꎬ矿石由黑色含有机质页片状滑石

粘土岩构成ꎻ热液型矿体呈细脉状和网脉状产于

板溪群超基性侵入岩中ꎮ 此前ꎬ贵州尚无白滑石

矿报道ꎬ近几年ꎬ笔者等在黔南罗甸地区首次发现

滑石矿ꎬ它是罗甸玉矿的共生矿产ꎬ质纯ꎬ白度高ꎬ
是典型的白滑石矿ꎬ它的发现结束了贵州没有优

质滑石矿的历史ꎮ
滑石矿的成因有区域变质、热液交代和风化

沉积三大类型(吴基球等ꎬ２００８)ꎮ 罗甸滑石矿与

罗甸玉矿均产于辉绿岩体的外接触带ꎬ属于接触

交代型矿床ꎬ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罗甸滑石矿位于右江盆地北缘之贵州罗甸玉

矿区(图 １)ꎬ出露地层为泥盆系－三叠系ꎬ其中ꎬ泥
盆系为滨岸相－台盆相沉积ꎬ石炭系为台缘斜坡相

沉积ꎬ二叠－三叠系为深水盆地相陆源碎屑重力流

沉积、钙屑浊流沉积和悬浮沉积ꎮ
研究区经历了华力西期－喜山期的构造演化

历史ꎮ 华力西期ꎬ研究区处于扬子西南缘裂陷构

造环境ꎬ地幔柱活动形成了著名的峨眉山大火成

岩省(胡瑞忠等ꎬ２００５ꎻ黄文龙等ꎬ２０１３ꎻＵｓｕｋｉ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１５ꎻ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ꎻＬｉ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１６)ꎬ本区辉

绿岩床即处于其外带ꎬ是其重要的物质组成ꎮ 岩

床侵入于二叠系四大寨组第二段燧石灰岩的层

间ꎬ部分地段侵入于四大寨组第一段与第二段之

间ꎬ岩体厚 ４４ ２９７ ｍꎬ并与地层协调褶皱ꎮ 印支

－燕山期ꎬ发育了不同组合类型的构造形迹ꎬ构造

线主要呈北东向和北西向ꎬ次为近东西向ꎻ北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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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罗甸玉矿床位置(ａꎬｂ)及滑石矿区地质图(ｃ)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ｎｅｐｈ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ｒｅａ

１—乐康组第一段ꎻ２—领薅组第三段ꎻ３—领薅组第二段ꎻ４—领薅组第一段ꎻ５—四大寨组第二段ꎻ６—四大寨组第一段ꎻ７—南丹组第二段ꎻ
８—辉绿岩ꎻ９—滑石矿化带ꎻ１０—软玉矿化带ꎻ１１—大理岩化带ꎻ１２—罗甸玉矿床ꎻ１３—罗甸滑石矿区ꎻ１４—采样点及编号

褶皱普遍被北西向褶皱叠加ꎬ形成穹窿构造和不

规则的裙边褶皱ꎬ早期阶段受南东方向的应力挤

压产生了北东向褶皱及逆冲断层ꎬ晚期阶段遭受

南西方向的应力挤压兼左行走滑作用ꎬ形成了北

西向褶皱及相关走向断层和斜交断层ꎮ 喜山运

动使部分区域性断裂复活并发生南北向左行

走滑ꎮ
滑石矿区位于床井穹窿南东翼的北西向构造

叠加部位ꎬ区域上ꎬ床井穹窿北东轴长 ２２ ｋｍ、北西

轴长 １６ ｋｍꎬ由北北西向的尚隆向斜、床井背斜、交
拗背斜、纳冗向斜、巴麻背斜和北东东向的纳绕背

斜叠加而成ꎬ矿床受巴麻背斜控制ꎮ

２　 矿区地质特征

２ １　 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有石炭－二叠系南丹组第二段、
中下二叠统四大寨组第一至二段、中上二叠统领

薅组第一至三段、中下三叠统乐康组第一段ꎬ辉绿

岩体侵入于四大寨组第二段燧石灰岩中ꎮ
南丹组第二段:深灰、灰黑色厚层块状砾屑灰

岩与厚层生物屑泥晶灰岩互层ꎬ夹少量薄层硅质

岩ꎬ灰岩中偶含白云岩团块ꎮ 厚 ３４２ ｍꎮ
四大寨组第一段:薄层泥质粉砂岩、硅质岩、

粉砂质粘土岩及泥灰岩ꎬ偶夹灰岩透镜体ꎮ 厚

４７ ｍꎮ
四大寨组第二段:薄至中厚层泥－微晶灰岩、

燧石团块灰岩ꎬ夹薄层含生物屑灰岩、硅质岩及少

量厚层块状生物屑灰岩ꎬ顶部夹 ５ １０ ｍ 厚层含

砾砂屑生物屑灰岩ꎮ 有基性岩浆侵入ꎬ为软玉和

滑石矿的赋矿层位ꎮ 厚 ２８１ ｍꎮ
领薅组第一段:含凝灰质细砂岩、粉砂岩、粘

土岩、硅质岩、泥晶灰岩ꎬ近底部夹薄层沉凝灰岩ꎮ
厚 １２８ １５１ ｍꎮ

领薅组第二段:下部为薄层硅质岩夹薄层泥

晶灰岩ꎻ上部为中厚层微－泥晶灰岩、砂屑灰岩ꎬ夹
薄层燧石条带ꎮ 厚 １０１ １６１ ｍꎮ

领薅组第三段:中下部为薄层硅质岩、含凝灰

质生物屑灰岩与沉凝灰岩互层ꎬ上部为薄层粉砂

岩、粘土岩ꎬ近顶部夹 ５ １５ ｍ 块状角砾状灰岩ꎮ
厚 ６２ ２７２ ｍꎮ

乐康组第一段:底部为含砂质粘土岩、硅质粘

土岩ꎻ下部为薄至厚层微－泥晶灰岩夹少量粘土

岩ꎻ上部为薄层泥－微晶灰岩夹粘土岩及少量“蠕
虫状”砾屑灰岩ꎮ 厚 ３４３ ３８６ 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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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主要为辉绿岩ꎬ岩体呈岩床状产

出ꎬ出露宽 １８０ ４００ ｍꎬ厚 ４９ ５８ ｍꎬ与罗甸玉

以及滑石矿的关系密切ꎮ 笔者在 ＬＤ０４ 点和 ＬＤ０６
点采了 ７ 件样品ꎬ薄片鉴定结果表明ꎬ岩体由细粒

辉长辉绿岩、细粒辉绿辉长岩、细粒辉长岩、细－微
粒辉绿玢岩、杏仁状辉绿玢岩和杏仁状细粒辉绿

岩构成ꎬ主要矿物成分为斜长石(４５％ ６８％)、辉
石 ( １５％ ４０％)ꎬ 次要成分有副矿物 ( ２％
１０％)、石英(<３％)、方解石(<２％)ꎮ 全岩分析结

果显示 (表 １)ꎬ ＳｉＯ２ ４３ ８０％ ４７ １０％ꎬ 平均

４５ ９０％ꎬ处于基性岩范畴ꎻＴｉＯ２ ２ ４８％ ２ ９３％ꎬ
平均 ２ ７６％ꎬ属于高钛辉绿岩ꎻＡｌ２Ｏ３ １２ ９０％
１４ ４４％、ＴＦｅ２Ｏ３ １２ ９２％ １５ ００％、ＭｇＯ ４ ６０％
７ ５３％、ＣａＯ ６ ６０％ ９ ２４％ꎻ富钠(Ｋ２Ｏ / Ｎａ２Ｏ ＝
０ ２３ ０ ８６)ꎻ全碱(Ｎａ２Ｏ＋Ｋ２Ｏ)含量 ３ ９１％
５ ０５％ꎬ硅－碱图投点于碱性系列(图 ２)ꎻ里特曼

指数(δ)３ １５ ５ ９７ꎬ属钙碱性岩－碱性岩系列ꎻ
Ｍｇ＃ ＝ ３８ ５３ ５１ ８９ꎬ低于原始岩浆的 Ｍｇ＃值(６８

７５)(Ｆｒｅｙ ｅｔ ａｌ ꎬ１９７８ꎻＷｉｌｓｏｎ １９８９)ꎬ表明岩浆

经历了明显的分异演化ꎮ

图 ２　 罗甸辉绿岩 ＳｉＯ２－(Ｋ２Ｏ＋Ｎａ２Ｏ)图解

Ｆｉｇ ２　 ＳｉＯ２ ｖｓ. (Ｋ２Ｏ＋Ｎａ２Ｏ)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ｄｉａｂａｓｅ
①据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ｅｔ ａｌ ꎬ１９６４ꎻ②据 Ｈｙｎｄｍａｎ １９８５

　 　 前人在邻区罗悃取得辉绿岩的锆石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５５±０ ６２ Ｍａ(韩伟等ꎬ２００９)ꎬ在邻区罗

暮辉绿岩床中新发现二长闪长岩脉ꎬ并获得岩脉

的锆石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５５ ２ ± ３ １ Ｍａ(黄勇等ꎬ
２０１７)ꎬ岩床和岩脉的形成时代均为二叠纪乐平

世吴家坪期ꎬ可能与海西期峨眉山玄武岩浆喷发

活动相关ꎮ

表 １　 罗甸辉绿岩的主量元素含量(ｗｔ％)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ａｓｅ ｉｎ Ｌｕｏｄａｉｎ ａｒｅａ

样号 ＬＤ０４Ｂ２ ＬＤ０４Ｂ３ ＬＤ０４Ｂ４ ＬＤ０６１Ｂ ＬＤ０６２Ｂ１ ＬＤ０６２Ｂ２ ＬＤ０６３Ｂ
ＳｉＯ２ ４６ ５０ ４５ ８０ ４３ ８０ ４６ ８０ ４５ ９２ ４７ １０ ４５ ５７
ＴｉＯ２ ２ ９３ ２ ７８ ２ ８３ ２ ７６ ２ ４８ ２ ９０ ２ ６４
Ａｌ２Ｏ３ １３ ７５ １３ １０ １３ １５ １３ ３５ １４ ４４ １３ ５５ １２ ９０
Ｆｅ２Ｏ３ ５ ５２ ３ ９２ ２ ７８ ５ １４ ５ ８９ １１ ０７ ６ ５４
ＦｅＯ ７ ５５ ９ ７２ ９ １２ ８ ８７ ７ ０８ ３ １２ ６ ５６
ＭｎＯ ０ ２１ ０ ２３ ０ １６ ０ ２３ ０ ２１ ０ ２０ ０ １９
ＭｇＯ ５ ０８ ５ ７８ ５ ８１ ５ ８０ ５ ４０ ４ ６０ ７ ５３
ＣａＯ ６ ６３ ９ ０６ ７ ９９ ８ １８ ９ ２４ ７ ８６ ６ ６０
Ｎａ２Ｏ ４ １２ ２ ８９ ３ ２３ ３ ３０ ３ ３６ ２ ９０ ２ ２２
Ｋ２Ｏ ０ ９３ １ ０２ １ ７４ １ ３４ ０ ８３ １ ３８ １ ９２
Ｐ２Ｏ５ ０ ７５ ０ ６８ ０ ７０ ０ ６７ ０ ６３ ０ ６７ ０ ６６
ＬＯＩ ４ ２４ ２ ５８ ６ １５ ２ ５３ ３ ３３ ３ ３９ ５ ３４
Ｔｏｔａｌ ９９ ７６ ９９ ２０ ９８ ９０ １００ ６４ １００ ３４ １００ ３６ １００ ２１

ＴＦｅ２Ｏ３ １３ ９１ １４ ７２ １２ ９２ １５ ００ １３ ７６ １４ ５４ １３ ８３

Ｍｇ＃ ４１ ９８ ４３ ７５ ４７ １１ ４３ ３７ ４３ ７４ ３８ ５３ ５１ ８９
δ ４ ４５ ３ ２５ ５ ９７ ４ １９ ３ ７８ ３ １５ ３ ３８

Ｋ２Ｏ / Ｎａ２Ｏ ０ ２３ ０ ３５ ０ ５４ ０ ４１ ０ ２５ ０ ４８ ０ ８６
Ｎａ２Ｏ＋Ｋ２Ｏ ５ ０５ ３ ９１ ４ ９７ ４ ６４ ４ １９ ４ ２８ ４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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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变质岩

区内仅发育接触变质岩ꎬ断续分布于辉绿岩

体与四大寨组灰岩的外接触带内ꎬ岩石类型主要

有方解石大理岩、含硅灰石透闪石石英岩、透闪石

岩及滑石岩ꎮ 方解石大理岩具粒状变晶结构、纤
维状结构ꎬ主要矿物为方解石( >９５％)ꎬ含少量褐

铁矿(１％ ２％)ꎻ含硅灰石透闪石石英岩具粒状、
纤维状变晶结构ꎬ主要矿物为石英(８０％)ꎬ次有透

闪石和硅灰石(１０％ １５％)、方解石(５％)及粘土

矿物(<３％)ꎻ透闪石岩具粒状变晶结构、纤维状

结构ꎬ主要矿物成分为透闪石(８０％ ９５％)、次为

方解石(５％ １０％)、石英(<５％)等ꎻ滑石岩具显

微鳞片变晶结构ꎬ主要矿物为滑石(７０％ ９９％)、
次为方解石(８％ ３０％)及石英(<２％)ꎮ 内接触

带的变质作用不明显ꎬ常见绿泥石化、绿帘石化、
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等热液蚀变现象ꎮ 相对而

言ꎬ岩床上接触带的变质作用较强ꎬ变质带较宽ꎬ
是滑石和软玉矿体的产出部位ꎻ岩床下接触带的

变质作用较弱ꎬ偶见大理岩化和绢云母化(ＬＤ０７
点)ꎬ尚未发现滑石和透闪石玉矿体ꎮ

３　 矿化带及矿体特征

矿区西段以软玉矿化带为主ꎬ东段以滑石矿

化带为主(见图 １)ꎮ 矿化带沿岩体上覆外接触带

展布ꎬ沿走向可细分出滑石矿化带、软玉矿化带、

大理岩化带ꎬ由于接触变质作用受较多因素制约ꎬ
岩体接触带的部分地段甚至没有发生热接触变质

作用ꎬ而由含砂屑粉－微晶灰岩直接与辉绿岩体接

触(ＬＤ０５ 点)ꎮ 总体上看ꎬ矿化带和大理岩化带的

厚度不稳定ꎬ平面上具膨大、收缩和尖灭再现的现

象ꎮ 在 ＬＤ０６ 点ꎬ滑石矿化带长 ６５０ ｍꎬ出露宽 １０
１４ ｍꎬ其 ＮＷ 的大理岩化带长 ５１５ ｍꎬ出露宽 ８
１１ ｍꎮ 在 ＬＤ０４ 点ꎬ滑石矿化带长 １９３ ｍꎬ出露

宽 ７ １３ ｍꎬ其 ＳＷ 为大理岩化带ꎬ长 ５４９ ｍꎬ出露

宽 ５ ７ １０ ｍꎻ其 ＮＥ 为软玉矿化带ꎬ长 ２５６ ｍꎬ出
露宽 ５ ５ ９ ｍꎮ

滑石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沿辉绿岩体接触

带并贴近岩体边界产出ꎬ厚度变化较大ꎬ延深不

详ꎬ其产出部位与罗甸玉相同ꎮ Ⅰ号矿体为独立

的滑石矿体(ＬＤ０６ 点)ꎬ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

(图 ３)ꎬ长 ３５０ ６５０ ｍꎬ厚 ０ ２２ ２ ５０ ｍꎬ产状

２３５∠５８°ꎬ其中偶含未交代彻底的方解石大理岩

和石英岩扁豆体(图 ４ａ)ꎮ Ⅱ号矿体与软玉矿体

共生(ＬＤ０４ 点)ꎬ同处接触带的底界位置ꎬＳＷ 为

滑石矿体ꎬＮＥ 为软玉矿体ꎬ相距约 ３０ｍꎬ其中ꎬ滑
石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图 ４ｂꎬｃ)ꎬ长 １７０
１９３ ｍꎬ最大厚度达 ６ ０ ｍꎬ产状 １１０∠３０°ꎬ内含少

量透镜状及不规则状脉石英ꎻ软玉矿体有 ６ 层ꎬ夹
于浅灰白色薄至中厚层方解石大理岩、石英大理

岩及透闪石化大理岩中ꎬ呈似层状、透镜状ꎬ断续

延伸长约 ２５６ ｍꎬ单矿体厚 ５ ３０ ｃｍꎬ产状 １２０
∠３２°ꎬ玉石类型以青白玉为主ꎬ伴有少量花斑玉ꎮ

图 ３　 罗甸 ＬＤ０６ 采样剖面

Ｆｉｇ ３　 ＬＤ ０６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ａｒｅａ
１—中下二叠统四大寨组第二段ꎻ２—辉绿岩体ꎻ３—砾屑灰岩ꎻ４—泥晶灰岩ꎻ５—硅质岩ꎻ６—大理岩ꎻ７—石英岩ꎻ８—滑石岩ꎻ９—辉绿岩ꎻ
１０—杏仁状辉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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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滑石矿体露头照片

Ｆｉｇ ４　 Ｏｕｔｃｒｏｐ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ｃ 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

４　 矿石特征

本次共采集滑石薄片鉴定样 ４ 件(ＬＤ０６－４Ｂꎬ
ＬＤ０４－１Ｂ１ꎬＬＤ０４－１Ｂ２ꎬＬＤ０４－１Ｂ３)ꎬＸ 射线粉晶

衍射分析样 １ 件(ＬＤ０６－４Ｂ)ꎬ主量元素分析样 ４
件( ＬＤ０６ － ４Ｂꎬ ＬＤ０４ － １Ｂ１ꎬ ＬＤ０４ － １Ｂ２ꎬ ＬＤ０４ －
１Ｂ３)ꎬ微量元素分析样 １ 件(ＬＤ０６－４Ｂ)ꎮ 为了对

比研究滑石矿与软玉矿的成因关系ꎬ采集了 １ 件

软玉矿样品(ＬＤ０４－２Ｂ)ꎮ 样品数量的确定充分考

虑了矿体厚度的变化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ＬＤ０６
点矿体厚约 １ ｍꎬ采了 １ 件样品ꎻＬＤ０４ 点的滑石矿

体厚约 ６ ｍꎬ按间距共采了 ３ 件样品ꎮ 采样方法为

打块法ꎬ全部采集新鲜岩石ꎮ 薄片鉴定由贵州省

地质调查院岩矿鉴定中心完成ꎻＸ 射线粉晶衍射

分析由中国科学院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完成ꎬ样品研磨至 ３２５ 目ꎬ取 ２００ ｍｇ 粉末用于 Ｅｍ￣
ｐｙｒｅａｍ 型粉晶 Ｘ 射线衍射仪测定ꎻ岩石化学及地

球化学样品的制样及检测由澳实分析检测(广
州)有限公司完成ꎬ样品破碎后缩分出 ３００ ｇ 研磨

至 ２００ 目ꎬ利用 ＭＥ－ＩＣＰ６１ 四酸消减法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测定多元素含量、ＭＥ－ＭＳ８１ 熔

融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测定稀土元素含量、
ＭＥ－ＸＲＦ２６ｄ Ｘ 荧光光谱仪熔融法完成岩石主微

量 １５ 项精密分析ꎬ测试方法见文献 (范羽等ꎬ
２０１６)ꎮ

罗甸滑石矿的工业类型属于块滑石型ꎮ 矿石

呈白色(图 ４ｄ)ꎬ具显微鳞片变晶结构ꎬ块状构造ꎬ
表观白度≥８０ꎬ４ 件样品的滑石含量分别为 ７０％、
９０％、９２％、９９％ꎬ平均含量 ８７ ８％ꎬ次要矿物有方

解石(８％ ３０％)、石英(<１％)ꎮ 其中ꎬ滑石呈显

微鳞片状变晶ꎬ 结晶粒度 < ０ １０ ｍｍ (一般 <
０ ０３ ｍｍ)ꎻ方解石为半自形－它形粒状变晶ꎬ结晶

粒度<０ １０ ｍｍꎻ石英为显微粒状变晶ꎬ结晶粒度

０ ０２ ０ １０ ｍｍꎮ 主量分析结果(表 ２)ꎬＳｉＯ２含量

６０ １０％ ６２ １７％ꎬ 平 均 ６１ ２２％ꎻ Ｆｅ２Ｏ３ 含 量

０ ０１％ ０ ０９％ꎬ平均 ０ ０４％ꎻＭｇＯ 含量 ２９ ４０％
３０ １０％ꎬ 平 均 ２９ ７３％ꎻ ＣａＯ 含 量 ０ ７７％

２ ２５％ꎬ平均 １ ３９％ꎮ 依据«矿产资源工业要求手

册»中的滑石含量标准ꎬ矿石品位远高于最低工业

品位(５０％)ꎬ有害组分很低ꎬ多数样品达到特级品

标准ꎬ个别为Ⅱ级品ꎻ按照«矿产资源工业要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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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中的化学组分含量标准 ( ＳｉＯ２ 含量≥３６％ꎬ
ＭｇＯ 含量≥２７％ꎬＦｅ２Ｏ３ 含量≤２ ０％ꎬ白度≥６０)ꎬ

罗甸滑石矿同样属于高品位矿石ꎬ其品级达到Ⅱ
级－Ⅰ级品标准ꎮ

表 ２　 罗甸滑石矿及软玉矿主量元素含量(ｗｔ％)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ｗ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ｌｃ ｏｒｅ ａｎｄ ｎｅｐｈｒｉｔｅ ｏｒｅ ｉｎ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ａｒｅａ

样号 ＬＤ０４－１Ｂ１ ＬＤ０４－１Ｂ２ ＬＤ０４－１Ｂ３ ＬＤ０６－４Ｂ ＬＤ０４－２Ｂ
岩性 滑石矿 滑石矿 滑石矿 滑石矿 软玉矿

ＳｉＯ２ ６２ １７ ６０ ６１ ６０ １０ ６２ ００ ５６ ００
ＴｉＯ２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４
Ａｌ２Ｏ３ ０ ４７ ０ ９０ ０ ５２ ０ ２５ ２ ３６
Ｆｅ２Ｏ３ ０ ０９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０５
ＦｅＯ ０ ５１ ０ ２７ ０ ２５ ０ ４４ ０ ２４
ＭｎＯ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ＭｇＯ ２９ ４０ ３０ １０ ２９ ４０ ３０ ００ ２０ ５０
ＣａＯ １ １０ １ ４３ ２ ２５ ０ ７７ １３ ７５
Ｎａ２Ｏ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１２ １ ３２
Ｋ２Ｏ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５
Ｐ２Ｏ５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ＢａＯ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Ｃｒ２Ｏ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ＳｒＯ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ＬＯＩ ５ ２８ ５ ９１ ６ ５０ ５ ３７ ５ ０５
Ｔｏｔａｌ ９９ ２１ ９９ ４４ ９９ １９ ９９ ０５ ９９ ４１

表 ３　 罗甸滑石矿及软玉矿微量元素含量(×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１０－６)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ｌｃ ｏｒｅ ａｎｄ ｎｅｐｈｒｉｔｅ ｏｒｅ ｉｎ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ａｒｅａ

样品号 ＬＤ０６－４Ｂ ＬＤ０４－２Ｂ 样品号 ＬＤ０６－４Ｂ ＬＤ０４－２Ｂ
岩性 滑石矿 软玉矿 岩性 滑石矿 软玉矿

Ｋ <０ ０１ ０ ０５ Ｅｕ ０ ０６ ０ ２０
Ｓｒ ８ ４８ Ｇｄ ０ ４４ １ １２
Ｃａ ０ ５７ ９ ４８ Ｔｂ ０ ０８ ０ １５
Ｎａ ０ ０２ ０ ９３ Ｄｙ ０ ３９ １ ０５
Ｍｇ １８ ９５ １２ ６５ Ｈｏ ０ １０ ０ ２０
Ａｌ ０ １４ １ ２４ Ｅｒ ０ ２３ ０ ４８
Ｍｎ １８５ １３５ Ｔｍ ０ ０３ ０ ０５
Ｚｎ ８ ８ Ｙｂ ０ １９ ０ ３４
Ｃｒ １８ １８ Ｌｕ ０ ０３ ０ ０５
Ｆｅ ０ ３８ ０ ２２ Ｙ ２ ７ ７ ８
Ｃｏ ２ １ ΣＲＥＥ ６ ０３ １７ ２２
Ｓｃ １ １ ＬＲＥＥ / ＨＲＥＥ ３ ０５ ４ ０１
Ｎｉ ２ ２ (Ｌａ / Ｙｂ) Ｎ ４ ５３ １０ ５５
Ｃｕ <１ ３ δＥｕ ０ ４２ ０ ５３
Ｌａ １ ２ ５ ０ Ｈｆ <０ ２ ０ ２
Ｃｅ ０ ９ ２ １ Ｔａ ０ １ ０ １
Ｐｒ ０ ３６ ０ ９４ Ｔｈ ０ ７０ ０ ５０
Ｎｄ １ ６ ４ ４ Ｕ ０ ２８ ０ ４９
Ｓｍ ０ ４２ １ １４

　 　 注:Ｋ、Ｃａ、Ｎａ、Ｍｇ、Ａｌ、Ｆｅ 单位为％ꎮ 测试单位:广州澳实矿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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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石的化学式为 Ｍｇ３ [ Ｓｉ４Ｏ１０ ] ( ＯＨ) ２ꎬ其

ＳｉＯ２、ＭｇＯ 的理论值分别为 ６３ ５％、３１ ７％(余志

伟ꎬ２００１)ꎬ罗甸滑石矿的 ＳｉＯ２ 及 ＭｇＯ 含量(见表

２)接近其理论值ꎬ反映其纯度很高ꎻ致色元素 Ｃｒ
含量很低(１８×１０－６)(表 ３)ꎬ这是罗甸滑石矿的净

度和白度高的主要原因ꎮ 应用 Ｘ 射线粉晶衍射分

析技术(迟广成等ꎬ２０１４)ꎬＬＤ０６－４Ｂ 样品的 Ｘ 射

线粉晶衍射分析结果显示ꎬ滑石矿的主要矿物为

滑石ꎬ次为石英(图 ５)ꎬ与镜下鉴定特征一致ꎮ

图 ５　 滑石岩 Ｘ射线衍射图谱

Ｆｉｇ ５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ｃ ｒｏｃｋ ｉｎ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ａｒｅａ

５　 成因探讨

滑石矿床一般划分为超镁铁岩型(Ｔａｌｃ ｒｅｌａｔ－
ｅｄ ｔｏ ｕｌｔｒａｍａｆｉｃｓ)、镁质碳酸盐型(Ｍｇ－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ｈｏｓｔｅｄ ｔａｌｃ)、变质岩型(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 ｔａｌｃ)、含铁建

造型(Ｔａｌｃ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ｂａｎｄｅｄ ｉｒ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和次生

型 (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ａｌ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 ５ 种 ( Ｐｒｏｃｈａｓｋａꎬ
１９８９)ꎬＰｒｏｃｈａｓｋａ(１９８９)认为前 ４ 种类型形成于变

质条件下ꎬ并且只有超镁铁岩型和镁质碳酸盐型

具有经济意义ꎮ 于是ꎬ有人将滑石矿的成因划分

为热液蚀变型和热液交代型两种(余志伟ꎬ２００１)ꎬ
前者由超镁铁岩经热液蚀变而成ꎬ后者由含硅热

液交代白云岩而成ꎮ
国内的滑石矿成因主要分为低温热液交代型

和变质热液交代型ꎬ前者以桂中古零和镇圩滑石

矿为代表ꎬ赋矿地层为下石炭统岩关组ꎬ由含硅质

条带、燧石结核的白云质灰岩构成ꎬＭｇ 和 Ｓｉ 来自

地层ꎬ是大气降水被低温加热后溶解地层中的 Ｍｇ
和 Ｓｉ 并发生交代作用成矿(蔡伊等ꎬ２０１４)ꎮ 后者

以广西龙胜滑石矿、辽宁桓仁滑石矿及胶东西部

滑石矿为代表ꎬ其中ꎬ广西龙胜滑石矿的赋矿地层

为丹洲群合桐组第三段ꎬ由白云石大理岩、硅质岩

构成ꎬ属于区域变质热液交代成因(李桥ꎬ２０１４)ꎻ
辽宁桓仁滑石矿的赋存层位为辽河群大石桥组第

三段ꎬ容矿岩石为硅化、透闪石化白云石大理岩

(李芃ꎬ２００６)ꎻ胶东西部滑石矿为变质热液交代作

用而成(苏旭亮等ꎬ２０１５)ꎮ 国外尚有岩浆热液交

代型ꎬ以韩国的 Ｈｗａｎｇｇａｎｇｒｉ 滑石矿为代表ꎬ容矿

岩石为白云石大理岩ꎬ流体来自花岗岩体(Ｓｈｉｎ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０２)ꎮ

我国西南地区以黑滑石矿为主ꎬ可分为区域

变质、热液交代和风化沉积 ３ 大成因类型(吴基球

等ꎬ２００８)ꎮ 罗甸滑石矿受接触变质带控制ꎬ不属

于传统定义的热液交代型矿床ꎻ另一方面ꎬ容矿岩

石(四大寨组第二段灰岩)的镁含量甚微ꎬＬＤ１５Ｂ１
样品测试结果显示ꎬ灰岩中的 ＭｇＯ 含量仅为

０ １１％ꎬ因而也不属于镁质碳酸盐型滑石矿ꎮ 在

ＬＤ０６ 点的滑石矿体中发现交代残余的方解石大

理岩(而不是白云石大理岩)ꎬ说明成矿没有经历

白云石大理岩化过程ꎬ其中变质形成的石英岩呈

扁豆状顺层产出ꎬ属于燧石条带的变质残余物ꎬ因
此滑石成矿过程中所需的 Ｍｇ 可能来自辉绿岩体ꎬ
Ｓｉ 来自围岩ꎬ化学反应式如下:

３ＣａＣＯ３(灰岩) ＋ ３Ｍｇ２＋ ＋ ４ＳｉＯ２ ＋ Ｈ２Ｏ→Ｍｇ３

[Ｓｉ４Ｏ１０](ＯＨ) ２(滑石)＋３Ｃａ２＋＋３ＣＯ２

这一过程与罗甸玉的成矿机理极其相似ꎬ罗
甸玉的成矿物质 Ｍｇ 曾被推测来自下伏南丹组的

不均匀白云质团块(黄勇等ꎬ２０１８)ꎬ但是ꎬ南丹组

中的白云质团块在区域上并不稳定ꎬ同时也未发

现就近成矿的例证ꎬ因而 Ｍｇ 仍然可能来源于基性

岩(黄勇等ꎬ２０１２)ꎬＳｉ 和 Ｃａ 则来自近矿围岩ꎮ 从

ＬＤ０４ 点的矿体产出特征上看ꎬ滑石矿体与软玉矿

体处于相同的空间部位ꎬ二者相距约 ３０ ｍꎮ 该点

软玉矿呈白色、灰白色ꎬ具显微鳞片变晶结构ꎬ主
要矿物为透闪石 ( ８０％)ꎬ 次要矿物有方解石

(１０％)、白云石(６％)和石英(４％)ꎬ透闪石结晶粒

度<０ ０３ ｍｍꎻＳｉＯ２、ＭｇＯ、ＣａＯ 含量分别为 ５６ ０％、
２０ ５％、１３ ７５％(见表 ２)ꎬ低于透闪石理论值(分
别是 ５９ １６９％、 ２４ ８０８％、 １３ ８０５％) ( 张 晓 晖ꎬ
２００１ꎻ周征宇等ꎬ２００８)ꎮ 该点软玉矿与罗甸玉的

其他矿床(点)相比ꎬ品质较差、规模较小ꎬ但却是

软玉矿体与滑石矿体共生在一起的极不多见的露

头点ꎬ为判定二者为同一成因提供了地质证据ꎮ
此外ꎬ罗甸滑石矿具有罗甸玉相似的稀土元素组

成及配分模式(图 ６)ꎬ相对富集轻稀土ꎬ具强烈的

Ｅｕ 负异常和 Ｃｅ 负异常ꎬ也揭示二者具有相同成

因ꎬ属接触交代型矿床ꎮ

６２１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１９ 年 ３６ 卷　 　



图 ６　 罗甸滑石及软玉稀土元素球粒陨石

标准化分布型式图

Ｆｉｇ ６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ａｌｃ
ａｎｄ ｎｅｐｈｒｉｔｅ ｉｎ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ａｒｅａ

６　 结论

(１)罗甸滑石矿是贵州首次发现的白滑石矿ꎬ
其细度、净度和白度高ꎬ属优质滑石资源ꎬ具有重

要的开发利用价值ꎮ
(２)罗甸滑石矿产于辉绿岩体与燧石条带灰

岩的接触带内ꎬ空间上与罗甸玉矿处于同一部位ꎬ
二者的成矿机理相同ꎬ属于接触交代型矿床ꎮ

(３)罗甸滑石矿与罗甸玉矿的矿带分布具有

一定的规律ꎬ互为消长关系ꎬ在软玉矿体集中分布

区ꎬ很难出现滑石工业矿体ꎻ在滑石矿体偏集地

段ꎬ则软玉矿体的规模通常较小ꎮ
(４)罗甸滑石矿的关键成矿元素 Ｍｇ 可能来

自辉绿岩体ꎮ

致谢:感谢韩颖平高级工程师、郝家栩高级工

程师和邓小杰工程师完成地质填图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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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ｏｎｇｒｅｎ ５５４３００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Ｇａｏｚｅ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Ｂａｐａ ｓｙｎｃｌｉｎ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ｌｉｍｂ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ｉｇｏｎｇｓｈａｎ ｓｙｎｃｌｉｎｅꎬ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ｕｌ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ＮＥ ａｎｄ ＮＮＥ－ｔｒ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ｏｚｅ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ｔｙｐｅꎬ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ａｌ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ｄｏｎｇｎ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ｏｒｍ ｏｒ ｓｔｒａｔｏｉｄꎬ ｈｏ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ｓｈａ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ｎｈｕ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 ｏｆ ｏｒｅｓ ｉｓ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ｅｓ ｄｉｓ￣
ｐｌａｙ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ｂａｎｄｅｄ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ｙｐｅꎬ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ｏｒ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ｉｒｏｎ － ｄｅｐｌ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ｏｒ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１１１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ｗｉｔｈ “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Ｓｏｎｇｔａｏ ａｒｅａꎬ Ｔｏｎｇｒｅｎ Ｃｉｔｙꎬ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ｏｒｅ －ｈｏｓ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ꎬ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ｒ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ａｏｚｅｎｇ ｍａｎｇａ￣
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Ｔｙｐ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ｓｉｚｅ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ｏｆ “Ｄａｔａｎｇｐｏ Ｔｙｐｅ”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ꎬ ａｎｄ Ｇａｏｚｅ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ａ ｍａｎｇａ￣
ｎｅｓｅ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ｃｉｅｓ ｚｏｎｉｎｇ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ꎬ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Ｇａｏｚｅｎｇ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
ｐｏｓ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ꎻ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ꎻ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ꎻ 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上接第 １２７ 页)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ａｌｃ Ｏｒｅ ｉｎ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Ｎｅｐｈｒｉｔ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ＵＡＮＧ Ｙｏ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Ｎｅｎｇ－ｓｏｎ１ꎬ ＢＡＩ Ｌｏｎｇꎬ ＬＩＵ Ｈａｏꎬ ＬＩＵ Ｇｕｏ－ｆｕꎬ ＺＨＡＮＧ Ｏｕ－ｂａｎｇꎬ ＬＩＵ Ｊｕｎ

(１.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ꎬ Ｈｕｂｅ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８１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ｈｅｎｇＳｈｉ Ｊａｄ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ꎬ Ｌｔｄ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８１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ｔａｌｃ ｏ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ｔａｌｃ ｏｒ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ｔｈ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ｌｅｎ￣
ｔｉｃｕｌａｒ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ｚｏｎ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ｂａｓ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ꎬ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ｏｆ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ｎｅｐｈｒｉｔｅ.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ｔａｌｃ ｏｒｅ ｉｓ ｌｏｗ ａｌｕｍ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ｒｏｎꎬ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ｇ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ａｌｃ.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ｔａｌｃ ｏｒｅ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ｆｉｎ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ꎬ ｐｕ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ｗｈｉｔｅｎｅｓｓꎬ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ｅｘｐｌｏｉ￣
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ｔ ｆ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ｖｏｉ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ｔａｌｃ ｏ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ｅｆｏｒｅ.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ｔａｌ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Ｌｕｏｄｉａｎ ｎｅｐｈ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ｈａｖｅ ｓａｍ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Ｅ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ｓａｍ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ｍｅｔａｓ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ａｌｃ ｏｒｅꎻ Ｇｅｎｅｓｉｓꎻ Ｌｕｏｄｉａｎꎻ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６３１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１９ 年 ３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