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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谷沙川沟矿区高岭土矿实物地质资料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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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研究实物地质资料二次开发利 用 在 地 质 找 矿 工 作 中 的 重 要 作 用，本 文 简 述 了 陕 西 府 谷 沙

川沟小区高岭土矿的找矿过程及矿床特征。阐明了在找高岭土矿过程中利用煤炭勘查钻孔岩芯二次开发

取得的找矿成果。通过实例证明，对以往煤炭勘查钻孔岩芯资料的二次开发利用，是实现煤系共伴生矿产

找矿突破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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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煤 炭 资 源 丰 富，分 布 面 广，含 煤 建 造 厚 度

大，成煤时代齐全，主要聚煤期的煤系地层中，常常

共生和伴生着多种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非金属、金

属和稀散、放射性元素矿产资源，其中有许多是我国

的优势和短 缺 矿 种，有 的 经 济 价 值 远 远 高 于 煤 炭。
含煤区内常常是蕴藏有多种矿产 的“宝 库”。煤 系

共伴生矿产资源多以煤层夹矸、顶板、底板或单独成

层的方式存在，在找煤过程中，对煤炭勘查钻孔实物

地质资料进行开发利用，对共伴生矿产进行综合找

矿，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将会大大提高地质找

矿的经济效益。

１　陕西府谷沙川沟高岭土矿的找矿过程及煤炭勘

查实物地质资料二次开发的作用

１．１　找矿过程

１９８６年陕西第 八 地 质 队 在 沙 川 沟 矿 区 煤 炭 详

查工作 中 发 现 石 炭、二 叠 纪 煤 系 中 的 高 岭 土 矿。

１９８９年利用煤 的 勘 查 地 质 成 果 进 一 步 对 高 岭 土 矿

进行了普查，主要是对大量煤炭勘查钻孔进行了系

统的地质编录与样品测试分析，确定了高岭土矿层

的赋存层位、厚度及矿石质量，并按探煤工程网度划

分块段、确定储量级别，按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下达的不同用途的工业指标计算的储量。

１．２　煤炭勘查实物地质资料二次开发

通过 对 含 煤 地 层 煤 炭 勘 查 钻 孔 资 料 二 次 开

发［３］，对照岩矿 芯 进 行１００％的 检 查 和 地 质 编 录 补

充描述，对非含煤地层的钻探地质编录作６０％的检

查。利用小区内煤的勘察钻孔，通过采样和测试分

析。其中 利 用 小 区 内 的 施 工 钻 孔２８个，工 作 量

９４２１．６８ｍ，其中煤钻孔２１个，工作量７５２４．３５ｍ；
水文兼探煤孔２个，６５２．１１ｍ。从煤炭勘查钻孔中

取样测试：高岭 土 化 学 样１３５件、高 岭 土 矿Ｘ射 线

样３８件、高岭土矿小体重样４２件［１］。
煤炭勘查 钻 孔 中 高 岭 土 矿 化 学 样 品 的 采 集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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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经过对矿芯仔细观察描述后划分样段、准确丈

量长度后，采用二分之一矿芯劈开法精细采取。其

它样品如Ｘ衍射样、小体重样均按有关规程要求进

行采取。
高岭土 矿 样 品 测 试 项 目 为：硅、铝、铁、钛、钙、

镁、钾、钠、硫、小 体 重 及 灼 碱 等。其 主 要 测 试 方 法

为：二氧化硅采用氟硅酸钾容量法；三氧化二铝采用

氟化钾－ＥＤＴＡ容量法；全三氧化二铁采用重络酸钾

容量法；二氧化钛采用过氧化氢比色法和二安替比

林甲烷比色法；氧化钙、氧化镁采用ＥＤＴＡ容量法；
氧化钾、氧化钠采用火焰光变法。

１．３　找矿成果

沙川沟高岭土矿共有矿层４层，共求得Ｄ级、Ｅ
级储量７４６９．９０万ｔ，其中能利用储量５８４９．５万ｔ，
暂不能 利 用 储 量 为１６２０．４０万ｔ，属 特 大 型 硬 质 高

岭土矿。其中Ｋａ８－２矿层和部分Ｋａ９－２矿层可用于造

纸涂料级３８３６．３０万ｔ；Ｋａ４、Ｋａ９－２、Ｋａ１１矿层可用于

陶瓷、橡胶原料，储量３６３３．６０万ｔ。
对矿层不同品级矿石品位进行算数平均计算，

其结 果 为 用 于 造 纸 涂 料 级：ＡＩ２Ｏ３３６．６６％，ＳｉＯ２
４３．４７％，ＴＦｅ２Ｏ３１．２３％，烧 失 量１５％；用 于 陶 瓷、
橡胶原料级：ＡＩ２Ｏ３３２．７９％，ＳｉＯ２４８．４９％，ＴＦｅ２Ｏ３
１．３２％，ＳＯ３０．３４％烧失量１４．１０％。

２　成矿地质特征

沙川沟区 域 构 造 位 置 为 鄂 尔 多 斯 盆 地 北 部 东

缘，属盆地次级构造单元晋西挠褶带北端，西邻陕北

斜坡。区域主体构 造 为 近 南 北 向 的 墙 头－高 石 崖 挠

褶带［２］，以张性断裂为主的断裂组清水川地堑和孙

家湾地堑以及宽缓的北东向向斜构造。其石炭二叠

纪煤矿区高岭土矿出露地层有古生界、中生界和新

生界。高岭土矿层主要赋存于中晚石炭世及早二叠

世煤系地层中，与煤矿层密切共生，且多数构成煤层

底板。
沙川沟矿区 内 构 造 主 要 为 区 域 墙 头－高 石 崖 挠

褶带。小区内出露 地 层 为 奥 陶 系 中 统 马 家 沟 组－三
叠系下统和尚沟组及新生界地层。

区内的高岭土矿一般以煤层底板赋存于含煤地

层中，含矿 地 层 包 括：石 炭 系 中 统 本 溪 组（Ｃ２ｂ），中

部为１－３层高 岭 土 矿（Ｋａ１３号）；石 炭 系 上 统 太 原 组

（Ｃ３ｔ），为小区内最主要的含矿地层，全煤矿 区 可 分

为三个岩性段，中 下 段（Ｃ３ｔ１＋２）中 部 和 上 部 含 两 层

层高岭土矿 层（Ｋａ１１号）和（Ｋａ９－２号）及 煤 层。中 段

（Ｃ３ｔ３）在底部１５．７２ｍ（ＺＫ２０１）之上为高岭土矿层

（Ｋａ８－２号），是小区８－２号煤层底板；二叠系下统山西

组（Ｐ１ｓ），发约有（Ｋａ４ 号）高岭土矿层。

３　高岭土的矿层特征

区内含煤地层中赋存的高岭土矿层属于沉积型

硬质高岭土矿，有３～７层，其中可采层４层，一般为

煤层 底 板，自 上 而 下 编 号 为 Ｋａ４、Ｋａ８－２、Ｋａ９－２、Ｋａ１１
号。现将主要矿层特征概述如下。

１）Ｋａ４ 矿 层。赋 存 于 山 西 组 下 部４号 煤 层 之

下，山西组底砂体之上。区内１１个钻孔见可采层，
矿层厚度平均１．４１ｍ，可 采 面 积２．４５ｋｍ２；矿 层 厚

度平均０．９６ｍ，矿层埋深１５．７０～８６２．２７ｍ，钻孔控

制矿层底 板 标 高 最 低 为－１５．６４ｍ（ＺＫ６０４），最 高 为

８４２．６４ｍ（ＺＫ４０６）。

２）Ｋａ８－２矿层。赋存于太原组上段８－２号煤层之

上，太原组上段底砂体之上．矿层厚度平均１．９５ｍ，
可 采 面 积 ７．９１ ｋｍ２。矿 层 埋 深 １８５．５０ｍ ～
３００．５０ｍ，钻 孔 控 制 底 板 高 程 最 低 ５９８．８８ｍ
（ＺＫ５００７），最高６４３．１４ｍ（ＺＫ４０２）。

３）Ｋａ９－２矿层。赋存于太原组中下段９－２号煤层

底板及其相当的层位。矿层厚度平均０．７９ｍ，可采

面积２．０５ｋｍ２。矿 层 埋 深１９５．５０～３１０．０２ｍ。钻

孔控制底板标高最低６０６．２４ｍ（ＺＫ００２），最高６３１．
７４ｍ（ＺＫ４０２）。

４）Ｋａ１１矿 层。赋 存 于 太 原 组 中 下 段 相 当 于１１
号煤层的底板层位。矿层厚度平均１．７２ｍ，可采面

积６．６７ｋｍ２。埋深８５．４０～３２３．３０ｍ。钻孔控制底

板 标 高 最 低 ５８２．０７ｍ（ＺＫ００７），最 高 ８２１．７１ｍ
（ＺＫ４０２）。

４　高岭土矿的矿石特征

Ｋａ４ 矿层：矿石为浅灰色、浅灰褐色，具泥质、似

胶质结构，块状构造，质硬，参差状—似贝壳状断口，
弱蜡 状 光 泽。矿 石 中 矿 物 成 分 含 量 高：高 岭 石

８７％～９７％，石英２％～５％，伊利石１％～５％，少量

铁质及其它杂质。

Ｋａ８－２矿层：矿 石 为 灰 褐 色、深 灰 褐 色，具 泥 质、
胶质结构，块状构造，致密坚硬、性脆，贝壳状断口，
蜡状光 泽。矿 石 中 矿 物 成 分 含 量：高 岭 石８７％～
９８％，石英１％～２％，伊利石１％～２％，少量勃姆石

和其他杂质。

Ｋａ９－２矿层：矿 石 为 灰 色、灰 褐 色，具 泥 质 结 构、
含粉砂质结构、似胶状结构，致密坚硬，含少量黄铁

矿 晶 体。矿 石 中 矿 物 成 分 含 量：高 岭 石９０％～
９６％，石英２％～７％，伊利石１％～２％，少量铁、蒙

脱石及其他杂质。

Ｋａ１１矿层：矿石为浅灰色、灰褐色，具泥质结构、
含粉砂结构、胶状结构，块状构造，致密坚硬，含少量

黄铁矿晶体和结核。矿石中矿物成分含量：高岭石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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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９４％，石 英１％～１０％，伊 利 石０～２０％，铁

０～７．００％及少量其它杂质。

５　高岭土矿的矿石质量

矿石中的有用矿物主要为高岭石，其次为水云

母和多水高岭石，主要有害矿物为含铁矿物、含钛矿

物和炭质。
高岭石以隐晶质为主，次为粗鳞片状。隐 晶 质

约占 高 岭 石 总 量 的 ９５％ 左 右，片 径 一 般 小 于

０．００１ｍｍ。高岭石结晶度较好，内部结构属于有序

型。石英一般呈机械混入物，粒径０．０１～０．１ｍｍ。
铁矿物主 要 为 黄 铁 矿，呈 细 网 状 和 粒 状，粒 径

０．０３～０．０５ｍｍ，次 为 褐 铁 矿，呈 它 形 粒 状，粒 径

０．００６～０．０５ｍｍ：钛 矿 物 主 要 为 金 红 石，多 为 短 柱

状和不规则粒状，粒径一般０．００５～０．０３５ｍｍ。
利用矿区矿石进行的纸张涂布试验、制瓷试验

和４Ａ沸石试验均获成功。Ｋａ８－２矿层，高岭石含 量

高，铁、钛含量低，可以用作纸张涂布原料。Ｋａ４ 矿

层 、Ｋａ９－２矿层、Ｋａ１１矿层，高岭石含量 偏 低，铁 含 量

较高，可以用作橡胶、陶瓷原料。

６　结　语

沙川沟矿区找矿成功的实例证明，对以往煤炭

勘查实物地质资料的二次开发［４］利用，充分利用以

往煤炭的勘查实物地质资料信息资源，是实现煤系

共伴生矿产找矿突破的有效途径。由于地质历史发

展过程中认识阶段性和技术条件的限制等原因，相

当一部分矿床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有很多伴生与共

生有益成分未能全面查明，大部分已经勘查或开发

的煤炭资源在找矿阶段或建矿时，均有普查、详查、
精查地质报告，对伴生共生矿产资源有简要的说明

和评价。可充分利用这些现有的以往勘探地质资料

成果，尤其是对钻孔实物地质资料或井下开掘巷道

揭露的实物地质资料，通过再认识进行综合找矿研

究，充分开展实物地质资料实验测试分析，即可大大

减少新的更多的工作量投入，又为研究煤炭共生伴

生矿产开发利用提供条件。
煤系共生、伴生矿产赋存层位有两种情况：一是

层位在煤层的顶、底板或夹矸层中；二是共生伴生矿

物赋存在 煤 田 的 浅 部 和 剥 蚀 区。它 们 大 多 易 于 开

采，很多矿可露天作业，与采煤无矛盾，可并行开采。
这些矿用途广，往往经济价值高于煤炭本身的几倍

至几十倍，对这些矿产的开发利用，不仅利国利民，
也是搞活煤矿企业，开展多种经营的重要途径。

应组织有关部门拨出专项资金，对煤系有用矿

产的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全面调研。组织专家班子，
开展以往煤田地质勘探工作中产生的煤系共、伴生

矿产进行矿产资源综合勘查和评价工作，对现有煤

矿建矿时普查、勘探、精查的地质成果报告及实物地

质资料保存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分类筛选，对

现有生产矿 井 开 采 中 见 到 的 伴 生 矿 产 进 行 技 术 鉴

定，是否有开采价值，开展综合汇总分析研究，开展

我国煤系地层中可开发利用的共伴生矿产资源调查

研究，摸清煤炭勘查与开采工作中产生的实物地质

资料保存状况。对那些共伴生矿产资源质量好、品

位高、有发展前途的矿区优先开发，并尽快纳入国家

规划。对综合开发、综合回收、综合利用的技术可行

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综合研究，尽快提出可行性研

究报告，为综合开发开发利用提供可靠的资料依据，
供相关管理部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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