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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磷矿床的铁同位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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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磷矿位于贵州省瓮安县和福泉县境内。矿区北起白岩矿区，南至高坪矿区，南北长约 20Km,东西

宽 2～4Km。其中白岩矿区分为玉华、王家院、大塘、穿岩洞及新桥五个矿段；高坪矿区分为磨坊、大寨、

英坪及小坝四个矿段。瓮安磷矿床产于埃迪卡拉系陡山沱组，主要由磷块岩、白云岩组成。在大塘、穿岩

洞和王家院三个矿段内矿层自下而上分为 A、B 两层，矿层间为白云岩或硅质白云岩，其余矿段只有 B 矿

层具工业价值。瓮安磷矿床形成于埃迪卡拉纪-早寒武世过渡期；同时期，全球范围内发生了第一次海相磷

块岩的大规模沉积和全球“大氧化事件”及全球生物演化的变革。稀土的铈异常和氧化还原敏感元素常被

用来去限定沉积环境的氧化还原状态，但是水体的氧化还原状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约束（Auer et al., 2017）。

近些年，随着黄铁矿的铁同位素数据的不断累积，铁同位素组成逐渐成为判断古水体的氧化还原状态和示

踪铁的氧化还原循环过程的一种方法（Yamaguchi et al., 2005; Yoshiya et al., 2012,2015）。 

本次样品采自瓮安磷矿床大塘矿段剖面。本次测试的铁同位素组成代表全岩所有含铁矿物的混合值，

δ56Fe 值均较小（介于-0.33‰～0.27‰之间）。瓮安下磷矿层（DTA）普遍发育黄铁矿，且黄铁矿主要呈六

边形、矩形、三角形等自形的晶体形态；瓮安上磷矿层（DTB）可见铁氧化物颗粒。 

瓮安下磷矿层磷矿石的 δ56Fe 值介于-0.33‰～0.27‰之间，可能主要代表黄铁矿的铁同位素组成。成岩

黄铁矿的铁同位素组成通常大于 0‰，指示一种铁化的沉积环境，沉积黄铁矿的铁同位素组成通常小于 0‰，

指示一种铁化到硫化的沉积环境（Sawaki et al., 2017）。 δ56Fe 值大于 0.2‰的表示黄铁矿形成于成岩过程，

可能记录了早期氧化物（部分氧化，即溶液中的 Fe2+离子被部分氧化成 Fe3+）的铁同位素组成，指示磷矿

石形成时周围的水体为铁化的次氧化状态。δ56Fe 值小于﹣0.2‰的指示黄铁矿以 FeS 形式直接沉淀，指示一

种铁化的水体环境。δ56Fe 值靠近 0‰的为前述 2 种方式形成的黄铁矿的混合导致。上磷矿层磷矿石的 δ56Fe

值介于﹣0.32‰～0.21‰之间，除 DTB-04 外，其他样品的 δ56Fe 值均接近 0‰，表明磷矿石沉积于氧化的水

体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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