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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叙述的成矿区
,

是我国富铁矿的

原料基地之一
。

解放以来
,

许多地质队曾在

本区做过工作
,

积累了不少地质资料
。

现结

合我们近两年的工作成果 ,

参照有关兄弟单

位的经验
,

对本区矽卡岩型铁矿的地质特征

及成矿规律初步归纳如下
。

一
、

成矿区的地质概况

本成矿区位于某山字型构造东翼边缘弧

的东侧
,

地处一隆起带与沉降带之 过 渡 地

区
。

区内主要构造线呈南 北 向 和北东至北

北东向
。

本区出露的地层有 震 旦 系
,

寒武系
,

下
、

中奥陶统
,

中
、

上石炭统
,

二迭系
,

第

三系和第四系
。

地层产状主要是呈向南东缓

倾之单斜层
,

并因遭受断裂破坏而复杂化
。

控矿围岩为中奥陶统马家沟组灰岩
。

与成矿有关的火成岩为燕山期闪长岩 一

二长岩类
,

属于中浅 一 浅成相复杂的似层状

侵入体
。

本区西南部尚有喜马拉雅期的玄武

岩零星出露
,

但与成矿无关
。

矽卡岩型铁矿赋存于燕山期火成岩与中

奥陶统碳酸盐岩石的接触带上
。

矿体多为缓

倾斜
,

形状多变
,

规模较大
, 以中型为主

。

二
、

地质构造特征及其与矿床的关系

本区的构造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儿点

图

总的构造线方向为 近 南 北 一 北北东

向
, 以断裂构造为主

,

摺皱次之
。

褶皱规模

较小
,

多 以开阔和短轴背
、

向斜形式产出

断裂多以正断层形式出 现
,

倾角
。 ,

常具现压性或压扭性结构面的特征
。

构造活动有由西 向东逐渐变 强 的 趋

势
。

经历了多次构造活动并有继承性
。

南

构造带与新华夏系构造关系极密切
,

常组成

复合造构
。

现代构造运动仍十分活跃
。

从火成岩及矿田的空间分布来看
,

其旁

侧均伴生有主千断裂
,

长 公里
,

断距

米
,

控制着岩体及矿田的分布
。

此

类构造主要表现为南北向及北东至北北东向

压性或压扭性断裂
,

少数为北西西 向张性或

张扭性断裂
。

由于构造多次继承活动
,

有的

还组成南北向构造与新华夏系两个构造体系

的复合构造
,

成为岩浆侵入的 良好通道
,

尤

以本区东部更强烈
。

新华夏系是控制东部岩

体的主要构造
,

西部岩体主要受南北向构造

带控制
,

镇岩体则同受两个构 造 体 系 控

制
。

此外
,

矿田还受新华夏系的伴生构造或

低序级的旋扭构造控制
。

构造对矿床的直接

控制
,

不仅决定于矿床附近 的地质 构 造 形

态
,

还取决于接触带的构造型式
,

两种构造

互相约制
、

迭加
,

共同控制着矿床的赋存空

间
、

规模
、

形态及产状
。

据 多个矿床 矿体 统计
,

本区矿体

走向主要为北东向
,

与主要构造线 方 向 一

致 矿体倾向多数为南东和北东
,

这是由于

岩层总体倾斜南东及北东以及岩体 顺 层 俊

入
、

接触带也大体向东倾斜所造成的 图
。

三
、

岩桨岩特征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区内岩体明显分为酉部
、

中部和东部三

个岩带
,

自西向东有 山
、

镇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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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某矽卡岩型铁矿成矿区地质简圈

一二迭系 一石炭系 一中奥陶统 一下奥陶统 一寒武系 一闪长岩 一 二长岩
一 正长岩 一 玄武岩 一大及大中型铁矿床 一 中型铁矿床 一 小型铁矿床 一铁矿点

一 年 二 。。。。构造调查区 一铁矿田边界

山村
、

村
、

城
、

山
、

山等八个较大

的侵入体 图
。

大部分侵入体侵入于中

奥陶统马家沟组灰岩中
,

呈复杂的似层状侵

入体产出
。

岩性从西到东由中基性‘ 中性‘

碱性
,

时代由老变新
,

为角闪斜长岩
一 闪长

岩
、

二长岩
一 正长岩系列

。

除 山碱性岩 体

尚未发现工业矿床外
,

其他岩体均含有若千

大小不等的铁矿床
,

组成相应的矿田
,

其中

山村矿田拥有本区一半以上的储量
。

参考有关的岩石分类原则
,

我们在中

性岩石中以钾长石在长石总最中所 占比例等

见《第一届矿物
、

岩石
、

地球化学专业会议论文集 》

岩石部分 页

分来划分岩石‘小于李为闪长粉 夸一哥
为二长岩

,

大于号
一为正长岩 ,

。

结合 本 区

情况 在闪长岩区内又按令划出正长 闪 长

岩亚 区 , 角闪闪长岩的划分标准是暗色矿物

角闪石夕 图
。

鉴定结果表明
,

本区各类火成岩主要矿

物和副矿物种类基本相同
。

斜长石主要是中

长石
、

奥长石
,

碱性正长岩中则为钠长石
,

表明原始岩浆成分是一致的
,

只是在岩浆分

异后期碱质增高
。

暗色矿物主要是角闪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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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
料 长石一一

圈

图中
,

虚线为试拟的 ①闪长岩 ①正长闪长岩

⑧石英闪长岩 ④石英正长闪长岩

用 成矿区主要矿体走向盯 和倾向 玫瑰圈 止卫七嘴止 』巴
︸

浪’︸
、,

切肠舫加其含量比同酸度的岩石少 多在 左右
,

为本区岩浆岩矿物成分上的一个特点
。

岩石

主要为半自形粒状结构
、

似斑状结构
,

次为

斑状及二长结构
,

为一套全晶质中 细 粒 岩

石 , 中性斜长石普遍发育正环带构造
,

也有

正
、

反环带构造
,

反映了岩浆是在中浅成环

境中形成的
。

根据岩体的岩石分析及查氏特征数值计

算结果 图
、

表
,

本区岩石化学类型

绝大部分属正常成分
,

按查 氏化学分类为弱

碱性
一
过碱性和 饱和的浅色岩石

。

与戴

里的同类岩石相比
,

以碱性组分含量较高为

其特征
,

其 “ 与 普遍降低
,

而 与

普遍增高
。

区内含矿岩体

的平均值为 其中 的平 均 值 为
,

反映在查 氏特征数值上为 “ 、

低
,

及 高
。

这种碱质增高的特征
,

为本区岩

体含矿性在岩石化学上的指示标志之一
。

区内各类岩石的微量元素特征相似 铁

族元素
、 、 、 、 、

相

当普遍 , 造 矿 元 素
、 、

普 遍

存在 , 、 、 、

等元素广泛分布 ,

图 本区各类岩石化学计林向 田解
一辉橄闪长岩 一 角闪闪长岩 一 闪长岩 ‘一 正长闪

长岩 一二长岩及 石英二长岩 一 正长岩及辉石正长
岩 一 闪长粉岩

反映出本区各类岩石是同源岩浆成因
。

本区岩体有以下几种蚀变 钠 绢 云 母

化
、

钠黝帘石化
、

钠长石化
、

钾长石化
、

角

闪石化
、

黑云母化
、

矽卡岩化 以 透 辉 石

化
、

绿帘石化最常见
,

另有透闪石化
、

阳起

石化
、

方柱石化等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

和葡萄石化等
,

其中最普遍的是钠 绢 云 母

化
,

其次是钠黝帘石化和钠长石化
,

特征是



原生奥长石
、

中长石被钠长石取代
,

往往形

成净边结构
,

并伴随长石的绢云母化
、

泥化

和黝帘石化 照片
、 名 、 。

此种自变

质作用与成矿关系密切
。

照片 中
、

奥长石的净边结构
,

钠长石
绢云母 化 正交偏光

,

照片 中长石钠 人 黝帘石
、

斜绿泥石

化
,

正交偏光
,

某 成 矿 区 任 入 告 体 特 征 衰

岩岩 体体 构 造 位 置置 出 露 特 点点 出露面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名名 称称称称 平方公里里 主要岩石石 次要岩石类型型 岩 石 类 型 分 布 特 征征
类类类类类类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骼气绪昂昂 角闪闪长岩出阵于岩体各个个南北向断裂带带 整合侵入于 角闪闪闪 长岩
、

正长闪长长 部位 矿体附近为蚀变闪长岩岩岩
山山山 与北东一北北北 之上

,

呈等轴轴轴 长岩岩 岩岩 或石英闪长岩岩岩
东东东向断裂带之之 状状状状状状状
西西西侧侧侧侧侧侧侧侧

南北向断裂带带 主体侵入于 ,, 闪长岩
、、

辉橄闪长岩 含含 由西南向东北岩性由角闪闪闪
钱钱钱 东侧及北西西西 中 呈似矩形形形 角闪闪闪 石英闪长岩

、

正正 长岩 , 闪长岩 , 正长闪长岩‘‘‘

向向向断裂带之北北北北 长岩岩 长 闪 长岩
、

二二 二长岩
,

常呈连续过渡
,

脚橄橄橄
侧侧侧侧侧侧侧 长岩

、

闪长扮岩岩 闪长岩呈折杂体产于角闪闪长长长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中中中

南北向断裂带带 由七个岩体露露 闪长岩
、、

角闪闪长岩
、

辉辉 钻孔中由上而下为辉石闪长长

与北西西断裂裂 头组成 侵入入入 闪长份份 石闪长岩
、

正长长 岩 ”闪长岩‘ 正长闪长岩
,

呈呈呈
交交交汇处处 于 与

、

岩岩 闪长岩
、

石英闪闪 渐变关系 闪长劝岩沿闪长岩岩岩
间间间间间间间 长岩岩 中之 节理贯入

。

局部闪长扮扮扮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切穿闪长岩接触带 上 的 矿矿矿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一
、

三层以二长岩为主北北东向断裂裂 呈等轴状 形形 二长岩
、、

正长闪长岩
、

闪闪 第二层为闪长岩岩岩
山山山 带之西侧侧 的似似似 闪长岩岩 长份岩

、

角闪闪闪闪闪
村村村村 入于于于于 长岩岩岩岩

北北东向断裂裂 呈不规则椭圆圆 约 黑云母母 闪长岩
、

二长岩
、、

闪长岩
、

正长闪 长岩 多 见见见见见见

村村村 带两侧侧 状侵 入 于 。。。 化
、

角闪闪 角闪闪长岩
、

正正 于矿体附近
,

与黑云母化角闪闪 吕

及 中中中 闪长岩
、、

长闪长岩
、

辉橄橄 闪长岩呈过渡关系 辉橄闪长长长

城城城城城城 细拉闪闪 闪长岩
、

闪长扮扮 岩呈球状产于黑云母化角闪闪闪闪

长长长长长长岩岩 岩岩 长岩中中中

正长闪长岩
、

闪闪闪闪闪闪闪山山山 北东向断裂与与 呈不规则的椭椭 闪长岩岩 长份岩岩岩
。

南南南北向断裂文文 圆状侵入于
接接接处处 中中中中中中中

北东向断裂带带 侵入于 地层层 碱性正正 含辉石正长岩
、、、

山山山 东侧侧 中
,

呈东西向向向 长岩岩 凝灰祖面岩
、

粗粗粗粗

椭椭椭椭圆状状状状 面安山岩
、

辉橄橄橄橄

闪闪闪闪闪闪闪长岩



照片
正交偏光

,

奥长石钠 黝帘石 〔 化
,

本区侵入体的形态
,

以往认为是复杂的

岩盖
,

通过野外观察和现有资料的分析
,

我

们认为称作 “复杂的似层状侵入体 ” 较为确

切
。

岩体下盘整合侵入于下奥陶统或中奥陶

统地层中
,

上盘与中奥陶统的上部地层或石

炭
、

二迭系地层整合接触
,

倾向均为南东
,

呈明显的似层状 图
。

对揭露好的 山

村岩体进一步剖析可以看出
,

岩浆沿北北东

向断裂上升
,

顺中奥陶统三组角砾岩侵入
,

而基本构成被灰岩残留体所分隔的三层岩浆

岩具多层接触带 图
。

归纳起来
,

本区

侵入体的形态具有以下特点

一

一

味味味味味味味味味味味味味味味味味 二之兰竺贵资笋公愧愧宕奋奋
卜卜产 , , 气尸代尸气井万万井肖肖肖肖肖肖肖‘‘ 占 占 占 占占占占 章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曰比 ‘乙召一二二盆 一一一

仁仁““
山

“
‘

目目‘ 曰 曰‘
目

‘ 曰‘ , 曰

··

井一一 , , 一之一一‘纽一 ‘ 二二二

层翻 三刃 弓互目 目困 匡国 巨任 臣月

日舀 村岩体创面日
一第四系 一铁矿 一下奥陶统灰岩 卜中奥陶统灰岩 一 闪长岩 一钻孔 一寒武系

巨亚至 巨互目

圈

区王组 。 段弓弓 · 段亘到 。 压二习 , 曰曰

山村矿田岩休形态特征创面困
一 中奥陶统第三组灰岩 一 中奥陶统第二组灰岩 一中奥陶统第一组灰岩
一下寒武统缅状灰岩 一燕山期闪长岩及二长岩类岩石 一钻孔

一下奥陶统白云质灰岩

呈向南东缓倾 倾角 。。

的似层

状
,

厚度 米不等
。

具多层状及分层再复合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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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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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成
由褐灰色中层搞纹状灰岩和中层致密灰岩组

由褐灰色中层微细粒灰岩和褐灰色中层花斑灰

岩组成 富含生物化石
主要成矿层

曰卜月匕二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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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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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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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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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围岩与成矿的关系

区内出露的地层有震旦系
、

寒武系
、

奥

陶系
、

石炭系
、

二迭系
,

其中矿化的沉积岩

有 寒武系张夏组鲡状灰岩
、

中奥陶统马家

沟组灰岩
、

石炭系煤系地层和上二迭统石千

辜组砂页岩
,

但已发现的具工业价值的矿床

均与中奥陶统灰岩有关
。

冶金 队和地质局华北地质研究所将

中奥陶统划分为表 所列的三组八段
。

围岩

的化学分析结果表明 表
,

中奥陶统灰

岩 含量高于其他岩类
,

含量低于 下

奥陶统灰岩
。

此种稍含 的碳酸盐岩 石对

成矿有利
, 其原因尚不十分清楚

,

应结合围

岩与岩浆岩化学成分的特点作全面考虑
。

我

们将各矿床的成矿围岩与岩浆岩对比分析发

现
,

凡形成工业矿体的地方
,

围岩中 含

量与该处岩浆岩中 含量的总和基 本 相

近
,

为 之间
,

其平均值为
,

与矿

体内 含量平均值 相吻合
。

看来
,

矿石沉淀时需要一定数量的
,

而这个成

矿的化学条件
,

应取决于围岩与岩浆岩

的含量
。

因此
,

不能简单的提出某种岩性作

为本 区矿床的有利围岩
。

中奥陶统三组八段中
,

每一组下部均有

一层 十米厚的角砾岩夹灰岩 表
,

为

有利于岩浆岩侵入的层间薄弱带
。

它控制着

本区岩浆岩的分布
,

在分析控矿围岩时
,

是

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
。

成矿作用与围岩所处的空间位置也有一

定关系
。

本区寒武系灰岩与中奥陶统灰岩化

学成分颇相近
,

但并未形成工业矿床
,

其原

因是本区总的构造为向南东倾斜 的单斜层
,

中奥陶统马家沟组灰岩层位靠上
,

一般埋深
。。米

,

与中浅成侵入体空间部位相吻

合
。

这也是中奥陶统成矿率高的原因之一
。

五
、

矿床地质特征

根据岩体的形态特征和矿床的 赋 存 部

位
,

本 区矿床可划分为 顺层接触带
、

残留

体和俘虏体三种控矿构造类型 表
。

一

般说
,

前者矿体规模较大
,

形态简单 , 后二

者规模较小
,

形态复杂
。

衰

实一。·。
·

健成成 矿 部 位位 成 矿 特 点点

赋存于岩体之上接触

带上

褶皱构造迭加的顺层

接触带
北西西向断裂与北北

东向顺层触接带的交汇处

多为盲矿 有的埋深可达

、 米
矿体走向较稳定

,

与中奥陶

统地层产状一致
,

为北北东一北东

向 沿一定层位有较大延展 而倾向
随灰岩褶曲而变化

‘

矿体多为似层状
、

扁豆状
矿体规模为中一大型 本类

占总储量的 多左右

中奥陶统灰岩出露的

上部层位及一
、

二
、

三组角

砾岩出露完整部位

接触带附近褶曲
,

断

裂发育的部位

低缓磁异常

顺层接触带型

矿体赋存于似层状侵入

体顶盖残留体旁侧
,

可有两

种成矿部位 岩体上部

凹陷部位或岩体凸出部位两

侧 岩体内残留灰岩的

尖端部 与灰岩产状一致

一般为地表矿或埋深甚浅

矿体形态复杂 如佛手状
、

倒人字形
、

透镜状
、

不规则状等

矿体产状有较大变化

一般为中
、

小型矿床

根据灰岩与火成岩分

布的特点初步判 断 剥 蚀 情
况

,

一种是大片火成岩中有
许多灰岩残留休

,

另一种是

大片灰岩中有多 个 火 成 岩

体处
高值磁异常是寻找本

类矿床的较好标志

图

俘 一般为地表矿
虏 岩体内灰岩俘虏体的旁 形态受俘虏体

体 侧 屿灰岩产状一致 变化大
⋯黑⋯ 卜 一

‘ 一

竺
为小型呼

一般为地表矿或埋深浅

形态受俘虏体形状控制
,

图

残留体型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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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岩石 以透辉石矽卡岩
、

含金云母透

辉石矽卡岩
、

蛇纹石化透辉石矽卡岩与铁矿

关系最密切
。

特别是透辉石与金云母伴生
、

又

有后期热液蚀变的绿泥石
、

蛇纹石迭加于其

上时
,

常形成富矿
,

是寻找磁铁矿的重要近

矿围岩蚀变标志
。

鱼业

‘ 无犷点

见护点

田

一一丁 主 厄了

本区部分岩桨岩与圈岩的

埋卫 ,
,

和一 犷犷
,

环退口肠口

我们根据透辉石的分子 式 〔

将围岩与母岩
、 、

的百

分含量换算成分子量
,

得出瞥与

黔
一

两个比值 图
。

从中可以看出
,

形成铁

矿床的母岩与围岩
,

一般此两 比值的范围分

别在 和 么之间 , 如有一 比值与

上述范围不符则成矿较差 , 如两值与此范围

相差过大则对成矿不利
。

这个现象是否可作

为有利成矿的普遍标志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本区成矿作用过程比较长
,

并具有多阶

段的特点
,

可以划分为矽卡岩一热液期和表

生期两个成矿期
。

前者又可分为 无水矽卡

岩
、

磁铁矿一含水矽卡岩和硫化物一碳酸盐

等三个成矿阶段
。

磁铁矿的大量析出是在无

水矽卡岩之后
、

含水矽卡岩之前或同时
。

空

间上矿体均赋存在火成岩与碳酸盐岩石的接

触带内
,

并严格受接触带控制
。

磁铁矿与钙

镁质一镁质矽卡岩密切伴生或本身即是铁矿

石
,

而且 品位较富
,

矽卡岩和磁铁矿为同一

成矿过程不同阶段或同一 阶段的产物
,

说明

本 区铁矿床应属于矽卡岩型矿床
。

上接第 页

表明
,

的金与黄铁矿有关
。

故黄铁矿集中的地

段石英脉中金品位也高
。

根据含金黄铁矿
、

石英的富集状况及 结 构 构

造 矿石可划分为四个类型

①黄铁矿型矿石 致密块状含金黄铁矿呈脉状

或细脉状产出
,

黄铁矿含量达 以上
,

石 英 占

“
,

金品位在 、 克 吨

②石英型矿石 石英与黄铁矿含量近似
,

金品

位在 、 克 吨
,

③浸染型矿石 含金黄铁矿呈浸染状分布于硅

化厚层状和薄层状长石石英片岩中 黄铁 矿 含 盆

、 金品位 “ 克 吨

④蚀变分散型矿石 特征同 ③
,

含金黄铁矿含

盈在 左右
,

金品位在 克 吨以下 不 够 工业

要求
。

四种矿石类型在空间上构成环带状构造 图
,

以黄铁矿型矿石为核心
,

依次向外为石英型
、

浸染

型
、

蚀变浸染型 或以石英型矿石为核心
,

依次向

外为浸染型
、

蚀变分散型 甚或仅见浸染型及蚀变

分散型
。

成矿阶段 本矿床被认为是中温热液含金黄

铁矿石英脉裂隙充填型矿床
。

成矿阶段可分四期

①无矿石英脉 石英为暗灰色 不含金 , ②微含金

石英脉 局部有分散浸染型黄铁矿
,

石英 为 洁 白

色
,

油脂光泽 常穿插无矿石英脉 ⑨含金黄铁矿

多金属石英脉
,

为主要成矿期 见有含金黄铁矿
、

自然金
、

磁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等金属矿物

脉石矿物为石英
、

长石
。

④黄铜矿石英脉 穿插含

金石英脉
。

以上是我们根据采掘生产实践对矿床特征的初

步认识
,

根据这种认识在生产探矿和采掘工作中也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为了不断总结经验
,

使认识有

所提高
,

特作如上简要归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