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南某砂卡岩铁矿床的地质特征和找矿勘探
川

第四勘探队 李涌塘

一
、

概 述

本文所述的铁矿区
,

位于祁吕贺山字型

前弧东翼与新华夏系多字型构造的复合部位

图
。

矿区几乎全部被黄土覆盖
,

其厚

服了黄土覆盖
、

百米岩体和低缓异常三个难

关
,

打开了 “ 禁区 ” ,

打破了 “ 捕虏体 ” 价

值不大的洋框框
,

使矿石储量不断增长
,

为

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

本文 以张 矿床为例
,

对该区矿床的

地质特征和找矿勘探情况
,

介绍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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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国 困
,

困 国
月月,

度最大达一百余米
。

下伏

之荃岩除部分 中上石 炭统

角页岩
、

石英岩和少量中

奥陶统碳酸盐类岩石外
,

主要是燕山期 中偏碱性的

正长闪长岩
一

二 长岩
。

矿

体大部产于岩体中间
,

上

距 基岩顶部几 十 至 一 百

米 , 是典型的盲矿体和所

谓 “ 捕虏体 ” 型矿床
。

磁

异常峰值约 伽马
,

属

低缓异常
。

据勘探后的精

测量板法正 演 计 算
,

大

部高 于 实 测 值 若

用矿石标本磁化率 平均

计算
,

应引

起 万 以上的伽马值
,

故

与矿体的实际 规 模 不 符

图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推动下
,

我队广大职

工
,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

正确对待前人资料
,

注重

调查研究
,

大胆实践
,

克

图 区域构造位置图

一上 二迭统 ,

卜下石 盆 子 组 ,

卜山西组 , 一石 炭系 , 一 中奥

肉统 , 乃一闪长岩 , 阮一正长 闪长 岩 , 卜一 二长岩 , 泥卜一斑状二长岩 , 一地

质状产 , 一背斜轴 , 一向斜 轴 , 一断层 , 一地质界线 , 一中型铁矿 ,

一本文所述铁矿 , 一小型铁矿 , 一铁矿点 , 一山峰



一 控矿围岩 成矿 围岩主要是中奥

陶统马家沟组碳酸盐杂岩层
,

据一个矿区实

测其总厚度约 余米
,

共划分为三组七段

全一
、

全
一 ’、

全
一 ’, 呈

一 “ 、

璧
一 ‘ ,

图 矿 区磁异常及基岩地质平面 图

一石 炭系角岩
、

石英岩 , 一 中奥肉统大理岩 ,

一矽 卡岩 , 一铁矿体 , 一二长岩 ,

卜正 长闪

长岩 , 一二 长斑 岩 , 一地质界线 ,

卜 △ 曲线 ,

一勘探线 , 一矿体边界

二
、

控矿地质因素

根据勘探资料综合分析
,

该矿区控矿地

质因素主要有 以下三方面

轰
一 、 卫一 卫 。

本矿区仅见其上部第三组
忿

第七
、

六段
一 , 、

受
一 “ 大部和第五段

盆
一 ’ 一部分

,

这 几段岩层 中都不同程

度地有矿体赋存
,

据初步统计
,

其矿石储 嫩

所占比例如表
。

据 以上矿体赋存的情况
,

初步认为围岩

控矿的主要因素是

从总的方面看
,

层的每段
,

均有 交

代成矿的条件
,

但根据岩层组合的不 同
,

形

成的矿体可有所不同
。

岩性稳定的地层
,

’

可

形成厚度较大的单层富矿体 如
一 名 ,

岩性变化大
,

交替互层的地层
,

有利于选择

性交代
,

形成贫富相间的多层状矿休
,

单矿

体一般规模不大
,

本矿区属 后一种
。

接触带是成矿的主要条件
,

当围岩被

岩体夹裹
、

上下均有接触带 时
,

最 利 于成

矿
。

。

两套地层的假整合面
,

是有利的成矿

部位
。

。

灰岩或 白云质灰 岩 的 顶 部 或顶
、

林
二。

山

表

围围 岩 层 位位 岩 性 特 征征 矿石 储址 , 成 矿 特 点点 矽 卡岩 化特征征

, 层 间灰 岩岩 砂页岩 中夹薄 层灰岩岩
。

薄层 小矿条条 不发 ,,

与 吸整整 上 为 铝 土 页宕
,

原有山西式铁矿斌 仔 ,, 。

单矿 品位 ,
,, 以石相石矽 卜卜

合合面面 下 为 。
一“纯灰岩岩岩 氧 化矿多层

,,

岩 为主主
规规规规规模火火火

。。
一

’’ 厚层豹皮状纯灰岩
,

平均含址
。

接触带局部成成 同 上上

矿矿矿矿矿 , 品位富富富

。。
一 ’’ 含泥质 白云质灰岩和含钙质 白云岩互互

。

多层状
, 以厚厚 以云 母进辉石石

层层层
,

薄层相间 ,

具硅质条带和角砾 ,,,

层大矿体为主 ,, 矽 卡岩为主主

平均含量 连 品位中等等等

。。
一 ‘‘ 以 含泥质 白云质 灰岩为主 ,

中夹 自 云云
。

多层状 , 以薄薄 以 云 母绿泥石石

岩岩岩 , 具角砾 状 构适 ,

成分变化大 , 含含含 层小矿 体为主 ,,

矽卡岩为主主

高
,

仅 见 其顶部一部 分分分 品位较贫



底 有铝土
、

粘土灰岩或泥质灰岩时
,

对矿

液起阻挡作用
,

利于集中交代成矿
。

铁质的来源有一部分和围岩含铁程度

有关
,

若围岩有较多的铁质 如山西式铁矿

层御富化
,

可形成规模较大的富矿体
。

相对而言
,

含镁较高 约 、 多

的白云质灰岩
、

钙质 白云岩等利 于 交 代 成

矿
,

但 当构造条件适宜时
,

纯灰岩亦可交代

成矿 如
一 , 。

二 控矿地质构造 矿 区位于一短轴

背斜之西翼
,

后者为一走向北北东
、

倾向北

西的单斜构造
。

矿区北部走 向 逐 渐 转为北

东
。

联系邻近矿区总观其貌
,

呈一弧形展布

之势
。

从垂直方向看
,

围岩主要呈上下两大
“ 捕虏体 ” 夹于岩体之中

,

两者上下相距

、 米
,

其形状在大部地段呈一端收敛而另

一端撒开的扫帚状 图
、 ,

纵向 沿

走向 延伸很长
,

横向延展很短
,

两端呈畸

形突灭
,

往往是几十米厚的地层就突然切断

不见了
。

矿体的产状和分布完全和上述两大
“ 捕虏体 ” 一致

。

由此可见 ①主要构造线方向是北北东
,

说明新华夏系构造体系控制了矿 体 总 的 分

布 , ②背斜翼部的岩层因受岩体沿背斜轴部

侵入影响
,

容易发生层 间滑动或断裂破碎
,

利于矿液活动和交代
,

是成矿的有利部位
,

如某背斜的两翼
,

均有较大的矿体赋存
,

呈

对称分布 , ⑧扭动构造是直接控制矿体产出

部位的重要因素
,

矿区以帚状或似帚状构造

与成矿关系密切 图
、 , ④因受岩体

的大量侵吞破坏
,

致使断层形迹不易辨认
,

特别是成矿前很可能有高角度的断裂存在
,

其走向仍是北北东向为主
,

为含矿溶液提供

了通道
。

三 成矿母岩 区内岩浆岩均属燕山

运动的产物 绝对年龄是 年
。

矿

区内除少数后期岩脉 正长 斑 岩 和 二长斑

岩 外 含矿主岩体是正长闪长岩 一二长岩
,

其恃征是

浅灰至灰 白色
,

全晶质半自形一他形

中粒
、

等粒状结构
,

由中性斜长石和钾长石

组成
,

暗色矿物有少量角闪石
,

副矿物有招

石
、

磷灰石
、

错石
、

磁铁矿等
。

化学成分特点是
,

①氧 化 程 度 高
,

大于
,

说明氧化条

件充足
,

利于生成铁矿 , ②含碱质 高
,

,

大于中国

同类岩石的平均值
,

特别是 , 具

高碱富钠特征 ①铁镁总量低
, 。十

小于中国同类岩石 的 平 均

值 、 说明铁质溶液来源于此种岩石之中
。

岩

石化学全分析结果平均值见表
。

岩体岩石化学类型
,

据查瓦里茨基数

值特征计算为正 常 成 分
,

为 第 类 科 亚

科
,

即二氧化硅饱和一弱过碱性一浅色岩石

表
。

表

成成 分分 么么 么 么 卜乞 合 计计

含含 址
。 。 。 。 。 。 。 。 。 。 。

表

参 数

平 均 值

,, ,, ,, 尹尹

。 。 。 。 。 。 。 。 。

。



岩体以顺层侵入为主
,

具多层侵入穿

播
、

吞蚀
、

包裹围岩的特征
,

其 产 状 呈岩

床
、

岩盖
、

岩枝
、

岩舌等结合体
,

总貌为复

杂的似层状侵入体 图
、 、 。

三
、

矿体展布特征

,

添一
二

产 一 尸厂 ,

图 第性勘探线剖面图

图例 同图

一
加科

、

、一

理理
二‘二‘‘

一一
一 ’ 一二尸 几几

本矿 区矿体形状较为规整
,

多 呈 似 层

状
,

少数呈透镜状
,

以选择性 顺 层 交 代为

主
,

故矿体产状与围岩地层产状基本一致
,

走向北 、
。

东
,

倾向北西
,

倾角大部分较

缓
,

约 、
。 , 少数地段较陡

,

约 、
。 。

矿体主要是直接交代矽 卡岩而成
,

大部分与

钙镁质矽卡岩相间成层
,

其多 层 产 出 的特

点
。

特别是 和透辉石金云母矽 卡 岩 紧 密伴

生
,

是找矿的主要标志
。

矿体的产出严格受 火成岩多层穿插的上

下两大围岩“捕虏体 ”控制
,

形成上下两个含

矿带
。 “ 捕虏体 ” 大部分地段均已矿化交代

成矿
,

在一定程度上看
, “ 捕虏体 ” 就是矿

体
。

这种矿化 “ 捕虏体 ” 展布特征是 ①沿

走向延伸特长
,

不仅纵贯全矿区
,

而且可能

和邻近矿区连接 , ②斜倾延伸不大
,

一般为

、 米 , ③两 “ 捕虏体 ” 在矿区北部

线附近合为一体 , ④厚度较小
,

一般为十儿

至几十米
。

一一

—二、

‘盈几勺叼幼

口口回口回卜

图 第 勘探线物探地质综合剖面图

一第四系黄土 , 一正 负磁荷示意 ,

一实侧 曲线 , 一矿体理 论曲线 ,

一剖 而磁 化场倾角

其他图例见口 名 〕

图 矿
’

区 。标高水平断而图

图例 刁图 昌



四
、

异常低缓原因的初 步分析

矿石氧化程度较高
,

磁 性 较 弱
。

本

矿区半假 象 赤 铁 矿 矿 石 占 总 矿 石 的 一

半左右
,

磁铁矿 矿 石 较 少
,

特 别 是 最上

部的主矿体仅 占 拓
。

若 以氧 化 率 为

界
,

氧 化 矿 石占 、 拓
,

原 生矿石仅

占 、 书
,

故 矿 石平均总 磁化强度 为
。 。

矿体呈多层状产出
,

上下重迭
,

氧化

程度无明显规律
,

磁性强弱相 间
,

分 布 不

均
,

可能影响整个矿体的磁场强度
。

据磁参数测定结果
,

矿石中剩 磁

均大于感磁
,

和一般情况不 同
。

若 剩 磁

存在反磁化现象
,

将极大地影响磁 异常

强度
。

上下两个含矿带相距 较 远
,

交 错分

布
。

上矿带的东端和下矿带的 西 端 部 分重

合 , 矿区磁化场倾向北西
,

与 矿 体 倾 向一

致
,

但倾角较大
。 。

因此上矿带下端的

负值 极 将抵消下矿带上端的正值 极
,

使磁场强度减弱
,

引不起高值异常
。

以上原因最后一条认为 是 主 要 的 图
。

五
、

找矿劫探的几点体会

从隐伏状
、 “ 捕虏体 ” 、

低缓异常等方

面考虑
,

该矿区在晋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
。

根据上述成矿特征
,

总结我队在此工作

的体会
,

有 以下几点
。

新华夏系北北东向构造线
,

是控制矿

床分布的主要构造因素
,

特别是 在 北 北 东

向与北东东向 山字型体系 两 个 构 造 体

系复合或相交处
,

最利于成矿
,

,

在 区 域 性

普查或预测成矿远景时
,

应注意 这 种 控 矿

构造
。

低序次的扭动构造 如帚状构造
、

入

字型构造
、

环状构造
、

棋盘格式构造
、

型

构造等 和背斜翼部及其倾没端
,

以及两套

地层假整合接触面
,

是直接控制矿体产出和

赋存的重要条件
,

它关系到矿体生成的具体

部位和规模大小
,

在验证和评价定孔时
,

应

重视这种构造
。

中奥陶统 , 一 和 昌一 ,
的含镁较 高

的钙质 白云岩和 白云质灰岩是成矿最好的围

岩
,

卜 ‘和 ’一 ‘亦有成矿条件
,

但上部的

一 系纯灰岩 厚约 、 米 一般不易

成矿
。

因此
,

在钻探验证时应防止出现打了一

段 地层未见矿就停钻的倾向 , 同 时 对

地层要详细分层描述
,

取样化验
,

具体定名
,

避免那种一层概括
,

统称灰岩 或大理岩

的作法
。

正长闪长岩
一

闪长岩
一

二长岩
,

均可成

为成矿母岩
,

但应具备高碱富 钠
、

氧化程度高 。 、

铁

镁总量少等特征
,

才利于生成铁矿
。

因此
,

在普查验证和评价阶段
,

就应对岩石进行化

学分析和镜下鉴定
,

以便起到对找矿评价的

指导作用
。

矿体主要是直接交代矽卡岩而成
,

尤

其是和透辉石金云母矽卡岩紧密伴生
,

故可

作为直接找矿标志
。

对 “ 捕虏体 ” 矿床要作具体分析
,

而

不被传统的框框所束缚
。

实践证明
,

往往并

非是真正的 “ 捕虏体 ” ,

而是沿走向延伸很

长的围岩夹层
,

和围岩母体有联系
。

这种围岩

状态最有利于成矿
,

并具有相 当大的规模
,

是本地区主要的接触带构造形式
。

了 根据岩休多层侵入
,

围岩多层夹裹的

特点
,

最主要的经验是敢于打开 “ 火成岩禁

区 ” ,

敢于突破百米或更厚的岩体大关
,

要

注意打深孔找深部矿体
,

防止打了一段火成

岩未见矿就泄气
,

或打到一层矿就 自满
,

而

造成过早停钻的倾向
。



应重视低缓异常的找矿
。

异常低缓的

佩因是多方面的
,

并不一定是由于矿体埋藏

太深或规棋不大所致
。

要作具体分析
,

正确

对待物探成果
,

而不单纯依靠磁测资料
,

并

要与地质分析工作结合
。

工程验证和评价异常或矿点
,

应深入

认真地进行
,

只要从地质和物探推断有成矿

根据
,

就应适 当地打几个孔或深孔
,

不能以

一两个孔之见就定局
,

也不应东打一孔
,

西

打一孔
,

经常搬迁
,

到处落空
,

以免漏掉矿

体
。

加强综合研究工作
。

研究工 作 应密

切和生产实践相结合
,

从实践中来
,

再到实

践中去
,

逐步提高
。

只要有初 步 的 成 矿地

质论据
,

就应及时 地 大 胆 施 工
,

进 行验

证
。

肉‘

“
‘ 曰 口‘‘洲 “ , 与口、 、‘、声户 目沪明翻‘沪侧洲曰‘ 翻门

,

户 、产 、尸、‘ 砂卜 产网 八 声门 碑阅习 、碑 、产 , 目尸 、沪月“ , 一晰 闷‘沪、尸、曰 ‘口、 卜 自、碑、沪 甲 , ‘沪、 ‘口 ‘曰‘ 团、曰 , 尸、沪 、州‘ , 护喇尸 沪、沪、创 , 沪 曰‘ , 目声 , 户、‘气沪口‘‘、沪、司 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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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如区域变质作用
,

而使矿石具变质

特点
,

同时又由于 区域变质和大规模岩浆岩

的傻入而产生各种热液作用的影响
,

改造了

矿体的原貌
,

使其具有类似热液矿床的特点
。

我们认为
,

本区的铁和钻铜矿床都是沉积变

质热液改造的复生成矿
,

只是钻铜矿床的改

造程度较深而 巳
。

根据石碌群岩层的岩相和厚度变化较剧

又有一定方向性
,

而碳酸盐岩层与泥质岩层

均含镁较高
,

推测本区沉积岩层是在范围不

大的浅海泻湖条件下沉积的 又据石碌复向

斜是近东西向展布的
,

铁矿体和 白云岩层都

呈东部厚而西部薄
、

中间厚而南北两侧薄
,

以及铁矿体西部富而东部变贫
,

说明泻湖是

呈东西向窄长展布的
,

沉积物是由西向东进

入盆地的
。

泻湖是沉积形成矿床的重要条件
。

从沉

积岩相看
,

钻铜矿体是在海侵阶段的晚期
。

在

比较封闭和水动力活动较小的环境下和还原

条件下
,

有利于有机物的富集 白云岩中常

有碳质层存在
,

在下部滞水带中产生多盘

的硫化氢
,

可与铁
、

铜结合而生成硫化物
,

并吸附钻
、

镍
,

进而富集成钻铜矿体
。

赤铁

矿矿体则是在海退初期开始沉 积
,

在泻糊盆

地边缘和盆地略微上升的条件下
,

即转为氧

化环境
,

当有较充足的铁质来源
,

逐渐沉积

形成富而厚的赤铁矿矿体
。

又由于西部矿源

丰富
,

故造成矿体西富东贫的现象
。

推测矿

床沉积的物质可能来源于华夏古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