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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的主要夕卡岩铁矿 ,

均与中生

代侵入体有成因联系
,

分布在山西
、

冀南
、

鲁西
、

豫北
、

豫东及皖北
、

苏北的古生界地

层中
。

与矿床有关的一套以闪长岩类为主的

侵入体
,

主要侵入在下古生界地层中
,

而以

奥陶系地层中最发育
。

矿床分布在侵入体周

围
。

这类侵入体多与碳酸盐地层整合接触
,

常为似层状
,

少数形态复杂
,

反映了地台型

侵入体的基本特征
。

一
、

侵入体的形态及产状

根据有关单位的资料及我们的 初 步 认
识

,

将木区的整合型含矿侵入体分为似层状

岩床 和岩盖两类

似层状侵入体 岩床 在本区分布十

分广泛
。

与其有关的矿床有大型
、

中型和小

型
。

这类岩体在不同地区表现的复杂程度也

不同
。

由于构造控制和剥蚀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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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要为狭长状及等轴状
。

例如
,

李珍岩体即呈北北东向的狭长状

图
,

侵入于下奥陶统与中奥 陶 统 界

面
,

与围岩产状基本一致
,

并见岩体顶盖围

岩的捕虏体
,

好似帽子盖在岩体之上 , 岩体
下界面与下奥陶统接触

,

产状平坦
。

地表所

见的狭长状廷伸
,

并伴有继承性断裂活动
,

可能是侵入中心
,

平面上为似层状
,

也可能

是火成岩沿近南北向断裂上侵后顺层向两侧

流动形成的岩床
。

塔儿山岩体
,

外形呈等轴状
,

周围沉积

地层具环形挤压
,

西部强烈
,

形成 倒 转 褶

皱
, 可能是岩浆向四周 主要向西 流动所

造成的 图
、 。

由于侵蚀作用
,

岩体拱

起部分露在剥饮面以上而使其具等轴状
。

此

类侵入体中常残留沉积地层的捕虏体
。

上述侵入体
,

往往上界而 找波状起伏
,

局部产状较陡
,

造成围岩的附生褶皱
,

而下

界面则比较平坦 图
、 ,

东冶岩体即是

一例
。

我们统计 了穿过侵入体见到下奥陶统

的钻孔
,

除矿区边部受正断层影响而有所不

同外
,

个钻孔高差均很接近
,

最大者仅差

米
,

并月 是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的
。

岩体侵入的层位
,

从寒武系到石炭系均

有所见
。

石炭系中的岩床规模较小
,

形态简

单
,

奥陶系中的岩床则较大
, ‘

滋为似层状
。

侵入的层次可以是单层的
,

也可 以 是 多 埃

的
,

而以后者居多
。

侵 入 到 奥陶系中的籽

产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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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

与成矿关系最密切
。

如冀南地区
,

奥陶系

地层有三层火成岩侵入
,

它们相互衔接
,

显

示出多层侵入
、

多层成矿的特征 图
。

李珍
、

东冶
、

塔儿山等岩体均见到二层火成

岩侵入
。

岩床状岩休多层侵入的条件及其野外判

断
,

对扩大找矿线索是有意义的
。

不过
,

这

种 判断往往比较困难
,

尤其是新区
,

没有一

定的钻孔控制
,

更是无从下手
。

从 目前资料

来看
,

岩体分布区为基底断裂与盖层断裂构

造活动带
,

尤其是交叉位置
,

是柞岩的构造

场所
。

岩浆沿墓底断裂上升 晋南地区岩体

中见前震旦纪变质岩系的捕虏体
,

侵 入到

盖层构造中的一定部位
,

有规律地沿两种不

同岩性或不同岩石组合的地层界而 顺 层 扩
展

。

岩休层次的多少
,

各地区拜不一样
,

像

冀南地区奥陶系中有三大层侵入体
,

其他地

区却不像这样完整
,

这与各地奥陶系沉积建

造的岩石组合及沉积间断角砾岩化的明显程

度以及中生代构造运动对原始沉积时岩性差

异界面是否发生断裂破碎有关
。

类似这样的

侵入界面有中
、

上寒武 统 之 间 鲁中
、

皖

北
,

寒武系 与奥陶系之间 鲁中
、

皖北
、

豫中
,

下奥陶统与中奥陶统之间 冀南
、

豫北
、

晋南
、

晋东南
、

鲁中等
,

中奥陶统

三组岩石界面 之间 冀南
、

豫北
、

晋南
、

晋

西北等
,

中奥陶统与巾石炭统界 面 之 间

鲁中
、

晋南
、

冀南等 以及中石炭统的不

同岩性界而 各区均能见到 之间
。

成矿主

要与下奥陶统和巾奥陶统界面
、

中奥陶统三

组岩石界面及中奥陶统和中石炭统 界 面 有

关
。

总的表现为多层侵入
,

沿三类地层主要

界面侵入成矿
。

以上各界面间常发育同生角

砾岩或角砾状灰岩层
,

因物理机械 性 质 脆

弱
,

容易造成上下岩石组合间的虚脱
,

从而

有利于火成岩的侵入
。

这在冀南地区是很特

征的
。

但也有的地 区 鲁中
、

晋南等
,

同

生角砾岩并不十分发育
, 侵入体多沿高泥质

岩石的上下界面侵入
,

其中贾汪页岩
、

泥质

灰岩也是很有利的侵入层位
,

几乎各区均可

见到沿贾汪页岩层侵入的岩体
。

因此
,

找矿

切爵火之一曰曰﹄那

︵半担宾澎汤妈脚相门卑︶
团旧幂禅聆长铆曰袱塔

旧川︼琳平认闷圈日刁灼归

的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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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利国岩体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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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背斜
,

大多乖直侵 入休成放射状排列
,

少

数平行
。

岩休隐伏部位向东倾伏
。

可以推想
,

目官仃的中央相部位是侵入 中

心 ,

岩浆上侵后向四周活动
,

使围岩相应翘

起
,

造成附生背斜 我称夸窿形态
,

并伴

随产生两组正断层性质的裂隙
,

一 组 呈 环

状
,

一组呈放射状
。

矿休产出部位因受接触

面控制
,

故多平行接触而控制呈环状
,

而放

射状裂隙多为铁矿矿化期的脉岩所 占据
。

类似的例子有金岭岩休
、

济南岩体
、

矿

山岩体
、

二 峰山岩休等
,

但所反映的特征不

如利国岩体完整
。

岩盖状岩休是否有多层侵入
,

目前尚未

清楚地观察到
。

我们对莱芜矿山岩休进行了

初步研究
,

从剖而图和煤层等高线图推断
,

岩体是一个具两层的岩盖
,

其顶面形态与弧

形背斜一致
,

接触面具不对称性
,

北缓 局

部陡
,

向北倾斜 南陡 局部缓
,

向南

倾斜
, 北东倾伏

。

根据岩体四周接触带的矿

床与中奥陶统第四段 孟至第六段 皇层

位有关
,

中奥陶统第三段 岩性 具 泥

质和角砾
,

推测上部岩盖可能沿中奥统第三

段 侵入
。

上岩盖中心厚 度 可 达

米
。

下部另一岩盖
,

主要从西邻的确峪岩体

沿下奥陶统 与中奥陶统第一段 孟构

造脆弱带侵入的事实
,

推断下岩 盖 沿 与

孟界面侵入
,

下岩盖顶面深度约为 米
,

底面深度达 。米
。

以上仅是初步推断
,

并

未得到工程验证
。

岩盖状岩体边部的局部分支和穿插现象

都是常见的
。

如济南岩体东部一带就见到二

层火成岩的穿插现象
。

岩体还有一些更复杂

的分支体
,

它们与围岩呈锯齿状不 整 合 接

触
,

常在接触带及其内带形成复杂的矿体
。

野外认识岩盖比岩床要容易些
。

除上述

特征标志外
,

还可借助小比例尺航磁资料来

分析判断
。

对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 岩 体 来
说 , 由于飞机飞得高

,

排 除 了 局部千扰因



素
,

突出了岩体异常
,

小比例尺航 磁 的 形

老
、

范围基本上可以反映岩体的形态
、

规模

图
。

尽管方向可能有偏差 如利国
,

形态也可能不完全一样 如矿山
,

但仍可

作为推断岩体的一种有效的参考标志
。

图中

所
·

列的天坛山一司空 力异常是未知区
,

经少

数钻孔验证 ,

证明航磁反映基本上 是 可 靠

的 , 岩体范围可大致确定
,

为进一步找矿提

供了 良好的前提
。

确定岩体侵入中心 包括中心式侵入的

岩床
, 对了解岩体形态和开展找矿有一定

指导意义
,

但对这个问题常是有争论的
。

我

们认为
,

上述几个岩盖 包括塔儿山岩床

都是中心式侵入的
。

由于岩床
、

岩盖之间存在着过渡类型
,

岩岩体 名称称 航磁异常常 上四贡平面图图

··

利国国

睿夕夕
,

, 一 一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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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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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廖 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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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睽嘴嘴习空山山山

弃弃
声声

价口 肮磁异常与岩休形态对比示意图

注 全部图件均以上方为北

实线为实测岩体界线

虚线为钻探证实岩体界线
补点线为地质界线

所 以有时难以分辨
。

例如塔儿山岩体
,

特别

是其顶峰周围
,

具有较明显的岩盖特征
,

但

向西至半山里一带则具有岩床特征 图
、 ,

它很可能是由岩盖发展起来的
。

又如莱芜地

区的三个岩体
,

可能反映多中心侵入的岩盖

和岩床互相联系的情况
。

矿 山岩体的西面是

确峪岩体 , 呈岩床状产出
,

由基底断裂上升

后沿下奥陶统与中奥陶统界面侵入 , 矿山岩

体北面是金牛山岩体
,

亦为岩床
,

沿基底断

裂上升后侵入于上寒武统与下奥陶 统 界 面

间
,

矿 山岩体虽是岩盖
,

且侵入界面不尽相

同
,

但经钻孔揭露
,

二个岩体端部的分枝体

是互相连接的
。

二
、

关于控矿的部位问题

正确地认识岩体的形态和产状
,

对找矿

有很大意义
。

河北冶金地质 队突破 了 以

往认为火成岩是岩基的观点
,

大胆实践
,

打

穿了岩体
,

提出岩体为多层穿插的整合型侵

入体
,
从而扩大了找矿途经

。

实践证明
,

矿

体的分布与岩体形态
、

产状关系密切
。

据初

步了解
, 控矿最有利的部位可大致 归 纳 如

下
岩床状侵入体 主要成矿部位在上接触

带
,

但上接触带范围很 大
,

有必要进一步确

定矿化富集的部位
。

我们初步认为下列部位

值得注意

岩体侵 入中心附近
。

以塔儿山为例
,

由于岩休向 几拱起
,

附近围宕妥到构造变形

较明显
,

故有利于矿化富集
。

在岩体顶而凸

起侧部的凹凸急剧变化处
,

为爪要的控矿部

位
。

次级短轴背斜发育的部位
。

如李珍岩

体
,

主体组成公光山背斜
,

犷体主要分布在

其两侧的短轴背斜部位
。

岩体某些低凹部位
。

其中一部分可能

是由于断裂构造的交 叉发有
、

破碎
、

下陷造

成的
,

如李珍东山矿体
。

有些矿床是低凹部

成矿
,

但矿化最好的地段不是在凹底部
,

而

是在凹部的侧部
,

如东冶龙池沟等 图
。

岩旅状傻八体 矿体常围绕保入体呈环



状分布
。

由于岩体向上拱起而产生环状
、

放

射状及对称构造
,

故矿体的分布也受上述构

造控制
,

常表现出罕见的以背斜轴为镜面的

对称性
,

如利国
、

金岭
、

矿 山岩体等
。

但矿化并非到处都
、

一样好
,

如利国
,

目

前发现的环状成矿带上
,

以南侧磨山一带矿

化较集中
,

可能与地层拐弯
、

断裂 发 育 有

关
,
此牡石英斑岩岩脉密集分布

。

又如金岭

岩体
,

其西北
、

东南两侧
,

矿化规模大致相

当
,

而东北
、

西南两侧矿化则相差很大
,

这

与岩体向东北倾伏
、

构造蚀变较发有有关
。

因此
,

在岩盖周围
,

以岩体倾伏部位成

矿最好
,

如莱芜矿 山
、

金岭
、

利国等岩体都

是这种例子
。

从具体矿区的找矿历史来看
,

往往是岩

盖侧部的矿体发现较早
,

倾状端部的矿体发

现较晚
。

其原 因是侧部矿体埋藏浅或出露地

表
,

磁异常值高
,

客易发现 而倾伏端部的

矿体
,

埋藏深
,

产状平缓
,

磁异常低缓
,

直

到低缓异常的认识有所突破之后
,

才逐步被

找到
。

另外
, ’

对岩休形态的认识也有一定影

响
,

由子大片覆盖
, 往往不知岩体 边 界 及

端部延展多远
,

仅注意了地表岩体 周 围 找

矿
,
思想上常受到了限制

。

莱芜矿山
、

金岭
、

利国等岩体
,

其倾伏

端可延伸较远
,

故利用磁异常推断岩体形态

是有意义的
。

应当强调指出
,

对于似层状侵入体 岩

床
,

要特别注意多层侵入和多层成矿的特

征 对于岩盖状侵入体
,

则要注意岩体的侧

部尤 其是端部的找矿
,

同时要注意 中心侵入

的岩盖端部形态的多层性或转化为多层性岩

床的可能
, 以及由多中心侵入的岩盖和岩床

之间形态上的某些关系性
。

这对进一步扩大

找矿和发现新的隐伏矿床都是十分重要的
。

对岩体形态
、

产状的研究
,

离不开构造

因素和围岩的沉积建造岩石组合及 岩 性 因

素
,

在断裂构造 基底和盖层构造交叉处

和盖层褶皱 特别是短轴背斜 发 育 的 地

段
,

借助磁异常寻找盲岩体是比较有效的
。

找到了含矿岩体
,

再进而研究其形态细节
,

就能为找矿打下坚实的基础
。

以上讨论仅是初步的
,

文中没有涉及不

整合型的小岩体
,

层状岩体的形成机理问题

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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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岩心堵塞没及时提钻
,

或钻头内径布镶的

金刚石太少
。

一般钻头的磨损规律是内径比

外径磨损大
,

所以制造钻头时必须注意钻头

内径的保护
,

要多布镶一些金刚石
。

严重的烧钻有时会使钻头胎体 产 生 裂

纹
。

烧钻的主要原因是水 泵 断 水
,

泵量不

足
,

严重堵心
,

冲洗液流遇阻或深孔钻进时

钻杆柱连接处漏失
。

冲洗液流遇阻 的 原 因

是 在钻进石灰岩类地层时岩粉多
,

粘附在

双管内外管之间
,

使间隙变小
,

有时井底岩

粉过多
,

钻具一下到井底就把内外管间隙堵

死 , 再一原因则是随钻头底高磨损水 口 相应

变浅
。

因此
,

必须随时注意水泵的运转情况

以 及冲洗液的循环情况 如钻头底高磨损
,

应用砂枪把水口打深再用 扩孔器的水道也

应严格检查
,

对于高转速钻进最好采用螺旋

形扩孔器
。

三 冲洗液问题

目前各试验点已普遍使用了乳 化 液 洗

井
。

但遇到石灰岩类地层
,

乳化冲洗液起泡

结垢
,

使岩心管表面及内外管间隙常粘附有

很多带岩粉的油泥
,

使冲洗液流不通畅
,

往

往引起糊钻或烧钻 , 因而要经常检查和清除

岩心管上的油泥
,

可采用灭泡剂或其他类型

的乳化液
。

在遇到漏失地层时
,

为防止乳化

液损失过大
,

除采取有效的堵漏措施外
,

对

漏失不太严重的地层可采用乳化泥浆
,

但要

用优质泥浆 含 砂 量 少
,

粘度低
,

失水量

小 , 泥皮薄
,

同时要把钻头内外水槽加深

加宽
,

·

以保证乳化泥浆循环通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