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胡 家 庙 子 铁 矿 地 质 构 造 和

矿 体 空 间 形 态 的 几 点 认 识

鞍钢地质勘探公 司 队 李国祥

胡家庙子铁矿包括炮台山
、

茨沟
、

许东

沟
、

东小寺
、

哑叭山等几个区段 图
。

多年来
,

有不少单位对这里的鞍山式铁矿做

过很多有价值的地质调查
。

本文侧 重 谈 谈

年助探实践中得到的几点新认识
。

一
、

地层概述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前震旦纪古老的变

质岩系
。

矿 区西部是广泛 出露的辽 河 群 地

层
,

它不整合地复盖在鞍山群地层之上 矿区

东部有大面积的混合花岗岩出露
。

鞍山群和

辽河群地层的发育程度
,

因地而异 图
。

二
、

构造特征

不整合 关于前震旦纪鞍山群和辽河

群地层的接触关系
,

目前尚有争议
,

焦点是

对本区炮台山砾岩的成因有不同的看法
。

一

种认识是
,

鞍山群和辽河群之 间有较大的沉

积间断
。

另一种认识是
,

鞍山群和辽河群为

过渡夹系
。

作者持有第一种看法
,

依据是

辽河群地层超覆在鞍山群的不同层位和侵入

岩体之上
,

砾岩的分布受古地形和砾岩沉积

之后断裂错动 的下落地块控制
,

在水平和垂

直方向上构成了镶嵌构造
,

不同的地 层扮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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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羊草庄一陈台沟一张家湾一带磁异常及混合

花岗岩俊入方向平面图

一磁等值线 一等斜皱褶轴 一混合花岗岩佼入方向

图 胡家庙子铁矿地层柱状剖面图
一 炮台山 一 许东沟 卜东 小 寺 卜第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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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强度和变质程度上的差异
,

砾贵特征和成

因分析
, 绝对年龄资料等等

。

褶皱构造 矿区位于鞍山群构成的
、

轴向为北北西的胡家庙子等斜褶皱的东北其

咋段 图
。

用钻探验证磁异常后发现
,

在辽河群地层之下 , 就是鞍山群地层中的厚

层铁矿体
。

断裂构造 矿 区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

根据断裂构造的几个特征
,

可将它们划为三

级 图
,

表
。

胡家庙子等斜褶皱的其

断 裂 构 造 分 类裂
级 别

⋯
规 模

’

压下

‘

表

断 裂 特 征 活动时期 与矿体关系

延长数公里

至数十公里

走向断裂

走向北北西
,

向南西或倒转向北向北东倾

斜 倾角一殷为 。、
’

主要发育在矿体
的上下盘

。

具有斜逆剪切性质 有角砾岩

带
、

压碎带
、

压碎糜棱物 活动 具 多 期

性 在铁矿休上盘的断裂带中有蚀变中性

脉岩充填

前展旦纪 造成
辽洞群与鞍山群

的不整合
,

属鞍

山运动

控制矿体岩于小

富

延长数百米

至数公里

们 交断 裂

走向北西至北西西
,

向南西倾斜 少数向

北东倾斜
,

倾角一般为 “
。 。

断层孟

头呈明显的直线状
,

有狭窄的角砾岩带
、

裂隙发育带和压碎带 具斜逆剪切性质
。

活动具多期性

造成震旦纪与前

展 旦纪 的 不 整

合
,

属吕梁运动

破坏矿休

破坏矿体

延味数百米 横向断裂

走向北东至北北东 倾向南东
,

倾角一般
。、。犷 沿走向及倾斜均垦弧形 具斜

逆或逆斜剪切性质
,

活动具多期性 在断

裂带中有混含质花岗岩及闪长岩脉充填
。

发生于展旦纪之

后 在中生代的

燕山运动中表现

最强烈

区
︸一一一一

⋯
⋯⋯

,

⋯



· 一

达一丁
北‘下部走向为北北西的压扭性断裂是 级断裂构

造
,

它与该等斜褶皱有成因上的联系
·

走向

为北西至北西西的压扭性断裂是 级断裂构

造
, 它们斜切贫铁矿体和 级断裂构造

。

这

些构造线在通过矿体上下盘的泥质岩层时
,

由于后期构造的干扰而在地表不易辨认
。

走

向北东至北北东的压扭性断裂是 级断裂构

造
,
它们切断了贫铁矿体和

、

级断裂构

造
, 常构成现代的沟谷

。

、“ 孟奋

三
、

构造的发育过程

矿区所在的胡家庙子等斜摺皱的东北其

中段
,
辽河群地层掩盖了 级断裂构造线和

其中的蚀变中性岩脉 图
、 ,

说明 级

断裂构造发生在辽河群沉积之前
。

级断裂

构造切断了 级断裂构造线和辽河群
。

震旦

系地层在矿区虽未出露 , 但从区域地质资料

来看
,

级断裂构造被震旦系地层掩盖着 ,

所以它应发生在辽河群形成之后和震旦系沉

积之前的震旦纪末期
。

级断裂构造切断了
、

亚级断裂构造
。

从区域地质资料来看
,

级断裂构造还切断了震旦系地层 , 它的发

生时间应为震旦纪之后 ,

并在中生代的燕山

运动中表现最强烈
。

关于地层的不整合
、

胡家庙子等斜褶皱

形成机理和生成时间的分析
,

将在讨论各级

断裂构造时一并叙述
。

前震旦纪鞍山群地层沉积之后
,

在南北

向压应力的持续作用下
,

产生了东西向的等

斜褶皱和 级走向逆断裂
。

由于褶皱构造各

部位的压应力不同
,

形成了力偶的作用 图
,

使等斜褶皱和 级构造的走向由 “ 东

西 ” 向 “北西 ” 扭动
。

在等斜褶皱东北翼的

樱桃园矿山坑道中
,

级断裂构造斜面上见

有大量南东一北西向的滑动擦痕
,

反映断层

南西一侧的岩石往北西方向的错动 ,

并具有

斜逆剪切性质
。

在褶皱作用末期 , 沿等斜褶

皱轴和 级断裂构造的破碎带有岩浆侵入 ,

产生了区域变质作用和混合岩 化 作 用
。

褶

皱
、

断裂作用和岩浆活动
,

减弱 了南北向的

水平压应力
,

使构造活动转为相对稳定
,

并

图 构造发育过程应力分析简图
方框为矿区范田

一 矿区主应力方向 一 背斜轴 一压扭性断 裂

其他图例同图

因上升而开始了侵蚀作用
。

地壳缓 慢 下 沉

后 , 在陡倾斜 的鞍山群之上沉积 辽河群地

层
。

这一沉积间断造成 了鞍山群与上复辽河

群之间的角度不整合
。

辽河群地层在前震旦纪末期形成之后
,

递增的南北向压应力造成的力偶 图 ,

使等斜褶皱继续按顺 时针方 向 扭 动
,

同时

产生了一组走向北西至北西西的 级压扭性

断裂
。

矿体的错动方向和断裂的擦痕 ,

也反

映出断裂南西侧岩石多向北西错动
,

并具有

斜逆剪切性质
。

构造活动的末期
,

兴浆大里

沿褶皱轴和
、

级断裂构造的破牌带侵入

图 , 发生了区域变质和混合 岩 化 作

用
。

这些构造作用和 岩浆活动
,

削弱了南北



向压应力
。

地壳上升后
,
又开始了长期的侵

蚀作用
。

地壳开始下沉后 , 即形成了震旦系

的沉积物
。

震旦纪之后 ,
特别是 在中生代的燕山运

动 中
, 递增的南北向压应力引起的反时针方

向力偶 图
,

造成 了北东至北北东方向

的 级压扭性断裂构造
。

矿体的错动方向和

断层面上的斜冲擦痕表明 , 断裂东南侧的岩

石多往北东错动 , 并具有斜逆或逆斜剪切性

质
。

等料褶皱 中的 级断裂构造我们称之为

北北西向构造
, 相 当于李四光划分的普西系

构造
,

但生成时间比后者为早
。

级构造为

东西向构造向北北西向构造的过渡形式
。

级构造是华夏至新华夏构造
。

本区的应力场

主要是南北向压应力造成的顺时针方向的扭

力偶
,

它产生了华夏至新华夏构造
。

从矿区

位于天山一阴山构造带东端这一点看来
,

述分析同区域上的应力场是完全吻合的
。

通过调查研究可以看出 等斜褶皱中的

级断裂构造同盈级断裂构造呈斜接复合或

反接复合
,

级断裂构造同 级断裂构造呈

反接复合或截接复合
,

等斜褶皱中的 级断

裂构造同 级断裂构造则呈斜接复合
。

级

断裂构造形成时
,
承袭

、

利用和改造了 级

断裂构造的北东至北北东向张性裂隙
。

矿体赋存在鞍山群绿色片岩中
。

上覆辽

河群盖层的厚度一般大于 米
。

矿体为一厚

层波形板状体
,

走向为北北西
,

向南西或倒

转向北东徒倾
。

由北西往南东看
,

矿体的倾

向变化见表
。

北

口 ⋯遏 ⋯
”

一习 巴

图 由水平力偶造成的褶曲
人一变形之前的铁根 一变形之后的铁框

据 小

的褶曲轴走向将与铁框的对角线之一一致 ,

并与力偶作用方向约成
。

角
,
如 果 反时针

方向力偶变为顺时针方向 即南北向的压应

力 时 , 缓慢的扭动将产生走向为北西的等

斜褶皱和压扭性断裂
。

这种作用力 休 止 一

段时间 相当于地壳运动的相对稳定 后继

续作顺时针方向的扭动时 ,
就将造成本矿区

那样的构造特征
。

由此可见 , 在矿区地质发

展史中 , 扭力偶的作用是很显著的
。

︸山一
、

。一一东表一阮广匕日

位位 里里 炮 台 山山
·

获沟沟 许东沟沟

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东东东

北北北部部 南 部部部部

倾倾倾 南西西南西一北东东东 南西西向向向向向向向

东小寺

南 西
一北东

级断裂构造和胡家庙子等斜褶皱走向

呈北北西的原因 , 还可用麦德试验 图 来

研究
。

把涂有薄层腊的一层胶皮镶在四角有

枢纽的方形铁框上
。

在力偶的作用下
,

胶皮

图 胡家庙子铁矿 一 地质剖面图

图例同圈 箭头示不同深度矿层的倾角

从钻孔资料得知
,

深部矿体的倾向具有
‘

“南西一北东一南西 ” 图 或 召北东一

南西 ” 图 的变化规律
。

这也是不同方



图 胡家庙子铁矿 一 地质剖面图

图例同图
,

箭头示不同深度矿层的倾角

向的力偶香加的结果
。

由干矿体在倾向上受

到不同程度的挤压
,

因而它的产状有时向北

东 转
。

表 反映的矿体倾向的变化
,

是因

为它们在等斜褶皱翼部被剥蚀到不同的标高

图
。

图 表示了矿体出露地表时的产

状
。

在长期的剥蚀过程 中
,

由于矿体物质成

分和构造引起的破坏程度的不均匀性
,

剥蚀

的深度也因地而异
。

当矿体被侵蚀到挤压强

度较小的部位
,

它在地表即向南西倾斜 图

当侵蚀作用发展到挤压强度较大的部

位时
,

它的倾向即倒转为北东 图
、 。

级断裂构造常使它南西侧 的矿体向北

西错动 ,

这是本区的一般规律
,

但也有少数

例外
,

原因是矿体有时沿 级断裂构造被切

成若干断块 图
。

它们按顺 时针方向扭

动时 ,
移动的速度不等

。

在图 表示的情况

下
,

由于 一
‘

间断块前进的速度小 于

一 。间的断块
, 断 裂南西侧矿体即表现为向

南西 ‘袅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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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矿体倾斜示意剖面图

一矿体基露地表未受剥蚀的倾斜 一 剥蚀面相当于人 的矿体倾斜 一剥蚀面相当于 的矿体硕斜 一 剥蚀面相当于

的矿体倾料石 一地表露出的矿体 一钻探工程控制的深部矿体 一矿层倾角 一 预计剥蚀面发生位置 一剥蚀面

图 矿体彼 级断裂构造错动后的情况

已剥除辽河群盖层 图例同图



夕卡岩型硫化矿床伴生金的研究方法

桂 林 冶 金 地 质 研 究 所 岩 矿 窒

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冶金科学研 究所 铜陵专题组

安 徽 冶 金 地 质 队

金
,

茧能形成独立矿末
,

但从 目子泣国内外

黄金生产的情况来看
,

约有 一 来 白多

金属硫化矿床的综合回收
。

由于过去对伴生

金研究得不够
,

各厂矿一般多在粗铜 电解时

顺便回收
,

迄未形成一套戍熟的硫化矿床伴

生金的研究方法
。

各选冶厂条件不同
,

金的

回收率也有很大差异
。

为了提高黄金的回收

率
,

加强伴生金的形成条件
、

赋存状态
、

分

布规律及其工艺性质的研究
,

就有着重要的

意义
。

近年来
,

我们共同对铜陵地区的几个夕

卡岩型硫化矿床 中的伴生金进行了 一 些 研

究 , 为了交流倩况
,

推动矿床综合 利 用 工

作
,

现将我们的研究方法初步总结如下 , 不

当之处
, 请批评指正

。

一
、

概述

所研究的矿 区中矿石的主要工 业 类 型

有 黄铜矿矿石
、

黄 铜 矿
一

磁铁矿矿石
、

黄

铜矿
一

辉钥矿矿石
、

辉铝矿矿石
、

含铜 黄 铁

矿矿石和黄铁矿矿石等
。

主要金属矿物有

黄铜矿
、

斑铜矿
、

辉铜矿
、

辉 钥 矿
、

黄 铁

矿
、

磁黄铁矿
、

毒砂
、

方铅矿
、

闪锌矿
、

磁

铁矿和赤铁矿等
。

此外
,
尚经常出现少量银

秘硫盐 如硫银秘矿
、

硫铜秘银矿
、

硫铜银

矿
、

硫铜秘矿 以 及啼化物
、

自然铜等
。

常见的矿石构造为浸染状 、 斑点状
、

条

带状
,

少数为团块状或块状
。

主要结构为他

形粒状
、

固溶体分离及网状填隙等
。

金主要以自然金
、

银金矿
、

金银矿 及含

金 自然银等独立矿物形式存在
。

研究伴生金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在于搞清

金的赋存状态
、

含量
、

’

分布规律及 工 艺 性

质 , 以确定其工业利用价值
。

二
、

研究内容及方法

取样 对于勘探矿 区
,

可与主元素的

基本分析同时取样
。

对开采矿区
,

可在坑道

中取样
。

取样方法一般采用拣块法
。

取样的

种类
、

研究 目的及取样原则见表
。

样品加工 由于矿石中金矿 物 含

低
、

粒度细
、

分布不均匀
,

因而组合样及其

他试金分析样品加工时应全部达到一 目
。

金具有极好的延展性
,

磨矿后常成片状
,

故

不宜过筛
,

而用目估
, 以免因其粘附于筛网

上而人为地降低金品位
。

对于单矿物分离样
户、子 、 产、尹 、 尸 、 厂 、洲 、尹、阳产、曰 、 产 、产 、 、 厂 、 、尹 与 产 、 、

、 、 衬 、 、子产、 尸 、 产 、 、 , , 、 产、 、 产‘ 、、洲、 、创一 、了 、产 、 、 、尹 、门 、

、
、 八 、 、 广 、 ‘ 户 沃 、 产 厂、 声 、产、 户 产 一 、州 , , 州 、甲 、叼产、一

户 、州 、 产 , 、产 、

南东错动
。

矿体沿 级断裂的错动
,

使它南

东侧的矿体向南西错动
。

这样就出现了与一

般规律相反的情况
。

胡家庙子铁矿的勘探几上几下的原因
,

主要是当时未能掌握矿体的空间形态
, 因而

没有为确定露天矿底线标高和开采境界线提

供可靠的地质资料
。

在本次补充勘探中
, 我

队吸取了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

重新进行

了地表地质工作
,

并用钻孔进一步控制了矿

体盖层的厚度
、

矿体上下盘界线和 级断裂

带中的脉岩
。

、

在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
,

全

体职工发挥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

革命热情
, 那么一种拚命精神

,

及时地探明

了矿区资源
,

为大打矿山之仗贡献了自己的
一份力量

。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