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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北 地 台 夕 卡 岩 铁 矿 的 控 矿 条 件

薰
, , ,

及 找 矿 方 向 分 析

桂林冶金地质研究所夕卡岩铁矿专题组 擞擞擞擞撇獭撇撇散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以

来
,

地质战线的广大职工
,

努力学习和运用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

不断 总结经验
,

积 极开

展普查找矿工作
,

使夕卡岩型铁矿储 录不断

增加
,

形势喜人
。

华北地台区夕卡岩铁矿资源丰富
、

已探

明的储量约占全国同类铁矿储量的一半
,

富

矿储量占同类富矿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

是我

国重要的铁矿资源基地之一
。

华北地台夕卡

岩铁矿主要分布 于 鲁 中
、

苏北
、

淮北
、

豫

东
、

豫北
、

冀南
、

晋南
、

晋东南
、

晋西北等

地
。

关于这类铁矿的成矿控制条件和找矿
一

方

向问题
,

地质战线广大职工在生产斗争和科

学实验中
,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

总结了宝贵

的经验
。

近几年来
,

我们在该区做
一

一些概

略性的工作
。

现在
,

在学 习齐地质队和生产

矿山找矿勘探经验及有关研究院所科研工作

的基础上
,

谈谈我们对该区控矿条件和找矿

方向的看法
,

与大家共同研讨
,

以期对扩大

找矿远景有所帮助
。

一
、

构造对矿化作用 的控制

构造活动通常是 与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

的发展途径连在一起的
。

因此
,

深入地分析

构造自身的特性是认识矿床分布规律的一个

关键
。

大地构造制约着矿床的区域性分布

本区夕卡岩铁矿均分布于鲁西隆起及山

西隆起的范围内
,

含矿岩体及夕卡岩铁矿的

出现与大地构造有密切的联系
。

矿床主要集

中在上述隆起边缘的次级 隆 起 部 位 如济

南
、

金岭
、

淮北
、

利国
、

武安
、

安林 和上

述隆起内的次级拗陷中或边部隆起部位 如

莱芜
、

塔儿山
、

狐们丈
。

根据矿床空间分布特征
,

由东至西可划

分为三个成矿带 即兽西隆起边缘成矿带
、

山西隆起边缘成矿带
、

山西隆起内拗陷边缘

成矿带
。

成矿带的展布方向受中生代构造的

控制
。

主要表现为北东一北北东向大规模的

断裂活动
,

造成北北东向的大型拗陷带及与

此大致平行的隆起带 图
。

断裂构造的控制使矿 田 呈结状分布

华北地台以断裂活动为主体的区域构造

形迹 , 主要反映在北东一北北东向及近东西

向的断裂变动 上
。

这二组构造的交汇使矿 田

呈结状分布
。

如山西隆起边缘成矿带 中
,

据

航磁推断为两 条近东西向的弧形墓底断裂破

碎带 一条为左权一黄 译 关一武 安一马头

镇 另一条为长治一平顺一安阳一汤 阴 与

北北东向的太行山隆起伴生的断裂 破 碎 带

新城一林县一新 乡 的交汇部位
,

控制着

冀南和豫北矿 田的空间分布
。

又如

淮北和苏北矿 田亦位于近东西向的从底断裂

与北北东向盖层构造之交汇处 图
。

其

它 夕卡岩铁矿 田亦见有类似的构造控制
。

根据 上述两组构造对地层 的作用
,

证明

近东西向的构造多为本 区较老构造运动的形

迹 而北东一北北东向构造生成较晚并对前

者进行了 切割
、

改造
,

形成现存之 构 造 格

局
。 一

可以初步认为荃底断裂为岩浆上侵的通

道
,

盖层断裂变动为控岩及控矿的空间
。

从

而反映出一个矿 田中几个矿床
,

总休看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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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构造有关
,

而具体分析又直接受北北东

向构造的控制 如晋南矿 田 ,

图
。

局部构造对矿体的控制 局部构造

是区域性构造运动特殊矛盾的反映
。

通过对

局部构造的分析
,

可帮助我们闸 明 矿 化 作

用
,

揭示矿体分布规律
,

指明普 查 ’探 方

向
。

现就本区几种主要控矿构造的特点略平

如下
。

含矿岩休周围接触带构造控矿罕

主导地位
。

这种接触带是构造应力集中的地

方
, 裂隙较发育

,

往往是矿液活动的重要场

所
,

是矿体赋存的主要部位
。

因此
,

对接触

带构造的详细研究和划分
,

对预测矿体
,

指

导勘探是有意义的
。

实践证明
,

尤以正接触

带的整合型
、

外接触带的假整合型以及层 间

剥离构造型最重要
,

往往在一个矿床范围内

控矿构造亦表现为上述几种形式的 同 时 出

现
,

形成不同构造类型的矿体
。

当接触带有成

矿前的断裂叠加时
,

更有利于矿化的富集
。

〔冬 褶碑构造控矿起着重要作用
。

这

种控矿构造以背斜占首要地位
,

尤其是短轴

背料和倾伏背斜
。

特兑值得 币视的是倾伏背

刹之倾没端
,

往往形成矿床规模较大
。

在背

斜翼部次级 小褶皱发有的部位也常常使矿体

加 厚变富
。

上面说的背斜构造
,

是 指主要 由岩浆

侵过程中对围岩的挤压而造成的背斜构造
。

它 常反映岩体的形态
,

二者具一致性
,

是一种

附生背斜
。

这种构造控矿是 由于塑性变形而

造成岩石虚脱
,

产生降压带
,

为后期矿液提

供乘虚而入的条件
,

故为有利的控矿构造
。

捕虏体型构造的控矿亦具有普遍

性
。

一般来讲
,

矿化作用较强的部位
,

为岩

休的顶部及侧部的捕虏休或残 留体
。

这可能

与岩浆流动的前锋有关
。

此类型的特点是矿

体形态复杂
、

规模不等
、

变化大
。

这主要取

决于捕虏体形态
、

大小以及矿化对围岩交代

的强弱
。

须指出的是
,

浅部捕虏休型矿体
,

常转化为深部的接触带矿体
,

特别应注意呈

雁行式排列的捕虏体
,

其深部可能存在主矿



未

图 前常铁矿 线剖面图

体 图
。

二
、

中生代岩浆活动与成矿的关系

华北地台区的燕山期岩浆活动的强度
,

由于受西太平洋构造的巨大影响
,

表现出东

强西弱的区域性特征
。

本区夕卡岩型铁矿与一定成分的侵入休

有严格的专属性
。

这种侵入体主要为一套地

台型建造的燕山期中性闪长岩类杂岩
。

杂岩体形成时代的讨论 地质现象

是地质发展各历史阶段的产物
,

也是认识和

分析地质问题的基础
。

现据我们在野外观察

到的一些现象讨论如下
。

侵入关系明显
。

在华北地区普遍

见到岩体侵入于奥陶纪地层中
。

在很多地方

能见到侵入体穿插于石炭二迭系
。

在莱芜
、

滩溪地区更见到侵入体同时连续侵入于寒武

一奥陶纪两个不同时代的地层中
。

变质现象清楚
。

在接触带上清楚

可见接触变质过程中形成的热变质带 碳 酸

盐岩的大理岩化
、

砂页岩的角岩化 以 及

分带清楚的接触交代蚀变带
。

另外
,

有些地

方的煤层因受侵入体的热力烘烤而变成天燃

焦
。

岩体中存在不同时代的捕虏体
。

晋南地区在侵入岩体中见到前震旦纪变质岩

不的捕虏体 在冀南地区同一个岩体中见有

奥陶系和石炭系的捕虏体
。

晋西北狐恨山地

区岩体中捕虏体的成分更复杂
。

鲁中地区还 见有岩体侵入侏罗一白至系

火山岩中
。

另外
,

莱芜地区在第三系底部见

到含矿侵入岩及铁矿砾石
。

上述实事表明
,

侵入休形成的时代 当属中生代
。

此外
,

我们分别对冀南
、

豫北
、

晋南
、

鲁中
、

淮北等地的含矿岩体
,

用钾一氢法进

行了同位素年龄测定
。

结合各岩体的地质产

状和穿插关系
,

可将年龄数据归并为三个区

间值 即 百万年
、

百万年
、

百万年
,

分别相 当于燕山 运 动 早
、

中
、

晚期的产物
。

其中矿化强度最好的属燕

山中期的侵入体
。

含矿岩体的岩石化学特征 据本区

各主要含矿岩体主体相岩石化学分析资料
,

经过扎氏数值计算后
,

本区含矿岩体的岩石

化学类型除少数碱过饱和外
,

大部分为正常

系列的岩石
,

按扎氏分类为弱碱性一过碱性

和 饱和的浅色岩石
。

各类岩石在向量图

中的投影点均在一条直线上
,

基性岩石在下

端
,

向上过渡为中性一中酸性
、

碱性岩石
,

应为同源岩浆分异的杂岩体
。

岩体中指示矿化标志 的
、

、 ,

主体相及边缘相均大

于中国同类岩石的平均值
,

但基性岩体主体

相偏低
、

边缘相仍高
。

而基性组分 的
、

曾
、

量及 含量一般均低于中国同类岩

石的平均值
,

据岩石薄片观察
,

反映在岩石

中暗色矿物含量偏低
。

可以初步认为
,

氧化程度较高的
、

高碱

富纳型的
、

丛性组分含量较同类岩石低的闪

长岩类岩体
,

对成矿是 较为有利的
。

岩桨演化与成矿的关系 本区岩浆杂

岩在岩石建造类型
、

空间和时间上的共生关

系
、

成分上的演变与特定的成矿作用方而有

其明显的规律性
。

在空间上
,

可划分出与前述成矿

带相应的三个岩带
, 即 由东至西

,

从基性 ,

中性‘ 中偏碱性方向演化
,

而且 值 也逐渐

增高
。

在时间 几 ,

偏基性岩类一般形成的时



间早 年龄值 百万年
,

主体岩相

贫碱高钾 , 中性岩类稍晚 年龄值
百万年

·

,

主体岩相高碱富钠 , 碱性岩类及

部分中酸性岩类形成时间更晚 年龄值
。百万年 主体岩相富碱或强烈富碱

。

杂岩体的建造类型在演化的不同

阶段
,

有其特定的矿化作用
。

早期主要建造

类型有辉长岩一闪长岩
,

角闪闪长岩一闪长

岩
。

与此期此建造闪长岩有关的矿化
,

代表

第一期成矿作用
。

中期主要岩石建造类型有

黑云母闪长岩一闪长岩 , 二长岩一闪长岩
,

与此期此建造的闪长岩有关的 矿 化
,

代 表
第二期成矿作用

,

也是本区主要的成矿作用

期
。

晚期主要建造类型有闪长岩一石英闪长

扮岩
,

钠质正长岩一霓辉正长岩 , 与闪长扮

岩有关的铁矿化及与霓辉正长岩有关的铜矿

化 代表第三期成矿作用
。

本区杂岩演化中期是铁矿成矿溶液富集

最有利的阶段
。

闪长岩为最有利的 成 矿 母

岩
。

根据杂岩体早期形成的基性岩体

如济南岩体 的化学成分与大洋型拉斑玄

武岩的成分接近
,

较地慢岩略偏 酸 性 表
。

因此
,

认为本区的原始岩浆成分为玄

武岩浆
,

可能来源于上地慢的硅镁层
,

而二

长岩浆可能为深熔残浆体
。

岩休的形态
、

产状与矿化的关系 本

区侵入体多为复杂的似层状 岩床 及岩盖

状
。

前者一般具有多层侵入
,

多层成矿的特

点
。

后者是否具有多层侵入 , 目前尚未清楚

观察到
。

上述两种形态的岩体是本区地台

犁侵入体十分霓要的特征
。

就目前所知
,

岩浆上侵于一定部位
,

有

规律地沿两种不同岩性或不同岩石组合的地

层界面
, ‘

顺层间断裂侵入扩展
。

岩体侵入层
‘

次的多少
,

各地 区并不一致
。

这主要与沉积

建造的岩石组合
、

沉积间断及中生代构造运

动对原始沉积时岩性差异界面是否产生断裂

破碎等条件有关
。

类似这样的界面有中
、

上

寒武统之界面 鲁中
、

淮北 寒武系与奥

陶系之界面 淇县
、

滩溪 , 下奥陶统与中

奥陶统之界面 冀南
、

豫北
、

晋南
、

鲁中 ,

中奥陶统三组岩石界面 冀南
、

豫 北
、

晋

南 , 中奥陶统与中石炭统之界面 鲁中
、

豫北
、

晋南
。

其中以下奥陶统与中奥陶统
‘

界面
,

中奥陶统三组岩石界面之矿化为普遍

而集中
。

在以上各界面间往往发育有角砾岩

或角砾状灰岩
,

因物理机械性质脆弱
,

造成

上下岩石组合间的虚脱
,

有利于岩浆侵入
。

但有的地 区角砾岩并不发育
,

而岩浆则多沿

高泥质岩石侵入 , 其中贾汪页岩
,

泥质灰岩

也是有利的侵入层位
。

因此
,

找矿时应注意

研究沉积建造中的岩石组合及岩体侵入界面

的特征
,

以期指导在岩体下再找盲岩体及盲

矿体
。

总之 , 岩体的产状和形态对矿体的产出

位置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如为岩床状侵入体

应注意多层侵入
、

多层成矿
,

成矿主要在上接

触带
,
特别是侵入中心的附近部位

。

象武安

西石门矿床
,

就是赋存在岩体顶面凸起侧部

的凹凸急剧变化姐 而岩盖状侵入体
, 以其

侧伏的倾没端部成矿条件最好
,

象利国的昊

庄就在岩体东延凸出的端部
。

三
、

矿化层位与岩性控矿问题

目前本区已探明的夕卡岩铁矿床
, 其矿

济南榄橄苏长辉长岩与大洋型拉斑玄武岩化学成分对比 表

成 分

名 称

一济南橄悦苏长辉长岩
个样
均值

民
产二

大洋型拉斑玄武岩

地 慢 岩

习兰⋯州竺竺竺竺
户

坐巴 ⋯州
】 二 石

竺兰
一

二兰兰生二兰卜兰 兰生翌生阵生兰障
竺竺 二竺

一

津兰二竺兰竺
,

二二生卜竺竺 卜上兰旦 竺竺一
· · ·

‘
· ·

性 ”
· ·

”
·

了 旦封一

, 谛乡阅
“ 华恋地区与夕卡岩铁矿有关的母人体形态与控矿关系

” 一文
,

地质与勘探 》
,

年 第 期
,



化层位主要为中奥陶统
。

因此
,

重点研究中

奥陶统的岩相变化
、

化学成分及矿化层位特

征
,

对 了解围岩的控矿作用及指导进一步找

矿是有意义的
。

本地区中奥自统的岩相划分
、

沉积厚

度及矿化层位特征 本区中奥陶统岩相的划

分 , 尽管各地所划分的原则及标准不同
,

但

从沉积岩相的对比
,

仍可归纳为三组 图

每组底部均程度不等的发育有同生角砾岩或

角砾状灰岩层 , 表明沉积建造有三个短暂的

小旋回
。

从总体看
,

第一组碳酸盐类含硅
、

泥质较高 第二组含白云质较多 第三组质

纯
。

从生物化石出现的情况来看
,

说明海水

是逐渐加深的
, 主要为浅海相

,

局部地区为

海湾及泻湖相
。

这一基本特征 从 鲁 中
、

豫

北
、

晋南
、

晋东南
、

否西北等地区均有相似

之处
。

沉积厚度以鲁中 莱 芜 地 区 最 厚 ,

为

米 , 晋南塔儿山地区最薄
,

为 米
。

其余各区均在 米之间
。

厚度的变化

主要反映在第二组 , 说明当时沉积之差异
。

次为第三组 , 可能与剥蚀程度有关
。

关于矿化层位
,

据鲁
、

冀
、

豫
、

晋各省

的统计
,

主要矿化层位属第二组
,

而豫北主

要为第一组
。

其共同特点是 含量相对增

高
,

矿化交代含 较高的白云质灰岩或灰

质白云岩
。

但鲁中莱芜
、

金岭地 区主要矿化

层位为第三组上部
,

与纯灰岩有关
。

这种选

择性的矿化层位
,

除与围岩的成分有关外
,

可能亦与含矿岩体的成分
、

侵入层位及构造

发育的情况有关
,

而且具有地 区性的特点
。

关于岩性控矿问厄 根据接触交代成

矿的基本特征
,

综合考虑作为造矿夕卡岩和

成矿围岩 即沉积岩与火成岩 等介质
,

我

们对钙
、

镁
、

硅
、

铝等元素在接触带的转换

规律进行了研究
,

现将其在成矿中的意义 叙

述如下
。

钙镁在成矿中的作用
。 、

作为成矿的主要介质在 接 触 交 代 成

矿的全过程中所起的促 进 铁 质 沉 淀 的 作

用是不可忽视的
。

它们 来 源 于 含 矿 岩 体

和沉积围岩两个方面
,

交代过程中 互 相 补

偿 , 以达到介质组分的平衡
。

过去有的认为

纯灰岩有利成矿
,

有的认为不纯灰岩有利成

矿
。

我们认为在华北地区含一定数量镁质的

白云质灰岩更有利于交代成矿
。

但具体问题

需具体分析
。

从鲁
、

豫
、

冀
、

普地区矿化的

岩性来看
,

无论含矿岩体或矿化地层均存在

有地区性的差异
。

含矿岩体的岩性 有 辉 长

岩
、

黑云母辉石闪长岩
、

闪长岩
、

正长闪长

岩
、

二长岩
。

矿化地层的岩性
,

不仅有含一

定数量的白云质灰岩 , 同时也有高镁质的灰

质白云岩
、

白云岩以及质纯的灰岩
。

含矿母

岩及矿化围岩均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

我们初

步研究了这种多样性的制约条件
,

发现

在成矿过程中
,

与区域地球化学背 景 值 有

关
。

火成岩中 含量与沉积围岩中

成反消长的关系
,

互为补偿
。

例如东部矿带的

鲁中地区含矿岩体 主体相 含量的平

均值为
,

与 以 含量接近 的纯

灰岩 接触交代形成规模较大 的 矿 床
。

因

此 ,

与偏基性的火成岩接触的围岩岩性以质

纯的灰岩最为有利
。

中部矿带的冀南
、

豫北

地区
,

含矿岩体 平均含量为 左右
,

与

层 含量 左右的自云质灰岩 接

触时形成大矿
。

因此
,

与中性火成岩接触的

围岩含一定量的 白云质灰岩最为有利
。

西部矿带的晋南地区含矿岩体 含量不到
,

但与高镁质的钙质白云岩 含量达

以上 接触时形成工业矿床
。

因此
,

与中

酸性一碱性的岩体按触成矿之 旧岩
,

以高镁

质碳酸盐类最为有利
。

综 上获知
,

含矿岩体的基性程 度 较 高

时
,

则与钙质围岩接触有利成 矿
,

而含矿岩

体酸碱度增高时
,

则与含镁质及高镁质的碳

酸盐接触有利成矿
。

这就显示出岩休与围岩

之间钙
、

镁含量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

钙
、

镁
、

硅
、

铝对成矿的控制
。

夕卡岩铁矿的特征之一
,

是伴随矿 床 有 大

量的夕卡岩出现
,

这是含矿岩体与 沉 积 围

岩接触交代反应的结果
。

本区形成工业矿 床

最重要的夕卡岩为透辉石夕卡岩
,

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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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晋 冀鲁豫 夕卡岩 铁矿中 奥陶统 岩性对 比图

一纯灰岩 一含石 青灰岩 一含生物化石 灰岩 一白云岩
‘

一 编状灰岩
、

泥质灰岩 卜 泥灰岩 一
泥钙质白云质灰岩 一豹 皮状 花斑 灰岩 一 角砾状灰质白云岩 一 角研状白云质灰岩 一角砾状含

白云质灰岩 一泥质 胶结角砾岩 一编纹状 白云质灰岩 一钙质 页岩
、

白云质灰岩 一含 白云质灰岩

的 矿 床 多属 大 型 一 中型
。 一

换算 成 分 子数 相 加 , 所 算 出 的 造矿 碱 度 均在

夕 卡岩 的 形 成 为矿 液 沉 淀创 造 了 条件
。

之 间
。

对冀 南 和 晋南 两 个 矿 床接

因 此

,

有必 要 研 究 母岩 与 围 岩 两者 之 间
、

触 蚀 变 带 造矿 碱 度 的研 究 表 明

,

围 岩 中 碱度
、 、

等 介 质间 的 相 互关 系

,

探讨 形 很 高

,

火成 岩 中 很 低

,

但 形 成 夕卡 岩 和 所夹

成 夕 卡 岩 的条 件 和 造矿 碱 度 范 围

。

在工 作 磁 铁 矿 体 的碱 度 为 工

。

这 与 上 述两

中

,

我 们初 步 分 析 了鲁 申

、

冀南

、

豫 北

、

晋 种岩 性 相 加算 出 的 造矿 碱 度 很 接近

。

说 明接

南 等 地 某些 矿 床
。

以交 代 成 因为 基 本 前提
,

触交 代 过 程中
,

火 成岩 与 围 岩共 同 调 节 铁矿

将 与 矿 床有 关 的 围 岩及 火 成 岩 中 所 含
、

沉淀 的 碱 度
。

由 此 表明
,

借 此 来研 究 铁 矿形
’ 、 、

的 百 分 含量 之 和
,

根 据 透 辉石 分 成 的 条 件是 值 得 注 意的 问 题
。

移结
构

‘

’
,

换 算 成 ‘
,

‘ , 含 镁 质 碳酸 盐 类
,

从 总 的 趋势 看

两个 比 值 表明 形 成 矿床 的 比 值范 围 对成 矿 有 利
,

因 其 中 含镁 质 较 高
, 一

可 加大

真是 为。 卜 。

,

‘为 一 溶解 度
。

在 同 温 同 压 条 件 下

,

首 先 加溶‘
解

,

增 加 岩石 的 孔 隙度 和 渗 透性

,

有 利 于矿

’

夕 卡 岩的 形 成 和铁 矿 沉 淀碱 度 问 题

,

即 液 交 代

。

然 而 并 不 排斥 纯 灰 岩 及含 泥 质 灰岩

造 矿 碱 度

,

可 用

“

成 矿 的 可 能性

。

因 为成 矿 过 程是 多 因 素 制约
表示

。

将 含矿 母 岩 与沉 积 围 岩两 种 未 蚀变 的 的统 一 过 程
,

如 岩 石化 学 成 分
、

机 械 物 理性

肴 石 所 获得 的
,

“
、

, 百 分 含量
,

质 , 岩 石组 合 及 断 裂发 育 程 度等
。

因 此 , 在



含含含 不 同 建 造 类 型型 闪
一

长 岩岩
矿矿矿 边 缘 相 岩 石石石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体体体 指 标标
小 奋 奋 今 争争

主体相及边缘相均大于中国同类岩石的平均值
,

但井性岩体主休相偏低
,

边边

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 缘相仍高高矿矿矿矿 略低或低于中国同类岩石的平均值值

化化化 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

主主主 要 造 岩 矿物物 角闪石较斜长石结晶晚或同时 晚期品出的磷灰石具气液包体 含
、

高高
副副副矿物结晶特征征征

蚀蚀蚀 变 特 征征 钠长石化占主导
,

斜长石一钠长石 条纹长石 一钠黝帘石一葡萄石石
角角角角闪石一辉石一绿帘石一黑云母一绿泥石石

构构构 断 裂裂 基底 近东西向 与盖层 北北东向 交汇处处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褶褶褶 皱皱 背斜 特别是倾伏背斜 或弧形褶皱皱

岩岩岩体与围岩岩 主要为正接触带 围岩岩石组合复杂时要注意外带的层间及假整合面岩体顶顶

的的的接触关系系 盖
、

捕掳体深部部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床 岩顶体部突起的端部 注意多层成矿 岩盖 岩体周围接触带
,

特别注注岩岩岩 体 形 态态 意倾伏端端

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要为中奥陶统统围围围 层 位位位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岩岩岩 石 组 合合 中厚层灰岩夹砾状泥质灰岩及白云岩岩

矿矿矿 化 岩 性性 较纯灰岩 偏基性岩体 白云质灰岩 中性岩体 白云岩 偏碱性岩体

、含含含矿岩体体 、

与与与 围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的的的 比 值值

、

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辉石夕
一

片岩一金云母 夕卡岩呈带粉讨了布
,

石榴石透辉石夕卡岩一透辉石夕卡卡

岩呈带状分布 透辉石夕卡岩一金云母一绿汇石一蛇纹石夕卡岩带状分布
,

透透

辉辉辉辉辉辉辉辉辉辉辉辉辉辉辉辉石夕卡岩一阳起石一透闪石夕卡岩带状分布布

夕夕夕 透 辉
、

石石 要特别注意有利构造部位而又推断为中酸性岩体的异常常

卡卡卡 夕 卡 岩岩岩

岩岩岩岩岩

褪褪褪 航 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磁

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 尤其在岩盖状侵入体倾没端之盲矿矿常常常 地 ⋯低缓异常常常

磁磁磁 二级异常常

不同地区
,

在分清主次
,

抓住主要矛盾的基

础上
,

需综合考虑
,

具体分析
,

防止一种倾

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

以免影响找矿工作
。

综合上述对成矿条件的分析
,

将本区夕

卡岩铁矿综合评价的标志概括于表
。

四
、

关于找矿方向问题

本区燕山期侵入体及构造发育
,

矿化的

奥陶系碳酸盐岩石分布广
,

成矿地质条件良

好
。

据初步熬理
,

有意义 的航磁异常 有

处
,

其中已知铁矿引起的 个
,

占 , 推

断矿体引起的 州
、 ,

占 已验证见

矿的 个 , 岩体引起的 个
,

占 推

断岩休引起的 个
,

占 包括岩体叠

加矿休的
,

有成矿条件的
,

推断
一

叮能是岩体

或矿体的共 个 推断有意义 的 个
,

占



未定性的 个
,

占
。

找矿的前景

是很大的
。

关于扩大找矿问题
,

我们 认为需

从以下方面综合分析

首先要着 重研究控矿 的华本条件
,

作

为扩大找矿的地质基础
。

在构造方面
,

以鲁

西隆起及山西隆起与华北拗陷的过渡地带及

隆起中次级 拗陷的局部隆起区为主要扩大找

矿地区 , 其次
,

要重视丛底东西向及北西向

断裂与盖层
,

匕北东
、

北东及近南北向断裂的

交汇处
,

以及反轴背斜的翼部和倾伏端部
。

以上常为导岩
、

控岩及控矿的构造
,

为重要

的成矿前提
,

须优先考虑
。

’

在火成岩方面
,

本区夕卡岩铁矿均与一

定成分的侵入杂岩有成因联系
。

其中
,

偏基

性到中偏酸性
、

中偏碱性杂岩均能成矿
,

但

以中性岩 类成矿 的规模较大
。

首先需考虑中

性岩类 即闪 民岩 —二长岩 可能的发育

区 ,

再考虑中偏基性杂岩 即辉长岩一角闪

闪长岩一黑云母 闪 长 岩一闪长岩 及中酸

性
、

碱性岩类 即花岗岩一花岗闪长岩一正

长岩
。

要注意隐伏岩体与交义断裂附近的

局部隆起及背斜构造空间分布上的某些一致

性
。

在围岩方面
,

本区岩体侵入的地层界面

及矿化层位以中奥陶统成矿址好
,

必须优先

考虑
。

同时要考虑中奥 淘统在复 盖区的埋藏

深度
,

尤其是煤系地层分布区中奥陶统 的埋

深情况
。

初步考虑在 米左右为垂点找矿

对象
。

有些地区中奥陶统地层出露或埋藏较

浅时
,

还要考虑在寒武系地 层中找矿
。

关于

岩性控矿问题
,

因本区各地 的沉积建造有差

异
,

碳酸盐类岩石成分和 宕石组合 也 有 变

化 ,

同时含矿侵入体的成分 也不尽相同
,

需

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综合分析
,

不要受围岩

含镁的高低而影响找矿评价
。

关于 白尘系火

山岩分布区的找矿
,

虽 目前线索还不多
,

但

在扩大找矿时也应予以考虑
。

在矿化方面 , 本区矿化表现有成群成带

出现
,

且有成结状相对富集的特征
。

因此必

须在矿化相对富集的地区进一步扩大找矿
,

同时对矿化较集中或矿化微弱
,

但构造
、

火

成岩
、

围岩条件较有利的地区
,

均需列入找

矿 的范围
。

综合物探工作要加强
。

尤其是磁测工

作对大面积复盖区寻找地台型夕卡岩型磁铁

矿床是行之有效的
,

是多
、

快
、

好
、

省的找矿

手段
。

实践证明
,

研究航空磁测异常是非常

重要的
。

我们根据不同比例尺航磁资料
,

初

步将本区 个有意义的异常定性划为以下

四 类 即推断矿异常
、

推断岩体异常
、

推断

岩 体 矿 异常及未定性异常
。

在考虑选择

找矿地区时
,

须 优先考虑前三类
,

同时要考

虑磁性体埋深及所处地质位置和建设条件划

分找矿的急缓区
。

对地质条件和建设条件好

的地区
,

有必要开展 万 万的航空

磁测
。

一些有地磁资料的低缓异常区 , 必须

加速开展工作
, 创造条件予以验证

。

从以往

找矿的经验来看
,

根据航磁异常找含矿岩体

的效果是很好的
。

在推断可能存在中酸性火

成岩的地段
,

均可列为成矿有利地段
,

应组

织力量开展一定面积的地面物探
,

发现地磁

异常后应注意低缓异常
、

二级异常及复杂异

常的研究
。

在占有一定的地质资料之后
,

要

敢于穿过岩体找矿
。

这里
,

应强调根据综合

物探方法 磁法
、

重力
、

电测深等 推断岩

体的形态和根据岩体的形态特征开展找矿的

重要性
。

根据对本区成矿地质条件及磁异常特

征的初步分划
,

结合综合评价标志 ,

我们编

制了百万分之一的成矿预测图
,

在三个成矿

带中划分了 个找矿远景区
,

包括 个 级

区
,

个 级区
,

个 班级 区
。

我 们 认 为
·

鲁
、

豫
、

皖
、

苏四省交界地 区和晋南及其以

北地 区远景较大
,

急需加强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