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鞍山地区鞍山群基底构造特征及

找矿方向探讨

鞍钢地质勘探公 司四 二 队 刘生石

鞍山地区广泛分布着前震旦纪地层
。

多

数人把这套变质岩系划分 为 鞍 山 群 太古

代 和辽河群 元古代
。

鞍山群蕴藏着鞍

山式铁矿
,

其研究程度较高
。

但前震旦纪经

历了漫长的地质发展史和复杂的地质作用
,

因此对若干地质问题有不同的认识
。

本文试

图从分析鞍山群基底构造人手
,

对本区铁矿

的赋存特点及找矿方向作初步讨论
。

一 矿区地质概况

区内出露的地层有 太古界鞍山群
,

岩

石组合为绿泥 绢云母 片岩 千枚岩
、

斜长角闪岩
、

黑云变粒岩
、

磁铁石英岩 鞍

山式铁矿 , 元古界辽河群
,

岩石组合为变

质火山岩
、

石英岩
、

绢云母千枚岩夹磁铁石

英岩 灵山式铁矿
。

二者共同组成本区古老

结晶基底
,

上覆震旦系
、

寒武 系
、

第 四 系

等
。

鞍山群
、

辽河群普遍受强烈的混合岩化

作用
,

前者尤甚
,

致使原区域变质岩石多呈

大小不等的残留体 包括鞍山式铁矿
,

分

布于混合杂岩体之中
。

震旦系局部受混合岩

化作用而较为完整地覆于古老变质岩系或混

合杂岩体之上
,

为本区主要盖层
。

区内混合

岩出露面积大
,

分布广
,

类型多
。

混合岩化

作用具有多期性
、

混合程度高等特点
。

岩石

类型主要为混合花岗岩
、

混合片麻岩
、

斑状

或条痕状混合岩
。

根据综合层序对比
、

岩性

特征
、

沉积建造及含矿性等可得出地层层序

如表
。

本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
,

为阴山东西向

复杂构造带东延部分
、

新华夏构造体系第二

个隆起带辽东半岛西缘与松辽平原沉降带下

辽河坳陷的交接部位
。

辽东地区东西向构造

体系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互相交织
,

形成复

杂的构造轮廓
,

地层
‘

、

褶皱断裂的展布
,

山

脉水系的趋向以及一些扭动构造的产生
,

均

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部位的特点
。

本区表

现为北西向构造格式
,

主要褶皱断裂均沿此

方向布局
。

构造具有长期性
、

多期性和继承

性的特点
,

表现在多期构造线 的 叠 加 和改

造
,

以及断裂性质的转化等
。

由鞍山群含矿

变质岩系组成的同斜倒转褶皱构成南北两个

司也有类似的特点
,

但很多地段下群出露少

或没有出露
,

上群中沉积建造
、

岩石组合等

条件较差
,

但铜矿化广泛
、

这类地区找变质

岩型铜矿需要结合后期改造条件 矿带构造

和侵人岩体 进行
。

对于辽
、

吉
、

晋
、

冀
、

鲁
、

鄂
、

皖
、

陕
、

甘等省的深 度 变 质 岩区

大都是前震旦纪
,

其中有些沿片理或片

麻理的矿化露头点 黄铁矿或褐铁矿帽
,

以往多被认为热液脉型而 术予亚视
,

鉴于已

有在深变质岩区的成型矿床都为此类矿点经

工作证实向深部大大扩展
,

由黄铁矿转为铜

锌 矿床
、

由铁矿床转为铜矿床
,

或伴生

铜的黄铁矿矿床
,

对于此类矿点
,

应再予检

查或作进一步的探索工作
。



系系系 挽挽 组组 段段 代 号号 岩 性性

娜娜四系系系系系 扁植土
、

砂质枯土
、

砂冻石石

寒寒寒 上 统统统统 黄探色页岩
、

竹叶状灰岩
、

称层次岩岩

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中 统统统统 薄层
、

厚层灰岩
,

黄像色砂页岩
,

缅状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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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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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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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山式铁矿

, 、

石英岩
、
痛探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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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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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炯云母 绿泥 千枚岩 片岩

、

石英片岩
、、

山山山山 鞍 山式铁矿 厚层
、

混合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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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主要含矿带
,

除裸露地表者外
,

均被辽河群

及其上覆岩层组成的坦缓褶皱所覆盖
,

局部

为混合岩所 “超覆 ” 。

岩浆活动频繁
,

早期中基性岩脉
、

岩体

及伟晶岩多沿北西向断裂侵人鞍山群
,

相当

于鞍山运动的产物
。

碱性辉长岩和中性脉岩

闪长岩等 侵入辽河群
,

亦沿东西一北西

向分布
,

相当于吕梁运动的产物
。

区内以燕

山期岩浆活动最发育
, “千山花岗岩 ” 以及

其后的花岗斑岩
、

石英斑岩
、

煌斑岩等呈岩

脉
、

岩株沿各构造线方向广布于矿区内外
。

本区由于经历了多次不同时期的构造变

动
,

古老基底受构造运动次数多
,

构造变动

程度较剧烈
,

上部盖层经历运动次数较少
,

构造变动程度缓和
,

所以出现了构造变动的

多层构造 图
、 。

二 鞍山群基底构造特征

一 褶皱构造

弓长岭一辽阳复背斜应为本区鞍山群结

晶基底的一级褶皱构造
,

鞍山铁矿区地处 该

复背斜之南翼
,

其次一级褶皱表现形态和特

征如下

北部倒转向料 樱桃园一谷首峪倒转

向抖 该倒转向斜被寒岭断 裂 截 切 为两

段
,

一为樱桃园一张家湾倒转向斜
,

一为七

岭子一谷首峪倒转向斜
。

樱桃园一张家湾倒转向斜 褶皱

走向北西一南东
,

向北西倾伏
,

至西部平原

区被沈旦堡深断裂所截
,

轴面向北东倾斜
,

其北东翼为樱桃园一王家堡一胡家庙子一西

大背含矿带
,

南西翼由坡堡子一羊草庄一陈

台沟一张家湾磁异常带组成
。

两翼地层为鞍

山群樱桃园组和大峪沟组
,

岩石组合由上至

下为混合岩
、

千枚岩
、

含铁石英岩
、

片岩 或

石英岩
、

混合岩夹黑云母石英岩
、

二云母

片岩
、

黑云变粒岩
、

斜长角闪岩
、

浅粒岩
、

阳起透闪片岩以及含铁石英岩等
。

北东翼樱

桃园一胡家庙子一带岩矿层地表产状因地而

异
,

或向南西倾斜
,

倾角 、
。

或直立
,

或向北东倾斜
,

倾角 、
。 ,

经深部钻探证

实 一 米水平标高之下均有向北东倒转的

趋势
,

而至西大背一带岩矿层地表产状已完

全向北东倾斜
,

倾角
。 。

不难看出 ,
·

相对翘起的南东端 西大背 的地表产状 ,

实际上是相对倾伏的北西端 樱桃园 ’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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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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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式妙矿

磁力异常线

困困囚口第四系

白奎系

斜长角闪岩

辉长岩

寒武系

展旦系

辽河群浪子山组

鞍山群樱桃园组

鞍山群大峪沟组

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

闪长岩

花斑岩

困口国困回困国困回困回国

产状的标示
。

其南西翼陈台沟樱桃园组地层

走向北西
,

倾向北东
,

倾角
。 ,

张家

湾经钻探证实隐伏矿体产状亦是倾向北东
,

倾角约
。 。

综合分析物探资料可 确 认坡堡

子一羊草庄磁异常带与陈台沟一张家湾磁铁

矿体有成生联系
,

应互为延续
。

可以推测坡

堡子一羊草庄矿体深部产状也是向北东倾斜

的 。 该向斜两翼中混合岩片麻理和变质岩石

残留体的走向也多是北西向
,

倾向北东
,

更

是褶皱倒转的证据
。

七岭子一谷首峪倒转向斜 为北

部倒转向斜的南东部分
,

梢皱走向北西一南

东
,

轴面向北东倾伏
,

谷拍
一

峪处为翘起转折

端
,

北东翼为山印子一狼洞一棺材拉子一破

子山含矿带
,

南西翼为七岭子 隐伏矿体

一关门山一眼前山一谷首峪 磁异常区 含

矿带
,

均由樱桃园组组成
,

两翼地层走向北

西
。 ,

倾向北东
,

倾角南西 翼较陡



。 , 北东翼约
。 。

南部倒转向料 西鞍山一 大孤山 倒转

向针 褶皱走向北西
。 ,

轴面向北东倾
,

南东端翘起 ,

大孤山处为转拆端 , 向北西呈

铲形撤开且侧伏
,

至西部平原区被沈旦堡断

裂截切
。

南西翼为西鞍山一东鞍山一黑石在

子含矿带
,

岩矿层走向北西一东西
,

倾向北

东或北
,

倾角
。 ,

北东翼为李三台 磁

异常 一四方台 磁异常 一大孤山含矿带
,

岩矿层走向北西
“

左右
,

大孤山处倾向北

东
,

倾角
。 ,

核部由混合岩和闪长岩体组

成
,

两翼为樱桃园组和大峪沟组
,

岩石组合

同北部倒转向斜
。

中部倒转 背料 铁架山 倒转 背抖 由

混合杂岩体组成
,

据混合岩中大量变质岩石

残留体和混合岩片麻理的走向北西
,

且具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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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同斜的特点
,

以及变质岩石类型的特征

和大峪沟组地层的出现
,

得以恢享其褶皱形

态
。

褶皱走向北西
。 ,

南东端翘起
,

向 北

西侧伏
,

据钻探资料至西部平原区仍为其延

续
。

轴线起伏
,

轴面北东倾
。

其轴部位于立

山一汪家峪一带
,

为一巨大破裂带
,

由伟晶

岩
、

片理化带
、

破碎角砾岩
、

闪长岩脉和大

峪沟组岩石残留体组成
。

两翼为大峪沟组和

樱桃园组
。

深部可能出现鞍山群歪头山组
。

小 岭子
、

郊家沟紧密摺皱带 分别位

于南
、

北两个倒转向斜之南
、

北
,

均由大峪

沟组含矿层组成
,

因受强烈混合岩化作用
,

地表矿体沿走向连续性不好
,

呈无数个带状

孤岛分布于混合岩中
,

岩层产状大体走向北

西
,

倾向北东
,

次级褶曲极发高
,

岩矿层时

而直立
,

时而倒转
,

时而平 卧
。

经 钻
‘

探证

实
,

含矿带矿体沿倾向连续性尚好
,

勘探剖

面反映出较为清楚的小型倒转紧密褶皱的特

征 ,

其轴面与区内大型褶皱平行
。

大峪沟组与樱桃园组地层
,

在褶皱形态

上显然有一定的差异
,

前者褶皱剧烈紧密
,

后者次之
,

这可能与二者对挤压应力的反作

用力不同有关
。

樱桃园组赋存有厚大的刚性

体 樱桃园组铁矿
,

其阻抗力远大于大峪

沟组
,

所以褶皱程度不一
。

上述褶皱形态表明铁矿区南北两个含矿

带 两个倒转向斜 和两个紧密褶皱带都具

有同斜的特点
,

铁架山倒转背斜是它们的过

渡桥梁 图
,

统属东西向构造休系的组

成部分
。

二 断裂构造

东西一北西向压性断裂组 东西一北

西向压性断裂组 走向断裂 多发生在褶皱

的轴部
、

不同岩层界面
、

铁矿体上下盘及其

层间夹层处
。

断面延展长
,

延深大
,

沿走向

或倾向表现为舒缓波状
,

构成以褶皱收敛端

南东端 为始点
,

由一系列冲断层
、

斜冲

断层组成的放射状断裂束
,

挤压破碎带的断

层面上往往见有光滑巨大的镜面并伴生有垂

直擦痕
、

断层角砾岩
、

糜棱岩和构造透镜体

等
。

断面一般倾向北或北东
,

倾角与岩矿层或

褶皱轴面倾角相同
。

该组断裂与基底褶皱伴

生
,

应与鞍山运动和吕梁运动有关
,

属东西

向构造体系
。

被所有其他各方向断裂切割
,

断裂带中有时被斜长角闪岩 或 闪 长 岩
、

扮

岩
、

花岗斑岩等不同时期的脉体充填
。

北 西 西 向压扭性断裂组 该组断裂近

北西西向展布 , 走向与岩层走向有时平行
、

有

时小角度斜交
,

倾向往往与岩层倾向相反
,

断裂带较狭窄
,

常发育有断 层 泥
、

片 理化

带
,

舒缓波状平直光滑的断面显示了压扭性

的特征
。

该组断裂切割东西一北西向走向断

裂
,

并被震旦纪地层覆盖
,

说明其生成应与

吕梁运动有关
,

属东西向构造体系
。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人人以

丫丫

一 一



业 东东向张扭性断裂组 主要发育在

鞍山群樱桃园组裸露的地形突兀部位
,

由缓

倾斜落断层组成
,

断面北西或南东倾
,

致使

鞍山群地层往往覆于其盖层辽河群之上
,

或

樱桃园组孤岛状矿体浮于混合岩体之上 如

大小孤山
。

该组断裂被震旦系覆盖
,

并切

割东西一北西向压性断裂
,

属吕梁期东西向

构造体系
。

拓拓 东一北 东向压 性
、

压扭性断裂组

是本区最发育的一组断裂 横 向 或 斜 交断

裂
,

由一系列北北东一北东向逆断层
、

斜

逆断层
、

平推断层组成
,

呈平行斜列展布 ,

断面多向南东倾
。

主干断裂多具明显挤压特

征
。

如错切了不同时代地层粕构造线
,

断面

上有斜冲或侧伏角很小的近水平擦痕等
。

该

组断裂多已叠加在早期东西向构造体系的北

东一井北东向张性或张扭性断裂上
,

即受其

制约 , 又对其迁就
、

利用和改造
,

应属归并

性断裂
。

区内早期张裂已不存在
。

该组断裂属新华夏构造体系
,

区内各构

造线和不同时代地层均被其切割
,

对基底破

坏性甚大
。

主要有寒岭断裂
、

首山一麦山子

断裂
、

沈旦堡断裂等
。

本区从南东至北西地

形的由高到低
,

地层的由老到新
,

褶皱的翘
起和倾没

,

某些含矿岩系的裸露和隐伏
,

飞
导源于该组断裂巨大的冲断作用

,

造成本区

由南东至北西阶梯式沉降的特征
。

三 构造体系确定的依据及其复

合关系

从应力分析人手
,

可将区内东西一北西

向的基底褶皱
、

东西一北西向压性断裂组
、

北东东向张扭性断裂组
、

北西西向压扭性断

裂组以及归并前之北东一南北向张性断裂组

划为东西向构造体系
。

‘

北东一北北东向压性

压扭性断裂组属新华夏构造体系
。

区内结晶基底北西向 或东西向 展布

的摺皱
、

挤压带 , 具有相同的力学性质
。

它们

近平行排列
,

规模较大
,

与区域上受南北挤

压应力有关
。

本区燕山运动前构造应力场如

图 所示 南北向主压应力不均衡的力偶作
用

,

造成其分压应力方向为北东
、

南西 向
,

因此造成本区北西和东西向构造 格 式 的 联

合
,

受主压应力作用的部位表现为东西 向
,

受分压应力作用的部位为北西向
。

,

一
‘ ’

蒲

图 鞍山地区应力场分析示意图

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形成晚于东西向构造
体系

,

受南北向的对扭作用控制
, 主要为断

距很大的压扭性断裂
,

切割 东 西 向 构造体

系
,

同时分布于基底和盖层之上
,

块断作用

明显
。

不同构造体系
、

不同方向
、

不同性质

构造形迹的应力关系如图 所示
。

鞍山群基底构造不同构造体系的复合关

系如下

反接 东西向构造体系的基底褶

皱和断裂被新华夏系断裂切割
,

彼此呈较大

角度交叉
。

重接 新华夏系断裂与东西向构

造体系的压性断裂发生重接关系
,

茹寒岭断

裂行至大孤山西南端与大孤山一老虎屯东西

向压性断裂重接
。

归并 古老的东西向张性断裂被

新华夏系北北东向压扭性断裂利用
,

造成很

多横向断裂具有先张后压扭的特点
。

重全 新华夏系的阶梯式沉降作

用使下辽河坳陷古构造形迹全部被淹没
, 盖

层层次逐次增多
。

对鞍山群基底本身应不存

在重叠关系
。

四 混合岩化作用与构造的突系

混合岩化作用对本区鞍山群结晶基底具

有强烈的破坏和改造作用 ,

现今鞍山群基底



丫

丰
,

匕

括号为主压力产物
,

外为分压应力产物 》

东西向构造体系
、,夕

一
压性断裂

、

摺皱

—
压扭性断裂

张扭性断裂

一 张性断裂

一 新华夏系压扭性断裂

图 构造形迹应力关系图解

构造的轮廓是受数次区域变质作用
、

构造变

动和混合岩化作用的综合产物
。

鞍山群地层

遭受混合岩化可初步划为三期 第一期混合

岩与鞍山运动伴生
, 同位素年龄大约

亿年
, 主要为斜长混合岩

、

斜 长 混 合 花岗

岩
。

第二期混合岩与吕梁运动有关
,

同位素

年龄大约 亿年
,

不但 混 合 辽 河群地

层
,

并叠加于鞍山群及第一期混合岩之上
,

主要为微斜混合岩
、

微斜混合花岗岩
。

第三

期混合岩形成于震旦系之后
,

以微斜混合岩

为主
。

除其他影响混合岩化作用发育的因素

外
,

三期混合岩化作用均与不同时期的构造

变动有关
。

区内混合岩多沿北西或近东西向呈带状
展希

,

与鞍山群含铁变质岩系残留体构成帚

状分带
,

混合岩发育的部位为中部倒转背斜

轴部
,

南部和北部倒转向斜的核部和南北两

个麟密褶皱带
。

这个分布特征说明褶皱的轴

部具有良好的构造通道
,

岩层倾斜较陡
,

上

部阻抗力小
,

重熔岩浆有充分的空间活动范

围
,

宜于转化过渡为渗透交代作用的进行
,

因此愈是褶皱发育部位混合岩化作用愈强
。

混合岩沿早期东西向构造体系断裂带乘

隙而入 ,

并对其改造
、

破 坏 的 现 象在樱桃

园
、

哑巴山等地较为明显
。

所以可以认为
,

本区混合岩化作用与一

定时期的构造变动有关
,

其分 布 范 围 和发

育程度受褶皱
、

断裂等构造条件的控制
。

混

合岩化作用也往往利用
、

改造和破坏这些构

造形迹
。

要指出的是
,

鞍山群基岩地质图 见图

中的混合岩并非全是鞍山群遭受混合岩

化的产物
,

其间夹有一部分以辽河群和震旦

系为原岩的混合岩
。

划分混合原岩带对研究

基底构造益处极大
,

是我们今后应深入工作

的课题
。

五 构造演化过程分析

探讨古老结晶基底的构造形态
,

树立时

间和空间上的概念
,

纵横通览其发生发展过

程
,

有助于较系统全面地认识 基 底 构 造特

征
。

从表 不难看出
,

前震旦系鞍山群沉积

之后
,

在地壳一定深度和一定的温度压力场

内产生的区域变质作用
,

使原火山一泥质一

一硅铁质沉积建造发生质变
,

转变为千枚岩

片岩 或粒变岩
、

角闪岩
、

含 铁 变 质 建

造
。

由于南北挤压应力的作用 ,

在区域变质

作用发生的同时 岩层塑性阶段 产生了层

间柔皱
,

继而导致大规模东西向较开阔褶皱

的形成 —造山运动主期褶皱 ,

中部背斜
,

南部和北部向斜已具雏形
,

其轴面与区域性

岩层产状平行
,

轴线应是水平的
,

随之伴生有

东西向压性断裂组
,

南北向的张裂 后被燕

山运动改造为北北东一北东向压扭性断裂

和两组扭裂
。

这一过程称为鞍山运动
。

鞍山

运动基本建立了鞍山群基底构造的格局
。

在

区域变质作用的稍后阶段
,

与造山运动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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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北挤压 造山运动 ’ 褚笔 断引 东西向构造体系形成 卜
区城变质作用 绿片岩

、

碳吸岩
、

火山交质建造
班

,

一 ‘ , 一“翻 二人 山 吹 才毛 夕毛 讥扒理理万刁 日 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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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卜止竺翌二竺竺竺二一一 —

一

二里二里竖里上里竺竺一
一一一一

且 鞍 岩 桨 怪 入 荃 性 岩

⋯ 很合岩化作用 斜长很合岩
、

斜长很合花肉岩

山 南北挤压应力 造山运动 摘软 断裂 东西向构遭体系初成

纪 区 城 变 质 作 用 千枚岩
、

角闪岩
、

粒变岩含铁建造

一一一一一上一竺一匕
一

些 生 里 些一一 —匕二业竺竺进竺吧竺竺一
的混合岩化作用利用既存的构造通道对鞍山

群基底给予首次无情的改造
,

沿褶皱的轴部

形成斜长混合岩带
,

沿断裂构造产生 “贯人

迷合式 ” 的混合岩
。

末期局部 地 段 发 生的

岩浆侵人活动充填了一些早期压性断裂
,

产

生了陈台沟基性岩体
,

胡家庙一王家堡中基

性岩脉 斜长角闪岩的变质原岩 和伟晶岩

脉等
。

上述过程动变公式可为 挤压应力一

褶皱一断裂一混合岩化一岩浆侵人
,

后者源

于前者
,

鞍山运动结束了太古代的历史
。

倘

若静止地看问题
,

本区此时的地壳状态应为

鞍山群基底的真貌
。

然而
,

鞍山群基底构造的发展史并没结

束
,

元古代海侵后
,

泥质
、

碳酸盐类物质沉积

于已形变的鞍山群地势低洼处
,

伴随有陆源

火山活动
。

再度沉降发生的区域变质作用使

辽河群变为千枚岩一碳酸岩一火山碎屑岩变

质建造
,

鞍山群蒙受第二次变质作用
。

元古

代末期的吕梁运动烈度远强于鞍山运动
,

南

北挤压应力及由其不均衡而产生的北东一南

西的分压应力的作用
,

使鞍山群基底承袭了

鞍山运动时的某些特征 图
,

除辽河群

鞍山运动阶段

四
大峪溯条拙麟五塑刃 棍储

辱驴坛母千粉绿倪洲兰玺酬 拐 组条 狱 长石英岩 ·

匕到元古代泥质沉积物 盛日浪子山组用云母千往岩石英岩

图 北部含矿带鞍山运动一吕梁运动构道演化
剖面示愈图

本身产生形变外
,

下伏鞍山群经受了褶皱加

剧
、

断裂复活的深化再造过程
,

在北东一南

西向分压应力作用处
,

构造 线 方 向 发生改

变
,

北西向构造格局形成
。

中部倒转背斜 ,

南
、

北倒转向斜和两个紧密褶皱带比时定型
。

伴随发生的第二期混合岩化作用形成了微斜



混合岩
,

出现了微斜混合岩叠加于斜长混合

岩之上的现象
。

末期闪长岩等 中 性 脉 岩侵

人
。

震旦纪之后主要为造陆运动性质
,

震旦

期的混合岩化作用活动范围有限
, 对鞍山群

基底破坏甚微
。

直至中生代发生强烈的燕山运动
,

对鞍

山群基底的改造和破坏极大
。

南北平行的对

扭作用使本区东部北移
,

西部南移
,

新华夏

构造体系形成
,

其构造形迹为一系列北北东

一北东向压性压扭性断裂
,

如沈旦堡断裂
,

首山一麦山子断裂
,

寒岭断裂和其他横向断

裂等
。

它们常叠加在东西向构造体系的张性

断裂之上
,

对含铁带具有破坏作用
,

致使矿

体沿走向中断
、

位移
、

缺失等
。

如北部含矿

带于西大背 张家湾 处突然中断
,

而移干

千米之外的七岭子
,

东
、

西鞍山几个矿段平移

数百米
,

樱桃园矿体北端突然缺失
,

都与该组

断裂平移性质有关
。

区内地形和地层的东高

西低
,

东老西新
,

这种阶梯式块断和下辽河

坳陷的形成也与该组断裂的逆冲性质有关
。

早期褶皱
、

断裂的被切割破坏
,

北部倒转向

斜的一分为二
,

以及构造体系间的复合关系

等错综复杂的构造形态都与南北对扭应力有

关
。

大规模的酸性岩浆侵 入
, “千 山 花 岗

岩 ” 及期后脉岩沿各构造线方向镶嵌于鞍山

群基底之间
。

燕山运动告终
,

地壳处于相对

稳定状态
。

上述粗略的解释远非鞍山群基底构造发

展的全部过程
,

其真实的演化过程要较前述

复杂得多
。

我们仅以几次大的动变阐述鞍山

群的历史
,

也不够详尽和完整
。

不过可以认

为 鞍山群基底构造轮廓
,

构造形迹及其表

现性质是经多次动变再造复杂化了的综合产

物
。

三 找矿方藏

根据鞍山群基底构造的 分 析
,

对 本区

贫
、

富铁矿的找矿方向谈一些肤浅看法
。

一 贫铁矿的找矿方向

七岭子一谷首峪倒转向料远景区 眼

前山一谷首峪 处于倒转向斜转折端部
,

钻

探
、

物探资料表明
,

眼前山樱桃园组铁矿体

向谷首峪方向仍有延续
,

应继续追索查明远

景
,

同时注意破子山‘ 谷首峪之间是否也有

隐伏铁矿体
。

狼洞一山印子 处于倒转向斜北东翼
,

应为破山子一狼洞含矿带的延续
,

震旦系钓

鱼台组石英岩之下伏有樱桃园组含矿层 山

印子后山可见
,

有继续向西延续的可能
。

七岭子地段 处于倒转向斜南西翼
,

新

华夏构造块断作用使七岭子铁矿块下沉数百

米
,

为震旦系
、

寒武系
、

第四系覆盖
,

此推

断后为钻探证实
。

该矿段应向北西延展
,

直

至七岭子堡与寒岭断裂相接
。

樱桃 园一张家湾倒转 向料远景 区 羊

草庄一陈台沟一张家湾含铁带处于倒转向斜

的南西翼
,

为一隐伏磁异常带
,

张家湾钻探已

证实有铁矿存在
,

陈台沟深部也应有樱桃园

组铁矿体
,

羊草庄地段鞍山群盖层为辽河群

和第四系
,

物探推测在深千米之下有矿
,

但预

计向陈台沟方向埋深逐渐变浅
。

羊草庄处曾

投人钻探验证
,

因深度不够未能探达矿体
,

有继续工作之必要
。

西部平原地段 倒转向斜的北西端随新

华夏北北东向断裂的块断作用阶梯式沉降
,

盖层层次增多
,

厚度增大
,

矿体赋存部应更

深 图
。

南部倒转向料有利地段 四方台一大

孤山之间 震旦系之下有存在樱桃园组铁矿

可能
,

而与褶皱另一翼的黑石位子铁矿相对

应
。

黑石在子至东鞍山间滋异常反映和含铁

石英岩露头的断续出现
,

说明向西应有铁矿

延续
。

该处辽河群发育
,

因此既应注意盖层

之下存矿的可能
,

又应注意是否有以辽河群

为原岩的混合岩之下赋存盲矿的可能
。

李三台磁异常及向西部平原延续部位由



西大背

人 通犷

厂石门第四系 「几门 侏罗系

习 退系 匕全」石炭系中
、

上统

寒武系
·

巨口。。河。

太古界鞍山群
巨口

“ ”

卜

”

飞 北然介亏
“

卜 北部例转向斜 向西部平原侧伏纵向剖面矛令图

于受新华夏断裂作用
,

其沉降特点与北部倒

转向斜相同
,

有必要验证四方台异常 埋深

相对较浅
,

并追索李三台异常向沈旦堡断

裂西侧延展情况
。

小 岭子
、

祁家沟紧密褚玻带 应注意

混合岩中找寻大峪沟组铁矿
,

其中祁家沟含

矿带张家堡可能为紧密褶皱端部 , 矿层有加

厚希望
。

上述找矿区已知地质特征及工作程度等

见表
。

二 富铁矿找矿方向

‘昆合岩化热液 交代型 富铁矿 本区东

西向构造体系的张性断裂 横向断裂 , 压

性和压扭性断裂
,

尤其是它们的交汇部位为

此类富铁矿的导矿和容矿构造
。

当断裂带具

有深
、

宽
、

陡特点且为混合岩充填时为有利

找矿地段
。

樱桃园富铁矿就具有这种赋 存 构 造 条

件
,

富铁矿体沿断裂向下延伸未尖灭
,

其深
部还可探求一定储量

。

区内褶皱翘起转折端是纵横断裂发育部

位
,

如产子山
、

黑石碗子等地 , 应注意该类

富矿存在的可能
。

由于北东向新华夏系断裂常与早期东西

向构造的张性断裂 复合
,

所以规模较大的横

向断裂都是值得注意的找矿部位
, 如哑巴山

断裂
,

首山一麦山子断裂通过羊草庄异常处

等
。

风化淋海型 富铁矿 七岭子至位子山
’

一带是北部倒转向斜的翘起端
,

古断裂极为

发育
,

位子山已发现一些风化 淋 簿 富 集现

象
,

应注意 “ 线型 ” 风化富铁矿
。

七岭子隐

伏铁矿体具震旦系和寒武系盖层 ,
能否形成

风化壳型富矿值得注意
。

北部倒转向斜倾没端的坡堡子一羊草庄

重
、

磁异常带
,

系由樱挑园组厚层陡立铁矿

体引起
,

因被辽河群 片岩 千枚岩 ,
、

石英岩覆盖
,

埋深千余米
。

重力异常最高值

达 毫伽
,

是铁矿体氧化深的标示
,

磁异常

最高值达 。。。伽马犷重
、

磁异常中心有 显著

偏离 磁异常中心在南
,

重力异常中心偏北
,

间距 。。。米
,

其间可能为归并性断裂 首山

一麦山子断裂 通过处
,

东西向构造体系张

性断裂造成北西盘上升
,

南东盘下降
, 太古代

至元古代时古地形为南东低北西高
,

北西盘

矿体遭受剥蚀程度较南东盘强
,

矿床氧化程

度也强
,

因此北西盘较南东盘氧化带深
。

元

古代初两盘共同接受沉积
。

该断裂又经新华

夏断裂之改造
,

使原相对抬高 之 北 西 盘下

降
、

相对降低之南东盘上升
,

则反映出重力

异常中心部位与磁异常中心部 位 的 显 著偏



找 矿
、

区 地 质 简 表 丧

找找 犷 地 段段段 构 造 部 位位

⋯一
床、 一

甘
二一几

盖盖盖盖盖层及围岩岩 形 状 和 产 状 矿石 类型型矿石 类型型

谷谷 首 峪峪 接接接 混 合 岩岩 厚层状 了 截铁矿矿 普 查查

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 震 旦系石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旅旅洲一山印子间间 园园园 岩
、

千枚岩岩 ,, 艺 。。 磁
、

亦铁矿矿矿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襄 让 苏 霞 日 忍
七七 岭 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 ,,

· 。乙 。。

赤
、

磁铁矿矿 普 查查
千千千千千枚岩

、

混 合岩岩岩岩岩
羊羊 草 庄庄庄庄

。

妞一张家清清而抓面合省省
,, 艺 。。。

物 探探
声声声声声向斜南东夏夏夏夏夏夏

陈陈 台 沟沟沟沟 基性岩 , 片岩岩 ,, 含铁石英岩岩 普 查查

张张
‘

家 油油油
叫 月月 目口口

第四系 , 片岩岩 ,’ “ 艺 ““

磁铁矿矿 ,,,

,,,,, ,, ,,,,,,,

李李三 合一四方 合合合 南部倒转向斜斜 第四 系
、

寒武系系系系 物 探探
北东翼翼 展旦系系系系系

燕燕石位于一东彼山之间间间 南部 倒转向斜斜 混合岩 , 混合岩岩 薄层状 艺 ““

含铁石英岩岩 ,,,

南南南南西翼翼翼翼翼翼

西西旅山能西端端端 ,’ ,, ,’’ 第四系
、

震 旦旦 厚层状 破
、

赤铁矿矿 普查初劫劫
系系系系系 , 千枚岩岩岩岩

、二 、

润 叫叫

西西 部 平 原原原 南
、

北例转 向斜斜 集四 系
、

寒武系
、、、、、

西西西西端端 震旦系
,

江河群群群群群
招招家沟一张家 , 大大 北部紧密褶皱带带 混洽岩岩 薄层

、

多层
。乙 。。

磁铁矿矿 普 查查

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峪
小小 岭 , 沟沟 南部紧密摺皱带 二合岩 ,, ,,, 赤

、

进铁矿矿 初 劫劫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离
。

断裂的北西盘应为寻找风化淋滤型富铁

矿有利地段
。

南部倒转向斜南西翼西鞍山铁矿床及其

向北西方向延展地段
,

震旦系钓鱼台组与鞍

山群樱桃园组不整合接触
,

其下假象赤铁石

英岩矿层 中时有疏松多孔状
、

角砾伏
、

粉末伏

等风化淋滤型富铁矿的存在
。

于十五号坑
、 ,

、

号钻孔较明显 ,

产出部位严格

受铁矿层
、

不整合面或早期断裂弱化带的控

制
, 尽管富铁矿中往往杂有原生富矿砾石或

发育某些晚期热液活动的迹象
,

都不能否定

风化淋滤作用导致铁质富集的事实
。

本区风

化壳富铁矿的找矿前途主要决定于贫铁矿体

向西延展情况
,

必须首先查明矿源层
。

南部倒转向斜北东翼的李三台一四方台

重二磁异常区
,

推断 也是樱桃园组铁矿体引

起
。

盖层为震旦系
、

寒武系和第四系
,

埋躺
。。 米以下 , 在该区找寻风化壳富铁矿

,

也

应建筑在首先查明贫铁矿的基础上
。

西部平原至下辽河坳陷新华夏系块断作

用造成的沉降部位 ,
·

元古界一第四系巨厚沉

积物之下
,

鞍山群樱桃园组铁矿体是否存在

及其赋存部位
、

规模
、

产状等 , 目前仅局限

于推测阶段
,

虽为有利构造部位
, 但必须确

定贫铁矿体存在无误
,

才宜于找寻风化淋滤

型富铁矿工作的开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