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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成立三十

年了
。

三十年来
,

我国新建的钢铁企业星罗

棋布
,

像一颗颗闪亮的明珠
,

把祖国大地打

扮得更加美丽
、

壮观
。

成千上万的地质尖兵
,

响应党的号 召 ,

不畏艰险
,

勇攀高峰
,

为钢铁工业的发展
,

探明了越来越多的铁矿资源
,

为社会主义建

设立下了丰功伟绩
。

本文简要回顾建国以来

铁矿地质工作取得的成就和认识
。

一 三十年来铁矿地质工作

的雄伟步伐

我国铁矿资源十分丰富
。

但在半封建
、

半殖民地的 旧中国 , 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
、

掠夺和反动派的破坏
、

摧残
,

铁矿资源得不

到勘察和开发
,

研究工作也几乎是空白
。

解

放前夕
,

我国铁矿估计储量只有 亿吨
。

解

放前
,

就连著名的鞍山铁矿
,

也从来未进行

过系统勘探
, 日伪时期只有三台钻机

,

钻探

进尺总共不到五千米
。

弓长岭矿只打了四个

钻孔
。

新中国一成立
,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

地质工作的展开
,

铁矿地质工作也得到了迅

猛的发展
。

解放祖国大西南的炮声未熄
,

为

恢复鞍钢
,

就在辽东 半 岛 摆 开了找铁的战

场
。

接着
,

北起燕山的大庙
、

庞家堡
,

阴山

的 白云鄂博
,

南至海南石碌
,

西南大雪山的

攀枝花
,

中原的大冶
,

到处响起了钻机的轰
鸣声

。

普查找矿也开始向从山峻岭发展
,

见

矿喜报频传
。

年的十年间
,

铁矿保

有量增长
,

可 供工业设 计的储量达数

十亿吨
。

此间
,

鞍山地区 勘探了东西鞍山
、

大孤山
、

樱桃园
、

弓长岭
、

大河沿
、

歪头山

等矿床
,

获得数十亿吨储量
。

钻探进尺 万

多米
。

年
,

党中央发出全民找矿的号召
,

不到一年就发现了十六万多个新矿点
,

其中

相当一部分是铁矿
,

至今仍是找矿
、

研究工

作的重要依据
。

年
,

党中央
、

毛主席提出 “备战
、

备荒
、

为人民 ” 的方针后
,

内地和边远地区

的找矿工作
,

以及已有矿区 的 综 合 研究工

作
,

又有新的发展
。

特别是 年中央发出
“ 大找富铁矿 ” 的号召以来

,

铁矿地质工作

更是声势磅礴
,

进人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

段
。

毛主席提出 “一个粮食 , 一个钢铁
,

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 。

周总理

也说过 “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史表明
,

有
了钢铁就能够有机器

,

而有了钢铁和机器
,

也就能够有整个工业以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

展 ” 。

年以来
,

中国科学院
、

国家地质
总局

、

冶金工业部都安排相当力量进行铁矿

找矿勘探和科研工作
。

据 年底统计
,

参

加富铁矿地质会战的职工有六万三千人
,

科

研人员一千三百余人
,

开动钻机六百四十台
。

年
、

年又有进一步增长
。

到 年
底

,

我国铁矿探 明 储 量 已居世界第二位
,

比解放初期增长数十倍
,

产 区 遍 及全国各

地
。

近几年来
,

冶金地质系统探明的铁矿储

量大幅度增长
,

如鞍本地区
,

冀东地区
,

以

及内蒙
、

山西
、

邯邢
、

莱芜
、

宁芜
、

鄂东
、

海南
、

滇中
、

川南的铁矿储量都有不同程度
的增长

。

年以来
,

冶 金 地 质 系统先后

召开了七次铁矿工作总结交流会
,

举办一期

找富铁矿的技术骨干进修班
,

出版了五种铁

矿 资 料 汇 编
,

编制了南方十二省区和北方

部分地区 包括跨省的 的一 万 万

铁矿成矿规律或成矿预测图及南方铁矿 图
。

冶金部地质研究所对菱铁矿进行了大量综合



和专题研究
,

并发表了一批成果
。

同时还发

表了大量国内外铁矿资料和文献
,

仅 地质
与勘探 》杂志 至 年间就发表了 篇

有关铁矿的文章
,

、

促进了我国铁矿找矿和研

究工作的发展
。

二 新中国铁矿地质工作的

主要成就

我国铁矿资源丰富 ,

类型众多
,

远在二
千六百年前即被开发利用

。

据《管子 》“地

数 ” 篇中记载
“

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
,

出

铜之山四百六十七
,

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
” 。

解放后 ,

随着基础地质工作的展开和近代成

矿理论的传播
,

对我国铁矿成矿规律的认识

不断深化
,

找矿
、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

下面

结合个人的体会 ,

作的主要成就
。

谈谈碑国以来铁矿地质工

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
,

在对原有铁

矿进行大规模地质勘探的同时
,

在全国范围

内展开了地质普查工作
,

发现了 许 多 新 矿
。

如鞍山地区的鞍山式铁矿
,

河北的庞家
、

大庙
,

内蒙的白云鄂博
,

, 湖北的大冶
,

广东的石碌
四 川 的 攀 枝
,

都进行了大
规模勘探

。

在这段时间里
,

祁连山发现了镜
铁山式铁矿

,

匀
、

广东大顶
、

鄂西等地大大发展了宁乡式

铁矿 ,

并随即进行评价
、

勘探
。

这些都为我
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

,

至今仍

四川发现宁南式铁矿
,

贵州都

江苏的梅山铁矿
,

山西的五台一吕梁铁矿
,

河南的舞阳铁矿
,

豫西的宣龙式铁矿等
。

与

此同时
,

老矿区的外围也不断发现新矿点
,

逐

渐形成铁矿带 , 如滇中铁矿带
。

通过物质成

份复杂的矿区的勘探
, 使铁矿物质成份研究

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第一届全国矿产会议

年
、

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 年

和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学术年会

年
,

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找矿和科研

成果
。

这个时期
,

接触交代一热液作用的内

生成矿观点曾盛行一时
。

通过研究镜铁山式

和宁乡式铁矿
,

总结出一些 沉 积 铁 矿的规

律
。

梅山铁矿的发现
,

是陆相火山岩中找到

大铁矿的一次突破
,

它对地质工作程度较高
地区发现隐伏大矿是一个鼓舞

,

同时也显示

出地质
、

物探相结合
,

进行综合找矿的威力
。

《中国已知铁矿类型特征
、

分布与生成的地

质条件及今后的普查方向 》 程 裕 洪 等
,

年
、

中国含铁地层及其存在的几个

问题 》 地质部地质研究所
、

矿物原料研究

所
、

地矿司
,

年
、

《论我国富铁矿已知重

要类型的成矿地质特征 》 裴荣富等
,

年
、

《中国南方宁乡式铁矿的层位
、

相与

成因 》 付家漠
、

嘴中国宁乡式铁矿的岩

相古地理条件及其成矿规律探讨 》廖士范
,

年
,

以及 祁连山
一

也槽相火山一沉积

铁矿床的成矿机理 》 刘永康
, 匀 年

,

总结了一些规律性认识
,

并指出了存在的问

题
。

·

区堡花

为储量最丰富的重要成矿区
。

沉积变质的鞍
山式铁矿

,

接触交代的大冶式铁矿
,

震旦纪

底部海相沉积的宣龙式铁矿以及岩浆型的大

庙式铁矿的研究工作比较深人
,

从这些矿床

总结出的研究方法及成矿规律
,

对后来的铁

矿研究均有很大影响
。

中国东北部辽宁山

东等省前震旦纪鞍山式条带状铁矿中富铁矿
的成因问题 》 程裕淇

,

年
、

嘴论大

冶式铁矿 》 黄鳃等
,

年
、

《中国南

部火成铁矿生成规律 的 初 步 分析 周圣

生
, 以及 铁矿的普查与勘探 》 第二版

边效曾
,

年 等是孩个时 期 禹什飞
作

。

气 专业队伍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

发现了更多的铁矿
,

如江西的新余式铁矿 ,

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初
,

内地的

铁矿地质工作蓬勃发展
,

一些老区扩展成大

型矿带
,

并发现了一批新矿区
。

如长江下游

宁芜地区
,

继梅山突破之后
,

在当涂钟姑矿

田
、

马鞍山南山一凹山矿 田和庐江一极阳地

区
,

又陆续发现一批大中型矿床
,

扩大了华

东铁矿基地
。

河北武安一涉县地区的夕
一

卜岩

型铁矿
,

在总结区域成矿规 律 的 获 础上
,

发现成矿岩体为似层状侵 入 体
,

矿 体呈多

层沿几个接触界面产出 图
。

该区运用低
磁异常找矿的规律

,

连续在深部找到规模更

大的新矿体
。

这个经验对鄂东地区
、

莱芜地

区
、

晋南
、

东北等夕卡岩 积铁矿找矿 也有促

进
,

先后发现了张家注
、

黄岗
、

马坑深部等大

矿
,

从而冲破了夕卡岩型矿床无大铁矿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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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菱铁矿
,

矿石致密 ,

结晶

程度低
,

长期未被人们认识
。

这两个铁矿的发现
,

对促进

我国海相火山岩型铁矿
、

海

相沉积型菱铁矿的找矿
,

对

海底火山成矿作用和层控矿

床
,

以及变质火山岩的研究
,

都有重大影响
。

《中国东部

含铁石英岩变质含矿建造的

类型及其特点 长春地质

学院
,

年
、 ‘ 我国若干

类型铁矿找矿近况 》 冶金

邹地质研究所铁矿专题组
,

年
、

《云南大红山火

山岩地区铜铁矿床成矿地质

特征及找矿标志 》 云南地

质局第九地质队
,

年
搜华东火山岩地区铁铜矿床

成矿规律
、

找矿标志
、

找矿

方法研究 》 地质总局宁芜

科研队
,

年 , 反映了

这一阶段的基本情况
。

大打富铁矿之仗以来
,

地质和冶金系统在各重点区

框框
。

研究工作证明了冀东沉积变质型磁铁贫

矿是易选
、

经济效果 好 的 优 质人造富矿原

料
,

从而解决了有关钢铁厂的铁 矿 资 源 问

题
,

改变了以往对这类矿石的认识
。

高炉炼

铁的钦铁分离是我国独创的一项新技术
。

由

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

使攀枝花铁矿成为可供

综合利用的巨型铁矿资旅从地
。

岩浆型低品

位磷肥资源的研究和利用
,

促进了我国与超

基性岩有关的低品位铁磷 共生矿床的找矿勘

探妥在西北
、

华北
、

东北相继发现和勘探了

一些这种矿床
,

增添了 新 的 铁 矿类塑
。

此

外
, 还发现和扩大了新疆哈密铁矿带

。

青海

都兰铁矿
,

西藏唐古拉 山 菱 铁 矿
,

四川红

格
,

云南大鱿山
、

大励龙
,

陕西大西沟
,

河

南许昌隐伏变质铁矿以及黑龙江谢尔塔拉铁

矿等
。

大红山铁矿是产于变质岩区的海相火

山岩型铁矿
,

规模大
,

见位富
,

成矿特征保

存完整
,

规律性明显
,

是一个典型矿床
。

大

西沟铁矿是秦岭南坡泥盆纪海相沉积大型层

组织了铁矿普查或勘探会战
,

科学院的有关

研究所和有关院校的地质科研力量
,

也参加

了铁矿成矿规律
、

找矿方向和成矿理论的研

究
。

同位素地质
、

遥感地质
、

数学地质
、

化

探
、

矿物包裹体测温和成矿成岩实验等现代

技术手段
,

也被广泛应用于找矿 , 从而加快

了找矿评价工作步伐
。

不少老区和新区发现

了新矿床
,

技术和理论水平迅速提高
。

例如鞍

山和冀东地区的野外和室内研究工作证明
,

混合岩化并不能同化厚层鞍山式铁矿层
,

反

而有利于铁质在贫铁矿层中的 分 异 富集 ,

铁矿层因区域构造作用常成复式褶皱赋存于

混合岩化发育的变质岩系中
,

改变了以往认

为已知矿床基本上都是单斜 构 造 的 传统认

识
,

进而在弓长岭
,

冀东等地区发现了新矿
层

、

新矿区
,

储量大增
。

阿尔泰山的蒙库矿

带
,

天山的新源矿带
,

应用和发展了海相 火

山岩成矿理论 , 发现了多处新矿床
,

扩大了

矿带远景
。

云南惠民
、

维西等地发现了大型

菱铁矿床
。

西昌地区增加了 火 亿多吨储量
,

—



满银沟扩大了轻微变质的沉积富铁矿储量
。

白云鄂博铁矿改变了 “ 特种高温热液 ” 成矿

观点
,

按层控观点分析已有资料
,

在西部扩

大了矿床规模
。

海南石碌铁矿
,

进一步否定

了 “夕卡岩型 ” 结论
,

初步证实是沉积变质
改造型富矿

,

扩大了规模
,

促进了南方找海

南式富矿工作
。

此外
,

安徽前常
,

内蒙朝不

楞
,

山东淄河北段
,

也找到富铁矿
。

近年来
,

在铁矿的找矿和研究方面
,

主

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首先

,

在全国范田内开展了沉积变质贫

矿中找矿的研究 北方侧重于古风化壳型富

矿存在的可能性和找富矿方向的研究 , 南方

侧重于在大陆上找海南式富矿
。

认为其中

的富矿主要决定于原生富集程度
,

其次是变

质
、

热液叠加富化 华北地台上的古风化作

用
,

不足以形成 或保存 工业富铁矿 , 南

方发现了几处海南式富矿线索
,

同时发现华

南存在海西地槽沉积
,

改正了海南岛浅变质

岩系的时代划分
。

第二
,

普遍重视了火山成矿作用和火山

岩型铁矿的找矿
。

我国首先提出的 “扮岩铁
矿 ” 成矿模式

,

对陆相中性 偏碱性 一中
、

酸性火山岩系中铁矿成矿规律和理论进行了

总结
。

冶金部地质研究所对我国东南部 个

陆相火山岩盆地进行分析研究
,

总结了成矿

特征
,

指 出了找矿方向
。

在元古代和 古生代
地槽区

,

对海相火山岩铁句
“

也作了研究
,

发

现一批元古代含矿变质火山 ,’系
。

在云南
、

新疆
、

一

甘肃
、

内蒙发现了一批海相火山岩铁

矿带
。

第三
,

注意了菱铁矿的找矿
,

其多成因

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地质工作者所讯视
。

云
、

贵
、 、 ‘几 、

新
、

陕
、 ’

胡互
、

章贵
、

布获等省 刃

对菱铁矿床做了人 七工作
。

揭铁矿州
、

夕 牙

岩铁矿
、

火山岩铁劲
“ ,

店红至鞍山式铁 仰
“ , ,都

发现有菱铁矿
,

多有一定赋存层位
。

冶余地

质系统和科学院都曾召开 专门会议
,

讨论菱

铁矿的找矿问题
。

第四
,

夕卡岩铁矿的找吞
“ ,

山点到而
,

现已开始对我国东部儿个成扫 区的规 和相

互关系进行总结
,

特别汁 念了隐伏初
’‘

床的找

矿评价标志研究
,

提出了深部断裂控矿
、

板

块控矿
、

围岩层位控矿等各种认识 , 也有的

人认为夕卡岩铁矿与火山岩铁劲
“

有联系
,

引

起热烈的讨论
。

我国部分铁矿成矿时代简表 据刘宏英修改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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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 进行了大量矿物包裹体测温

、

同

位素地质和成矿成岩实验等基础数据测定和

研究
。

有些铁矿床的矿石矿物中发现了大量

气液包裹体
,

对探讨成矿物质来源
、

成矿物

理化学条件及成矿机理 , 提供了丰富材料
。

华北几省主要夕卡岩铁矿床中黄铁矿的硫同

位素
,

其乙 , ‘
值为 一 一 编

,

表明硫

可能来自围岩沉积 时的含盐建造
。

上百个同

位素地质年龄资料揭示出铁矿形成的规律性

表
。

宁芜火山岩富铁矿和鞍山式铁矿

风化淋滤富矿形成的物理化学条件等模拟实

验也取得初步成果
。

这几年 出版的国内外铁

矿技术资料很多
,

其中较重要的有 《中国

几组主要铁矿类型 》 程裕淇等
,

年
、

《我国富铁矿地质特征概述 》 冶金部地质

研究所
,

年
、

扮岩铁矿一安山质火

山岩地区铁矿床的一组成因模式 》 长江中

下游火山岩区铁矿研究组
,

年 和《铁

矿的形成与富集 》 张文佑等
,

年
。

三 对铁矿成矿规律的认识和展望

年
,

谢家荣修改了丁格兰对中国铁

矿的分类
,

提出了《 中 国 铁 矿 之分类
。

年
,

程裕淇将我国铁矿分 成 火 成
、

水

成
、

变质三大类十六型
,

年底作了第四

次修改
,

按铁矿形成的主要地质因素
,

将成

因上有内在联系的铁矿床分成八 个 类 型 组

十三式 与基性
、

基性一超基性

岩浆侵户、

活动有关的岩浆晚期铁矿床 ,

与中一酸性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接触交代一

热液型铁矿床 , 与中性 偏基性或偏
酸性 钠质或偏钠质火山一浸人活动有关的

铁矿床 , 浅海相沉积铁矿床 ,

海陆交替相和湖相沉 积铁矿床 , 受变

质沉积铁矿床 残积型及其他表生铁

矿床 , 一些多时期
、

多因素的铁矿
。

我国著名矿床学家孟宪民早年提倡夕卡岩内

生成矿学说
,

年调查 长江下游铁铜矿产

时
,

开始大力倡导同生成矿学说
。

年
,

谢家荣也抛弃前人以玄武岩浆单来源的矿床

分类法
,

把物质的多来源作为最基本的因素
。

他按矿质来源把矿床 分为四大类 地面

来源的
、

与沉积岩有关矿床 , 地壳表层

来源的
、 ’

与火山岩有关矿床 , 硅镁层玄

武岩浆来源的
、

与深成岩有关矿床 , 硅

铝层再熔化混合岩浆来源的
、

与花岗岩化岩

右有关矿床
。

我国一些著名矿床学家和地质
专家也从不同角度对我国铁矿提出多种分类

方案及找矿意见
,

他们普遍重视铁矿成矿的

物质来源 如含矿围岩
、

岩浆侵入一火山作

用 和多期多因素叠加成矿
。

涂光炽按成矿

作用方式的多样性
,

成矿物质来源的多源性
,

成矿时间的多阶段性归纳出五种成矿模式

叠加成矿模式 , 活化或再造 过去

称为侧分泌 成矿模式 沉积改造成矿

模式 , 复杂成因 多成因 成矿模式 ,

演化成矿模式
。

划分矿床类型
,

是地质
、

找矿
、

科研工作发展和成矿理论认识的综合

反映
。

我国铁矿的成矿时代
、

类型
、

规模和分

布
,

都有明显的规律性
。

按工业意义来说
,

其中重要的有

太古代的鞍山式铁矿
,

呈厚层大面

积产于长期隆起区边缘和隆起区次级凹陷边

部
,

组成断续横贯全国的巨型矿带
,

基本上

是磁铁矿贫矿 假象赤铁矿
,

富矿为后来改

造叠加的
,

为沉积一火山沉积成因
。

早元 古代沉积变质铁矿
,

既有条带

状磁铁矿一赤铁矿硅铁沉积型
,

也有块状磁

铁矿
、

赤铁矿 一菱铁矿沉积型
,

厚层状及大

产镜状
,

矿床 呈矿带产于元古代地槽区
·

贫
矿层中或其上

、

下
,

伴有高品位矿石或富矿

层
。

普遍伴有海相火山岩及碳酸欲岩
,

特别

是富矿地段 有的地区可见火山沉积一次火

山岩与铁矿呈 过渡关系
。

也有岩 浆 型 铁 矿

床
。

晚元古代发育着浅海一滨海相沉积赤铁

矿一菱铁矿或鲡绿泥石型铁矿
,

呈层状至大

透镜状
,

厚度减小
,

产于变质岩基底盖层底

部
,

常分布于 含铁变质岩系
,

甚至鞍山式铁

矿带出露区附近的沉降区
。

古生 代矿床类型越来越多
,

矿带
、

成矿区范围越来越小
,

矿石品位提高
,

富矿

比例增多
,

岩浆侵入 火山成矿作用越来越

显著
。

沉积铁矿主要形成于地壳运动每个大

旋回初期的海侵初期或海侵加大期
,

产于滨

海一浅海或湖滨凹地
。

早 期 为 海 相沉积矿

床
,

产于地槽区者常伴有海底火山作用 , 产

一 一



于地台区者多数人认为是陆源沉积
,

看来可

能与远源火山作用或再沉积有关
。

它们都常

位于碎屑沉积与化学沉积的过渡层位
。

晚期

为海陆交替相和湖相沉积铁矿
,

往往与煤系

伴生
,

矿床与砂页岩关系密切
,

受沉积区水

下凹地控制
。

海西期岩浆侵人一喷发作用形

成大规模的岩浆矿床和一些热液
、

接触交代

矿床
。

其他时期的岩浆成因铁矿
,

随着找矿
、

研究工作的深入也陆续有所发现
,

但强度和

规模还比较小
。

岩浆型铁矿带产于不同隆起

区边缘深断裂带内或其附近
,

矿床赋存在次
级断裂带中

,

含矿岩体多为辉长岩
、

辉长一

苏长岩
、

辉石岩
、

橄辉岩或辉绿岩
,

主要成

矿期为海西早期
,

次为加里东早期
、

早元古

代晚期
。

中生代继续了古生 代 的 发 展趋

势
,

再造
、

叠加型矿床增多
,

一个矿带或成

矿区中的矿床类型更复杂了
。

沉积铁矿与煤

系地层有关的情况越来越多
,

成矿区范围逐

渐变小
,

矿层变薄
,

菱铁矿增多
。

与岩浆侵

入一喷发作用有关的矿床 占重要地位
,

特别

是燕山期的接触交代型矿床
、

火山岩型矿床
和叠加

、

改造矿床
。

成矿区规模虽缩小
,

但

矿石品位高
,

磁 铁 矿
、

赤 铁 矿
、

菱铁矿都

有
,

矿床集中
,

矿体向深部发展
。

岩浆矿床

规模小
,

品位低
。

接触交代型矿床中
,

地槽

区夕卡岩铁矿产于褶皱区内次级坳陷边缘 ,

地台区夕卡岩铁矿 产于隆起边缘坳陷带的次
级隆起带

。

矿带受基底断裂和盖层断裂的交

汇地带控制
,

矿床主要受接触带控制 近来

发现大型矿床多有产于接 触 外 带 的层状矿

体
。

赋矿岩层主要有奥陶系
、

石炭系
、

三

迭系及元古代的富钙镁岩系
。

成矿岩体为角

闪闪长岩一闪长岩一花岗闪 长岩一花岗岩
。

海相火山岩铁矿 包括中生代以前的 产于

地槽区多次喷发旋回的大规 模 火 山 活动地

段
,

基一中一酸性火山熔岩一碎 屑 岩 建 造

中
,

熔岩可以是正常系列的流纹岩一安山岩

一玄武岩类和富钠的细碧一角斑岩类
,

常伴

有白云质碳酸盐沉积和大量碧玉
。

除火山沉

积一热液矿床外
,

还有铁 浆烈矿床
。

陆相火

山岩铁矿集中于地槽区和地台过渡区褶皱带

的火山岩盆地内
,

与安山岩一闪 长岩类火山

喷发至浅成侵人岩有关
,

而以闪长汾岩为密

切
。

新生代铁矿成矿作用弱
。

只有少
量湖相沼铁矿

、

海滨砂铁矿和与玄武岩有关

的岩浆成因矿床
。

工业意义较大的是风化淋

滤及残坡积氧化矿
。

刘宏英根据我国一些主

要铁矿床的同位素地质年龄资料编制的铁矿

成矿 时代简表 见表
,

与前述情况相符
。

我国铁矿的类型及其规模
,

与地壳演化和我

国的地质构造发展相一致
。

地壳形成初期
,

厚度较薄
,

地球内部温度高
,

地热梯度陡
,

硅铝壳广泛发生形变
。

因此
,

构造上形成线

状沉降带和规模较大的断块 , 岩石以塑性形

变为主
,

褶皱发育
。

在沉积建造上
,

沿深断

裂涌出地慢物质
,

出现强烈的火山活动和喷

气作用
,

沉积着火山岩与富火山物质的杂砂

岩
、

泥质岩
、

凝灰岩
、

砾岩 及 条 带 状硅铁

层 形成广而厚的绿岩带和铁矿层
。

在变质

作用上
,

广泛发育区域变质作用
,

形成明显

的线性构造一岩浆带和不同变质深度的变质

带
。

这就决定了太古代铁矿的前述类型
、

规
模和产出特征

。

经过长期分化
,

到元古代早期
,

地壳增

厚
, 深成活动限于一定地带

,

各断块之间的

活动性显 出差异
,

地壳分为稳定的地台和活

动的地槽
。

地台上有 巨大盆地
,

盆地基底的

隆起和断陷活动仍很显著
,

形成一些宵窿和

洼地
。

岩浆一火山活动仍很强烈
,

但多限于

地槽区和地台的断陷带
。

这就造成元 古代铁

矿类型繁多
,

分布范围相对缩小
。

但这时地

壳断块规模还很大
,

所以矿带规模仍有世界

性
。

随着地球物质的长期分异
,

层圈构造越

来越清楚
,

在铝壳变大
,

地壳表层增厚
,

断

裂构造更加发育
,

断块越分越小
。

古生代以

来
,

我国大陆地壳受全球板块构造影响
,

逐

步发展成几个大断块 相当于我国 级大地

构造单元 和随后的更多的断块 相当于次

级构造单元
,

大地构造控矿的规律性很明

显
。

我国铁矿的分布就是受前
一

占生代铁的区

域地球化学背景和大地构造控制
,

再加上有

来 自深源的岩浆侵入一喷发作用叠加
,

变质

和表生作用 特别只地千 水 的 作 用 的 改

造
,

形成亡
‘

生代
、

尸生 弋及新生代的众 多 失

矿类型
,

控制着矿床的规模和 分布
。

例如
,

古陆上前震旦系火山一沉积变质岩系或震旦

一 一



系和古生代优地槽火山一沉积变质岩系中
,

赋存着海相火山岩铁矿
、

海 相 沉 积 变质铁

矿
、

变质岩浆矿床
、

混合岩化矿床
。

古陆边

缘及古陆上坳陷中有 沉 积 铁 矿
、

夕卡岩铁

矿
、

陆相火山岩铁矿
、

、

沿深断裂带分布的岩

浆型铁矿及其周边或顶部的热液型铁矿
、

古

风化铁矿
。

古生代一早中生代坳陷区有古生

代至晚中生代沉积岩系中的沉积铁矿
,

火山

岩系中的火山一沉积铁矿
、

热液铁矿
。

新生

代坳陷区有湖沼沉积铁矿
,

风化淋滤铁矿
,

残
、

堆积铁矿
。

铁矿的铁质来源
,

首先来自

火山作用
,

其后来自早期的铁矿
、

含铁岩系
及岩浆的侵人一喷发

。

在不同地质时期
,

铁

质在当时的地质构造单元内迁移富集
,

似乎

迁移不很 远
。

区就形成现在的一个个铁矿成

矿区和成矿带
,

中间隔着早先无矿和因后来

录口蚀的无矿地区
。

铁矿的这种区域成矿规律
,

在我国已知

铁矿成矿区是明显的
, ‘

臼对进一步研究成矿

规津和找矿方向
,

寻找新区
,

很 有 现 实 意

义
。

在单矿区
、

单类型研究的基础上
,

对铁
矿成矿区的多时代

、

多成因铁矿床进行综合

﹄
矿床举例 ①大 红山锢矿 ②大红山菱铁矿 火山沉积型 ③大 红山磁铁矿 赤铁矿 海相火山岩型 ④王家滩赤

铁矿菱铁矿 热液型 ⑤他达菱铁矿 沉积改造型 ⑥鹅头厂磁铁 矿 赤 铁 矿 海相火山沉积变质型 ⑦新发滋铁

矿 火山岩型 ⑧小街菱铁矿 沉积改造型 ⑧满银沟赤铁矿 海相沉积型 ⑩满银 沟小龙潭 溶 润 充 填一淋 权

型 松林坪磁铁矿 夕卡岩 型 拉克磁铁矿 热液改造型 ⑩风山营菱铁矿 沉积变质型 满银沟连 口 赤铁

矿 沉积型 ⑩大兑冲赤铁矿褐铁矿 沉积一风化堆积型 ⑩华弹赤铁矿 沉 积型 碧鸡 山 赤 铁 矿 沉积型

铁厂沟赤铁矿菱铁矿 海陆交替相沉积型
、

伴生 铝土矿 ⑩瓦卡木赤铁矿 火山沉积型 ⑩攀 枝 花 钒 钦磁铁犷

岩浆型 ⑧矿山梁子磁铁矿 火山热液型 纳章赤铁矿 菱铁矿 褐铁矿 残坡积型

研究
,

很有必要
。

以康滇古陆上的铁矿成矿

带为例 ,
笔者将已发现的铁矿层位及类型归

纳于图
。

从图 可以看出 在基底的元古

代昆阳群 会理群 中
,

火山岩型
、

沉积型

铁矿在各个矿区里虽然 类 型 分 明
,

各有特

点
,

但在矿带 中却显示着互有内在联系和空

间变化规律
。

河口组的大红山铁矿和因民组

的鹅头厂
、

新发铁矿的类型和成矿特点十分

相似
,

曾认为是同时代海底火山 作 用 形 成

的
,

围岩岩性差 异只是区域沉积相变
。

云南
冶勘公 司研究听的研究成果

,

有力地说明了

这一点
。

盖层上的震旦系底部沉积铁矿
,

在

满银沟矿区
,

就是其基底满银沟式铁矿的再

沉积 如砾状
、

碎屑状满银沟式铁矿石被胶

状赤铁矿及砂质胶结
。

矿带西北 侧有海西

期岩浆型攀枝花式铁矿带和矿山梁子式火山

一热液型铁矿床
。

矿带东北侧有奥陶纪宁南
式和泥盆纪宁乡式 在矿带内部也有 沉积

铁矿
。

二迭系中还有火山一沉积铁矿和海
、

陆交替相一湖 阳沉积菱铁矿
。

第四系中有残
堆积铁矿 表

。

新疆哈密诀矿成矿区
,

基底老地层中有

条带状沉积变质铁矿
,

尾娅有宕筑型钒钦磁

铁矿
,

海西期火山岩系中发育着火山岩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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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液型
、

夕卡岩型铁矿 ,
一

也有沉积铁矿
。

鲁

中成矿区
,

奥陶系中白于燕山期岩体侵入
,

发育着接触交代型铁矿
。

下部寒武系中有沉

积改造型菱铁矿
。

周边太古界变质岩系中有

鞍山式铁矿
。

变质岩系上覆震旦系底部有沉

积赤铁矿
。

即使是变质岩系广泛出露的鞍山

地区
,

残留的震旦系盖层底部也有赤铁矿沉

积
。

作为前震旦纪变质岩系的第一个盖层
,

北方震旦系底部常有沉积铁矿分布
,

可能是
因为基底变质岩中普遍有鞍山式铁矿存在

。

所以
,

在区域地质成矿条件有利的背景下
,

同一地质构造单元内
,

各时代
、

各类型的铁
矿似可互相作为找矿标志

。

此外
,

我国铁矿

还具有多共生组份和多矿种伴生的特点
,

如

元古代沉积变质铁矿中常含有稀土元素 , 海

相火山岩铁矿中常伴生铜矿和稀土组份 , 岩

浆型铁矿床中伴生钒
、

钦矿床和磷
、

稀土组

份 , 夕卡岩铁矿床常伴生铜
、

钻矿床和金 或

硼 及许多稀散元素 , 菱铁矿床常伴生铅锌
矿或锰矿 陆相火山岩铁矿伴生磷灰石矿和

钒等、 有时还有多金属矿床叠加
。

不同矿种

之间的成矿关系值得进一步注意
,

它们也可

作为找矿评价的标志
。

对于我国铁矿的找矿方向和各类型
、

各

地区的找矿
,

各方面都有了许多具体意见
,

值得进一步工作
。

除按已知矿区扩大找矿外
,

基于前述认识
,

还可着眼于成矿区 带
,

对老
区进行进一步分析

,

扩大找矿
一

效果 , 对新区

进行选择
,

找出新的成矿区
。

现按工作程度
不同的地区举例说明

。

鄂东成矿区 是研究程度很高的一

个老区
。

该区储量增长很大
,

从实践中总结
出了许多规律性认识

。

当地同志曾按不同成
矿观点设想过儿个 “成矿模式 ” 。

笔者按矿

床实际产出的层位
、

类型和成矿特征 , 归二
’

出一个 “经验模式 ” 图
。

由图 可见
,

’’

火山岩 民主羽 含硅质灰岩
、

硅质灰岩 号戛
页发砂宕一 页岩

灰岩 自云质灰岩 大理岩
巨目

”岩不英岩

区国

泥灰岩
,

泥质灰岩

至夏目
‘

“
花岗闪长笔类 斑岩 次火山岩

园圈各
图 鄂东地区铁矿产出特征示意图

铁矿类型 ①西山
、

雷山 沉积赤铁矿 ②郭家桥 热液型 赤铁矿 ⑧铁山 夕卡岩型磁铁矿
、

菱铁矿 ④程

潮 夕卡岩型 磁铁矿 ⑥金山店 夕卡岩一热液型磁铁矿 ⑥刘家贩 热液翌 赤铁矿 ⑦广山 热液型 磁铁矿

⑧抱桐山 铁帽型揭铁矿 ⑨陶家山 火 山沉积型赤铁碧玉岩 【⑩王 豹山 火 山热液型赤铁矿磁铁矿 千人洼

火 山热液充填型赤铁矿 ⑩坡积赤铁矿褐铁矿
。

试域斌矿层位 一奥陶系 中钨铝矿床 阮家湾接触交代型 一泥 盆系顶部不整 合面沉积赤铁矿 鄂城 西山
、

雷山 ,

一石炭一二叠 系 沉积改造 菱铁矿 黄梅 一石炭一二益 系 中铜铅锌矿床 叶花香
、

伴生 铁矿 一三

益系中铁铜矿床 铁 山
、

铜绿山 , 接触交代一热液型 一侏罗一白蟹 系中陆相火 山岩铁矿 王豹山
、

王母尖

一燕山期斑岩铜矿 丰山洞 ,

铜山 口

一 一



鄂东成矿区铁矿成矿的基本特征是 泥盆系

不整合面上至三迭系底部
,

可能存有 “矿源

层 ” , 燕山期成矿岩浆活动可能形成超覆和

分枝的侵人体或火山岩
。

因此
,

应在出露岩

体边缘的超覆区及岩体内岩浆侵入颈部注意

寻找隐伏接触带 注意多层性
。

同时还应

在成矿区西南部 沼区域深断裂两侧石炭一三

迭系分布区的层位以及西部火山岩区次火山

岩发育地段进一步找矿
。

白云鄂博铁矿区外围 是工作程度
较高的一个老区

,

但外围 铁路两侧大青山

地区 工作程度较低
。

该区太古界变质岩系

中发育有沉积变质铁矿
,

震旦系中有沉积铁

矿
,

志留系中有热液铁矿
,

海西期有花岗岩

侵人
,

见个别夕卡岩型铁矿 , 附近有岩浆型

铜镍矿床 , 东北邻区有泥盆纪沉积铁矿带
。

可作为一个铁矿成矿区进一步工作
。

安徽嘉山县张八岭地区 是一个只

有少数铁矿点的工作程度很低的地区
。

该区

位于中朝地台和扬子地台之间
,

出露元古代

火山一沉积变质岩系
,

有几个火山沉积型小

铁矿点
。

西侧震旦系中有沉积型铁矿点
,

东

侧寒武一奥陶系中有夕卡岩型铁铜矿床
,

北

端变质岩系中有几处热液型铁矿点
。

区内发

育燕山期闪长岩
、

二长岩
、

花岗闪长岩小侵

人体
。

具有多时代多类型铁矿成矿线索
,

铁

矿的区域地球化学背景和地 质 构 造 条件有

利
,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工业铁矿床
,

可能是

一个铁矿成矿有利地区
,

应该进行找矿研究

工作
。

铁矿资源的利用也是铁矿地质工作的一
个重要问题

。

它不只是资源利用邵门的事
,

同时也影响着铁矿找矿研究工作
。

钢铁工业

的发展要立足于本国铁矿资源特点
。

我国钢

铁工业已有相当基础和技术水平
,

在科学技

术发达的现代
,

充分应用本地资源的条件就
更具备

,

现实意义就更大了
。

因此
,

在继续

应用富矿
、

鞍山式铁矿
、

岩浆型铁矿
,

积极

找富铁矿的同时加强对我国沉积型铁矿利用

的地质
、

研究工作 也就引起大家的关心和重

视
。

细粒嵌布赤铁矿 如祁东铁矿是

微米 用重选处理是我国独创的选矿技术
。

近年来这类赤铁矿的选矿已取得良好效果
。

吉林省冶金部门对临江式铁矿的利用也取得

良好效果
。

临江式铁矿是震 旦系底部浅海相

沉积菱铁矿一鲡绿泥石铁矿床
,

矿石组份为
, , ,

, , 一 ,

, , ,

微址稀
一
二、 、 、

。 ,

烧失量
。

经小高 炉及炭杭 电沪冶
炼试验

,

矿石入炉后加 石灰石炉冶即较
顺利

,

各种经济技术指标与高 炉 富 矿 石相

似
,

炉渣中铁仅 左右
,

镍
、

铬等合金元

素进人铁水
,

成为坚韧
、

光亮和不锈的合金

生铁
。

锰和稀土元素绝大部分进入高炉渣
,

稀土含量富集 倍左 右
,

锰 含 显 官 集 倍

左右
。

用电炉冶炼含锰高炉 涟 含 对 了

,

可制取硅锰合金 其 二 次 渣中稀

土含量升为原矿的 一 倍
,

成 为 富 稀 土

渣
,

可作为湿法提取稀土氧化物及分离稀土

单元素的原料
。

南方煤系中伴生的菱铁矿 也

逐渐为地方工业和当地农副业所利用
。

它呈

薄层夹层或结核状产于煤层或含煤地层中
,

虽然规模小
,

但质量好
,

易选 多为手选块

矿 易炼
,

不用采矿就可附带回收
,

过去曾

被作为废石丢弃
。

我国沉积铁矿层位多
,

分

布广
,

规模大小不一
,

有的含杂质较多
,

值

得
,

具体分析和试验
,

逐步利用
。

其中规模较

大的宁乡式铁矿和菱铁矿尤其 值 得 加 强研

究
,

以便找出质量更好
,

建设条件更有利的

矿床来
,

可先从湘鄂西和月东已知矿区的调

研做起
。

比起石油和其它金属矿产来
,

我 」』铁矿

找矿
、

研究工作还不够深入
,

虽然近年来有

了很大改善
,

但因面广点多
,

力址所限
,

有
待继续工作

。

为了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

要
,

尚须努力多做工作
,

为社会主义建设找

出更多的铁矿来
。

,

建奥旦只周隽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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