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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变质铁矿是 日前国内外分布最广
,

经济意义最大的铁矿类型
。

矿床成因的争论

自本世纪初迄今已达数十年之久
。

就铁质来

源而言
, 主要有陆源说和火山 兑 从铁质富

集作用上又分内生成因说 花岗岩化
、

混合

岩化和热液交代等 和外生成因说 主要有

原生沉积作用和氧化淋滤作用等
。

沉积变

质铁矿与其它矿产一样
,

是地壳长期演化的

必然产物
,

是地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只

有在阐明地壳演化的基础 匕 才能真正理解

沉积变质铁矿形成和富集的规律
,

进而达到

科学的预测
。

随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 人类 已

逐步由地表和浅部找矿时期转向深部找矿时

期
,

沉积变质铁矿也不例外
。

所以
,

深人研

究沉积变质铁矿成矿理论
,

应用新技术
、

新

方法进行深部找矿实践
,

就显得 更加重要 ,

也就是所谓新技术
、

新方法在先进成矿理论

指导下的应用
。

’

沉积变质铁矿成矿规律的研

究
,

是进行科学预测的首要丛础
。

沉积变质铁矿的基本地质特征

来源于地壳深部的铁质 主要来 自火山

作旧 和地壳表部铁质 主要是通过岩石风

化淋滤作用
,

在一定地质条件下
,

通过物

理化学分选和沉积作用
,

形成各类原生含铁

沉积
,

后经不同程度的区域变质作用 有时

还伴有热水溶液 而形成硅铁质条带状
、

条

纹状磁铁矿和赤铁矿床
,

称为沉 积 变 质 铁

矿
。

在这整个过程中
,

沉积作用是成矿的主

要基础
,

内生变质作用是次要的叠加作用
。

这类铁矿一般大而贫 只局部有少量原生沉

积富矿
。

但在形成后的地质发育历史中
,

在一定地质条件下
,

原来的沉积变质铁矿仍

可由后期的风化淋滤作用和热液变质作用去

硅变富
,

并形成大型富铁矿床
。

沉积变质铁

矿的基本地质特征是
主要产于前震旦纪变质 岩系组成的所

谓地台和地盾 古老的活动带 的边缘
,

或

其内部长期隆起区深断裂附近
。

沉积变质铁

矿赋存部位通常与结晶基底褶皱构造密切相

关
,

特别在向斜两翼富集
,

在不同构造交切

部位
,

特别在长期隆起区 出露
。

太古代晚期 约 至 亿年前 的沉

积变质铁矿主要赋 存 变质车交深 的 变 粒岩

相 太改代晚期到元古代早期 至

亿年前 的沉积变质铁矿主要赋存于变

质中等的角闪岩相 , 而元古代早期

亿年前 的沉积变质铁矿主要 产
一

于变质较浅

的绿片岩相中
。

此时为全球性重要成铁期
,

并多具大而富 主要是后期地质作用变富

的特征
。

铁矿主要产于原岩为沉积岩和火山岩

也有火山沉积岩 中
。

原岩主要为沉积岩

的
,

有时也伴有火山岩围岩
。

大型沉积变质
铁矿通常产于巾 叁性火山岩上部原岩为沉积

岩的岩石中
。

主要由铁质 一般含铁 和

二氧化硅组成
,

铁与硅含量 成 反 比
,

并含

硫
、

磷等杂质
,

有时伴生铜和锰等
。

一般钠
,

钾和铝含量很低
。

从微观上看到矿石具条带

状构造
,

条带宽由不到一毫米至数厘米
,

主

要为铁硅质条带
。

矿石随变质程度的增加
,

二 氧 化硅 多结 晶为粗粒石 英
,

而磁铁矿颗

粒也相应变粗
。

从宏观上看
,

矿床呈层状或

断续延仲的透镜状
。

原岩以沉积岩为主的矿

体多呈层状产出
,

连纹性较好
,

规模较大
,

而 产于原岩以火山岩为主的矿体则多呈断续

延伸的透镜状
,

规模较小
。

本文主要 指前震且纪沉积变质铁矿
。



地壳演化和沉积变

质铁矿的形成与 ,’集

推动地壳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地球内的核

转变能与地球外太阳能的斗争
。

地球内核转

变能主要引起内生地质作用 如岩浆侵入
、

火山喷发
、

变质作用
、

地震作用和地壳运动
等

,

并形成岩浆岩
、

变质岩和各种内生矿

产
。

地球外太阳能主要引起外生地质作用 如

风化
、

剥蚀
、

搬运
、

沉积和硬结成岩等
,

并形成沉积岩和各种外生矿产
。

地壳发展史

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逐步转化的
。

地壳

发展前期 早太古代以前 以地球内核转变

能为主 , 以后
,

逐渐转为地壳发展后期 元
古代以后 以地球外太阳能为主

。

在早太占

代以后至元古代期间为地球内核转变能与地

球外太阳能相互斗争的过渡时期
,

也是沉积

变质铁矿形成时期
。

在地球上
,

沉积变质铁矿的数量和分布

远远超过其它任何金属矿床
,

其形成与富集

也更清楚地表明整个地壳发育的过程
。

由保

存在地壳上最古老的岩石记录重塑地壳发展

史
,

大约可推到 亿年前
。

这段时期称地球

发展的地质时期
,

其中前寒武纪占整个地质
史的 还强

,

并以壳慢分异为主
。

铁原子具

容积小
、

亲氧和电价易变等特性
,

这些特性

决定了铁在一定地质条件下的分散与富集
。

早太古代 亿年前 地壳较薄
,

地热高
。

因地球内核转变能的广泛积累
,

火

山发育
,

地壳活动性强
,

褶皱形态复杂
。

本

期以地球内核转变能为主要 矛盾 的 主 要方
面

,

主要表现为火山活动广泛而强烈
。

这时
‘

沉积
’

变质铁矿主要为与基性变质火山岩共生

的条带状磁铁矿
,

是最古老的铁矿
。

铁质主

要来源于地壳深处 , 通过火山作用而达到地

壳表部
。

但因当时为酸性水圈
,

不利铁质沉

积
,

同时地壳活动性强
,

也不利于物理化学

分选作用的进行
,

故铁质不能大规模富集
。

晚太古代 到 亿年前 绿

岩带及与其毗连的花岗岩体广泛发育
。

典型

的绿岩带主要由玄武岩一安山岩一英安岩
、

流纹岩的岩流和火山碎屑组成
。

在火山岩及

其杂岩中间有与杂砂岩共生的条带状磁铁矿

产出
。

地壳开始分化为所谓稳定的地台和活

动的地槽
。

具明显的线性构造
,

深大断裂发

育 , 随水圈
、

气圈 型为主 的形成
,

太阳能引起的外生地质作用 主要是沉积作
用 逐渐加强

,

而内生地质作用却逐渐减弱

主要表现为火山活动逐渐变弱
。

开始生

成原核生物 即能释放氧的光自养生物
。

本期属地球内核转变能与地球外太阳能相互

斗争的前期阶段
,

地球内核转变能仍占重要

地位
,

这时沉积变质铁 矿主要与海底火山活

动的绿岩带共生
,

产于铁镁质 与长英质火山

岩层的间断处
,

通常 「且透镜状
,

长儿米到几

公里
。

铁质来源除主要来 自火山作用外还部

分来自地表风化作用
。

本类沉积变质铁 矿又

称阿尔果马型
。

早元古代 一 至 亿年前

地壳分化为所谓稳定的地台和活动的地秒
。

水圈和气圈 主要由原始植物的光合作用产

生游离氧使大气氧含量增多 逐渐接近现代

情况
,

原核生物发育
。

这时地球外太阳能引

起的外生地质作用 显著加强
,

形成巨厚沉积

地层
。

相反地球内核转变能引起的内生地质

作用却明显减弱 主要表现 为 火 山 活 动变
弱

,

地壳活动性变小
,

属地球内核转变能

与地球外太阳能相互斗争的后期阶段
。

地球

外太阳能逐渐占有重要地位
。

本期形成当前

规模最大的沉积变质铁矿
,

并多产于下部为

火山岩
、

上部为厚而广的最老的碳酸盐相顶

部
,

其上通常发育最老的红层
。

本期铁质主要来自地壳 浅 部 包 括 陆

壳
、

洋底和深层海水等
。

地壳浅部的铁质

由于氧
、

水和有机质的共同作用
,

而使铁原

子发生转移
。

铁也可呈碳酸盐 腐 植 质 化合

物
,

胶体溶液
,

特别是含铁矿物呈机械悬浮物

状态转移
,

在有利的地质条件下 特另具有

长期相对稳定的地质环境
,

使铁质经过 充

分的物理化学分选后
,

在长期不断缓慢下沉

的古海盆中得以大规模沉积
。

引起铁质沉积

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
。

如由于当时氧的浓度

低
,

二氧化碳浓度高
,

不利于纯化学氧化的

进行
,

而这种条件正适于铁细菌的生存
。

在

漫长地质年代铁细菌摄取铁质和硅酸等无机

物
,

把大量的氢氧化亚铁变为不溶性的三氧

化二铁
,

而形成铁硅建造
。

近代新生铁 矿的

研究表明
,

铁矿多半是生活在沼泽湖泊中铁

细菌生物化学沉积作用的产物
。

此外如富含

溶解铁的潜水进人水盆地而发 生 的 铁 质沉

积 , 与水底火山活动有关的富铁火山喷气和



热液的形成
,

以及它们对海底深达儿公里含

铁质岩石的相互作用 主要是淋滤作用 产

生铁质而沉积
。

深部富含钙
、

铁
、

镁的海水

循环到表层
,

由于氧含量的增加而发生的铁

质沉积 , 由于当时水圈逐渐 由酸性变为弱碱

性
,

而开始有胶体以外的可溶性重碳酸铁的

迁移
,

形成具碳酸盐条带的铁质沉积等等
。

正是由于这个时期铁质来源丰富
,

并可在多

种沉积作用 特别是铁细 菌 的 参 予 下富

集
,

这些原生含铁沉积经区域变质作用后形

成大规模沉积变质铁矿
。

如哈默斯利
、

克里

沃罗格
、

库尔斯克
、

苏必利尔等特大型沉积

变质铁矿
。

中晚元古代 至 亿年前 地

壳更趋于稳定
。

局部与深断裂有关的火山作

用及地堑中的碎屑沉积发生
。

褶皱作用后沉

积了巨厚砂砾岩和火山杂岩
。

生 物 大 量繁
殖

,

大气中游离氧增多
。

地球外太阳能在地

壳发展中愈益占有重要位置
。

本期形成了陆

源沉积为主的大规模沉积型铁矿
。

而以前形

成的沉积变质铁矿
,

特别在早元 占代形成的

许多特大型沉积变质铁矿在适 当 地 质 条件
下

, 经氧化淋滤作用而形成 占风化壳型富铁

矿
。

还有的沉积变质铁矿经后期热液 岩浆

热液
、

变质水和混合岩化热液等 作用也可

形成富铁矿
。

沉积变质铁矿的成因与分类

从铁质来源上看
,

一般早太古代主要来

自火山 或地壳深处 , 晚元古代则主要来

自陆源 或地壳浅部 而晚太古代和早元

古代既有火山为主的
,

也有陆源为主的
。

铁

质富集作用以沉积作用为主
,

它使铁质在大

范田的一定岩石中初步富集
,

这是基础的富

集作用
。

故首先需一个相对稳 定 的 地 质环

境
,

使铁质经物理化学作用得以彻底分选
。

对来源
一

于火山的铁质也同样需要一个相对稳
定的地质环境 如火山喷发间歇期 才得以

认集
。

卜口时
,

要使铁质不断聚积
,

还裔一个

不断缓慢下降的海盆按受这些铁质的堆积
。

由此可知
,

由于地壳的活动 即所谓造山运

动 出现的化学上非均质的地慢造成了金属

在地表的不均匀分布
。

当地壳相对稳定 即
所谓造陆运动 时

,

由于长期的物理化学分

选作用而使铁质进一步富集
,

在适当地质条

件下形成原始含铁沉积建造
。

以后经过区域

变质作用形成沉积变质铁矿
。

随地壳的不断

发展
,

已形成的沉积变质铁矿仍可再次经受

风化
、

沉积和变质作用
,

使之富化形成富铁
矿床

。

相反
,

也可使之破坏
,

搬运到别处再

沉积成矿或分散贫化消失
。

在沉积变质铁矿

形成过程中
,

所谓线性基底断裂系统有特殊

的意义
。

它通常控制火山的分布
,

是岩浆和

热液的通道
,

也是地壳深处铁质到达地壳 的

重要途径
。

它还控制着沉积盆地的发育
,

在

空间上直接决定成铁带的分布
。

同时
,

它本

身也往往是板块的边界
,

是地壳 物质与能

量交换的最强烈地带
,

也是成矿 最 有 利 地

带
。

这是许多大型沉积变质铁矿多分布在从

底断裂边缘的根本原因
。

依沉积变质铁矿铁质来源和主要成矿地

质作用特点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见表

即火山沉积型
、

陆源沉积型和火山一陆源沉

积型
。

各类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铁质来源不

同
。

火山沉积型在海底火山喷发中心附近
,

与火山关系最密切 , 陆源沉积型则远离海底

火山喷发中心
,

与火山关系不大 , 火山一陆

源沉积型介于这两种之间
,

是过渡类型
。

由

表可见
,

各类特征反映着铁质来源和沉积方

式的不同
。

这个分类是极粗略的
,

实际上在

火山沉积与陆源沉积之间存在着一系列 的过

渡类型
,

仍可进一步详细划分
。

在成矿时代

上只有陆源沉积型较集中 亿年前
。

正如前述
,

这个时期铁质来源丰宫
,

沉积作

用 特别是铁细菌灼参予 发育
,

故能形成

大规模沉积变质铁矿
。

火山沉积型铁初
’‘

因火

山作用受地质条件限制较严格
,

分布旭田有

限
,

规模不大
。

而火 妇一陆源沉积型虽属以

上两种的过渡类型
,

但更具 火 山 沉 积型特

点
,

故其分布与规模远不如陆源沉积型
。

最后还应抬 出
,

各类沉积变质铁矿矿石

都具条带状构造特点
,

对 具成因仍有争沦
。

条带状构造是否是由自然条件周期性变化引

起
,

如生物活动周期性
、

冰 川 作 川 的季节

性
、

年更
一

长周期性变化等
。

也有人主 张是热

液交代成因的
。

犷
沉积变质铁矿成矿规律和预测

矿产预测的关键是对 已知成矿规律的深

入研究
。

只有客岭 全面而深刻地总结 出已



沉 积 变 质 铁 矿 分 类 简 表

火 山沉积型 基 鲁纳型 陆派沉积型 苏必利尔型匕
‘

户日一一主贾 类型 火山一陆源沉积型 阿尔果马型 》

主要铁质来娜

与

主要成矿作用

成矿时代

构造条件

火 山谭 地壳深部簿 ,

火 山沉积 作用

陆源 地壳浅部源 为 主 ,

陆抓沉积作用

以火 山像为 主 ,

也有陆撅

火 山沉积作用
,

也有陆源沉积作

用

元 古 代 为 主 晚 太 古 代 为 主

产于所谓古老优地槽中
,

海底火

山喷发建造发育
,

位于 陆壳与洋

壳交界带或岛弧地带
,

海底火山

喷发中心附近

产 于所谓古老优地抽中 , 但位于

陆源沉积区与海底火山喷发中心

的过渡地区

含铁建造

特 征

主要 为具斑状结 构的富孩质的

中酸性火 山岩 辉绿

岩
、

细碧岩
、

斑岩
、

钠 长斑岩或

角琢岩
、

正 长斑岩
、

含石英斑岩
、

凝灰质岩等
,

并多变为 各种浅

粒岩

元古代 特别在 亿年前

产于所谓古老冒地 擂 ,

缺乏或少

有海底火山喷发建造
, 位于陆壳

边缘或内部
,

远离海底火山喷发

中心
。

主要为 大陆栩 环境形成的石英

岩
、

白云岩
、

黑色和红色铁质页

岩和 泥质板岩组和 , 还有火 山岩

以灰色或墨绿 色的铁质 健石与

赤铁矿
、

磁铁矿呈窄条状或薄层

状 互层产 出
, 主要发育在晚太古

代绿岩带 枕状 安山岩
、

凝灰岩
、

火成碎屑 岩
、

流纹岩
、

杂砂 岩
、

交绿色石板片岩和 黑 色谈欣质页

岩组成 中
,

并经受绿片岩相和

角闪岩相的变质作用

铁矿产 出

特 征

滋铁矿
、

赤 铁矿呈层状产 于成

分稍有不同的浅粒岩接触带
,

即

火 山活功的间歇期
,

有大型富铁

矿

我国相当的

矛 犷 区和矿床

各沉积 相 氧 化相
、

硅 胶 盆相

⋯和碳 酸盐相 的畜铁矿 呈薄条带

状健石岩产 出
,

并在后期多形成
特大型古风化壳富铁矿

东西鞍山
、

晋 七吕梁
、

冀 东司

家曹

铁矿产 于 酸性火 山 岩之 匕 本

身又被安山质火山岩扭盈
,

铁矿

与杂砂岩 型沉积物共生
。

矿体呈

透镜状或似层状产出

鞍本弓长 岭
,

晋北五 台
,

典 东

迁安

知成矿规律
,

才能进行科学地预测
。

沉积变

质铁矿和其它矿产一样
,

产于地表或浅部的

矿产已大多被发现和开采利用
,

关键是对较

深部沉积变质铁矿的预测问题
。

实际资料表
明

,

沉积变质铁矿主要受成矿时代
、

含铁建

造和构造条件等控制
。

这也是预测的主要依

据
。

古地理
,

特别是含矿层位的研究 沉

积变质铁矿主要成矿作用是沉积作用
,

即所

谓层控成矿
,

·

所以首先应确定 含矿层位
。

划

分依据主要是大地构造特征
、

变 质 岩 组分

区域变质建造
、

混合岩化作用
、

铁矿层特

征
、

有机残余和同位素年龄等
。

我国沉积变

质铁矿主要含矿层位一般比国外老几亿年
,

这表明除一般全球性的成铁时期外
,

还有特

殊的局部地区的成铁时期
。

如最近 由朱为庆

的研究 见《 科学通报 》
,

年第 期

表明
,

在鞍山铁矿层中发现 亿年前的

铁细菌
,

这比国外铁细菌发现的年代 不超

过 亿年 要晚几亿年
。

这都反映我国特有

的地壳演化历史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

古地理研究主要是恢复古沉积环境
,

主

要原岩和古构造的恢复
。

首先需恢复变质岩

的原岩
,

特别是对含矿岩系的原岩恢红 , ’

白
也是划分不同类型沉积变质铁 矿 的 主 要依
据

。

古构造的恢复应研究基底构造休系及其
演化

。

张文佑同志指 出
,

我国太古代构造方

向以南北向为主
,

而无 占代则 以 东 西 向为

主
,

这与国外规律也相近
。

特别是拢底深大

断裂控制着 占构造成铁盆地的展 布及演化
。

研究海陆变化界线
,

确定沉积区和剥蚀区
,

而沉积区又可分为正常沉积区 和 火 山 沉积

区
。

在正常沉积区又可划分为中心相 有黄

铁矿
、

过渡相 有磁铁矿 和边缘相 有
赤铁矿

。

对不同时代沉积盖层与 占老基底

不整合面的研究
,

对氧化程度及其深度的研

究
,

对寻找 占风化壳型富铁矿有特殊意义
。

形成沉积变质铁矿既需地壳活动时期
,

使地

壳深部铁质转到地壳浅部或地 丧 , 又 需地壳

相对平静时期
,

使铁质得以分选和富集
。

我

国地壳活动性虽较强
,

但 由于活动的不均一

性
,

仍可找出某一时期活动性较弱的局部地

区
。

古构造
,

特别是深部构造的研究 按

‘洲

艰



地壳厚度可把我国划分为三大区 东部世陷

区 地壳厚 公里
、

中部过 渡区 地壳厚

公里 和西部隆起区 地壳厚 公里
。

我 国沉积变质铁矿主要分布在东部四 陷区
。

地壳薄的东部四 陷区正是地壳深部莫霍面的

升高部位
。

这表明深部构造特征直接控制着

沉积变质铁矿的主要分布
。

随着深部矿体的

不断发现 孔国已在 。米以上的深度见黑

富矿
,

外国也有的勘探到 。米深度以土见

黑富矿
。

深部构造的研究将 更 有 现 实意

义
。

沉积变质铁矿形成后盖层的有无及其厚

度 即保存条件
,

决定于后期构造变动和

剥蚀强度
。

一般利用综合方法可确定含矿岩

系的埋深
。

若有钻孔资料可直接得到埋深的

数据 , 在没有钻孔资料的情况下
,

可利用地

震
、

电测深
、

亚力和磁法等资料进行推导
,

必要时还可利用区域地质资料对盖层可能厚

度加以推算
。

从我国沉积变质铁矿通常产于

震旦纪盖层与前震旦纪含矿层 位的接触地带

也表明
,

展旦纪盖层最理想
。

它表明剥蚀时

间较娜 ,

并有较薄的盖层保护
。

所谓 “ 凹陷

中的降起 ” 表明被保存于凹 陷中的沉积变质

铁矿
,

只在凹陷中的局部隆起部分才使盖层

变薄或矿休直接出露
。

而 “ 降起中的凹陷 ”

表明产于降起巾的沉积变质铁矿只有在凹陷

区才得以保存
。

我国大多数沉积变质铁矿产
于东西向引向构造 带与北东向

、

北北东向构
造的交切部 位 , 这表明由于多次构造运动的

勇加
,

使沉积变质铁矿得以出露或在浅部 产
出

。

一般在褶皱构造转折端为 成 矿 有 利部

位
。

在老变质岩区研究小构造 如对其片麻
理产状变化的研究

,

通常可雍断大构造的

存在
。

有时还可利用线理走向 指 示 矿 体走

向
。

总之
,

只有全面恢复其构造演化历史才

能阐明沉积变质铁矿的形成规律
。

这绝不是
孤立地分析所谓有利构造条件与不利构造条

件所能奏效的
。

新技术
、

新方法的应用 在沉积变质
铁矿成矿规律的不断深人研究中

,

越来越多

地采用了新技术
、

新方法
。

如航空地质
、 ‘

犷

航地质 特别可通过盖层对深 部 构 造 的透

视 卜 电极测深
、

电算
、

遥 感 遥
、

古地

磁
、

包裹体测温
、

同位素年龄
、

微化分析和

电子显微镜 特别用于研究铁细菌 等
。

近

来年用红外一地热
,

一光谱学
、

求气分析

及惰性气休分析等新技术
、

新方法来确定深

大断裂
。

综合分析法 这是一切矿产预测的根

木方法
。

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
,

应川

基础地质原理
,

全面分析各种有关实际资料
地质

、

物探
、

化探和普查勘探等
,

由已

知成矿规律推测未知区成矿远景
。

预测是否

正确仍需钻探证实
,

而通过实践检验
,

又可

修正原来对成矿规律的认识
,

使之更接近客

观实际
,

从而更有力地推进预 测 工 作 的开

展
。

在沉积变质铁矿成矿规律认识指导下
,

可编制各主要基础图件 地质图
、

基岩地质

图
、

构造地质图
、

重磁叠合图
、

含矿岩性埋

深图和古地理图等
,

依据各 有 关 基 础图

件
,

最后相应编制沉积变质铁矿预测图
,

以

指导找矿实践
。

在沉积变质铁矿的研究工作中
,

我们在

重视全球性地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
,

还

必须重视我国地质发展规律的 特 殊 性 的研

究
。

如我国为何主要成铁期比 世 界 早 几亿

年
, 铁细菌的 出现为何比国外早几亿年

,

所

谓地台的活动性为何比国外较强
,

为何没有
发现大规模风化壳型富铁矿等等

。

这些都是

我们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

总之
,

我们一定

要冲破那些不正确的传统地质理论的束缚
,

尽量采用各种新技术
、

新方法
,

总结出我国

特有的沉积变质铁矿成矿规律
,

以有力地指

导我国沉积变质铁矿的找矿工作
。

为尽早实

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 出较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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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质 来源与富矿 成 因 温都尔庙群中
含矿层位多

,

矿休小
。

在南带
,

富矿围岩为

紫揭色片理化凝灰 岩 勺音诺尔
,

阳起片

岩 大敖 包及 白音诺尔
,

绿泥片岩 哈尔

哈达 及石英片岩 小敖包 , 此带富矿围

岩主要是变安山玄武岩
。

这些围岩
,

均富含铁

质
。

在地槽回返末期
,

区域变质作用过程中
,

产生的变质热液
,

从围岩中析出铁
,

在有利

构造部位富集成矿
,

而围岩发生褪色现象
。

故富矿休主要为后生热液交代围岩形成的
。

富矿控制 因素 控制富矿的岩性主要

是暗色富铁质火山岩
、

凝灰岩 及 其 变 质产

物
。

它们既是储矿围岩又是成矿的母岩
。

控

矿层位南带为土库莫岩组 岩段及哈尔哈达

岩组 岩段
。

北带 为变安山玄武岩层位
。

控

矿构造主要是构造薄弱部位
,

如倾伏背斜转

折端
、

倒转向斜及其翼部以及断裂发育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