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温都尔庙 式铁矿特征及富矿控制因素

宋 同 云

温都尔庙式铁矿分布于集二 铁 路 线东

侧
,

天山一阴山纬向构造带东端北缘加里东

优地槽褶皱带中
。

矿体赋存在寒武一奥陶系

温都尔庙群地层里
。

该群分布广泛
,

可划为

南北两带
。

目前南带地层研究较详 表
。

区内构造复杂
,

褶皱紧密
,

断层发育
。

该矿床发现于 年
, 以后进行了大量

地质工作
,

并有新进展
,

过去认为是泥盆系

沉积变质矿床
,

以贫矿为主
,

局部富矿为后

期热液叠加作用的结果
。

‘

年笔者参加该类 型矿 床 的研 究工

作
, 根据大量资料

,

认为温都尔庙式铁矿应

南带温都尔庙群综合地层表

岩 组 厚 度 岩段 主 要 岩 石

表

类 型

哈尔哈达岩组

〔 米

一
汉 贝 庙 岩 组

米

绢云石英片岩
、

含铁石英岩
、

碧玉岩夹变质凝灰岩
、

蓝闪钠长

石英片岩

富含绢云母
、

绿泥石
、

黑云

母
、

钠 长石
、

方解石
、

钙质 的石

英片岩
、

绿泥片岩夹 铁矿层

千枚状凝灰岩
、

凝 灰质泥板

岩
、

凝灰质粉砂岩及碧玉岩
、

含铁碧玉岩

片理 化变质安山玄武岩夹绿泥

片岩
、

千枚状凝灰岩
、

凝灰质细

砂岩
、

钠长石英片岩

绢云 绿泥石英片岩夹变质安山

玄武岩
、

大理岩透镜体
、

变质 凝

灰岩

土 库 英 岩 组

米

紫褐色片理化变质 凝灰岩
、

阳

起片岩央 铁矿层
、

铁 质硅质

岩
、

千枚岩
、

砂灰 灰岩

绢 云绿泥钠 长石 英片岩 夹

含铁石英岩
、

片理化变质凝灰岩

绢云绿泥石英 片岩夹绿帘绿泥

片岩
、

钙质钠 长石英片岩
、

钙质

凝灰岩
、

变质 细砂岩

据内泉古区侧队资料修改

属火山沉积变质矿床
,

富矿主要为变质热液
交代矿床

。

温都尔庙群岩石
、

岩相特征

温都尔庙群总的岩性以绢云绿泥石英

片岩为主
,

夹有变安山玄武 岩
、

变 质 凝灰

岩
、

凝灰质泥砂岩
、

大理岩及含铁碧玉岩二

碧玉岩
,

为富含火山岩
、

凝灰岩及硅质岩的

地槽型沉积
。

绢云绿泥石英片岩由石英
、

钠
长石

、

绿泥石
、

绢云母及蓝闪石等组成
。

夹

层岩石中可见变余砂状
、

变余泥质及变余凝

灰结构残余
。

变安山玄武岩具变余斑状
、

变

余交织结构
,

有斜长石微晶及辉石残余 ,

变

质后由绿泥石
、

绿帘石
、

斜 黝 帘 石
、

方解

石
、

钠长石等组成 , 认为温都尔庙群地层经

历了绿片岩相变质作用
。

温都尔庙群凝灰岩有 两 种
,

一 为紫

色
、

棕色
、

黄色中酸性凝灰岩
,

由隐晶一霏

细状长英质组成
,

见玻屑残余结构 , 另一为

中基性凝灰岩
,

已变为阳起片岩
、

绿泥片岩 ,

呈多层
、

厚层状产出
,

说明火山活动剧烈
。

该群地层由底部至顶 部 变 质 程度减
弱

,

矿物粒度由粗变细 , 底部为铁硅质岩
、

含铁右英岩
,

顶部为含铁碧玉岩
。

该含铁岩
石为火山成因的铁硅质建造

,

多层产出表明

火山活动的多旋回性
。

火山熔岩为强烈绿泥石化
、

钠长石化

的变安山玄武岩
,

有普遍而强烈的钠交代作

用及碳酸盐化
,

熔岩中有大理岩
、

细砂岩及

泥质岩夹层
,

认为属中基 性 海 底 火山喷发

岩
。

该群岩石普遍富钠 表
。

温都尔庙群地层总厚度大于万米
,

岩

性横向变化大
,

层位不稳定
,

延续性差
。

综上所述
,

温都尔庙群地层应属于优地

槽沉积的以二氧化硅化学沉积岩为主的富含

火山熔岩
,

火山碎屑岩的火山一沉积建造
。

铁矿矿床地质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温都尔庙群分布的南北两带地层中均广

泛发育有温都尔宙式铁矿
。

在以南带为主将

矿床特征综述如下

节



温 都 尔 庙 群 几 种 主 要 岩 石 化 学 分 析 结 果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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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 层 位及围岩 含矿层 由含铁石英 铁矿及石英组成
,

次要矿物为镜铁矿
、

磁铁

岩
、

含铁碧玉岩组成
。

南带主要有四个含矿 矿
,

一

普遍含绿泥石
、

纲云母及少 歇磷灰石和

层
,

自下而上 为 锰矿物
。

底部含矿层为条带状含铁石英寺书

第一含矿层 , 位于土 库莫 岩组 矿物粒度一般为。 。 毫米 , 上部含矿层

岩段底部
,

含铁石英岩厚 度 一 般 小于 为含铁碧玉岩
,

由隐晶一霏细状石英及粉尘

米
,

个别达 一 米
,

延长数十至数百米 , 状氧化铁组成
,

条带构造不明显
。

原生沉积

有十数层习
’一 。

田岩为绢云绿泥石英片岩
,

原 矿石一般为含铁 的贫矿石
。

光谱分析

岩为泥质硅质岩夹凝灰岩
。

矿石中含
、 、 、 、 、 、 、

第二 含矿 层 位于土库莫岩组
、 。 、 。等微量元素

,

成分复杂
。

岩段
,

铁矿层及含铁硅质岩可达十余层
,

由上述特征分析
,

温都尔庙式铁矿笔者

厚度一般小于 米
,

个别达 米
。

矿石呈致密 认为是海底火山喷气形成的火山沉积刃
“

床
,

块状
、

角砾状
、

多孔状
,

以赤铁矿为主
。

围 铁质主要来 自火山喷气作用
,

后来又经受了

岩为紫揭色片理化变质中酸性凝灰岩
,

及中 低温高压区域变质作用
。

基性凝灰岩的变质产物一阳起片岩
。

富矿的成因及找矿方向
,

第三含矿 层 位于汉 贝庙岩组 富矿 特征 富矿体常呈似层状顺层交

岩段
,

含铁碧玉岩
、

碧玉岩呈层状
,

层厚 代围岩
,

亦有呈不规则状
、

囊状
、

脉状斜穿
米 ,

粉尘状氧化铁弥 散于石英微粒 围岩层理者
。

矿体中可见围岩交代残留休
。

中
。

围岩同第一含矿层
,

常与火山成因的碧 主要蚀变为绢云母化
,

高岭土化和硅化
。

近

玉岩共生
,

铁矿层本身亦为含铁碧玉岩
,

有 矿围岩常有铁染及褪色现象
,

矿体与围岩界

后期热液交代之鸡窝状富铁矿
。

线不清
。

由远矿至近矿围岩中
、

第四含矿层 位于哈尔哈达岩组 逐渐减少
, 、 、 。 、 十

逐

岩段
,

富铁矿呈不规则囊状
,

为后期热液交 渐增多
。

富矿石多为致密块状
、

角砾状
、

斑

代形成
。

围岩为绿泥石片岩及碧玉岩
,

原岩 杂状或格架状
。

矿石矿物成分复杂
,

主要为

为中基性凝灰岩及火山成因的耐质沉积岩
。

赤铁矿 , 次为磁铁矿
、

镜铁矿
、

褐铁矿及菱

矿体 形态 多呈薄层状
、

透镜状
,

断 铁矿脉 , 并有含锰矿物及硫化物 硬锰矿
、

续交错呈叠层状排列
。

软锰矿
、

褐锰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矿石 成分及 结 构构造 矿石主要由赤 等
。

矿石化学成分变化大 表
。

各 矿 点 矿 石 化 学 分 析 结 果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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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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 勺 、尹 、碑 ‘产 勺户 甲产、产、 , 产 勺洲 , 、沪 、尹、洲 勺户、产、‘户、产、创 , 、 尸、浏尸‘ 产 , 、
夕

, 产州尸、尸 , 、产 , 产
峋产 、创 响、 尸 目 内曰、 闷、洲、州尸、沪尸、尸、 、尸‘产、产 , 、洲 , , ‘产、创户、碑 , ‘尸、 、洲、尸

一
副 、产、沪 、产 、八 沪、创毛

曰
、

子、尸、曰户、 , 、尸 、产、沪、子、‘户、洲 , 喇户甘、、已甲门‘尹、产气曰 、护 、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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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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