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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中国成立以来
,

经普变劫探证明我国铁矿资抓丰 ,
,

探明偏 , 占世界第三位
。

文中首先叙述了我国铁矿劫套开发的历史 接粉分析了我国铁矿资抓的四个特点

①分布广泛 又相对集中
。

目 前全国 不含 台掩省 有铁矿产地 多处
,

, , 的

成矿区有 个
。

②成矿条件多样
,

矿床类型齐全
。

以沉积变质型铁矿为主 占总偏

, 的 其次是岩桨型
、

接触交代一热液型
、

沉积型
,

还有火山岩型和风化残

积型
。

③以贫盛铁矿为主
。

列举 了 各种类型铁矿中 矿所占 比例
。

④多姐份共生铁

矿书 稼合利用价值高
。

共 伴 生的有益元 主要有帆
、

低
、

扮土
、

倪
、

钥
、 ,

鸽
、

相
、

铅
、

锌
、

钻和金等
。

最后 对我国铁矿资抓的远 , 作了展望
。

指出 东部地

区已知矿床助查深度较浅 井仍有很多有望区 西部地区地质工作程度尚低
,

有找

矿前最
。

估计我国铁矿远 很可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广大地质工作者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
,

证明我国铁矿资源丰富
,

已探明的铁矿储量居世界第三位
·

仅次于苏联

亿吨 和巴西 亿吨
,

为我国钢铁工业

生产和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但

是 根据国民经济建设发展和钢铁工业长期发展

烦伐明的要求 铁矿资源还不足
,

目前产量也不能

更好地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

但就铁矿资源条件

和工业基础而言
,

铁矿资源是有很大潜力的
。

我国铁矿勘查开采的变迁

铁矿石是钢铁工业的主要原料
,

而钢铁又是

国民经济中应用最广泛
、

用量最大的一种金属原

株 因此
,

钢铁的产量和质量对国民经济各个领

域都有着直接关系
。

一个国家的钢铁生产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它的工业化程度
。

而发展钢

铁工业的主要原料 —铁矿资源丰富与否及其利

用程度
,

对钢铁工业生产建设发展速度的影响

甚大
。

铁在地壳中的含量丰富
,

它仅次于氧
、

硅
、

铝而居第四位
。

含铁矿物繁多
,

已知自然界的含

铁矿物有 余种 常见的铁矿物也有百余种
。

但

是
,

能作为铁矿石原料而被开发利用的工业矿物

仅有磁铁矿 含亚种
、

异种钒钦磁铁矿
、

铬磁铁

矿
、

镍磁铁矿
、

镁磁铁矿
、

锰磁铁矿
、

赤铁矿 含

异种镜铁矿
、

褐铁矿 包括水赤铁矿
、

半水褐铁

矿
、

针铁矿
、

水针铁矿
、

黄针铁矿 和菱铁矿等
。

上述工业铁矿物中
,

以赤铁矿应用最早
。

据

古矿录记载
,

早在一万九千年前
, “

山顶洞
”

人

周口店的北京猿人 就开始采集赤铁矿做颜料
。

到新石器时代 距今约一万年到四千年 兴起了

用赤铁矿
、

铁和锰的彩陶业
。

而用铁矿石开始炼

铁
,

据考古资料
,

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
,

在公元

前五
、

六世纪之间
,

冶铸生铁就已应用于生产
,

这比欧洲至少要早 一 年
。

随着炼铁业的发展
,

发现和开采的铁矿越来

越多
。

据 《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
,

远在二千多

年前的先秦时期
,

记载有产铁之邮 处 目前的

山西 吕梁
、

阳泉和河北邯郸铁矿
,

可能在战国

时就曾开始开采
。

到秦
、

西汉时代 实行盐铁官

营的经济政策
,

铁矿发展到 处 有现在的北京

密云
,

河北滦县
,

山西临汾 山东莱芜
、

济南
,

江苏六合
、

徐州
,

河南林县
、

巩县
,

四川会理
、

冕宁
,

云南晋宁等铁矿
。

东汉
、

三国
、

两晋
、

南

北朝时期
,

总的来说
,

矿业发展缓慢
。

到隋
、

唐

时期矿业又开始繁荣
,

铁矿产地发展到 处 其

中以四川
、

山西为最多 当今山西的五台
、

长治
,

安徽当涂
,

河南舞阳
,

浙江绍兴
,

陕西略阳 四



川盐源等铁矿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现并开采的
。

宋

代矿业继续发展
,

其重点铁矿有河北邢台
、

邯郸

武安
,

江苏徐州
,

山东充州
。

辽王朝统治东北
、

华北地区时期
,

促进了东北
、

华北北翻泊勺矿业开

发
,

特别是辽宁辽阳地区的铁矿得到大规模开发
。

元代注意经营北方北京密云
、

山东
、

山西及河南

北部的 铁矿
,

这些铁矿中有继承宋代的
,

也有新

发现的 这时南方江苏
、

湖南
、

云南
、

福建铁矿

产地也较多
。

明代铁矿分布于现在的 个省

区
,

矿 产地达 处 有目前首钢的迁安
、

唐钢

的遵化
、

武钢的大冶铁矿
。

到了清代
,

由于实行

新区勘查和恢复旧采坑
,

在明代的基础上有进一

步发展
,

其铁矿产地发展到 处
,

以长江流域的

湖北
、

湖南
、

四川
、

云南
、

浙江为最多
。

古代各

时期铁矿点各地分布数量见表
。

其后
,

从

年鸦片战争直到解放前夕
,

因处于半封建
、

半殖

民地社会
,

帝国主义的压迫
、

掠夺和反动政府的

腐败
,

我国丰富的铁矿资源一直不清
,

得不到系

统地质普查与评价勘操 就连著名的鞍山铁矿也

是如此 在日伪占领时期只有 台钻机
,

钻探进

尺总共不到 米
。

因之
,

解放前
,

我国铁矿储

量
,

据资料记载估计只有 亿吨
。

新中国成立后
,

我国政府为了迅速恢复国民

经济
,

振兴中华
,

十分重视矿业开发
。

组织万名

地质工作者
,

在全国各地有计划
、

有步骤地开展

铁矿地质找矿和评价勘探工作
,

除查清古代发现

的铁矿产地资源外
,

还新发现大批新的铁矿基地
。

到 年底
,

个省 市
、

区 共 查 明铁 矿 产

地 余处
,

探明铁矿储量达数百亿吨
,

为我国

钢铁工业发展和战略布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

中南
、

华东
、

西北三个地区
。

我曰古代各时期 地区铁矿点 分布橄 个 班

省省
、

市
、

区区 先秦秦 汉代代 隋府府 北宋宋 甫宋宋 元代代 明代代 清代代

北北 京京

天天 津津

河河 北北

山山 西西

内内泉古古

黑黑龙江江

吉吉 林林

辽辽 宁宁

山山 东东东

河河 南南南

陕陕 西西西
七七七 夏

甘甘 甫甫甫

青青 海海海

宁宁 夏夏夏

新新

湖湖 北北北

湖湖 南南南南

四四 川川川川川川川川

贵贵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云云 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广广
‘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广广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江江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浙浙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福福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江江 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安安 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徽

合合 计计

本表据中国古代矿业开 发史统计
。

我国铁矿资源的概况

我国铁矿资源具有分布广泛
、

矿床类型齐全
,

多组份共生等特点
。

铁矿分布广泛
,

但又相对集中

根据目前全国储量统计资料
,

已查明铁矿产

地 余处 不含台湾省
,

分布于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 多个县 旗
,

铁矿产地星罗棋布
,

遍

及全国 见附图
。

从六大地区看
,

最多的是东北
、

华北
、

西南地区
,

共占全国总量的
。

其次是

从各省 市
、

自治区 占有的铁矿储量看
,

又

以辽宁 产地 个
、

四川 产地 个
、

河北 产

地 个
、

山西 产地 个
、

安徽 产地 个

和湖北 产地 个 等储量为最多
,

六省 市
、

自治区 占全国 总 量 的
,

其次 按储量

数顺序 是内蒙
、

山东
、

云南
、

河南
、

广东
、

北京
、

湖南
、

甘肃
、

新疆
、

江西
、

陕西
、

吉林
、

江苏
、

福建
、

贵州
、

黑龙江
、

西藏
、

广西
、

青海
、

浙江
、

宁夏
。

我国可划分出七大铁矿成矿区
,

它们是鞍山



中 国 主要 铁矿 分布示 意图

一剩奚
、

攀枝花 西昌
、

冀力扮 晾密云
、

宁芜 一 开
,

小矿放开
,

有水快流
”

开发矿业的方针 提

罗河
、

鄂东一鄂西
、

五台一 吕梁
、

包头一白云鄂 供了有利的地质资源条件
。

博
。

这七个大成矿区的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

成矿条件多样化
,

矿床类型齐全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
,

这几个成矿区已成为我国 地质普查和矿床研究结果表明
,

我国铁矿床

主要的铁矿石原料基地
。

另外
,

还有邯郸一邢台
、

类型繁多
,

各种成因类型或工业类型的矿床几乎

鲁中
、

酒泉
、

昆明一新平
、

韶关一连平
、

海南
、

均有发现
,

并且都探明了一定的储量
。

按各类型

宣化
、

舞阳一许昌
、

汉中
、

龙岩
、

新余
、

霍丘
、

矿床探明储量情况与世界比较
,

同样是以沉积变

柞水等重要铁矿区
,

这些矿区已经或即将成为我 质类型为主
,

储量占第一位
,

其次是岩浆型
、

接

国钢铁原料基地
。

触交代一热液型
、

沉积型
、

火山岩型
、

风化残积

按单个铁矿床规模分析
,

在 余处矿床中 型等
。

同时也有不同之处
,

就是我国分布的接触

有州乙或十亿吨以 上的大型矿床
,

也有为数众多 交代一热液和岩浆两个类型储量占的比例
,

均比

的几千万吨 和 千卿屯以下的中
、

小型矿床
。

其中 世界上同类型矿床所占的比例高
,

对比如表
。

铁矿亿吨以上的矿床有 余处
,

合计储量占 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我国沉积 包括火山沉

全国总量的 其中 叫乙吨以 匕的 个
,

储 积 变质型铁矿床
,

是一类时代古老
、

分布广
‘

泛

量占全国总量的 亿吨以下 不含亿吨 的重要铁矿床
。

储量居全国首位
,

并具有
“

大
、

的矿床 余处 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

这 贫
、

浅
、

易
”

的特点
,

即矿床的规模大
,

含铁量

种分布广泛
、

为数众多的中
、

小型矿床和相对集 低
,

以易选别的磁铁矿为主
,

矿层厚度大 一般

中的大型矿床并存的形势
,

为我国贯彻
“
大矿大 一 米

,

出露地表或近地表
,

一般适于露天



目 内外各类型矿床储 比 襄

矿 床 类 型 中国 国外

沉积变质型

岩 浆 型

接触交代一热液型

沉 积 型

火 山 岩 型

风化残积型

合 计

。

。

。

开采
。

从近年来全国铁矿开采量看
,

这个类型铁

矿也居首位 占
,

今后发展潜力更大
。

该

类矿床根据地质特征和矿物组合可分为 太古代

一元古代深度变质的石英磁 赤 铁矿床和晚元

古代一早古生代浅变质的赤 磁
、

菱
、

镜 铁

矿两个亚类
。

主要分布于辽宁
、

冀东
、

晋北
、

内

蒙古中部
、

河南中部
、

山东南部
、

皖西北和湘中
、

新余
、

汉中及肃北等地区
。

岩浆型铁矿床 该类矿床又称钒钦磁铁矿矿

床
,

包括岩浆分异型 攀枝花式 和岩浆贯入型

大庙式 两类
,

储量占全国第二位
。

这类矿床

具有
“ 大

、

贫
、

多
” 的特点

,

即矿床规模大
,

含

铁量低
,

含有大量钒
、

钦和镍
、

钻
、

铜
、

硫
、

铬
、

铂等多种有益组傀 主要产于海西期的辉长岩类

侵入体中和加里东期的斜长岩类侵入体中
。

接触交代一热液型铁矿床 本类矿床储量占

全国第三位
。

矿床规模以中小型为主
,

分布广泛

并成群成片出现
,

含铁量比较高
,

矿石中伴生有

铜
、

锡
、

铝
、

钻
、

金
、

硫
、

铅
、

锌
、

钨等有益组

份
,

矿石绝大多数为易选的磁铁矿石
。

因此
,

当

前开采利用的较多
。

有名的成矿区有邯邢
、

鲁中
、

哪东
、

晋南等地区
。

沉积型铁矿床 沉积型铁矿储量占全国第四

位
。

该类型矿床具有
“
广

、

薄
、

难
”

的特点
,

即

矿层分布面移『
动 ,

矿层厚度薄 多数为 一 米
,

矿石多为赤铁矿
,

其次为菱铁矶 矿石含磷一般

较高
。

该类型矿床以泥盆纪的宁乡式铁矿和震旦

红拍勺宣龙式铁矿为主
。

泥盆至己也层主要分布于我

国南方湖北
、

湖南
、

广西 震旦纪地层主要分布

我国北方河 匕 此外
,

石炭纪
、

二叠纪和侏罗纪

地层中也赋存一些沉积型铁矿床
。

火山 岩型铁矿床 火山岩型矿床包括陆相和

海相两个亚类
。

产于与陆相火山盆地侏罗纪一白

奎纪火山喷发一次火山活动有关的
“

扮岩式
”

铁

矿
,

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宁芜
、

庐江一极阳等

地区
。

而海相火山岩铁矿
,

有产于上元古界 昆

阳群 中的富钠质中
、

酸性火山岩系中的云南大

红山式铁矿 有产于下古生界中的中基性一酸性

火山岩系中的铁矿
,

分布于新握
、

甘肃北部
、

黑

龙江西部和四川西部
。

本类型矿床以大中型矿床

为主 矿石含铁量一般较高 含硫
、

磷也高
,

通

常还含钒
,

在长江下游一带已建成重要铁矿基地
。

风化残积型铁矿床 本类型包括风化淋滤
、

残坡积等铁矿
,

已知矿床多为小型
,

但埋藏浅

矿石含铁量较高 易于开采
,

是地方和群众开采

的主要对象
。

铁矿及其矿石类型

我国铁矿石含铁量一般较低
,

以贫铁矿为主
,

富铁矿主要分布于鞍山
、

海南
、

莱芜
、

云南
,

其

次是邯邢
、

鄂东
、

四川
、

新疆等地区
。

各类矿床

中的富铁矿占有量见表
。

我国各类里 , 铁矿所占储 比

矿床类型 富铁矿所占比例

表

,‘口‘

接触交代型

热 液 型

沉积变质型

火 山 岩 型

沉 积 型

风化残积型

。

,
‘曰

。

。

合 计

按铁矿石类型划分 据冶金部地质局资料馆

统计 以磁铁矿储量为最多
,

占 其次是

赤铁矿储量占
,

混合矿 两种以上含铁矿石

储量占
,

菱铁矿储量占
,

褐铁矿储量

占
,

镜铁矿储量占
。

多组份共生铁矿多
,

综合利用价值离

多组份指共 伴 生有益金属元素较多的铁

矿
。

这种铁矿储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 多

组份主要包括钒
、

钦
、

稀土
、

锭
、

铜
、

锡
、

钨
、



相
、

铅
、

锌
、

钻
、

金等
,

有的共 伴 生组份的

经济价值可超过铁矿瓦 例如攀枝花帆钦磁铁矿

中的饥
、

钦储量都居世界首位
,

其中钒储量等于

世界储量的总和
。

白云那博铁矿中含有丰富的稀

土和锐
,

其稀土储量等于国外总储量的 倍以上
,

其中工业储 占世界总储量的 以五 这两个

铁矿综合利用进展很快
,

铁
、

稀土
、

锐和铁
、

钒
、

钦
、

钻的分离和应用技术取得了显著效果
,

其生

产已形成一定规模
。

进一步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
,

大部分多组份的铁矿
,

都能逐步开展综合利用
,

使贫矿变富矿
,

一矿变多矿
,

不但充分利用了地

下资源
,

还可提高经济效益
,

增加国家财富
。

铁矿资源远景展望

我国对铁矿资源的勘查做了不少工作
,

探明

了大 储量
,

同时找矿和科研工作证明
,

在全国

广大区域内
,

与铁矿成矿有关的各种构造
、

岩浆

活动
、

地层沉积条件都很发育
。

赋存沉积变质铁

矿的前寒武纪变质岩系地层
,

面积大 与岩浆型
、

接触交代一热液型和火山岩型铁矿有关的基性一

酸性火成活动
,

分布广 形成沉积型铁矿的地层

时代多
,

几乎分布全国各地
。

因之
,

地质找矿有

前景
,

资源潜力大
。

在成矿远景区划研究工作中
,

已初步圈出近百个远景区
,

估计我国铁矿远景是

很可观的
。

虽然我国开发利用铁矿石的历史悠久
,

但解

放前铁矿资探一直不清
。

建国后刚刚开展系统地

质勘查工作
,

到现在仅经历了短短 多年的里程
,

时间是短促的
,

工作程度不够
。

依目前工作程度

分析
,

我国东部地区工作程度相对高些 而西部

广大地区相对来说
,

地质工作程度是很不够的
,

是尚待勘查的
、

有资源潜力的地区
。

东部地区工作程度较高
。

总的来说
,

今后找

矿对象主要是找地下盲矿和深部的隐伏矿
,

找矿

难度越来越大
,

但仍有找矿前景 ①近年来
,

一些

老矿区仍在不断发现新矿床
,

例如山西五台矿区

年代初连续发现两个储量亿吨以上出笼地表的

大型铁矿 冀东区在水厂附近新发现亿吨以上储

量的姑子山铁矿 安徽钟姑矿区验证磁异常
,

在

地下 米处们倒累计厚度达 米的铁矿 鞍本

矿区大孤山铁矿通过补充勘探
,

新增铁矿储量

万吨 ②已知矿床勘查深度较浅
,

除个别矿床

勘查深度达 米外
,

多数矿床勘查深度在 一

米 国夕哒 一 米
,

矿体向深处仍有延

续 ③东部地区以前发现的盲矿或隐伏矿体
,

基

本上是属于强磁性的磁铁矿矿床 体
,

而弱磁性

或无磁性的赤铁矿类和菱铁矿矿床 体 并没有

发现或很少发现
。

同时
,

东部地区也还有很多有

望铁矿区
,

勘查工作并不多
,

大部分地区还需要

进一步探索与勘查
。

生产技术和装备的提高与进步
,

国民经济的

发展
,

对铁矿的勘查和资源的利用有深刻的影响
。

目前铁矿资源利用率低
。

现有生产建设矿山 含

群采矿 共 多处
,

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三分之

一
,

而由于某些原因尚未利用的储量占全国总储

量的三分之二
。

从各类型铁矿开采量看
,

当前

年 开采量最大的是沉积变质型
,

占

其次是接触交代一热液型铁矿
,

占 再次

是火山岩型铁矿
,

占
,

岩浆型铁矿占
,

而沉积型和风化残积型铁矿各占
。

这个开采

量比例与各类型铁矿储量所占的 比例相比较来

看 沉积变质型
、

接触交代一热液型和火山岩型

铁矿的开采量与储量占全国总开采量与总储量的

比例大体相当
,

而岩浆型和沉积型铁矿的开采量

占全国总开采量的比例与其储量相比
,

显得低得

多了
,

说明这两个类型铁矿多数尚未被利用
。

这

就要求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矿山采矿
、

选矿技

术的提高
,

根据其具体条件逐步加以开发利用
。

总的看来
,

我国待开发利用的铁矿资源潜力

是大的
。

地质工作应进一步加强生产矿区及其外

围的找矿勘探
,

扩大有效资源
,

同时抓好战略布

局
,

特别是我国西部的找矿和科研工作 进一步

提高基础地质工作
,

提高找矿理论和成矿规律的

研究水平
,

极积开展铁矿区成矿预测
,

运用有效

的找矿勘探方法和手段
,

定能在铁矿资源勘查中

作出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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