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淄河式 朱崖式 铁矿矿床成因探讨

陈富伦

安徽地矿局三 二 五地质队

润河式铁矿主要分布于奋中地区
,

成因 比较复杂 前人有教种观点
。

笔者认为
,

矿床成因属地下洛流热卤 水成矿
。

铁质有 多种来派
,

主要是卤 水本身及其上升洛流

过程中对各种圈岩 中铁质的溶毖 其次是中 奥自世和晚寒武世含 盐地层形成之卤

水对地层本身的溶解
。

它的成矿方式 可 以在地表水体底部沉积成矿 也可在地下

交代成充坟成矿
。

淄河式铁矿的 矿化特点介于内
、

外生矿化之间
。

未见与铁矿有直

接成生联系的 火成岩体
。

大 重晶 石与铁矿伴生
,

矿床不受固 定层位制约 矿物成

分 比较复杂
。

矿体厚度和厚度梯度变化较大 蚀变类型简单
。

矿床分布受淄河断裂

带控侧
。

山东淄河式铁矿是我国富铁矿类型之一
,

研

究其成因 祈对今后铁矿的找矿勘探工作有所

助益
。

用改造 使部分铁质迁移富集成矿 后又氧化淋

滤
,

再次富集形成矿床
。

前人的主要观点

淄河式铁矿主要分布于鲁中地区 图
,

其

成因较为复杂
。

原称其为
“

朱崖式
”

铁矿
,

主要

是指揭铁矿 自发现菱铁矿后
,

改称
“

淄河式
”

铁矿
。

自 年至 年
,

该区先后发现这类大型

铁矿床 处
,

即黑旺 文登
、

店子矿床
。

由于铁

矿储量的不断扩大
,

引起了许多地质工作者的

重视
。

对这类矿床成因的 观点主要有 赵一鸣等

年 提出
“

中低温热液交代矿床
’ ,

命名为
“

朱崖式 ” 铁矿
。

他们将该区的成矿作用分为四

个阶段
,

指出成矿热液是远离侵入体的派生岩浆

热液
。

赵一鸣等向谢家荣汇报研究工作时
,

谢先

生提出矿床成因应为地下冷水生成的
,

认为铁质

来自围岩 水在灰岩中淋滤带走铁质
,

沿淄河断

裂上升
,

选择交代围岩而成
。

其后
,

武汉地质学院冯志文和长春地质学院

赵东甫教授 一 年 提出
,

沉积 热液

改造层控矿床 认为寒武系
、

奥陶系为矿源层

其中含铁层位经岩浆期后热液和地下热水溶液作

产 、

、了入

灭①

乙
‘ 长

厂

户 又 ,

牛 夕

郑城一

卜

口 口 口 口
‘

回
图 奋西地质构造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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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提 出风化淋滤一溶洞堆 积矿

床
,

认为成矿期晚于淄河断裂形成期
,

成矿作用

至今仍在进行
。

山东地矿局部分同志认为
,

矿床属中低温热

液一氧化淋滤复式成因
,

铁质来源于岩浆深部分

异作用派生的热液 也有部分同志根据铁质的来

源
、

菱铁矿的成因和菱铁矿与褐铁矿的关系等认

为
,

矿床成因应为层控矿床
,

成矿作用可划分为

四个阶段
。

问题的提出

年上半年
,

笔者对山东淄河式铁矿的黑

旺
、

文登
、

店子三个大型铁矿床进行了考察
,

认

为有些地质现象用
一

七述矿床成因理论不能得到圆

满的解释
。

譬如

矿化特点既不同于外生矿床
,

也不同于内

生矿床
,

而是介于内
、

外生矿床之间 非此非彼
,

亦此亦彼
。

某些矿化虽有热液特征
,

但找不到与其有

直接成生联系的岩体
。

铁矿床严格受淄河断裂带
、

裂隙和破碎带

的控制 也受到岩溶的控制
。

矿体产状并非都与

地层产状一致
。

层状矿体顶部和脉状矿体的边缘
,

有大量

重晶石出现
。

重晶石常与矿体伴生
,

且各矿化阶

段均有出现
。

矿床不受固定层位制约 多与不同岩相的

岩性有关
。

常见川七
、

重晶石化
、

方解石化等蚀变
,

但蚀变类型简单
,

蚀变弱
,

不具分带性
。

矿石物质组成较为复杂
,

硫
、

磷含量低
,

矿体厚度和厚度梯度大
。

鉴此
,

笔者提出淄河式铁矿床的成因应属地

下渗流含矿热卤水成矿 铁质来源是多源的
。

矿床地质特征

淄河式铁矿分布区的大地构造位置在阴山和

秦岭两大纬向构造带之间
,

属新华夏系第二隆起

带西缘
,

沂沐断裂带西侧
,

鲁西旋卷构造的外旋

层
。

区域性构造以断裂为主
,

褶皱次之
。

淄河断

裂带及其以东的五井断裂带
,

以西的禹王山断裂

带
、

文祖断裂带
,

展布于鲁西弧形构造的东北部
,

呈放射状排列
。

区域地层有太古界
、

古生界和中

生界 燕山期岩体分布零星
,

第四系分布局限
。

黑旺
、

文登
、

店子三个大型铁矿床集中分布于淄

河断裂带中 图
。

团
,

团 团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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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断裂构造及涌何式铁矿分布图

据山东一队铁矿资派总 预侧设 计书 、

一 正断层 一逆断层 一逆冲断层 一 性质不

明断层 一矿床 一 矿点

赋矿围岩与构造 自太古界泰山群至古

生界均有铁矿产出
,

其中最有和哟赋矿层位是中

奥陶统马家沟组二
、

四段和上寒武统凤山组一
、

二段
,

主要岩性为厚层状灰岩
、

白云质灰岩和条

带状
、

竹叶状灰岩 滚
。

赋矿构造以断裂为主
。

淄河断裂为其主体构



层 位

第四系

矿 区 主

岩 性

黄土层及砂砚岩

地

简

班 斑

途
’

厚度

一一
中奥肉统

下奥 统

上寒武统

灰色厚层状灰岩 全》

浅灰色灰岩与白云质灰岩 璧

灰色含越石结核灰岩及豹皮状灰岩 全

灰黄色角砾状灰岩

灰色厚层状灰岩

灰黄色薄层泥质灰岩及 白云质灰岩 生

厚层 白云 质灰岩
,

上部含有越 石结核
, , ,

泥质条带灰岩 竹叶状灰岩 上部为白云质灰岩 ‘ , ,

灰岩
、

竹叶状灰岩和条带状灰岩夹页岩 岭
, ‘

竹叶状灰岩
、

黄绿色页岩夹灰岩结核 会 。

育于矿体顶部和边缘 硅化
,

具多期性
,

主要形

成硅化灰岩 碳酸盐化
,

广泛发育于矿体附近的

灰岩中
,

常形成方解石脉和含铁方解石脉
。

矿 石 品

姆铁矿矿石
,

位 襄 班

夔铁矿矿石
矿 区

高一巧舒班最一

小
据山东地矿局第一地质队资料

。

造
,

深切基底
,

展布方向为北东
。 ,

大致与淄河

河谷相吻合
。

根据淄河断裂与岩体
、

矿体的相互

穿插关系
,

表明该断裂具有长期
、

多次活动的特

点
。

它严格控制了矿床的分布和矿体的规模
、

产状
。

矿体形态特征 矿体形态复杂
,

变化大
。

主要呈层状 似层状
、

脉状
、

不规则状
。

层状

似层状 矿体多分布于淄河断裂带及其层间剥

离
、

层间裂隙中 脉状矿体受断裂和裂隙控制
,

分布广泛 不规则矿体主 要产于地表浅部溶洞

中
,

以鸡窝状
、

哑铃状和囊状居多
。

矿石自然类型及其结构构造 矿石 自然

类型主要为褐铁矿矿石
、

菱铁矿矿石
,

次为赤铁

矿矿石
、

赤铁矿
一

揭铁矿矿石
、

镜铁矿一褐铁矿

矿石等
。

矿石结构主要为粒状
、

交代残余状和鳞

片状 矿石构造有致密块状
、

脉状
、

蜂窝状
、

钟

乳状
、

网格状
、

葡萄状和角砾状
。

矿石的物质组 分 主要金属矿物有褐铁

矿
、

菱铁矿
,

次为赤铁矿
、

镜铁矿
、

铁白云石
、

铁方解石
,

少量硬锰矿
、

软锰矿
,

极少量的有黄

铁矿
、

黄铜矿
、

孔雀石
、

方铅矿
。

脉石矿物主要

为方解石
、

石英和文石
。

褐铁矿矿石品位较富
,

菱铁矿矿石含铁较贫

表
。

两种矿石中硫
、

磷含量均较低
。

围岩蚀变 矿区围岩蚀变一般较弱
。

主

要有赤一揭铁矿化
,

分布广泛 重晶石化
,

常发

一般

八“︸匀‘兮

渗流含矿热卤水在成矿中的作用

铁质来源 笔者认为
,

淄河式铁矿的铁

质来源有三 一是深层地下热卤水所含的铁 二

是深层
、

中层地下热卤水在上升渗流过程中对各

种围岩中铁质的溶滤 三是中奥陶世和晚寒武世

含膏盐地层所产生的卤水对地层本身所含少量铁

质的溶解
。

前二者是主要来源
。

在淄河式铁矿分布的广大地区
,

太古界变质

岩系分布广
。

它们在一定温度
、

压力下
,

在变质

过程中可生成部分变质水
。

这种水具有卤水的性

质
,

可大量溶解变质岩系中的铁质
。

区内燕山期

岩浆活动比较频繁
,

在挤压应力作用下
,

可产生

再生岩浆水
。

这种水可与岩浆期后分异出来的热

液混合
,

也具有卤水性质
,

同样可将岩浆岩和其

他岩石中的铁质溶滤出来
。

中奥陶统马家沟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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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

段 孟 灰岩含
,

四段 全 灰

岩含 上寒武统凤山组 仑 灰

岩
、

白云质灰岩含
。

尽管这些岩层

含铁不多
,

但因其中有含膏盐地层
,

亦易于形成

卤水
,

从而溶解围岩中的铁质
。

总之
,

深地层水
、

变质水
、

岩浆水和膏盐地

层中产生的卤水
,

均可从各自所在的岩石中溶解

获得大量铁质
,

汇集成渗流含矿热卤水
,

为铁矿

的形成提供物质来源
。

而断裂构造
,

为这些含矿

热卤水的上 升
、

运 移
,

乃 至储 存提供 了有 利

条件
。

成矿作用过程

含矿 热 卤水的形成 该区下层卤水主要

来自上地慢 有人称之为
“

初生水 ,’和地壳下层

中层卤水主要指 太古界岩石变质时产生的变质

水
、

部分再生岩浆水及其与期后热液的混合水

上层卤水主要是成岩过程中沉积岩层原地封存水

和部分膏盐地层生成的卤水
。

它们之间是互有联

系的一个整体
。

地下卤水的广阔来源
,

不仅与矿区构造有

关
,

而且与大区域的构造体系有关
。

据
‘’

华北地

台中南部邯邢式铁矿成矿远景区划报告
”

提供的

资料
,

淄河式铁矿的深部地质构造分区
,

属于鲁

西上地慢拗陷 区的次级凹陷 —沂沐上地授 凹

陷
。

从控矿构造来看
,

郊庐深大断裂和聊考深大

断裂控制了整个鲁苏皖成矿带
。

为此
,

卤水的来

源可能与郑庐 断裂带及其派生的大型入字型构

造
、

鲁西旋卷构造的弧形断裂
,

和弧形断裂派生

的淄河
、

五井
、

禹王山
、

文祖等断裂均有联 系

图
,

图
。

图 郊庐 断裂带及其派 生的 香西旋卷构造示 愈图

逸

俨洲
, 、‘ 名沪

。

另八 沁》

丫
了一万 梅

气

拼诀
’

、产

针

丫愉办了气
连云港

曰 曰
郊庐断裂带及其派生的入字型构造简图

一 深大断裂 一 断裂

地下卤水的温度可从 一 ℃到 ℃以上
。

据 对索尔顿海地热卤水矿床的研究
,

富 的蒸发盐岩溶解
,

卤水至少被加热至归

℃
。

在淄河地 区
,

至 中生代上覆地层厚度已达

余米
,

按正常地温梯度计算
,

地下卤水温度

可达 一 ℃以上
。

再加上构造运动与岩浆活

动的影响 使其温度
、

压力的上升
,

会使卤水具

有很强的溶解铁的能力 太古代至古生代地层中

的大量铁质被溶解带入溶液
,

形成含矿热卤水
。

含矿 热卤水的驱动 与铁质的运移 地下

卤水驱动上升的原因主要是温度差和压力差造成

的
。

该区断裂构造的发育为含矿热卤水向地壳浅

层运移打开了通道
。

断裂构造的长期
、

多次活动

使地下卤水的驱动上升也具有多次活动的特点
。

铁在地下卤水中大多是以氯络合枷勺形式迁移
、

搬运的
。

但 月 巴甫洛夫认为
,

在较高还原电

位的碱性溶液中
,

铁的迁移形式主要为佩铁络合

物
、

碳水铁络合物
、

氨碳水铁络合物
。

因此
,

该

区也可能有少量铁质呈这种络合物形式运移
。

含矿 热 卤水的成矿作用 含矿热卤水成



一

矿作用的最大特点就是与断裂构造密切相关
。

该

区鲁西旋卷构造控制着各种金属矿床的分布
,

铁

矿床主要受淄河
、

五井
、

禹王山
、

文祖等放射状

断裂控制
。

这些断裂产生在弧形断裂转弯处 靠

近弧形断裂一端收敛
,

应力集中 岩石破碎
。

特

别是淄河断裂深切基底
,

在与其他断裂交汇处
,

为卤水成矿提供了赋矿空间
。

因而
,

该区铁矿多

集中于淄河断裂带中
。

当含矿卤水上升至地表水体底部时
,

由于温

度
、

压力的不断下降
,

特别是与潜水径流带的地

下水混合
,

使溶液的化学成分
、 、

等发生

变化
,

或其与围岩反应
,

均可导致铁质沉淀
。

含

矿热卤水成矿的可能反应式如下

工

, 岛 工

二 工

随着铁质的沉淀
,

卤水中富集的钡和造岩元

素也开始沉淀
,

生成重晶石和部分蚀变矿物
,

如

方解石
、

石英
、

文石等
。

重晶石生成的反应式可

能是

叹
一

重晶石的出现 是含矿热卤水成矿的一个重

要成因标志
。

矿床成因

卤水既可在地表水体底部以沉积方式成矿
,

又可以地下充填或交代的方式成矿
。

在生成卤水

的过程中
,

晚寒武世和中奥陶世含膏盐地层中的

青盐大部分被溶蚀 形成了膏 盐 溶角砾岩层
,

这即为地下含矿卤水的运移和铁矿的形成提供了

通道和储矿空间
。

因此 膏盐地层与成矿也有密

切的关系
。

这也是铁矿的赋存层位多集中在中奥

陶统和上寒武统的缘故
。

根据矿石矿锄勺相互关系
、

结构构造
,

可将

本区卤水成矿分为四个阶段

祖林失矿一菱铁矿阶段 首先是地壳中
、

上层含矿热卤水直接与地下水反应或与中奥陶

统一上寒武统灰岩交代
,

生成褐铁矿和菱铁矿
。

以充填方式生成脉状矿体
,

以交代方式生成层状

似层状 矿体
。

交代生成的菱铁矿颗粒较细
,

呈 青灰 色 前人 称之 为
“

灰矿
” 。

之后
,

由于

似 分解而成的 对
“

灰矿
”

进行

改造
、

加富
,

或沿
“

灰矿
”

裂隙交代
,

生成黄白

色菱铁矿
,

称为
“

黄矿
” 。 “

黄矿
”
晶体粗大

,

一

般呈脉状奶羞镜状穿插或夹杂在青灰色菱铁矿

之中
。

赤铁矿一镜铁矿 阶段 此阶段矿化较

弱
,

围岩几乎未见赤铁矿化
。

主要是含矿卤水沿

着先期生成的褐铁矿和菱铁矿的裂隙进行交代
,

生成脉状或团块状赤铁矿 局部交代完全者可形

成致密块状赤铁矿
。

镜铁矿主要由赤铁矿变来
,

呈

鳞片状集合体分布或不均匀地散布在赤铁矿和褐

铁矿中
。

石 英一硫化物阶段 主要是深层强还原含

矿热卤水上升至地壳浅层
,

除继组黝 淀出一部分

铁质外
,

有较多石英生成
,

并生成少量黄铁矿
、

黄铜矿和方铅矿
。

氧化淋滤一溶洞堆积阶段 有人认为
,

这个成矿作用至今仍在进行
。

由于该 区构造发

育
,

岩石破碎
,

岩溶发育
,

主矿体又在淄河河床

之下
,

因此先期生成的铁矿氧化淋滤作用强烈
,

带出的铁质可在原地对矿石进行加富或呈脉状沉

淀
,

澎王移至溶洞中堆积而成褐铁矿
,

一般矿石

品位较富
。

矿物生成顺序见表
。

矿物生成口序示 田斑 斑

弧弧弧
揭铁矿一一 赤铁矿一一 石英一一 刚七琳砖一一

一一一

英铁矿撇撇 镜铁矿阶段段 砚化物阶段段 洛润堆积阶段段

白白云石石
口 口 ‘‘‘‘

右右 英英英英英

方方解石石石石石
口曰 口

重重晶石石石石石
一一一一一一一

福福铁矿矿
一一一 肠肠肠

苦苦

姿姿铁矿矿
赤赤铁矿矿矿

,,,,,

镜镜铁矿矿矿
州 口

钎钎铁矿矿矿矿 卜卜
‘目 曰

护护

旋旋锰矿矿矿矿矿矿

软锰矿矿
, 侧侧 白

翻翻偏矿矿矿矿矿 卜卜
压压压牙铁矿矿矿 州州】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应应应 雀石石石石 刊刊
月 ‘‘

成成矿沮度度 低一 中沮沮 中沮沮 中一低沮沮 地表沮度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淄河式铁矿床的成因应

属地下渗流含矿热卤水成矿
。

结 论

淄河式铁矿系地下含矿热卤水的成矿作用

而成
,

最后经 历了氧化淋滤一溶洞堆 积成矿阶

段
。

铁质主要来自地下卤水本身及卤水上升过程

中对各种岩石中铁质的溶滤
,

少量铁质来自中奥

陶统和上寒武统沉积岩层中
。

卤水主要来自地壳的下层
、

中层
、

上层
,

以中
、

下层卤水为主
。

其中包括部分变质水和岩

浆水
。

卤水驱动上升的动力主要是温度差和压

力差
。

卤水成矿的主要成因标志

①卤水成矿方式可 以在地表水底部沉积成

矿
,

也可以在地下充填或交代成矿
。

成矿作用介

于内生与外生矿床之间
。

虽有热液矿化特点
,

但

找不到与其有直接时空联系的岩体
。

②铁矿床严格受淄河断裂带
、

层间剥离
、

层

间裂隙控制
,

矿体产状并非都与地层产状一致
。

③矿床顶部和边缘有大量重晶石出现
,

并与

铁矿相伴相存
。

④矿床与地层岩性有一定关系
,

但不受固定

层位制约
。

⑤蚀变类型简单而弱
,

主要为重晶石化
、

硅

化
、

方解石化等蚀变
。

⑥矿物成分比较复杂
,

硫
、

磷含量低
,

矿体

厚度和厚度梯度变化较大
。

该区断裂构造具有长期
、

多次活动的特点

卤水成矿也具有多次成矿的特点
,

对早期铁矿的

改造
、

加富起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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