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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一吕梁沉积变质铁矿

值特征及其在找矿中的应用

张 明 华

冶金部地球物理勘 查院
·

河北 保 定

五台一吕梁地区沉积变质铁矿的磁性 值特征与褶皱矿体 的 形 态

变化有关
,

褶皱转折部位矿体的 值较小
。

研究 值的 分 布 特 征
,

有

助于预测成矿有望地段
,

判定隐伏矿体形态
,

并解决矿区构造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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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探 与 化 探

如何确定隐伏铁矿体

的形态
—

向斜状还是单

斜状
,

是铁矿找矿工作 中

的一个重要问题
。

本文通

过分析几个典型铁矿区和

五台地区的 值特征
,

对这一问 题 作 一 初

步探讨
。

地质和岩石磁性特征
五台一吕梁沉积变质铁矿的主要含矿层

位为太 占界的五台群和 吕梁群
,

位于山西省

中
、

北部的 “ 多 ” 字型构造区
。

本区 曾遭受

五台
、

吕梁等运动的多期挤压和褶皱作用
,

致使矿体常呈各种形式的叠加褶皱状〔 〕 赵

村
、

山羊坪
、

尖 等铁矿床均显 示 这 种 形

态
。

磁铁石英岩呈条带状
,

磁铁矿与石英相
卜

间产出
,

具 明显的磁 各 向 异 性 特 征
, 几二

,

乘」余磁性较强
。

这种磁性特征已

在磁异常解释中得到成功地应用
。

而要判断

隐状矿体的形态
,

就要掌握更多的反映矿体

形态变化的信息
。

值特征
值为剩磁强度

,

与感磁强度
、

之

比
。

统计表明
,

五台一吕梁沉积变质铁矿体

的 值变化与矿体的褶皱形态有关 褶皱转

折部位 核部 值较小
,

远 离 转 折 部 位

翼部 值变大
。

现以典型矿区为例说 明

如下
。

尖山一狐姑山矿区 矿层位于吕梁

群袁家村组和宁家湾组之上
。

因受褶皱构造

控制
,

出露于尖山矿区的矿体
,

北部为其转

折端
,

呈向南东倾斜的向斜状产出 图

南部 出露的矿体为其冀部
,

距隐伏的核部较

近
,

据 多块定向标本测定
,

转折部位的

值为 随着远离 转 折 端
,

值 增 大 到

图 尖山一狐姑山矿区矿体形态与磁参

数分布略图

据中南冶金地质研究所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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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板峪矿区矿体形态与磁参数分布略图

据山西冶金物探队整编

一背斜 , 一向斜口一天然剩磁的平面投影方向

, 。

狐姑 山矿体赋存在深部转折部位
,

值约
,

翼部 出露的矿体
,

值为 左

右
。

狐姑 山矿区地表标本的 值比尖山矿区

大 倍多
。

板峪矿 区 矿层产于五台群台怀亚

群之 上
,

受褶皱构造控制 图
。

近 块定

向标本的磁参数测定结果见图 中 的 参 数

表
。

按前述的 值特征推测
,

褶皱的 区应

距转折部位 核部 较远
, 、 、

区距

转折部位较近
。

这一推测与实际 情 况 相 符

图
。

山羊坪矿区 矿体形态较复杂
,

赋

存于五台群台怀亚群
,

是五台山 目前最大的

铁矿区
。

磁铁石英岩矿体 层 受多期褶皱

叠加
,

呈封 闭状
、

马蹄形展布 图
。

王家

河一山羊坪以南和 山羊坪以东的地区 东犷

区
,

出露矿
‘

体主要是其多期褶皱的转 折 部

位
,

口值普遍偏小
,

平均值为
。

而在初一
沟一山羊坪一马宗山一线以西 西矿区

,

出

露矿体以褶皱翼部为主
,

其 值较东犷区为

仑一一 气 一厂
‘ “ “

图 因 因 因
‘

因
“

图 山羊坪矿区构造及 值分布图

一磁铁石英岩 , 一第一世代向 形 轴 , 一第一世代背形轴 , 一第二世代向形轴 , 一第二世代背形轨



大 , 平均值
。

需要指出
,

西矿区口值为

心
, 、

的矿段
,

是靠近第一世代褶皱转

折端的部位
。

马宗 山南侧 二 的矿段和

矿区西侧 的部位
,

二者属于 “ 部位

处于大的矿层褶皱之翼部
,

次级转折部位 ”

的情况
。

前者
,

经钻探证实
,

矿 层 在 地 下

范围内发生转折
,

在地表 以
“

角

向北倾
,

在地下转为南倾
,

更深 处 则 向 北

倾
。

后者位于弯根沟内
。

实地踏勘表明
,

沟

内矿体走向向北
,

到沟北而的 山坡上转为向

西
,

与图 矿体走向相一致
。

这是矿层 的 次

级 局部 转折部位
。

由此可见
,

值的变化与矿体 层 形

态有关
。

总体 上
,

褶皱翼部矿体的 平均值

明显大于核部
。

值的这种特征与褶皱构造

密切相关
。

现以五台地区为例解释如下
。

五台群台怀亚群是五台地区铁矿的主含

矿层
。

由五台群的变形和变质程度〔 〕可知
,

台怀亚群属中低级变质
,

变质作 用 的 温 压

条件 是
, 。

。

在此条件下
,

由于褶皱构造挤压应力

场的作用
,

磁铁矿颗粒 集 合 体 发 生 变

形
,

出现定向拉长现象
。

褶皱转折端 核部

是应力释放区
,

磁铁矿颗粒 出现相对拉长现

象
。

褶皱过程 中的这种应力不均匀分布
,

导

致磁铁矿颗粒的矫顽磁 力
。

的变化
。

磁

铁矿颗粒的矫顽磁 力与应力的关系是
。 二 ,

式中
,

—磁致伸 展 系 数 咨

—应力

了

—
‘

磁铁矿饱和磁化强度
。

由此可见
,

褶皱翼部磁铁矿颗粒的矫顽

磁力较大
。

若将磁铁矿颗粒抽 象地看作是长

轴为
、

短轴为 的旋转椭球 体
,

根 据岩

石磁学的奈尔理论
,

应力作用造成的磁铁矿

颗粒的形状变化
,

对其矫顽磁力的影响
。

二 。 一
。

式中
, 。 、 。分别是沿长

、

短轴的退磁系

数
。

磁铁矿颗粒拉长时
,

其 。增大
, 。

减

小
,

故
。

增大
,

保持剩磁的能力也 相 应增

强
。

由于磁铁矿条带和石英条带平行于矿体

产状
,

所以经过构造变形后
,

宏观上翼部剩

磁比核部要大
,

因而 值也较大
。

值对磁异常解释

计算的影响

五台一 吕梁沉积变质铁矿的磁异常
,

形

态复杂
,

隐伏矿体常呈向斜状
,

核部犷层变

厚
。

对深部
、

尤其是鞍部形态的变化
,

磁异常

反映不甚 明显
。

而确定隐伏矿体形态
,

重要

的是对鞍部异常的定量计算拟合
。

谊的变

化使磁异常变得更加复杂
,

导致磁异常特征

的改变 图
。

因此
,

为准确确定隐伏矿体

形态
,

充分 了解矿区的褶皱构造和矿体 值

的变化
,

是十分必要的
。

图 值变化引起的磁场变化

一垂直磁化情况 , 一斜磁化情况

一 不变 , 一 值变 化
。 。 , 二 ,

。 。 , , 。 二 。 , 二 , 、一二

一磁性体层理



值特征在找矿上的应用

利用沉积变质铁矿的 值特征
,

不仅可

以 判断隐伏矿体的大致形态
,

而且有助于确

定找 犷的有望区段
,

提供矿区和区域构造方

面的信息
。

从 值与沉积变质铁犷体褶皱构
·

造的 二述关系可知
,

在同一含矿层位上
,

地

表标本测定的 值大小
,

能够反映矿区或区

域内褶皱构造的发育程度
。

图 列 出了五台地区五台群台怀亚群中
’

图 五台地区主要含铁岩系构造与 值分布略图

一五台群台怀亚群 , 一五台群石咀亚群

沉积变质铁犷的 值 平均值 统计结果
。

这

次已知大
、

中型铁矿区的 值都在 以下
。

共 ,扣
,

大型矿床 赵村
、

山羊坪等 出露地

表的褶皱矿体
,

其 值
。

而近 地 表呈

单斜状的 中
、

小型铁矿床
,

值
。

这 里所说

的近地表系指从地表到地下 左 右 的 范

围
。

从区域 上看
,

位于紫荆山一宽滩复背斜北

翼的矿区
,

值较小 而其南 翼 以 及 智存

沟一狮子坪一庄旺滩复向斜南翼的矿区 如

八塔矿区
,

值较大
。

这说明台怀亚群含铁

层位 于该复背斜北翼
,

次级褶皱构造相对于

共南翼及相邻复向斜的南翼
,

都 比较发育
。

因

此
,

紫荆山一宽滩复背斜的北翼是寻找近地

表褶皱型铁旷床的有利部位
。

迄今为止
,

智存沟一狮 子坪一庄旺滩复

向斜南翼的太平沟
、

柏枝岩
、

麻黄沟一带的

矿
‘

床
,

经钻探验证属单斜型矿床
,

与 值测

定结果一致
。

八塔矿区的 值较小
,

近地表

犷体应是褶皱型的
,

事实上
,

该矿区正是处

于一个小型褶皱发育的地段
,

值得进一步工

作
。

山羊坪矿床的西矿区 见图
,

出露的

矿体与地下矿体相连
。

褶皱的核部在地下
,

估计会有可观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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