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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九铁矿床控矿因素探讨

采占岗

冶金部华东地质勘 查局 队
·

安徽省 当涂

钟九铁矿床是钟姑矿田的主要矿床之一
。

本文从研究矿床地质 特

征人手
,

对该矿的控矿构造及成矿机理进行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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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
·

矿 床

矿区地质概况

钟九铁矿床
,

因赋存

于钟姑矿 田的前钟山至九

连 山之间第四系冲积层以

下 图 而得名
。

矿区基岩出露甚少
,

资

料大多来 自钻孔
。

地层

矿区地层 由老到新
,

依次为中三叠统周

必斧

溉
、

一 几 几

几

沐、

几

门含

日万奋几,‘曰
图 钟九铁矿床基岩地质平面图

一下白噩统姑山组 , 一声 一中
、

下 侏罗统象山群 , ’

一中三叠统黄马 青组上段 , ’

一中三丑统黄马

青组下段 , 一中三叠统周 冲 村组 , 一钠长闪长岩 , 料一辉石闪长扮岩 , 欣一铁矿体 , 一断层及其编号



神村组 、灰岩
、

黄马青组 砂

页岩
,

中下侏罗统象山群
一产 石英砂

下白至统姑 山组
,

火山岩
,

第四

冲积层 表
。

基性的岩体所占据
。

在钟九矿区
,

侵人岩是长

轴呈南北展布的钠长闪
一

长岩岩舌
,

东西两侧

接触面均向东倾
,

东侧倾角
。 ,

西侧倾

角
。 ,

岩体前端超糙于中三叠统之上
。

稚晚侵入的是规模略大的富钠辉 石 闪 长 份

岩
,

呈小岩枝及岩脉穿插在钠 长闪长岩及中

三叠统之中
。

最晚侵人的辉绿岩脉为成矿后

脉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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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

以周冲村组灰岩为核部
,

黄马青组砂页

岩及象山群石英砂岩为翼部的北北东向复式

背斜贯通钟姑矿田南北
,

长约
,

其中发

育的次级构造有 白象山
、

钟九
、

和睦山
、

龙山

等小背斜
。

姑 山组火 山岩局部不整合覆盖其

七
。

钟九铁矿产于钟九背斜核部
,

背斜 向北东

倾伏
,

倾角约
“ 。

沿复式背斜轴的钟姑断裂

带所派生的北东
、

北西及东西 向断层常为控
·

矿构造
。

钟九铁矿的形成
,

与北东向的 , 、

东西 向的 断层有关
。

,

岩浆活动

燕山晚期的岩浆活动伴随宁芜南段的裂

僻 一中心式火山喷发而加剧
,

早期安山质

岩浆沿深断裂上侵
,

钟姑逆掩断裂带被中偏

矿床地质

矿体形态

钟九主矿体赋存标高 为 一 以

下
,

矿体基本完整
,

连续性好
,

其
一

长轴方向

约北东
,

延伸
,

最 宽处约
,

矿层最大厚度
,

平均厚约
。

矿体 自

北向南有明显的形态分带
,

依次 为 斜 板

状一锅底状一似层状
。

斜板状即 线以北矿

体部分
,

产于钠长闪长岩与黄马青组 上段页

岩接触带上
,

矿体呈薄板状
,

倾向东
,

产状

陡
,

倾角
,

走向控长约 锅底

状即 线之间矿体部分
,

主矿体呈不规则

的 形
,

似圆锅底
,

深部矿体与 “ 锅底 ” 呈

交叉相连
,

矿体形态复杂
,

厚度变化较大
,

走向控长约 似层状即 线以南 矿 体

部分
,

赋存于黄马青组下段地层与周冲村组

地层不整合面 以上的绿色蚀变带中
,

矿体产

状与黄马青组下段地层基本一致
,

具层控特

征
。

由于矿体西侧受 逆断层控 制
,

向 上

抬起
,

故矿体又像舒缓的簸箕状
。

此处矿层

厚度相对稳定
,

走向控长约
。

矿石特征

自然 类型 磁铁矿约占
,

假

象赤铁矿占
,

赤铁矿仅占
,

褐铁矿极

少
。

磁铁矿分布 广泛
,

是矿石的主体 假象赤

铁矿常产于磁铁矿体 部
,

两者呈渐变关系 ,

赤铁矿主要分布在主矿体西侧及北端
,

或呈

黄马青组过去一直划归三叠系上统
,

据 年 《安

徽省区域地质志苏, 开始将其划归三至系中统
。



透镜体产于黄马青组砂页岩裂隙中 褐铁矿

仅见于矿体浅部与第四 系冲积层 接 触 面 附

近
。

结构构造 矿石构造 自北 向南有

着与矿体形态对应的分布特征
,

即斜板状矿

体之矿石多呈块状构造
,

锅 底状矿体之矿石

多呈角砾状和块状构造
,

似层状矿体之矿石

多 呈层纹状和浸染状构造
。

这种现 象反映了

不 同的成因背景
。

磁铁矿一般为 自形一半 自

形拉状结构
,

偶见压碎结构 假象赤铁矿呈

假象或半假象及交代残余结构 赤铁矿为 自

形一半 自形板状结构
。

矿物 成分 金属矿物以磁铁矿为

主
,

假象赤铁扩
、

黄铁矿
、

赤铁矿次之
,

另

有少量褐铁矿
、

钦铁矿
、

白铁矿
、

黄铜矿
、

斑铜矿
、

辉铜矿
、

方铅矿和闪锌矿
。

脉石矿

物有磷灰石
、

金云母
、

透辉石
、

绿帘石
、

方

解石
、

石英和石膏等
。

矿物组合及 成矿阶段 矿床形成

大致分高温气液
、

中低温热液及表生氧化

个阶段
。

高温阶段的透辉石一磷灰石一钦铁

矿一 据石组合
,

是主成矿期前气化活动的产

物
,

其后形成透辉石一金云 母一磷灰石一磁

铁矿组合
,

是矿床最主要的成矿组合
。

中低

侃阶段是赤铁矿一黄铁矿组合
,

除形成 少量

单独赤铁矿
、

黄铁矿外
,

多数叠加浸染于早

阶 段的磁铁矿石中
。

表生阶段热液活动停止
,

磁铁矿形成之后
,

受大气及地下水的氧化与

分解
,

局部形成假象赤铁矿一褐铁矿组合
。

化学成分 磁铁矿石中单样

子位最高为
,

平均
,

磁性铁

占有率 日 平均为
,

造渣组 份 平

均 品位 为
、 、

、
,

,

自熔比
,

属中

等 品位半 自熔矿石
。

由假象赤铁矿和赤铁矿

组成的混合矿石 平均 品位为
,

而 。仍高达
。

矿石 中可综 合 利

用的有益组份有
、 、 、 。

和 分别

以黄铁矿和磷灰石形式产出
。

铁矿 中 的平

均含量为
,

平均为
,

可在

选矿时分离回收
。 、

以类质同象赋存于

磁铁矿中
,

矿石中 平均品位为
,

平均
, 。同 呈正 消 长

关系
。

围岩蚀变

由于岩体超覆于矿体及围岩之上
,

故矿

体上盘围岩蚀变远比下盘强烈
。

下盘灰岩仅

轻微大理岩化
,

砂页岩呈斑点状角岩化 上

盘富钙质杂岩的蚀变十分复杂
,

表现为碱金

属和铁镁交代反复交叉和叠加
,

致使原岩面

貌几乎荡然无存
。

具指示见矿意义的蚀变可

分两带 图 浅色带
,

即相对远矿

一一 ,
·

几几
’ ··

布
· ·

、冤冤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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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

二二二
、、、、、、、、、改 , 舀舀 ,,户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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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恤恤

—
二工工工 二 二气气 ——

一
口口 一

一一
言言柔目目扫扫

图 一 线蚀变分带图

工一浅色蚀变带 , 一深色蚀变带 一第四系冲

积层 , 一黄马青组上段砂页岩 , 一黄马青组下

段杂岩 , 一周冲村组灰岩 , 一蚀变带分界线 ,

一铁矿体

蚀变带
,

厚约
,

主要为钠 长石化
、

钾长

石化
、

方柱石化
、

沸石化
、

碳酸盐化等 深

色带
,

即近矿蚀变带
,

厚
,

常与矿体交错并存
,

主要为透辉石化
、

绿帘

石化
、

绿泥石化
、

磷灰石化
、

金云母化
、

阳

起石化等
。

控矿因素探讨

矿质来源及矿液运移方向

笔者认为
,

钟九钠 长闪长岩 是 成 矿 母

岩
。

自前钟山往北直到太平山一带
,

钠长岩

基岩分布范围约 图
,

据地

表及钻孔资料
,

各处揭露的岩体岩性相 当稳



定
,

呈 自形晶细粒不等粒或多斑结构
,

钠长

石 自形程度高
,

具明显的侵人岩外貌
。

在岩

体周围
,

目前 已发现钟九
、

前钟山
、

太平山
、

后

一

又
丈‘ 二一 一 一 一

——、、 。 。 。 , ,

、、 月 甘 甘 户 。孔 一
‘

沐翻
产

一下
大平山 八 几丫

泉水垮

平 山头

九连山
△

哥热
一

了彝
“卜挤

呀几。

、

心之‘

几

、

, 映但叹全
、

石
’

产、 尹 奋洲尸

’、 ,

厂
,

下声

回
,

困
图 钟九岩体基岩分布图

一钠长闪长岩 , 心”一辉石闪长扮 岩 , 刃一二长

岩 , 一姑山组火 岩 , 、一

一象 群石英

砂岩 , ’
一黄马青组上段砂页岩 , ’

一黄

马青组下段杂岩 , 一周冲村组灰岩 ,

一中型铁矿 , 一小型铁矿

钟山
、

平山头等 处中小型铁矿床
。

岩体中早

世代斜长石牌号 比附近岩体低
,

属更长石 , 而

含量则比其他岩体为高
,

说明岩浆形成时

低熔组份相对集中
,

具岩浆分异特征
。

晚世

代钠长石交代更长石
,

属岩浆阶段的钠质交

代现象
。

据冶金工艺启示
,

富钠可使 。 与

〔宝 。 〕‘
一

群聚组联结
,

促使氧化铁分离
,

因

而可推出钟九铁矿的形成机理 岩桨阶段早

期
,

高温可使有用组份
、 、

分离
,

其

后陆续晶出暗色矿物 岩浆后期
,

强烈的钠

质交代
、

分解并取代了暗色矿物
,

分离出了

更多的铁质 岩浆期后
,

有用组份和挥发份
、 、

碱金属组成络合物
,

呈离子状态加

人高温气液 自下而 上
,

从北 向南运移
。

钟

九铁矿容矿构造由 大部分组成
,

分别为接

触带
、

断层交叉处和不整合面
。

由于它们互

相贯通
,

使矿液长驱直人而形成走向连续的

主矿体 图
。

据中国地科院地质矿产所

四室 用爆裂法对钟九铁矿床主成矿

期矿物生成温度的系统测定
,

磁铁矿于 ℃

开始品出
,

于 ℃大量晶出
,

于 ℃

左右结 晶基本完毕
。

磁铁矿生成温度与其中

含量有关
,

即 含量高
,

磁 铁矿生

成温度也高
,

两者呈同消长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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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钟九铁矿 万号纵剖面线矿液运移方向示意图

一第四系冲积层 , 一黄马青组上段砂页岩 , 一黄马青组下段杂岩 , 一周冲村组灰岩

卜钠长闪长岩 , 一铁矿体 , 一钻孔 , 一矿技运移方向 ,

一断层及其牌号



等值线
,

由矿体西北 向东南
、

再 向南从

‘ ℃递减 而 的含量也是 由矿体西

北 向东南
、

再向南
,

从 递减
。

这

个规律与含钦磁铁矿的结 晶条件
、

矿液通道

及矿液向南运移的方 向符合
。

另外
,

辉石闪

长粉岩脉体的补充侵人
,

使得矿液活动加强
,

运移速度加快
、

充填交代作 用更加充分
。

矿

体上盘围岩蚀变如此强烈复杂
,

与辉石闪长

粉岩所叠加的热能有关
。

接触带控矿

线以北矿体产于钠长闪长岩与砂页岩

的接触带上
。

由于岩浆沿 断层侵入
,

接触

带走向与 走向吻合 见图
。

此处矿体

大 多呈块状构造
,

显示以充填为主的成矿方

式 说明运移的含矿气液被渗透性极差的砂

页岩阻挡后
,

迅速充填在岩体边缘冷凝收缩

形成的面型裂隙空间成矿
。

断层交叉控矿

万万 ,石石亨
一

户弓弓弓 飞冬
,

,,

过
‘‘

夕夕止止

尹尹尹一一

毛毛、、

三三几六’’

胃胃
止止

夕夕 ,
一

上上
之二二

孔揭露的深部矿体
,

与 部锅底状矿体呈不

规则 “ ” 形相连 图
,

交叉附近的角

砾岩十分发育
,

矿石的构造出现 了较多的角

砾状
,

被铁质胶结的角砾成分有石英砂岩
、

页岩
、

粉砂岩
、

钠长闪长岩
、

辉石闪长份岩

等
。

其成因可解释为矿液顺势涌人 由断层交

叉而形成的构造空间
,

胶结
、

充填
、

浸染交

代角砾及围岩成矿
。

现今矿体形态即为当时

的构造空间形态
。

不整合面控矿

线 以南矿体产于中三叠统黄马青组下

段地层与周冲村组地层不整合而上
,

几乎完

全定位于黄马青组下段底部范围 见图
。

尽管矿体下盘为周冲村组灰岩
,

但成矿过程

并无夕卡岩化的双交代现象
。

那么
,

这部分

似层状的磁铁矿体远离钠长闪长岩
,

呈 “ 隔

离 ” 关系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笔者认为
,

由

于 逆断层与 正断层的交汇形成的 开 放

空间 “ 接通 ” 了地层不整合面构造通道
,

至

此
,

钟九三大容矿构造便全部贯通
。

于是
,

含矿气液经断裂交叉部进人不整合面构造并

源源不断地 向南运移
。

黄马青组 下段岩性富

钙镁且
。

质地疏松
,

十分利于矿液的渗透和交

代
,

矿液便选择其交代成矿
。

周冲村组灰岩

主
、

含量偏高 、
,

起

了屏蔽矿液的作用
,

故仅见少数透镜状小矿

体赋于灰岩裂隙中
。

图 号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一辉石闪长扮岩 , 一角砾岩 其他图例同图

以往诸多文献对宁芜铁矿断裂交汇控制

的论述
,

常限于面上宏观的归纳或未来靶区

的预测
,

钟九铁矿床两条断层交叉控矿
,

可

谓点上具体储矿构造的典型
。

如 线少数钻

找矿标志

岩浆岩
”

,

燕山晚期细粒不等粒的中偏基性闪长岩

为成矿母岩
,

其原始岩浆富含铁质
。

岩浆晚

期钠质富集
,

使得铁质分融析 出 岩浆期后

有用组份聚集到残浆组成含矿高温气液
,

运

移到各容矿部位成矿。

构造

复式背斜次级小背斜核部所受应力最为

集中
,

极易产生纵向断裂而导浆成矿 纵
、

下转 第 页



段的金平均品位
,

用加权中位数法计算储量

圈定的矿体边界与实际开采的矿体边界相近

图
。

结 论

当处理地质
、

物 池探数居或矿床品

位值的分布律不服从正态分布呈现出长尾巴

时
,

用经典系统计方法估计样品点或估计域

的平均谊就会产生明显的偏差
,

影响估计精

度
,

而加权中位数法则是一种良好的处理这

种数据的非参数统计方法
。 ,

加权中位数法的关键是正确的计算

每一个信息样的距离权
,

丛集权和由此而形

成的综合权系数
。

加权中位数法的优点在于该法无需

假设数据来 自某种特定分布的母体
,

也无需

对原始数据进行变换
,

而且计算结果较为精

确
,

计算方法 也比指示克立格法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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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裂交叉可直接成为储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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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铁质交代最理想的对象
。

该岩性与下伏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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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矿岩浆可远源运液交代质地

疏松的富钙镁杂岩成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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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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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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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辉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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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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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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