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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板块边缘
、

地台地槽边缘
、

古海盆边缘
、

岩体边缘
、

构造

边缘和地层一岩石界面等不同级别
、

不同类型的成矿边缘论述了我国

主要类型铁矿的时空分布规律
,

指出了铁矿找矿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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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
“

论边缘成矿 —关于金属矿床
的时空分布及其成因联系

” 〔‘, 一文里论述

了金属矿床在空间上是沿着大地构造单元或

地质体的边缘部位即异相交接带分布的 时

间上是在不同地质时期或成矿作用时期的早

期或晚期形成的 而地球内部及外部的各种

差异因素是造成这种边缘成矿的主要原因
。

本文应用边缘成矿理论对我国铁矿的成矿和

分布规律作一具体论述
。

板块边缘成矿

陆上的古地质边缘的沉积盆地
,

也即冈瓦纳

古陆分裂时的古离散板块边缘 图
。

前

苏联的克里沃罗格
、

库尔斯克
、

西伯利亚
,

以及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铁矿则和劳亚古

陆上的古裂谷有关
。

铁矿按其成因大致可分为 类 沉积铁

矿
、

沉积变质铁矿
、

与岩浆 热液有关的铁

矿和风化淋滤型富铁矿
。

这些铁矿在空间上

大都分布在古板块边缘
。

沉积变质铁矿
、

沉

积铁矿和风化淋滤型富铁矿多形成在离散板

块边缘
,

包括大洋脊和大陆裂谷 与岩浆一
热液有关的铁矿多形成在汇聚板块边缘

,

包

括地缝合线
、

岛弧和大陆边缘活动带
。

世界上 以上的铁矿
、

中国 的

铁矿形成于前寒武纪
。

前寒武纪沉积变质铁

矿床是国内外最主要的铁矿类型
。

这些铁矿

床大都分布在现今的大陆边缘
,

如非洲大陆

西海岸
、

南美洲东海岸
、

印度东南部
,

以及

澳大利亚西北部和南部等地区
,

都与各大陆

边界平行或近乎平行
。

它们均属于冈瓦纳古

、、 ‘ 飞
不不 一一它 必 、、、、

协协气, 百八获犷犷 〕从

一
一一

处处舀
,

片

回
,

困 口 目 团
图 前寒武纪层状铁矿床分布图

据卢作祥等

一大于 亿吨的矿床 一 一 亿吨的矿床 一小于

亿吨的矿床 一前寒武纪地层 一海岭

前寒武纪沉积变质铁矿大致可分为阿尔

果马型铁矿和苏必利尔湖型铁矿两类
。

前者

与优地槽边缘火山岩以及硬砂岩
、

灰绿色板

岩和黑色炭质板岩密切相关
,

时间上形成于

前寒武纪早期 后者与大陆架或冒地槽边缘

本文 年 月收到
,

侯庆有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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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陆地沉积物有关
,

时间上形成于前寒武纪

晚期
。

我国东部前寒武纪沉积变质铁矿多属阿

尔果马型铁矿
,

少部分属苏必利尔湖型
。

这

些铁矿主要分布在华北古陆北缘和南缘的两

条基性火山岩带中
,

北带从辽吉经辽西
、

冀

东
、

冀北向西延至五台
、

吕梁一带
,

南带从

太华山经色山
、

舞阳至皖中
,

均属中
、

晚太

古代的古裂谷带
。

汇聚板块边缘与钙碱系列深成岩浆岩有

关
,

形成接触交代型铁矿和安第斯型铁矿
。

我国东部的大冶式
、

邯邢式铁矿及宁芜粉岩

铁矿均与岩浆岩有关
,

这些岩体均位于汇聚

板块边缘
。

现代板块表明
,

大洋中脊附近沉积大量

铁锰结核
。

大陆活动性裂谷带形成含铁和其

他金属的软泥和卤水
,

它们均属于新生代形

成的铁矿
。

一些与海底火山活动和大陆裂谷

带有关的铁矿
,

其形成机制也大都与此相

同
。

因此
,

从全球性或大的区域性成矿带分

布来看
,

主要类型铁矿均产于古板块边缘或

板块内活动构造带内
。

地台
、

地槽边缘成矿

地台边缘
、

地槽边缘或地台与地槽交接

带
,

均属区域上不同构造性质和不同地质发

展史的地块交接带
,

是褶皱
、

断裂极为发育

的地方
,

也是沉积作用
、

岩浆作用和各种外

生
、

内生铁矿集中的地方
。

地台区的铁矿受变质基底
、

沉积盖层和

岩浆活动所制约
。

变质基底主要产出沉积变

质铁矿
,

盖层则 与沉积铁矿有关
。

地台阶段

的岩浆岩可形成与岩浆一热液有关的铁矿

床
。

国外最主要的铁矿类型 —苏必利尔湖

型铁矿多形成于大陆架浅海环境中
,

常沿古

地台和地槽盆地边缘分布
。

我国沉积变质铁

矿则主要产于地台区长期隆起区边缘
,

以及
·

隆起区次一级凹陷的边缘
。

如鞍本地区铁矿

产于辽东隆起边缘
、

太子河坳陷边缘
,

江西

新喻式铁矿产于赣中隆起边缘
。

我国沉积铁矿多产在地台盖层
。

从成矿

时间看
,

形成于两个造山期间
,

即地壳活动

相对宁静的时期
。

这时沉积环境稳定
,

有利

于各种风化作用
、

沉积作用进行
。

从空间分

布看
,

多产于二级大地构造单元地轴或地盾

的边缘部位
。

如北方长城纪宣龙式铁矿产在

内蒙地轴
、

秦岭地轴
、

淮阳地盾边缘部位

南方泥盆纪宁乡式铁矿产在江南地轴南缘及

康滇地轴东缘等
。

还有一些铁矿产于地台隆

起区边缘部位
,

如五台隆起
、

山海关隆起的

边缘
,

以及湘中
、

桂东若干中小型加里东隆

起周围
。

我国与岩浆一银与液作用有关的铁矿
,

包

括与中酸性岩浆岩有关的接触交代型铁矿和

与基性一超基岩有关的钒钦磁铁矿
,

它们也

多分布在地 台
、

地槽边缘或其二级构造边

缘
。

如邯邢式铁矿产于鲁西台背斜边缘和山

西台背斜边缘 大冶式铁矿产于粤北一闽中

地区华夏古陆边缘和赣中隆起南缘
,

内蒙白

云鄂博铁矿与岩浆一热液活动有关
· ,

铁矿床

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台内蒙台背斜北缘
,

兴蒙

地槽南缘
。

与辉长岩
、

辉石岩
、

橄榄岩和斜

长岩有关的四川攀枝花和河北大庙钒钦磁铁

矿分别产于康滇地轴中段西缘和内蒙地轴北

缘
,

成矿时代以华力西早期为主
。

我国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铁矿也都分布在

地台
、

地槽边缘
,

如宁芜粉岩铁矿分布在地

槽与地台过渡带的火山岩盆地边缘
,

甘肃镜

铁山式铁矿分布在地槽边缘
,

与海底火山喷

发有关
。

由此看来
,

我国各类型铁矿的普查找矿

工作
,

应部署在地台
、

地槽边缘及其二级构

造单元边缘
。

古海盆边缘成矿

等研究黑海中的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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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规律时
,

得出铁主要集中在接近大陆架

的表面海水中
,

研究太平洋西北

部沿岸海水中粉铁的分布规律时也得出同样

的结论 粉铁在河 口人海处的海水表面最浓

集
,

向海内逐渐降低
。

海盆边缘成矿是

由于海陆环境的差异造成的
。

海盆边缘处于

海陆交接带
,

在物理化学性质方面既不同于

大陆也不同于海洋
,

因而起着地球物理障和

地球化学障的作用
。

它既可挡住由大陆搬运

来的铁质向海盆分散
,

又可挡住海洋里的铁

质向大陆扩散
。

因此与沉积作用有关的铁矿

包括沉积铁矿和沉积变质铁矿 大部分布

在古海盆边缘
。

我国宣龙式
、

宁乡式沉积铁矿多分布在

海盆边缘或靠近古陆的浅海水体中 图
‘

铁矿多为鲡状赤铁矿
,

系浅海近岸沉

内浪古陆

习
。

才了了介燕扮
泉

‘

一 ‘
,

‘ 二几二夕

北
,

因流速迟缓
,

特别有利于铁矿沉淀
。

以桂东北为例
,

沉积铁矿展布大体可分为南

北两个矿群
,

北矿群位于柳州一恭城一线以

北
,

铁质来自江南古陆 富贺钟地区为南矿

群
,

铁质来 自鹰阳关
、

云开古陆
。

铁矿床多

集中在海盆边缘
,

距海岸线为 一
。

浅海部位的沉积铁矿床还受特定的环境

和岩相控制
,

存在一定的相变规律
,

形成特

有的沉积矿床分带
。

具工业价值的赤铁矿
、

褐铁矿相带和菱铁矿相带分别位于大陆与海

洋的交接带
、

氧化带和还原带的交接带 图
。

沉积变质铁矿的形成也受原始的海陆边

缘控制
,

铁矿的形成常与古洋盆中环状火山

喷发有关
。

如鞍山式铁矿的形成与巨型环状

构造有关的古火山喷发沉积作用有关
。

铁质

可以直接来源于火山
,

也有一部分铁质经海

水运移
,

在距火山口较远的海盆边缘沉积而

成
。

鞍本地区已知铁矿带和磁异常带均沿环

状断裂带的两侧或附近呈断续状分布
。

气带 丢几
古

一
‘

鑫三

多替万全拿古

、

、、
’

海水面面

只只
‘

仁卜鬓乏三益益立立
””

‘ ’‘ 一

几

丫丫无登封 互 戛 玉」匹习 互三」二互卜

契巴竺石丁

礴
回

,

口
汽

口 目
图 宣龙式沉积铁矿分布图

一古陆 一碎屑沉积区 一泥质沉积区 一碳酸盐

沉积区 铁矿

积
,

形成于海侵岩系的底部
,

在江南古陆西

缘
,

四川
、

黔北东缘等近海盆地边缘均有铁

矿生成
。

凡是海陆交错
,

海水较浅或海峡海

流汇人大海的地方 如鄂西南
、

黔南
、

桂

图 沉积铁矿相带分布图

一赤铁矿
、

褐铁矿相带 一铁的硅酸盐相带 一菱铁

矿相带 一黄铁矿相带 一海洋 一大陆

因此
,

寻找与沉积作用有关的铁矿必须

详细研究成矿时期的古地理环境
,

将找矿的

重点部署在古海盆边缘或古火山沉积盆地边

缘
。

岩体边缘成矿

岩体边缘是有利的成矿部位
,

各类岩浆

一热液型铁矿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岩体边缘和
·

三︸工二京一一⋯二南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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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带构造的控制
。

这里构造作用强烈
,

物

理
、

化学条件剧变
,

差异明显
,

铁矿化与接

触带形态
、

产状有密切联系
,

矿化多集中在

岩浆运动的前缘或其旁侧
。

岩体边缘和接触

带有利的成矿部位包括 岩体凸出部位或凹

陷部位 岩体产状变化部位 岩体超覆于围

岩之 岩体与围岩界面
,

尤其是不整合面

接触部位等
。

岩体与围岩的接触面愈曲折愈

容易成矿
,

宽阔平直的接触面不利于成矿
。

接触带产状复杂多变
,

围岩岩性条件有利
,

往往是铁矿化富集部位
。

岩体在形成过程

中
,

在其边缘
、

特别是顶部
,

常产生原生流

动构造和原生裂隙构造
,

易形成脉状铁矿和

细脉发染状铁矿
。

接触交代型铁矿 包括邯邢式和大冶

式 是我闰一种
一

重要的富铁矿
,

矿床点多面

广
,

约占全网富铁矿探明储量的
。

矿

床主要产于中酸性佼人体与碳酸盐类岩石的

接触带及附近的围岩中
,

矿体受接触带形态

控制
,

属典型的岩体边缘成矿
。

邯邢式铁矿矿体产于燕山中期闪长岩
、

二长岩与中奥陶世灰岩
、

白云质灰岩接触

带
。

岩体常顺层分叉侵人
,

在垂直向上形成

多层接触带
,

造成矿体在空间上下重叠 图
。

大冶式铁矿矿体产于燕山期闪长岩
、

花

岗闪长岩 与早
、

中二叠世白云岩接触带
,

或

近岩体的围岩裂隙中
,

明显受岩体边缘构造

和形态控制
。

宁芜型铁矿是
一

与火山喷发结束阶段的富

钠辉长岩
、

闪长粉岩
、

辉石安山岩等在空间

和时间上有密切联系的一种纷岩铁矿
。

其主

要类型铁矿 均产于火 山岩体边缘 图
,

包括 岩体边缘浸染状和细脉状铁矿

陶村式 岩体顶部脉状
、

网脉状
、

角砾状

铁矿 凹 山式 岩体与安山岩
、

凝灰岩围

岩接触带块状及脉状铁矿 梅山式
。

其他

类型铁矿
,

如岩体与灰岩
、

砂页岩接触带的

接触交代型铁矿 风凰山式
,

以及岩体附

近火山岩裂凉中的热液充填脉状 龙虎山
·

式
,

层状
、

似层状 龙旗山式 铁矿
,

也

均位于火山岩体边缘内外接触带附近
。

图 邯邢西郝庄铁矿 线剖面图

一灰岩
、

白云质灰岩 一闪长岩
、

二长岩 一铁矿体

图 扮岩铁矿产出部位图

一灰岩
、

砂岩
、

页岩 一火山岩 一窗镶辉长岩
、

闪

长粉岩 一铁矿
。

①凹 山式 ②陶村式 ③梅山式 闭凤凰 山

式 ⑤龙虎山式 龙旗山式

区域性岩浆岩带和大型岩体的边缘部位

控制了铁矿田和铁矿床的空间展布
,

大型岩

体的局部构造和小型岩体的边缘部位直接控

制了铁矿体的分布
。

这些规律可分别应用于

铁矿普查和勘探
。

构造边缘成矿

国内外的富铁矿和前寒武纪的大型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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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产在向斜或复向斜的核部
。

如前苏联克里

沃罗格和库尔斯克
、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
、

澳

大利亚哈默斯利
、

加拿大库奈和委内瑞拉的

圣伊西德罗等铁矿区的许多富铁矿体
,

主要

产在复向斜接近轴部的倒转或倾伏的次级向

斜封闭部位的构造弱化带中
。

我国鞍本地区

弓长岭
、

歪头山
、

庙儿沟
、

独木岭
、

哑吧岭

等大型铁矿床
,

以及国内其他著名的前寒武

纪铁矿床如冀东水厂
、

北京密云
、

晋北山阳

坪
、

云南大六龙等均赋存于向斜构造中
。

一

些时代较新的沉积变质铁矿
,

如海南岛的石

碌富铁矿和甘肃镜铁山铁矿
,

也都产在向斜

中
,

特别是向斜的轴部和核部
。

从边缘成矿理论看
,

地层经褶皱后原来

的地质体形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弯曲
、

连

续的新块体
,

其轴部即为新块体的边缘
,

因

此褐皱轴部亦属于构造边缘部位
。

在侧压力作用下
,

向斜槽部的底侧易发

育张性裂隙
,

有利于铁矿的集中 向斜槽部

的顶侧因受挤压处于封闭状态
,

能有效地将

铁矿保护起来
。

加之向斜中地下水的活动
,

故对铁矿的形成特别有利
。

断裂构造两侧亦属构造边缘
。

区域性深

大断裂往往是岩浆和矿液活动的通道
,

既控

岩又控矿
,

与岩浆 一热液有关的铁矿田和矿

带常沿着区域性深大断裂带两侧分布
。

我国

邯邢式铁矿受北东向及近东西向断裂构造控

制
。

在两组断裂交汇处矿田呈结状分布
。

如

山西隆起的边缘成矿带为两条近东西向弧形

基底断裂破碎带 左权一黄泽关一武安一马

头镇断裂 长治一平顺一安阳一沟阴断裂

与北北东 向的太行 山隆起伴生断裂破碎带

新城一林县一新乡 交汇部位
,

控制了冀

南豫北铁矿 田
。

淮北苏北铁矿 田也位于近东

西向基底断裂与北北东向盖层断裂构造交汇

处
。

邯邢式
、

大冶式接触交代型铁矿和宁芜

型粉岩铁矿的研究表明
,

就矿床而言
,

富矿

体常赋存在各种构造的边缘部位或多种构造

岩边缘交汇部位
。

构造产状的变化即边缘部

位的变化
,

往往引起局部应力状态的变化
,

从而造成矿化的局部富集
。

当断裂构造穿过

孔隙度大
、

渗透率高
、

化学性质活泼的有利

岩层和不同岩层组合时
,

或有利岩层之 上再

有不透水岩层作为上覆隔挡层时
,

往往易形

成工业矿体
。

而构造的多期活动可以导致矿

化的多次叠加
,

从而形成富铁矿段
。

地层一岩石界面成矿

地层一岩石界面包括不同时代
、

不同地

质时期的地层界面和不同岩系
、

不同岩性的

岩石界面
,

以及沉积间断面和地层不整合面

等
。

它们在空间
‘

匕代表一组或一套岩石的顶

部
、

底部即边缘部位
,

在时间上则表示它们

形成于地质时期或成矿作用时期的早期
、

晚

期即边缘期
。

我国沉积铁矿具有多层位
、

多层数的特

点
,

主要形成于地壳运动每个旋回的初期

每个旋回中又主要形成于海侵初期或海仗加

大期
。

在每个小旋回中又主要形成于小海侵

最大期
。

从沉积相上看
,

以产于浅海相或滨

海相海俊层位中的矿床规模较大
,

质从较

好
,

滨海
、

浅海相沉积常具一至数个海佼沉

积旋回 每个旋回一般都是由粗粒砂岩一页

岩一灰岩组成
,

铁矿多产于砂岩和页岩之

间
。

如宣龙式和宁乡式铁矿均产于海侵层序

下部
,

铁矿层位于砂岩之上
、

页岩之下的界

面附近
,

有 层
。

我国与火山活动有关的铁矿分布广泛
,

成矿时代以中生代和元古代为主
,

既有陆相

火山岩型又有富钠质海底火山喷发岩型
。

前

者如宁芜粉岩铁矿
,

后者如云南大红 山铁

矿
。

与铁矿有关的岩石主要是中基性火山

岩
,

铁矿形成时间多在火山活动的末期
、

间

歇期或火山活动性质发生改变的时期
。

铁矿

常产在不 同岩性
、

岩相的火山岩接触部位
,

如火山熔岩或火山碎屑岩的接触部位
,

或火

山岩与沉积岩的接触部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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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式铁矿也与火山活动有关
。

从火山

喷发中心向两侧
,

由于古环境的变化而形成

水平分带现象 含磁铁矿扁豆体的火山岩相

磁铁矿
、

硅酸铁相 赤铁矿相
。

火山活动

具有明显旋回特征
,

在时间上铁矿形成具有

多期成矿特征
,

巨厚的铁矿层多出现在火山

活动的晚期
。

一些沉积铁矿床多与不整合面有关
。

如

我国北方山西
、

妇东
、

河北
、

河南
、

辽宁
、

陕西
、

内蒙等地广泛分布的山西式铁矿就是

产于 中
、

上石炭系底部奥陶系石灰岩侵蚀面

上的一种沉积铁矿
。

四川秦江式铁矿也产于

早侏罗世底部 自流井系的侵蚀面上
。

这两类

沉积型铁矿 助于基底岩石含铁不多
,

风化
、

剥蚀和再沉积作用都较弱
,

不宜形成大矿
。

全世界绝大部分富铁矿是以前寒武纪的

大规模的贫铁矿经风化淋滤而成的
。

这种

富铁矿 占前寒武纪富铁矿的 和整个富

铁矿的
。

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呢 寒武

纪后火 山喷发减弱
,

大气中 相对减

少
,

氧相对增加
,

前寒武纪形成的铁硅质岩

了 中的硅和其他元素被含氧的水大量淋滤
,

铁以 十形成残留下来
。

特别是在赤道附

近
,

气候炎热
,

雨季和旱季交替
,

促进岩石

红土化作用加强
,

形成大规模风化壳型富铁

矿
。

以边缘成矿理论解释
,

铁矿在地层层序

上位于两套沉积岩系之间的不整合面上
,

成

矿时间上处于前寒武纪之后和中
、

新生代沉

积作用之前的长期风化淋滤阶段
。

成因上必

须具备以下差异因素 火山喷发由强变

弱 大气圈由还原环境变为氧化环境

气候炎热
,

雨季和旱季相互交替
。

结 语

综上所述
,

我国主要类型铁矿从区域性

矿带到矿田
、

矿床
、

矿体和富矿段的空间分

布
,

均受板块边缘
、

地台地槽边缘
、

古海盆

边缘
、

岩体边缘
、

构造边缘和地层一岩石界

面等不同级别
、

不同类型的边缘部位控制
,

时间上多形成于不同地质时期或成矿作用时

期的早期或晚期即边缘期
,

其原因是由于这

些边缘时空存在着各种差异因素
。

因此
,

沿

着这些边缘部位和边缘期找矿
,

就能取得好

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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