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石砬子铁矿区位于鞍山市东南郊，行政区划隶

属大孤山獐子窝村，成矿空间上处于东鞍山铁矿与大

孤山铁矿的中间位置，地面有细小铁矿脉出露 ! 辽宁

冶金地勘院于 "##$ 年初开始对其深部矿体进行钻探，

经过两年的系统勘查工作，最终提交各类铁矿石储量

共计 % 亿余吨 ! 若按储量 & ’ &# 亿吨为大型铁矿床计

算 ( & )，黑石砬子铁矿则是近年来鞍本地区发现的大型

铁矿床 ! 本文将总结黑石砬子铁矿的地质特征，以期

对鞍本地区铁矿的勘探工作提供借鉴 !

& 矿区地质特征

黑石砬子铁矿床位于鞍山东西向铁矿带的中部，

西距东鞍山铁矿 * +,，向东与大孤山铁矿相距仅为

& +,! 矿区构造十分复杂，矿床即产于东西向大型断

裂带——— 寒岭断裂带中 !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太古宙鞍山群樱桃园岩组 !

古元古界辽河群浪子山组和新生界第四系 ! 鞍山群主

要由下部千枚岩、中部条带状含铁石英岩和上部千枚

岩组成，中部条带状含铁岩系是本区主要的工业矿体

产出层位，上部的千枚岩分布则较为零星 ! 岩层走向

-# ’ .#/，倾向北西，倾角 -# ’ .#/，局部倒转倾向南东，

构成陡倾单斜构造层 ! 古元古界辽河群在地表主要出

露于矿区含铁石英岩层的北部，以角度不整合覆盖于

含铁岩系之上，走向 *$#/0 倾向北东，倾角 *# ’ %#/，厚

度 *# ’ &## ,，由底砾岩、绢云千枚岩、绢云石英片岩、

夹薄层石英岩、含铁石英岩组成 ! 底砾岩上盘局部夹

有含铁石英岩夹层，最大延长 *## ,，厚度 "# ’ *# ,，

最高品位可达 "#1 左右 ! 第四系主要由灰黑色、灰褐

色、灰白色亚砂土和亚黏土、含铁锰结核的红色、棕红

色黏土以及砂砾石组成，主要分布在矿区东西两端的

山前坡地上 2图 & 3 !
矿区内岩浆岩发育，主要有太古宙花岗岩和燕山

期花岗岩，以及闪长岩脉、煌斑岩脉、石英脉等脉岩 !
太古宙花岗岩为太古宙晚期侵入的弓长岭花岗岩，遭

受强烈的区域变质作用，在与鞍山群地层接触或构造

发育地带常有较强的靡棱岩化；燕山期花岗岩为千山

花岗岩体的一部分，岩性为黑云母钾长花岗岩；闪长岩

主要出露于矿区北东部，出露局限 ! 其他脉岩类在地

表不发育，主要见于钻孔中，一般沿构造断裂带充填 !
矿区构造极其复杂，对矿床影响较大的主要为断

裂构造，可归纳为 * 组：东西走向逆断层有两条，为寒

岭断裂带的组成部分，其中 4" 断层位于矿体下盘与太

古宙片麻状花岗岩之间，延长 &-## ,，倾向南，该断层

将矿体南部逆推到地表使其受剥蚀，是地表矿体出露

很窄的原因之一；北东东向斜交正断层在地表断续出

露，为陡倾斜正断层，倾向北，局部南倾，该断层沿矿体

走向将矿体北部切断，使矿体北部下降 &## , 左右，并

被辽河群浪子山组地层覆盖，形成目前的半隐伏状态；

北西向走滑断层延长 "5# , 左右，将主矿体错断，倾向

北东，东部向北西平移 5# ,!

" 矿床地质特征

黑石砬子矿区内共见有 * 层含铁石英岩层，第一

层 2! 3 赋存于鞍山群樱桃园岩组下部千枚岩中，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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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鞍山黑石砬子铁矿床位于东鞍山铁矿与大孤山铁矿之间，是近年来鞍本地区发现的大型铁矿床 !"> & 号矿体是主

要的工业矿体，延长 "### 余米，水平厚度百余米，控制延深 &### 余米 ! 有用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和赤铁矿，矿体品位在走向和

垂向上基本稳定，但 4=D 有随深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 矿石化学成分和矿物组成简单，有害物质含量低，矿体中夹石率较低，

属于沉积变质型的鞍山式铁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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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埋藏较深，钻孔采样没有圈定出工业矿体，距本

区主要的工业矿体远且深，本次工作没有作为主要目

标；第二层 !!"，即鞍山群樱桃园岩组中部条带状含铁

石英岩，具较大成矿远景，为本次勘查的主要目标；第

三层 !" " 赋存于辽河群浪子山组的底部，# 个控制钻

孔表明该矿体厚度薄、延深小、品位低，工业意义不大，

本次未对其进行资源量估算 $
%$ & 矿体地质特征

按照工业指标划分，!号含矿层赋存有 % 条矿体，

其中!’ & 矿体是本次勘探的重点，!’ % 矿体经济意

义不大，本次未进行资源量估算 $
受岩体侵入和断裂构造的影响，!’ & 矿体地表不

连续，断续延长 ()* +，水平厚度一般 &* , -* +；深部

钻孔控制矿体延长 %*.* +，水平厚度一般在 (* , &.* +，

平均 &-# +，控制延深大于 &*** +$ 矿体形态在垂向

和走向上均有明显的变化，垂向上，’ .* , ’ %.* + 标

高矿体平均水平厚度较大，在 &)* , &/* + 左右；走向

上，整个矿体呈现中间宽两端窄至尖灭的状态，矿体由

东向西逐渐倾伏，至西部的 / 线附近，矿体则赋存于

’ -** + 标高以下 !图 % " $
!’ & 矿体深部资源潜力依然很大 $ 根据物探磁

法剖面，!’ & 号矿体南部仍有剩余异常，特别是 & 线

南部剩余异常尤其明显，大部分剩余异常应由深部

!’ & 号矿体的南侧引起 $
%$ % 矿石特征

%$ %$ & 矿石矿物成分

黑石砬子铁矿石中矿物组合比较复杂，共有氧化

物、氢氧化物、碳酸盐、硅酸盐、硫化物等五大类 $ 按其

生成环境可分为原生及次生两大类，各类矿物组合特

点见表 &$
%$ %$ % 矿石组构

矿石经历了多期次变形变质作用的改造，形成了

以塑性变形为主的褶曲构造形态和叠加脆性变形而成

的角砾岩化带，原生矿物成分发生变质分异并重新组

合和定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结构构造类型 $ 矿石构

造大致可分为条带状、条纹状、隐条纹状、皱纹状、小揉

皱状、块状、角砾状及细脉状、石香肠状等构造，且以条

带状为主，具明显的鞍山式铁矿的特征；矿石结构主要

有自形 ’ 半自形结构和他形粒状结构、残斑碎裂结构、

交代假象及交代残余结构、纤维粒状变晶结构等，以自

形 ’ 半自形结构和他形粒状结构为主 $

表 & 铁矿石中矿物类型及组合

!"#$% & ’()%*"$ +,-%. ")/ "..%0#$"1%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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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氧化矿物

假象赤铁矿

褐铁矿 !针铁矿、水

针铁矿、黏土矿物等 "

类型

氧化物

碳酸盐

氢氧化物

硅酸盐

硫化物

原生矿物

磁铁矿、石英、镜铁矿

菱铁矿、铁白云石、方解石

透闪石、电气石、绿泥石

磁黄铁矿、黄铁矿、黄铜矿



任群智等：鞍山黑石砬子铁矿地质特征

!" !" # 有用矿物的含量及变化

在矿体不同部位分别采集了矿石样品，研究表明

主要含铁矿物为磁铁矿、假象赤铁矿、菱铁矿、铁白云

石等，其中可供工业利用的矿物为磁铁矿及假象赤铁

矿 " 对典型样品——— 钻孔 $%&’( 矿芯标本中铁矿物成

分及含量研究结果见图 #"
从图 # 可以看出：) ’ *除部分磁铁矿被氧化形成假

象赤铁矿外，多数矿石类型中磁铁矿含量变化在 !(+
, &(+ 之间，局部因受构造作用及热液活动影响出现

贫化富集现象，磁铁矿含量最高可达 --+ ，形成磁铁

富矿，局部由于铁的流失而导致相对贫化，这种贫化作

用对铁矿石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 * 局部菱铁矿含量相

对较高 "
!" # 矿床品位变化特征

选择 ’.!’ 件样品进行了化验分析，对全铁 ) /01 *、
氧化铁 ) 012*、碳酸铁 ) 301 * 和硅酸铁 ) 4501 * 含量变化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图 & 和图 -"

!" #" ’ 全铁 ) /01 *和碳酸铁 ) 301 *含量变化

本区铁矿石化学成分以氧化物为主，且主要赋存

在氧化矿物 )磁铁矿、假象赤铁矿以及少量的赤铁矿 *
中，其次为碳酸盐矿物 )菱铁矿、铁白云石 *、硅酸盐矿

物 )绿泥石、透闪石 *、硫化物 )磁黄铁矿、黄铁矿）和氢

氧化物 )褐铁矿及黏土矿物 * 等 " 因此，本区铁矿石化

学成分符合鞍山式贫铁矿石成分相对简单的特征 "
由图 & 和图 - 可以看出，矿石中 /01 品位一般为 !(+
, #-+ ，301 一般为在 ’+ , .+ ，个别高达 !(+ 以

上 " 4501 一般在 #+ 以下，极个别达 6+ , .+ " 矿石平

均品位 /01 #(" (6+ 、012 ’-" -6+ 、301 7" &.+ 、4501
(" .7+，表明本矿床为贫铁矿床 "
!" #" ! 矿石品位沿走向方向变化特征

矿床 /01 和 4501 在走向上变化不大，呈正相关，

6 8 ’ 线和 & 8 . 线之间含量相对较高，’ 8 ! 线之间含

量相对较低 "
!" #" # 矿石品位沿垂直方向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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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床垂直方向品位变化统计研究可以发现，%&’
和 ()&’ 纵向上变化不大，&’* 随着标高降低含量有增

高的趋势，在 # + , "## - 标高间 .&’ 含量增高，&’*
也随之增高，而深部却相反，说明深部氧化作用较弱；

# + , "## - .&’ 与 &’* 均增高说明古地下水中 .*/

含量较高，致使氧化作用减弱 0
/0 10 2 矿床有害组分含量特征

3 件矿石全分析结果表明，除 ()*/ 较高外，其余有

害 元 素 含 量 均 很 低 4 ()*/ 150 26 + 7#0 /36 ， 平 均

8#0 936 ；: #0 #556 + , #0 "16 ， 平 均 #0 #1/6 ；(
#0 #"16 + "0 1816 ， 平 均 #0 "2"6 ； ;< #0 #"56 +
#0 126，平均 #0 #996 0 有害组分对矿石质量影响不大0
/0 2 矿石类型划分

综合以上研究，矿区矿石自然类型可以划分为 1
类，即磁铁贫矿、假象赤铁贫矿和含碳酸盐磁铁贫矿 0
工业类型则以磁性率进行划分，当 %&’ = &’*$/0 7 时

为磁性铁矿石；%&’ = &’* > /0 7 时为弱磁性铁矿石；当

()&’、.&’ 含量或二者之和大于 16 时，从 %&’ 和 &’*
中减去 ()&’、.&’，然后再计算磁性率，确定矿石工业类

型 0 当 &’* 较低时，磁性率会出现负值，此时均为弱磁

性铁矿石 0
/0 8 矿体围岩

铁矿体赋存于含铁石英岩中，含铁石英岩是矿体

上下盘直接围岩，辽河群千枚岩、石英岩及底砾岩不整

合覆盖于 &" 断层北部矿体之上，也构成直接围岩，矿

体南侧 , "## - 标高以上通过 &/ 断层与花岗岩直接接

触 0
/0 5 矿体夹石情况

矿体中夹石有含铁石英岩和绿泥石英片岩两种类

型 0 含铁石英岩与矿体界线不明显，而绿泥石英片岩

在矿体中呈透镜体形式产出，厚度不等，局部含铁石英

岩与绿泥石英片岩呈互层状形式出现 0
对整个矿体夹石情况进行分析表明，矿体中夹石

率较低，对矿体完整程度影响不大 0

1 矿床成因

根据以上研究，参考区域铁矿资料!? 总结本矿床

成因如下：

矿床成矿时代为中太古代，岩石化学特征表明，原

岩为黏土质及火山凝灰质等岩石，为一套黏土质沉积

建造 0
矿层与围岩沿走向及倾向均呈参差不齐的相变过

渡关系，反映浅海相震荡沉积环境：矿石中含铁碳酸盐

类矿物与赤铁矿、磁铁矿及石英交互成层而成明显的

条带状构造，深部氧化亚铁明显增高，表明成矿作用过

程中氧化还原近于平衡，利于磁铁矿的形成 0
区域寒岭断裂带长期活动造成了矿体倒转、叠加

增厚和分支复合，在与岩体接触带附近，矿体变富以及

碳酸铁含量偏高，反映矿区构造岩浆活动对矿床形成

有着明显的后期改造作用 0 本矿床应属沉积变质改造

矿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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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梦常等：陕北地区侏罗系古地貌与油气成藏关系研究

! " #丘嘴是储油最有利的地带

两条古河相交处靠近斜坡部位通常叫坡嘴或丘

嘴 $ 丘嘴是河流摆动过程中残留下来的砂岩分布区，

边滩相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该相带的沉积物由于河

流反复冲刷淘洗，矿物成熟度高、物性好，是储油有利

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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