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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舞阳铁矿田以往地质资料收集整理及野外调查，对该区构造格架特征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
表明：本区位于鲁山背孜－舞阳出山复背斜构造的东段，以 NW－SE向褶皱为主，物探重磁资料表明该区存
在近南北向构造格架。 将该区构造演化特征划分为 4 个期次，在主构造（第二期 NW－SE向褶皱）形成后，
第三期构造变形作用（NNE－SN）形成叠加褶皱，在构造的叠加部位，易形成埋深较浅的厚大矿体，对今后找
矿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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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Evolution and Ore －controlling Rule of the Wuyang Iron Deposits in Henan Province
ZHANG Duo1， LI Yongfeng2，3倡， XIE Kejia3

（1.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Beij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logical Processes and Miner－
al Resources.Beijing 100083， China；2.Henan Non －ferrous Metals Geological Exploration Institute，
Zhengzhou 450052， China；3.Non－ferrous Mineral Explor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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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yang iron deposits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Lushan Beizhi －Xiping Chushan
fold belt and fold axial is NW －SE.There is a series of nearly NS fold in Wuyang iron deposits
based on gravitational and magnetic anomalies.Based on past papers and data， according to the ge－
ological explor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structural framework and discusses tectonic evolution of
Wuyang iron deposits， dividing this area into four sub－period.This study shows that structural su－
perimposion between the main structure （NW－SE direction） and the third phase of structural de－
formation （NNE－SN direction） is important role in this area， and the iron deposits is formed on
structural superimposion.It might play a certain guidance for future prospecting work.
Key words： Wuyang iron deposits； gravitational and magnetic anomalies； tectonic evolution

  舞阳铁矿田位于河南省中部舞钢市境内，属于 河南省最大的铁矿带———鲁山－舞阳－新蔡条带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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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建造带内 ［1］ ，是华北陆块前寒武纪条带状铁建造
16大铁矿床集中区之一［2］ 。 展布于华北板块与秦
岭造山带结合部位，潼关－三门峡断裂以南，栾川－
维摩寺－确山断裂带以北（图 1），具有典型的双层
地壳结构特征，基底地层为新太古界太华群，自下而
上可分为：赵案庄组、铁山庙组、杨树湾组［3］ ，是赵
案庄式铁矿和铁山庙式沉积变质型铁矿的赋矿层

位［4］ 。 盖层岩系为浅变质 －未变质中元古代 －中
新生代地层，主要有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火山岩
建造、汝阳群碎屑泥质岩建造，上元古界洛峪群页
岩、砂岩互层，与太华群呈不整合接触，中新生界陆
源碎屑沉积广泛发育。
由于舞阳铁矿田赋存于太华群地层中，构造复

杂多变。 不少学者对舞阳铁矿田开展了岩石地球化
学工作［5 －7］和部分构造格架进行初步研究［8 －15］ ，但
对舞阳太华群构造演化特征的涉及较少。 近年来，
笔者有机会对舞阳铁矿田构造格架特征进行系统观

察和研究。 在野外地质调查基础上，结合物探重磁
资料，系统总结了舞阳铁矿田构造演化特征，进一步
探讨其构造控矿规律。

1 区域地质特征
舞阳太华群变质带处于鲁山背孜－舞阳出山复

背斜构造的东段、是构造变动剧烈地区［1，3 －4，8，13］ ，区
内地质构造复杂，总体呈 NWW 向大型复式背斜隆
起带（图 1），组成一个轴面向南西倾伏的鲁山背孜
－舞阳－西平出山倒转复式背斜［3 －4，8，13］ ，区域构造
线呈 NW－SE向。 研究区内大部分为第四系覆盖，
仅南缘和北西部有大片太华群地层零星露头。 区内
岩浆活动具有多期次特点。 除太古宙变超基性－基
性火山岩外，还有王屋期中－酸性侵入岩、加里东期
－印支期中基性脉岩、燕山期酸性侵入岩等［3 －4］ 。
舞阳铁矿田太华群地层构造变形主要为揉流褶

皱和韧性剪切带，反映深层次、强塑性变形的特点，
是太古宙、古元古代等时期多期构造变形共同作用
的结果，主要构造线主要有近 EW 向、NE 向和 NW
向三组。 盖层形成开阔、简单的褶皱。 区内强烈的
构造变形，使本区太华群地层中的岩层和铁矿层都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弯曲变形，形成的断裂构造使铁
矿体遭到破坏，给区内构造控矿规律研究工作带来
极大的困难。

图 1 河南舞阳铁矿田基岩地质－构造格架简图［8］

  舞阳铁矿田太华群地层自下而上简述如下：
赵案庄组（Ar3 z）：主要分布在赵案庄、王道行、

下曹、余庄、梁岗、陈厂等矿床（点），以含磁铁蛇纹
岩和磷灰石蛇纹石磁铁矿为主要特征，是“赵案庄
式”铁矿最有利的赋矿层位。
铁山庙组（Ar3 t）：出露于铁古坑、铁山庙、经山

寺等地，在尚庙、岗庙刘等矿区通过钻探得到了揭
露，是一套以混合岩和片麻岩为主的变质岩建造，它
是变质铁矿最有利的赋矿围岩的标志性岩层。 大理
岩一般分布于矿层的上部或下部。 大理岩的存在反
映了一种特殊的沉积环境，故大理岩可作为该段的
主要标志。
杨树湾组（Ar3y）：主要为含石墨斜长片麻岩夹

少量含石墨透辉石岩，局部夹有斜长角闪片麻岩。
并以石墨的出现与下伏地层分开，混合岩化一般不
明显。 可见厚度 260 m。
2 构造格架特征

本区基底构造特征，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有
多期次的特点。 每一期次构造运动都伴随着上一期
次构造要素的被破坏及被置换，生成新的构造要素，
同时太华群地层普遍被拉断、发育旋斑、透镜体和石
香肠，形成非常复杂的构造格架特征［8，13］ 。
从矿区西部辛店一带露头区的详细填图，以及

矿区周围零星露头的野外观察并结合覆盖区钻孔资

料编制的舞阳地区基岩地质图（图 1）可以看出，该
区的基底构造型式 NWW－SEE 向紧闭倒转等斜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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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向北西方向倾伏。 舞阳铁矿田紧闭倒转等斜褶
皱由可以大致分出两个二级背形带和一个二级向形

带，即北部的经山寺－赵王－余庄复式背形带和南
部的营街－下山刘背形带以及夹于二者之间的姚庄
－范庄向形带。 这些二级构造带又被三个不甚明显
的近南北向的背斜带和其间的向斜带叠加复合，相
互构成网格状的基底构造格架。 近南北的二级构造
带由西往东为尚庙－经山寺－庙街－巫花岗复背斜
带；正道行－赵案庄－营街－铁古坑复背斜带；中曹
－田庄－武功－岗庙刘复背斜带，以及它们之间的复
向斜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次级构造带的划分与布
格重力异常的数据处理结果基本吻合，在磁力图中也
有一定的反映。 二级背斜构造与布格重力二次倒数
的正异常大致相符，说明舞阳复式倒转向斜的次级构
造带中有东西成带、南北成行的特点（图 4）。

A －上延 0 m；B －上延 500 m；C －上延 1 000 m；D －上延 2 000 m
图 2 舞阳铁矿田重力水平总梯度模

3 重磁异常特征
为了深入研究舞阳铁矿田隐伏构造格架特征，

运用重磁异常的水平梯度模，主要进行平面重磁异
常所反映的地质体边界的定量定位，对重磁异常进
行线性增强，再进行重磁异常梯度模计算，可以确定
磁性体的边界、断裂构造、背斜轴线、岩浆岩界线的
位置。 在重磁异常梯度模平面图上（图 2、图 3），磁
性体、岩浆岩的模的形态为环形，断裂构造、背斜轴
线为延伸的线状。

3.1 重力异常
舞阳铁矿田布格重力异常强度西低东高，北西

窄南东宽，呈扫帚状，东西幅值相差可达十几毫伽／
米，这些特征与区内燕山期岩浆岩和太华群地层的
分布有关。 布格重力异常分别在该区西南部和东北
部形成两条相对明显的重力梯级带：西南翼和东北
翼梯级带，其中西南翼梯级带比东北翼相对较
陡［16］ 。 （1）西南翼梯级带则处于新太古界太华群地
层与西部燕山期岩体分布群的过渡带上；（2）东北
翼梯级带位置处于新太古界太华群地层与古近系地

层的接触带上，通过钻探工作证实，该区存在着东西
向逆冲断层（F6）。

图 3 舞阳铁矿田磁源重力水平总梯度模

  从剩余重力异常来看，矿田北部异常带沿经山
寺－赵案庄－下曹－王楼，呈近 EW向展布。 矿田
中部为一条 NW向的异常带，前人认为该异常与赵
案庄地层有关。 中南部异常带位于铁山庙一带，异
常大体呈 NWW向，部分异常与实际控制的铁山（石
门郭矿段、铁古坑深部矿段）吻合，但在铁古坑浅部
矿却为重力低异常。 本区钻探结果表明：区内局部
高重力异常与实际控制的铁矿床相对应，但异常范
围与实际控制的铁矿床有一定出入。 具体就单个重
力异常而言，铁矿体主要分布在高重力异常的两翼
居多，并且异常中心往往与背斜构造的轴部相对应。
区内局部低重力异常主要分布在老金山－蚂蚁山及
铁古坑地段，其中老金山、铁古坑低重力异常已见到
花岗斑岩和闪长岩体，据此推断区内底重力异常主
要有岩体及岩墙引起。
运用软件系统，通过线性增强提取的重力水平

总梯度模，系统解译重力异常梯级带所对应的构造
地质信息，进一步反映了舞阳铁矿点断裂、褶皱及岩
体边界等地质信息。 通过对比不同上延高度的重力
水平总梯度模特征，区域上本区的构造特征与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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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孜庙－西平出山复式背斜构造方向基本吻合（图
2），随着深度的增大，区内 NW 向主构造线也逐步
明显。 同时也进一步显示出该区次级近南北向构造
形迹，具有叠加构造的特征（图 4）。

图 4 舞阳铁矿田物探重磁异常推断构造格架图

3.2 磁异常特征
舞阳铁矿田主要分布着 3 条磁异常带，自南向

北分别为：经山寺－赵案庄－王道行磁异常带、王楼
－枣林磁异常带和姚庄 －铁古坑 －石门郭磁异常
带，这些磁异常大多数已由钻孔控制，均由铁矿体引
起。 矿区北部经山寺－赵案庄－王道行磁异常带呈
近 EW向，磁场强度从西到东依次减弱，范围在 150
～2 500 nT。 实际控制的铁矿床与各局部磁异常
（化极后）相吻合。 矿区中部和南部磁异常较复杂，
大体呈 NW向或 NWW向分布，其中铁古坑、石门郭
地段磁异常最明显，磁场强度在 500 ～1 000 nT 之
间。 大体来看，矿致异常形态特征（化极后）一般呈
短轴椭圆形，磁场幅值从 150 ～2 500 nT都有，北部
正磁异常南北侧均伴有负磁异常，南部正磁异常西
侧伴有负磁异常。
根据本区以往资料，区内沉积变质型铁矿、燕山

期岩体及更早期的岩脉或岩墙等磁性体均可引起磁

性异常，本次工作进一步开展磁源重力转换、线性增
强和水平总梯度模等处理工作，系统确定了本区磁
性体的位置和分布范围，尤其是对西部燕山期岩体
边界和浅部铁矿层分布范围有较好的地反映，同时
对部分深部铁矿层也有一定的反映。
依据重磁异常处理结果，结合地质及钻孔资料，

推断了该区岩浆岩和铁矿体的相对分布范围

（图 4）。

4 构造期次划分及演化
4.1 构造期次划分

舞阳铁矿田区域构造复杂，目前确定本区是一轴
向NWW向、向西倾伏的倒转复式背斜（图 1），后期经
历近南北向的褶皱叠加复合（图4），其主要依据如下：

（1）地层主要向南西倾斜并大体保持对称分布
的特点，即轴部分布较老的赵案庄组，南北两侧对应
分布铁山庙组和杨树湾组。 由于遭受后期构造的强
烈破坏使北翼大部断失，仅在经山寺等地有所出露。

（2）杨树湾组和铁山庙组的部分岩层向西逐渐
收敛合拢，斜长角闪片麻岩（铁山庙组）走向渐转成
近南北向并向西倾斜，显示出向西圈闭和外倾的明
显特征。

（3）南翼出露较全，产状较缓，次级褶皱不发
育；而北翼地层出露零星，产状较陡，次级拖褶皱较
发育，也显示南北翼分别具正常翼和倒转翼的特征。
根据地层展布特征，该背斜轴部大体位于赵案庄－
朱兰店一带，因受后期构造的强烈改造其形态和方
位均已发生过明显的变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梁八台－朱兰店一带太华群

的褶皱、逆断层走向和重、磁异常均有规律地弧形弯
曲，表明经山寺、八台、朱兰店一带应有近 NNE－N的
宽缓型凸起的背、向形构造叠加在早期北西向褶皱之
上，并使后者发生大幅度弯褶。 此外在经山寺和陈厂
等处还有次级近南北向褶皱的存在。 上述近南北向
褶皱及其伴生构造，应是该区晚期构造的代表。

4.2 构造演化特征
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和区域地层对比，舞阳铁矿

田太华群地层经历四期构造演化事件：
（1）第一期变形仅残留一些小型的层内无根褶

皱（图 5A），发育小的平卧褶皱（褶曲）。
（2）第二期变形以 NW －SE 向褶皱作用为主

（图 5B），形成机制为弯滑褶皱作用，其轴面构造强
烈置换先存面理，形成普遍发育的片麻岩。 现存的
NW－SE向（280°～350°）主干构造是第二期变形的
产物。 值得指出的的是，这期构造变形与区内普遍
存在的角闪岩相的变质作用时同期的。

（3）第三期变形为向南倾伏的北北东到近南北
向褶皱（图 5C），形成机制为弯滑褶皱作用，基本上
改造了早起的 NW－SE向褶皱，使早期的 N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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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期变形仅残留一些小型的层内无根褶皱；B.第二期变形 NW
－SE 向褶皱作用 －铁古坑；C.第三期变形为向南倾伏的 NNE －SN
向褶皱；D.燕山期断裂被后期岩脉充填。

图 5 舞阳铁矿田构造演化期次

向主干构造在近南北向上弯曲，形成南北向排列的
背形向形带。 其强弱程度则因段而异。 本期变形与
第二期构造变形事件发生构造叠加作用，使地层在
NWW方向上呈波状起伏弯曲，地层具有宽缓特征、
且向南倾伏并与早期的片麻理方向一致，在构造叠
加部分形成富矿体。

（4）燕山期断裂：舞阳铁矿田太古代地层经历
这三期构造变形事件后，在燕山期又再次遭受一系
列断层的抬升，在矿区表现为一系列南北向小断层
及后期岩脉侵入（图 5D），在矿区南部表现为棋盘
式的构造格架，同时使本区的铁矿体发生错动。

5 结 论
本文对舞阳地区太华群地层通过野外露头观

测、标志层追索、钻探及物探资料综合应用，将该区
构造演化特征划分为 4 个期次：第一期变形仅残留
一些小型的层内无根褶皱；第二期变形以 NW －SE
向弯滑褶皱作用为主；第三期变形为向南倾伏的北
北东到近南北向褶皱；第四期为燕山期断裂表现为
一系列南北向小断层及后期岩脉侵入。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在主构造（第二期 NW－SE向

褶皱）形成后，第三期构造变形作用（NNE－SN），形成
叠加褶皱。 在构造的叠加部位，易形成构造隆起，进而
形成埋深较浅的厚大矿体（如尚庙矿床、经山寺矿床和

铁古坑矿床）。 后期断裂的破坏作用，使本区的厚大矿
体破碎，给本区找矿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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