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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怀集地处大珠三角的西北门户，铁矿资源较为丰富。东园铁矿为 & 中小型矿床，赋存于

六庵山岩枝（!*
"（,））与 7( 逆冲断层夹持的东岗岭组大理岩内接触带上，为隐状的富磁铁矿体，

成因类型属接触交代矽卡岩型磁铁矿床。通过研究，剖析了该矿床的地质特征及控矿因素，旨

在寻找隐伏矿体，扩大找矿远景，这对矿山生产和远景规划，均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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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园铁矿位置于怀城 :;,-<方向、平距 ,# =>
处。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东经 (("<"( .##? ，北纬

"-<#$.**? 。地表民采多年，交通方便。

本文以《广东省怀集县东园铁矿区普查及外围

磁异常验证地质报告》"为基础，侧重研究分析矿床

地质特征及成矿控矿因素，对评价该矿床和在该地

区寻找类似的矿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可为地

方铁矿资源开发生产服务。

(! 区域地质概况

东园区域构造上隶属华南褶皱系粤北坳陷，位

处桂东南大瑶山加里东隆起带的 :; 端，与湘、桂、

粤海西 & 印支坳陷带之间的交接部位，即粤西北

纬向构造带的连阳花岗质杂岩体（!*
"（,））南缘六庵

山岩枝西侧内接触带上。区域地层有寒武纪高滩

组、泥盆纪东岗岭组、侏罗纪麻笼组和第四系。岩

浆岩 有 燕 山 期 的 中 粗 粒 斑 状 黑 云 母 花 岗 岩

（!*
"（,））［(］。区内褶皱构造为粤西加里东隆起带怀

集复向斜北端的洽水向斜，呈 :; 向展布，断裂构造

主要发育 :; 向、近 2: 向和 :@ 向三组。该区燕

山期以来岩浆活动强烈，花岗岩浆沿断褶带边缘主

动就位。一方面顶蚀侵吞上覆的地层，局部侵覆于

泥盆系地层之上，另一方面带来了大量的含矿热

液。区域内成矿地质条件较好，矿产资源较为丰

富，具中型规模以上的铁矿床有东坑铁矿、藤铁铁

矿、将军头铁矿；铜铅锌锡多金属矿床（点）有八洞、

坑尾、青皮、根枝等。

"! 矿区地质特征

!6 "# 地层

区内地层有泥盆纪中统东岗岭组（A")）、侏罗

纪中统麻笼组（B">）（图 (）。

东岗岭组（A")）：展布于洽水向斜的 :@ 翼，

其上有麻笼组覆盖，与六庵山花岗岩枝（!*
"（,））呈

侵入接触关系。岩性为中厚 & 厚层状方解石大理

岩及云白质大理岩，多呈残留体分布于花岗岩中，

形状为 条 带 状，大 透 镜 体 状，::; 向 展 布，倾 向

2;;，倾角 $*< / ’*<，厚度不祥。

麻笼组（B">）：出露于矿区西部，走向 :;，倾向

2;，倾角 %#< / $*<，岩性组合显示内陆湖相沉积特

征。下部以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为主，夹粉砂岩、

" 广东省地质局七六 # 地质大队，广东省怀集县东园铁矿

区普查及外围磁异常验证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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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质粉砂岩、层间砾岩；上部为一套火山碎屑岩（沉 凝灰岩、夹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层位较稳定。

图 #! 怀集东园铁矿地质简图（附 $" 线剖面图）

!"#$ #! %&’(’#")*( +*, ’- ./& 0’1#23*1 "4’1 +"1&，53*"6"（*..*)/"1# $" ("1& 7&)."’1*( 84*9"1#）

#$ 第四纪坡残积层；"$ 侏罗纪麻笼组；%$ 泥盆纪东岗岭组；&$ 燕山期花岗岩；’$ 矿化矽卡岩；($ 铁矿体及编号；)$ 逆断层及

编号；*$ 地质界线；$$ 地层产状；#+$ 钻孔位置及编号；##$ 勘探线及编号

!$ !" 构造

矿区位于 :; 向洽水向斜北东端的西翼，整体

显示一单斜构造，形态简单，走向 :;，倾向 <;，倾

角较陡（(+= , )+=）。断裂构造以 !# 逆冲断裂为

主，走向 :;"+=为主，向南渐变为近 <: 向，倾向

:>，倾角 (’= - )’=，具压扭 - 张扭性特征，显示多

期活动特色。平面上略呈“<”形，向 :; 倾伏，向

<> 翘 起。断 裂 带 纵 贯 全 区，在 矿 区 可 见 长 .
)’++，宽 & , ( +。带内见碎裂岩和角砾岩，有硅

化、绢云母化、云英岩化及 ?@，A1，B3，!& 矿化，是本

区导（储）矿的控制构造。

!$ #" 岩浆岩

六庵山花岗岩枝（!’
"（%））［#］：出露面积较大，岩

相分带不明显，大致可见边缘相细粒斑状黑云母花

岗岩，内部相中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主要矿物

为钾长石（%’ , &’C）、斜长石（"’ , %’C）、石英

（"+ , %+C），次要矿物为黑云母（% , )C）、角闪石

（#C），副矿物有磁铁矿、榍石、锆石、磷灰石等。岩

石碱质含量高，属酸性碱过饱和的岩石系列。岩石

的组分经 DB! 图解属 < 型花岗岩，说明成岩物质

来源于上部地壳［"］。

!$ $" 磁异常特征

东园铁矿区位于航磁编号为 B—)&—"’+ 洽水

磁异常的北部，航磁异常’E 最大等值为 "++!。地

面磁法圈出本区磁异常规模大，形态较好、地质条

件极为有利的 BA#（图 "）。该地磁异常 "A 异常图

"++! 等值线圈定的异常呈椭圆形，走向 :;"’=，长

约 (’+ +，宽 "++ , &++ +。异常强度大，"A+*F 等

于 %$"#!。在正异常 :> 侧，有弱的负异常，"A+"1
等于 - &"*!。异常剖面曲线不对称，东缓无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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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陡有 % &#!的负异常，与矿体向东陡倾斜相吻合。

’! 矿床地质特征

!! "# 矿体规模、形态产状

东园铁矿共有五个矿体。"、#号矿体为主要矿

体，其他 ’ 个是小矿体（图 (）。其中"号矿体规模最

大，产于花岗岩中残留大理岩体的底板接触带上，呈

似层状、大透镜状、长扁豆状。产状 "#’#$ % &#)&$ *
$&$，倾角上陡下缓。钻探控制长 ’)# ’，物探推断长

+&# ’。倾向延深 )## ’。主要埋深在 % (## * % "##
’，矿层厚 (! & *"&! # ’，平均厚度 ("! + ’。

图 "! 东园铁矿磁异常综合地质图

()*! "! +,-,./0)1,2 *,303*)4 ’/5 36 ’/*-,7)4 /8-3.’/0)79 )- 7:, ;3-*9</- ).3- ’)-,
(! 第四纪坡残积层；"! 侏罗纪麻笼组；’! 泥盆纪东岗岭组；)! 燕山期花岗岩；&! 富磁铁矿体；+! 磁铁矿转石；$! 逆断层；,!
地质界线；-! 地层产状；(#! 完工钻孔位置及编号；((! 设计钻孔位置及编号；("! 勘探线及编号；(’! 地磁异常编号；()! 地

磁异常等线值（=）

! ! #号矿体，产于残留大理岩体上盘接触带内，

呈簿层状，长扁豆状，产状 "#’#$ % &#+#$。地表厚

断续出露长 (& * "# ’，钻孔控制走向长 ’## ’，倾

向延深 (&# ’。厚度 (! # ’ 以上，平均厚为 +! # ’。

$号矿化体，产于花岗岩与地层（ >"’）间 (( 断

裂带内，工程控制程度差，具有较好的 ?8，@-，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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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化（见图 #）。

!# "# 矿石结构、构造及质量品位

磁铁矿石结构呈他形 $ 半自形晶粒状结构、

交代残留结构，矿石构造为致密块状、浸染状构造，

局部为条带状构造。主要金属矿物有磁铁矿、赤铁

矿、硼镁铁矿。脉石矿物有透辉石、绿帘石、石榴

石、粒硅镁石等矽卡岩矿物。

!、"号矿体以富磁铁矿石为主，$!" 含量为 %&# %’
())# *%%，平均为 &*# ’#%。&（+# ++& ( +# +%,%）、’

（+# +"% ( +# +",%）和 &()"（%# *# ( ’# &"%）均不超

标。局部 &*，+, 较为富集，可综合回收利用。

!# !# 蚀变特征

矿床的蚀变较多，主要有矽卡岩化、角岩化、绿

帘石化、绿泥石化、蛇纹石化、金（ 白）云母化及 ’-，

.*，+,，!"，&* 矿化。其中矽卡岩化是主要的围岩

蚀变，由透辉石、绿帘石、石榴石 粒硅镁石、蛇纹石、

绿泥石、金云母等矿物组成，与矿体关系密切，磁铁

矿体则赋存其中。矿化以磁铁矿化为主，磁铁矿化

交代矽卡岩形成有工业价值的磁铁矿体。此外，在

矿体顶底板中，有黄铜矿化和锡矿化，呈浸染状，局

部呈细脉状，矽卡岩化是本矿区（床）的直接找矿标

志。

!# $# 资源量及开采条件

前人对该矿床进行了初步普查评价并计算了

铁矿储量，!、"号矿体获控制的铁矿 / 级资源量

为 -#*# ,- 万 0。其中富铁矿石占 ")## ,* 万 0。现保

有可采储量 -#+ 万 0。本铁矿以!、"号矿体为主，

尤以!号矿体富大，矿段埋深在 $ #++ ( $ "++ 1。

开采条件略差，地表氧化带深达 )+ 1。但矿体围岩

（大理岩）中溶洞较多，给开采带来一定困难。

%! 控矿因素及矿床成因

矿体赋存于花岗岩与东岗岭组接触带的矽卡

岩中，严格受接触带构造控制。东岗岭组地层以钙

质碳酸盐岩为主，夹镁质碳酸盐岩，岩石溶洞发育，

化学性质活泼、易溶、易脆，有利于气、水热液的流

通，而燕山期岩浆的侵入，带来了大量的含矿热液，

两者经接触交代，为矽卡岩及矿体的形成提供了良

好的地质条件。

燕山期岩浆岩带来的大量含矿热液与大理岩

交代变质形成了矽卡岩。矽卡岩形成后，继之金属

矿液活动交代矽卡岩形成了铁矿体，铁矿化是受矽

卡岩控制。

矿体受 !# 断裂控制明显，!、"、#号矿体均

为 223 向，#号矿体就产在 !# 断层中，!、"号矿

体随 !# 断层向 23 倾伏延伸，在接触带倾角变缓部

位，出现厚大富矿体。

综上所述，该矿床成因类型为接触交代矽卡岩

型磁铁矿矿床，成矿时代为燕山期。

&! 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 &# 找矿标志

（#）从矿体特征和控矿因素来看，本矿床从时

间上明显与燕山期的岩浆活动有关，空间上则赋存

于花岗岩与碳酸盐岩接触带上，矽卡岩是本地区多

金属矿的找矿标志；

（"）负地形下往往存在隐伏的富矿体；

（-）大理岩残留体越大、埋藏越深、封闭条件越

好，成矿越有利；

（%）接触（ 面）带在水平方向的弯曲部位和在

垂直方向上的凹陷部位有利于成矿；

（&）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和钙质碳酸盐岩接触

带对成矿有利。

%# "# 找矿方向

东园铁矿从地磁特征及控矿因素分析，有扩大

远景储量的条件。近期施工的 .4*%+# 钻孔，在 $
#%-# ++ ( $ #’+# &’ 1 揭露 ! 号矿体垂直厚度 -,#
&’ 1，$!" 含量 &"# %’ ( ))# ,’%，平均 )"# -,%。因

此，!号矿体向北延长，"号矿体在 $ #++ ( $ "++
1 区段延深也有条件，#号矿化体寻找新的 +,，

’-，.*，!" 矿体也不容忽视，矿区远景铁矿石量很

可能超过 %++ 万 0。
此外该矿区探矿权区内类似的铁矿床（ 点）甚

多，如六庵山、黄沙冲、旺洞、兰洞、木强朗等矿点，

铁、锡、铜多金属矿都具有一定的找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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