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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的磁铁矿床是河南省地质调查院2003年在实施 1125万克克吐鲁克幅、塔什库尔干幅、 

莎车幅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也是迄今为止新疆南部最大的磁铁矿床。该矿床产出的大地构造位置独特，或 

矿地质条件良好，找矿潜力很大。本文根据最新找矿勘查资料，通过对矿区地质、矿体及矿石组构特征等方面的综 

台分析研究，认为新疆塔什库尔干地 区磁铁矿床是沉积变质型磁铁矿床，区内进一步的找矿方向为古元古界布伦阔 

勒群第二岩性段分布的向形(斜)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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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的磁铁矿是河南省地质调 

查院2003年在实施 1／25万克克吐鲁克幅、塔什库尔 

干幅、莎车幅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 。后经 

2004～200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安排的新疆塔什库尔 

干 一莎车铁铅锌多金属矿调查评价项目工作，初步 

证实该地区的磁铁矿属沉积一变质型磁铁矿床 。截 

至2010年底，仅其老并铁矿区磁铁矿石(333)+(334) 

资源量已达1．87亿吨。该矿床不仅是目前新疆南部 

最大的磁铁矿床，而且也是昆仑 一阿尔金成矿带上 

本世纪新发现的最大沉积一变质型磁铁矿床。本文 

的目的是通过对矿床地质特征，包括含矿地层的岩 

性、矿体、矿石等特征以及矿床成因和找矿方向的论 

述，以期对该矿床的进一步勘查和在新疆西昆仑地 

区寻找同类型矿床有所帮助。 

1成矿地质背景 

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处在喀喇昆仑构造带的一 

个重要的构造转折部位塔什库尔干陆块内(图1)。。 ， 

该陆块西、东分别以塔阿西断裂带和瓦恰(康西瓦) 

断裂带为界，瓦恰断裂带以东为西昆仑构造带，塔阿 

西断裂带以西为明铁盖陆块。瓦恰断裂带呈北西一 

北北西向延伸，长度150 km，宽数百米至10 km，主构 

造界面为西南侧的布伦阔勒群与西北侧的古生代地 

层(主要为石炭系)之间的断层带。王世炎等 认为， 

该断层带为西昆仑构造带与喀喇昆仑构造带之塔什 

库尔干陆块的碰撞、拼合边界。塔阿西断裂带走向 

北西，区内出露长度80 km，宽数百米至20 km，主构造 

界面为北东侧古元古界布伦阔勒群与南西侧志留系 

温泉沟群之间的逆冲推覆断裂，该断层带为喀喇昆 

仑构造带之塔什库尔干陆块与明铁盖陆块的碰撞、 

拼合边界。 

塔什库尔干陆块以布伦阔勒群变质岩系为其主 

要组成部分，该群总体变质较深，但变质程度不均 

匀，内部局部可见较大规模的构造混杂岩带，说明其 

中可能混入有不同时期的地层块体。布伦阔勒群变 

形非常强烈，断裂、褶皱构造十分发育。褶皱的表现 

形式多种多样，既有成分层的褶皱，又有片(麻)理的 

褶皱，甚至还见铁矿层的复杂褶皱。褶皱形态很复 

杂，总体上反映了长期多次构造变形的结果。该陆 

块内断裂构造发育，多为与区域构造线方向近一致 

的北西向走向断裂，北东向断裂较少。断裂倾向以 

北东为主，多为逆断层，他们代表了中新生代时期构 

造变形的结果。陆块内岩浆活动强烈 ，岩浆岩较发 

育，主要有元古宙花岗闪长岩 、燕山早期二长花岗 

岩、燕山晚期二长花岗岩和喜马拉雅期正长花岗 

岩一正长岩。区域资料显示，到古元古代时期，喀喇 

昆仑构造带内的塔什库尔干陆块已经形成，接受了 

古元古代早期的含铁碎屑岩建造 ，经中一新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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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西昆仑塔什库尔干混杂岩带构造略图(据王建平。2008，略作修改) 

Fig．1 Tectonic map of the mixtite belt in Taxkorgan，W estern Kunlun 

①瓦恰断裂带；②塔阿西断裂带 

代、古生代时期的发展演化后，被深埋在地壳中深处 

5—20 km的范围内，二叠纪晚期，由于西昆仑构造带的 

俯冲挤压，在塔阿西和瓦恰两断裂带的共同作用下， 

组成塔什库尔干陆块的布伦阔勒群被挤出，形成“挤 

出构造”(图2)，其顶部布伦阔勒群含铁建造的构造变 

形则显示出一系列宽缓褶皱构造变形。 

该陆块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但以近年来新发 

现的赋存于布伦阔勒群内的沉积变质型磁铁矿为 

主。由于老并矿区工作程度较高、规模较大，故将其 

作为典型矿床描述于后。 

2矿床地质 

2。1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出露地层为古元古界布伦阔勒岩群中浅变 

质岩系，主要岩性为黑云石英片岩、石榴二云石英片 

岩、石英片岩、石榴黑云石英片岩、斜长角闪片岩、绿 

泥石片岩、含铁石英岩或磁铁矿层、黑云母石英岩、 

石英大理岩、黑云母大理岩、透闪石大理岩等，根据 

岩性组合，将其划分为三个岩性段(图3)。自下而上 

分别是，第一岩性段(图3中①～③)下部以灰白色中 

厚层状云母石英片岩、云母片岩为主，夹少量斜长角 

闪片岩、绿泥石片岩透镜体，片理构造发育，但残留 

有一些原生层理构造，原岩应为含泥质的粗砂岩、砂 

岩和粉砂岩；中上部重复出现两套岩性组合，即下部 

灰绿色斜长角闪片岩、绿泥石片岩、黑云石英片岩、 

石英片岩为主夹含磁铁石英岩、磁铁矿层，上部为含 

褐黄色褐铁矿化黄钾铁钒带的变质砂岩及变质粉砂 

岩与板岩互层夹薄层大理岩，M1、M2、M4及M6、M7矿体 

均产于该岩性段中。第二岩性段(图3中④ ⑥)下 

部以灰白色中厚层状云母石英片岩、石英片岩、云母 

片岩为主，局部地段出露灰白色中厚层状变质粗砂 

岩、砂岩、粉砂岩；中部为灰绿色斜长角闪片岩、绿泥 

石片岩、黑云石英片岩夹含磁铁石英岩、磁铁矿层； 

上部为含褐黄色褐铁矿化黄钾铁钒带的变质砂岩及 

变质粉砂岩与板岩互层。在褐铁矿化的变质砂岩中 

见有薄层状含磁铁矿砂岩层。第三岩性段(图3中 

⑦ ～⑩)下部以灰白色中厚层状云母石英片岩、云母 

片岩为主夹少量灰绿色斜长角闪片岩、次闪岩透镜 

体，局部为变质砂岩、条带状变质粉砂岩等；中部为绿 

泥石片岩、黑云母石英片岩夹含磁铁石英岩层；上部 

为含褐黄色褐铁矿化黄钾铁钒带的变质砂岩及变质 

粉砂岩与板岩互层。区内磁铁矿化较为普遍。磁铁 

矿体常与黑云石英片岩、斜长角闪片岩呈互层产出。 

区内构造以褶皱为主，总体表现为一复向斜构 

造格架(图3)，具体由两个向斜夹一个背斜构成，轴 

迹走向300。。背斜主要沿走克本沟向北西倾伏，倾 

伏角约40。左右，转折端较圆滑，核部发生虚脱，并 

被片麻状花岗岩充填呈马鞍状；在走克本沟，背斜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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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塔什库尔干地区铁成矿带 “挤出构造”模式图 

Fig．2 The model map showing the squeeze-up structu re of the i ron belt in Taxkorgan 

1．第四系冲洪积物；2．--~系；3．石炭系；4．志留系；5．燕山期；6．粉砂岩；7．大理岩 ；8．绿泥石片岩； 

9．黑云片岩；l0．片麻状花岗岩；11．花岗闪长岩；l2．磁铁矿层；13．断裂带 

目  固  圈 s豳 ·图 s圉  目  圈 s圜 ，圆 ∞园 “ 

图3老并矿区实测地质剖面图 

Fig．3 The geological profile in the Laobing iron deposit 

1．片麻状花岗岩脉；2．花岗岩脉；3．斜长角闪片岩 ；4．含磁铁矿角闪片岩；5二云石英片岩；6．黑云母片岩； 

7．变质砂岩；8第四系冰积物；9．第四系；10．磁铁矿体；̈ ．断层 

伏端层问小型褶皱构造十分发育，面理构造大多数 

置换了层理构造，使层理(So)与面理(s )平行，根据层 

间小型褶皱轴面与层理的关系，背斜两翼物质向转 

折倾伏端塑性流动，使转折倾伏端地层加厚，具有弯 

流褶皱作用特征；背斜两侧发育的向斜构造均向南 

东扬起，两翼很少见片理构造置换层理构造现象，基 

本保留了原始层理构造特 ，以缓倾斜(倾角约15 

40。)的单斜地层出露为主。区内断裂不太发育，共 

发现9条分为 组，且Ⅱ北西方向断裂(F 、F 、F 、F 、F。)、 

东西方向断裂(F。、F 、F )和南北方向断裂(F )，以北西 

向为主。北西向断裂倾向北东，倾角45～60。，断裂 

带一般宽5～25 m，断裂面多平直，显示走滑性质，属 

于左行平移断层。东西向断裂次之，多属于逆断层， 

断裂带中充填了构造角砾岩和碎裂岩，局部见碎粉 

岩，断层破坏了岩层完整性。南北向断裂多分布于 

矿区东南部，宽度约l0～20 111，具正断层性质，对铁矿 

体具有明显破坏作用。 

布伦阔勒群中的斜长角闪片岩、绿泥石片岩、黑 

云母片岩等，经原岩恢复，为一套中基性火山喷发的 

玄武岩、凝灰岩等，其与沉积变质型磁铁矿的成矿物 

质来源关系十分密切 。侵入岩主要有花岗岩、片麻 

状花岗岩、闪长岩、辉绿岩等。 

2．2矿体特征 

通过矿区地表填图、槽探工程控制及深部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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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验证，现已发现磁铁矿化带6条，共圈出磁铁矿 

体18个，分别为M 、M。、U。、M 、M 、 、M 、M 、M。、U M M 

M 。、M 、M 、M 、M 、Ul8，其中M 、M 、M6、M 、Mg为主矿体，并 

呈层状、似层状产出，其余矿体规模相对较小，仅有 

少量深部工程控制 (图4)。此外，矿体在褶皱构造 

的转折端处有膨胀狭缩等现象出现。矿体形态、产 

状明显受地层控制，矿体的分布范围、产状受褶皱构 

造影响，其赋存特征和区内褶皱构造形态基本一致， 

呈同步褶曲状。 

区内矿体总体走向为北西一南东向，倾角总体 

较为平缓，但在靠近褶皱转折端部位有变陡趋势，转 

折端附近矿体倾角在51。左右，在距转折段较远的翼 

部矿体产状多在24～40。。主矿体沿走向控制长度 

560～3 600 m，厚度一般在8—23 m，单工程见矿厚度 

1．14～58．O1 m，单矿体平均厚度 1．33～21．97 m，单 

矿体平均品位TFe 6．48％～63．36％，mFe 19．15％～ 

59．13％。矿体规模已达大型。 

现将主要磁铁矿体(其他矿体见表1)的特征详 

述如下： 

M 矿体呈层状，分布在矿区西南部，产状为340～ 

50。Z32～55。，与围岩一致。矿体长约3 600 m，单工 

程矿体厚度4．28～22．73 m，平均 6．96 m，矿体厚度在 

地表沿走向变化不大，钻孔中见矿厚度大于地表探 

槽中的厚度，矿体局部有 1～2层夹石，厚度3 6 m。 

单 样 品位 TFe 20．18％～46．50％，mFe 15．27％～ 

42．59％，矿体平均品位TFe 29．54％，mFe 25．27％，m／T= 

85．55，厚度变化系数 501．56％，品位变化系数 

259．85％。矿体边界与围岩界线呈渐变过度关系，矿 

体底板岩石以斜长角闪片岩为主，局部为闪长玢岩， 

顶板岩石主要为黑云石英片岩或斜长角闪片岩，局 

团 t圉  圃 。圈 t回 s田  田 ，回 s圈 ，回 ，。 

囡  ·国 · 圈  ，固  一囫  s t 囫  囫 ·s囫 -， ：。团 zt 

图4塔什库尔干县老并矿区地质图 

Fig．4 The geological sketch of the Laobing i ron deposit in Taxkorgan County 

1．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层；2．第四系全新统冰碛层；3．第四系更新统冲洪积层；4．古元古界布伦阔勒群；5．燕山 

晚期细粒花岗岩；6．片理化闪长岩 ；7．石膏；8．辉绿岩脉；9．大理岩；l0．红柱石黑云石英片岩；1 1．黑云石英片 

岩；12．斜长角闪片岩；13．黑云斜长片岩；14二云斜长片岩；15．磁铁矿体及编号；16．地质界线；17．断层及产 

状：18．岩层产状／片麻理产状；19．矿化体位置及编号；20．实测地质剖面位置及编号；21．勘探线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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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见大理岩。 

M 矿体呈层状，分布在矿区中西部，M 号矿体北 

侧200珊处，与M 号矿体大致平行 ，产状为8～50。 

Z32～65。，与罔岩产状一致。矿体长度1 i00 ill，矿体 

沿走向和倾向厚度变化不大，矿体平均厚度 7．86 m。 

单 样 品 位 TFe 28．11％～53．12％，mFe 23．47％～ 

50．99％，平均品位TFe 36．88％，mFe 32．86％。矿体边 

界与围岩界线呈渐变过度关系，矿体顶、底板岩石均 

为黑云石英片岩，局部底板见花岗岩(图5)。 

M。矿体呈层状，分布在矿区东北部背斜构造的南 

翼 ，产状为187 22。Z27～46。。矿体控制长度2 

200 m，平均厚度21．97 m，平均品位TFe 32．41％，mFe 

30．12％。其中ZK1080l孔见矿厚度5 m，平均品位TFe 

26．57％，mFe 22．65％；ZK11201见矿厚度31．11 m，平均 

品位TFe25．85％，mFe 22．27％。ZK1 1002孑L见矿厚度 

58．01 m，平均品位TFe 48．45％，mFe 40．83％。矿体顶 

表 1老并铁矿区矿体特征表 

Table1 The characters of the i ron bodies in the Laobing i ron deposit 

矿体 矿 体 规 模 (m) 
编号 矿体长度 平均厚度 矿体形态 平均品位 控矿冈素 

M 400 3．9O 层状、似层状 TFe 28．89％，mFe 24．02％ 受地层控制，底板岩石为黑云石英片岩，顶板为细粒花岗岩 

M 1400 1．89 层状、似层状 TFe 49．74％，[1iFe 48．65％ 受地层控制 ，底板岩石为黑云石英片岩，顶板为黑云石英片岩 

M 740 4．20 层状、似层状 TFe 44．92％，mFe 42．32％ 受地层控制，底、顶板岩石均为斜长角闪片岩 

M10 340 1．00 层状、似层状 TFe 57．07％，mFe 54．44％ 受地层控制，底、顶板岩石均为黑云石英片岩 

M11 l80 4-30 层状、似层状 TFe 52．73％，mFe 51．34％ 受地层控制，底、顶板岩石均为细粒花岗岩 

M J2 l00 5．23 层状、似层状 TFe 45．73％，mFe 43．72％ 受地层控制，底板岩石为细粒花岗岩；顶板为黑云石英片岩 

M】3 200 7．05 层状 、似层状 TFe 48．37％，mFe 46．56％ 受地层控制，底、顶板岩石均为细粒花岗岩 

M14 100 1．96 层状 、似层状 TFe 63．36％．nlFe 59．13％ 受地层控制，底、顶板岩石均为黑云石英片岩 

MI 5 200 2．14 层状 、似层状 TFe 40．29％，mFe 36．46％ 受地层控制，底板岩石为黑云石英片岩；顶板为细粒化岗岩 

M 1400 7．46 层状 、似层状 TFe 41．62％，mFe 37．88％ 受地层控制，顶底板岩石均为黑云石英片岩 

Ml 8 400 1．33 层状 、似层状 TFe 33．13％．mFe 30．93％ 受地层控制，顶底板岩石均为黑云石英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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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老并铁矿区6号勘探线剖面图(位置见图4) 

Fig．5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No．6 exploration n̈e in the Laobing i ron deposit 

1．古元古界布伦阔勒群；2．燕山晚期花岗岩；3．片理化闪长岩；4．第四系冲洪积物；5．黑云石英片岩；6．黑云 

斜长片麻岩；7 4长角闪片岩；8．长英质浅粒岩；9．片麻状花岗岩；l0．花岗质片麻岩；11．变石英砂岩；12．闪 

长岩；13．黄铁矿化；14．黄铜矿化；15．磁铁矿化；16．褐铁矿化；17．矿体编号；18．产状 ；19．矿体厚度(m)／矿石 

品位(TFe％)；20．已施T探槽位置及编号；21．已施工钻孔位置及编号；22．取样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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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岩石均为黑云石英片岩。 

M 矿体呈层状，分布在矿区东北部，整体呈南 

西 一北东走向，产状与围岩一致为5～53。--／35 

530。矿体控制长度 1 600 m，单工程矿体厚度 

6．72—21．48 m，沿走向和倾向厚度变化不大，矿体平 

均厚度 l4．10 in，有 1层夹石厚约2．02～3．94 in。单样 

矿 石 品位 TFe 21．07％～54．09％，mFe 18．99％～ 

53．09％，矿体平均品位TFe 41．15％，mFe 38．58％。矿体 

底板岩石为斜长角闪片岩，顶板为黑云石英片岩。 

Mg铁矿体分布在矿区东南部，呈北西 一南东走 

向，倾向北东，倾角37。。矿体长度560 m，沿走向和 

倾向厚度变化不大，平均厚 8．89 m，无夹石。单样矿 

石品位TFe 22．40％～56．70％，mFe 18．85％～55．35％， 

平均品位TFe 39．95％，mFe 38．45％。矿体底、顶板岩 

石均为斜长角闪片岩。 

2．3矿石特征 

2．3．1矿石类型 

根据赋矿岩石矿物组成，区内矿石自然类型可 

分为角闪石磁铁矿石、角闪石斜长石磁铁矿石、黑云 

母石英磁铁矿石、石英磁铁矿石、方解石石英磁铁矿 

石5种矿石类型。并以黑云母石英磁铁矿石、石英磁 

铁矿石为主。 

角闪石磁铁矿石：该类磁铁矿石分布广泛，其底 

板直接围岩为斜长角闪片岩。矿石呈黑绿色一灰绿 

色，他形晶粒状结构，条带状构造。主要矿石矿物为 

磁铁矿 ，颗粒大小 d=0．05～0．50 mm，含量 50％～ 

70％，聚集成条带，定向分布。脉石矿物为普通角闪 

石，绿色柱状，大小d=0．2×0．05～0．50×0．20rain。， 

含量30％～40％，定向分布(照片1，2)。该类矿石品位 

TFe 37％～52％，mFe 36％～51％。 

角闪石斜长石磁铁矿石：该类矿石是矿区内最 

具代表性的一种，其底板为斜长角闪片岩(局部为角 

闪石磁铁矿石)，矿石呈深灰绿色，他形晶粒状结构， 

浸染状构造。主要矿石矿物为磁铁矿 ，大小 d= 

0．10～0．50 mm ，含量25％～45％，不均匀分布于脉石 

矿物颗粒之间。脉石矿物为普通角闪石和斜长石， 

普 通 角 闪 石 为 绿 色 柱 状 、钎 柱 状 ，大 小 d= 

0．3X0．15 1．00×0．50mm ，含量20％～40％，呈放射 

状排列，个别普通角闪石变质为阳起石。斜长石呈 

不规则粒状 ，大小d=0．10～0．50 mm，个别微显双 

晶，为更长石。黑云母少量 ，褐色片状 ，大小 d= 

0．20～0．50 mill，显示均匀的定向分布。该类矿石品位 

高，一般TFe 20％一35％，mFe 18％～33％(照片3)。 

黑云母石英磁铁矿石：该类矿石与黑云石 一英 

片岩或角闪斜长磁铁矿石直接接触，矿石呈深灰黑 

色，他形晶粒状结构，浸染状构造。主要矿石矿物为 

磁铁矿，大小 d=0．10～0．80 mm，含量30％～50％，呈 

不均匀的定向分布。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次为黑 

云母。石英为不规则粒状，大小d=0．05～0．30 mm， 

含量40％～50％，呈不均匀的定向分布。黑云母呈褐 

色，片状，大小d=0．20—0．40 mm。局部矿石中含少 

量角闪石和磷灰石，不均匀定向分布。该类矿石品 

位变化大，TFe 25％～45％，mFe 22％～37％。 

石英磁铁矿石：该类矿石直接与黑云母石英磁 

铁矿石或黑云石英片岩接触，黑色或灰黑色，他形晶 

粒状结构，浸染状构造。主要矿石矿物为磁铁矿，大 

小 d=0．10—0．50 mm，含量 30％～60％，常聚集成条 

带状定向分布。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不规则粒状， 

大小 d=0．10～0．40 mm，含量 30％～55％，不均匀杂 

乱分布，局部微显定向性。矿石中含微量方解石和 

角闪石(照片3)。该类矿石品位TFe 25％～45％，mFe 

22％～44％。 

方解石石英磁铁矿石：该类矿石分布较少，底板 

直接与黑云母石英磁铁矿石或黑云石英片岩接触， 

顶板围岩为大理岩，矿石呈黑色或灰黑色，他形晶粒 

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石矿物为磁铁矿，轻微褐 

铁矿化 ，其中包裹有少量斜长石和石英 ，大小 d= 

0．05～0．30 lnm，含量 40％～65％，不均匀定向分布。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和方解石，石英为不规则粒状， 

大小 d=0．05～0．20 mm，含量 15％～25％，呈不均匀 

定 向分布；方解石为不规则粒状 ，大小d=0．10— 

0．30 ilun，含量10％～15％，呈不均匀定向分布。矿石含 

微量角闪石(阳起石化)和磷灰石，零星分布(照片 

4)。该类矿石品位较低 ，一般 TFe 30％～50％，mFe 

29％～47％。 

在划分矿石自然类型基础上，按工业利用途径 

不同，将矿石划分为炼钢用铁矿石、炼铁用铁矿石、 

需选铁矿石。根据矿区现有资料，全矿区铁矿石平 

均品位TFe 42．99％，mFe 39．86％，需经过选矿方能进 

行冶炼。从已取得的172件矿石样品的分析数据来 

看 ，其 中 7件 TFe 56％，属于炼钢用铁矿石 ，占 

4．07％；22件TFe 50％～56％，属于炼铁用铁矿石，占 

12．79％；143件TFe<50％，属于需选铁矿石，占83．14％。 

因此，该区矿石工业类型以需选铁旷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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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矿物成分 

本区铁矿石主要矿石矿物为磁铁矿 ，脉石矿物 

为普通角闪石、斜长石、石英、黑云母，局部矿石中含 

少量磷灰石、方解石。地表磁铁矿石中除磁铁矿外， 

极少见其它矿石矿物，而钻孔岩芯内的含磁铁矿黑 

云石英片岩和灰白色含磁铁矿片麻状花岗岩中常见 

星点状、浸染状分布的黄铁矿。磁铁矿以他形晶粒 

状为主，d=O．05～0．50 mm，含量30％～70％，聚集成条 

带，定向分布。 

2．3．3化学成分 

根据矿石化学分析结果，将其划分为有用和伴 

生组分并加以分析： 

矿石中有用组分为YFe和mFe。单工程品位变化 

较大，mFe含量随TFe含量发生正相关变化。单工程 

矿体最高品位TFe 63．36％，mFe 59．13％，m／T=93．32； 

单工程矿体最低品位TFe 26．21％，mFe 19．92％，m／T-- 

76．O0：全矿 区铁矿石平均 品位 TFe 42．99％，mFe 

39．86％，m／1"=92．72 

矿石伴生组分主要为V、s、Co、SiO 、S、P、As等，对 

矿区内铁矿体进行组合样品分析，有益元素V在部分 

探矿工程中达到工业利用价值，特别是M 铁矿体中V 

元素品位为o．11％～1．63％，平均0．65％，能够圈出独 

立钒矿体。钒矿石物相分析结果，钒元素主要分布 

在 磁铁 矿 中 ，占总量 的 54．47％～98．89％，平 均 

88．71％，易于利用。硫在个别探矿工程铁矿体中含 

量达到2．27％～13．58％，但是不能构成独立工业矿 

体，难以综合利用。钴元素在个别探矿工程铁矿体 

中含量达到0．016％，且主要为硅酸盐中钴，达不到 

综合利用指标要求。其它有害元素SiO 、s、P、As等 

经过选矿可以消除影响(表2)。 

2．3．4矿石结构、构造 

磁铁矿石主要呈中、细粒变晶结构 ，以细粒为 

主，粒度多<0．1 mm，局部可见粗粒结构，粒度可达l～ 

2 mm，可能是变质重结晶作用使磁铁矿颗粒增大。矿 

石构造以浸染状、条带状构造为主，少见块状构造， 

且块状构造矿体厚度均较小，一般<50 om(照片5、6)。 

表2老并磁铁矿区组合样分析结果一览表 

Table 2 The analysis result for composite samples in the Laobing i ron deposit 

矿体 1二程 组合 
编号 编号 样号 V!o5 CO Ti0 Si0 Cu Pb Zn As Sn S P 

ZK5O1 ZH23 0．02 0．0063 0-22 27
．
20 0．0310 0．008 0．002 1．08 0．00023 2．76 0．130 

ZK502 ZH24 0．01 0．0025 0
． 12 29 18 0．0020 0．007 0．002 1．20 0．00010 1．62 0．065 

M 1 
ZK001 ZH25 0．02 0．0029 0

．38 31．52 0．0020 0．008 0．0O2 O-32 0．00018 0．99 0．170 

TC65 ZH 1 1．65 0．0018 0
．
80 26．92 0．0O10 0．009 0．0O6 6．64 0．00030 0．O6 0．140 

TC21 ZHl5 0．19 0．0024 0_26 26
．46 0．0O10 0．007 0．005 0．36 0．00024 O．13 0．033 

M 2 
ZK603 ZH26 0．05 0．0029 0

．27 27．50 0．0070 0．008 0．009 2．56 0．00018 0．88 0．11O 

M 3 TC35 ZH2 0．02 0．0012 0
．
25 55．52 0．0030 0．005 0．OO2 0．68 0．00056 0-23 0．065 

TC2l5 ZH3 0．47 0．0009 0
． 1O 8．44 0．0010 0．0l1 0．005 0．16 0．00022 0．12 0．1l0 

TC217 ZH4 0．11 0．0O17 0
．
36 53．52 0．0002 0．004 0．O0l 5．60 0．00040 0．13 0．022 

M 4 TCl29 ZH5 0．63 0．0Ol5 0
．59 l2．13 0．O010 0．011 0．004 11．12 0．00055 0．08 0．098 

TC130 ZH6 1．63 0．O0ll O
．85 2-28 0．001O 0．008 0．005 8．44 0．00044 O．01 O．140 

ZK503 ZH27 0．78 0．0034 0
． 94 15．56 0．O04O 0．008 0．004 13．50 O．00l1O 2_27 0．022 

TC142 ZH7 O．02 0．0008 0
．
13 19．02 O．0020 0．005 0．002 2．40 0．00074 8．29 O．033 

TCl5O ZH9 O．0】 O．00O4 0
． 19 27．62 0，0Ol0 0．0O8 0．002 2．O0 0．00026 0，36 O．055 

M 5 
TC154 ZH l0 0．01 0．0009 0-38 34

． 14 0．0010 0．009 0．002 1．52 0．00038 O．13 0．049 

ZK1500l ZH28 0．08 0．016 0
．34 18．54 0．0500 0．O16 0．270 68．80 0．00300 l3．58 0．140 

TCl04 ZH l7 0．01 0．0O13 0
． 16 27．98 0．0020 0．009 0．002 0_22 0．0001O 0．02 0．076 

M6 
TCl00 ZH1 8 0．04 0．0O19 0

． 16 2936 0．0060 0．008 0．004 7．68 0．00067 0-26 0．16O 

TC310 ZH11 0．03 0．0008 O
． 14 29．65 O．0l1O 0．0O8 0．004 2．86 0．0003l O．59 O．17O 

M 7 
TC312 ZH12 O．07 0．0022 0

．36 27．12 0．0030 0．009 0．004 1．8O 0．0O150 1．96 0．16O 

TC320 ZHl3 O．02 0．0023 0
． 11 l6．20 0．O010 0．008 0．004 0．16 0．00014 0．07 0．110 

M 9 
TC324 ZH14 O．0l 0．0009 O

． 17 34．72 0．O0l0 0．008 0．004 0-22 0．000ll 0．05 0．065 

M I4 TC2l3 ZH22 O．16 0．0011 O
． 19 6．12 O．O01O 0．009 0．004 0-2O 0．00019 0．30 0．022 

M l 5 TCl12 ZH l6 0．81 O．O016 032 17-32 0
．0070 0．0O8 0．0l9 20．60 0．00027 0．14 0．260 

注：As的单位为10；其它的单位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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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r、Ni、c。局部异常，存在富铁矿体的可能性较大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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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gnetite iron deposit located in the Taxkorgan region is the biggest magnetite ore deposit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Xinjiang．It is found by Henan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in 2003 during the 1／250 000 re．． 

gional geological survey．The geotectonic position of the deposits is special
， the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ondi— 

tions are great，and there will be a giant potential for the prospecting
． Based on the lastest prospecting exploration 

data of the depsosit geology,orebodys and ore—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axkorgan magne— 

tite iron deposit belongs to sedimentary—metamorphic type
． Therefore，the further prospecting direction in this re— 

g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synclines core area of the second lithologic segment in the Paleoproterozoic Bu— 

lunkuole Group． 

Keywords：magnetite iron deposit；sedimentary—metamorphic type；prospecting direction；Taxkorgan；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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