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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吉尔铁克沟铁矿
地质特征及成因研究

陈俊魁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郑州 450007）

摘 要：通过对吉尔铁克沟铁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床地质特征的研究，笔者发现该矿床磁铁矿体呈层状、似层

状、透镜状赋存于早古生代马尔洋组的含铁岩系中，与围岩呈整合接触、互层产出，原生沉积层理清晰，沉积构造特

征明显，局部具变质改造特征。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表明，矿床具有海洋化学沉积特征，其形成与海底中基性火山活

动密切相关，因此初步认为矿床成因是海相火山沉积型，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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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地处新疆西南部的西昆仑

山高寒地区，隶属于帕米尔构造结。帕米尔构造结

是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碰撞挤压最强烈的地区[1-2]。

该区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构造演化史和复杂的变质变

形过程，形成了区内独特的成矿地质特征。区内磁

铁矿床是2003年河南省地质调查院在该区进行国土

资源大调查项目“1/25万塔什库尔干县等 3幅区域

地质调查”过程中首次发现的。通过近年来的勘查

评价，在塔什库尔干地区已发现老并、赞坎、赞坎东、

叶里克、塔辖尔、吉尔铁克沟等一系列大中型铁矿床

及多处铁矿点，其中老并、赞坎、叶里克均已达大型

—超大型矿床（产地）规模[3-4]。前人先后对该地区磁

铁矿床的区域成矿特征、矿床地质特征、矿床成因及

成矿时代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5-10]，但由于受

自然环境、交通和气候等所限，致使该区研究程度不

高。笔者团队在开展“新疆塔什库尔干-莎车铁铅锌

矿评价”、“新疆西昆仑塔什尔干地区铁铅锌矿远景

调查评价”、“新疆西昆仑塔什库尔干地区老并外围

矿产地质调查”项目的过程中，对该区的铁矿床进行

了多年的野外调查和研究，本文通过对吉尔铁克沟

铁矿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矿床地球化学特

征、成矿机制和找矿标志进行系统分析，认为矿床成

因为海相火山沉积型，希望为该地区进一步寻找同

类铁矿提供借鉴。

1 区域地质概况
塔里木板块、西昆仑构造带、喀喇昆仑构造带三

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自西向东被塔阿西、康西瓦、

柯岗3个大型结合带分为4个次级地质单元。区内

地质构造运动复杂，经历了太古宙-古元古代古陆核

及陆块形成阶段、中元古代-新元古代早期古大陆裂

解与超大陆汇聚阶段、新元古代中期-早古生代构造

带北部的洋陆转换阶段、晚古生代-早中生代构造带

南部的洋陆转换阶段和中生代中期-新生代陆内后

造山阶段等5个主要地质演化过程[11]。其中，在新元

古代中期-晚古生代及晚中生代中期-新生代地质构

造运动过程中发育有多期大规模岩浆作用，以加里

东-印支期及燕山-喜山期中酸性侵入岩为主要代

表。区内成矿地质条件优越[12-14]，出露地层为古元古

代布伦阔勒岩群瓦恰组、五古力牙特组、早古生代的

马尔洋组和下志留世温泉沟群。布伦阔勒岩群岩性

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片麻岩等。早古

生代的马尔洋组主要为黑云石英片岩、斜长角闪片

岩、变砂岩、变粒岩等，并沿塔阿西-赞坎-带呈北东-

南西向贯穿全区的宽板状产出（图1），区内的一系

列条带状磁铁矿床受该套变质岩系控制。区内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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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发育，塔阿西、康西瓦、柯岗为区内的主要断

裂，褶皱也较为发育，在马尔洋组可见到大量的

复式褶皱出现。区内岩浆岩发育，岩石类型复

杂，基性-超基性侵入岩以加里东-印支期为主，

主要侵位于康西瓦-瓦恰结合带及瓦恰-哈瓦迭

尔和塔什库尔干-赞坎一带，中酸性侵入岩以印

支期、燕山期和喜山期为主，在区域内均有一定

出露。该区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构造演化史和复

杂的变质变形过程，形成了区内独特的铁矿成矿

地质特征。

2矿区地质概况
吉尔铁克沟铁矿产于早古生代马尔洋组

（Pz1m）含铁岩系（该岩系经原岩恢复后认为，

其形成过程以海相火山喷发沉积作用为主），

该岩系可分为石英片岩段（SchQ），含绿泥二云

石英片岩段（SchCMB），含磁铁黑云石英片岩

段（SchMtBQ）。南部出露少量的下志留统温

泉沟群（S1W）（图 2），出露的马尔洋组（Pz1m）

主要为石英片岩、含磁铁黑云长英质片

岩、黑云绿泥长英质片岩、绿泥二云石英

片岩、含磁铁黑云母石英片岩、绿泥磁铁

矿石英片岩。下志留统（S1）主要岩性为

粉砂质泥（板）岩、钙泥质粉砂岩、石英

砂岩、结晶灰岩、少量硅质岩、硅质砾

岩等。

地层整体呈单斜层产出。地层走向

总体为北西300°，倾向北东，倾角一般在

40～60°之间，局部地段倾角较缓，在 30°

以下。褶皱表现为一系列片麻理的平卧

褶皱、斜卧褶皱以及片内无根褶皱等，并

形成一系列复式背向形构造。断裂构造

不发育。

3 矿床地质特征
3.1矿体特征

本区目前共发现磁铁矿（化）体2条

（图2）,矿体形态均以层状或条带状为主，

严格受片岩片理面产状控制，矿体规模有

所不同，矿体形态较简单，局部具分支复

图1 区域地质与矿产分布图（据王世炎等, 2004［15］）

Fig.1 Rregional geological map（After Wang shiyan et al.2004[15]）

1.第四纪沉积物; 2.中生代地层; 3.晚古生代地层; 4.早古生代地层; 5.古

元古代布伦阔勒岩群; 6.新近纪霓辉正长岩; 7.新近纪正长花岗岩; 8.白垩

纪二长花岗岩; 9.白垩纪石英闪长岩; 10.三叠纪英云闪长岩; 11.三叠纪花

岗闪长岩; 12.二叠纪二长花岗岩; 13.奥陶纪石英二长闪长岩; 14.元古宙

二长花岗岩; 15.元古宙花岗闪长岩; 16.地质界线; 17.断裂; 18.地层产状;

19.铁矿床

图2 吉尔铁克沟铁矿区地质略图（据高廷臣等，2008［5］）

Fig.2 Geological sketch of Jiertiekegou iron deposit

1.第四系；2.下志留统；3.早古生代马尔洋组；4.燕山期花岗岩 5.

石英片岩段；6.黑云石英片岩；7.二云石英片岩；8.绿泥二云石英

片岩段；9.含磁铁黑云石英片岩；10.地质界线；11.磁铁矿体及编

号；12.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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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现象，呈疏缓波状起伏。

矿体形态整体受岩性、构造、岩浆岩控制较为明

显，并以地层控矿为主，整体磁铁矿体走向与地层走

向基本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构造变形作用的影

响，局部在变质细砂岩内可见条带状磁铁矿集合体

发生褶曲和流变，且在褶皱转折端矿体加厚，同时断

裂和岩浆活动对矿体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整体影

响较小。

矿体总体走向近北西-南东，与地层走向一致，倾

角在20°～40°左右，各矿体均以层状、条带状分布于

马尔洋组地层中，以底部矿化较好。

该矿区以磁铁矿为主，为一大型铁矿床，主要的

磁铁矿体有2条，矿体长度在400～1 200 m，mFe平

均品位为 40.15，mFe/TFe值为 93.18，赋矿岩石主要

为黑云石英片岩、变质细砂岩；并以M1号矿体规模

最大，其矿体长约 1 100 m，平均厚度 27.89 m，矿体

mFe平均品位 40.38%，TFe平均品位 43.04%，m/T=

93.82%。

M2号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分布于含磁铁矿黑

云石英片岩内，矿体与围岩呈整合接触、渐变过渡。

矿体长度约400 m，平均厚度16.36 m，矿体mFe平均

品位38.80%, TFe平均品位43.39%, m/T=89.42%。

全矿区矿体平均厚度 16.36 m ，平均品位 TFe

43.09%，mFe 40.15%，m/T=93.18%，估算铁矿石资

源量为3 496.31万吨。

矿区的磁铁矿体分布与含铁岩系的分布相关，整

体受地层控制，矿体呈层状分布，并有分支复合现象

发育，向深部呈波状变形。磁铁矿体主要分布在矿

区中部的早古生代马尔洋组地层中，各矿体特征较

为相似，均赋存于马尔洋组的磁铁石膏岩段中；磁铁

矿体的赋矿围岩为主要黑云石英片岩和变质粉（细）

砂岩，致密块状的磁铁矿体产于黑云石英片岩内含

砂质成分较高的部位，即原岩由泥质岩相向粉砂岩

相的过渡带。矿体中夹石主要为黑云石英片岩、斜

长角闪片岩，多呈层状，夹石普遍具有磁铁矿化，与

矿体互层。由于区内以单斜地层为主，整体褶皱变

形特征不明显，对矿体影响较小，区内主要断裂为塔

阿西断裂，该断裂为早古生代的马尔洋组和下志留

统温泉沟群的分界断裂，目前在温泉沟群中未发现

磁体矿层（体）。

从矿区已有磁铁矿体的分布情况来看，磁铁矿化

在空间上的分带特征不很明显。

3.2矿石特征

矿石按矿石矿物可划分为：石英磁铁矿石、黑云

石英磁铁矿石、方解石磁铁矿石、透闪石磁铁矿石，

其中又以石英磁铁矿石为主。

矿石中矿物成分较为单一，金属矿物以磁铁矿为

主，含有少量赤铁矿、黄铁矿、黄铜矿，非金属矿物主

要有石英、黑云母、阳起石、绿泥石、方解石、透闪石，

少量矽线石、硬绿泥石、绿帘石、磷灰石等。磁铁矿

呈半自形-他形细粒状分布，粒度一般在 0.05～0.5

mm左右，局部可达1.5～2 mm。常见后期黄铁矿、黄

铜矿、褐铁矿、赤铁矿沿磁铁矿裂隙或边缘发生交代

（图3）；黄铁矿含量极少，多与磁铁矿紧密共生，呈半

自形—他形细粒状沿磁铁矿间隙分布，粒度一般<0.1

mm，其颗粒边缘常被褐铁矿交代（图4）；赤铁矿呈放

射状、针状分布于磁铁矿颗粒的裂隙或晶隙内，沿磁

铁矿边缘发生交代、穿插，为磁铁矿的表生氧化产物。

图3 赤铁矿（Hem）沿磁铁矿（Mag）晶体裂隙交代

（北段矿体）

Fig.3 Intersection and replacement between the

hematite and magnetite

图4 骸晶结构，褐铁矿（Lm）交代黄铁矿（Py）晶形呈骸晶

（北段矿体）

Fig.4 Limonite replaced by py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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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构造较为简单，主要有条带状构造、块状构

造，矿石结构主要以半自形-他形细粒结构为主，此

外还常见填隙结构、穿插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和骸晶

结构。

3.3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3.3.1主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矿石及围岩主量元素分析结果见表1，其中赋矿

围岩的 SiO2为 62.37%～68.11%，平均为 66.23%；

TiO2 为 0.20%～0.87%，平均为 0.50%；Al2O3 为

4.85%～17.20%，平均值为13.68%；Fe2O3为1.02%～

10.95%，平均值为3.47%；FeO为1.53%～2.88%，平

均值为 2.35%。磁铁矿石的 SiO2 为 19.01%～

29.47%，平均为23.23%；TiO2为0.18%～0.32%，平均

为 0.24%；Al2O3为 3.18%～6.95%，平均值为 4.55%；

Fe2O3为30.24%～55.08%，平均值为45.41%；FeO为

8.28%～16.12%，平均值为12.05%。

从表1中可看出，围岩中各主量元素差异较小，

矿石与围岩相比，除了铁和硅含量差异较大外，其他

组分的含量较为相似，表明二者有相似的物质来源。

矿石中铁和硅的氧化物含量占80%左右，CaO、MgO、

Al2O3、K2O等其他组分含量也相对前寒武纪硅铁

建造含量较高，特征比值 SiO2/Al2O3显示陆源沉积

特征。

3.3.2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吉尔铁克沟矿区矿石及围岩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及特征比值见表2。从图5和表2中可以看出，矿石

和围岩具有相似的微量元素分布特征，总体呈现富

集大离子亲石元素K和高场强元素Hf、U，亏损高场

强元素Nb、Ta、P、Ti、Th、Y和大离子亲石元素Sr；矿

石中亏损大离子亲石元素Ba，而围岩中则相对富集，

矿石和围岩中则明显富集Pb。这与明显富集大离子

亲石元素的BIF型铁矿床的磁铁石英岩存在较大差

异［16］，因此推断其成矿物质来源可能具有深源性。

矿石及其围岩的Sr/Ba值大多介于0.01～0.96之

间，平均值为0.49，其中矿石Sr/Ba值大多介于0.06～

0.96之间，极大值2.85，平均值为1.08；围岩Sr/Ba值

介于0.01～0.91之间，平均值为0.16，均显示出其具

有明显的陆源沉积岩特征，表明该铁矿在形成过程

中加入了大量的陆源碎屑物质，并起到重要作

用[17-19]。

矿石及其围岩的Ni/Co值在0.45～139.00之间，

平均值为 14.89，其中矿石Ni/Co值大多介于 1.65～

13.80之间，极大值为139平均值为39.51；围岩Ni/Co

值介于0.45～1.26之间，平均值为0.82，样品中大部

分Ni/Co值均小于3.6，显示出矿石及围岩总体特征

与海相火山化学沉积成因型的铁矿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20]。

矿石及其围岩的Th/U值主要介于1～3之间，平

均值为2.66，其中矿石Th/值U介于1.05～3.42之间，

平均值为 2.38；围岩 Th/U值大多介于 0.9～3.42之

间，极大值为8.33平均值为2.82，均显示出其具有较

为明显以火山物质为主的岛弧火山岩特征，但少量

样品的Th/U值较高，显示其成岩和成矿过程中受到

了陆源碎屑物质的混染[21-23]。

矿石及其赋矿围岩的Ni/Zn值介于 0.39～5.05，

平均值为1.32，其中矿石Ni/Zn值大部分介于0.39～

0.59之间，极大值为5.05，平均值为1.63，围岩Ni/Zn

值介于0.70～2.67之间，平均值为1.14，矿石Ni/Zn值

与热液成因的BIF型铁矿的Ni/Zn值有一定的相似

性，表明铁矿的形成与火山活动密切相关[24]。

注：主量元素测试由国土资源部武汉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武汉综合岩矿测试中心）完成，JE/TC15样品

测试数据由国土资源部郑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完成。

表1 吉尔铁克沟铁矿矿石及围岩主量元素分析结果表（%）

Tab.1 Major element contents of the iron deposits in the Jiertiekegou deposit（%）

样品编号
JHK-2

JE/TC15-GS05
JE/TC15-GS06
JE/TC15-GS07
JE/TC15-GS08
JE/TC15-GS09
JE/TC15-GS14

JHK-3
JE/TC15-GS11
JE/TC15-GS12
JE/TC15-GS13

样品名
黑云石英片岩
钙质二云石英片岩
钙质二云石英片岩
钙质二云石英片岩
钙质二云石英片岩
钙质二云石英片岩
钙质二云石英片岩
石英磁铁矿石
方解石磁铁矿石
方解石磁铁矿石
方解石磁铁矿石

SiO2

62.37
65.98
68.11
67.65
65.15
67.64
66.69
29.47
19.74
19.01
24.68

TiO2

0.87
0.50
0.53
0.47
0.50
0.44
0.20
0.32
0.18
0.23
0.21

Al2O3

17.20
14.59
15.55
13.59
16.05
13.93
4.85
6.95
4.22
3.84
3.18

Fe2O3

4.70
1.18
1.02
2.76
1.54
2.14

10.95
30.24
50.66
55.08
45.65

FeO
1.53
2.15
1.92
2.78
2.55
2.67
2.88

13.97
16.12
8.28
9.83

MnO
0.06
0.08
0.05
0.06
0.09
0.06
0.33
0.08
0.16
0.12
0.16

MgO
1.27
2.81
1.62
2.31
2.54
2.52
2.94
0.47
0.77
1.07
2.30

CaO
0.82
3.02
1.60
1.64
2.71
1.92
2.61
1.61
1.19
1.32
2.76

Na2O
8.51
1.97
3.59
2.27
1.33
1.27
3.02
3.36
2.06
2.52
2.24

K2O
0.93
5.31
4.08
4.69
5.21
5.20
0.43
0.95
0.50
0.52
0.37

P2O5

0.39
0.13
0.14
0.04
0.11
0.07
0.25
0.15
0.05
0.08
0.10

T（Fe2O3）
6.40
3.57
3.15
5.85
4.37
5.11

14.15
45.77
68.58
64.28
56.58

SiO2/Al2O3

3.63
4.52
4.38
4.98
4.06
4.86

13.75
4.24
4.68
4.95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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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吉尔铁克沟铁矿矿石及围岩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10-6）

Tab.2 The trace element concentrations(ppm) of the rocks and ores in the Jiertiekegou deposit

注：样品微量元素测试由国土资源部武汉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武汉综合岩矿测试中心）完成，JE/TC15样品测

试国土资源部郑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完成。

样品
编号

样品名

Sc
Cr
Rb
Nb
Cs
Ta
Pb
Th
U
Ba
Co
Cu
Ni
Sr
V
Zn
Zr
Hf

Sr/Ba
Ni/Co
Th/U
Ni/Zn

JHK-2

黑云
石英片岩

11.11
112.79
35.77
14.53
1.35
1.34
4.06

10.99
1.32

825.70
53.39
6.45

67.04
100.70
144.90
25.09
235.00
6.77
0.12
1.26
8.33
2.67

JE/TC15
-WL05

钙质二云石英片岩

24.60
21.10
109.00
6.16
2.98
0.31
3.00
4.33
4.80

3 056.00
14.50
8.60

13.50
71.40
145.00
15.40
160.00
5.00
0.02
0.93
0.90
0.88

JE/TC15
-WL06

19.00
22.00
92.20
6.37
2.74
0.51
3.40
4.82
1.80

2 586.00
12.90
8.70

12.00
62.00

167.00
16.40

171.00
5.10
0.02
0.93
2.68
0.73

JE/TC15
-WL07

19.00
22.70
116.00
5.28
3.05
0.41
3.70
4.56
3.20

3 111.00
23.50
12.80
17.70
73.60
158.00
18.00
150.00
4.70
0.02
0.75
1.43
0.98

JE/TC15
-WL08

16.00
20.30
128.00
5.59
3.89
0.41
1.30
5.21
2.10

4 059.00
27.30
9.40

15.10
76.90
145.00
15.10
165.00
5.50
0.02
0.55
2.48
1.00

JE/TC15
-WL09

14.20
20.20
125.00
7.01
3.68
0.51
5.70
4.72
1.60

3 748.00
20.30
12.80
17.00
52.30
128.00
17.10
146.00
4.60
0.01
0.84
2.95
0.99

JE/TC15
-WL14

5.10
26.30
12.70
1.80
1.10
0.12
1.30
2.84
2.90

143.00
49.60
25.80
22.30
130.00
82.50
31.80
56.80
1.60
0.91
0.45
0.98
0.70

JHK-3

石英
磁铁矿石

3.61
77.25
41.10
4.65
0.89
0.31
7.38
8.69
2.54
99.10
12.70
3.79

175.20
282.40
517.80
34.72

130.90
3.87
2.85
13.80
3.42
5.05

JE/TC15
-WL11
方解石
磁铁矿

6.20
34.80
10.60
3.37
0.57
0.27
2.00
3.67
3.50

925.00
9.60
53.00
34.60
51.60
87.60
58.80
47.00
1.50
0.06
3.60
1.05
0.59

JE/TC15
-WL12
方解石
磁铁矿

4.40
32.80
26.20
3.34
0.68
0.33
1.90
2.99
1.20

210.00
0.20
45.90
27.80
95.10
75.90
55.40
50.40
1.50
0.45

139.00
2.49
0.50

JE/TC15
-WL13
方解石
磁铁矿

5.50
27.90
15.70
3.73
0.55
0.28
5.40
2.80
1.10

168.00
12.70
41.30
21.00

161.00
229.00
54.10
55.70
1.50
0.96
1.65
2.55
0.39

3.3.3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从表3和图6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赋矿围岩

与矿石稀土元素特征差异较大，证明其稀土元素的

来源以及形成环境、成因机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赋矿围岩的稀土元素总量除样品 JHK-2（246.32

×10-6）外，其他样品总量较低，ΣREE的变化范围为

30.64 ×10-6～246.32 ×10-6，平均为84.01 ×10-6，LREE /

HREE在 1.75～11.65之间，LaN/YbN介于 1.19～

20.27之间，为向右倾斜的轻稀土富集型。无明显的

铈负异常，δCe=0.81～0.91；具有弱铕负异常，δEu=

0.72～0.94。

磁铁矿石样品除JHK-3外，其余样品稀土元素含

量较低，ΣREE变化范围为20.95 ×10-6～230.17 ×10-6，

平均为 75.54 × 10- 6，LREE/HREE在 3.83～19.76之

间，LaN/YbN在4.64～52.83之间，为向右倾斜的轻

稀土富集型。δCe=0.74～0.99，具有弱铈负异常；

δEu=0.84～1.53，除样品 JHK-3外，具有明显的铕正

异常。

图5 吉尔铁克沟铁矿矿石及围岩微量元素蛛网图

Fig.5 Spider diagram of the ores and rocks for the trace elementof in the Jiertiekegou deposit

（K、P、Ti由表5-18中主量元素分析结果换算）

矿石 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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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矿石与围岩具有相似的

稀土元素含量，除样品 JHK-2、JHK-3外，稀土元素

含量总体较低，表现出中基性火山岩的特征。赋矿

围岩稀土元素配分曲线较为相似，总体呈现右倾斜

轻稀土富集型，表明它们的稀土元素来源具有同源

性。JHK-2、JHK-3稀土元素总量较高，强烈富集

轻稀土，表明稀土元素发生了较明显的分馏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这两个样品所处地层中砂质成分含

量较高，常见薄层变质细（粉）砂岩（原岩为石英砂

岩）。矿石中特征指示元素铈具有弱负异常、铕正

异常，表明沉积环境偏氧化，这与海相沉积岩的特

征相似。

据此推断，该铁矿的形成与中基性火山活动关

系较为密切，火山活动为其提供了成矿物质；另外，

图6 吉尔铁克沟铁矿矿石及围岩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采用球粒陨石数据（Sun&McDonough，1989）标准化）

Fig.6 REE distribution paterens of the ores and rocks for the rare earth element in the Jiertiekegou deposit

矿石 围岩

表3 吉尔铁克沟铁矿矿石及围岩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表（×10-6）

Tab. 3 The rare earth element concentrations(×10-6) of the rocks and ores in the Jiertiekegou deposit

测试单位：样品稀土元素测试由国土资源部武汉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武汉综合岩矿测试中心）完成，JE/TC15样

品测试国土资源部郑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完成。

样品
编号

样品名

La
Ce
Pr
Nd
Sm
Eu
Gd
Tb
Dy
Ho
Er
Tm
Yb
Lu
Y

ΣREE
LREE
HREE
LREE/
HREE

LaN/YbN

δEu
δCe

JHK-2

黑云石
英片岩
59.52

102.90
11.37
42.84
8.34
1.88
7.20
1.05
5.13
0.90
2.45
0.34
2.11
0.29
24.89

246.32
226.85
19.47

11.65

20.27
0.72
0.91

JE/TC15
-XT05
钙质二云
石英片岩

9.28
16.87
2.53
8.03
1.94
0.59
2.97
0.67
5.41
1.21
3.63
0.59
3.54
0.51
31.81
57.77
39.24
18.53

2.12

1.88
0.75
0.84

JE/TC15
-XT06
钙质二云
石英片岩

4.71
8.15
1.19
4.12
0.99
0.35
1.48
0.36
2.69
0.66
2.26
0.42
2.83
0.43
17.68
30.64
19.51
11.13

1.75

1.19
0.88
0.82

JE/TC15
-XT07
钙质二云
石英片岩

5.87
10.00
1.38
5.02
1.34
0.46
1.80
0.39
2.92
0.69
2.32
0.42
2.85
0.45
18.10
35.91
24.07
11.84

2.03

1.48
0.91
0.83

JE/TC15
-XT08
钙质二云
石英片岩

15.13
26.06
3.28
10.79
2.29
0.68
2.66
0.56
3.90
0.91
2.92
0.49
3.20
0.47
24.07
73.34
58.23
15.11

3.85

3.39
0.84
0.87

JE/TC15
-XT09
钙质二云
石英片岩

22.22
39.53
4.83
16.28
3.12
0.84
2.74
0.50
2.89
0.66
2.05
0.38
2.54
0.38
15.85
98.96
86.82
12.14

7.15

6.27
0.86
0.89

JE/TC15
-XT14
钙质二云
石英片岩

10.07
17.53
2.67
8.94
1.56
0.44
1.23
0.19
1.06
0.21
0.53
0.08
0.51
0.08
5.11

45.10
41.21
3.89

10.59

14.16
0.94
0.81

JE/TC15
-XT11
方解石磁
铁矿
3.88
8.40
1.07
3.70
1.25
0.53
1.27
0.23
1.40
0.25
0.66
0.10
0.60
0.09
4.41

23.43
18.83
4.60

4.09

4.64
1.27
0.99

JE/TC15
-XT12
方解石磁
铁矿
4.19
6.42
1.02
3.61
0.93
0.44
1.06
0.22
1.32
0.26
0.68
0.10
0.61
0.09
5.05

20.95
16.61
4.34

3.83

4.93
1.35
0.74

JE/TC15
-XT13
方解石磁
铁矿
16.10
27.67
2.87
7.15
1.32
0.61
1.05
0.16
0.76
0.15
0.39
0.07
0.43
0.07
3.25

58.80
55.72
3.08

18.09

26.86
1.53
0.92

JHK-3

石英磁
铁矿石
60.39
98.30
11.03
40.68
6.94
1.74
5.43
0.66
2.55
0.39
0.98
0.13
0.82
0.12
10.14

230.17
219.08
11.09

19.76

52.83
0.84
0.87

GRT-2

石英磁
铁矿石
10.99
18.80
1.95
6.82
1.35
0.65
1.46
0.20
1.01
0.17
0.42
0.06
0.40
0.08
5.61
44.35
40.56
3.79

10.71

19.86
1.4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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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矿的形成过程中，由于陆源沉积物的加入，使

得水体沉积环境发生改变，并呈弱酸性—弱碱性，

从而促使铁质卸载沉淀，有利于富集成矿。

4矿床成因
根据吉尔铁克沟磁铁矿体的产出特征、矿石和围

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镜下鉴定特征、物质来源等分

析，初步认为吉尔铁克沟矿区内磁铁矿主体主要是

以原始沉积形成的磁铁矿为主，为原始沉积成因，而

不是由其它铁矿物经变质作用所致，这与陆源沉积

型或沉积变质型磁铁矿床存在明显的差异；该矿床

形成于海相沉积环境，与中基性火山活动有关，海底

基性火山活动带来了大量的铁质，形成了原始的含

矿溶液，由于海盆中水体环境的差异，促使含矿溶液

发生运移，在海盆中合适的物理化学条件下经化学

沉积作用形成磁铁矿，并在氧化还原过渡带，出现黄

铁矿与磁铁矿共生现象；变质作用在铁矿的形成过

程中起到了进一步的富集作用，后期有一定的变质

作用叠加改造。依据如下：①矿体形态及空间变化
具明显沉积特征。各磁铁矿体主要呈层状、似层状、

透镜状产出，与围岩呈整合接触、互层产出。②矿体
原生沉积层理清晰，具沉积韵律，共生矿物组合简

单。③矿石原始沉积构造特征明显。原始沉积成矿
后，虽经历了后期构造、岩浆活动的改造，但磁铁矿

仍保留大量沉积结构构造，如条带状、条纹状构造，

且条带、条纹与围岩产状一致，平行于围岩原始沉积

层理。④矿石局部具变质改造特征。受后期变质作
用影响，矿石组构也发生一定改变，块状磁铁矿石主

要呈细粒结构，而部分浸染状矿石粒度可达中粗

粒。此外，矿区内流体作用不明显、围岩蚀变较弱，

显示在原始沉积成矿后，变质作用使原始沉积的磁

铁矿发生重结晶粒度增大，但总体物质成分并未发

生大的迁移。⑤岩矿石稀土元素含量总体较低，具
海洋化学沉积特征。稀土元素分布曲线显示为

LREE亏损、HREE富集，具强烈的Eu和La的正异

常及不明显的Ce异常，表明吉尔铁克沟铁矿矿床形

成与海底火山活动关系密切［25］。

5找矿标志

通过对该矿区的分析研究，及对比邻区同类型矿
床，找矿标志可归纳为：
（1）地层及岩性标志

早古生代马尔洋组含铁岩系的磁铁矿化黑云石
英片岩与长英质片岩、石膏岩上部黑云石英片岩，是
寻找该类矿床的地层和岩性标志。
（2）构造标志
背形转折端或向形转折端部位易于矿体的富集，

是成矿有利部位，如老并铁矿。
（3）矿体露头是最直接的找矿标志
铁矿物在近地表氧化较弱，磁铁矿仍保留有较好

的晶形。
（4）黄色氧化带是寻找磁铁矿的最直接的标志
（5）地球物理标志
航磁异常在 200 nT以上，地磁异常在 500 nT以

上，北侧伴生有负磁异常地段多为磁铁矿异常。

6结论
（1）吉尔铁克沟铁矿床矿体呈层状顺层产出，分

布稳定，原生沉积特征明显，具沉积型铁矿特点。

（2）吉尔铁克沟铁矿床的形成可划分原始沉积

期，区域变质改造期、热液改造期、表生期四个阶段，

其中原始沉积期与磁铁矿的形成最为密切，在此期

间含铁建造初步形成。

（3）矿石特征显示，磁铁矿以原始沉积为主，后期

变质及岩浆作用对矿石进行了部分改造，但对物质

成分变化影响较小，其作用较为有限。

（4）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分析表明，矿石与围岩有

相似的物资来源，矿床形成于海相沉积环境，并与海

底中基性火山活动密切有关，海底火山活动带来了

大量的铁质，形成了原始的含矿溶液，由于海盆中水

体环境的差异，促使含矿溶液发生运移，在海盆中合

适的物理化学条件下经化学沉积作用形成磁铁矿，

并在氧化还原过渡带，出现黄铁矿与磁铁矿共生现

象，最终形成沉积性磁铁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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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 and genesis of Jiertiekegou iron deposit in
Taxkorgan area of west Kunlun , Xinjiang

CHEN Jun-kui

（Henan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ct：The Jiertiekegou iron deposit in Tashikuergan county, Xinjiang, is tectonically situated in the

Taxkorgan block within the Karakorum tectonic belt. Ore bodies are mainly hosted in the Maeryang formation of

Paleozoic strata.The paper discusses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ological background mineral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morphology, texture, structure, and mineral assemblage of the deposit. The ore bodies

are broadly distributed in simple layers with stable occurrence, and are in conformable contact with the wall rock

stratum. The ore bodies are controlled by stratum, and the genesis of the iron ore deposit is marine volcanic

sedimentary magnetite type，and there is greet prospect in the area.

Key words: Jiertiekegou iron deposit;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genetic analysis; Tashikue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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