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矿石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成为发展钢铁工

业所必需的主要矿产资源，在现代化工业建设中占全

部原材料的 70%［1］. 辽宁省作为矿产资源大省，钢铁产

量长期居于全国首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近年来铁矿石需求急剧增加，

供需已经开始出现缺口. 鉴于此，国家和地方加大对

铁矿的勘查，新一轮的铁矿勘查已经在全区展开. 因

此开展该区铁矿成矿规律研究和资源潜力分析工作，

对指导鞍山-本溪地区铁矿勘查工作部署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是作者在近几年该地区最新铁矿资料总结的

基础上，对鞍本地区铁矿所做的较全面的分析研究，

以期推动对该区铁矿床的深入研究与找矿工作.

1 成矿地质背景

鞍本地区地处华北地台东北缘胶辽台隆的西北

部，是我国重要的太古宙花岗绿岩地体分布区.
区内分布有太古宇鞍山群中上部的茨沟岩组、大峪

沟岩组和樱桃园岩组［2］. 本区大面积出露太古宙花岗质

岩石，其中残留为数众多的表壳岩. 其岩性组合主要有

基性-中基性火山岩－硅铁建造组合，主要分布在弓长

岭、歪头山-北台、南芬地区. 中酸性火山岩－硅铁建造

组合，主要分布在棉花堡子-孟家堡子及本溪欢喜岭.
沉积岩－硅铁建造组合，主要分布在鞍山市周边的齐大

山-西大背、东鞍山-西鞍山. 这些含铁岩系和 TTG（花

岗闪长岩－英云闪长岩－二长花岗岩）一起，构成了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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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晶基底. 在富含铁的表壳岩系内赋存沉积变质型

的“鞍山式铁矿”. 已经发现和开发众多大型、超大型铁

矿床，如弓长岭、南芬、齐大山、东鞍山等等（图 1）. 研

究表明，南芬和弓长岭铁矿原岩建造为基性火山岩-
中酸性火山杂砂岩、泥质岩硅铁质建造，在时间、空间

和成因上与海相火山作用密切相关，属于火山沉积变

质型，即阿尔戈马型铁矿. 鞍山地区东鞍山和齐大山铁

矿原岩建造为泥质中酸性杂砂岩-硅铁质沉积岩建造.
已有的同位素侧年结果显示鞍本地区的沉积变质型铁

矿形成时代为新太古代，变质作用的类型为绿片岩—
低角闪岩相［3- 6］.

2 铁矿床地质特征与成矿规律

2.1 矿床地质特征

辽宁鞍本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铁矿资源分布区，目

前已勘查铁矿区 45 处，其中超大型矿床 6 处，大型矿

床 17 处，中小矿床 14 处，累计查明铁矿资源储量

125.6×108 t，保有铁矿资源储量 109.5×108 t，占全省铁

矿保有资源储量的 93.8% . 该地区主要铁矿床类型为沉

积变质型，矿床可分为条带状铁建造型和变质碎屑岩-
碳酸盐岩型两大类［7］，其中尤以前者分布最为广泛. 条

带状铁建造又可根据形成条件和成因再细分为阿尔戈

马型和苏必利尔型 2 个亚类. 阿尔戈马型铁矿是鞍本

地区主要的铁矿类型，形成于太古宙，分布广泛. 该类

型矿床铁矿体多数产在火山喷发间歇期的沉积岩 （火

山沉积岩）中［8］，不同的矿床在赋矿围岩、矿体特征、矿
体产状、矿石矿物组成和矿石品位等方面都有诸多差

别，鞍本地区主要铁矿床具体地质特征见表 1.
2.2 条带状铁矿成矿规律

鞍本地区条带状铁矿是火山沉积变质成因的，

因此，条带状铁矿成矿规律必然与含矿地层的原岩

建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鞍本地区鞍山群地层原

岩建造与条带状铁矿之间的相关关系来看，有以下几

点规律.
（1）鞍山群各种原岩建造中均产有条带状铁矿. 太

古宙鞍山群地层总的说来是一套沉积岩-火山岩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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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本地区的鞍山群地层为中鞍山群茨沟组和上鞍山群

的樱桃园组. 而抚顺、辽南主要分布下鞍山群. 其中下

鞍山群原岩是一套基性火山岩建造；中鞍山群地层的

原岩是一套沉积岩-火山岩建造；上鞍山群地层的原

岩建造是一套火山岩-沉积岩建造［9］. 以上所述类型不

同的原岩建造中均产有条带状铁矿，这表明条带状铁

矿可以产在多种类型的原岩建造之中. 它既可以产在

沉积岩-火山岩建造之中，也可以产在火山岩-沉积岩

建造之中，又可以产在基性火山岩建造中. 在鞍本地区

鞍山群茨沟岩组主要分布在本溪地区，樱桃园岩组主

要分布在鞍山地区.
（2） 不同类型原岩建造中条带状铁矿的发育程度

不同. 在基性火山岩建造中的条带状铁矿均为小凸镜

体，分布零星，只有少数是小型矿床，总储量很小；在沉

积岩-火山岩建造中，条带状铁矿一般是多层的，大、
中、小型矿床均有，总储量较大；中酸性火山岩建造中

的条带状铁矿少，多层，矿床规模多数是小型，大型少，

总储量少；火山岩-沉积岩建造中的条带状铁矿厚度

最大，延长最远，但主矿层只有一层，间或还有一个几

十米厚的小矿层，矿床规模是大型和特大型，总储量也

最大.
（3）本区鞍山群原岩建造的发育有一定的规律，条

带状铁矿的发育也有一定的规律. 从原岩建造和条带

状铁矿发育的规律来看，沉积岩的发育与条带状铁矿

的发育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地层中沉积岩的比例很

小时，条带状铁矿也很小，很少. 地层中沉积岩的比例

表 1 鞍本地区变质条带铁矿主要特征简表

Table 1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ron deposits in Anshan-Benxi area

矿床名称 地理位置 赋矿围岩 变质相 矿体特征 矿床规模
主矿体产状

（走向/倾向/倾角）
矿石矿物 矿床储量/108 t 矿石品位/%

东鞍山 鞍山
千枚岩类和

混合岩类

绿片岩相-角

闪岩相
层状-似层状 特大型 NW/NE/65°

磁铁矿、赤铁

矿、镜铁矿
10.2914 31.85

西鞍山 鞍山

石英片岩类、千
枚岩夹薄层黑云

变粒岩、斜长角

闪岩

绿片岩相-角

闪岩相

层状-似层状、
脉状

特大型 NW/NE/20～47°
磁铁矿、赤铁

矿、菱镁铁矿
17.2861 39

弓长岭 辽阳

角闪岩、片岩类、
钠长变粒岩和石

灰岩、硅质岩

角闪岩相
层状-似层状、

透镜状
大型 NE/SE/50°

磁铁矿、赤铁

矿、黄铁矿、
黄铜矿

8.7428 35.58

大孤山 鞍山

绢云绿泥千枚

岩、白云绿泥片

岩、绿泥（片）岩、
二云石英片岩、
黑云变粒岩、斜

长角闪岩

绿片岩相-角

闪岩相
层状-似层状 大型 NW/NE/60～75°

磁铁矿、
赤铁矿

2.6541 33.63

齐大山 鞍山

绢云绿泥千枚岩

类、绿泥片岩类、
石英片岩、黑云

变粒岩、斜长角

闪岩

绿片岩相-角

闪岩相

层状-似层状、
透镜状

特大型 NW/SW、NE/70～90°
磁铁矿、赤铁

矿、黄铁矿、
镜铁矿等

17.6390 30.51

歪头山 本溪

斜长角闪岩类、
黑云变粒岩、绿
泥片岩、二云石

英片岩

角闪岩相 层状-似层状 大型 SN-NW/W-SW/20～50°
磁铁矿、
赤铁矿

4.0351 26.39

南芬 本溪

斜长角闪岩、角
闪片岩、绿泥石

英片岩

角闪岩相 层状-似层状 特大型 NE/NW/47°
磁铁矿、赤铁

矿、镜铁矿、
菱铁矿

12.9075 31.82

大台沟 本溪
绿泥片岩、绿泥

千枚岩
绿片岩 层状-似层状 特大型 NW/SW/55～90°

磁铁矿、赤铁

矿、镜矿、黄 34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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髴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 辽宁省鞍本地区铁矿资源潜力评价成果报告. 2010.

增大时，条带状铁矿的规模增大，储量增多. 只有沉积

岩大量出现时，才会有大型的条带状铁矿床出现.
（4）条带状铁矿与斜长角闪岩的关系密切，但又并

非正相关关系. 本区鞍山群地层中斜长角闪岩变质前

的原岩是以拉斑玄武岩为主的基性火山岩［9］，它与条

带状铁矿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条带状铁矿之上下

盘围岩及矿层中的夹层常为斜长角闪岩，即便是在火

山岩-沉积岩建造中的铁矿层上下盘及其夹层中，也

可以见到很薄的斜长角闪岩薄层. 然而另一方面在大

片的、厚大的基性火山岩建造中，条带状铁矿却只是些

小凸镜体，规模小，数量少，连续性也不好.

3 铁矿资源潜力分析

鞍本地区铁矿资源勘查已有 50 多年历史，累计查

明铁矿资 源 储 量 125.6×108 t， 保 有 铁 矿 资 源 储 量

109.5×108 t，占全省铁矿保有资源储量的 93.8%. 1949
年以后鞍本地区铁矿的勘查重点放在地表出露或埋藏

较浅的高大磁异常的厚大“鞍山式”铁矿上面. 区内存

在大量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磁异常，如复杂磁异常和

低缓磁异常类型铁矿异常. 这些异常规模较大，异常强

度高，为铁矿引起，对其进行评价有望发现一批有价值

的铁矿床. 同时在部分已知的铁矿床上，存在较多的剩

余磁异常，经过正演计算表明大多为尚未发现的隐伏铁

矿体引起. 通过异常验证，许多矿床有望很大程度地增

加资源储量，如黑石砬子铁矿床即是利用此方法进行印

证，后经勘探证实由原来的 1.9×108 t 增加到 4.7×108 t.
鞍本地区铁矿具有明显的层控性，许多大型、超大

型铁矿床勘探程度一般控制在沿倾斜延深 500～700 m
（齐大山、东西鞍山勘探深度为 700 m 左右；胡家庙子、
眼前山、关门山、歪头山、庙儿沟勘探深度为 500 m 左

右）. 这些大型、特大型铁矿已查明资源储量 117×108 t，
而且矿层厚大，延深稳定，铁矿层大多未见尖灭的趋

势，推测矿层延深可达 1500 m. 也就是说鞍本地区已

勘探铁矿区的深部还蕴藏资源储量 120×108 t髴.
研究和预测表明，鞍本地区已探明铁矿资源储量

125.6×108 t，已勘探矿区深部蕴藏铁矿资源量 120×108 t.
结合大量并未解译和验证的航磁异常，笔者认为鞍本

地区铁矿资源潜力巨大，铁矿资源总量在 300×108 t
以上.

4 工作部署建议

4.1 加强鞍本地区航磁异常解译和验证工作

鞍本地区铁矿为层控型火山-沉积变质型铁矿.
区内铁矿均会引起磁异常. 磁法测量是研究区找铁矿、
铁矿资源潜力评价和铁矿资源量估算的重要手段. 然

而矿体的赋存状态是复杂的，单层和多层、陡倾和缓

倾、弯曲（褶皱）和平直、磁性体的大小和埋深等均对磁

异常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个地区的磁异常特征是多种

因素的综合反映. 因此，对磁异常正确的评价、解译有

助于该地区的铁矿勘查. 如：鞍山市磁异常规模巨大，

对应鞍山地区周边有数个大型、超大型铁矿床；南芬磁

异常对应南芬超大型铁矿床. 同时对磁异常的验证工

作对扩大鞍本地区铁矿资源量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如：对孟家异常进行评价验证，基本圈定了孟家铁矿磁

异常范围. 孟家铁矿磁异常，以 1000 nT 等值线控制长

度为 1000 m，宽度一般在 110～300 m，其走向为北东

东. 异常中部 2000 nT 以上等值线不连续，东西形成两

个核部，其东部异常极大值为 9613 nT，西部异常极大

值为 8242 nT，估计磁性体埋深不大. 异常北侧，异常

梯度变化比南侧略陡，北侧呈现负磁场，而异常南侧为

平缓正磁场，依据磁场特征，推断本区磁异常是由隐伏

的磁铁矿体引起，矿体向北倾斜，倾角较陡，有效磁化

强度的倾角小于矿体倾角，矿体向下有一定的延伸，矿

体的东部异常梯度比西部稍缓，埋深较深. 异常的中部

由于构造作用，矿体可能变窄. 孟家地区除铁矿为强磁

性外，其他各种岩石均呈无磁性. 所以本区磁异常为铁

矿体引起，铁矿埋深平均 40 m 左右，矿体延伸较大，呈

层状或似层状，产状较陡，矿层平均厚度 60 m 左右. 通

过钻探工程做深部验证，在 207.91～257.49 m 见到

49.58 m 厚的铁矿层. 验证结果与地面磁法解译吻合，

效果良好，矿床具有中型规模.
4.2 加大铁矿勘查力度

地质找矿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项工作，要想在鞍本

地区扩大铁矿资源量必须具备 2 个条件：一是加大铁

矿勘查资金及工作量的投入力度，二是地质同仁要在

铁矿勘查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成功的

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在上述 2 个必备条件的基础上，应

在铁矿成矿带及为验证大地航磁异常区有计划地部署

地质、面积性物探和深部验证工作.
4.3 开展攻深找盲

鞍本地区铁矿成因类型为沉积变质型，矿体主要

受层位控制，主要矿体受单斜构造、褶皱构造控制，许

多铁矿深部不受控制 . 如齐大山铁矿前期勘探深度

至-500 m 标高（地下 700 m），累计查明铁矿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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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976×104 t，在-500 m 标高矿层没有变薄尖灭的趋

势，推测矿层有较大延深. 深部勘查若控制到-1400 m
标高（控制深度 1600 m），预期新增磁铁贫矿 13×108 t，
前期勘探深度至-700 m 标高，累计查明铁矿资源储量

114 404×104 t. 东鞍山铁矿在-700 m 标高矿层没有变

薄尖灭的趋势，矿床东部磁异常经钻探验证为盲矿体

所引起. 深部勘查若控制到-1400 m 标高 （控制深度

1700 m），预期新增磁铁贫矿 3×108 t. 类似的铁矿区深

部具有进一步找矿潜力的还有西鞍山铁矿、陈台沟铁

矿、胡家庙子铁矿、小孤山铁矿、关门山铁矿等髴. 因此，

深部找矿潜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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