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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菱镁矿是我国的优势矿产资源，辽宁省菱镁矿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南地区海城、岫岩、大石桥一带。 菱
镁矿床赋存于辽南古裂谷盆地内，空间展布受到地层、岩性、构造、含矿建造、古地理环境等因素严格控制。
通过对辽南地区菱镁矿进行资源现状调查，划分了大石桥—塔子岭成矿带（北部成矿带）和岫岩北瓦沟—偏
岭—香炉山—三家子—东广峪—石庙子成矿带（南部成矿带）两个成矿预测区，并对辽南地区菱镁矿资源潜
力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了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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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Ｘｉｕｙａｎ Ｂｅｉｗａｇｏｕ －Ｐｉａｎｌｉｎｇ －Ｓａｎｊｉａｚｉ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ｕ －Ｓｈｉｍｉａｏｚｉ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ｔｗｏ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ｍａｇｎｅｓｉｔｅ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Key words：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ａｇｎｅｓ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菱镁矿是我国的优势矿产资源，其储量和产量
均居世界首位。 辽宁省菱镁矿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
的 ９８．６５％，辽宁省菱镁矿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南地
区海城、岫岩、大石桥一带 ［１］，在长 ６０ ｋｍ的范围内
有下房身、金家堡子、王家堡子、青山怀、桦子峪 、圣

水寺等大型、特大型优质菱镁矿床。

1　资源现状
截止到 ２０１４年底，辽宁省经过地质勘查工作共

查明菱镁矿产地 ４０ 余处，其中主要菱镁矿产地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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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探明保有储量４２．２３亿 ｔ（表１）。 １４处菱镁矿产
地中，有 １２处集中分布于辽南地区海城、岫岩和大
石桥一带，保有储量 ３２．６１ 亿 ｔ，占全省菱镁矿保有

储量的 ７７．２２％，辽南地区已探明的菱镁矿资源储
量为 ３４．６８亿 ｔ，占全省的 ８５％，约占世界菱镁矿总
储量的四分之一。

表 1　辽宁省菱镁矿资源现状

编号 矿区名称
矿石质量／％

ＭｇＯ ＣａＯ
保有储量

／ｋｔ 勘查阶段 利用情况

１ s下房身菱镁矿 ４６ 妸．５６ ０ 　．７４ ２５２ ６８０ M详查 开采矿区

２ s金家堡子菱镁矿 ４６ 妸．３３ ０ 　．９９ ３３８ ８７５ M详查 开采矿区

３ s王家堡子菱镁矿 ４６ 妸．４５ ０ 　．８１ ２２７ ６６８ M详查 开采矿区

４ s杨家甸子菱镁矿 ４６ 妸．０ ０ 　．７８ ４ ４４８ M普查 停采矿区

５ s桦子峪菱镁矿 ４６ 妸．０９ １ 　．１ １ １１７ １１７ M勘探 开采矿区

６ s青山怀菱镁矿 ４１ 妸．６１ ５ 　．５ ３３２ ５３６ M勘探 开采矿区

７ s祝家菱镁矿 ４６ 妸．２６ ０ 　．９７ １９４ ２６４ M详查 开采矿区

８ s王家堡子菱镁矿 ４６ 妸．７５ ０ 　．８４ ４１ ８９９ M勘探 开采矿区

９ s青山怀菱镁矿 ４１ 妸．６１ ５ 　．５ ３６１ ４８６ M勘探 开采矿区

１０ 妸大安口菱镁矿 ４１ 妸．１ ５ 　．５ ３３ ５６８ M勘探 开采矿区

１１ 妸圣水寺菱镁矿 ４６ 妸．５８ １ 　．４２ ２８６ ０７９ M勘探 开采矿区

１２ 妸高庄—平二房菱镁矿 ４５ 妸．７５ ２ 　．１８ ７０ ８２５ M勘探 开采矿区

１３ 妸佟家街菱镁矿 ４４ 妸．９６ １ 　．４６ ２ ４４７ M详查 开采矿区

１４ 妸上年马州菱镁矿 ４１ 妸．００ ５ 　．５ １ ３４０ M勘探 停采矿区

合计 ４ ２２３ ２０２ M

2　资源潜力评价

2．1　成矿预测区的划分依据
辽南地区菱镁矿床赋存于辽南古裂谷盆地内，

空间展布受到地层、岩性、 构造、含矿建造、古地理环
境等因素严格控制

［２］ 。 成矿预测区的划分依据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

（１）赋存层位：辽南地区菱镁矿层主要赋存于
古元古代辽河群大石桥组三段厚层状大理岩地层

中，尤其在白云石大理岩层内菱镁矿极为常见，具有
受层位控制的特点。

（２）控矿构造部位：本区菱镁矿层受区域性挤
压伸展作用，呈塑性变形及半原地塑性流动状态重
新定位，沿着塑性变形相互叠加厚层状白云石大理
岩层的向形褶皱构造核部展布。 这种变形除了与围
岩具有同步性之外，在某些部位出现了矿体塑态迁
移现象。

（３）富镁质碳酸盐岩建造：本区受区域变质作
用影响形成各类变质岩系，主要有厚层状白云石大
理岩、菱镁大理岩夹薄层状千枚岩、片岩类、变粒岩
类等岩石，变质程度相当于绿片岩相—角闪岩相。
白云石大理岩及菱镁大理岩层为主要的赋矿围岩

层。 菱镁矿呈层状、似层状产出，具有特殊岩性控制
的特点。

2．2　主要成矿预测区

２．２．１　北部成矿带
该成矿带长约 ６０ ｋｍ，分布于大石桥—塔子岭

一带的辽河群大石桥组镁质碳酸盐岩建造中。 成矿
带内赋存有多处规模巨大的菱镁矿床， 其中包括桦
子峪、金家堡子、下房身、圣水寺、青山怀等 ５处大型
至特大型优质菱镁矿床。 成矿带内菱镁矿体最长可
达 ５ ２００ ｍ，最厚达 ５００ ｍ，延深均超过 ５００ ｍ。 矿体
产状稳定，形态简单，矿体受塑性变形被向形褶皱构
造控制。 矿石矿物成分简单，以菱镁矿为主，含量占
９９％以上，其次含有极少量白云石、蛇纹石、透闪石
及滑石等矿物。 矿石化学成分稳定，ＭｇＯ 含量变化
在 ４３．０１％～４６．１２％之间，ＣａＯ在 ０．５２％ ～１．８７％
之间 ，ＳｉＯ ２在 ０．８７％～２．７７％之间。
根据该区成矿地质条件、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及

其资源潜力等情况，在此成矿带上划分出 １３处成矿
预测区。 成矿预测区主要分布在圣水寺、 平二房、高
占屯、青山环、宋家堡子、华子峪、金家堡子、下房身、
杨家甸子、羊角峪、腰岭子、老官场及大安口等地区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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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四系残坡积物； ２：辽河群白云大理岩、方解大理岩等； ３：鞍山群斜长角闪岩等； ４：菱镁矿； ５：黑云母花岗岩、似斑状花岗岩；６：片麻状花岗
岩；７：地质界线； ８：成矿预测区编号； ９：成矿预测区范围； ①—圣水寺成矿预测区； ②—高庄—平二房成矿预测区；③—青山怀成矿预测区；
④—桦子峪成矿预测区； ⑤—宋家堡子成矿预测区； ⑥—王家堡子—金家堡子 —下房身成矿预测区； ⑦—杨家甸成矿预测区； ⑧—祝家—腰
岭成矿预测区； ⑨— 王官厂成矿预测区；⑩— 老关山—大安口 —刚家成矿预测区

图 1　辽宁省大石桥至塔子岭一带菱镁矿成矿预测图

２．２．２　南部成矿带
该成矿带长约 ３７．５ ｋｍ，分布于岫岩北瓦沟—

偏岭—香炉山—三家子—东广峪—石庙子一带的辽
河群大石桥组镁质碳酸盐岩建造中，呈半弧状展布。
成矿带内菱镁矿床规模不大，分布零散不集中，矿体
形态复杂，地质工作程度较低。

根据该区菱镁矿的成矿地质条件、控矿层位、矿
体分布位置与构造作用的关系以及矿体空间展布特

征，在此成矿带上划分出 ５ 处成矿预测区。 成矿预
测区主要分布在岫岩县偏岭、大房身、韭菜、三家子、
东广峪及及石庙等地区（图 ２）。

2．3　成矿预测区级别
根据各成预测区目前的地质勘查程度，将各成

矿预测区划分为三个等级。
（ １）矿区深部预测区（Ⅰ级）：成矿预测区内经

过地质勘探工作，有大中型开采矿山，矿石质量好，
菱镁矿体有地表槽探及深部钻探工程控制，矿体向
深部延伸稳定，隐伏有较大规模的资源储量，预测深
度１ ０００ ｍ。 预测矿区有：海城市下房身、金家堡子、
杨家甸子、桦子峪、腰岭子、祝家菱镁矿等；大石桥市
青山怀、圣水寺、高庄—平二房菱镁矿等；岫岩县偏
岭菱镁矿等。

（２）矿区外围预测区（Ⅱ级）：位于菱镁矿带密
集区内。 与相邻开采矿山相接连，矿层延伸较稳定，
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较低，地表有槽探工程控制，具有

一定资源储量，延深推测 ２００ ｍ。 预测矿区有：海城
市宋家堡子、腰岭子、大安口、刚家、王官厂菱镁矿
等；岫岩县东广峪菱镁矿等。

１—第四系残坡积物； ２—辽河群白云大理岩、方解大理岩等 ； ３—菱
镁矿； ４—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５—花岗杂岩、片麻状花岗岩； ６—
伟晶岩； ７—地质界线； ８—成矿预测区编号； ９—成矿预测区范围；
①—偏岭—王家堡子成矿预测区； ②—大房身成矿预测区； ③—韭
菜—三家子成矿预测区； ④—东广峪成矿预测区

图 2　辽宁省岫岩地区菱镁矿成矿预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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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周边预测区（Ⅲ级）：分布于辽宁省各地区。
成矿区预测区内成矿地质条件复杂，矿体分布零散，
规模较小，形态不规则，虽然有小型矿山开采，但资
源量较小。 预测矿区有岫岩县大房身、韭菜、三家子
菱镁矿等；抚顺市佟家街、上年马菱镁矿等。

2．4　资源潜力评价及远景分析
资源／储量统计结果表明，成矿预测区内菱镁矿

总资源／储量 １１０．０３亿 ｔ，其中保有资源／储量３３．０６

亿 ｔ，推测资源量 ７６．９７ 亿 ｔ。 其中Ⅰ级预测区内资
源／储量 ９６．８７ 亿 ｔ，占总资源／储量的 ８８．０４％；Ⅱ
级预测区内资源／储量 ８．２０ 亿 ｔ，占总资源／储量的
７．４５％；Ⅲ级预测区内资源／储量 ４．９６ 亿 ｔ，占总资
源／储量的 ４．５１％。 各级预测区资源／储量统计数
据显示（表 ２）， 辽宁省菱镁矿资源／储量主要集中在
辽南海城及岫岩地区，特别是海城地区已成为全省
及全国菱镁矿集中产地。

表 2　各级预测区资源／储量统计数据表

级别 成矿预测区
保有资源
储量／万 ｔ

预测资源
量／万 ｔ

资源潜力
／万 ｔ

保有总资源
储量／万 ｔ

资源总量
／万 ｔ

Ⅰ

海城镁矿下房身矿区 ２５ ４５３ �．９０ ５９ ３９２ 棗．４３ ８４ ８４６ �．３３

３３０ ６１３ }．３０ ９６８ ６６４  ．３５

海城镁矿金家堡子矿区 ３４ ５５１ �．６０ ８０ ６２０ 棗．４０ １１５ １７２ �．００
海城镁矿王家堡子矿区 ２３ ０６６ �．８０ ５３ ８２２ 棗．５３ ７６ ８８９ �．３３
海城镁矿杨家甸子矿区 ４４４ �．８０ ０ 棗．００ ４４４ �．８０
海城市桦子峪镁矿 １１３ ６２９ �．３０ ２６５ １３５ 棗．０３ ３７８ ７６４ �．３３
海城市祝家菱镁矿 １９ ４６１ �．００ ３６ １４１ 棗．８６ ５５ ６０２ �．８６
大石桥市青山环镁矿 ３６ １３３ �．９０ ８４ ３１２ 棗．４３ １２０ ４４６ �．３３
大石桥市圣水寺镁矿 ２８ ５１９ �．５０ ３４ ８５７ 棗．１７ ６３ ３７６ �．６７
高庄—平二房镁矿 ６ ９８７ �．４０ ０ 棗．００ ６ ９８７ �．４０
腰岭子镁矿 １４ １３３ �．１０ ９ ６５３ 棗．２０ ２３ ７８６ �．３０

岫岩县王家堡子镁矿 ２８ ２３２ �．００ １４ １１６ 棗．００ ４２ ３４８ �．００

Ⅱ

海城市宋家堡区 ０ �．００ １６ ５７５ 棗．８０ １６ ５７５ �．８０

０ }．００ ８２ ００７  ．９０
海城市王官厂区 ０ �．００ ３２ ０００ 棗．００ ３２ ０００ �．００
辽阳市大安口 ０ �．００ １ １１６ 棗．１０ １ １１６ �．１０
老关山一刚家区 ０ �．００ ３２ ３１６ 棗．００ ３２ ３１６ �．００

Ⅲ

岫岩县东广峪区 ０ �．００ ３ ５４５ 棗．００ ３ ５４５ �．００

０ }．００ ４４ ６６７  ．４０

岫岩县大房身 ０ �．００ １ ４５１ 棗．８０ １ ４５１ �．８０
岫岩县韭菜 ０ �．００ １ ４７４３ 棗．１０ １４ ７４３ �．１０
岫岩县石庙子 ０ �．００ ５ ８５０ 棗．００ ５ ８５０ �．００
岫岩县偏岭 ０ �．００ １ ８０６ 棗．８０ １ ８０６ �．８０
岫岩县哈达碑 ０ �．００ ２ ５１５ 棗．４０ ２ ５１５ �．４０
岫岩县三家子 ０ �．００ ２ １５５ 棗．３０ ２ １５５ �．３０
岫岩县大营子 ０ �．００ １２ ６００ 棗．００ １２ ６００ �．００
抚顺市佟家街 ０ �．００ ３ ５９６ 棗．００ ３ ５９６ �．００
抚顺市上马年 ０ �．００ １ ３５７ 棗．００ １ ３５７ �．００

合 计 ３３０ ６１３ 貂．３０ ７６９ ６７９ �．３５ １ １００ ２９２ 棗．６５ ３３０ ６１３ �．３０ １ １００ ２９２ }．６５

3　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3．1　资源优势

菱镁矿是我国优势矿产资源，其储量和产量均
居世界首位，辽宁省菱镁矿主要集中在辽南海城及
岫岩地区，储量高度集中，大中型矿床多处。 保有储
量占全国总量的 ９８．６５％，探明的大中型矿床有 １２
处，其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９４．６３％；小型矿床几十
处，其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２．８１％。

矿石质量优良，氧化镁含量一般为 ４５％ ～
４７．２６％，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３］ 。 晶质
菱镁矿占全国总量的 ９３％。 统计结果表明矿石中
ＭｇＯ﹥ ４３％的一、二级品的储量占总储量的 ５３％，
其中一级品（含特级品）矿石储量 １１．７ 亿 ｔ，占总储
量的３７．６％；二级品 ４．８亿 ｔ，占 １５．４％。
菱镁矿绝大部分易于开采，可露天开采储量占

全国总储量的 ９７％。 菱镁矿床主要属于镁质大理
岩地层中沉积变质类型矿床， 这种矿床规模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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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具有重大的工业价值，其保有储量占总量的
９９％以上，其它菱镁矿床类型规模较小。

辽宁省菱镁矿勘探程度高，利用程度也高，在
２０余处菱镁矿矿区中，达到勘探程度的有 １２ 处，保
有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８７％；达到祥查程度的矿区 １０
处，保有储量占总量的 ７％；达到普查程度的矿区有
５处，保有储量占总量的 ６％。 在 ２０多处矿区中，以
开发利用的有 １８ 处，其储量占全国总量的 ９５％以
上。

3．2　开发现状
辽宁省菱镁矿在抗战时期就有少量开采，从５０

年代初大石桥、海城等地开采量日增，６０ 年代已形
成较大开采规模，２００５ 年至今，开采量处于高峰状
态。 截至 ２０１５年全省开采矿山 １９４座，其中大型矿
山 ４ 座，中型矿山 ３ 座，小型矿山 １８７座。 按地域分
海城市 ４７座，岫岩县 ３２ 座，大石桥市 ６３ 座，丹东市
２５座，本溪市 ４座，抚顺市 ８座，辽阳市 ５座，铁岭 ２
座，庄河 １座。 辽宁省境内从事菱镁矿采矿业的从
业人员约 ２万人，设计采矿能力 ６００ 万 ｔ，实际年采
矿量 １ ３８０ 万 ｔ，其中海城市年产矿石 ７８０ 万 ｔ，大石
桥市年产矿石 ３５０万 ｔ，岫岩县年产矿石 ２００ 万 ｔ，其
它地区年产矿石约 ５０ 万 ｔ。 辽宁省菱镁矿开采主要
集中在海城、岫岩、大石桥一带，开采矿山 １４２ 座，占
全省的 ７３．２％， 开采量 １ ３３０ 万 ｔ，占全省的 ９６．
３８％。 据辽宁省现有菱镁矿资源保有情况来看，在
其它情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按资源／储量计算，尚
可服务 １５０年，按基础储量计算，尚可服务 １１６ 年，
按储量计算尚可服务 ４５ 年。

3．3　利用现状
２０１５年辽宁省镁制品生产企业共 ４３６ 家，固定

资产共计 ３９．６３ 亿，年产值 ７８．１２ 亿。 企业多集中
在辽南鞍山和营口两地区：鞍山 １８６家（海城 ９１家、
岫岩 ９５家），固定资产共计 ２３．６３ 亿，年产值 ３９．２３
亿，分别占全省的 ５９．６３％和 ５０．２２％；营口大石桥
１５７家，固定资产共计 ８ 亿， 年产值 ２７ 亿，分别占全
省的２０．１９％和３４．５６％。 辽宁省镁制品年产量为１
３８９万 ｔ，鞍山 １ ００２ 万 ｔ，占全省的 ７２．１４％，营口
３３７万 ｔ，占全省的 ２４．２６％，其他地区 ５０ 万 ｔ，占全
省的３．６％。 两地合计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分别占全
省的 ７９．８１％和 ８４．７８％。 目前，辽宁省生产的镁制
品主要是镁制耐火材料，初级产品有轻烧镁粉、重烧

镁砂、电熔镁砂，深加工产品基本上是不定型产品炉
衬、炉底喷补捣打料和定型产品镁砖两大系列。 产
品 ３３．６４％外销（表 ３）。

表 3　2014年辽宁省镁制品产销情况 ／万 t
镁制品名称 内销量 外销量 总产量

轻烧镁 ４２４  ．２８ ７５ M．７６ ５００ 妹．０４
重烧镁 ３５３  ．５６ ３０３ d．０５ ６５６ 妹．６２
电熔镁 ８０ 耨．８１ ５０ M．５１ １３１ 妹．３２
合成镁砂 １２ 耨．６３ １２ M．６３ ２５ �．２５
镁砖 ５０ 耨．５１ ２５ M．２５ ７５ �．７６
合计 ９２１  ．７９ ４６７ d．２１ １ ３８９ -
比例 ６６ 侣．３６％ ３３  ．６４％ １００ 敂．００％

3．4　镁制品生产能力保证消费需求程度
目前辽宁省菱镁矿不管是资源 ／储量还是生产

规模，在全国以及世界行业中举足轻重，但长期以
来，我省菱镁矿产业却处于“一等原料、二等加工、
三等产品、四等价格”的状况。 同时由于加工技术
和产品档次的关系，镁质材料进出口价格相差非常
悬殊，仅是国外进口产品价格的 １／２ ～１／５，甚至相
差十几倍。 全行业初级产品比重大，附加值低，产品
总量中 ６０％为轻烧、重烧和电熔镁砂。 我省每年氧
化镁消费量约为 ３００万 ｔ，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消费
量。 无论从工业产值，出口创汇，还是镁产量看，我
省氧化镁消耗量过高，重要原因是我省镁质资源利
用率低、低档次产品多。 菱镁矿的绝大部分用作耐
火材料，虽然世界总的需求量在下降， 然而对耐火材
料的质量和性能要求却越来越高

［４］。 面对菱镁矿
市场疲软的态势，在保证市场份额增长的同时，更要
在质量及性能上加强管理，重点发展深加工产品，提
高产品的档次。 例如有色工业用的诺兰达炉镁铬
砖、闪速炉镁铬砖；炼钢业用的直流电弧炉材料、 转
炉透气砖；水泥工业的煅烧带直接结合镁铬砖、过渡
带镁铝尖晶石砖；玻璃工业用蓄热室高纯镁砖、镁铝
尖晶石砖等产品

［５］ 。

4　结 语
近年来辽宁省菱镁矿资源勘查投入了大量的地

质工作，取得了巨大地质成果。 基本查明了省内菱
镁矿资源分布，成矿地质条件和资源远景。 按照我
省矿山设计和规划总能力以及市场消费需求预测总

量分析，我省菱镁矿的保有储量足以保证到 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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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更长远国民经济建设需要。
今后地质勘查的工作重点为加强生产矿山和在

建设矿山的生产地质工作，列入设计和规划矿区的
补勘工作，镁矿原料缺乏地区的找矿勘探工作。 加
强特级菱镁矿找矿，我省得天独厚的特级菱镁矿及
其制品走俏当今国际市场，而目前探明的保有储量
仅占总资源／储量的 ２２．７％，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
看，需要发挥资源优势，在满足国内高纯镁需求同时
要增加出口创汇。 因此，今后还需在辽宁海城、岫
岩、大石桥地区等菱镁矿区继续投入地质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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