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
, 促生产

”
的伟大方针和 《 鞍钢宪法 》 提出的坚持政治挂帅

,

加强党的领导
,

大搞群众运

动
,
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

,

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五项原则
,

深刻阐明了政治与经济
、

革命与生产
、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

反映了社会主义企

业性质
、

任务
、

特点和发展规律
,

指明了无产阶级办企业的方向
,

以革命统帅生产
,

用生产推
.

进革命
,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与生产的科学的辩证结论
。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沦
,

我们批判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宣扬的唯生产力论
。 “ 四人

帮
”
却借批

“
唯生产力论

”
大肆散布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

他们把革命和生产割裂开来
,

对立

起来从一听到抓生产搞建设
,

就气极败坏地胡说什么
: “

这是只拉车不看路
,

是为修正主义

路线服务
。 ”

帽子满天 飞
,

棍子劈头来
,

这是十足的混帐哲学
。

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

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恩格斯 《 在马流思 墓 前 的讲

话 》 中说
:

’

“
人们首先必须吃

、

喝
、

住
、

穿
,

然后才能 从 事 政 治
、

科 学
、

艺 术
、

宗 教 等

等
。 ” 毛主席指出

: “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

是决定其它
`

一切活动的东西
。 ” “ 四人帮

”
为 了篡党夺权

,

制造反革命舆论
。

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和毛主席的一贯教导
,

背叛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手段卑劣
,

罪 恶 伯 天
。 “ 四 人

_

帮
”
一倒

,

全国形势大好
。

我们决心最紧密的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

坚持以阶

级斗争为纲
,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狠抓革命
,

、

猛促生产
。

狠批
“ 四人帮

” ,

以大庆工人阶级为榜样丈大干社会主义
,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
。

为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
,

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

笋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价小小矛小小小单小
`

价小小价小矛小小小中小欢

〔 、 起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高潮 , 好地质工作
: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 _ _ 、 _ _ _ _

.

_ _ 、 _、 _ 、 _ _ _ _

;

西北地区铁矿类型及其基本地质特征

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第六研究室情报组

西北地区幅员广大
,

地质条件体终 沉积了各个时代和不同岩性 的地 层
,

地质 构 造 复

杂
,

岩浆活动频繁
,

火山岩及各个时期的酸性
、 ·

基性及超基性侵入岩广泛发育
,

这些给成矿

: 或飞



创造了有利条件
,

也是控矿的主要因素
。

解放后
,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
,

进行了

大量的区域地 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
,

发现了许多矿点
、

矿化点
,

探明了一批铁矿床
,

积累

了丰富的地质资料
。

遵照毛主席关于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

,

人类总是 不 断 发 展

的
,

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
,

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

因此
,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

验
,

有所发现
,

有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有所前进
” 的教

一

寻
。

为了进一步开展铁矿普查找矿工

作
,

我们对西北区铁矿主要类型及其基本地质特征进行了初步整理
,

供同志们参考和共同讨

论
。

由于掌握 的资料不够
,

加之水平所 限
,

所作整理难免有不全和错误之处
,

请批评指正
。

本区铁矿床按 其成因而论
,

类型齐全
,

主要为火山岩型
、

沉积型
、

沉积变质型
、

矽卡岩

型
,

其次为热液型
、

岩浆型
、

风化一淋滤型
,

集中分布在天山
、

祁连山
、

昆仑 山 东 段
、

秦

及走廊地区
,

蕴藏量较为丰富
。

已探明铁矿储量主要分布在陕南
、

甘肃玉 门一酒泉
、

迭部一带

和新验哈密一祁善地区
。

矿石主要为贫矿
,

富矿仅 占全区储量的 20 %
,

据现有钢铁工业布局

对铁矿的要求
,

应加速富矿的寻找
。

现据 已有资料按各类型的蕴藏量
、

产出的时代和层位
、

含矿岩系及构造特点
,

依次简述

如下
。

一
、

火 山 岩 型 铁 矿

该类型铁矿
一

是西北区主要工业类型
,

蕴藏量最大
,

主要分布在祁连山西段
、

天山
、

阿勒

泰地 区
。

矿石以贫矿为主
,

据铁矿形成的地质环境及其地质作用阶段
,

又分为火山沉积型和

火山热液型两种
,

前者以贫矿为主
,

后者以富矿为主
。

所属时代为寒武纪
、

奥陶纪
、

志留纪
、

泥盆纪和石炭纪
。

现按火山岩型铁矿的产出时代 和层位
、

含矿建造 以及产出的构造特点分述

如下
。

( 一 ) 火山岩型铁矿 的产 出时代和层位

1
、

中寒武统火山沉积型铁矿
:

产于该统的铁矿约 占切%左右
。

铁矿产于该统下岩 组 由

杂色千枚岩
、

石英岩及泥质大理岩组 成含矿岩系的绿色千枚岩
、

灰黑色炭质千枚岩中或两种

不同色的千枚岩之间
,

铁矿有几个层位
,

主要分布在甘肃北山地区
。

矿床规模不等
,

了
一

石主

要为贫矿
,

部分为贫富矿
,

如甘肃桦树沟铁矿
米 、

肃北四道沟铁矿
。

2
、

下奥陶统火山沉积型铁矿
:

产于该统阴沟群碳酸盐岩
、

碎屑岩和中性
、

中某性火山岩

系中下部磷块岩之下
,

或千枚状板岩
、

石英岩中
,

有的铁矿则赋存于板岩
、

千枚岩
、

硅质灰岩

中
,

有的有几个含矿层
。

主要分布在甘肃走廊南 山
、

祁连山地区
。

矿床规模为中小型
,

矿石

质量中等
。

如甘肃柳沟峡铁矿
、 白尖铁矿

,

青海古浪峡铁矿和祁连 小沙龙铁矿
。

3
、

志 留系火 日
_

l热液型铁矿
:

产手该系绿色片岩中 (变质 中
、

基性 浅成一喷出岩 )
。

主要

分布于新疆和靖
。

以富矿为主
,

矿床规模为小型
。

如新疆夏 尔采克铁矿
。

4
、

石炭系火山沉积热裤型铁矿
:

产于该系中一上石炭统中酸性火 山沉积变质岩系的绢

\

有人认为属沉积变质型铁矿
,

铁的物质来源于与海底火山喷发有密切的关系
。

根据迭

层石 和微古植物化石资料
,

其时代属震旦亚界
。



云母片岩中
。

主要分布于天山西段
。

矿石以富矿为主
,

硫含量较高
,

普遍含锰
。

矿床规模中等
, ’

如新疆式克布台铁矿
、

库姆塔格铁矿
。

.

一

还有产于该系柏山群
.

上部绿泥千枚岩和酸性
、

中酸性
、

中基性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系 的

绿泥千枚岩
、

凝灰岩 中
,

或浅成斑岩 ( 石英斜长斑岩 ) 与凝灰岩的接触带上
,

有的在浅成斑

岩内部
、

硅化凝灰岩
、

角砾流纹岩
、

流纹岩中
,

有的产于该统雅满苏组的中酸性火山岩 ( 粗

面岩
、

凝灰岩 ) 中
,

主要分布在甘肃北山地区及北天山东段阿齐山和沙泉子地区
。

矿石 以富

矿为主
,
矿床规模中等

。

如甘肃黑鹰山铁矿
、

碧玉山铁矿和新疆沙泉子铁矿 `

( 二 ) 火山岩型铁矿的含矿建造

西北地区火山岩型铁矿的含矿建造
,

根据地质环境和岩性可划分为海相火山建造和次火

山建造
,

但以前者为主
。

l
、

硅质页岩建造
:

分布于祁连山
、

走廊南山
、

北 山地区
。

其时代为 中寒武统和下奥 陶

统
。

该建造分布于优地槽区
,

其含矿岩系为杂色千枚岩
、

石英岩
、

泥质大理岩
、

硅质灰岩夹

中酸性火山岩组成
,

具浅变质
。

铁矿产于中寒武统绿色千枚岩
、

灰黑色炭质千枚岩中或两种

不同色的千枚岩之间和下奥陶统阴沟群的板岩
、

千枚岩
、

硅质灰岩 中
,

有的产于火 山岩
、

火

山碎屑岩中
,

矿层有几个层位
,

矿体呈层状
、

透镜状
、

似层状
、

扁豆状
,

与围岩界线清楚
,

其产状
一

与围岩一致
,

金属矿物有的以菱铁矿
、

镜铁矿为主
,

有的以赤铁矿
、

菱铁矿为主
,

非

金属矿物为碧玉
、

重晶石
、

铁白云石和绿泥石
。

矿床规模较大
,

主要为贫矿
,

矿 石 为 条带

状
。

如甘肃桦树沟铁矿
、

柳沟峡铁矿
,

青海古浪峡
、

小沙龙铁矿
。

2
、

绿色片岩建造
:

分布于南
、

北天山地区
。

其时代为下石炭统和泥盆纪
。

该建造分布

于地槽内
,

其含矿岩系为各种片岩 ( 绢云母片岩
、

绿泥石片岩
、

绿泥石角 闪 片 岩 )
、

千 枚

岩
、

板岩和安山岩
、

火山角砾岩
、

钠长岩
。

该建造具浅一中等变质
,

铁矿产于绢云母片岩中

或绿泥石片岩
、

绿泥石角闪片岩与绿色片岩之间
,

矿体呈似层状
、

巨大透镜状
、

透镜状
、

不

规则长形囊状
。

矿石 以富矿为主
,

呈致密块状
、

致密状
、

致密浸染状
、

条带状
、

浸染状
,

以

赤铁矿 和磁铁矿为主
,

其次为镜铁矿
、

褐铁矿
,

少量的黄铁矿
、

黄炯矿
,

脉石矿物为石英
、

绢云母
、

重晶石
、

绿泥石
、

绿市石
、

钠长石
、

方解石
,

有的富矿与绿泥石片岩界线清楚
,

贫

矿与钠长细晶岩呈渐变过渡关系
,

还伴生有铜
、

钒
、

锡
、
钦

、

锌等元素
。

矿床规模为中小型
。

围岩蚀变有绿泥石化
、 一

绿帘石化
、

克铁矿
。

重晶石化和黄铁矿化
。

如新疆式克布台铁矿及和靖夏尔采



矿岩系为流纹岩
、

凝灰岩
、

赤铁碧玉岩
、

角砾流纹岩
。

铁矿分两层
,

下铁矿层赋存于流纹岩
、

凝灰岩层的中下部位
,

部分产在石英斜长斑岩 中
,

有时具雁行状排列
,

规模较大的工业矿体

都产于凝灰岩
、

硅化灰岩及次生石英岩中
,

但较大的透镜状富矿体与石英斜长斑 岩 关 系 密

切
。

矿体与围岩产状一致
,

呈扁豆状
、

透镜状
、

囊状
,

矿体个数多
,

由几十个到二百个
。

矿

石有贫矿和富矿
,

而富矿体往往在贫矿体中
,

以磁铁矿
、

假象赤铁矿为主
,

其次为褐铁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石英
、

绿泥石
。

矿体受到变质
,

矿床规模中等
。

围岩蚀变为绿泥石化
、

硅

化
、

磁铁矿化
、

黄铁矿化
。

如甘肃额济纳黑鹰山铁矿
辛 。

5
、

次火 山建造
:

分布在北山地区
。

所属时代为石炭纪
,

其含矿岩系为下石 炭 统 凝 灰

岩
、

石英斜长斑岩
,

铁矿产于凝灰岩和石英斜长斑岩接触处
,

或石英斜长斑岩中
,

矿体呈扁

豆状
、

脉状
、

团块状
,

矿体多而小
,

大小矿体几十个
。

矿石为贫
、

富矿
,

但以富矿为主
。

呈块

状
、

浸染状
,

以磁铁矿
、

赤铁矿和假象赤铁矿为主
,

次为褐铁矿
、

镜铁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还含稀土元素钟
、

铜
、

忆
。

围岩蚀变有绿泥石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
。

( 三 ) 火山岩型铁矿产出的构造特点

从大地构造来讲
,

火山岩型铁矿总的分布于阴山一天山纬向构造体系西段
,

祁 吕贺山字

型构造体系前弧西翼和南山多字型构造体系
、

阿尔泰一大兴安岭弧型构造中
。

断裂和褶曲发

育
,

断裂 以北西
、

北北西
、

北东向为主
,

近东西向次之
,

褶曲多为复式背斜和复式向斜
,

岩浆活动

强烈
,

以华力西期和加里东期为主
,

酸性和中酸侵入岩以及酸性
、

中酸性和中基性火山岩均很

发育
。

这些成矿 的有利条件
,

也是控矿 的主要因素
。

由于火山作用和地质构造作用
,

使有的矿

床在地槽沉 降早期拗陷作用 阶段
,

在沉积过程中由于强烈的火 山喷发活动带来的铁质被搬运

到成矿有利的海盆地区沉淀下来
,

形成铁矿
,

后又受到变质作用
,

使铁矿变质
,

如桦树沟铁

矿 ; 有的发育在靠近深大断裂一侧的优地槽内
,

特别是东西向与北东向构造线的复合地段
,

有的矿体产于背斜和向斜的两翼
,

有的产于山字型构造体系前弧的翼部
,

有的产于两个构造

带或两组断裂的交汇处及其两侧
,

有的受层理和节理裂隙的控制
,

有的断裂破坏了矿层完整

性
,

有的因褶 曲影响致使矿层变形和重复出现
,

火山活动强烈
,

使 区域发生地质构造作用
,

所 以除个别矿区外都有些围岩蚀变
,

热液带来 了铁质物质
,

使原来的铁矿富集
,

变为富铁矿

石
,

如甘肃黑鹰山铁矿
、

新疆式克布台铁矿
。

二
、

沉 积 型 铁 矿

该类型是西北区铁矿的主要工业类型之一
。

分布广泛
,

主要分布在秦岭
、

巴山
、

天山及

贺兰山
、

宁卫北山地区
。

根据沉积环境可分成浅海相沉积
、

陆相湖沼沉积
、

陆相沉积或洪积

沉积
。

含矿层位多
,

从上元古界至新生界均有
,

就工业意义说
,

泥盆纪铁矿最有价值
,

含矿

性最好
,

其次为石炭纪和 侏罗纪
。

铁矿严格受沉积环境和岩性的控制
。

矿床规模大小不等
,

矿石主要为贫矿
,

铁矿储量占全区铁矿储量约 25 %左右
。

现 将主要含矿层位简述如下
:

( 一 ) 泥盆系沉积铁矿
:

是本类型铁矿的主要含矿层位
。

分布在西秦岭和东秦岭西段及

,
有人认为属斑岩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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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地区
。
含矿层位主要为中泥盆统底部当多组和三河 口组 ; 中上泥盆统刘岭群第三岩组一

青石娅组 ; ;
上泥盆统高川组

。

矿床规模大小不等
,

矿石均为贫矿
,

矿层层次多
,

矿体呈层

状
、

似层状
,

部分为透镜状
,

以赤铁矿
、

菱铁矿为主
,

’

其次为磁铁矿 ` 褐铁矿
、

硬锰矿
、

软

锰矿
。

l
、

.

中泥盆统沉积铁矿 ( 宁乡式 )
:

分布在西秦岭南带
、

白龙江一带
,

构成南北两个成

矿带
,

以及陕西西乡
、

镇巴地区
。

北侧成矿带赋存于当多组的中下部
,

以灰岩为主
,

夹砂质

页岩
、

砂岩等
,

均为中小型铁矿
,

如甘肃当多
、

吾子
、

黑拉
、

李家石铁矿
,

以赤铁矿为主
,

矿层层次多
,

可达 3一 9层
,

矿石贫
;
南矿带位于白龙江复背斜和摩天岭古陆间的广大地区

,

含矿岩系为三河 口组下岩组
,

铁矿产于板岩
、

千枚岩
、

灰岩中
,

呈层状
、

似层状
,

部分为透

镜状
,

矿层多
,

一般为 2一 15 层
,

矿石较贫
,

以腼状赤铁矿为主
,

其次为磁铁矿
、

褐铁矿
、

菱铁矿
,

还有软锰矿
、

硬锰矿
。

矿层严格受岩层层位和岩性的控制
。

矿床规模为中小型
,

如

甘肃迭部当多
、

碌曲马尔则岔铁矿
。

2
、

中上泥盆统沉积铁矿
:

分布在陕西柞水
、

山阳地区
。

含矿岩系为该统刘岭群第三岩

组一青石 哑组浅变质海相碎屑一碳酸盐岩沉积建造
,

其岩性主要为千枚岩
、

菱铁 千 枚 岩 夹

铁矿层
,

如陕西作水某地的铁矿
,

含矿层有二层
,

上矿层产手泥灰岩或结晶灰岩中
; 下矿层

产于菱铁千枚岩夹绢云母千枚岩 中
,

中部厚度膨大
,

工业矿体则赋存于膨大部位
,

本层向深

部逐渐变为钙质千枚岩或泥质岩
。

矿石主要为菱铁矿
。

矿体有三种类型
,

即层状菱铁矿体
,

呈层状或透 镜状
,

产于含铁 5一 1 5%的菱铁千枚岩中
,

二煮呈过渡关系
,

沿走向变为条带 状

菱铁千改岩或钙质 千枚岩
,

矿体一般厚20 一 70 米
,

厚度稳定
,

矿石贫 ; 似层状重晶石磁铁矿

体
,

产于重晶石化菱铁千枚岩 中
,

规模较小
,

以磁铁矿为主
,

呈浸染状或条带状产于重晶石

脉 中
,

有少量的黄铁矿
、

黄铜矿
、

菱铁矿
,

矿石贫
;
脉状磁铁矿体

,

主要沿南北向的裂隙产

出
,

有的也沿层理产出
,

呈不规则脉状
,

以磁铁矿为主
,

还有少量黄铁矿
、

菱铁矿
,

脉石矿

物有重晶石
、

石英 和绿泥石
,

矿石较富
。

如陕西柞水某地的铁矿
。

3
、

上泥盆统沉积铁矿
:

分布于陕西西乡
、

镇巴一带
。

铁矿产于上泥盆统写 经 寺 组 底

部
,

顶饭为灰岩
,

矿体呈层状
,

以赤铁矿为主
,

呈豆粒状
、

皮壳状
、

致密块 状
。

矿 石 质 乳

低
,

规模小
。

如蟠龙山铁矿
。

( 二 ) 石炭系沉积铁矿 (一般为山西式 )
:

主要分布在陕西渭北
、

宁夏海源石咀山
、

祁连

山
、

中天山及西秦岭地 区
。

主要为矿点
,

成一定规模的也有
,

如新疆和靖莫托沙拉佚矿
米 。

为 海陆交互相和 告相沉积
,

含矿岩系为煤系地层
,

含矿层位有工业价值的主要为赋存于下石

炭统砂号
、

碧玉岩
、

含跌质灰岩
,

或者为奥陶系风化剥蚀面上
,

有的为下石炭统中部黑色砂

质页岩
,

含矿层位不稳定
,

矿层呈透镜状
、

似层状
、

扁豆状
、

囊状
。

主要为菱铁矿
,

次为赤

铁矿
,

犷石为结核状
,

但有工业意义的新疆和靖莫托沙拉铁锰矿床是 以赤铁矿为主
,

次为褐

铁矿
、

磁铁矿
、

菱铁犷
、

镜铁矿
。

矿床规模不等
,

以小型为主
,

矿石以贫矿为主
,

也有富矿
。

( 三 ) 二迭系沉积铁矿
:

主要分布在西秦岭
、

宁卫北山一带
,
巴山

、

渭北和 宁 夏 海 源

地区
。

含矿岩系主要为下二迭统煤系地层
,

上二迭统也有
,

含矿层位为山北组煤系和茅 日组

中部
,

其岩性为砂页岩
、

招土质页岩
、

粘 土砂岩和灰岩
。

矿层较多
,

呈扁豆状
、

似层状
、

结

来

有人认为属火山一沉积型铁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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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状
、

透镜状
。

以赤铁矿
、

菱铁矿
、

褐铁矿为主
,

矿石质量中等
,

目前未发现工业矿床
,

全

为矿点和矿化
。

( 四 ) 三迭系沉积铁矿
:

主要分布在祁连和共和县
、

渭北
、

宁夏平罗
、

甘肃景泰
、

兰州

及西秦岭地区
。

含矿岩系为上三迭统延长组
、

中三迭统上岩组
,

下三迭统也有
,

含矿层为厚

层砂岩
、

紫红色泥岩
、

黄绿色砂质板岩
、

灰绿色石英砂岩
、

灰绿色钙质板岩
、

灰岩
、

砂岩
。

矿层层数较多
,

规模小
,

全为矿点
、

矿化
,

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结核状
、

扁豆状
,

以菱铁矿

为主
,

其次为赤铁矿
、

褐铁矿
,

还有含铁砂岩
,

矿石贫
,

呈结核状
。

( 五 ) 侏罗系沉积铁矿
:

分布广泛
,

主要分布在甘肃公婆泉
、

天祝和青海民和一带
,

贺兰

山北段
、

固原北部
、

陕西镇巴一带
,

新疆天山南
、

北麓及山间盆地
。

较集 中地分布于山间或

山前内陆湖沼相沉积中
,

矿体赋存于下侏罗统顶部泥砂质页岩及中侏罗 统底部的砂质页岩
、

泥岩和炭质岩夹透镜状砂岩内
。

矿层较多
,

规模小
,

呈透镜状
、

结核状
、

扁豆状
,

以菱铁矿

为主
,

其次为褐铁矿
、

赤铁矿
,

矿石质量不高
,

呈结核状
。

已知者全为矿点
、

矿化
。

在震旦系
、

寒武系
、

志留系
、

白要系
、

第三系
、

第四系中
,

也有零 星分布
,

规模很小
,

未发现有工业意义的铁矿
。

三
、

沉 积 变 质 铁 矿

该类型为西北区 铁矿 的重要工业类型
。

主要分布在秦岭
、

祁连山
、

走 廊和中天山东段都善

地区及阿压旗北部一带
。

含矿时代有太古代
、

元古代
、

前震旦纪
、

寒武 纪
、

前志留纪
、

奥陶

一志留纪
、

志留纪及泥盆纪
,

但 以 前 志 留纪铁矿工业意义最大
,

其次为前 震 旦 纪
、

震 旦

纪
、

泥盆纪
、

石炭纪铁旷
。

铁矿和含矿层 同时形成
,

有一定层位
,

后因区 城变质作用
,

使铁

矿层经受了不同程度的变 质
,

部分铁矿有后期热液迭加变富现象
。

矿床规模不等
,

铁矿呈层

贫
、

以层状
、

透镜状
、

扁豆状
,

以磁铁矿为主
,

其次为赤铁矿
、

假象磁铁矿
、

褐铁矿
。

绝大

多数为贫矿
,

有的为贫富矿
。

现按其含矿 层位简述如下
:

( 一 ) 太古界沉积变质铁矿
:

分布在新疆库鲁塔格和陕西渭南地区
。

含矿岩系为变粒岩

建造和含铁石英岩建造
,

其岩性为磁铁石英岩
、

角闪质岩石
、

黑云 变粒岩
、

石英岩
、

长石石

英岩和浅粒岩
,

以及钙质云 母片岩
、

黑云母石英 片岩
、

石英岩
、

大理岩
、

片岩夹赤铁矿层
,

矿层往往产于这些岩石之中
,

产 出部位多变
,

含矿层位和矿层多
,

呈透锐状
、

豆荚状
, 少数

为层状
、

似层状
。

以磁铁矿和赤铁矿为主
,

矿石有两种类型
,

即磁铁石英岩和含硅酸盐矿物

磁铁石英岩
,

矿石质量低
,

为贫矿
,

如陕西 渔关太要铁矿
。

( 二 ) 前震旦系沉积变质铁矿
:

分布在宁夏阿拉善左旗北部和敦煌一清水堡一带
。

矿体

赋存于混合岩化较强烈的黑云二长片麻岩
、

云 母石英片岩
、

条带状棍合岩 中
,

分布具一定 的
一

规律
,

迭部斯格像矿则产于麻粒岩或斜长角闪片麻岩中
,

东大山铁矿的近矿围岩除混合岩化
r ` :

的片麻岩
、

片麻状和条带状握合岩外
,

还有导云母片麻岩
。

矿层与围岩界线梦清楚
,

呈整合

关系
。

矿层层位多
,

呈层状
、

似层状
、

扁豆状
,

以单层和多层出现
:

也有分技复 合 和 膨 缩

现象
。

矿物成分简单
,

以磁铁矿为主
,

其次为赤铁矿
,

峰象赤铁矿公
.

揭妹矿州 有的还有黄铁

·

会份
J



飞

矿
、

黄银矿`
!

矿石类型各地不份样
,
一

`主要有磁铁矿一含铁石英岩
、

石英条带一条 纹 状 磁 铁
一

矿、 绿泥一角闪磁铁矿
、

紫苏辉石型磁铁矿
、

含黑云母石英磁铁矿
。

为贫矿
,

矿床规模为中

小型
。 .

后期秘掖使有的矿体变富
,

,

脉岩对矿体有所破坏
,

使夹石增多
。

·

如甘肃东大山铁矿
、

{

宁夏迭布斯格铁矿
。 ,

`

玲三 ) 震旦系沉积变质铁矿
: 主要分布于甘肃北山明水

、

阿克赛
、

龙首山地区
,

青海布 一

尔观布达山
、

都兰地区
、

青海海晏一甘肃永登一带
、

新疆中天山玉 山地区
。

含矿 层 主 要 在
’

中
、

下统
,

以中统含矿性最好
。

下震旦统含矿层主要为大理岩
、

变长石石英砂岩
、

绿泥石片

岩丫 石英岩
、

千枚岩
、

板岩
,

部分为砂岩
、

白云质灰岩和硅质白云岩
,

多为矿点和矿化
,

目
1

前尚未发现工业矿床 ; 中震旦统含矿岩系主要为碳酸盐岩
、

浅变质岩
、

硅质岩及碎屑岩
,

夹铁
」

矿层
,
矿层有的产于千枚岩

、

板岩之间
,

有的产于炭质千枚岩
、

白云质大理岩中或与其含砾阳 {

起石岩之间
,

它和铁矿相伴产出
,

如青海都兰清水河
、

洪水河
,

有的产于灰绿色黑云角闪一
阳起石英角岩中 ( 如青海磁海山铁矿 )

,

但较好的矿层多产于碎屑沉积层 中
,

如 七 角 井 铁
·

矿
、

阿克赛红柳沟铁矿
,
有的产于该系天湖群第一组变质的角闪片岩系中

,

或上部轻微变质

的冰磺杂岩系中
。

如新疆库鲁克塔格铁矿
,

矿层多呈层状
、

似层状
,

其次为透镜状状或扁 豆

状
,

矿层较稳定
,

主矿层 1一 2层
,

矿层与围岩呈整合接触
,

界线一般较清楚
。

矿物成分较简

单
,

以磁铁矿为主
,

部分矿区以菱铁矿或赤铁矿为主
,

矿石以条带状
、

块状构造为主
,

千枚

状或条纹状 次之
,

矿石品位一般稳定
,

平均全铁为 30 一 37 %
,

以菱铁矿为主的矿体
,

品位略

低
。

大部分含矿岩系都多少受后期热液或混合岩化和火山作用的影响
。

( 四 ) 前志留系沉积变质铁矿
: 主要分布在陕西略阳地区

,

如鱼洞子铁矿
带 。

含矿岩系

为碧 口群鱼洞子组中基性火山岩夹碎屑岩及碳酸盐岩
,

铁矿主要赋存于该组黄家营亚组的底

部和中部
,

个别矿点产于接官亭组绢云石英片岩中
,

矿体与围岩整合接触
,

界线清楚
。

矿体

以层状
、

似层状为主
,

其次为透镜状和扁豆状
。

以磁铁矿为主
,

其次为赤铁矿
、

黄铁矿
、

黄

铜矿和少量的褐铁矿
。

矿石类型主要有磁铁石英岩
、

阳起磁铁石英岩及黑云石英岩型
,

其次

为假象赤铁石英岩
、

磁铁阳起岩
、

赤铁石英岩
、

绿泥磁铁石英岩型等
。

矿床规模不等
,

有鱼
一

{

洞子大型铁矿
,

矿石属贫矿
。

( 五 ) 奥陶一志留系沉积变质铁矿
:
主要分布在秦岭中段天 水 地 区

,

如 张 家川 陈 家 一

庙铁矿
带 . 。

含矿岩系为奥 陶一志留系陇山群碎屑岩组
,

矿体赋存于该组偏上部的角闪质岩
-

石中
,

有的矿化分布于碎屑岩组顶部的大理岩和火山岩组中
。

J

矿体在矿带 中成群分布
,

局部集中
,

矿体互相平行斜列
,
呈透镜状

、

似层状
,

个别为囊 {

状
、

似脉状
。

矿体产状一般与区域片理面一致
,

矿体厚度沿走向
、

倾向稍有变化
。

矿 石类型
`

主要为石英一磁铁矿型
、

绿帘石一铁铝榴石一磁铁矿型
,

局部有绿泥石一磁铁矿型和角闪石
一

`

一磁铁矿型
,

金矿属物均为磁铁矿
,

地 表有假象赤铁矿
,

伴有软锰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 ,

矿
、

.

闪锌矿等
。

矿床规模中等
,

为贫矿
。

由于岩浆活动强烈
,

华力西
、

印支和燕山期岩浆岩 !

广泛分布
,

印支期角闪一花岗岩的侵入
,

使陇山群碎屑岩组遭受边缘混合岩化作用
,

由此积
一

、

.
有人认为属火山沉积型铁矿

。

二 有人认为属变质热液交代矿床
。



聚的热水溶液
,

使跌质富集交代其它矿物
,

出现透镜状或囊状富矿体及黄铁矿
、

黄铜矿体
。

( 六 ) 下志留统沉积变质铁矿
:

分布于新疆西准噶尔布克斯台地区
。

含矿岩系为该统上

部灰绿色
、

紫红色砂岩
、

泥质粉砂岩变质岩系
。

矿体产在绿色变质砂岩 中
,

含铁石英岩 中也

有透镜状小矿体
,

成群分布
,

并受层位和岩性控制
。

矿体呈透镜状
、

脉状
,

部分为似层状
,

有膨胀和分叉尖灭现象
。

与围岩界线一般清楚
,

个别 也有渐变关系
。

单个矿体一般规模小
,

整个矿床规模 中等
。

以赤铁矿为主
,

其次为赤磁铁矿
、

磁铁矿
,

偶见镜铁矿
、

菱铁矿
。

矿石

呈块状和条带状
。

( 七 ) 泥盆系沉积变质铁矿
:

分布在新疆都善和陕西宁陕地 区
。

含矿岩系为下泥盆统上

部阿什麦布拉克组第一亚组浅变质碎屑岩和上泥盆统刘岭组千枚岩
、

大理岩
、

泥灰岩
,

前者

如帕尔岗铁矿
,

后者为宁陕沙沟街铁矿
。

矿体赋存于扁豆状或似层状大理岩 中
。

矿体一般呈

层状
、

峨层状
、

透镜状
,

少数为扁豆状
。

产状与围岩基本一致
。

以磁铁矿
、

赤铁矿为主
,

其

次有黄铁矿
、

磁铁矿
、

黄铜矿和菱铁矿
。

矿石类型主要为 自熔性磁铁矿石 ( 高硫 )
,

有少量

碱性高硫磁铁贫矿
,

矿石为浸染状
、

条带状
、

角砾状及次生胶结状
。

后期斜交小断层成群出

现
,

对矿体破坏较为严重
。

沉积变质铁矿的含矿层位还有下元古界的大理岩
、

片岩
;
寒武系的灰绿色泥质

、

硅质片

岩
、

硅质岩
、

炭质页岩及石英岩 ; 志留系中下部的绿泥片岩
、

绿泥石英片岩夹磁铁石英岩及

凝灰岩
; 下石炭统 中性火山岩中所夹的硅化千枚状板岩

。

这些地层 中目前尚未发 现 工 业 矿

床
。

四
、

接 触 交 代 型 铁 矿

该类型铁矿产于基性一酸性侵入体与碳酸盐类为主的围岩接触带中
,

有的产于其附近围
一

岩和岩体中
,

是西北区富铁矿的重要类型
,

主要分布于天山东段
、

阿尔泰山
、

秦岭
、

昆仑山

东段
。

矿体通常沿一定 的有利构造部位
,

即不同的一级构造单元与阴山一天山
、

秦岭一昆仑

纬向构造体系复合处
。

因此
,

矽卡岩型铁矿主要受岩浆岩
、

围岩
、

构造三者控矿地质条件的

制约
。

铁矿成带 分布
,

矿体呈群出现
,

延伸大
,

盲矿多
,

以富矿为主
,

多数具可供综合利用

的铜
、

铅锌
、

钻
、

钨等伴生元素
。

矿体形态多样
,

有似层状
、

透镜状
、

脉状
、

囊状
、

不规则
一

状
。

以磁铁矿为主
,

其次为 赤铁矿
、

菱铁矿
、

褐铁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矿石呈块状
、

浸染

状
、

斑点状
、

条带状构造
。

矿床规模以中
、

小型为主
,

也有大型的
。

成矿期为吕梁期
、

华力西期
、

加里东期
、

印支期
、

燕山期
,

但大中型矿主要是在华力西

期
。

成矿母岩为花岗岩类
、

花岗闪长岩类
、

闪长岩类和辉长岩类
。

控矿围岩为太古界一侏罗

系的碳酸盐岩
、

含钙质的碎屑岩和火山岩 ( 含钙成分高的中性钙质凝灰岩 )
。

围岩蚀变为矽

卡岩化
,

透辉石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高岭石化
、

角岩 化
、

蛇 纹 石
·

化
,

但主要为前四种
,

而矽卡岩的类型和矿石矿物又决定于围岩岩性
,

围岩为白云岩或白云
,

质岩时
,

一般形成镁矽卡岩及其矿石
,

如哈密天湖铁矿
; 围岩为较纯的灰岩和钙质砂页岩时

通常形成钙矽卡岩及其矿石
,

如新疆 M 1 5 4 5 铁矿和都兰地区铁矿 , 围岩为白 云 质 灰 岩

附
, ·

则形成钙
、

镁矽卡岩的过渡类型及其矿石
,

如甘肃五峰山
、

索索井铁矿床 `

户 各l
。



( 一 ) 根据与成矿有关的侵入岩岩石类型
,

可划分为四类
:

( 工夕与酸性侵入体有关的铁矿床
:

主要分 布在阴山一天山纬向构造体系与阿拉善弧形构
、

造复合处
,

如甘肃五峰山一宁夏 巴音毛道
,

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为华力西期花岗岩
、

斜长花

岗岩
、

二长花岗岩
、

斑状花岗岩
、

花岗斑岩
,

有的为花岗阿长岩和石英闪长岩
。

控矿围岩 为

震旦系
、

奥陶系
、

志留系
、

石炭系
、

二迭 系的碳酸盐岩
。

矿体主要产于酸性侵入岩 和碳酸盐

岩 的接触带中
,

部分产于外接触带
,

如天湖铁矿沿一个主要方向雁行斜列成群出现
,

受层 间

裂 隙控制
,

规模 小
,

为小型或矿点
、

矿化
。

金属矿物以磁铁矿为主
,

次为赤铁矿
、

镜铁矿
、

黄铁

矿
,

还有磁黄铁矿
、

黄铜矿
、

辉铜矿
、

方错矿
、

闪锌矿
,

矿石多为富矿和贫富矿
,

部分铜
、

铅
、

锌

和钨具综合利用意义
,

如甘肃五峰山和索索井沃矿
。

围岩蚀变为大理岩化
、

白云岩化
、

硅化
。

( 2 ) 与中酸性 浸入体有关的铁矿床
:

主要分布在阴山一天山纬向构造体系和阿拉善弧

形构造复合处
,

祁 吕贺山字型
、

青藏滇歹字型及秦岭一 昆仑纬向构造体系三者交汇处
。

东西

向与北西西向构造复合地带
,

两组断裂交叉处
。

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为华力西期
、

燕山 期
、

印
、

支一燕山期的花岗闪
一

长岩
、

斜长闪长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闪长岩
,

控矿围岩为不同时

代的钙镁碳酸盐岩
、

碳酸盐岩
、

白云质灰岩
、

凝灰岩
、

中酸性凝灰质大理岩
、

中 基 性 火 山

岩
、

千枚岩
。

矿体主要产于内外接触带
,

部分在岩体和围岩 中
,

成群出现
,

盲矿较多
,

矿体

形态大小受矽卡岩和岩体形态的控制
,

多呈透镜状
、

脉状
、

扁豆状
。

金属矿物 以 磁 铁 矿 为

主
,

次为假象赤铁矿
、

镜铁矿
、

褐铁矿
、

黄铜矿
一

、

磁黄铁矿
、

黄铁矿
,

还有毒砂
、

辉铜矿
、

软锰矿
、

金
、

银
。

矿石多为富矿和贫富矿
。

矿体受矽卡岩或岩体 的构造裂隙控制
,

往往在褶

曲的轴部和层间裂隙处 发育
。

如青海都兰地区及宁夏沙拉西别铁矿
。

围岩蚀变为矽卡岩化
、

直闪石化
、

硅化
、

绿泥石化
、

蛇纹石化
、

阳起石化
、

碳酸盐化
、

钾长石化
、

绿帘石化
。

( 3 ) 与基性岩有关的铁矿床
:

主要分布于阴山一天山纬向构造体系西部南 缘的冲断裂与

北东向构造体系的复合部位
。

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为加里东期辉长岩
,

如
一

甘肃卡休 他 他 铁

矿
,

华力西期辉长岩
、

辉长一辉绿岩
,

.

构成由矿体群
、

矽卡岩
、

辉绿岩组成的含矿带
,

矿体主

要赋存于矿带膨大部分
,

但有工业意义的磁铁矿体都赋存在辉绿岩中
,

如磁海铁矿 以斜列式成

群 出晚
,

在 孙可上呈迭不伏 富犷冰妻中分市主睡菜 l’ 00 米以上 范 围内
,

贫矿在矿带底部
,

矿体呈似层状
、

脉状和扁豆状
。

矿体顶板为一套变质较深 的角岩
,

即包括辉石长 石 角 岩
、

黑云长英角闪岩和含碳质长英 角岩
。

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

其次为磁黄铁矿
、

黄铁矿
,

还

有少量黄铜矿
、

黝铜矿
、

辉砷钻矿
、

方铅矿
、

镍黄铁矿
、

硬铬尖晶石等
。

矿石呈块状
、

浸染

状和条带状
,

富矿主要矿石类型为辉石一磁铁矿矿石
,

贫矿主要为石榴石一辉石一磁铁矿矿

石
,

还有黄铁矿一磁黄铁矿一磁铁矿矿石
。

辉绿岩碱质交替作用显著
,

有钠长石化
、

黑云母

化
、

矽卡岩化
、

葡萄石化
。

伴生有益元素钻可供综合利用
。

( 4 ) 与碱性岩有关的铁矿床
:

主要分布于阴山一天山 纬向构造体系中段的哈密地区
,

铁矿产于近该构造体系与北山弧形构造复合部位
。

与成矿有关的侵入体为钠质正长岩
,

遭受

矽卡岩化
、

碳酸盐化
、

绿泥石化
,

如新疆哈密雅满苏铁矿
。

控矿围岩为下石炭统结晶灰岩
、

夹褐黄色砂岩
、

石英岩
、

石英斑岩
、

粗面岩等
。

矿体 主要产于钙质正长岩与大理岩接触带
,

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扁豆状
。

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

假象赤铁矿
、

褐铁矿
、

黄铁矿
,

其次

为 赤铁矿
、

针铁矿
、

镜铁矿还有少量方铅矿
、

闪锌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
、

斑 铜 矿
、

辉 铜



矿
,

矿石主要为致密 块状
,

其次为浸染状
、

条带状
。

近矿围岩蚀变主要为石榴石化
、

绿 帘石

化
,

其次为硅化
、

碳酸盐化
、

重晶石化
。

( 二 ) 成矿构造条件

西北地区该类型铁矿主要产于阴山一天山及秦岭一昆仑两个纬向构造体系与其 他大小不

同的构造体系复 合处
,

如北山一阿拉善地 区的铁矿床
,

主要产于阴山一天山纬向构造体系与

北山一 河拉善孤形构造复合处
,

阎地拉图一宁卫北山地 区的铁矿
,

主要产于祁吕贺字型构造

体系与陇西旋扭 构造体系复合处
,

都兰一天水地区的铁矿产于青藏滇歹宇型构造体系与秦岭

一昆仑纬向构造 体系交接处
,

小秦岭地区铁矿产于秦岭纬向构造带
,

祁 吕贺山字型构造体系

前弧东翼交汇处
; 南秦岭地 区铁矿产于秦岭纬向构造带南缘与新华夏构造体系之龙 门山复背

斜交接处
。

而具体的矿体或矿床来讲
,

控矿构造更复杂了
,

有的是北西向与东西向构造交接

处
,

北西与北东向构造交叉处
,

北东东
、

近东西
、

北北西三组裂隙破碎带
,

背斜西北翼次一

级摺 曲的收敛处
,

层间 沟造破碎带
,

有的受矽卡岩或岩体的构造裂隙控制
,

往往在褶曲的轴部

和层间裂隙发育处
,

有的受羽毛状断裂控制
,

有的受复背斜与东西向大 I听层或几组断裂控制
。

浸入体的形态产状和侵入接触构造的特点
一

与成矿有关系
,

一般来说侵入体与围岩接触面

不整合或假整合 ( 参差不齐 )
,

或接触面产状突出的地方
,

侵入体顶部相对隆起部 位对成矿

富集有利
,

也是控矿的主要因素
。

五
、

热 液 型 铁 矿

该类型铁矿在西北区占重要地位
,

是富铁矿的主要类型之一
。

主要分布于新疆哈密一部

善
、

阿勒泰一富蕴
、

叶城一阿克陶
、

北山马宗 i

卜东七一山
、

西秦岭迭部一礼县
、

祁连山东

段天祝一永登一带
,

贺兰山及香 山
、

宁卫北山
、

青海都兰
、

唐古拉
、

陕西略阳
、

周至
、

韩城

地区
。

铁矿产于阴山一天山纬向构造体系
,

秦岭纬向构造带南缘与新华夏构造体系之龙门山

背斜交接处
、

秦岭一 昆仑纬向构造体系及祁 吕贺山字型构造体系中
。

本类型矿床包括高温热

液磁铁矿
、

中温热液菱铁矿和赤铁矿
、

低温热液褐 ( 赤 ) 铁矿
。

它与在同一地区
、

同一成矿

时期的矽卡岩型铁矿床有着内在联系
、

往往相伴产出
,

其特点与矽卡岩型铁矿相似
,

成带分

布
,

成群出现
,

在空间上 与成矿母岩 ( 中一酸性侵入体 ) 有一定距离
,

多数产于围岩 中
,

有

的产在接触矿床的外缘分带
,

个别产 于侵入体内部
,

受断裂构造和岩性控制
,

成矿与华力西

期一印支期中酸性岩 ( 花岗闪长岩类
、

花岗岩类 )
、

加里东期花 岗岩类
、

燕山早期偏中性的

花岗岩类有关
,

在天山
、

北山地区主要是 与华力西期中酸性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龙首山区

为与加里东期和华力西期花岗岩
、

辉长岩
,

北祁连 山区为加里东期花 岗岩和辉长岩
,

秦岭地

姐主要为印支
、

燕山期花岗闪长岩
、

花 岗正长岩
、

花 岗岩及部分华力西期中酸性侵入岩有关
。

·

犷化围岩万前震旦系
、

中震旦统
、

前寒武系
、

寒武系
、

奥陶系
、

志留系
、

泥盆系
、

下石炭统
、

二

举系的碎屑岩
、

碳酸盐岩
、

千枚岩
、

片岩和火山岩
,

还有的为片麻岩
。

如新疆契列克其铁矿

;黑嘿孜钻干铁矿
、

甘肃金塔县 M 7 39 铁矿
、

新疆都善尖山梧桐沟铁矿
、

宁夏照壁山 铁 矿
、

陕
飞

瞬资城阳山庄铁矿和略 阳铜铁矿
。

成矿明显受构造控制
,

矿体多产于 背斜轴部沁倾没端
、

转折端和断裂构造中
,

特别受围岩



层理
、

节理和构造破碎带的控制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扁豆状
、

脉状和 囊 状
、

不 规 则

状
。

金属矿物以磁铁矿
、

赤铁矿
、

菱铁矿
、

褐铁矿为主
,

其次为镜铁矿
、

.

黄铁矿
、

黄铜矿
,

还有方铅矿
、

闪锌矿
、

软锰矿
、

水锰矿
,

矿石为块状
、

浸染状构造
。

多为中小型铁矿
,

以富

矿为主
。

围岩蚀变为绢云母化
、

硅化
、

绿泥石化
、

赤铁矿化
、

碳酸盐化
、

高岭石化
、

重晶石

化
。

六
、

岩 浆 型 铁 矿

该类型铁矿主要分布于陕南
、

中天山东段和南疆普昌
、

瓦基尔塔格地区
、

甘肃北山等地

区
。

在成因上与不同地质时代的基性
、

超基性岩体有密切的关系
。

矿床所属大地构造位置在

大巴山弧形构造带
、

秦岭一昆仑纬向构造体系的南亚带
、

阴山一天山纬向构造体系 中段及祁

吕贺山字型构造体系
、

阿拉善弧形构造体系
。

含矿岩体主要受一级构造控制
,

呈岩脉
、

岩株
、

岩枝
、

岩墙沿断裂带分布
,

岩体大小不等
,

根据岩石类型可分为辉石岩 含铁超基性岩类
,

辉

长岩
、

辉绿岩
、

斜长岩
、

含铁基性岩类
,

闪长岩含铁中基性岩三类
。

成矿期主要为 吕梁期
、

华

力西期
、

加里东期
、

燕山期
,

印支期也有分布
,

`

如陕西洋县毕机沟钒钦磁铁矿 ( 中型 )
,

其

成矿期为 吕梁期 ; 新疆哈密尾娅钒钦磁铁矿 ( 中型 )
,

其成矿期为华力西 中 期
。

含 矿 岩 体

具明显的分异现象
,

能划出岩相带
,

有一定的分布规律
,

辉长岩
、

辉长一斜长岩往往赋存有

一定工业意义的矿体
,

如毕机沟
、

望江山含矿岩体
、

新疆 J合密尾坯岩体
,

其次是超基性岩体

和 中性岩体
。

矿体主要赋存于岩体的中下部或边部
。

超基性岩普遍蚀变较强烈
,

以滑石化
、

碳酸盐化蛇纹岩和块状
、

角砾状蛇纹岩为主
,

全蛇纹石化辉橄岩及橄雄岩为主
,

基性和中性

岩体中蚀变较弱
。

本类型铁矿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关系
,

即旋扭性构造体系 ( 大巴山弧形构造
、

阿拉善

一北山弧形构造 )
,

主要与 吕梁期和加里东期超基性岩浆活动有关
,

以基性岩成矿居多
;
在阴山

一天山与秦岭一昆仑两个纬向构造体系
,

以华力西期为主
,

印支期次之
,

岩浆活动主要为超基

性至基性
,

其次为基性至中性一以偏基性的中性岩为主 ; 祁吕贺山字型构造体系为中性岩
。

本类型可分为早
、

晚期岩浆矿床
,

前者仅见于陕西紫阳大柞木沟
、

安康马家沟铁矿
,

尚

未发现工业矿床
,

而工业矿床均属晚期岩浆矿床
,

又分为晚期岩浆分异型铁矿
,

如陕西洋县

毕机沟
、

青海白杂湖铁矿
、

新疆哈密尾娅铁矿 j 晚期岩浆熔离型铁矿
,

如陕西略阳郭镇金家

沟铁矿和甘肃大红 山铁矿
。

现按不 同类型简述如下
:

( 一 ) 早期岩浆矿床
:
分布于陕西安康

、

紫阳和镇坪
,

略阳和平利也有
。

含矿岩石有辉

石角闪岩
、

蚀变辉长岩
、

角闪岩及辉长辉绿岩
、

辉绿岩等
,

这类矿化的成矿部位均在岩体或

分异体中部及中下部
。

由岩体边缘往内
,

金属矿物渐次增多
,

铁和钦也随之逐增 ` 矿化体规

模不等
,

均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其产状与岩体或分异作用基本一致
。

金属矿物以钦磁铁矿
、

磁铁矿和钦铁矿为主
,

多呈细粒及微粒浸染状
,

以自形晶为主
,

或呈多边形及骸晶状
,

被包

于辉石
、

角闪石和斜长石中
,

部分产于硅酸盐矿物之间
,

造矿元素的富集作用与岩浆分异作

用有密切关系
,

成矿作用主要是在早期岩浆阶段 ,
.

,

` 3 4
,



( 二 ) 晚期岩浆矿床

1
、

晚期岩浆分异矿床
:

是本区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铁矿的主要类型
,

规模较大的有陕西

毕机沟钒钦磁铁矿
、

新疆 哈密尾娅钒钦磁铁矿
、
柞水李家廷钦磁铁矿 ( 小型 )

、

略阳白雀寺

钦磁铁矿 ( 小型 ) 等
。

矿体产于以 闪长岩和辉长一斜长岩为主的中基性岩体中
,

但是产于不

同岩石类型的岩体其矿石有益组分的含量有明显变化
。

产于辉长岩 中的矿体
,

普遍含钒较高
,

而钦含量相对较低
,

如毕机沟饥钦磁铁矿
;
产 于闪长岩为主的中基性岩体中的矿体

,

含钒均

很低
,

钦较高
,

如 白雀寺
、

李家廷岩体
:
产于辉石角闪岩体 中的矿体

,

造矿矿 物以钦铁矿为

主
,

如 陕西安康井J竹 园钦磁铁矿
。

工

含矿岩体均有较明显的岩浆分异现象
,

表现在可划出不同的岩相带
,

且在空间分布上有一

定规律
,

工业矿体赋存于特定的分异相中
;
岩体内原生流动构造发育

。

矿体主要是陡倾斜 的

似层状
、

透镜状
、

脉状
,

其次为扁豆状
、

囊状及不规则状
,

矿带或矿群中岩体相互大致平行

排列
,

其产状 与岩带 和流动构造一致
。

矿床的富集与流动分异作用 有密切关系
。

主要矿体与

围岩多呈渐变过渡
,

矿石品位由矿体中部往外逐渐变贫
。

一些规模小的囊状和脉状矿体
,

则

与围岩界线清楚
,

矿石品位较富
,

有 的明显受层理和 原生节理裂隙控制
,

各矿床 有 益 组 分
F e 、

T i
、

V 与含矿岩体原始岩浆成分不同有关
,

因而形成钒钦磁铁矿
、

钦铁矿
、

钦磁铁矿

矿床
。

矿体规模大小不一
,

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

钦铁矿
,

其次为钦磁铁矿
、

钒 钦 磁 铁

矿
,

矿石为浸染状
、

块状构造
,

海绵晶铁结构
、

粒状结构
。

2
、

晚期岩浆 熔离矿床
:

主要产于由蛇纹石化辉橄岩
、

橄榄岩或蛇纹岩构成 的超基性岩体

中
。

如宁强王家山及略阳金家沟
、

乱石礁岩体
。

矿体多产于岩体边部
,

呈扁豆状
、

团块状及

似脉状
,

其产状与围岩一致
,

矿体规模小而富
,

主要为磁铁矿
,

局部有少量黑云 母 和 磷 灰

石
,

矿石呈致密块状
。

含矿岩体均 已强烈蛇纹石化
。

七
、

风 化一淋 滤 型 铁 矿

本类型铁矿目前尚未发现有工业意义矿床
,
已知在西秦岭

,

陕西略阳
、

凤县
、

留坝和安

康一旬阳一带
,

青海冷湖
、

德 令哈
、

皇源地区
,

宁夏石咀山至同心
、

海源地区广泛分布
,

但

主要分布于秦岭纬向构造体系内
,

都为小型矿和矿点
。

铁矿赋存于震 巳系
、

下古生界
,

泥盆

系
、

志留系及石炭系
、

二迭系的碳酸盐岩 ( 甘肃庙沟铁矿 )
、

硅质岩
、

碎屑岩
、

千枚岩
、

炭

质板岩
、

片岩中
,

有的则赋存于灰岩的溶洞和裂隙内
,

如宁夏同心骡子沟
、

礼县 上 清 水 铁

矿
,

有的赋存于大理岩与千枚岩的界面上 ( 秦岭地区 )
,

在西秦岭铁矿主要产于 中泥盆统西汉

水组灰岩
、

千枚岩和中上 志留统
、

中上白龙江群的灰岩
、

板岩
、

千枚岩中
。

矿体呈长条状
、

豆荚状
、

脉状
、

不规则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团块状和扁豆状
。

金属矿物以褐铁矿为主
,

次

为赤铁矿
、

菱铁矿
、

黄铁矿
、

针铁矿
,

有的还有纤铁矿
、

硬锰矿
。

矿石具同心园结构
、

胶状

德晶结构
,

呈多孔状
、

皮壳状
、

蜂窝状
、

条带状
、

网格状
、

土状构造
。

规模小
,

品 位 中 上

等
。

在西秦岭地 区铁矿多为有色金属矿产之氧化
“
铁帽

” ,

也是找矿重要标志
。

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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