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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矿成矿地质特征和资源潜力
¹

汪国栋 宋 雄
(冶金部地质勘查总局资料馆 )

提 要 中国铁矿 主要分为七大类型
:

沉积变质型磁铁
一

赤铁矿床
,

基性侵人 体岩型钒钦磁铁矿床
,

矽卡岩型磁铁矿床
,

火山岩型磁铁
一

赤铁矿床
,

沉积型赤铁
一

菱铁矿床
,

多因复合
一

迭加型磁铁
一

赤铁矿

床
,

风化淋滤型褐铁
一

赤铁矿床
。

中国铁矿 的成矿特点是
:
成矿时代多期

,

但相对集中在几个重要时

代
;
单一或一次成矿作用往往 只能形成贫矿

;
多期次

、

多阶段和多种成 矿作 用亚加是 工业富矿形成

的关键 因素 , “矿床系列
”

是铁矿成矿地质作用的特征表现
,

在同一地质作用条件下生成 一系列成矿

作用有区别或类型不同的铁矿床
。

中国铁矿虽 已探明巨大储量
,

但在许多大型铁矿成矿区 带上仍 有

相当大的资源潜力
,

成为 中国未来铁矿地质勘查的基础
。

1 铁矿成因
一

经济类型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铁矿生产国之一
。

铁矿分布广泛
,

成矿条件复杂
,

铁矿类型较多
。

中

国铁矿根据地质条件
、

成矿作用
、

矿床产出特征及工业意义
,

分为七大类型
。

(1) 沉积变质型磁铁
一

赤铁矿床
。

这类铁矿主要与前寒武纪铁硅质建造
、

类铁硅质建造有

关
。

前者产于华北地台太古代及下元古代的古老变质地层中
,

变质地层原岩有的以基性
、

中基

性火山熔岩及其碎屑岩为主
,

有的为粘土质
、

半粘土质沉积或部份碳酸盐沉积
,

含少量火山岩

或不含火山岩
,

以鞍山式铁矿为代表 ; 中
、

上元古代以碎屑岩为主
、

有的含火山碎屑的远火 山沉

积岩 中的类铁硅质建造铁矿
,

形成于中国南
、

北方相应时代的优地槽发育早期
,

其代表矿床有

桦树沟式
、

温都尔庙式和惠民式等
。

铁硅质建造铁矿一般变质程度较高
,

以磁铁石英岩型矿石为主
,

品位 25 % 一35 % ;类铁硅

质建造沉积铁矿以赤铁 (镜铁 )矿
一

菱铁矿石为主
,

品位 35 % ~ 45 %
。

沉积变质型铁矿为中国工

业铁矿中最主要的经济类型
,

已探明储量 291 亿吨
,

其开采量占年总产量的 57 % 以上
,

为各类

铁矿之首
。

(2 )基性侵人岩型钒钦磁铁矿床
。

主要为与基性杂岩体有关的岩浆分异和贯人式铁矿
。

含

矿岩体为分异良好的辉长岩
、

橄辉岩
、

辉石岩
、

橄长岩或斜长岩
、

辉长
一

苏长岩组成 ; 这类铁矿产

于古地轴边缘深断裂带上
。

铁矿石品位一般为 30 写~ 36 %
,

V 2O 5 O
.

22 % ~ 0. 37 % , TI O : 6. 95 %

~ 12
.

57 % ; 已探 明储量达 63 亿吨
,

为主要的工业铁矿类型之一
,

年开采量 占全 国总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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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3) 矽卡岩型磁铁矿床
。

这类铁矿 主要为与中
、

酸性侵人岩有关的接触交代
一

热液型铁矿
,

产于其侵人岩与碳酸盐类围岩的接触带及其附近的地层中
。

矽卡岩铁矿遍及 中国各地
,

但主要

是中国东部
、

滨太平洋成矿域的地台活化区
。

矿石 以磁铁矿为主
,

少量赤铁矿石
,

矿石品位一般

) 4 0 %
,

含 C u 、

C 。 、

M 。 、

S n 、

Pb
、

Z n 、

A u 等伴生元素组份
。

已 探明储量约 50 亿 吨
,

由于 品位较

高
,

为重要的经济类型
,

其年开采量占全国产量的 12 % 以上
。

(4 )火山岩型磁铁
一

赤铁矿床
。

本类铁矿主要为与陆相和海相火山
、

次火山物质的喷发及侵

人活动有成因联系 的矿床
。

海相火山岩铁矿 主要产 于细碧角斑岩建造
、

安山质或中酸性火山岩

建造中
,

包括前寒武纪至早中生代的地槽环境及褶皱带中
,

主要分布于 中国西部和北部华力西

地槽褶皱带及西南地区的三江褶皱带
。

陆相火山岩铁矿主要生成于 中生代断裂拗陷带及其火 山盆地中
,

多与中偏基性或中酸性

火山岩有关
。

少量与辉长辉绿岩及玄武岩建造有关的陆相火山岩铁矿
,

分布于扬子地台西侧
,

产于二叠系基性火山岩及次火山岩中
。

火山岩型铁矿多为磁铁矿石
,

也有赤铁矿石
,

品位 30 % 一 5 7 %
,

部份含 S
、

P 杂质 及 C u 、

C。
、

V 等伴生组份
。

已探明储量 33 亿吨
,

其年开采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8
.

5 %
,

为重要 的工业铁

矿类型
。

(5) 沉积型赤铁矿
一

菱铁矿床
。

分为海相 和 湖相沉积形成的铁矿
,

通常产于地台型碎屑
一

碳

酸盐建造中
,

形成时代从中元古代至第 四纪
,

主要为中元古代 (北方震旦纪 )及古生代泥盆纪

(南方)海相沉积铁矿
。

这类铁矿高硅
、

高磷
、

矿层薄
,

并以赤铁矿石为主
。

虽然分布广泛 (探明

储量达 47 亿吨 )
,

唯采选利用 困难
。

目前几乎没有利用
,

开采量仅 占全国年产量的 1 %
。

(6) 多 因复合
一

叠加型磁铁
一

赤铁矿床
。

这类铁矿实 际上为多种成矿作用
、

不同时期复合
、

叠

加形成的
,

包括沉积变质
一

热液改造的磁铁
一

赤铁矿床
、

沉积 (层控 )
一

热液改造的赤铁 (褐铁 )
一

菱

铁矿床等亚类
,

其成因十分复杂
,

目前对其成因 的认识仍有较大的争议
。

沉积变质
一

热液改造磁铁
、

赤铁矿床
,

主要生成于前寒武系的沉积变质岩系中的早期铁矿
,

经过 了以后的变质热液或岩浆热液的改造
,

矿石以磁铁矿或赤铁矿为主
,

有的矿床叠加有后期

的 C u 、

N b 及稀土组份
。

沉积 (层控)
一

热液改造铁矿
,

主要生成于古生代碳酸盐地层分布区的断裂构造带中
,

成因

上与岩浆侵入或火 山作用无明显联系的似层状及脉状矿床 ; 矿石 以赤铁矿为主
,

也有的以赤

(褐 )铁矿为主
,

并有较多菱铁矿石
,

一般缺乏其它多金属伴生组份
,

矿石品位较高
。

本类铁矿成矿作用复杂
,

往往形成于某种特定的环境
。

探明储量也达 33 亿吨左右
,

部份构

成大型富矿
,

是我国重要的富矿类型
,

开采利用率高
,

年产量 占全国总量 的 1 0 % 以上
,

为重要

的工业类型
。

(7) 风化淋滤型 褐铁
一

赤铁矿床
。

主要为富铁岩石
、

含铁多金属及其它铁矿经表生风化淋滤

作用
、

再次富集的矿床
。

这类矿床广布于中国南方
,

但仅有个别形成大
、

中型规模 ; 矿石主要为

褐铁矿石 ; 也有的以赤铁矿为主
,

品位
’

35 %一 60 %
,

富矿 比例高 ; 但探明储量少 (仅 6
.

5 亿吨 )
,

年开采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 3
.

3 %
,

往往具有重要的地方工业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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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成矿地质特征

中国铁矿的产布主要受控于地质环境及地质成矿作用
。

同时
,

由于勘查程度的不同
,

也影

响到铁矿及储量分布的格局
。

中国铁矿探明储量 主要集中于东部地 区 ; 西部国土面积的一半
,

其铁矿量不足全国总量的 1 / 1 0
。

铁矿产布及成矿作用特点如下
:

(1 )成矿 (建造 )时代广泛及主要成矿期的集中

中国铁矿及铁矿建造产布的地质时代十分广泛
,

从晚太古代至新生代均有见及
,

其含矿建

造及成矿层位至少有 37 个之多
,

但主要工业铁矿的形成期则集中于 晚太古代至早元古代
、

中

上元古代 (包括北方震旦纪 )
、

古生代泥盆纪及海西期
、

中生代燕山期
。

晚太古一早元古代
:

主要形成铁硅质建造 (Bl f) 磁铁 (赤铁 )石英岩贫矿
,

分布于 中国的北

方燕辽
、

内蒙地轴及其附近
,

构成一 巨大矿带
,

由许多大型 矿 田或矿床组成
,

其中有特大及大型

矿床 4 1 处
,

中型矿床 93 处
。

中晚元古代
:

主要为形成于地槽型 类铁硅质建造
、

碎屑碳酸盐建造中的沉积或火山沉积矿

床
,

沉积变质
二

热液改造矿床 已探明的矿床规模巨 大 (如 白云鄂博
、

桦树 沟等 )
,

品位高 (如石

碌 ) ; 矿床形成于某些地槽海的局部地段
。

北方震旦纪地台型 的海相沉积高硅赤铁矿床即宣龙式铁矿
,

分布较广
,

局 部地段较富
,

但

矿层薄
,

难于选矿
,

不便利用
。

泥盆一石炭纪及海西期
:

主要有川滇地 区的基性岩型钒钦磁铁矿
,

天 山地区海相火山及火

山沉积型铁矿以及某些矽卡岩型铁矿
,

中国南方地台型海相沉积铁矿 (宁乡式 )
,

这一时期形成

的矿床类型较多
,

最重要的为与基性岩有关的铁矿 (主要为分异型 钒钦磁铁矿 )
,

有大
、

中型矿

床 13 处
,

其中储量在 10 亿吨 以 上的 3 处
,

储量十分集中
。

天 山地区石炭纪海相火 山及火 山沉

积矿床发育范围广
,

品位高
,

具有重要工业经济意义
。

泥盆纪地台型海相沉积铁矿分布虽 广
,

但

矿层薄
,

多为高磷
、

高硅难选赤铁矿石
,

仅个别矿床具有经济意义
。

侏罗一白婴纪及燕山期
:

侏罗一 白平纪的燕山构造旋回 中
,

中国东部及南方的地台活化带

广泛发育 了中
、

酸性岩浆侵人及火山活动
,

产生了广泛分布
、

规模可观的矽卡岩型 铁 (铜 )矿
,

东

南沿海一带的陆相火山岩型铁矿 ; 另外
,

这一时期还有西部地槽海相侏罗 系的沉积褐铁一菱铁

矿床 (当曲 )
。

燕 山期是中国地台区主要矽卡岩铁矿
、

陆相火 山岩铁矿的生成期 ; 矿床矿石品位

较高
,

探明储量可观
,

是极重要工业铁矿及富矿类型
。

(2) 单一成矿作用和一次成矿形成贫矿的广泛分布

中国铁矿石品位较低
,

贫矿约 占总储量的 94 % ; 中国铁矿类型 中
,

条带状磁铁(赤铁)石‘英

岩占有主导地位
,

其次为岩浆分异型铁矿以及海相沉积铁矿
,

基本上为贫矿类型 〔‘〕。

据 1 7 3 4 处

矿床统计资料
,

品位为 25 %一 35 %的矿床 占 38 % 以上
,

品位在 55 % 以上 的仅 占 8
.

4 % (频数

比 )
。

中国铁矿品位分布结构是磁铁石英岩型
、

岩浆分异型铁矿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结果
。

沉积变质磁铁石英岩铁矿沉积形成于泛大洋时期的 晚太古代 (如冀东 )至早元古代 (如鞍

山 )
,

同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缺乏改造及加富情况的同类矿床基本相同
,

为低品位铁矿 (贫矿 )
,



第十一卷 第四 期 地质找矿论丛

中国北方冀东地区铁矿品位一般在 30 % 以下
,

鞍山地区铁矿 品位一般为 30 写~ 35 %左右
,

中

晚元古代及震旦纪的沉积铁矿品位一般 35 % ~ 45 % (张家 口
、

镜铁山 )
。

随着大陆的扩大
、

大洋

的分隔
,

沉积铁矿品位虽有不断增高的趋势
,

但均难形成大规模的工业富矿 (T F e) 55 叼)
。

多

年的找矿实践和研究表明
,

前寒武纪铁硅质建造及以后的沉积铁矿
,

其铁矿建造分布稳定
,

成

份单一
,

层性特征清楚
,

为单一沉积和一次成矿作用所形成
,

缺乏其它内生 和外生作用的不断

改造和加富的机制
,

一般区域变质作用难于实现其品位的重大富化
。

基性岩浆分异型铁矿也是储量巨大的铁矿类型
,

虽分为分异式和贯人式两个亚类
,

但其成

矿作用仍以岩浆晚期单一分异机制为特征
,

形成的钒钦磁铁矿 以不超过 品位 36 % 的贫矿为特

征
,

虽局部可形成小的富矿条 (层 )
,

仍缺乏大规模的工业富矿堆积
。

从地质历史上看
,

单一成矿

作用及一次成矿所产生的富集程度 (如 Bl f 型铁矿 )似乎以 35 %为其平均极点
,

所有单一沉积

形成的矿床其平均品位的均值逼近 35 %
。

据黎彤的资料
,

地球的铁平均丰度值为 32
.

5 %
,

这与

我国各类铁矿品位的均值 (T F e 33 % )十分吻合
。

大量矿床统计数据表明
,

地壳中铁矿的形成

和富集除与局部地质环境及条件有关外
,

总体上似乎受某种全球性的地质地球化学条件和作

用机制的影响与控制
。

单一成矿作用
、

一次成矿富集只能形成富集程度有限的贫矿
,

太古代至早元古代地壳虽以

大量的玄武岩喷发为主
,

地壳的铁丰度值较高
,

通过简单的一次富集形成规模巨大的贫矿 ; 基

性岩浆的简单分异作用
,

也难形成大规模工业要求的富铁矿
。

(3) 多期次或多阶段和多种成矿作用叠加是工业富铁矿形成的关键因素

据资料
,

全世界 已知铁矿储量 2 9。。亿吨
,

富矿资源 8 8 0 亿吨
,

约占总量的 30 %左右
。

中国富铁矿资源少
,

仅占储量的 6%左右 (储量比 )
,

主要为缺乏 以 Blf 为基础的大型 风化

壳型富矿的结果
。

中 国富铁矿类型较多
,

主要为火 山岩型
、

矽卡岩型和多因复合
一

叠加型
。

富铁矿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地质条件
,

但铁的富集强度高
,

主要是多期(次 )成矿或多种成矿

作用叠加的结果 〔‘〕 。

中国东部的矽卡岩铁矿
、

火 山岩铁矿的地质研究比较详细
。

统计资料表明
,

矽卡岩铁矿中

富矿 比例较高
,

富矿占该类储量的 39 %左右
。

其成矿的基本条件为中或中酸性岩浆侵入体
、

厚

大的碳酸盐地层
,

当然应有导致岩浆侵人的构造环境 ; 有人认为
,

膏盐层
、

含铁碳酸盐的
“

矿源

层
”

是成矿有利条件
。 -

从根本上看
,

矽卡岩型富矿成矿机制的核心是多期 (次 )交代
、

充填作用和不断加富
。

据资

料
,

鲁中地区的磁铁富矿至少有 3 次矿液充填
、

交代作用
,

张家洼平炉富矿就是多次成矿作用

叠加的结果
,

以矽卡岩后期矿化为主
,

热液阶段磁铁矿化呈网状脉叠加于早期形成的矿石
,

使

矿石品位提高
,

形成平炉富矿
〔2〕。

邯邢地 区矽卡岩型 富矿至 少也有 2 ~ 3 期 (次 )成矿富集作

用〔3
、

们 。

鄂东地区大
、

中型富矿也是同一构造
一

岩浆活动中多次矿液成矿的产物 〔5〕。

火山岩铁矿中以宁芜地区陆相火山岩铁矿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

多年研究表明
,

火 山岩铁矿

发育区
,

不仅有多喷发旋 回的火 山活动
,

而且大型 工业富矿也是多次火山热液充填
、

交代的结

果
。

梅山铁矿中有多种角砾
,

并为不同物质所胶结
,

不同矿石矿物组合类型及多种蚀变的发育
,

均代表多期 (次 )热液成矿的特征 ; 在火 山
一

侵人作用过程的不同时期和 阶段
,

可 产生不同类型

的成矿作用 ;气成高温阶段
,

以磁铁矿组合为特征
,

中低温阶段以赤铁矿组合为主的成矿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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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铁矿的研究表明
,

其成矿作用一般至少有 2 期 (有的为 4 次 )贯人
一

交代作用叠加成矿
L创 。

大

红山铁矿为海相火山岩铁矿的代表
,

其主矿体为两个阶段的产物
,

首先火山喷滋形成富铁凝灰

角砾岩及贫矿
,

后期火山气液沿层交代
、

充填和富化
,

形成厚大的富铁矿体 ‘7〕。

多因复合
一

叠加型铁矿也是重要的富矿类型
。

它不同于前述类型的富铁矿
,

往往是 由时代

相去甚远
、

成矿作用类型完全不同的多次地质作用叠加形成的
,

其代表为鞍山弓长岭
、

内蒙白

云鄂博
、

海南石碌等
。

这些铁矿的地质研究说明
,

它们都经历了复杂的地质及成矿过程
,

表现了

成矿作用多期加富的现象〔即 。

多次交代及改造作用
,

使铁矿品位加富
,

有的带入其它多种元素

组份
。

我国这类铁矿探明储量有增加的趋势
,

其中富矿比例 占 27 % 以上
。

除海南石碌是此类铁

矿中著名的大富铁矿外
,

其它如四川沪沽
、

滇中王 家滩
、

山东淄河及贵州观音山等
,

都是以后不

同地质作用改造加富的结果
。

风化淋滤型铁矿
,

实质上也是不同时代
、

不同性质的成矿作用叠加形成的 ; 但 主要是第四

纪表生风化作用对早先形成的铁矿床的改造
。

本类型有工业价值的铁矿全部由易风化的贫铁

矿及富铁硫化物矿床所形成
,

如大宝山 (富铁铅锌矿 )
、

观音山 (菱铁矿 )等
。

在海南澄迈有含铁

玄武岩形成的地表堆积褐铁矿
,

分布分散
、

规模有限
,

品位在 35 % 以下 ; 表明一般的含铁岩石

通过一般 的风化淋滤作用是难于形成工业要求 (规模及品位 )的富铁矿石
。

(4 )
“

矿床系列
”

是铁矿成矿地质作用的重要特征表现
。

铁矿成矿系列在中国许多铁矿区带及矿 田中表现十分清楚
。

宁芜陆相火 山岩型铁矿往往

形成一系列成因上有一定差别的一组矿床
,

以火 山机构或次火山岩体为中心
,

构成有规律的组

合
一

矿床系列
。

产于次火山岩体顶部或边部接触带上的高温气液交代
一

充填矿床
、

接触交代
一

充

填矿床及矿浆贯人矿床
,

产于 火山岩中热液脉状矿床
,

产 于 火 山碎屑沉积岩中的层状沉积矿

床
,

产于火山喷发岩 中浸染状熔岩堆积铁矿等
。

海相火山岩铁 (铜)矿
,

也往往因成矿环境及成矿机制上的差别
,

形成一系列成矿类型
、

产

状特征及组成上有差别的矿床 (体 )
。

大红 山矿床受火 山机制的控制
,

随成矿阶段及成矿位置的

不同
,

形成火山喷发 (气 卜沉积变质矿床
,

火山气液 (热液 )交代充填 (富化 )矿床及火 山喷溢熔

浆 (矿浆 )矿床等
。

铁矿 的矿床 (成矿 )系列产布特征不限于 火山岩型矿床
,

沉积铁矿中往往形成区 域性的赤

(褐)铁矿床
一

菱铁矿床
一

多金属矿床的组合系列
。

铁矿成矿系列中各矿床 (体)
,

有的均构成重要的工业矿床
,

有的只 是部份具有经济意义
,

有的仅具矿床成因学上的意义
。

3 铁矿资源潜力

中国铁矿探明储量 占世界第三 位
,

铁矿产地分布于 全国 邓 个省区
,

有大
、

中型 铁矿床约

24 2 处
。

近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的地质勘查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查明了许多重要 的铁矿区

带
,

为铁矿的工业开发奠定 了基础
。

目前
,

已探明储量 10 0 亿吨 以上的铁矿集 中区 1 处
,

50 亿

吨以上的 2 处
,

10 亿吨 以上的 6 处
, 5 亿吨 以上的地区 1Q 处

。

这些铁矿集中区是正在开发或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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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重要基地
,

同时也是进一步扩大资源前景的有利区带
。

据资料分析
,

中国铁矿资源潜力仍有可观的前景
,

约略估计进一步找矿潜力在 9 00 亿吨左

右
。

华北地台北部前寒武纪结晶地块广布的含铁沉积变质建造
,

东起辽东
、

经辽西
、

冀东
、

冀北
、

晋北至内蒙
,

长达 14 0 0 余公里
,

无论从已知储量及潜在能力上
,

都可同世界上最大含铁建造带

相 比
。

川滇地区长达 2 00 公里的海西期含铁基性杂岩建造带
,

岩体规模大
,

含矿普遍
,

具有很大
,

的资源潜力
。

中国东部与滨太平洋构造带有关的矽卡岩
一

火山岩铁矿
,

亦具有重要的找矿前景
。

研究和预测表明
,

中国北方前寒武纪沉积变质铁矿尚有 27 0 亿吨的找矿潜力
,

川西及陕南

基性岩铁矿潜力 26 0 亿吨以上
,

东部矽卡岩铁矿的资源潜力在 20 亿吨 以上
,

与火 山岩有关的

铁矿资源潜力约有 30 亿吨
。

目前尚未大量利用的沉积铁矿广布于 中国南方
,

其资源潜力在 80

亿吨左右
。

过去四十多年的找矿主要集中于 中国东部地区
,

西部地区 占中国大陆本土的一半
,

找矿程

度尚低或很低
。

藏东
、

川西和 滇西的三江地带以及青海柴塔木盆地南缘长 6 00 公里的成矿带

上
,

也有相当的找矿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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