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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几年(甘肃省肃北县红山铁矿外围通过地质调查工作(新发现具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铁

矿点
!

处(初步评价为大 中型铁矿床%矿体主要赋存于蓟县系平头山组(其产出形态与空间分布

受层位及背*向斜构造控制(且深部矿体好于浅部(矿体呈层状*透镜状%勘查区北部罗雅楚山复

式向斜内红山铁矿西侧已圈定出长度大于
=$PB

的磁异常带(经验证为矿致异常%参照红山铁矿

区潜力评价思路及预测成果(该区铁矿资源潜力可达
#$b#$

"

)

以上%通过进一步勘查工作(该地

区有望形成大型铁矿资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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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甘肃省肃北县红山铁矿自
#>=N

年发现后(对其

重点开展了地表矿点和航磁异常检查工作(虽然也

投入了少量浅表性评价工程(提交一定的
d

级储

量(但工作程度较低(资源远景不清%

!$$C

+

!$$N

年(酒钢集团*甘肃冶金五队和西宁特钢再次对红山

铁矿的一*二*三*四*五矿区进行普查(对局部地段

进行详查(投入近
!$$$$B

的钻探工程量(共获得

#!!,]%%%]%%C

铁矿资源量
!b#$

"

)

(远景资源量

已达大型规模"#$&

%

!$#$

+

!$#!

年(西安地质调查

中心对罗雅楚山复式向斜南翼新圈定的
#j=$$$$

比

例尺的
&"

磁异常和向斜东转折端
6#NC

(

6#>?A#

和

6#>?A!

等磁异常开展异常检查及验证(新发现了具

中 大型找矿前景的岔路口铁矿和杨岭铁矿%红山铁

矿外围铁矿的发现和勘查(不仅增加了红山铁矿带铁

矿远景资源量(而且为进一步在红山铁矿外围找矿提

供了线索%本文主要对岔路口铁矿和杨岭铁矿矿区

地质*矿体特征*矿床远景进行分析和探讨&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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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路口铁矿

!$!

!

矿区地质

岔路口铁矿床位于红山铁矿五矿区的东延(罗

雅楚山复式向斜南翼东转折端部位的次级背斜构造

中%赋矿岩系与五矿区完全相同(为蓟县系平头山

组(自下而上大致可划分为
C

个岩性组!

"

薄层大理

岩夹石英片岩*含薄层角闪磁铁矿大理岩"

#

灰白*

灰黑色微晶灰岩与灰黑色含碳质微晶灰岩互层"

$

米黄色块状厚层白云质大理岩(硅质大理岩*白云质

大理岩夹千枚状板岩"

&

含铁碎屑岩段(顶部为石英

岩*千枚状板岩(上部为磁铁矿层*含铁石英岩(局部

为阳起石*透闪石化%上与震旦系洗肠井群米黄色

薄层大理岩或寒武系黑色岩系以低角度不整合接

触%震旦系米黄色大理岩层是铁矿&化'带产出的区

域性标志层(其下部通常有铁矿&化'体产出%矿区

褶皱构造强烈(基性侵入岩脉较发育(第四系覆盖较

严重(致使矿体出露不连续%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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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铁矿及其外围铁矿空间分布图

O+

2

;#

!

F

V

4)+415+.)*+,-)+'('Q_'(

2

.94(

O050

V

'.+)4(5O050

V

'.+)+.+()90.-**'-(5+(

2

.

!$%

!

矿体特征

铁矿体产于岔路口次级复式倒转背斜北*南两

翼%北翼为倒转翼(初步圈定
C

个矿体(呈单一似层

状(走向
<LAF@

(倾向
F

(倾角
?=W

%

"#W

(矿体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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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平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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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翼有
%

个矿体(呈层状 透镜

状(走向
#%$W

(倾向
F

(倾角
==W

%

?"W

(矿体长
%$$

%

>"$B

(平均厚度
?;C"

%

##B

(控制最大斜深
!=%

B

(矿体平均品位
!

&

MO0

'

c!$;NCI

%

!%;?!I

%

以
MO0

边界品位
#=I

初步估算(铁矿石资源量为

%=C%b#$

C

)

%

矿石分
!

种类型!

"

含砂石英岩型铁矿石(系含

铁硅泥岩热液蚀变产物(矿石粒度细(以微细粒为

主(常见绿泥石英岩型磁铁 赤铁矿石"

#

夕卡岩化

蚀变砂岩型&角岩型'铁矿石(常见透闪 阳起石型磁

铁矿石*黑云透闪岩型磁铁矿石*硬绿泥化变砂岩型

磁铁矿石等(矿石粒度较粗(以中细粒为主%矿石具

半自形 他形晶粒状结构"构造主要为条带状*条带

稠密浸染状(次为条纹状*薄层状*块状&粗条带状'*

团块状*角砾状等%矿石矿物成分相对较简单%金

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少量赤铁矿*镜铁矿*磁黄铁

矿*褐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黑云母*

透闪石*阳起石等%矿区内围岩蚀变发育(尤其在含

矿层及其顶底板更为强烈%主要蚀变有黑云母化*

阳起石化*透闪石化*透辉石化*绢云母化*纤闪石

化*方解石化*绿泥石化和硬绿泥石化

等%矿化与阳起石化*透闪石化*透辉

石化*&硬'绿泥石化关系最密切(蚀变

愈强(规模愈大(矿体厚度大(品位高(

连续性好%

!$#

!

矿床远景评价

岔路口铁矿赋存于罗雅楚山复式

向斜东转折端南翼的一个次级背斜构

造中(该背斜两翼蓟县系含铁岩系出露

长度近
#$PB

(

!$#$

年仅对出露地表

的铁矿化体进行了初步评价(约占总长

度的
#

)

!

(估算铁矿石资源量
%=C%b

#$

C

)

%地表未出露矿化体地段*背斜北

西倾伏端及已知矿体深部仍具有较大

的找矿空间(尤其是矿区东部罗雅楚山

复式向斜转折端部位(地表虽被第四系

覆盖(但发育有近
#PB

! 的航磁异常(

推测为矿致异常%其外围的罗雅楚山

复式向斜北翼的几处航磁异常经检查

亦发现了多处磁铁矿露头(显示出更大

的找矿空间%

区域上(进行普*详查评价地段主要集中于罗雅

楚山南翼七角井和砂井
!

个次级背斜不足
!$PB

!

范围地表矿化出露地段(且勘查深度一般
!$$B

左

右(最大深度亦仅
%=$B

(已获得
#!!,

+

%%C

级铁矿

石资源量
#;=b#$

"

)

(达大型规模%

#

!

=$$$$

磁

测成果显示(磁异常带向西延伸达
%$PB

以上(现

阶段涉及普查评价的磁异常不足
#

)

C

(已有矿区深

部及外围铁矿资源潜力较大(预计可达
=b#$

"

)

以

上%

!

!

杨岭铁矿

%$!

!

矿区地质

杨岭铁矿位于东天山古陆系统南缘晚古生代增

生褶皱构造带内(庙庙井+双鹰山大断裂北侧(罗雅

楚山复式向斜南翼#红山式$铁矿带中西段%距红山

铁矿二矿区西约
CPB

%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寒武系下统双鹰山组*上

统西双鹰山组及奥陶系罗雅楚山组(前二者为陆缘

滞流海湾相含碳泥 硅质岩夹泥灰岩建造(产沉积型

磷钒铀矿化"后者为浅 半深海相砂岩 浊积岩建造%

东邻七角井子一带(出露蓟县系平头山组和震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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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肠井群(前者为富镁碳酸盐岩夹凝灰质细碎屑岩

及少量火山岩建造(赋存热水沉积型铁矿床&红山铁

矿床'"后者为土黄色碳酸盐岩建造(零星出露于红

山铁矿一*二矿区局部地段%杨岭铁矿区蓟县系含

铁细碎屑岩系及震旦系米黄色大理岩未出露(隐伏

于寒武系黑色岩系之下%

矿区褶皱构造发育(形成一系列轴向
<LL

向

相间分布的次级背*向斜构造%上奥陶统石英砂岩

构成向斜核部(寒武系下统西双鹰山组碳质板岩*薄

层硅质岩夹粉砂岩构成背斜核部(是隐伏铁矿产出

的有利构造部位%

区内断裂构造及基性脉岩极其发育(断裂有近

@L

(

<@

和
<L

向
%

组(以
@L

向区域深大断裂带

及
<L

向次级断裂为主(对含铁岩系有明显的错断

和破坏作用%

区内岩浆活动微弱(局部可见华力西中晚期中

粗粒斜长花岗岩*花岗岩及闪长岩小岩株及岩脉%

与铁矿成矿无关%

%$%

!

矿体特征

隐伏铁矿体发育于罗雅楚山复式向斜南翼七角

井次级背斜西转折端一个更次级背斜与向斜过渡部

位%矿体呈似层状&有夹石'(走向
<<LAF@

(倾向

F

(倾角
C$W

%

=$W

%铁矿石品位
!

&

MO0

'

c#C;#CI

%

%N;C$I

(平均为
!";$CI

(平均品位
!

&

BO0

'

c

!!;=NI

(初步估算铁矿石资源量为
#b#$

"

)

%

矿石类型为夕卡岩化蚀变砂岩型&角岩型'铁矿

石*透闪 阳起石型磁铁矿石*黑云透闪岩型磁铁矿

石*硬绿泥化变砂岩型磁铁矿石等(矿石粒度以中细

粒为主%矿石具半自形 他形晶粒状结构(条带状*

条带 稠密浸染状构造(次为条纹状薄层状*块状&粗

条带状'等构造%

矿石矿物成分简单%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次为磁黄铁矿及少量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夕卡

岩矿物%

矿区内围岩蚀变发育(尤其在含矿层及其顶底

板更为强烈%主要蚀变有黑云母化*阳起石化*透闪

石化*透辉石化*绢云母化*纤闪石化*方解石化*绿

泥石化和硬绿泥石化等%矿化与阳起石化*透闪石

化*透辉石化关系最密切(蚀变愈强(规模愈大(矿体

厚度大(品位高(连续性好%

%$#

!

矿床远景评价

杨岭铁矿赋存于罗雅楚山复式向斜中西段七角

井次级背斜西转折端的一系列更次一级背*向斜构

造中%

#

!

=$$$$

高精度磁法测量所圈定的
&"

磁

异常长度
%

"PB

(通过对中心地段进行
#

!

#$$$$

磁法解剖(圈定出长约
CPB

的带状磁异常(东西两

端未封闭%磁异常与背斜构造空间完全耦合(已钻

探验证为隐伏厚层磁铁矿体引起%以东邻矿区&磁

异常东西长
C;%PB

(含矿层*铁矿体与磁异常三者

沿走向长度一致(矿体平均真厚度
##;>"B

(沿倾斜

方向控制矿体最大深度为
"=$B

左右(矿体在钻孔

中平均真厚度为
#=;"#B

'为参照系(选铁矿石体积

质量为已知矿体的平均体积质量
C;$)

)

B

%

(延深

=$$

%

"$$B

(矿体模型走向长度由
#

!

#$$$$

磁测

异常平面图的异常范围&

?$$$B

以上'来确定(取

$;?

的经验系数(估算铁矿石资源量为
#;$"b#$

"

)

%

%

!

找矿远景

区域上(蓟县系含铁岩系延伸数百千米(其中有

天湖铁矿床*狼山铁铜矿点*大山头铁矿点等数十处

铁矿床&点'%甘肃省肃北县红山铁矿外围勘查区北

部罗雅楚山复式向斜内红山铁矿西侧已圈定出长度

%

=$PB

的磁异常带(经验证为矿致异常%参照甘

肃省红山铁矿区潜力评价思路及预测成果(该区铁

矿资源潜力可达
#$b#$

"

)

以上%通过进一步勘查

工作(该地区有望形成大型铁矿资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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