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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本溪南部隐伏花岗岩体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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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鞍山)本溪地区是我国著名的铁矿产区%通过解译鞍山)本溪南部布格重力异常&结合

区域地质资料&认为存在隐伏的花岗岩体&而且隐伏岩体的范围远大于出露岩体的范围&并提出了

现已发现的大型或特大型铁矿均分布在隐伏岩体之上或花岗岩边部的认识%

关键词!

!

隐伏岩体"地质特征"铁矿"鞍本地区"辽宁省

中图分类号!

!

H("">$!

"

H&$">%$

!

文献标识码!

!

I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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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鞍山)本溪地区#简称鞍本地区$是我国著名的

铁矿产区&该区沉积变质型铁矿)))习惯上称之为

-鞍山式.铁矿已探明的资源量约占全国铁矿总资源

量的
$

'

B

左右*

$%

+

%在开展-鞍本地区沉积变质型

铁矿控矿条件及找矿模型研究.中&通过对区域重力

资料进行处理解译&发现该区存在大面积的隐伏花

岗岩岩体%对这些隐伏岩体进行研究&将有助于了

解该区地质体的演化过程%

$

!

区域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

研究区位于中朝准地台胶辽台隆与华北断坳的

交接处&横跨
B

个
'

级大地构造单元!西部为下辽河

断陷&东北部为铁岭)靖宇古隆起&中部为太子河)

浑江台陷&东南部为营口)宽甸台拱*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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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比较齐全&除缺少泥盆系和志留

系外&其他时代地层均有出露#图
$

$%

"

太古宇!鞍

山群通什村岩组(茨沟岩组(大峪沟岩组和樱桃园岩

组&主要岩性为一套变粒岩(浅粒岩(斜长角闪岩(片

岩和磁铁石英岩&其原岩是一套以火山岩为主的火

山 沉积岩系*

(&

+

&分布零散&出露面积最大不过
!##

JE

!

&是本区-鞍山式.铁矿的主要赋矿层"此外&还

有一套太古宙片麻岩&分布在研究区的东北部和中

部"

#

古元古界!分布在研究区的南部&出露有辽河

群浪子山岩组(里尔峪岩组(高家峪岩组(大石桥岩

组(盖县岩组&主要岩性有千枚岩(片岩(变粒岩(浅

粒岩(碳质板岩(大理岩等"

$

中新元古界!分布于东

北部&出露有青白口系钓鱼台组(南芬组(桥头组和

震旦系康家组&主要岩性有页岩(泥灰岩(砂岩等"

%

古生界!分布在中东部&出露面积较大&有寒武系(奥

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主要岩性有灰岩(页岩(粉砂

岩(砂岩及煤层#线$"

(

中生界!分布在东南角和下

达河(新寒岭(本溪市区附近&出露范围很小&有三叠

系(侏罗系和白垩系&主要岩性有中酸性熔岩(火山

碎屑岩(火山岩质砾岩(页岩(砂岩等"

)

新生界!分

布在西部平原区和东部沟谷之中&出露第四系&主要

岩性为玄武岩(黄土(亚黏土(粉砂(砂砾石等%

!#"

!

构造

区内构造非常发育&断裂构造主要有近
CU

向(

?C

向和
?U

向
%

组%其中&近
CU

向和
?U

向

断裂构造对地层分布的控制作用比较明显&而
?C

向断裂则大多是地质体内部的断裂%除断裂构造

外&褶皱构造也十分发育&太古宇多为单斜&古元古

界表现为褶皱轴近
CU

向的向斜&中新元古界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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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本地区区域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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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界"

!>

中生界"

%>

古生界"

B>

中新元古界"

(>

古元古界"

&>

太古宇"

'>

花岗岩"

">

断裂"

A>

铁矿床

生界一起构成多个褶皱轴为
?U

或
?C

向的背斜

或向斜%总体来说&本区地质构造复杂而多样%

!#$

!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分为
%

个构造 岩浆旋回%太古宇

片麻岩的原岩被认为是一套深成侵入体&也是本区

最古老的岩浆岩*

'"

+

&分布在东北部(中部和西南部%

古元古代岩浆岩有辉绿岩#脉$(辉长岩#墙$&斜长花

岗岩(石英二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二长

花岗岩%中生代岩浆岩有早三叠世的橄榄岩(闪长

岩(二长花岗岩&侏罗纪的二长花岗岩&白垩纪二长

花岗岩(斜长花岗岩和黑云母花岗岩等%

!#%

!

矿产

区内矿产非常丰富&尤其是与太古宇有关的-鞍

山式.铁矿床众多&分布有齐大山(弓长岭(大台沟等

大型(超大型铁矿床%除铁矿外&古元古界中还赋存

有铅锌矿(金矿等有色金属或贵金属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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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特征

本次研究主要使用布格重力异常资料&因此在

此仅介绍各地质体的密度情况%整体而言&地层的

密度从老至新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太古宇密度最

大&与其他时代地层均存在明显密度差%古元古界

与中新元古界密度差约
#>#B

5

'

;E

%

&古生界与中生

界密度约
#>#"

5

'

;E

%

&而中生界与新生界密度差约

为
#>!!

5

'

;E

%

%古生界与中新元古界几乎没有密

度差%

岩浆岩的密度也呈现从

老至新逐渐减小的趋势&元古

宙以前的岩浆岩密度大于中

生代岩浆岩的密度%在岩性

方面&由#超$基性向中性(酸

性变化&密度也逐渐降低&但

#超$基性和中性岩浆岩密度

差不大&均在
!>"(

5

'

;E

%左

右%酸性岩浆岩密度较小&约

为
!>&%

5

'

;E

% 左右%本区大

范围的重力低&多由中生代酸

性岩浆岩所引起"

%

!

!

中生代花岗岩体特

征

研究区共出露有花岗岩

体
!"

处&主要分布在中南部

的鞍山)南台镇)降昌镇一

带&以及东南部的大台沟)草河口镇一带%最小的

岩体出露面积不到
$JE

!

&最大的出露面积
!#A

JE

!

&出露总面积约
&%AJE

!

#图
!

$%

根据同位素测年数据#表
$

$&这些花岗质岩体

的侵位时间为中生代&除白水寺岩体有一个测年数

据是
!&(>"97

#古生代晚期$外&其余样品的测年值

为
'%>B

&

!!!>%97

%

从表
$

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基本上呈线性分布

于整个中生代&未见集中于某个时间段的数值%从

平面分布来看&大致呈中间高(东西两侧低的趋势&

说明研究区中间部位的花岗岩岩体侵位时间早于东

西两侧的岩体%由于本区的花岗岩体多为由几种岩

石类型或多个岩体组成的复式岩体&如&千山岩体可

细分为角闪钾长花岗岩(黑云文象钾长花岗岩和钾

长花岗斑岩*

A

+

&因此出现同一个岩体有多个年龄值

的现象%

%

!

隐伏岩体特征

根据区域重力资料&本区出露有花岗岩岩体的

区域基本上都有局部重力低异常%为了研究岩体与

重力异常的关系&对布格重力异常数据进行了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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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付海涛等!鞍山)本溪南部隐伏花岗岩体地质特征



表
!

!

鞍本地区花岗岩岩体同位素测年数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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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数据库样号 岩体名称 同位素年龄'
97

分析时间 测年方法

$ !$$#%"#

千山岩体
'%>B $A"&>$!

铷锶等时线法

! !$$#%A#

千山岩体
$!">" $A&&>#B

钾 氩法

% !$$#%A$

千山岩体
A& $A&&>#B

钾 氩法

B !$$#($#

柳家岭岩体
$&">% $A''>#&

钾 氩法

( !$$#($!

柳家岭岩体
$%& $A'&

钾 氩法

& !$$#($B

柳家岭岩体
$%! $A''>$!

钾 氩法

' !$$#BA$

兰花岭岩体
!#">B $A"#

钾 氩法

" !$$#!AB

三台子岩体
!$$>& $A'(>#!

钾 氩法

A !$$#%#(

黄柏峪岩体
!!!>% $A'(>#!

钾 氩法

$# !$$#!A'

甬子峪岩体
"$>& $A'&

钾 氩法

$$ !$$#%B#

甬子峪岩体
$('>B $A'!>#&

钾 氩法

$! !$$#B#$

白水寺岩体
A&>& $A&!>#&

钾 氩法

$% !$$#B#!

白水寺岩体
$%%>&

钾 氩法

$B !$$#B#%

白水寺岩体
!&(>" $A&B>$$

钾 氩法

$( !$$#(!"

兄弟山岩体
"(>! $A"#

钾 氩法

!

数据来源!全国同位素地质测年数据库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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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岗岩岩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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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位素取样点及编号#资料来源!全国同位素地质测年数据库$"

!>

花岗岩"

"

千山岩体"

#

柳家岭岩体"

$

兰花岭岩体"

%

三台子岩体"

(

黄柏峪岩体"

)

甬子峪岩体"

*

北大山岩体"

+

白水寺岩体"

,

兄弟山岩体

首先按
$JE

间距进行网格化&然后使用
:2YR!##A

软件对网格化数据进行上延和导数计算&上延
&

个

高度!

$

&

!

&

B

&

&

&

"

&

$#JE

&最后使用
97

P5

.1

的空间

分析模块进行等值线勾绘%全区共圈出
&

个布格重

力异常垂向二次导数零值线相互套合而且有规律变

化的区域#图
%

$!

2$

位于茨榆坨)杨家窝棚一带的

下辽河平原区&由于该区新

生代低密度沉积层巨厚&所

以认为该异常是由新生代盆

地引起的"

2!

位于鞍山市南

侧&该异常与千山岩体分布

范围基本一致"

2%

分布在隆

昌镇一带&出露有柳家岭等

岩体"

2B

位于草河口镇西

侧&出露有兰花岭等岩体"

2(

分布于本溪市东南部&是本

区最大的一处重力异常&出

露有三台子岩体(甬子峪岩

体(黄柏峪岩体(北大山岩体

及白水寺等岩体"

2&

位于草

河口镇东南&出露有兄弟山

岩体%而且&这些垂向二次

导数零值线相互套合的区域

与布格重力异常的局部重力

低是一致的%

根据辽宁省地质矿产局

物探大队编制的/辽宁东部

地区区域重力资料解释报告0#

$AA$

$&本区大范围的

重力低多由中生代酸性岩浆岩所引起&因此认为

2!

)

2&

等分布于基岩出露区的重力异常是由隐伏

花岗岩质岩体所引起的%基于上述认识所做的反演

计算剖面#图
B

$显示!将花岗岩岩体模型设置成部

分出露(部分隐伏的状态时&实测的布格重力异常曲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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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本#溪$地区隐伏岩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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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格重力异常上延
$JE

垂向二次导数零线"

!>

布格重力异常上延
!JE

垂向二次导数零线"

%>

布格重力异常上延
BJE

垂向二次导数零线"

B>

布格重力异常上延
&JE

垂向二次导数零线"

(>

布格重力异常上延
"JE

垂向二次导数零线"

&>

布格重力异常上延
$#JE

垂向二次导数零

线"

'>

岩体出露范围"

">

推测隐伏岩体边界"

A>

重力反演剖面位置"

$#>

铁矿床!

"

齐大山铁

矿"

#

胡家庙子铁矿"

$

眼前山铁矿"

%

西鞍山铁矿"

(

东鞍山铁矿"

)

黑石砬子铁矿"

*

大

孤山铁矿"

+

弓长岭铁矿"

,

歪头山铁矿"

-

盘道沟铁矿"

./0

北台铁矿"

./1

大台沟铁矿"

./2

思

心岭铁矿"

./3

南芬铁矿

图
%

!

三台子%甬子峪岩体重力异常反演剖面图

#据/辽宁东部地区区域重力资料解释报告0&略有修改$

L.

5

>B

!

Y+T3-1.*+13;,.*+*M

5

-7T.,

6

7+*E74

6

*MR7+,7.G.7+8Z*+

5

G.

6

0-*;J/*8.31

线与模型体的理论重力异常曲线拟合得非常好&即

证明了本区花岗岩岩体未完全出露(存在隐伏岩体

这种认识是合理的(符合实际的%

结合布格重力异常(重力异

常垂向二次导数零值线以及区

域地质资料&区内圈定了
'

个隐

伏岩体&隐伏岩体的总面积约

!B($JE

!

&已出露的岩体面积

仅占隐伏岩体面积的
!&>$[

&约

有
%

'

B

处于隐伏状态%

圈定隐伏岩体边界时&如果

不同高度重力异常垂向二次导

数零值线的位置比较一致&说明

该处的岩体边界比较陡&且有一

定的延深"反之&则为岩体边界

较缓%按照这一原则判断隐伏

岩体产状&千山岩体只有小部分

处于隐伏状态&整个岩体向西应

延伸至西四方台一带"千山游览

区东北部亦有小部分处于太古

宙片麻岩之下"其东南侧八会

镇(张家街(康家堡子等地出露

的花岗岩向下延深都不大&未

形成明显的局部重力异常%千

山岩体的主要侵入通道应在千

山游览区一带%西鞍山(东鞍

山(黑石砬子和大孤山铁矿位

于该岩体的北部边缘%

与千山岩体不同的是研究

区南部的柳家岭岩体%该岩体有

相当大的范围处于隐伏状态&而

且柳家岭岩体与吉洞峪南侧的岩

体应该是连通的&向南延伸至研

究区外%王石镇附近出露的岩体

虽然岩性与柳家岭岩体相同&但

从重力异常上看该岩体延深不

大&与柳家岭岩体关系不大%柳

家岭岩体的侵入通道应在白家堡

子)木子沟)曹家堡子一带%

区内最大的一处隐伏岩体

是甬子峪(北大山等岩体共同

组成的隐伏岩体&位于研究区

的东部&向东延伸至研究区外%

该区出露的岩体较多&岩性有

花岗岩(花岗闪长斑岩和花岗斑岩等&侵入时代从晚

三叠世至晚白垩世#

%虽然岩性和侵入时代均有不

同&但从重力异常上分析&这些岩体具有相同的侵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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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在上覆地层之下构成一个很大的隐伏岩体&其

边界有多处舌状突出%弓长岭(大台沟(南芬(思山

岭和北台铁矿等铁矿床均分布在这个岩体的边部或

矿床深部为隐伏岩体%根据反演计算结果&岩体的

侵入中心在甬子峪村附近%

除上述岩体外&还有一些较小的隐伏岩体&其中

兰花岭岩体和兄弟山岩体有些特殊%兰花岭岩体出

露的面积小&隐伏的面积大"兄弟山岩体是出露面积

大&隐伏的范围小%也就是说&兰花岭岩体和北侧出

露的石英闪长岩深部可能是相连的&而且还有相当

大的范围处于隐伏状态%兄弟山岩体虽然出露的面

积较大&但其侵入通道却较小&位于岩体的东部%

B

!

结论

在鞍山)本溪南部&至少出露有太古宙(元古宙

和中生代
%

期岩浆岩%太古宙岩浆岩现在为一套片

麻岩&元古宙岩浆岩为从中酸性到基性的岩脉(岩墙

和小岩株&中生代岩浆岩为以酸性侵入岩为主&有少

量中基性岩株%本区存在呈隐伏状态产出的中生代

花岗质岩体%

中生代花岗岩岩体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中南

部&出露面积仅占岩体总面积的
$

'

B

左右%

区内大型或超大型铁矿床基本上分布在隐伏岩

体之上或其边部附近%沉积变质型铁矿床&特别是

富铁矿与隐伏岩体的关系有待研究%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重力数据比例尺较小&大约
&

JE

!一个测点&对一些小岩体的解译存在一定的偏差%

致谢!在研究工作过程中得到了东北大学付建

飞博士$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李树羽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及项目组同事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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