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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红山铁矿 5 个矿区矿石矿物组分及组构特征、矿层及围岩蚀变与沉积环境的分析表

明, 各矿区的铁矿体均赋存于青白口系第四岩组上部呈层状产出, 不同矿区的铁矿层无上下层位

之分, 含铁岩系受背斜构造的控制。铁矿床属海相沉积变质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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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红山铁矿区位于甘肃北山马鬃山西段罗雅楚

山 ) 大红山一带。铁矿位于双鹰山复向斜南翼的次

级背斜中, 区内地层主要为元古宇及古生界, 以中、

新元古界和下古生界分布最广,并出露少量泥盆系、

二叠系和第四系, 地层总体呈近 EW 向展布, 与区

域构造线基本一致。

区内岩浆岩较发育,岩性从基性岩 ) 酸性岩均

有分布, 以中酸性岩为主, 主要为志留纪、泥盆纪产

物。

红山铁矿分为 5个矿区, 赋矿地层为青白口系

大豁落山群第四岩组上部,矿区内矿体沿罗雅楚山

背斜的西段及两翼分布 走向总体呈近 EW向展布,

局部为 NE-SW 方向,呈马蹄形(图 1)。

我们通过各矿区的矿石矿物组分、结构、构造特

征,矿层及围岩蚀变与沉积环境的分析,进一步探讨

红山铁矿床成因及成矿机制。

1  矿石矿物组分及组构特征

红山铁矿 5个矿区矿石的矿物组分、结构、构造

图 1 红山铁矿青白口纪岩相古地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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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矿石类型各不相同(表 1) , 这与当时的沉积环境

密切相关。各矿区成矿时沉积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

矿区矿石的矿物组分、组构、和类型的区别,也体现

出不同环境下铁矿的成矿机制特点。

从全区铁矿石组分看, 磁铁矿为铁矿石的主要

组分, 赤铁矿在五矿区铁矿石中占 1% ~ 3%, 一矿

区铁矿石亦有微量赤铁矿,四矿区铁矿石中出现微

量黄铜矿。



表 1 矿石的矿物组分及组构特征

T able 1 Ore mineral components and str ucture character istics

矿区
金属矿物

主要 次要

非金属矿物

主要 次要
结构 构造 矿石类型

一矿区
磁铁矿

(占 34. 85% )

赤铁矿
黄铁矿
褐铁矿

透辉石、阳起石、
石英、斜长石

黑云母、方解石、
绿泥石、石榴石

半自形、他形粒状、
稠密相间条带状,
粒经< 0. 05mm

层状、带状、浸染状、
团块状、角砾状

透闪阳起石英岩型
磁铁矿矿石

二矿区
磁铁矿

(占 30% ~ 43% )

褐铁矿

赤铁矿

透闪石、石英、

阳起石、黑云母

碳酸盐、绿帘石、

斜长石
他形粒状结构

条带状构造
条带- 稠密浸
染状构造

黑云透闪岩型磁铁
矿矿石和黑云石英
岩型微细磁铁矿矿石

四矿区
磁铁矿

(占 28% ~ 35% )
偶见
黄铜矿

石英、黑云母
方解石

绢云母
绿泥石

半自形- 他形粒状
结构,磁铁矿粒经为

0. 02~ 0. 2mm
块状构造

黑云母角岩型磁铁矿石
泥钙质硅质板岩型磁铁
矿矿石及含铜方解石

英岩型磁铁矿矿石

五矿区

磁铁矿

(含赤铁矿)
(占 32% )

方解石、石英
透闪石

白云母 角砾状结构
形成条纹状构造、
块状构造

石英方解石磁铁矿矿石
透闪石型磁铁矿矿矿石

2  含矿层位、围岩蚀变与沉积环境分析

2. 1  含矿层位

青白口系是本区重要的赋矿地层, 出露比较广

泛。大豁落山群可分为 4 个岩组,主体以碳酸盐岩

为主。

第四岩组为红山铁矿的重要含矿岩系, 各矿区

铁矿体均产于该层位之中。其顶部为绢云绿泥千枚

岩夹石英砂岩;上部为磁铁石英岩、磁铁矿层, 局部

地段磁铁矿呈角砾状, 并含少量镜铁矿、赤铁矿, 有

时蚀变为阳起石、透闪石、透辉石化磁铁石英岩; 中

部为数米厚石英白云石大理岩、石英砂岩,局部地段

出现含砾砂质灰岩; 下部为黑云绿泥绢云千枚岩。

2. 2  含铁岩系岩石组合

红山铁矿各矿区含铁岩系及顶底板岩石组合如

表 2。

表 2  各矿区含铁岩系及顶底板岩石组合

Table 2  Ore lay er and w all ro ck types in va rious o re field

位置 一矿区 二矿区 四矿区 五矿区

矿层顶板
黑云千枚岩,

绿泥、阳起石英岩

石榴云母角岩,

石榴黑云石英片岩

泥钙质板岩,

绿泥石英岩
绢云绿泥千枚岩

含铁岩系 透闪、阳起石型磁铁矿
绿泥石英岩型微细磁铁矿,
黑云透闪岩型磁铁矿

黑云角岩型磁铁矿,
方解石英岩型磁铁矿

阳起、透闪、透辉石化磁铁矿,
石英岩型磁铁矿(条纹状磁铁矿)

矿层底板
含透辉石、方解
纤闪石夕卡岩

阳起透闪石岩,
绢云石英千枚岩

黑云绢云绿泥板岩,

绢云绿泥板状千枚岩,
绢云绿泥硅质板岩

绿帘石英岩,阳起黑云角岩,
磁铁矿化、方解长英角岩,
含磁铁矿黑云绢云千枚岩,

绢云母角岩

2. 3  沉积环境分析
该区青白口系出露较全, 就沉积型相而言,属稳

定类型。岩石组分简单,由富燧石条带的镁质碳酸

盐岩及少量碎屑岩组成,与下伏蓟县系为平行不整

合接触。

2. 3. 1  五矿区沉积环境

红山铁矿五矿区位于矿区东部, 从北到南由 4

条铁矿带组成: 1号矿带为最北缘铁矿带, 其铁矿层

较薄, 一般厚 1~ 2 m; 铁矿体中除磁铁矿,还有部分

赤铁矿。矿层底板出现由泥灰岩为基质的砾岩层,

砾石成分为硅泥质岩石,砾石外形呈扁平棒状,长轴

长为 3 cm ,短轴直径为1~ 2 cm,呈 NNE定向排列,

初步分析为潮间带到潮上带沉积环境。向南为 2号

矿带, 该带东段见有铁矿层构成一小的向斜构造,其

北翼铁矿层较厚,矿石呈致密块状, 而南翼迅速相变

为含铁砂岩;在铁矿层底板钙泥质碎屑物中出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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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较强的含细砾波纹状层理, 显示潮间带沉积环

境。3号矿带为矿区中延长最大的铁矿层, 由北西

向南东延伸可达 7 km。在西北段矿体中出现较特

殊的再沉积砾状铁矿层, 砾石成分以磁铁矿为主,并

有大理岩砾石, 砾石大小不一,分选差。上述砾状铁

矿层是在铁矿层形成之后,由于该地段地壳局部发

生了抬升,致使铁矿层上升抵达浪击带,受海浪反复

冲刷所造成的; 在矿带中段出现含铁碧玉条带的铁

矿层;矿带东南段,铁矿层的顶板和底板皆出现含细

角砾的波纹层理石英砾岩层, 显示潮间到潮下带沉

积环境。4号矿带为断裂、褶皱发育的铁矿带,也是

五矿区铁矿层最宽的铁矿带。矿带中段铁矿层内部

有石英岩和硅质岩夹层; 矿带东段经探槽揭露,发现

阳起石透闪石化铁矿石中有隐爆角砾,角砾直径 25

~ 30 cm,角砾为铁矿体底板的石英岩, 同时在钻孔

岩心的铁矿体中有喷流作用下落的坠石砾岩。从五

矿区全区铁矿赋存层位分析, 自西南到东北, 显示出

由硅质岩- 含铁碧玉岩- 具有波纹层理的含铁砂岩

- 以泥灰岩为基质的砾岩,上述岩相变化特征暗示

东北的平头山以东一带为青白口纪晚期的古隆起剥

蚀区。

2. 3. 2  一、二、三矿区沉积环境
红山铁矿一、二、三矿区,在铁矿层及其顶底板

岩层中未发现潮间带所形成波纹状层理,而铁矿层

中硅质条带矿石较多。在一矿区还发现有硅质条带

构成的斜层理铁矿石。通过综合分析,推断它是海

底喷流作用侧向流动到铁质胶体沉积物中形成的。

鉴于该区铁矿石多含铁碧玉, 推断当时沉积盆地海

水较五矿区深些,为浅海深水环境。

2. 3. 3  四矿区沉积环境分析
红山铁矿四矿区的特点是有中基性火山活动,

在火山岩周边的铁矿层底板岩系中发现有火山灰沉

积物,未见粗碎屑物夹层, 皆为极细的钙泥质沉积

物;在矿区西侧的铁矿体中见有隐爆角砾铁矿层,反

映当时喷流作用在该区有明显表现。由此推断四矿

区在铁矿形成时处于有火山活动的半深海环境。

从宏观分析,全矿区成铁时期的岩相古地理应

该是,在东侧平头山及南侧五峰山地区存在古陆剥

蚀区,五矿区处于两古陆交汇区西北缘滨浅海带,由

1矿带向 4矿带方向海水逐渐加深, 由滨浅海进入

浅海区。一、二、三矿区应处于浅海区, 四矿区处于

半深海区,当时整个海域呈一向西开口的海湾环境。

根据铁碧玉及隐爆角砾出露情况, 在五矿区至少有

2个喷流通道, 一、二、三矿区有 3 个, 四矿区有 1

个。距离四矿区西 120 km 的东疆天湖铁矿属于本

海盆西延部位(图 1)。因此, 青白口纪晚期含铁岩

系的沉积海盆为长> 200 km, 宽> 50 km 的狭长裂

陷海槽,海槽中心区有火山活动,边缘的同生断带上

发育有喷流通道孔, 为铁矿层生成提供了铁质来源。

1981年, 甘冶地质五队在四矿区西部发现含矿

层附近具杏仁状构造和气孔安山熔岩, 厚 20 m 左

右,证实了火山岩的存在, 同时在铁矿层中见有凝灰

质板岩。而向东到五矿区未见熔岩, 仅见微含火山

灰的硅泥质沉积,而在一、三矿区的青白口系下部第

一岩组中出露大理岩夹片岩、石英岩及斜长角闪片

岩。这反映了红山地区青白口纪火山活动的时空分

布特点,并进一步证明火山活动与铁矿的生成有着

密切的关系。

3  红山铁矿床成矿机制

通过对红山铁矿 5个矿区矿石矿物组分及组构

特征、矿层及围岩蚀变与沉积环境的分析,各矿区的

铁矿体均呈层状产出, 铁矿体均赋存于青白口系第

四岩组上部,不同矿区的铁矿层无上下层位之分,铁

矿的产出受背斜构造的控制。铁矿床属海相沉积变

质成因。

根据岩相分析, 青白口纪时红山铁矿一带为相

对稳定的平坦浅海- 滨海碳酸盐台地潮坪环境。早

期在局限海盆里的还原环境下, 沉积了含钙硅的细

碎屑岩,晚期海盆进一步拗陷下沉, 同生断裂活动频

繁引起地幔热流上升, 出现局部海底火山喷溢活动

以及多处含铁的热卤水喷柱上涌。此时热卤水的水

温可达 350~ 400 e , 含铁热卤水带来了丰富的铁

源,喷溢出的铁离子和铁的络合物在碱性条件下絮

结沉淀,由于陆源碎屑物掺和作用, 形成条纹状石英

岩型磁铁矿层, 陆源碎屑的多寡决定了铁矿层品位

的贫富。铁矿层及围岩蚀变的研究表明,蚀变矿物

形成仍是热卤水中高温气液岩- 水双向交代反应的

结果。

( 1)一、二、三矿区:成矿前期含铁高温热卤水沿

裂隙通道喷流出, 在海底弱碱性水介质的条件下先

开始铁质沉淀,后接受钙泥质沉积。成矿后期残余

高温气液沿原喷流通道上升,在围岩和矿层扩散,在

沸腾气液作用下, 发生夕卡岩化, 形成透闪石、阳起

石型磁铁矿。

( 2)四矿区:成矿前期海底沿断裂有安山质熔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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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溢,同时海水中漂浮有火山灰,在远火山地区有含

少量火山灰的钙泥质沉积,成矿期海底火山喷溢活

动停止,然后含铁高温热卤水沿火山通道喷溢,在弱

碱性水介质的条件下开始铁质沉淀, 形成黑云角岩

型磁铁矿、方解石英岩型磁铁矿。

( 3)五矿区:早期地壳强烈震荡, 含铁高温热卤

水沿断裂通道喷溢, 形成沉积铁矿,晚期高温气液促

使矿体局部蚀变,形成阳起透闪透辉石化磁铁矿、石

英岩型磁铁矿。成矿期后地壳不均匀抬升,矿体边

缘隆起带遭受海浪冲刷形成再沉积砾状铁矿。

4  结语

该区为青白口纪晚期含铁岩系沉积海盆的东

部,往西延长约 200 km ,宽> 50 km, 为狭长裂陷海

槽,海槽中心区有火山活动,边缘的同生断带上发育

有喷溢通道,为铁矿层生成提供了铁质来源。因此

该区成矿条件有利, 铁矿资源潜力较大, 是今后铁矿

找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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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analysis of mineralo gy and o re fabr ic of 5 m ining dist ricts, o re layers, w all r ock alter at ion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Hong shan iron deposit show s that ore bodies in each mining distr ict are all

layered occurring at top of the 4th format ion of Qingbaikou gr oup w ithout any div ision o f the upper and

low er or e layers in all mining dist ricts and the Fe-bearing ro ck sy stem is contro lled by ant icline. There-

fore, it is a marine sedimentar y-metamo rphic iron ore depo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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