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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产

中国铁矿资源现状与铁矿实物地质资料筛选

崔立伟，夏浩东，王 聪，易锦俊，孔令湖，陈 佳
(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河北燕郊 065201)

［摘 要］依据我国铁矿资源的类型、成矿区( 带) 和赋存特点，概述了当前我国铁资源的状况，提出

了铁矿资源进行实物地质资料筛选要考虑的因素。结果表明: 中国铁矿床类型齐全，以沉积 － 变质型为

主，岩浆型、接触交代 － 热液型次之; 我国铁矿床成矿条件复杂，大型、超大型矿床少，贫矿多、富矿少，且

伴( 共) 生有益组分多，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特点，主要包括鞍山 － 本溪、攀西 － 滇中、冀东 － 密云、长
江中下游、鄂西 － 湘西北、邯郸 － 邢台等 6 个成矿区( 带) ，新疆地区铁矿资源潜力巨大，是未来找矿的重

点; 铁矿资源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应考虑铁矿床成矿规模、成因类型、成矿时代、成矿区( 带) 等因素，兼顾

具有典型、潜力巨大的铁矿床作为筛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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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矿资源丰富，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三位，查

明资源储量列世界第 5 位。截至 2010 年底我国查

明的铁矿资源储量为 714 亿吨，但人均占有量仅 36．
23 吨( 世界人均占有量为 51． 19 吨) 。尽管我国地

质工作者在铁矿资源的勘查、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及成果，然而在早期铁

矿资源勘探、开采地质过程中，由于对地质资料保存

力度不够，致使很多有价值的资料遗失，对地质工作

成果的有效利用非常不利。因此，收集一批具有代

表性的铁矿床实物地质资料( 实物地质资料是指在

地质工作中为深入研究而从天然地质体上按一定规

范要求采集的实物实体或经过特殊技术加工处理所

产生的实体，包括: 岩矿心、各类标本、光薄片、测试

副样等) 保存到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中，有助于开展

科学化的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发挥实物地质资料信

息资源的服务作用，对分析我国铁矿资源潜力，作好

资源勘查工作，制定铁矿资源战略发挥有着重要意

义( 夏浩东等，2005; 刘晓文等，2006; 谢承祥等，

2009) 。

1 中国铁矿床类型及分布

我国地域辽阔，地质构造条件复杂多样，发生过

多期强烈的构造、岩浆和热液活动，对铁矿的形成十

分有利。研究表明，我国铁矿床类型齐全，成矿时代

从太古宙到中、新生代均有发育，主要包括七大类型

( 赵震宇，2005; 焦玉书等，2009; 骆华宝，2009; 谢承

祥等，2009; 肖克炎，2011) 。
1． 1 沉积 － 变质型铁矿床

这类铁矿床又称受变质沉积型铁矿床，成矿时

代主要为太古宙和古元古代，查明资源储量 335． 19
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 55． 2%，是我国十分重要的铁

矿类型。根据矿石类型、岩石矿物组合等地质特征，

又分为受变质铁硅质建造型铁矿床和受变质碳酸盐

建造型铁矿床。
受变质铁硅质建造型铁矿床是受不同程度区域

变质作用，并与火山 － 铁硅质沉积建造有关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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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主要产于太古宇和古元古界的变质岩系中，大

型矿床居多。辽宁鞍本、河北冀东、山西五台 － 吕

梁、内蒙古中部等地区是鞍山式铁矿集中区，扬子地

台南缘、秦岭造山带、祁连造山带和东天山地区以及

新疆祁漫塔格也均有分布，其中以分布于辽宁鞍山

－ 本溪一带的“鞍山式”铁矿最为典型。
受变质碳酸盐建造型铁矿床是受到轻微区域变

质作用的碳酸盐型沉积铁矿床。主要产于元古宇地

层中。主要产于吉林东南部; 其次为云南易门、峨

山、化念铁矿。典型矿床分布于吉林大栗子，因此，

称为“大栗子式”铁矿。
1． 2 岩浆晚期铁矿床

这类铁矿床与铁质基性、基性 － 超基性岩浆侵

入作用有关的，以其铁矿物中富含钒和钛，通常称为

钒钛磁铁矿矿床。成矿时代主要为古生代及元古

宙，查 明 资 源 储 量 96． 03 亿 吨，占 全 国 总 储 量 的

15． 3%，按照成矿方式可以分为岩浆晚期分异型铁

矿床和岩浆晚期贯入型铁矿床两类。
岩浆晚期分异型铁矿床是由岩浆结晶晚期分异

作用形成的富含铁、钒、钛等残余岩浆冷凝而形成。
这类矿床的规模多属大型，主要分布于四川省的攀

( 枝花) 西( 昌) 地区，国内常称之为“攀枝花式”铁矿

床，主要分布于攀枝花 － 西昌地区。
岩浆晚期贯入型铁矿床为岩浆晚期分异的含铁

矿液沿岩体内断裂或接触带贯入而成。矿床规模一

般为中 － 小型，主要分布于河北省承德地区大庙、黑
山一带，称之为“大庙式”铁矿床。
1． 3 接触交代 － 热液型铁矿床

这类铁矿与中酸性侵入岩和碳酸盐岩的接触交

代作用有关，由含铁气水溶液进行交代作用而形成，

这类矿床一般都具有典型的矽卡岩矿物组合，因此

又称为矽卡岩型矿床。矽卡岩型铁矿成矿时代主要

为中生代，矿石品位一般较富，矿床规模以中小型为

主，也有大型，查明资源储量 81． 51 亿吨，占全国总

储量的 13． 4%。矽卡岩型铁矿在我国分布十分广

泛，形成了如东部的邯邢、莱芜、大冶、临汾等铁矿集

中区，此外黑龙江翠宏山、内蒙古黄岗、浙江漓渚、广
东连平大顶、陕西木龙沟、青海肯德可克、西藏尼雄

等铁矿床也是矽卡岩型铁矿分布重要的区域。
1． 4 与火山 － 侵入活动有关的铁矿床

这类矿床与火山岩、次火山岩有成因联系，查明

资源储量 23． 77 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 3． 9%。按火

山喷发的环境分为陆相火山 － 侵入型铁矿床和海相

火山 － 侵入型铁矿床。

陆相火山 － 侵入型铁矿床多与中偏基性或中酸

性火山岩有关，主要产于火山碎屑或玢岩体内部及

周围接触带中，成矿时代为中生代。主要分布于宁

芜 － 庐枞地区，常称之为“玢岩铁矿”。此外，西藏加

多岭铁矿、四川矿山梁子铁矿也属陆相火山 － 侵入

型铁矿。
海相火山 － 侵入型铁矿床多产于地槽褶皱带海

底火山喷发中心附近，其形成与火山作用有直接的

关系，矿体赋存于由火山碎屑岩 － 碳酸盐岩 － 熔岩

建造中，成矿时代为古生代及元古宙。典型矿床以

云南大红山铁矿、新疆蒙库等铁矿为代表。主要分

布于云南大红山、新疆阿勒泰和东天山等地区。
1． 5 沉积型铁矿床

它是出露地表的含铁岩石、矿物或铁矿体，在风

化作用下，被破碎、分解，搬运到低洼盆地中，有的经

过机械沉积，有的经过沉积分异作用( 包括化学分异

作用) 沉积下来。沉积型铁矿床成矿时代多，查明矿

产资源量 56． 23 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 9． 3%。根据

铁矿床形成的沉积环境分为海相和湖相两类。海相

沉积型铁矿床产于新元古代以后各个地质时期。以

河北宣化庞家堡的“宣龙式”铁矿和湖南省宁乡的

“宁乡式”铁矿为代表。河北宣化、龙关、湘赣边界、
鄂西、湘、川东、黔西、滇北、甘南、桂中、滇西、川西一

带均发育此类铁矿。湖相沉积铁矿床主要分布于四

川省，如綦江、白石潭铁矿。
1． 6 风化淋滤型铁矿床

此类矿床为富铁岩石、含铁多金属及其它铁矿

经表生风化淋滤作用、残坡积堆积形成的，矿床多产

于各类原生铁矿及其它含铁岩石的风化淋滤带上。
矿床埋藏浅，规模以中、小型为主，主要分布于我国

两广、福建、贵州、江西等省区，查明资源储量 3． 67
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 0． 6%。
1． 7 其他重要铁矿床

这主要包括内蒙古白云鄂博和海南石碌两类铁

矿床。
白云鄂博矿床是世界著名的超大型铁铌稀土矿

床，其矿物及元素组合极为丰富，但由于铁矿床复杂

性，关于铁矿床的成因没有统一的说法，多数认为铁

矿的形成与原始沉积及后期液改造有关，即: 该矿床

含铁建造是由早期成矿物质经过原始沉积建造，后

期受热液改造形成。白云鄂博矿区矿石物质成分极

为复杂，共发现 71 种元素，矿物种类已达 170 余种;

全区共有 5 个主要矿体，铁矿床主要赋存在白云鄂

博群的第 8 岩段中，目前查明的资源储量 16． 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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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预测铁矿石资源远景 18 亿吨( 魏菊英等，1983;

白鸽等，1996; 肖荣阁，2003; 章雨旭，2011) 。
海南石碌铁矿床曾被誉为“亚洲最大的富铁

矿”，是以富赤铁矿为主，伴生有钴、铜、镍等多金属

的超大型矿床。目前关于石碌铁矿床的成矿机理仍

未取得统一的认识，本文认为石碌铁矿系多因复成

改造富化型: 即铁矿床的形成是受“火山 － 沉积变质

+ 构造改造 + 热液”共同作用叠加的结果。统计已

发现全区有大小铁矿体 38 个，绝大部分产于石碌群

第 6 层中，探明的铁矿石超过 4． 7 亿吨、品位高( 铁

矿石平均品位分别为 51． 15% ) ( 许德如等，2009，

2011; 谢顺胜等，2011) 。

2 中国铁矿重要成矿区( 带)

我国铁矿床呈集中分布的特点，从而构成一些

重要的铁矿成矿区( 带) ，主要包括鞍山、本溪、攀西、
滇中、冀东、密云、长江中下游、鄂西、湘西、邯郸、邢

台、五台 － 吕梁、包头 － 白云鄂博、鲁中等东中部勘

查程度较高的地区。近些年来，随着地质普查与勘

探工作的全面开展，新疆的东西天山、阿尔泰、阿尔

金南缘、东西昆仑地区，西藏冈底斯成矿带、海南西

部铁矿区等都具有很大的成矿潜力。
2． 1 鞍山 － 本溪成矿区

该地区位于华北地区东北缘胶辽台隆的西北

部，区内早前寒武纪变质岩系由新太古代鞍山群和

古元古代辽河群组成。它是我国最重要的铁矿成矿

区，铁矿床几乎全为“鞍山式”沉积变质型。已探明

齐大山、东鞍山、弓长岭、南芬、歪头山、樱桃园、眼前

山等大、中、小型矿区 53 处，其中大型 19 处，累计探

明储量 125 亿吨，合计保有铁矿石储量 106． 5 亿吨

占全国总储量的 24． 2% ( 赵一鸣等，2004; 李厚民等，

2010; 张承帅等，2011) 。
2． 2 攀西 － 滇中成矿带

该铁矿成矿带位于康滇地轴的安宁河断裂构造

带附近。其基底包含了太古宙末到古元古代角闪岩

相到变粒岩相变质岩和花岗质岩石组成的“康定杂

岩”( 及与其相当的岩群) 与中、新元古代昆阳群或会

理群等浅变质地层，以及新元古代的晋宁期花岗岩

类等。该区主要为岩浆型的钒钛磁铁矿矿床，其次

有接触交代 － 热液型和沉积型铁矿床，有大、中、小

型矿床 67 处，其中包括红格、攀枝花、白马和太和等

大型矿床 13 处，合计保有铁矿石储量 61． 3 亿吨( 赵

一鸣等，2004; 龙宝林等，2009; 张承帅等，2011) 。

2． 3 冀东 － 密云成矿区

本区处于华北地台北缘的隆起区，广泛发育早

前寒武纪变质地层，特别是太古宙变质地层在本区

发育较全。该地区也是“鞍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分

布区，包括迁安水厂、大石河、磨盘山、棒锤山、遵化

石人沟、青龙庙沟、北京密云等大、中、小型矿床 84
处，其中大型铁矿床 9 处，合计保有铁矿石储量 60
亿吨( 赵一鸣等，2004; 龙宝林等，2009) 。
2． 4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长江中下游地区位于扬子地台的东北端，靠近中

朝地台东南部，为一向南突出的弧形断裂坳陷带。该

区为陆相火山岩型、矽卡岩型矿集区。在成矿带内自

北向南形成有宁镇、宁芜、铜陵、庐枞、贵池 － 安庆、九
瑞、鄂东南等 7 个成矿区，除宁芜、庐枞矿区集中产出

了陆相火山岩型铁矿外( 探明铁矿资源储量超过 30
亿吨) ，其它矿集区多呈与矽卡岩型铜矿共、伴生的铁

矿。其中庐枞地区共发现大型铁矿床 3 处，中型铁矿

床 4 处，小型铁矿床 3 处; 宁芜地区发现大型铁矿床 6
处，中型铁矿床 24 处，小型铁矿床 17 处。合计全矿区

铁矿床资源储量 32． 2 亿吨( 汪国栋等，1996; 赵一鸣

等，2004; 杜建国等，2004; 骆华宝等，2009) 。
2． 5 鄂西 － 湘西北成矿区

鄂西 －湘西北成矿区位于鄂西陆内凹陷盆地，大

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准地台上扬子台褶带。该区是

我国最重要的“宁乡式”铁矿成矿区，主要分布于鄂

西、湘西北和湘赣交界处。这里分布有相当多的大中

型矿床，特别是在鄂西地区，其铁矿总储量多达22． 8亿

吨( 含表外储量) ，占我国宁乡式沉积铁矿总储量的

58． 7% ( 赵一鸣等，2000; 周家云等，2009) 。
2． 6 邯郸 － 邢台成矿区

本区位于华北板块中部山西断隆武安凹陷区，

东邻太行山断裂带，主要分布于冀南的邯郸和邢台

一带，这是一个重要的接触交代 － 热液型铁矿床成

矿区。已发现不同规模的矿床 100 多个，储量 10 亿

吨以上( 郑建民等，2007) 。
2． 7 五台 － 吕梁成矿区

该铁矿区位于山西省中、北部的“多”字型构造

区，五台群和吕梁群地层上，铁矿几乎全为“鞍山式”
沉积变质型铁矿，有大、中、小型矿床 34 处，其中大

型 10 处。合计保有铁矿石储量 30． 8 亿吨( 张明华，

1992; 闫淑敏，2009) 。
2． 8 白云鄂博成矿区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北地台北缘与内蒙 －
大兴安岭褶皱系的衔接地带，总体属于华北陆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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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范围，位于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关于该区铁矿

床的成因说法很多，本文中采用沉积变质 － 热液叠

加矿床的观点。白云鄂博铁矿成矿区的开发潜力巨

大，目前查明的资源储量 16． 3 亿吨，预测铁矿石资

源远景 18 亿吨( 刘耀等，2011; 刘星等，2011; 章雨旭

等，2011) 。
2． 9 鲁西铁矿成矿区

鲁西成矿带位于华北地台鲁西台背斜上，主体

位于山东省西部，其次为河南省商丘地区。该块区

铁矿床类型较多，主要为沉积 － 变质型、接触交代 －
热液型铁矿床，已探明苍峄、韩旺和东平 3 处大型沉

积变质型铁矿床。在济宁、苍山兰陵镇、单县等地区

也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铁矿体，共计铁矿石资源量 32．
68 亿吨( 赵一鸣等，2004; 周军等，2010) 。
2． 10 西藏冈底斯地区

西藏冈底斯地块位于班公湖 － 怒江缝合带和雅

鲁藏布江缝合带之间，矿床类型以矽卡岩型为主。
富铁矿主要分布在措勤地区，拉萨和谢通门等地区

亦有分布; 近些年来，在尼雄、恰功、甲龙、堆龙马乡

等地区也发现了一批大中型富铁矿床，预测铁矿石

资源量 10 亿吨( 王方国等，2005; 马曙光等，2009) 。
2． 11 海南西部地区

海南石碌铁矿床位于华南褶皱系五指山褶冲带

的西段、近东西向昌江 － 琼海断裂带与北东向戈枕

剪切带交会部位的东南侧。其成矿富集机理等仍未

取得统一的认识，本人采用多成因复合型铁矿的观

点。铁矿主要分布在文昌、琼海、万宁、陵水县和三

亚市沿海一带，区内包括昌江石碌和保亭南好 － 三

亚红石等 2 个铁矿靶区，探明的铁矿石超过 4． 7 亿

吨( 汪 啸 风 等，1991; 马 曙 光 等，2009; 许 德 如 等，

2011) 。
2． 12 新疆地区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腹地，是西伯利亚、哈萨克

斯坦、青藏、印度等古板块的结合部，是连接亚洲东、
西部的中间地域，成矿地质条件优越。铁矿床类型

齐全，以沉积变质型、岩浆型铁矿为主，其次为矽卡

岩型、火山岩型铁矿，沉积型和风化淋滤型铁矿均有

一定的找矿潜力。新疆地区铁矿资源分布广泛，主

要分布在天山、阿勒泰山、昆仑山 － 阿尔金山三大山

系地区，其中 80%铁矿储量分布于天山，特别是东天

山( 哈密、吐鲁番地区) ，其次为西昆仑山、阿尔泰山、
阿尔金山等。经统计，已发现的铁矿产地共有 1180
处，目前已知大型矿床 6 处，中型矿床 15 处，小型矿

床 160 处，其余皆为矿点。截止到 2009 年底，全疆

铁矿预测资源储量 90 亿吨，探明资源储量 11． 9 万

亿吨，探明储量仅为预测资源总量 18． 11%，因此新

疆铁矿资源找矿前景巨大( 施培春，2008; 龙宝林等，

2009; 蒋睿卿，2011; 张卫，2011) 。

3 中国铁矿资源的特点

3． 1 铁矿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

我国铁矿床呈现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的特

点。全国( 除台湾外) 31 个省( 市、区) 均有分布。辽

宁、四川、河北、安徽、山东、云南、内蒙古、山西、湖北

等 9 个省( 区) 探明保有资源总量均在 30 亿吨以上，

河南、新疆、湖南、北京、甘肃、贵州、江西、陕西、广

东、福建、吉林等 11 个省( 区) 探明保有资源总量均

在 5 ～ 30 亿吨。以上 20 个地区铁矿探明保有资源

总量共 701． 4 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96． 48% ( 吴荣

庆，2012) 。其中，河北、四川和辽宁三省之内，这三

省铁矿石储量合计占全国总储量的 48% ; 全国有六

个储量在 10 亿吨以上的大矿区: 鞍本矿区、冀东矿

区、攀西矿区、五台 － 岚县矿区、白云矿区和宁芜矿

区，合计占全国总储量的 53% ( 刘军等，2009; 魏志

江，2010) 。
3． 2 中小型矿床多，大型、超大型矿床少

据统计，截止 2010 年全国共有铁矿生产矿山

4250 个，大型( 超大型) 矿山 101 个，中型矿山 239
个，小型矿山 2365 个。其中，超大型铁矿床( ＞ 10 亿

吨) 仅 10 处，即: 辽宁齐大山铁矿、红旗铁矿、东鞍山

铁矿、西鞍山铁矿、南芬铁矿; 河北司家营铁矿; 内蒙

古白云鄂博铁矿; 四川攀枝花铁矿、红格铁矿; 云南

惠民铁矿。尽管大型( 超大型) 铁矿探明储量在总量

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就其矿床规模而言，与巴西、
澳大利亚、俄罗斯等铁矿资源丰富的国家相比，我国

大型( 超大型) 铁矿床少，中、小型矿床居多( 刘军等，

2009; 吴荣庆，2012) 。
3． 3 矿床类型全，矿石类型多样，找矿潜力大

我国铁矿床类型齐全，世界已有的铁矿床类型

在我国均有发现。尤以前寒武纪硅铁建造沉积 － 变

质型铁矿的探明储量，均居各类铁矿之首，其次是接

触交代 － 热液型和岩浆晚期型。我国拥有世界上所

有的主要铁矿类型，矿石类型有磁铁矿、钒钛磁铁

矿、赤铁矿、菱铁矿、褐铁矿、镜铁矿和混和矿等。在

铁矿石保有储量中，磁铁矿矿石开采最多，其次是钒

钛磁铁矿矿石( 赵震宇，2005; 刘军等，2009) 。
在我国，无论是西部还是东、中部地区，都有较

大的铁矿找矿潜力。据统计，近 5 年来新发现的大

798

第 5 期 崔立伟等: 中国铁矿资源现状与铁矿实物地质资料筛选



中型铁矿产地有 79 处，勘查共新增铁矿资源储量

164． 25 亿吨，其中，2010 年新增储量达创纪录的 92．
9 亿吨。目前，中东部地区的冀东司各庄 － 宋道口铁

矿，预测资源量 4． 6 亿吨; 安徽霍邱地区也有望在 3
～ 5 年内新增铁矿资源储量 8 ～ 10 亿吨。西部地区

的新疆西天山铁矿带预计资源储量超过 15 亿吨; 西

昆仑山铁矿带远景资源量将超过 20 亿吨。这些地

区铁矿勘查程度低、埋藏浅、品位高、规模大，易于开

发利用( 吴荣庆，2012) 。
3． 4 贫铁矿多、富铁矿少

我国铁矿虽探明资源量居世界第五位，但铁矿

石平均品位为 32% ～ 34%，比世界铁矿石主要生产

国平均品位低 20%。已探明储量中，97% 的铁矿为

贫矿，大 于 50% 的“富 矿”仅 占 探 明 资 源 总 量 的

2． 7%，远低于世界主要铁矿生产国富铁矿所占的比

重。在已探明的富矿储量中，除海南石碌铁矿、辽宁

弓长岭铁矿可作独立开采的富铁矿外，其余多为赋

存于贫矿中的个别矿段，无法独立开采 ( 侯宗林，

2005; 张久铭等，2007) 。
3． 5 伴( 共) 生有益组分多

我国铁矿床中多组分共( 伴) 生铁矿石储量比重

大，约占总储量的 1 /3，且涉及多个超大、大中型铁矿

区，如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床、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床、大红山铁铜矿床、广东大顶铁矿床等等矿区。主

要共( 伴) 生组分有钒、钛、稀土、铌、铜、锡、钼、铅、
锌、钴、金、铀、硼和硫等。目前由于我国选冶技术水

平低，综合利用程度比较差，致使多组分伴( 共) 生铁

矿石利用程度不高，造成许多铁矿资源浪费( 赵震

宇，2005; 松权衡，2008; 刘军等，2009) 。

4 铁矿资源筛选因素评估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中矿产资源实物地质资料

的筛选遵循典型性、代表性和系统性的原则，筛选对

象应为对矿产勘查开发和地质科学研究有重要应用

价值的实物地质资料( 李寅等，2003) 。因此，依据目

前我国铁矿床的类型、成矿特征、分布特点等，对铁

矿资源实物地质资料的筛选需满足以下几点，方可

收藏、保存到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中。
4． 1 矿床规模

我国铁矿资源呈现中小型矿床多，超大型、大型

铁矿床少的特点。已勘 查 的 超 大 型、大 型 铁 矿 床

( 如: 海南昌江石碌铁矿、白云鄂博铁矿、鞍山砬子山

铁矿、辽宁齐大山铁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尼雄铁

矿、云南惠民铁矿、大冶铁山铁矿等等) 都具有特定

的地质成因及成矿条件，为多种成矿作用叠加的结

果，且都形成于特定的大地构造环境，能够全面反应

整个区域内、甚至是其对应铁矿床类型的成矿地质

环境、成矿规律; 而个别中型铁矿床( 如: 吉林大栗子

铁矿，重庆綦江湖相沉积铁矿床) 有独特的地质成矿

条件和成矿类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

对从事科研考察、教学研究、收藏意义重大，对铁矿

资源进行远景评价和潜力预测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

和科学意义。因此，超大型、大型铁矿床实物地质资

料的收集是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的重点，附带典型

的中型矿床。
4． 2 成因类型

中国铁矿类型齐全，其中沉积 － 变质型、岩浆型

和接触交代 － 热液型铁矿在我国分布最广，是我国

铁矿石的主要来源，应是国家馆藏机构重点收藏的

对象; 火山岩型和沉积型铁矿在我国铁矿资源量中

占有一定的比例，且在全国部分地区也就有分布，也

应对具有代表性的矿床进行收集; 风化淋滤型和内

蒙古白云鄂博、海南石碌两类矿床，都具有典型性，

对国家实物资料库实物收藏有重要意义。因此，在

筛选铁矿床时，要重点收藏沉积变质型、岩浆型和接

触交代 － 热液型铁矿床，同时兼顾火山岩型等其它

类型的铁矿床。
4． 3 成矿区( 带)

中国铁矿床呈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的特点。
鞍山 － 本溪、攀西 － 滇中、冀东 － 密云、长江中下游、
鄂西 － 湘西北、邯郸 － 邢台等铁矿区是我国目前重

要的 6 个铁矿集中区，因此是实物资料收集的重点;

五台 － 吕梁、鲁西铁矿成矿区具有一定的探明储量，

可进行部分的实物采集; 白云鄂博铁矿、海南石绿铁

矿、西藏冈底斯铁矿成因等因素存在争议，但具有一

定的典型性，可作为我国实物资料库的补充; 新疆地

区铁矿是近些年乃至今后开发的重点，潜力巨大，将

随着国家勘探开发的进程逐一进行实物筛选采集。
4． 4 成矿时代

中国铁矿的地质时代从晚太古代至新生代均有

见及，但主要工业铁矿的形成期则集中于晚太古代

至元古代、中晚元古代、古生代泥盆纪及海西期、中

生代燕山期。在筛选铁矿床实物地质资料时，要全

面考虑各个成矿时代对矿产的约束条件，全面收藏

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铁矿实物地质资料。
4． 5 其它因素

除上述筛选条件外，对具有重要或特殊意义的

矿床，都应进行实物地质资料筛选。如: 白云鄂博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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铌稀土矿床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超大型稀土矿

床，以其规模巨大，储量丰富，铈族稀土品位高而著

称于世，矿床中发现了许多新矿物，具有巨大的经

济、科研价值; 海南石碌铁矿石国内重要的富铁矿石

产地，具有重要的成因意义，为中国特有的罕见矿

床; 河北司家营铁矿床，矿石储量 2 亿吨，是华北地

区最大的铁矿; 另外，对一些新发现的大型( 隐伏) 铁

矿( 如: 辽宁大台沟、河北杜蒿坨、西藏尼雄、新疆阿

吾拉勒等一批铁矿) ，也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总之，这

些地区的铁矿资源是建设国家馆藏机构必不可少的

部分，都需要给予收集珍藏。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结合我国铁矿资源的特点，

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以下 35 个铁矿床筛选名录作为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收藏对象( 图 1、表 1) 。

图 1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筛选铁矿床分布图( 据张承帅等，2011 修改)

Fig． 1 Distribution of iron － ore deposits derived from screening the national object
geological database ( modified from Zhang et al，2011)

1 － 沉积 － 变质型; 2 － 岩浆岩晚期型; 3 － 接触交代 － 热液型; 4 － 陆相火山 － 侵入型; 5 － 海相火山 － 侵入型; 6 － 沉积型; 7 － 沉积变质 － 热液

叠加型; 8 － 多成因复合型; 9 － 河流; 10 － 首都; 11 － 省会; 12 － 超大型铁矿床; 13 － 大型铁矿床; 14 － 中型铁矿床

1 － sedimentary － metamorphic type; 2 － magmatic type; 3 － contact alteration － hydrothermal type; 4 － continental volcanic － intrusive type; 5 － marine

volcanic － intrusive type; 6 － sedimentary type; 7 － sedimentary － metamorphic － hydrothermal superimposed type; 8 － polygenetic compound type; 9 － riv-

er; 10 － capital; 11 － provincial capital; 12 － super large iron ore deposits; 13 － large iron ore deposits; 14 － medium iron ore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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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铁矿筛选名录( 此表格序号与图 1 内数字符号相对应)

Table 1 Names of iron － ore deposits derived from screening the national object geological database
( figures and symbols are the same as Fig． 1)

序
号 采集名称 矿床类型 成矿亚类

成矿
时代

成矿
区带

矿床
规模

遴选说明

1
河北 省 迁 安 市
迁安铁矿杏山、
二马矿区岩心

2
河北 省 滦 南 司
各庄 － 杜 蒿 坨
铁矿岩心

3 河北 省 滦 南 县
马城铁矿岩心

4
辽宁 省 辽 阳 市
弓长 岭 铁 矿 岩
心

5
辽宁 省 本 溪 市
大台 沟 铁 矿 岩
心

6
辽宁 省 鞍 山 市
砬子 山 铁 矿 岩
心及标本

7
山东 省 兖 州 市
翟村 矿 区 屯 头
铁矿岩心

8
山东 省 临 沂 市
苍山 县 兰 陵 铁
矿岩心

9 山东 省 荷 泽 市
单县铁矿岩心

10 河南 省 新 蔡 县
铁矿岩心

11 江西新余铁矿

12
四川 省 会 东 县
满银 沟 铁 矿 岩
心及标本

13
山西 省 恒 山 －
五台 山 地 区 铁
矿普查岩心

14
新疆 哈 密 天 湖
铁矿 岩 心 及 标
本

15
吉林 省 临 江 县
大栗 子 铁 矿 岩
心及标本

沉 积 变 质
型铁矿

受 变 质 铁
硅 质 建 造
型铁矿

受 变 质 碳
酸 盐 建 造
型铁床

太古代
冀东 －
密云 成
矿区

超大型

迁安铁矿是个老矿山，矿体赋存于太古代迁西岩群中，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铁矿之一，磁铁矿含量高，其成矿成
因、成矿规律很清楚，其地质资料对进一步开展深部及
周边找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古代
冀东 －
密云 成
矿区

大型

该铁矿也是河北省近年来安排的重点铁矿勘查区之
一，是深部找矿的范例，含矿地层是太古代滦县岩群，
具有埋藏深，铁矿石品位随埋深也有变富的趋势。其
矿床资源量最大，具有巨大的铁矿资源潜力，对今后铁
矿资源发展有重要意义

太古代
冀东 －
密云 成
矿区

大型

马城铁矿是国内近年来重点铁矿勘查区之一，该矿矿
体埋藏浅、品位底，为国内少有的、尚未开发利用的大
型铁矿床，其地质成因、规律处在研究阶段，因此资料
收集有长远的意义

太古代
鞍山 －
本溪 成
矿区

大型

弓长岭是老矿山，是鞍山 － 本溪成矿区最大的富铁矿
床，也是最为典型的富铁矿床。弓长岭铁矿床属鞍山
式火山沉积变质矿床，属于中鞍山群地层，具有埋藏
浅、矿体延深大、倾角陡、品位高、矿体规模大等特点

太古代
鞍山 －
本溪 成
矿区

特大型
该矿是于 2009 年新发现的矿床，属上鞍山群地层，具有
埋藏深、矿体延深大、倾角陡、品位低、矿体规模大等特
点，是深部找矿成功的范例

太古代
鞍山 －
本溪 成
矿区

特大型
该矿是个老矿山，其许多地质特征与大台沟铁矿比较
相似，因此该矿对大台沟铁矿及对周围矿区进行深部
勘探采矿有重要意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太古代
鲁西 铁
矿成 矿
区

大型

屯头铁矿是于 2006 年开展的铁矿勘查工作，属隐伏的
沉积变质型铁矿床，其矿体赋存于新太古代济宁群变
质岩中，埋藏深度深，矿石为弱磁性铁矿，屯头铁矿地
质资料对矿床进行补充详查工作有重要意义

太古代
鲁西 铁
矿成 矿
区

特大型

兰陵铁矿是近几年开展的勘查工作，属深埋藏隐伏特
大型矿床。矿石主要为磁铁矿，矿体赋存于太古代泰
山岩群中。目前该矿正在勘查之中，它的发现与勘探
对鲁西成矿区深部找矿突破有很大意义

太古代
鲁西 铁
矿成 矿
区

大型

单县铁矿也是国家近几年开展开展隐伏铁矿找矿工作
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铁矿层赋存于新太古代泰山岩
群地层中; 矿石为磁铁矿，矿体品位稳定，属贫铁矿，具
有较好的经济意义和工业价值

太古代
鲁西 铁
矿成 矿
区

大型

舞阳铁矿田是河南省最大的铁矿田，分布有多个铁矿
床，矿石类型为磁铁矿和赤铁矿。矿田深部具有巨大
的找矿空间，其赋存状态及成矿规律，为指导深部找矿
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元古代 － 中型
属分布江西省南部的沉积变质型铁矿，成矿时代为震旦系，
属严重危机矿山资源接替项目，没有分布在全国主要的成
矿区带上，因此在地理分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

元古代
攀西 －
滇中 成
矿带

中型
分布四川省南部，成矿时代为元古代，属攀西 － 滇中成
矿带，是分布在西南地区少有的沉积变质型铁矿，有一
定的代表性

太古代
五台 －
吕梁 成
矿区

大型
属五台 － 吕梁成矿区的沉积变质型铁矿，成矿时代为
长城系，矿物成分主要为磁铁矿，是该地区深部找矿成
功的典范

元古代
新疆 地
区

大型
是分布在新疆地区规模较大的沉积变质型铁矿，为元
古代地层，是近些年乃至今后开发的重点，有一定代表
性

元古代 － 中型
受变质碳酸盐建造型的铁床在我国储量较少，而吉林
大栗子铁矿相对比较集中，规模中等，具有一定典型性
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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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Continued Table 2

序
号 采集名称 矿床类型 成矿亚类

成矿
时代

成矿
区带

矿床
规模

遴选说明

16
河北 省 承 德 市
黑山 铁 矿 岩 心
及标本

17
四川 省 攀 枝 花
市钒 钛 磁 铁 矿
岩心及标本

岩 浆 晚 期
铁矿

岩 浆 晚 期
贯 入 型 铁
矿

元古代
冀东 －
密云 成
矿区

大型
大庙黑山铁矿床产于大庙斜长岩杂岩体中，是最重要
的"大庙式"铁矿床，属岩浆晚期贯入型铁矿，有一定的
代表性

岩 浆 晚 期
分 异 型 铁
矿

晚古 生
代

攀西 －
滇中 成
矿带

超大型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床赋存于辉长岩为主体的铁镁质杂
岩体中，伴( 共) 生有益组分多，是我国最大的岩浆晚期
铁矿床，有巨大的经济、科研价值，有一定的典型性和
代表性

18 河北 沙 河 市 白
涧铁矿

19
湖北 省 大 冶 县
铁山 铁 矿 岩 心
及标本

20
湖北 省 阳 新 县
金山 店 铁 矿 岩
心及标本

21 安徽 繁 昌 桃 冲
铁矿

23
江苏 省 镇 江 市
韦岗 铁 矿 岩 心
及标本

22 西藏 尼 雄 铁 矿
岩心

24
福建 省 龙 岩 市
马坑 铁 矿 岩 心
及标本

25
江苏 省 徐 州 市
利国 铁 矿 岩 心
及标本

接 触 交 代
－ 热 液 型

铁矿床

－

中生代
邯郸 －
邢台 成
矿区

大型
分布河北省南部地区，成矿时代为燕山期，是近年来查
明最大的“邯邢式”铁矿

中生代
长江 中
下游 成
矿带

大型

区内控矿地层为下三叠统大冶群灰岩，矿床形成与区内
燕山早期岩浆侵入活动关系密切，本矿床主要赋存于中
细粒含石英闪长岩与三叠系下统大冶群灰岩的接触带
上，是典型的接触交代型铁矿床

中生代
长江 中
下游 成
矿带

大型
控矿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中、下统，矿床形成与区内燕山中
晚期岩浆侵入活动关系，岩体主要由石英二长岩和二长
花岗岩组成，零星分布有石英闪长岩

中生代
长江 中
下游 成
矿带

中型

典型的矽卡岩型铁矿床，主矿体产在石炭系中统 － 二
叠系下统碳酸盐地层之间的矽卡岩带上，矿石矿物主
要为穆磁铁矿、镜铁矿，属燕山晚期产物，岩性主要有
花岗岩、闪长岩和正长岩。铁矿石品位较高，是我国少
数几个自熔性铁矿石产地，具特殊意义

中生代
长江 中
下游 成
矿带

中型

该矿是已开发数十年的老矿山，后由国家开展韦岗铁
矿接替资源勘查项目，通过深部勘查取得重大找矿突
破，其深部找矿为重点的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江苏段)
铁铜多金属找矿提供了直接的资料依据，具有重大找
矿意义

中生代
西藏 冈
底斯 地
区

大型
分布在西藏冈底斯的超大型富铁矿床，为白垩系地层，
该矿的发现为该区富铁矿找矿提供了基础，具有一定
的典型性

古生代 － 大型
分布福建省的大型隐伏矿床，是福建省最大的铁矿床，
成矿时代为石炭纪，矿石主要为磁铁矿，其深部及外围
找矿极具前景

中生代
鲁西 铁
矿成 矿
区

中型
此矿分布江苏省北部，属鲁西铁矿成矿区，是我国最富
铁矿产地之一。成矿时代为燕山期，矿石主要为磁铁
矿、赤铁矿

26
安徽 省 马 鞍 山
市和 尚 桥 铁 矿
岩心及标本

27 安徽 省 庐 江 县
泥河铁矿岩心

28 江苏 南 京 梅 山
铁矿

与 火 山 －
侵 入 活 动
有 关 的 铁
矿床

陆 相 火 山
－ 侵 入 型

铁矿床

中生代
长江 中
下游 成
矿带

大型

和尚桥铁矿是南山矿凹山、东山采场的接替性后备矿
山，矿石主要以贫磁铁矿为主。由于矿石品位低，开矿
初期一直未利用，但随资源不足矛盾日益突出，和尚桥
铁矿的建设迫在眉睫，因此，它的开采对日后深部、外
围找矿有重要的意义

中生代
长江 中
下游 成
矿带

大型

泥河铁矿是于 2006 年发现的，属玢岩型铁矿，由一个大
型磁铁矿、一个大型硫铁矿、一个中型硬石膏矿组成的
多矿种隐伏矿床，由此探索出一条快速勘查开发的新
方式，被业界称之为“泥河模式”。它的发现预示在长
江中下游地区进一步开展深部找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中生代
长江 中
下游 成
矿带

大型

梅山铁矿于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勘探开发，为分布在
侏罗系陆相火山岩系一隐伏的宁芜玢岩型大型富铁
矿，其早期的勘探开发工作对日后找矿工作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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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Continued Table 2

序
号 采集名称 矿床类型 成矿亚类

成矿
时代

成矿
区带

矿床
规模

遴选说明

29
云南 省 禄 丰 县
鹅头 厂 铁 矿 岩
心及标本

30 新疆 富 蕴 县 蒙
库铁矿岩心

海 相 火 山
－ 侵 入 型

铁矿床

元古代
攀西 －
滇中 成
矿带

大型
此矿分布在云南地区，属海相火山 － 侵入型铁矿床，为
滇中前寒武纪地层，有一定代表性

古生代
新疆 地
区

大型
蒙库铁矿是分布在新疆地区，属海相火山 － 侵入型铁
矿床，主要为中生代地层，对研究西部地区找矿有重要
意义

31 重庆 市 綦 江 铁
矿岩心及标本

32
河北 宣 化 庞 家
堡铁 矿 岩 心 及
标本

33
湖北 省 建 始 县
官店 铁 矿 岩 心
及标本

沉 积 型 铁
矿床

湖 相 沉 积
铁矿床

海 相 沉 积
型铁矿床

中生代
鄂西 －
湘西 北
成矿区

中型
湖相沉积铁矿床主要分布于重庆綦江，是我国比较典
型的沉积型铁矿床，属中生代成矿期

元古代
冀东 －
密云 成
矿区

大型
此矿分布在河北省北部地区，成矿时代为元古代，规模
较大，常称“宣龙式”铁矿

中生代
鄂西 －
湘西 北
成矿区

超大型
此矿分布在湖北省，成矿时代为中生代，规模超大型，
是我国“宁乡式”铁矿“的代表

34
内蒙 古 包 头 市
白云鄂博稀土、
铌、铁矿岩心

35
内蒙 古 包 头 市
白云鄂博稀土、
铌、铁矿岩心

其他成因 沉 积 变 质
－ 热 液 叠

加矿床
元古代

白云 鄂
博成 矿
区

超大型

此矿是超大型的铁、稀土、铌等多种有用矿物共生矿，
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超大型稀土矿床，规模巨大，储
量丰富，成因类型复杂，伴( 共) 生有益组分多，具有巨
大的经济、科研价值，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多 成 因 复
合型铁矿

古生代
海南 西
部地区

大型
海南石碌铁矿床被誉为“亚洲最大的富铁矿”，为中国
特有的罕见矿床，具有重要的成因意义，具有一定的典
型性

随着我国地质工作不断地深入发展，对未来新

发现的仍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铁矿床，其实物地质

资料还将逐步被收录到国家实物地质资料库中，丰

富馆藏实物地质资料体系，为地质勘查和科学研究

提供基础依据。

5 结论

( 1) 中国铁矿床类型齐全，以沉积 － 变质型为

主，岩浆型、接触交代 － 热液型次之，其它类型较少。
我国铁矿床成矿条件复杂; 中小型矿床多，大型、超

大型矿床少; 贫矿多、富矿少，伴( 共) 生有益组分多，

其铁矿床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鞍山

－ 本溪、攀西 － 滇中、冀东 － 密云、长江中下游、鄂西

－ 湘西北、邯郸 － 邢台等 6 个成矿区( 带) 。
( 2) 通过综合考虑我国铁矿床的成因类型、规

模、分布、成矿( 建造) 时代、成矿区( 带) 等因素，并

结合我国铁矿资源的特点，目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

库遴选出 35 个铁矿床作为实物地质资料的收集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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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of Iron －Ore Resources in China and Screening of Object Iron －Ore Geological Data

CUI Li － wei，XIA Hao － dong，WANG Cong，YI Jin － jun，KONG Ling － hu，CHEN Jia
( Territorial Resources Object Ge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er，Yanjiao，Hebei 065201)

Abstract: In this study，we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iron － ore resources in China，and propose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screening object

iron geological data based on the iron ore deposit types，mineralization areas ( belts) and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eposit types

of iron deposits in China are dominated by the sedimentary － metamorphic type，followed by the magmatic type and contact alteration － hydrothermal type．

The metallogenic conditions of the iron ore are complicated in China，which plays host to a few large － size and super － large － sized iron deposits，many

poor iron － ore and few rich iron ore areas，with lots of associated useful compositions． These iron － ore deposits display a relatively 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Anshan － Benxi，Panzhihua － Xichang － middle Yunnan Province，east Hebei Province － Miyun county，middle and lower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mining west Hubei Province － northwest Hunan Province and Handan － Xingtai areas． The iron － ore resources in Xinjiang has a great

potential which is an important ore prospecting area in the future． Screening of object iron － ore geological data should consider scales of iron － ore deposits，

genetic types，metallogenic epochs，and mineralization areas ( belts) ，as well as the typical iron deposits with enormous potential．

Key words: iron ore resources，deposit type，mineralization area ( belt) ，object geolog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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