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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查干此老矿区位于内蒙古高原中部，大青山灰腾梁分水岭北，呈东西向延伸低中山地形。
本文通过对矿区系统的野外工作，对矿区地层岩浆岩、构造做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矿体主要赋存于吕梁

期斜长角闪岩中。矿床成因类型为岩浆晚期结晶分异型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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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地质

１．１　区域地层

本区大地构造属华北地台内蒙古台隆之阴山断

隆东段北侧，古生代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大区、晋冀

鲁豫地层区、阴山地层分区、大青山地层小区。中生

代地层区划属滨太平洋地层区、大兴安岭－燕山地

层分区、阴山地层小区；依据１∶５万区域地质资料，
本区 区 域 内 出 炉 地 层 主 要 为 下 元 古 界 二 道 凹 群

（Ｐｔ１Ｅ）、中－上元古界震旦系什那干群、石炭系上统

拴马桩组（Ｃ３ｓ）、侏 罗 系 中 上 统 大 青 山 组（Ｊ３ｄ１）、第

三系（Ｎ）以及第四系全新统（Ｑｈ）地层。
１．１．１　下元古界二道凹群（Ｐｔ１Ｅ）。该套地层在本

区中部的柳卜素及北部五营子一带呈近东西向带状

分布，出露 面 积１８ｋｍ２ 左 右。为 一 套 浅 变 质、区 域

混合岩化较为微弱的岩石，岩性为各种片岩、变质砾

岩、变粒岩及大理岩，地层总体走向近东西向，倾向

北，倾角４５°～６０°。厚 约２　０００ｍ，与 下 伏 乌 拉 山 群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１．１．２　中－上 元 古 界 震 旦 系 什 那 干 群。在 区 域 中

部近东西向断续出露，面积较小。岩性为硅质条带

状结晶灰岩、角砾状结晶灰岩及薄层硅质灰岩，变质

程度低。地层走向东西，倾向北，倾角６０°左右。与

下伏太古界地层呈断层接触，与石炭系上统拴马桩

地层不整合接触。
１．１．３　石炭系上统拴马桩组（Ｃ３ｓ）。近东西向出露

于区域中部，岩性为砂岩、砾岩、含碳质页岩。地层

东西向走向，倾 向 北，倾 角６５°左 右，不 整 合 于 什 那

干群上。
１．１．４　侏罗系中上统大青山组（Ｊ３ｄ１）。地层出露较

广泛，大面积性分布于南部，出 露 面 积 超 过６０ｋｍ２。
为一套陆相地层，主要岩性为砾岩、砂岩、页岩。本

组砾岩在部分区域含金，是区域寻找砾岩金的主要

标志层。地层走向近东西向，倾向北，角度较缓一般

２５°左右。与侏罗 系 中 上 统 大 青 山 组 为 角 度 不 整 合

接触。
１．１．５　第三系。小面积性出露于区域西南侧，岩性

主要为裂隙喷发型玄武岩。

１．１．６　第四系全新统。岩性为冲积、洪积 层，砾 石

成分复杂，分布于沟谷中。
１．２　区域岩浆岩

区域岩 浆 岩 比 较 发 育，分 布 面 积 约 占 基 岩 区

３０％以上，侵入的期次有吕梁期、华力期、印支期。
１．２．１　吕梁期侵入岩。分布于区域中部，为矿区主

要含矿母岩，出露面积近３ｋｍ２。岩性为灰黑色斜长

角闪岩，半自 形 粒 状 结 构。主 要 由 斜 长 石４５％、角

闪石４０％、黑云母组成５％～１０％。该 岩 体 属 于 区

域变质作用的产物，原岩为基性侵入的辉长岩类。
１．２．２　华力西期侵入岩。华力西期中期侵入岩：主

要分布于区域北部，侵入于下元古界二道凹群地层

中，东北侧被印支期花岗岩侵入。岩体为近东西向

的带状延伸的具压碎的片麻状花岗岩，岩相不明显，
边缘部位 花 岗 岩 片 麻 状 构 造 明 显。岩 体 中 见 伟 晶

岩、细晶岩脉体。
华力西晚期侵入岩：分布于区域中部，呈东西向

狭长岩株状产出，岩石为灰白色中细粒花岗闪长岩，
岩体中部为中粗粒。岩体北侧局部穿入什那干群地

层，大部分侵入栓马桩地层中。
１．２．３　印支期侵入岩。分布于区域东北角，岩体由

中细粒似斑状花岗岩组成，风化面浅肉红色，黑云母

较多，属于独居石型花岗岩。
１．３　区域构造

本区大地构造分区属于华北地台内蒙古台隆阴

山断隆中段北部，区域内经历长期复杂的构造活动，
构造活动频繁，岩浆岩体发育。构造线方向多为近

东西向。
１．３．１　褶皱构 造。状 态 受 风 化 剥 蚀 状 态 保 存 不 完

整，多数残缺不全，往往一翼发育。二道凹群为一构

造线方向近东西向，倾向北，倾角６０°左右的单斜构

造；什那干群也是一东西向构造闲的单斜构造。
１．３．２　断裂构造。柳卜泉断裂：该断裂东西向展布

于区域中部，东西两端均已出图幅，产状不明，断层

北盘地层为什那干群，南盘为栓马桩组，沿断层线发

育擦痕、断层泥、构造角砾岩。部分断层线部位见华

力西期花岗闪长岩侵入，致使断层构造特征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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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塔坝 断 裂：该 断 裂 带 平 行 于 柳 卜 泉 断 裂 北

１ｋｍ处，断层性质为逆断层，断层面北倾，倾角４５°，
上盘二道凹群，下盘什那干群。见构造角砾岩及擦

痕等构造特征。
１．４　区域矿产

区域内矿产丰富，主要有四号地煤矿、红山口铜

矿、五里坡铅锌矿、老道沟金矿等。
２　矿区地质特征

２．１　地层

查干此老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下元古界二道凹

群（Ｐｔ１Ｅ）石英角闪石片岩，其次为第四系洪积砂砾

层。
下元古界二道凹群（Ｐｔ１Ｅ）
分布于矿区南北两侧，中间第四系覆盖，出露面

积占矿区 面 积 一 半。地 层 倾 向 南 南 东，倾 角７５°左

右，厚２　０００ｍ。
岩性为石英角闪石片岩，岩石呈灰黑色，柱状变

晶结构，片状 构 造。矿 物 成 分 为 角 闪 石５０％、石 英

３５％、少 量 斜 长 石１０％、粉 砂 质。角 闪 石 颗 粒 多 为

０．２ｍｍ～１．５ｍｍ不等。岩石局部见绿泥石化。
第四系全新统

发育沟谷部位，主要为砂、砾石混杂堆积物，主

要由碎石、砂组成。
２．２　岩浆岩

吕梁期斜长角闪岩为矿区出露主要岩浆岩，分

布于矿区西北、东南两侧，呈小脉状、透镜体状产出，
局部形态差异较大，是本区主要含矿母岩，铁矿物集

中地段形成工业矿体，矿体与含矿岩石呈渐变关系，
彼此无明显界线。岩石黑色，粒状变晶结构，块状构

造，浅色矿物呈斑点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斜长

石、角 闪 石 及 铁 矿 物，斜 长 石３５％～４０％，角 闪 石

４５％左右，铁矿 物５％左 右。在 铁 富 集 部 位 铁 的 含

量可达３０％左右。
２．３　构造

矿区构造线方向总体为东西向，二道凹群地层

呈单斜构造，向南倾斜，局部地段向南西倾斜。矿区

内断裂构造不发育，仅局部见小型断裂出露，但对矿

体无影响。
３　矿体地质

查干此老矿区分东西两个矿区，此次工作主要

根据地表矿体的出露情况布设工程控制，在矿区内

控制揭露矿体７条，东矿区４条矿体编号１－４号，
西矿区３条矿体编号５－７号。矿体多呈脉状，其中

东矿区１号 矿 体 及 西 矿 区５号 矿 体 为 矿 区 主 要 矿

体。
３．１　矿体特征

１号矿体：矿 体 形 态 为 似 层 状，倾 向１７０°，倾 角

较陡，平均７５°。矿 体 地 表 工 程 控 制 长 度１６０ｍ，延

伸２１０ｍ，厚 度２．８２ｍ～３．９４ｍ，平 均 厚 度３．１２ｍ。
品位ＴＦｅ１５．３９％～１８．９２％，平均ＴＦｅ１７．３８％。矿

体厚 度 变 化 系 数 为 ２０．１８％，品 位 变 化 系 数 为

ＴＦｅ４．７２％，ｍＦｅ９．３２％，矿体中午夹石。
５号矿体：矿体形态为似层状，矿体为一隐伏矿

体，经 磁 法 资 料 研 究 发 现。矿 体 倾 向１８２°，倾 角

７２°。矿体主要 由 钻 探 工 程 控 制 控 制 长 度２１０ｍ，控

制 深 度１０５ｍ，厚 度３．８２ｍ～２５．２４ｍ，平 均 厚 度

２２．３２ｍ。品 位 ＴＦｅ１６．８２％～３５．９６％，平 均 ＴＦｅ
２０．３８％。矿体 厚 度 变 化 系 数 为７１．０３％，品 位 变 化

系数为ＴＦｅ４．３２％，ｍＦｅ９．８２％，钻孔深部见矿体中

含一层夹石，夹石厚度３．２ｍ。
３．２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呈灰绿色，矿石结构为粒状变晶结构、溶蚀

结构。矿石构造为交代构造、侵染状构造。
３．３　矿石成分

３．３．１　矿石矿物。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黄铁矿，据怒

见少量假象、似假象赤铁矿及黄铁矿。
３．３．２　脉石矿物。矿体中脉石矿物主要为角闪石，
其次为斜长石、少量石英、黑云母及碳酸盐矿物。
３．３．３　矿石化学成分。有用元素：矿石中有用元素

铁分布均匀，矿石中赤铁矿含量较高，说明矿石有一

定程度的氧化，但地表槽探工程与深部钻孔含量基

本一致，均属于混合铁矿石。
有害组分：组合样品分析结果显示，矿石中有害

组分Ｓ含量在０．０２２％～０．１％，Ｐ含 量 在０．３３１％
～０．５８１％之间，主要有害物质Ｓ含量较低，而Ｐ含

量较高，矿石属于含磷型铁矿石。
３．３．４　矿石主要 化 学 成 分。本 次 工 作 在１、２、５号

矿体中共取化学全分析样３件，显示矿石中主要化

学成分为硅和铁氧化物，其次是铝、钙、镁的氧化物。
铁和硅的氧化 物 占７３．８５％，铝、钙、镁 的 氧 化 物 占

１８．８１％，磷氧化物占０．５１％。
３．４　矿体围岩及夹石

矿体顶底板围岩均为斜长角闪岩，矿体与围岩

界线不清呈渐变关系，矿与非矿的界线是有化学样

品来圈定的，顶板围岩全铁品位为２．３％～１３．５％，
磁铁品位为０．１５％～５．５％，底 板 围 岩 全 铁 品 位 为

２．３％～１３．７％，磁 铁 品 位 为０．１５％～６．３％．矿 体

中夹石 按 全 铁 品 位１１．７８％～１４．７２％，磁 性 铁 为

４．５５％～５．１９％圈定。
４　矿床成矿机理及找矿标志

查干此老矿区铁矿成因类型为岩浆晚期分异型

铁矿床，产于斜长角闪岩中，其中成矿母岩为基性侵

入岩体辉长岩类。由于岩体侵入时代早，受后期构

造运动及岩浆活动的影响，经历长期复杂的区域变

质作用使原岩变质为斜长角闪岩。岩体全岩含铁，
矿石与脉石界线不清，依据化验结果划定矿体边界，
说明后期区域变质作用对矿体没有影响，只是使成

矿母岩与矿体岩性发生了改变，使矿石矿物及脉石

矿物形成变晶。综上所述，老的基性侵入岩体是寻

找本类型铁矿床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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