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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武安玉石洼铁矿地质特征及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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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玉石洼铁矿位于我国著名的邯邢铁矿区&通过玉石洼铁矿地质资料(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资料%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区域地质特征(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等方面提出了玉石洼铁

矿的找矿预测靶区"利用地球物理方法对
(

号预测靶区进行检验%表明玉石洼铁矿具有一定的找

矿潜力&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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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洼铁矿"地球化学"地球物理"预测靶区"邯邢铁矿区"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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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邯邢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夕卡岩型铁矿矿集

区)

%

*

%前人曾对该区进行大量系统的地质研究)

%J#

*

%

邯邢地区接触交代型铁矿与燕山期闪长岩
J

二长岩

类有成因上的联系&玉石洼铁矿为邯邢矿山管理局

所属铁矿山%目前面临资源枯竭的状况&本文通过

借鉴前人研究方法)

LJF

*

%对玉石洼铁矿进行地球化

学(地球物理研究%探讨控矿规律%确定找矿预测靶

区%以期对矿山的探矿增储有所贡献&

%

!

区域地质概况

邯邢地区地处欧亚板块东南侧的华夏断块区%

中生代以来由于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相向运

动%以及新生代时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影响%

使本区在遭受东西向水平挤压之后%又复受
@W

向

挤压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本区的大地构造概貌&断

块的水平挤压运动在一定地质条件下转化为断块之

间的相对垂直运动%引起了华夏断块区内山西隆起

的相对上升和冀鲁凹块的下陷%以及它们相对的
A@

向扭动&邯邢矿区即位于山西隆起之东%与冀鲁凹

块紧邻%隶属
*

级构造单元太行块拱&

玉石洼铁矿位于武安凹陷北西端%太行台拱的

武安凹断折束之西&产于矿山闪长杂岩体的西南隐

没端%区域构造以
!

条
@@C

向大断裂#矿山断裂(

从井断裂$和
@W

向褶皱构造为主%其中
@@C

向大

断裂控制了燕山期成矿岩体的产出和武安凹陷西侧

铁矿的展布&矿山岩体尖山村单元出露于矿区北

部%围岩为中奥陶统&矿区内地层单一%构造简单&

矿区地表被第四系广泛覆盖%仅部分出露中奥陶统

灰岩%以及下石炭统(中
J

下二叠统#图
%

$&

矿区主要构造为矿山岩体南部由灰岩构成的单

斜构造%灰岩与闪长岩体共同控制接触带的展布及

其变化%进而控制铁矿体的产出位置(形态及产状&

矿区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晚期中基性侵入岩%为

矿山村岩体的尖山单元%该岩体北起册井%南到云驾

岭(淮河沟%西至上焦寺%东到郭二庄%出露面积
&L

bD

!

&侵入亮甲山组(马家沟组(太原组&岩体与地

层产状一致%

CW

走向%倾向
AC

%是一复杂的似层状

岩体%顶面弯曲波伏%与围岩呈整合接触%并见岩枝

分叉插入围岩&岩体蚀变强烈%有绿帘石化(绿泥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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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洼铁矿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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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奥陶统"

!?

下石炭统"

&?

下二叠统"

#?

中二叠统"

L?

燕山期闪

长岩"

F?

燕山期二长岩"

"?

铁矿

化(钠长石化等%围岩有夕卡岩化(透闪石(阳起石化

等蚀变&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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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洼铁矿矿体形态的联合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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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长岩"

!?

铁矿体"

&?

夕卡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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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

!

矿体特征

玉石洼铁矿以
G4%

矿体为主矿体%该矿体埋藏

最深%规模最大%长
%''$D

%最宽处
L%$D

%一般水

平投影宽度
&$$

&

#L$D

"矿体厚度
%L

&

!$D

%最厚

为
F!?#D

"铁矿体主要产于灰岩与闪长岩的接触带

上%产状一般较平稳&矿体在纵向上向
AC

倾伏%所

以矿体呈北高南低%倾伏角一般
Lf

左右%形态较稳

定%局部波状起伏%或呈扭曲(透镜状%总体来看为似

层状#图
!

$&其他各矿体均为小矿体%储量小%多分

布于
G4%

矿体的上部&

*.*

!

矿石特征

矿石自然类型除少量氧化矿石外%

多以原生矿石为主&氧化矿石主要分布

于矿床上部氧化带内%矿石氧化强烈%成

为褐铁矿"原生磁铁矿主要分布于矿床

中下部%氧化程度较轻或基本未氧化&

矿区按矿石结构构造可分为蜂窝状磁铁

矿矿石
J

赤铁矿矿石(块状和粉末状赤

褐铁矿(浸染状磁铁矿石(团块状磁铁

矿(条带状状夕卡岩磁铁矿石等&

矿石的矿物主要金属矿物以磁铁矿

为主%其次为黄铁矿(黄铜矿(板状磁铁

矿等%镜下观察还有黄铜矿及少量针铁

图
*

!

玉石洼铁矿
!(

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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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奥陶统"

!?

燕山期闪长岩"

&?

夕卡岩"

#?

矿体"

L?

钻孔及编号

矿(斑铜矿(辉铜矿(磁黄铁矿等&

矿石结构以半自形
J

他形晶粒状为主%自形晶

较少%其他尚有交代残余(筛状(假晶(压碎(固溶体

分离等结构"矿石的构造以稀疏至稠密浸染状为主%

团块状为次%偶见条带状%斑杂状(角砾状(蜂窝状(

粉末状等&

*.'

!

铁矿体赋存规律

玉石洼铁矿主要产于灰岩和闪长岩的接触带

上%矿体顶板一般为大理岩%局部为夕卡岩和闪长

岩"底板多为闪长岩%局部有少量的夕卡岩&矿体内

夹层较少%仅在局部见到夕卡岩和灰岩&矿体产状

多于与接触面形态产状吻合%主矿体
G4%

呈
@W

走

向%倾向
AW

%倾角较缓%一般
%$f

&

!Lf

%形态较稳

定%产状主要受接触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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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勘探资料显示%深部接触面因受岩体形态

约束%局部呈波状起伏%矿体在局部发育程度区别较

大&由于本矿深部断裂构造较少%矿体在接触面上

的形态多受岩凹(岩凸的控制#图
&

$&沿矿体走向

上在岩凹处铁矿体的形态表现为较为厚大的矿体&

矿体在横剖面上显示的形态较为复杂%矿区勘

探资料显示%

%F(#

线矿体厚度一般为
!$

&

&$D

%呈

舒缓波状%略有弯曲%矿体多随岩凸(岩凹起伏"在

%L

4线
*̂ G#"

孔中%在主矿体顶板灰岩中间有
F

&

"

层透镜状小矿体%为层间裂隙控矿"

%&("

线矿体呈

一宽缓马鞍状%为典型岩凸控矿%凸起以
M

+

M

4为

轴线%在岩体凸起面偏北东部发育厚大矿体%沿岩凸

两端矿体下延变薄%这种类型的矿体形态较为规则(

稳定%其上覆灰岩内亦可见小型透镜矿体存在"

U!

+

U"

线矿体形态产状较为复杂%变化较大&

矿区东侧闪长岩体的侵入产状复杂%岩体呈多

层透镜体侵入于灰岩之中%整合接触面与侵入接触

面联合控矿%矿体则呈时合时分的形态%有时呈多层

状%间杂灰岩(闪长岩及夕卡岩"矿体西侧自
U&

线

往北则沿接触带呈尖灭再现%矿体在平面上分成东(

西两部分%均为岩凸控矿%矿体多发育于岩凸的侧

部%形态规则%产状稳定&东部矿体向
@W

延伸至

U&

线后尖灭%西部矿体向
@W

延伸至
UL

线呈倒放

马鞍状&

上述特征反映了矿区内接触面主要控矿类型较

为单一%矿体走向上以岩凹控矿为主%接触面凹向岩

体则矿体发育良好"倾向上多为岩凸控矿&矿体多

沿岩凸顶部及东侧部分发育&可在原有矿体边部进

行类比及趋势外推等预测工作&

&

!

矿区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矿区岩石常量元素样品的测试单位为中南大学

地质研究所测试实验室%采用熔片法
g(

射线荧光光

谱法#

g;G

$分析%分析仪器为菲利普
KW!#$#g

射

线荧光光谱仪%执行
3U

'

X#L$F?!)J'&

硅酸盐岩

石化学分析标准%分析精度优于
%I

&

矿区岩石的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样品送交国土

资源部长沙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采用等离子体

质谱法#

*̀K(:A

$%检测方法
Oa3!$?$%J%''%

%使

用仪器为
*̀K(:A

全谱仪%室内温度
!![

%相对湿

度
FLI

&

'.!

!

常量元素

玉石洼矿区岩石的常量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

&

#

%

$灰岩&矿区灰岩按近矿围岩(矿区出露(远离

矿区的外围采样%数据显示各常量元素含量稳定%

&

种类型围岩样品常量元素的质量分数没有明显区别%

仅样品
dAW(%)

%

dAW(!'

位于接触带附近%

"

#

A/H

!

$

略高#

%&?!LI

%

%)?)$I

$"其次是围岩样品中
"

#

:

6

H

$略有波动%变化范围为
#?!"I

&

$?&FI

"各类

型样品中全铁含量大致相同%

"

#

G4

!

H

&

$

V$?%'I

&

$?&FI

%近矿围岩的全铁含量数据范围近似%因此从

该数据特征来看%围岩中未发生过铁质的大量流失"

此外接触带样品
"

#

*8H

$随
"

#

A/H

!

$的升高而降低%

显示围岩受岩体侵入影响%有
*8H

的流失&

表
!

!

玉石洼铁矿岩石常量元素化学成分表

X8054%

!

:8

e

+.454D4,-8,85

7

2/2+Q.+<b2/,-=4d12=/P8/.+,94

B

+2/-

样品号 岩石名称
A/H

!

M5

!

H

&

*8H :

6

H G4

!

H

&

:,H X/H

!

K

!

H

L

^

!

H @8

!

H

烧失量

dAW(%"

dAW(%)

dAW(%'

dAW(!$

dAW(!'

dAW(&%

dAW(&#

dAW(&L

dAW(#$

灰岩

&?%' $?&# L$?!F &?#' $?&$ $?$% $?$& $?$% $?$! $?$L $?$L

%&?!L $?&F #)?!L $?#$ $?!& $?$% $?$& $?$% $?%& $?$F $?$F

#?F) $?#& #"?)! #?!" $?## $?$# $?$# $?$% $?$# $?$# $?$#

!?L& $?F! L$?#" !?F! $?&$ $?$% $?$# $?$% $?#F $?$# $?$#

%)?)$ $?#F ##?&F !?!& $?&F $?$! $?$L $?$% $?%' $?$F $?$F

!?F% $?!# L!?"% $?#! $?!L $?$! $?$! $?$% $?%& $?$F $?$F

%?)& $?#F L!?"L $?F$ $?!! $?$% $?$& $?$% $?!# $?$L $?$L

$?'F $?#! L&?$L $?"" $?&$ $?$% $?$& $?$! $?$% $?$L $?$L

&?L! $?#$ L!?L) $?&F $?%' $?$% $?$& $?$% $?%% $?$& $?$&

dAW(L'

dAW("

dAW(L%

dAW(%$F

dAW()$

闪长岩

F$?") %L?"% &?L$ !?#! F?!" $?%) $?#% $?%' &?#' #?)' %?&'

LL?L" %F?&% #?## !?F! "?") $?%L $?F$ $?#$ %?&# F?'L !?)'

L"?)" %L?#F #?#L &?F" L?'! $?%# $?LL $?!L $?F# "?L& !?F)

L!?L& %L?%) "?'F F?LF %$?!& $?%" $?)% $?&' %?"F &?&" $?""

L'?&& %F?'! F?#& &?!$ F?%" $?%& $?F" $?!' %?)) #?L' $?F%

!

量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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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闪长岩&玉石洼矿区闪长岩多为隐伏岩体%

有不同程度的钠化%常量元素质量分数变化明显%

"

#

A/H

!

$

VL!?L&I

&

F$?")I

"

"

#

M5

!

H

&

$

V%L?F)I

&

!$?!)I

"

"

#

:

6

H

$

V!?#!I

&

F?LFI

"

"

#

X/H

!

$

V$?#%I

&

$?)%I

"

"

#

^

!

HN@8

!

H

$

V#?$%I

&

%%?$I

%闪长岩的
"

#

G4

!

H

&

$

VL?'!I

&

%$?!&I

%

明显高于灰岩%具备高硅富铝高碱的特点&在
XMA

图解上#图
#

$有
#

个样品投影在二长岩范围内%一

个样品投影在二长闪长岩范围内&在闪长岩
^

!

H

JA/H

!

关系图#图
L

$上%样品多数投影在钙碱性系

列
J

高钾钙碱性系列内&

图
+

!

闪长岩
4J1

图解#据
:/9954D+2-

%

%''#

$

G/

6

?#

!

XMA9/8

6

.8D2Q+.9/+./-4

图
)

!

闪长岩
S

*

-$17-

*

关系图

G/

6

?L

!

^

!

HJA/H

!

9/8

6

.8DQ+.9/+./-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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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洼铁矿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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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样号 岩石名称
> *. *+ @/ *1 a, :+ W K0

dAW(%"

dAW(%)

dAW(%'

dAW(!$

dAW(!'

dAW(&%

dAW(&#

dAW(&L

dAW(#$

dAW(!%

dAW(!"

dAW(&!

dAW(&&

dAW(&)

dAW(&'

灰岩

&?%" %$?!) %?"& %#?#L &?)" )?&& $?%" #?LL F?FL

!?## '?&' %?L$ %!?F) &?"' #?&F $?%! "?LF F?!)

#?&) %$?'% %?"% %&?&% #?") &"?#) $?%$ $?FL #%?!!

L?$$ '?'& %?)% %#?%' &?#! #?#% $?#% %L?L' F?F"

!?!# %$?%% %?F& %%?&) F?$! %'?F) $?%# &?$) !!?"'

%?"F )?L" %?L# %#?!" &?'F )?)% $?!' "?F# )?#!

!?$! '?)& %?F# %&?L$ &?'% %$?#$ $?%L !?)# '?!#

!?%$ '?%" %?"$ %#?%L #?%% L?'& $?%L !?"! F?)F

!?%& '?%# %?FL %&?'! #?L& "?F$ $?%) %%?$' %!?F!

#?!$ '?&' %?F! %%?)! F?%$ #?$" $?%# $?"& "?)#

L?L$ '?!$ &?$" %$?'# )?LL !F?") $?$& $?&! #%?F#

F?'$ '?%$ L?%$ %&?!' %&?!% '?") $?$L $?'# %)?!'

$?!% )?#! %?#$ %!?)) &?') #?L) $?%! %?## F?))

"?&L '?#& !?%' %L?)L "?L) )F?!L $?!! !?#' %#?'#

F?'" '?$# '?$$ %#?&' %"?F$ )?FL $?L! !?'' '?&!

dAW(%!

dAW(%&

矿石
#L&?L$ !$?%) &%?#$ &&?)! )?'" &F?'F $?L" %?$% %#?"%

!%L?L$ %#?%" L"?"# &$?#F !"!'?$$ %)?") $?&F %?$& %$?%'

dAW(&F

夕卡岩
)&?$" %$?)& #?"' !?"$ '?F% #$?$% $?LF !?%) %%?F$

dAWJ&"

夕卡岩
'#?$) '&?$' L?'! &"?## %$?%' %L?"! $?#F F?"& %%?!&

陆壳
!&$?$$ %)L?$$ !'?$$ %$L?$$ "L?$$ )$?$$ %?$$ %?$$ )$?$$

!

量的单位!

"

U

'

%$

JF

"陆壳值引自文献)

"

*&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表
'

!

玉石洼铁矿稀土元素分析结果及特征参数

X8054&

!

;CC8,85

7

2/28,9<=8.8<-4./2-/<

B

8.8D4-4.2+Q-=4d12=/P8/.+,94

B

+2/-

样号
d2P(%" d2P(%) d2P(%' d2P(!$ d2P(!' d2P(L#

灰岩

d2P(" d2P(&F d2P(L% d2P(L'

闪长岩

d2P(%% d2P(#% d2P(L!

夕卡岩

d2P() d2P(%F

矿石

\8 $?%$F $?#F! %?)F" $?&"F %?LF) !?%$$ !'?&$$ &%?L$$ !F?!$$ !$?"$$ &$?"$$ %&?!$$ !F?'$$ !?&$$ %?)$$

*4 $?""F %?&L$ !?")& %?"!L &?$)" !?'$$ F$?!$$ F"?'$$ L!?L$$ &F?'$$ L"?&$$ !$?%$$ #$?'$$ &?L$$ %?F$$

K. $?"'" $?)'% %?%%& $?'%) %?$#% $?&$$ "?!!$ )?$'$ F?$L$ #?&'$ F?F)$ !?%%$ #?#!$ $?&)$ $?%"$

@9 &?""' #?%L" L?$!$ #?&$F #?F"' %?!$$ !"?&$$ !'?&$$ !!?$$$ %F?'$$ !#?'$$ )?%$$ %F?%$$ %?L$$ $?"$$

AD $?$&" $?%%' $?!"# $?%L# $?!!% $?%!$ L?!#$ L?%L$ &?)F$ !?)!$ #?%#$ %?&F$ !?F&$ $?%'$ $?%#$

C1 $?$&L $?$!& $?$F) $?$!" $?%#& $?$&$ %?"F$ %?")$ %?&!$ %?$F$ %?!&$ $?&F$ $?L'$ $?$F$ $?$&$

39 $?$#L $?%#! $?!'# $?%L$ $?%)$ $?!$$ #?)%$ L?!"$ &?)$$ &?$&$ #?LF$ %?L)$ !?'$$ $?&&$ $?%"$

X0 $?$%# $?$!' $?$L" $?$&L $?$&' $?$%$ $?F"$ $?F&$ $?#)$ $?&#$ $?L'$ $?%L$ $?&L$ $?$%$ $?$%$

O

7

$?$'F $?%)% $?&#) $?!%" $?!&$ $?%!$ &?L&$ &?##$ !?'$$ !?%)$ &?%'$ $?'%$ !?$#$ $?%'$ $?%"$

T+ $?$!F $?$#" $?$)! $?$#' $?$L# $?$%$ $?F'$ $?F"$ $?L&$ $?#!$ $?F&$ $?%L$ $?#%$ $?$%$ $?$%$

C. $?$"$ $?%!! $?!&$ $?%#& $?%L$ $?$L$ !?!L$ !?$)$ %?LF$ %?!%$ %?)"$ $?F#$ %?%"$ $?%!$ $?%%$

XD $?$%F $?$$" $?$%% $?$$L $?$$! $?$%$ $?&&$ $?!L$ $?!#$ $?%"$ $?!F$ $?$"$ $?%)$ $?$!$ $?$%$

d0 $?%)# $?%!# $?$!" $?%$F $?$'% $?$"$ !?$$$ %?'#$ %?")$ %?&$$ %?L'$ $?FF$ %?&)$ $?!$$ $?%!$

\1 $?$%' $?$%! $?$$" $?$$F $?$$# $?$%$ $?!)$ $?!F$ $?%)$ $?%F$ $?!&$ $?%#$ $?!!$ $?$!$ $?$%$

d $?"%F %?&L% !?#'& %?&") %?&L! %?$$$ %'?&$$ %)?&$$ %#?)$$ %%?)$$ %F?)$$ L?F$$ %!?L$$ %?&$$ %?$$$

;

;CC F?"%F '?$%" %#?F"# '?L'L %!?)#% )?%&$ %F#?))$%"F?LF$%&)?!$$%$&?&)$ %L#?F"$ LL?%&$ %%!?F'$ %$?%&$ F?$L$

\;CC L?L&$ "?$$! %%?%!L "?L$F %$?"&' F?FL$ %&%?$!$%#&?"!$%%%?'&$ )!?""$ %!#?'L$ #L?!&$ '%?L#$ "?'&$ #?##$

T;CC %?%)F !?$%L &?L#' !?$)' !?%$! %?#)$ &&?)F$ &!?)#$ !F?!"$ !$?F%$ !'?"!$ '?'$$ !%?%L$ !?!$$ %?F%$

\

'

T #?FF &?#" &?%& &?L' L?%% #?#' &?)" #?&) #?!F #?$! #?!$ #?L" #?&& &?F$ !?"F

\8

'

d0 $?&' !?L% #F?F! !?&' %%?F! !$?!& '?)) %$?'L '?'! %$?"# %&?$! %&?#) %&?%# "?"L %$?%%

!

C1 !?F! $?L# $?"& $?L# !?%' $?L' %?$" %?$# %?$L %?%% $?)" $?"L $?FL $?"& $?L'

!

*4 $?F# $?L% $?#F $?"% $?L) $?)) %?$$ %?$! %?$$ $?'& $?'F $?'! $?'$ $?'$ $?"$

!

量的单位!

"

U

'

%$

JF

&

'.*

!

微量元素

分别选取灰岩(矿石和夕卡岩进行微量元素特

征研究%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

&从表
!

中及样

品微量元素含量蛛网图#图
F

$可以看出%玉石洼矿

区灰岩(夕卡岩的微量元素含量与矿石具有明显区

别&灰岩微量元素
*1

%

:+

和
K0

元素呈负突起%

@/

%

a,

和
W

元素则为明显的正向突起"夕卡岩均具

>

%

W

元素正突起"矿石
>

%

*+

%

*1

%

W

呈正突起&其

中灰岩与夕卡岩蛛网图曲线相似%并与矿石曲线差

异明显%表明矿石成矿物质来源并不是来自灰岩和

夕卡岩&

'.'

!

稀土元素

稀土元素分析结果及特征参数见表
&

%玉石洼

矿区稀土元素标准化模式图见图
"

&

#

%

$灰岩的稀土元素特征&玉石洼矿区灰岩稀

土总量
"

#

;

;CC

$

VF?"%FS%$

JF

&

%#?F"#S%$

JF

%

含量较低"轻稀土
"

#

\;CC

$

VL?L&$S%$

JF

&

%%?%!LS%$

JF

%重稀土
"

#

T;CC

$

V%?%)FS%$

JF

&

&?L#'S%$

JF

"

\;CC

'

T;CCV&?%&

&

L?%%

%轻稀土

相对重稀土强烈富集%重稀土亏损"

!

#

C1

$

V$?L#

&

!?F!

%具有正铕至负铕异常"

!

#

*4

$

V$?#F

&

$?))

%具

负铈异常&

#

!

$闪长岩的稀土元素特征&玉石洼矿区闪长

岩稀土总量
"

#

;

;CC

$

V%$&?&)$S%$

JF

&

%"F?LF$

S%$

JF

%含量较高"轻稀土
"

#

\;CC

$

V)!?""$S

%$

JF

&

%#&?"!$S%$

JF

%重稀土
"

#

T;CC

$

V!$?F%$

S%$

JF

&

&&?)F$S%$

JF

"

\;CC

'

T;CCV&?)"

&

#?&)

%轻稀土富集%重稀土亏损"

!

#

C1

$

V%?$#

&

%?%%

%为弱的正铕异常"

!

#

*4

$

V$?'&

&

%?$!

%具弱铈

异常&

#

&

$夕卡岩的稀土元素特征&玉石洼矿区夕卡岩

稀土总量
"

#

;

;CC

$

VLL?%&$S%$

JF

&

%L#?F"$S

%$

JF

%含量较高"轻稀土
"

#

\;CC

$

V#L?!&$S%$

JF

&

%!#?'L$S%$

JF

%重稀土
"

#

T;CC

$

V'?'$$S%$

JF

&

!'?"!$S%$

JF

"

\;CC

'

T;CCV#?!$

&

#?L"

%轻稀土富

集%重稀土亏损"

!

#

C1

$

V$?FL

&

$?)"

%为中等负铕异

常"

!

#

*4

$

V$?'$

&

$?'!

%具弱铈异常&

#

#

$矿石的稀土元素特征&玉石洼矿区矿石稀

土总量
"

#

;

;CC

$

VF?$L$S%$

JF

&

%$?%&$S%$

JF

%

含量较低"轻稀土
"

#

\;CC

$

V#?##$S%$

JF

&

"?'&$S%$

JF

%重稀土
"

#

T;CC

$

V%?F%$S%$

JF

&

!?!$$S%$

JF

"

\;CC

'

T;CCV!?"F

&

&?F$

%轻稀土

富集%重稀土亏损"

!

#

C1

$

V$?L'

&

$?"&

%为中等的

负铕异常"

!

#

*4

$

V$?"$

&

$?'$

%具弱负铈异常&

#

L

$平均值&从图
"

可以看出%闪长岩与夕卡岩

标准化曲线相似%矿石(灰岩与闪长岩(夕卡岩标准

化曲线不同%说明成矿物质来源不同%成矿物质并非

来自于闪长岩及夕卡岩&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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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玉石洼铁矿微量元素蛛网图

G/

6

?F

!

X.8<4454D4,-22

B

/94.9/8

6

.8D

+Q-=4d12=/P8/.+,94

B

+2/-

!

图
0

!

玉石洼铁矿平均值稀土元素标准化曲线

#据赵振华%

%''"

$

G/

6

?"

!

*=+,9./-4(,+.D85/E49;CC

B

8--4.,2Q+.-=4

8R4.8

6

4+Q-=4d12=/P8/.+,94

B

+2/-

图
3

!

玉石洼铁矿剩磁异常特征及预测区简图

G/

6

?)

!

:8

B

2=+P/,

6

.42/91858,+D85/428,9

B

.49/<-49

B

+-4,-/858.482/,d12=/P8/.+,94

B

+2/-

#

!

磁异常特征

矿区磁异常整体上表现为北西高(南东低的区

域性磁场特征&在此背景上%叠加数个规模(强度互

不相同的局部磁异常%异常在空间展布上带状特征

突出%其走向整体上呈
@WW

向%与矿

区矿体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从异常

幅值特征分析%测区内磁异常最低峰值

J!$$

#

左右%最高值达
%&$$

#

左右%

大部磁异常值在
!$$

&

#$$

#

之间%可

见除矿体正上方磁异常中心为高值外%

整体并不很强%应属弱磁异常区&

矿区磁异常北高(南低的区域性磁

场实际对应了隐伏岩体由北向南倾伏

的趋势&

L

!

成矿预测

+.!

!

成矿预测区

根据现有的资料(工程揭露信息(

成矿控矿因素(矿区的磁异常形态等特

征%提出了
!

个成矿预测区#图
)

$&

#

%

$预测区
(

!位于主矿体西南部%

呈
@W

向展布%面积
$?#bD

!

&地表第四系发育%近

A@

向冲沟内部分出露第三系砾石层&砾石由不同

粒度的卵石组成%胶结物为黏土%其中有时可见
%

&

LD

的红褐色亚黏土层%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砂岩

及长石石英砂岩%磨圆度一般较好%分选较差%大小

不一%直径可由
-<D

变化到
%D

以上&在矿区内本

层砾石多上覆于奥陶系灰岩之上%呈不整合接触&

F!#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图
]

!

玉石洼铁矿物探工程布置及推断解释平面图

G/

6

?'

!

K58,2=+P/,

66

4+

B

=

7

2/<8521.R4

7

58

7

+1-8,9-=44Y

B

58,8-/+,.4215-2

尽管本区岩石出露情况不良%但依据构造条件%坑道

揭露%及地形条件判定本区作为尖山岩核附生背斜

的南向延伸&从惠兰村
'

尖山
'

尖山以西%灰岩近

CW

向连续出露%岩性连续%产状稳定%从东至西%倾

伏方向逐渐由
AC

向%过渡至
AW

向%隐没于云驾岭

+玉石洼+燕山铁矿所在背隆&坑道揭露情况亦与

据地表情况的推测相吻合&

据矿区勘探线剖面图显示%接触带通过矿区继

续向南延伸%趋势良好&在本区南侧%由郭家岭村+

井沟村
@W

向背隆带上连续有多处民采点%可见矿

山岩体尖山出露部分及其上覆灰岩所构成的接触带

在通过矿区后极有可能继续向南延续%并在该
@W

向背隆上形成矿体&

从磁异常的情况分析%

(

区位于矿体的南侧%在

玉石洼矿体对应的
!

号磁异常的西南侧
&$$D

范围

内%矿体剩磁异常最外侧的峰值为
&$$

#

的等值线

走向
@W

%与燕山矿体
AC

向延伸出来的峰值为
&$$

#

的等值线在该区平行夹合形成峰值为
&$$

#

左右

的剩磁异常稳定区&考虑区内矿体与剩磁异常对应

良好%该区域内剩磁形态有较大可能指示深部存在

磁性体&

#

!

$预测区
)

!位于南副井北东%呈
@W

向展

布%横跨惠兰河%面积
$?%)bD

!

&在惠

兰河两岸出露有中奥陶统%其岩性为条

带状灰岩夹部分白云岩条带&该岩性

活泼(层间各类构造发育%属成矿有利

围岩&另据地表调查及坑道揭露%本区

为惠兰断裂与尖山岩体南东附生单斜

的交汇处%断裂向南西可能穿过深部接

触带&

据磁异常形态与峰值推断%异常具

@C

向延续%且圈闭趋势明显%指示下部

矿体存在的可能性极大&

).*

!

成矿预测区检验

预测区检验方法采用
CT#

连续电

导剖面仪#高频大地电磁法$对
`

区进

行检验&

在
`

号靶区共布设
!%

条测线#图

'

$%除
%!

号线长
L$$D

外%其余测线长

#$$D

%线距
L$D

&

$

线+

!$

线进行高

精度磁法测量%于
$

%

#

%

)

%

%!

%

%F

%

!$

线

开展高频大地电磁测深&物探结果显

示在
%!

线+

!$

线存在较明显的低阻高

磁性异常带%该带宽约
%!$

&

!$$D

%埋

图
!(

!

O

号测区磁测等值线图

G/

6

?%$

!

:8

6

,4-/<<+,-+1.+Q-=4d12=/P8/.+,94

B

+2/-

深
%)$

&

#$$D

%走向为
@W

向%命名为
WX%

&此

外%本测区其余深部#

#$$

&

%L$$D

$未见有意义的

低阻异常%且推断接触带以下深部均为闪长岩&

磁测数据处理结果如图
%$

所示%图中黑色线圈

定的区域为磁异常相对较高的区域%宽度约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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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走向与已采矿体走向一致%推断在已采主矿脉

西侧灰岩与闪长岩接触带的围岩中%可能有磁铁矿

层状小型矿体发育%但不排除接触带的围岩本身具

有磁性引起的非成矿磁异常&在图
%$

的中部有一

相对较高局部磁异常%物探工作将其推断为工业电

引起的干扰异常%提议可不予考虑&

致谢!本文野外地质工作获得邯邢地区矿山管

理局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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