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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的研究程度事关地质找矿成效的关键性问题+在简述区域地质特征的基础上!分析

了福建大田某铁矿床地质特征!并从成矿物源$岩性$层位$构造$岩浆岩及岩体后期蚀变作用与矿化关系等方面入手对其

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铁矿床矿体赋存于林地组与栖霞组之间的不整合面上的灰岩层位中!燕山早期的张地岩体

是铁矿矽卡岩化的必要条件!其接触带附近的蚀变带是矿化及矿体赋存的必然条件+矿石类型主要为风化残余型褐铁矿!

属热液充填型与接触交代型矿床+该研究可为矿区及外围进一步找矿工作提供指导及技术参考+

关键词!铁矿床"地质特征"成因"张地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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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大田张地9铅山银(铁等多金属成矿带&"'是构成武夷山加里东隆起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分支某铁矿区矿体赋存于太华9长塔背斜与雄峰9大田向斜间"川石9南坑9上蔡铁多金属矿带之南东端"

主要产于二叠系栖霞组!X

$

\$与石炭系林地组!=

"

*$的不整合面上的灰岩层位中&!'

+近年来"国内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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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该区持续开展地质勘查工作"且许多学者都对该区铁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方面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相

关研究"并取得较丰富的成果&""""

9

"#'

+但由于缺乏详细的基础地质资料或针对地质构造条件复杂地区尤其

是火山岩广泛发育地区的研究程度不够"导致在该区找矿认识上存在偏差"且对于一般铁矿床铁矿类型(

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前景均存在一些研究不足的问题+因此"为了查明福建大田某铁矿床成矿原因"就需

要先对其地质特征进行分析"并从成矿物质来源(岩性及层位等控矿因素(构造因素(岩浆岩及岩体后期蚀

变作用与矿化关系等方面入手对其控矿(成矿原因进行研究"从而更好地指导该矿区及周边地区的找矿勘

探工作"对下一步进行地质设计工作和扩大矿床规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指导意义+

./区域地质特征

福建省是经多期次(多旋回造山运动作用并由不同地块分离(拼接而成的复合造山带"位于新华夏系

巨型构造体系第二隆起带的南部"并处于南岭纬向构造体系的东端"两者共同构成了本省主要的区域构造

格局+因受断裂等巨型构造控制"各时期地层及岩石的分布具有自北向南(自西向东逐渐变新的发展趋势"

形成-东西分带(南北分块.的构造格架&$'

"并组成由政和9大浦深大断裂和南平9宁化断裂分割而成的闽

东火山断拗带(闽西南
!

陷带(闽西北隆起带 !个地体!断块$!图 "$+

图 "'福建省区域构造简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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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铁矿床区域上处于闽西南海西一印支期拗陷带的东北角"大田9龙岩拗陷带的北东端"处于政和9

大埔深断裂带与东西间断裂带复合部位"清流9武平复式背斜东翼"永安9晋江断裂的西南侧+区内出露地

层较为简单"从老到新分别为泥盆系上统南靖群!-

!

6$#石炭系下统林地组!=

"

*$#二叠系中统栖霞组

!X

$

\$(童子岩组!X

$

U$及第四系!g$+该区地质构造较复杂"林地组地层总体上为一单斜构造"倾向 ,E"

倾角 "&ja!8j+东北部及外围出露的燕山早期的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侵入岩体!

'

$!!$=

2

$!张地岩体$

&""""'

较发育"区域上所含泥盆系南靖群含铁(锰质岩石为成矿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基础+

1/矿床地质特征

10./矿体特征

该铁矿区整个矿带长约 8 7T"宽约 $ 7T"呈,,R向延伸"且具有明显分带现象"中心以磁铁矿或矽卡

岩9风化型褐铁矿为主+本区揭露 8个褐铁矿矿体"另外在区内多处可见矿化点!图 $$+

(

号矿体为褐铁矿"分布于矿区西部的一个山脊"呈不规则状(似层状产出"走向 "#%j"倾角约为 %ja

$3j"矿体出露长度约 !3% T"宽 #%a?% T+揭露的厚度多在 $+"%a?+&2 T之间"平均厚度为 #+8! T"赋存标

高 8&%a3"? T+

$

号矿体为褐铁矿"分布于矿区的中部山脊"呈不规则(似层状产出"倾向 $82ja!$%j"倾角多数较平

缓"局部达 $2ja$?j"矿体出露长度为 2%% T左右"宽 &%a""% T+揭露的厚度多在 "+$#a8+3# T之间"平均

厚度为 !+3% T"赋存标高 3%%a?23 T+

)

号矿体为褐铁矿"分布于矿区的西部山腰的林业公路以上 $a2% T"赋存于:

"

断层之中"呈脉状"倾

向 3"ja"$%j"倾角上陡下缓""2ja&8j"出露长度为 8%% T左右"倾向延伸 3%ja"$%j"厚度 $+%a$"+" T"赋

存标高 &2$a3%# T+

*

号矿体为褐铁矿"分布在矿区的东北部的山坡上"以:

$

推测断层为边界"呈不规则状(似层状产出"

倾向 ?$ja""&j"倾角 $#ja!?j"出露长度为 $$% T左右"宽 "!$a"8% T"厚度为 $+"%a2+88 T"平均厚度为

#+%$ T"赋存标高 8"!a3!& T+

+

号矿体为褐铁矿"赋存于 :

"

断层之中"仅有 hY%

9

" 控制"厚度为 #+%% T"矿石品位 !>:.$为

$2+!2da$2+3%d"平均 $2+23d+

,

号矿体为褐铁矿"出露矿区的北部"赋存于燕山早期花岗岩侵入岩体!

'

$!!$=

2

$与石炭系林地组!=

"

*$接

触带上"出露走向为 &2j左右"倾向南东"倾角约 &!j"出露长度约 !2% T"厚度约 !+$ T"品位

为#?+&#da2$+$#d+

-

号矿体为褐铁矿"出露矿区的南部"赋存:

#

断层之中"出露走向为 &%ja8"j"倾向东南"倾角约 #8j"

出露长度约 !3% T"厚度约 2+8 T"品位为 !&+$3da!3+$&d+

图 $'矿体分布简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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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矿石类型及特征

矿石类型为风化残余型褐铁矿矿石"主要矿石矿物为褐铁矿"其次为磁铁矿+矿物成分以褐铁矿为主"

含少量磁铁矿"有时含有少量锰矿及硫化物残余成分"褐铁矿主要由矽卡岩风化而成"呈褐色(暗褐色(红

色+脉石成分主要为石英(砾石和硅质岩+结构主要为自形9半自形粒状结构"呈微粒9细粒和中粗粒的自形

半自形粒状分布+构造主要有%!"$土状构造%由矽卡岩(磁铁矿风化而成"常呈松散的土状(粉末状构造#

!$$块状构造%主要由磁铁矿呈粒状集合体构成块状构造#!!$蜂窝状构造%次生褐铁矿与硬锰矿交织成间

状格架"形成蜂窝状+

102/矿石化学成分

(

a

-

号矿体均为褐铁矿"其矿石成分以:."I1H

$

为主"I"X次之"局部含[6"XZ"h6和=BH+矿石有益

成分为>:.#有害成分为 I1H

$

"I"X+原生氧化矿石中含铁量最高"可达 2#+!%d"平均品位 !8+2!d#含 I1H

$

较

高"最高的达到 !#+!&d"平均 "$+?!d#含 I"X普遍较低"均值分别为 %+%?d和 %+%"8d#矿石中伴生[6"单

样最高含量 3+3$d"但仅是出现在
+

号矿体中#XZ"h6 和 =BH平均值分别为 %+%?d"%+"2d和 %+"#d"均存

在于局部矿体中!表 "$+矿石质量基本达到可采品位"为需选矿石"但局部需进行选矿+

表 "'矿石化学成分分析表

矿体编号 样品编号
化学成分含量4d

>:.

I1H

$

I X [6 XZ h6 =BH

(

V" $?+!! ""+$? %+%8 %+%#" %+"?

V$ !2+32 3+$# %+%? %+%%$

V! !!+3% "%+%& %+"" %+%%2 %+%8

V# !#+&2 "#+%% %+%3 %+%%! %+%?

$

V2 $2+?2 "?+?& %+%? %+%%8 %+""

V& !&+%% $$+?3 %+%# %+%%" %+%?

V8 #2+!% ""+#" %+%! %+%%2 %+"%

V3 $8+?3 "%+?$ %+"! %+%"& %+"!

)

V? !?+"2 "%+$2 %+%8 %+%"" %+"&

V"% #"+!2 #+#" %+%8 %+%%2 %+%8

V"" 2#+!% !+?" %+%& %+%%& %+%?

V"$ #2+"2 2+?$ %+"" %+%"% %+"#

*

V"! #2+32 &+$! %+%8 %+%%2 %+%# %+"#

V"# #3+32 "?+2? %+%2 %+%%? %+%$ %+"&

V"2 #$+32 #+?2 %+%8 %+%"% %+%& %+$"

V"& #%+"% 8+3# %+%? %+%%? %+%2 %+"8

+

V"8 !%+&% &+$8 %+"" %+%$!

V"3 8+$3 !#+!& %+%2 %+%"" 3+3$

V"? #8+!% &+#& %+"# %+%3" !+38

V$% !&+!2 "?+%? %+"& %+%!! 3+3$

,

V$" #%+#2 $?+$3 %+"! %+%"& %+%?

V$$ $3+!2 $$+?3 %+"2 %+%## %+"#

V$! #&+82 $%+%! %+"$ %+%#8 %+"2

-

V$# #8+$3 8+8% %+%? %+%"! %+$&

V$2 !2+22 $+83 %+%3 %+%%& %+"$

V$& $?+!2 "2+$& %+"! %+%"% %+"&

平均值 !8+2! "$+?! %+%? %+%"8 8+"8 %+%? %+"2 %+"#

103/矿体围岩特征

矿体主要产于栖霞灰岩与石炭系林地组的不整合面上灰岩层位中"与燕山早期张地岩体黑云母花岗

岩关系密切"顶底板往往有矽卡岩化(硅化(绿泥石化等蚀变矿化"其中
(

"

$

"

*

号矿体底板为白色石英砂

岩!图 !$+矿体及其围岩中发生强烈地蚀变现象"且矿物生成或重结晶作用存在明显的先后关系"矽卡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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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硅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热液交代作用"对成矿具有重要的意义+区内变质作用主要为区域变质作用和围

岩蚀变"石炭系林地组地层受区域变质作用较强"中粒石英砂岩变质为白色石英岩"中厚层状"粒状变余结

构"浅部风化强烈"成砂状"细砂岩变质为灰绿色千枚状变质细砂岩+

图 !'铁矿区 3线地质剖面图

2/成矿原因

20./成矿物源

据已有的资料分析"成矿物质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张地岩体是富碱性的岩体"含较多的磁铁矿

等富矿物"在接触交代的过程中岩体提供一定量的矿源#!$$岩浆期后气液提供了一部分铁质#!!$在船山

组9栖霞组层位下面是林地组地层"有含铁质较高的石英砂岩"粉(细砂岩"在接触交代中"部分铁质重新

析出迁移并富集成矿+

201/层位及岩性

区内主要矿体层位处于栖霞组与林地组之间的不整合面中"易于中酸性岩浆发生交代作用+燕山早期

岩浆活动进入灰岩"由氧化环境改变为还原环境"使得成矿元素富集成矿"出露地表后经风化(淋滤等作用

形成褐铁矿"而林地组地层含有铁质较高的石英砂岩"粉(细砂岩"为成矿提供物质来源+

202/构造因素

二叠系栖霞组石灰岩与石炭系林地组地层之间的不整合面属于构造薄弱带"由于后期动力改造作用

的影响"使得局部地段还叠加有伴生断裂构造或其他小构造"使得原本处于压紧或封闭状态的不整合构造

面转变为开放系统"使之成为金属矿质热液运移和富集的绝佳空间+如
,

号矿体赋存于燕山早期花岗岩侵

入岩体与石炭系林地组接触带上"接触带上出露岩石有矽卡岩化(硅化(绿泥石化等蚀变矿化"为接触交代

型铁矿床!图 !$+此外"本区断裂构造主要有 $组%!B$:

"

断裂为倾角平缓(含较宽破碎带且与不整合面近

乎平行的层间断裂"是矿液沉淀的良好空间#!Z$:

#

断裂为倾角较陡且切割下伏地层较深的断裂"为矿液

的运移提供良好的通道+如
-

号矿体就分布其中"为热液充填型铁矿床+

203/岩浆岩

本区岩浆岩发育"主要为中酸9酸性侵入岩体或岩脉"是燕山早期侵入的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体9张

地岩体!

'

2$!!$=

$"其出露于西部张地矿区"面积约 ! 7T

$

"大规模发育于成矿带内&"'

"其含有较高含量的成

矿化学元素"是形成矽卡岩和矿体的重要造矿条件+岩性为肉红色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属二氧化硅(铝

过饱和的岩石"副矿物组合为锆石9磷灰石型"微量元素以E"I6"[)含量高为特征"岩体接触带多见有矽

卡岩化(硅化(绿帘石化"并伴有铁(钨(铅锌(锡等矿点分布+由于大面积张地侵入岩体的存在"沿断裂带导

通与二叠系栖霞组灰岩热接触"为该区铁矿赋存提供了良好的矿源富集层+

209/岩体蚀变及矿化演变过程

!+2+"'岩体蚀变

本区岩体蚀变分布广泛且规模大"以矽卡岩化为主"次为硅化(绿泥石化+所形成的矽卡岩"似层状"根

据矿物成分可分为钙铁榴石矽卡岩"阳起石9钙铁榴石矽卡岩(绿帘石9绿泥石矽卡岩等#硅化为本区分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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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矿化蚀变带野外出露特征#镜向,E$

较广的蚀变"常呈细脉状或网状形式出现#绿泥石化是在矽卡

岩化之后的蚀变"绿泥石常代表交代早期形成的绿帘石等矿

物"其中绿泥石化矽卡岩为强烈热液蚀变的产物"主要为绿泥

石化(绿帘石化(硅化(黄铁矿化+变质作用表现为原岩多数组分

变质重结晶为绢云母和绿泥石替代"其中绢云母具有定向性"

呈定向平行状排列"并具黄铁矿化!图 #$+

!+2+$'矿化过程及其演变史

该铁矿床成矿过程经历了 ! 个时期!矿化期$%矽卡岩期(

硫化物期和表生作用期+矽卡岩期可分为干矽卡岩阶段(湿矽卡

岩阶段(氧化阶段 !个阶段+在干矽卡岩阶段主要生成钙铁榴石

矿物"湿矽卡岩阶段主要形成阳起石(透闪石(绿帘石(斜黝帘石(磁铁矿(绿泥石等矿物"氧化阶段主要形

成石英(绢云母(萤石等矿物#硫化物期主要形成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毒砂(辉铋矿等矿物#表生作用

期主要形成褐铁矿(铜蓝(高岭石等矿物!图 2$+

图 2'主要矿物生成顺序图

本区三期五阶段矿化过程与其成矿演化史密切相关+在海西9印支期处于拗陷海盆的边缘"由于北部

隆起导致大规模(大面积浅海相灰岩沉积+在燕山早期"本区及邻区经历太平洋板块向 ,E俯冲于欧亚板

块之下"总体处于弧后伸展构造环境"来自软流圈周围的岩浆沿着构造断裂带或隆起带的软弱结构面侵

入"与中二叠统栖霞组灰岩产生热液充填或接触交代作用"从而富集了铁等多金属元素+矿体发育形成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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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暴露地表而遭受长期风化"金属氧化物进一步产生(析离及沉淀"由于地下水的溶解(淋滤及流失"导致

铁(银等金属元素进一步矿化+

3/结论

"$该铁矿床属于热液充填型与接触交代型!矽卡岩型$"其矿石类型主要为风化残余型褐铁矿"化学

成分以铁和二氧化硅为主"硫(磷次之"局部含锰">:.平均品味为 !8+2!d"为需选矿石+

$$矿体赋存于林地组与栖霞组之间的不整合面上的灰岩层位中"总体呈,,R向"且分带现象明显+成

矿物源(张地岩体及后期的侵入作用是主要的控矿因素"断裂构造是重要的成矿因素"岩体蚀变及后期矿

化演变过程则为成矿提供先决条件+

!$燕山早期张地侵入岩体是铁矿矽卡岩化的必要条件"其接触带附近的蚀变带是矿化及矿体赋存的

必然条件"后经表生作用形成不规则形状的风化残余型褐铁矿矿床+矿体主要赋存在外接触带的矽卡岩

中"成矿与接触带有密切关系"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硅化(黄铁矿化是区内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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