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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舞阳铁矿区有铁山、赵 案 庄 王 道 行 和 经 山 寺３个 铁 矿

床，探明铁矿资源储量约６．６亿ｔ。铁山和经山寺矿床矿体

分别赋存于新太华群铁山庙组Ｄ和Ｃ矿层；赵案庄王道 行

矿床矿体赋存于新太华群 赵 案 庄 组Ｂ矿 层，Ａ矿 层 只 有 层

位意义。３个矿 床 之 间 的 构 造 关 系 尚 不 清 楚。铁 山 矿 床 依

据构造由西北向东 南 划 分 为 铁 古 坑、河 湾、铁 山 庙 和 石 门

郭４个矿段，走向长３．６ｋｍ。铁 古 坑 和 石 门 郭 为 低 品 位 磁

铁矿，铁山庙 和 河 湾 为 低 品 位 赤 铁 矿。倾 向１９２°～２２０°，

倾角２７°～４８°。矿体顶 底 板 岩 石 以 花 岗 质 条 带 状 混 合 岩 为

主，直接顶板 岩 石 为 大 理 岩。矿 床 成 因 为 沉 积 变 质 类 型

（阿尔果马型）。铁古 坑 矿 段 西 部 矿 体 与 围 岩 的 构 造 关 系 不

清，地质勘探时期推 断 为 逆 断 层；后 经 露 天 生 产 剥 离 揭 露

矿体和围岩完整，无 断 层 现 象，推 断 西 部 矿 体 为 自 然 钝 角

尖灭，但仍不能准确 界 定 矿 体 与 围 岩 的 构 造 关 系，找 矿 前

景不清。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矿业公 司 投 入 巨 资 在 铁 古 坑 矿 段

西部和深部找矿，探 清 了 西 部 矿 体 为 一 紧 密 褶 皱，扩 大 了

资源储量，为整个舞阳矿区深部找矿提出了新思路。

１　区域地质

河南舞阳铁矿区位 于 华 北 板 块 南 缘，秦 岭 造 山 碰 撞 带

内的刚性推覆体北 侧，豫 西 一 系 列 北 西、东 南 向 条 块 状 断

褶隆起单元中的鲁山 背 孜 一 西 平 出 山 区 域 复 背 斜 构 造 东 段

的核部基底高级变质岩系内及其Ｆ６推覆体构造的上部 构 造

层系统。背斜 南 翼 由 中 元 古 界 汝 阳 群、上 元 古 界 洛 峪 群、

寒武纪和第四纪 等 地 层 组 成。背 斜 核 （轴 心）为 新 太 古 界

太华群高级变质岩系。背 斜 北 翼 由 中 元 古 界 汝 阳 群 和 中 新

生代断陷盆地地层构 成。岩 浆 活 动 与 区 域 背 斜 构 造 有 密 切

关系，有中生代燕山 期 花 岗 岩 及 闪 长 岩、正 长 岩 的 中 小 侵

入体。

２　矿床地质

矿床成因类型属于沉 积 变 质 铁 矿 床 中 的 变 质 铁 硅 建 造

铁矿床。矿床工业类 型 属 于 大 型 贫 铁 矿 矿 床。该 矿 床 范 围

内为未发现目前可供 综 合 利 用 或 综 合 评 价 的 有 用 金 属 矿 产

资源。

根据矿体赋存条件，铁古坑和铁山庙矿段矿体出露地表，河

湾和石门郭矿段属于隐藏型盲矿床，见图１。

２．１　地层

铁山矿区分布有３个 地 层 单 位，自 下 至 上 为：新 太 古

界太华群铁山庙组 （Ａｒ３ｔｈ）高级变质岩系，中元古界汝阳

群云梦山组 （Ｐｔ２ｒｙ）海相碎屑沉积建造夹火 山 岩 和 第 四 系

疏松层沉积。其中在Ｄ组含矿带位于铁山庙组。

２．２　构造

———褶曲构造和古侵蚀 面 不 整 合 构 造。岩 层、矿 层 产

状均为大体倾向南西 的 简 单 的 稳 定 单 斜 层 构 造。依 据 基 岩

地层单位及产状特征分为覆盖层 （Ｐｔ２ｒｙ）和 基 底 含 矿 变 质

岩系 （Ａｒ３ｔｈ）两 套 地 层 系 统。覆 盖 层 一 般 产 状 倾 向

ＳＷ１９５°，倾角２１°；基 底 含 矿 变 质 岩 系，一 般 产 状 倾 向

ＳＷ２１５°～３３５°，倾角３０°～５７°。两地层之间存在古侵蚀面，

呈典型的角度不整 合 接 触 关 系，两 岩 层 间 走 向 夹 角 为４０°，

上下两套岩层倾角上缓下陡，倾角夹角为１５°，在沿矿层倾

向方向的横勘查剖面上反映的视夹角达２２°。

———断层构造。该区内有Ｆ３、Ｆ４、Ｆ１２、Ｆ１３、Ｆ１４、Ｆ１５
和Ｆ７０１共７条断层，其中Ｆ３、Ｆ４、Ｆ１３和Ｆ７０１断 层 为 矿 床 内

部断裂构造。Ｆ４、Ｆ１３和Ｆ７０１为 铁 山 庙 与 石 门 郭 两 矿 段 接 触

部位的断层，在空间 上 形 成 一 地 堑，直 接 影 响 两 矿 段 矿 体

的空间分布。

２．３　岩浆岩

矿区经钻探控制，新 太 华 群 含 矿 变 质 岩 系 内 明 显 存 在

浅成岩浆岩细粒闪 长 岩 的 侵 入 穿 插，对 矿 体 形 成 破 坏，铁

古坑矿段－１００ｍ水平以下矿体破坏严重。闪长岩岩脉经露

天采矿揭露，均未穿越中元界云梦山组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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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古界安山玢岩 在 地 表 呈 岩 床 状，与 上 覆 地 层 呈 整

合产出，呈 层 状，层 位 稳 定。厚 度 为６４．３１～８１．２ｍ，平

均６９ｍ。

２．４　矿层特征

矿区含矿带以厚层状 同 产 状 关 系 产 出 于 巨 厚 条 带 状 混

合岩岩层中间，矿层特征见表１。

图１　铁山矿床地质图

１—第四系；２—中元古界云梦山组三段；３—中元 古 界 云 梦 山 组 二 段；４—中 元 古 界 云 梦 山 组 一 段；５—中 元 古 界 玄 武 安 山 岩；６—断 层 线；

７—原勘探见矿钻孔；８—原勘探兰截钻孔

表１　铁山矿床各矿段矿层赋存特征

矿段 矿层
厚／ｍ

厚度变化 平均

长×宽
／ｍ

产　　状

倾向／° 倾角／°
层形态

延长
／ｍ

备　注

铁古坑、
河湾

Ｄ２ ３．１１～８４．５　 ３１．９５ １　４００～２　４００×
４００～１　２００

ＳＷ２１５　 ３０～５７ 层状、似层状 ８２０ 主矿层

Ｄ３ ８．２２～１１．０　 ９．０９　 ２　３００×３００ ＳＷ２１５　 ４１～４３ 似层状 ８２０

铁山庙 Ｄ３ ７．５７～２０．９　 １２．５５ １３０～４００×
９０～３４０

ＳＷ２３８　 ４３ 似层状 ６２０

Ｄ４ １４．１０～３７．５　 ２５．９２ １００～２７０×
５００～６６０

ＳＷ２２８　 ３５ 似层状 ４６０ 主矿层

石门郭 Ｄ２ １．００～６２．８３　 ３１．８４ ４００～１　３００×
３００～７００

ＳＷ２３５　 ３４～４０ 似层状 ５２０ 主矿层

Ｄ４ ２．８～３１．１１　 １４．８８ ４００～１　０００×
５５０～７００

ＳＷ３３５　 ３６～４０ 似层状 ５４０

２．５　矿石特征

矿石结构：原生 矿 主 要 为 中 粒、细 粒 半 自 形 及 自 形 变

晶结构，氧化 矿 主 要 为 赤 铁 矿 交 代 假 象 及 交 代 残 余 结 构。

矿石构造：主要为条纹、条带状构造和块状构造３种。

矿石自然类 型 分 为：条 带 状 石 英 辉 石 磁 铁 矿、条 带 状

石英假象赤铁矿、块状辉石磁铁矿和块状碧玉赤铁矿。

近矿围岩和 夹 石 层：辉 石 大 理 岩、磁 铁 辉 石 岩、黑 云

母片岩、斜长角闪片麻岩和赤铁碧玉岩。

２．６　氧化带分布规律

矿床氧化带位 于 中 元 古 界 古 侵 蚀 面 附 近，为 古 氧 化 所

致。在空间上，氧 化 带 界 线 平 行 古 侵 蚀 面 分 布，古 侵 蚀 面

平行垂距大体为１００～２００ｍ。氧 化 带 分 布 与 现 代 地 貌 及 埋

藏条件无关，不 受 现 在 埋 藏 深 度 影 响，只 受 古 侵 蚀 面 空 间

分布控制。氧化矿石只分布在矿床的氧化带范围内。

３　紧密褶皱构造研究

３．１　原地质报告的结论和存在的问题

———原地质报告的 结 论。原 地 质 报 告 推 测 铁 山 矿 床 的

岩层、矿层产状均 为 大 体 倾 向 南 西 的 简 单 的 稳 定 单 斜 层 构

造，矿体分为 Ｄ１、Ｄ２、Ｄ３和Ｄ４四 层 矿，其 中Ｄ１层 不 可

采。铁古坑矿段为Ｄ２、Ｄ３层 矿，西 部 矿 体 被Ｆ１逆 断 层 错

断，断层上盘的矿体被剥蚀；河湾 矿 段 矿 体 为Ｄ３；铁 山 庙

矿段为Ｄ３和Ｄ４层矿，石门郭矿段为Ｄ２和Ｄ４层矿。

———存在的 问 题。铁 古 坑 矿 段 西 部 经 露 天 采 矿 剥 离，

矿体和顶 底 板 岩 石 比 较 完 整，且 直 接 顶 底 岩 石 岩 性 一 致，

均为厚度１．５～２．０ｍ连 续 的 大 理 岩，在 矿 体 端 部 无 间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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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１逆断层不存在；上盘围岩产状，下盘围岩产状；在±０ｍ

水平以上，矿体从横３．５线 向 东 逐 渐 分 开 为Ｄ２、Ｄ３两 层，

两层之间的岩石为铁铝榴金云更长片麻岩，Ｄ３层 控 制 深 度

不够。河湾矿段 矿 体 底 板 岩 石、铁 山 庙 矿 段 两 层 矿 及 石 门

郭矿段两层矿之 间 的 岩 石 均 为 铁 铝 榴 金 云 更 长 片 麻 岩。综

合对比舞阳矿区３个 矿 床 矿 体 顶 底 板 岩 石 的 岩 性，赵 案 庄

王道行和经山寺两矿床矿体底板为铁铝榴金云更长片麻岩，

与铁山矿床铁铝榴金云更长片麻岩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矛盾。

３．２　补充勘探

根据露天采矿 剥 离 揭 露 矿 体 和 围 岩 的 分 布 情 况，在 铁

古坑矿段西部和 深 部 进 行 补 充 勘 探，结 果 证 实 西 部 矿 体 为

一紧密褶皱 （斜歪倾伏褶皱），轴 面 倾 角４０°～４７°，枢 纽 倾

伏角约５０°，脊线走向约２５０°，矿体由西向东逐渐分开，两

矿层间的岩石为 铁 铝 榴 金 云 更 长 片 麻 岩。褶 皱 核 部 的 岩 石

为准麻粒岩，该岩石中的石英矿物均存在拉长现象。

———补充勘探方案 设 计 与 施 工。依 据 露 天 采 矿 剥 离 揭

露矿体及围岩的 分 布 情 况，需 探 清 铁 古 坑 矿 西 部 矿 体 与 围

岩的构造关系，详 细 设 计 补 充 勘 探 方 案。横２线 以 西 增 设

勘探 线，线 距 与 原 勘 探 线 距 一 致，设 计 孔 深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ｍ。

新施工直接控制西部和深部矿体的钻孔有１２个，完 成

工程量约１．６万 ｍ，岩 心 采 取 为 绳 索 取 心，岩 心 采 取 率 平

均达９５％以 上，控 制 矿 体 延 深 达１　２００ｍ ，且 稳 定 性 好。

钻孔揭露各层矿体的直接顶底板围岩均为大理岩，厚１．５～

２．０ｍ。钻孔揭露矿体分层的，两层矿间的岩石为铁铝榴金

云更长片麻岩；钻 孔 揭 露 矿 体 未 分 层 的，矿 层 内 部 含 磁 铁

辉石大理岩，个别钻孔含少量的为准麻粒岩。

３．３　基建勘探

铁山矿床露转地工程在－４００ｍ水平进行基建开拓，揭

露铁古坑矿段Ｄ２和Ｄ３层矿 向 下 稳 定 延 深，两 层 间 的 岩 石

为铁铝榴 金 云 更 长 片 麻 岩；－１００ｍ、－１６０ｍ两 中 段 巷 道

工程揭露，矿体由东 向 西 两 层 矿 在 横２线 附 近 逐 渐 合 并 为

一层，且在端部矿 体 增 厚，ＴＦｅ品 位 增 高，可 选 性 好，与

露天采矿揭露 矿 体 的 分 布 一 致。河 湾 矿 段，巷 道 工 程 穿 过

铁铝榴金云更长 片 麻 岩 后 发 现 了 新 矿 层，两 矿 层 在 空 间 分

布上与铁古坑、铁 山 庙 和 石 门 郭 三 矿 段 进 行 对 比，矿 层 与

铁铝榴金云更长片麻分布一致。经基建工程揭露，４个矿段

均两层矿，两层矿间的岩石为铁铝榴金云更长片麻。

３．４　紧密褶皱 （斜歪倾伏褶皱）

铁山矿床铁古坑矿段经２５年 的 采 矿，形 成 长１　２００ｍ，

宽７５０ｍ，深２３０ｍ的露 天 凹 陷 采 坑，矿 体 完 整，由 西 向 东

逐渐分开成两层 矿，两 层 间 的 岩 石 为 铁 铝 榴 金 云 角 闪 更 长

片麻岩，上下 盘 岩 石 完 整，无 破 碎 和 断 裂 现 象，且 有 一 厚

为１．５～２．０ｍ的大理岩直 接 与 矿 体 接 触，西 部 下 盘 岩 石 产

状陡于上盘岩石产状。

西 部 和 深 部 勘 探 揭 露 铁 古 坑 深 部 矿 体 由 西 向 东 逐 渐 分

为两层矿，层间 的 岩 石 为 铁 铝 榴 金 云 角 闪 更 长 片 麻 岩，核

部岩石为准麻粒岩。无破碎和断裂现象。－４００ｍ水平基建

开拓揭露铁古坑、河湾、铁山庙和石门郭矿段均为两层矿，

层间岩石为铁铝榴金云角闪更长片麻岩。

通过铁古坑矿 段 露 天 采 矿 剥 离、西 部 和 深 部 勘 探 及 整

个铁山矿区－４００ｍ水平基建开拓揭露矿体的对比研究，铁

山矿床为一紧密褶皱 （斜歪倾伏褶皱），褶皱的核部在铁古

坑矿段的西部，其 产 状 为 轴 面 倾 角４０°～４７°，枢 纽 倾 伏 角

约５０°，脊线走向约２５０°。

４　结语

铁 山 矿 床 经 露 天 采 矿 剥 离 和 深 部 及 边 部 勘 探 揭 露 矿 体

为一紧密褶皱，向 下 稳 定 延 深，其 中 铁 古 坑 矿 段 矿 体 控 制

深度达１　１００ｍ以上，扩大了资源储 量。为 舞 阳 矿 区 赵 案 庄

王道行和经山寺两矿 床 进 一 步 扩 大 资 源 找 矿 提 供 了 新 的 勘

探思路。同时，加强了该矿区３个矿床的对比和构造研 究，

扩大了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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