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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铁矿的工业矿物、矿石类型

1、铁矿的工业矿物

2、铁矿的矿石类型和组成特征



1、铁矿的工业矿物

含铁矿物种类繁多, 但在当前技术条件下, 具

有工业利用价值的铁矿石种类有限, 主要有赤铁

矿、磁铁矿、磁赤铁矿、菱铁矿、钛铁矿、褐铁

矿等(针铁矿、纤铁矿)。



铁的工业矿物 化学式 铁含量

磁铁矿 Fe3O4 Fe72.4%

赤铁矿（结晶的鳞片
状赤铁矿称镜铁矿）

Fe2O3 Fe70%

菱铁矿 FeCO3 Fe 48.3%

褐铁矿 nFe2O3.mH2O

n=1-3,  m=1-4

Fe 48%--62.9%

褐铁矿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矿物种，是含水的氧化铁矿

石，由其它矿石风化后形成。而是针铁矿、水针铁矿、
纤铁矿、水纤铁矿和含不同结晶水的氧化铁、泥质等的
混合物。化学成分变化大，含水量变化也大。



1、磁铁矿

二、铁矿石

磁铁矿为氧化物类矿物矿石。

等轴晶系。晶体呈八面体、十二面体。晶面有条纹。

多为粒块状集合体。铁黑色，或具暗蓝靛色。条痕黑，半
金属光泽。不透明。无解理。断口不平坦。硬度5.5～6.5。密
度5.16～5.18g/cm3。具强磁性。性脆。无臭

常产于岩浆岩、变质岩中。海滨沙中也常存在。

鉴定特征：八面体晶形，黑色，条痕黑色，无解理，强磁性。

Fe3O4



1、磁铁矿

二、铁矿石

Fe3O4



2、赤铁矿

二、铁矿石

晶体常呈板状；集合体通常呈片状、鳞片状、肾状、鲕状、

块状或土状等。呈红褐、钢灰至铁黑等色，条痕均为樱红色。

金属至半金属光泽。摩斯硬度5.5～6.5，比重4.9～5.3。

鉴定特征

樱桃红色或红棕色条痕为其特征，具各种形态和无磁性

Fe2O3



2、赤铁矿

二、铁矿石

Fe2O3



3、镜铁矿

二、铁矿石

赤铁矿变种、与石英伴生；

物理性质：

硬度为5.5-6 、比重为5.0-5.3g/cm3、无解理、贝壳状断口、红棕色、条

痕红色、不透明、金属光泽至半金属光泽或土状光泽；细薄片或晶体碎片
边缘透光；无发光性、性脆，镜铁矿具有磁性；

鉴定特征：

樱红色条痕是鉴定赤铁矿的最主要的特征；此外，形态和无磁性(镜铁矿

例外)可与磁铁矿相区别；

成因产状：

以热液作用，沉积作用和沉积变质作用为主；

Fe2O3



3、镜铁矿 Fe2O3

二、铁矿石



4、菱铁矿

二、铁矿石

菱铁矿是一种分布比较广泛的矿物，当菱铁矿中的杂质不

多时可以作为铁矿石来提炼铁。

菱铁矿一般为晶体粒状或致密块状、球状、凝胶状。颜色

一般为灰白或黄白，风化后可变成褐色或褐黑色等。

菱铁矿一般呈薄薄一层与页岩、粘土或煤在一起。

菱铁矿在氧化水解的情况下可变成褐铁矿。

FeCO3



4、菱铁矿

二、铁矿石
FeCO3



1、岩浆型铁矿床

2、矽卡岩型铁矿床

3、玢岩型铁矿床

4、沉积型铁矿床

5、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铁矿床的成因类型



2、铁矿的矿石类型和组成特征
（1）按照矿物成分可分五种类型

磁铁矿矿石、赤铁矿矿石、褐铁矿矿石、钛磁铁矿矿石、

菱铁矿矿石；

（2）按照结构、构造又可分为：

致密块状矿石、浸染状矿石、条纹条带状矿石、网脉状矿石、

角砾状矿石、鲕状和肾状矿石；

（3）按照铁的含量可分：

富铁矿石：含Fe＞45%磁铁矿矿石、赤铁矿矿石；

含Fe＞30-35%菱铁矿矿石；

贫铁矿石：Fe含量在25-45%之间磁铁矿、赤铁矿矿石；

Fe含量在20-30%之间菱铁矿矿石。



2、铁矿的矿石类型和组成特征

（4）根据共生有益组分
单一铁矿石、综合铁矿石(Mn、Ni、Co、V、

Cr、 Mo、W, etc.）；

（5）根据矿石氧化程度

按TFe/FeO比值:  

氧化矿石——TFe/FeO＞3.5；

原生矿石——TFe/FeO＜3.5；



 岩浆分结矿床——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床

 矽卡岩型矿床—大冶铁矿

 高温热液矿床—马鞍山铁矿

 沉积型矿床—宣化铁矿

 沉积-变质矿床——辽宁鞍山弓长岭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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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位于康滇地轴中段西

缘的安宁河深断裂带。含矿辉

长岩体长约35km，宽约2km，为

一走向北东45°、倾向北西、

倾角50~60°的单斜状岩体。

典型矿床：
我国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床



1)
底
部
边
缘
带

2)下部暗色
中粗粒层状
辉长岩含矿
层

3)中部暗
色层状辉长
岩带

4)上部浅色层状
辉长岩含矿层

5)顶
部层
状辉
长岩
相带

岩体自下而上由五个岩相带组成，含有九个矿带，各
矿带之间常有韵律性变化。



矿床属层状型，岩体分异较好，具明显的韵律结构，

从上到下岩石基性程度和含矿性增高，TFe、TiO2、V2O5、

Cr2O3 、Co、Ni、Cu递增，矿物颗粒增大。

根据岩石类型和含矿性，可把岩体大致分为三类：铁

质超基性岩体、富铁质超基性岩体和铁质基性岩体。后两

种岩体往往规模巨大，分异良好，m／f 值一般为0.6~1.4，

最高为1.9，是形成钒钛磁铁矿的主要母岩。



矿石中主要金属氧化物为钛磁铁矿、钛铁矿、钛铁晶
石，镁铝尖晶石，次为磁铁矿、钙钛矿、锐钛矿等。硫化
物有磁黄铁矿、镍黄铁矿、硫钴矿一硫镍钴矿、辉钴矿，
此外还有砷铂矿。

矿石以层状、块状和斑杂状构造为主，具海绵陨铁结
构，磁铁矿和叶片状钛铁晶石(氧化后为钛铁矿)呈格状结
构，粒钛铁矿呈细小独立矿物。钒主要呈类质同象含于磁
铁矿中。

矿床规模大，矿石富，为天然的合金矿石，具有很大
工业价值。

矿床属晚期岩浆结晶分异成因，在岩浆分异过程中，
重力分异起了主导作用。



矿石特征
(1)  组构
矿石结构—海绵陨铁结构、填隙结构为主，另有反应嵌晶
结构和熔融交代结构等；

矿石构造—块状和斑杂状构造为主，其次浸染状构造；

（2）组成
金属矿物—主要为钛铁矿、钛磁铁矿、钛铁晶石、镁铝尖
晶石，次为磁铁矿、钙钛矿、锐钛矿等。另外还有少量

硫化物（1~2%）。

二、矿床地质特征



块状构造
磁铁矿矿石





化学成分
有用元素－Fe、V、Ti;  

伴生有益元素－Cr、Mn、Co、Ni、Cu、PGE等;

矿石品位：在25~47.5%之间，富矿TFe＝47.44%，中矿TTe＝

39.48%，贫矿TFe＝25.14%。

4.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T＝ 683~850℃ ，P＝5 ×108Pa，ƒO2＝ 9.87Pa。

5.成矿时代与成因讨论
(1) 40Ar－39Ar测定岩体中钛普通辉石，得出两个年龄：一是高

温阶段坪年龄1500.8 ±5.17Ma（中元古代），代表含矿岩体侵

入年龄；二是低温阶段视年龄712.7 ±61.4Ma，代表后期热扰

动事件年龄。

二、矿床地质特征



(2)元素地球化学
辉长岩稀土总量偏低，配分曲

线平缓说明含矿岩浆起源上地

幔，含矿辉长岩和暗色辉长岩

关系密切。

(3)成矿作用
岩浆结晶分异作用的中晚期，

且以重力分异作用为主。

（4）成因类型
晚期岩浆结晶分异成矿作用形成

的晚期岩浆分结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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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矿温压条件

温度:<1400℃

压力:<22-24×(108Pa)

2.形成时代

依据单粒锆石U/Pb法测得的（1号岩体）镁铁-超镁

铁杂岩的形成年龄为216Ma，相当于印支晚期，该区处

于古亚洲洋构造体系和太平洋中生代构造体系的交接

转折时期。

三、矿床成因分析



卢纪仁等(1988）研究后提出，自寒武纪末到奥陶
纪初，康滇地轴隆起，同时发生大规模玄武岩浆活动，
含钒钛磁铁矿矿床的层状岩体群则在此阶段形成，同
位素年龄约500Ma。最近的同位素年龄数据表明，有一
部分岩体可能形成于元古代(齐中欣，1989)。

在地幔上隆时有2～5%的地幔物质部分熔融，深度
约在50km，压力为15×108Pa。当安宁河断裂重新活动
时，因减压使岩浆上升了35～45km，形成了上部岩浆
房，T=1250℃，P= 5×108Pa ， f O2=9.87Pa。当岩浆
结晶时，在较高压力下生成辉长岩-辉石岩-橄榄岩型，
在低压下生成辉长岩型。由于整个岩浆体系处在较高
的氧逸度条件下，钛磁铁矿的稳定域扩大，故从岩浆
早期即可大量晶出，一直延续到晚期，因此将攀西地
区钒钛磁铁矿床判定为晚期岩浆矿床是不妥的。

争

鸣



标本观察要点
矿石

 攀枝花

 条带状构造——注意钛磁铁矿和硅酸盐结晶粒度及其组成条带的宽

度，金属氧化物和硅酸盐的变化关系是过渡界线或突变界线，是否

反映火成堆积现象

 致密块状和浸染状构造——观察两者之间的钛磁铁矿的分布及其演

变

 海绵陨铁结构：观察钛磁铁矿和硅酸盐的结晶先后、形态特点及相

互关系



 岩浆分结矿床——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床

 矽卡岩型矿床—大冶铁矿

 高温热液矿床—马鞍山铁矿

 沉积型矿床—宣化铁矿

 沉积-变质矿床——辽宁鞍山弓长岭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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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矿例：湖北大冶铁矿床

三叠系下统大冶群灰岩

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

矿区内共有六个矿段。矿体从东到西逐渐变小。

尖山



21勘探线剖面图（象鼻山矿体）

1．残坡积层 2，3，4，5．大理岩

6．闪长岩（局部矽卡岩化）7．铁矿体

8．矽卡岩 9．煌斑岩

35勘探线剖面图（尖山矿体）

1．第二、三段石榴子石大理岩 2．闪长

岩 （部分蚀变）3．矽卡岩 4．铁矿体



矿石构造以致密块状为主；

主要金属矿物为磁铁矿，其次有黄铜矿、黄

铁矿呈条纹状分布于块状矿石中；

脉石矿物主要有透辉石、金云母、方解石、

白云石等。

矿石中含钴较富，也普遍含铜。铜和钻都可

综合利用。



气孔状构造

磁铁矿矿石中具有形态

不规则的气孔，气孔大

小不一，孔壁上布满磁

铁矿的晶体。气孔有时

被后期黄铁矿、石英或

方解石充填。

花斑状构造

后期热液叠加的菱铁矿

（棕色）、碳酸盐（白

色）充填在早期形成的

磁铁矿矿石的气孔内。



网状结构

赤铁矿（灰白色）沿磁铁矿（灰色）晶隙交

代呈网状。



 岩浆分结矿床——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床

 矽卡岩型矿床—大冶铁矿

 高温热液矿床—马鞍山铁矿

 沉积型矿床—宣化铁矿

 沉积-变质矿床——辽宁鞍山弓长岭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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玢岩型铁矿床

（一）、概念：

玢岩型铁矿床是我国地质工作者所确定和命名的
一种矿床类型，其类似斑岩型铜矿床的概念，是指产
于陆相火山岩分布区域内，与玄武质、安山质岩浆的
火山-侵入活动有关的一组矿床。

我国宁芜地区铁矿床是其典型代表。



（1）地质构造背景
活动大陆边缘内侧受洋壳俯冲作用影响形成的陆相

断陷火山岩盆地。成矿的断陷盆地内富碱偏基性的中性
火山活动强烈。成矿主要与次火山岩有关，成矿作用跨
越了岩浆阶段和热液阶段。
（2）矿床特征

矿体位置多样，形态各异。
矿石矿物组合及结构构造因不同成因的矿体而异。
矿体围岩蚀变强烈，分带明显。

（3）矿床成因
与次火山热液活动有关，其中包括：火山热液充填

型和接触交代型。

（二）、一般特征



在宁芜火山断陷盆地中，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火

山活动十分强烈，盆地内发育一套火山-侵入杂岩。

由老到新可分为4个旋回：

（三）宁芜玢岩型铁矿床

区内的铁矿床大多与第二旋回喷发结束
阶段形成的富钠质辉长闪长玢岩-辉长闪长岩
等次火山岩有关。

强烈的爆发→宁静的喷溢→次火山岩侵入



l.矿化类型

由岩体内部到接触带再到围岩中，出现下列几种
类型的铁矿化：

(1)产于辉长闪长玢岩岩体中部的铁矿化(陶村式)：
铁矿化呈浸染状或细脉浸染状，矿石组合为钠

柱石—透辉石—磷灰石—磁铁矿，属晚期岩浆—高
温热液交代矿床。



(2)产于辉长闪长玢岩顶部或边部的铁矿化(凹山式)：

部分矿体进入安山岩、凝灰岩等围岩中。矿化呈脉状、网
脉状、角砾状和块状。矿石以透辉石—磷灰石—磁铁矿组合
为特征，成因上属伟晶—高温气成热液充填矿床。



辉长闪长玢岩

安山岩

富铁矿石
贫铁矿石

磁铁矿脉



(3)产于接触带上的铁矿化：
围岩为安山岩、凝灰岩时，矿石组合主要为透辉

石—石榴子石—磷灰石—磁铁矿(梅山式)；围岩为灰岩、
砂页岩时，矿石组合主要为透辉石—金云母—磷灰石—

磁铁矿(凤凰山式)。两类矿石的构造均以块状、角砾状
为主，偶有条带状，成因上属矽卡岩型矿床。



(4)产于岩体附近火山岩中的脉状、似层状铁矿化(龙
虎山式)：

围岩为安山岩及凝灰角砾岩，矿体受围岩中的断
裂构造、火山沉积岩中的层理控制，围岩蚀变为高岭
土化和硅化。矿石矿物主要由镜铁矿组成，属中低温
热液充填矿床。



(5)产于火山沉积岩中的层状铁矿床(龙旗山式)：

矿体的围岩为沉凝灰岩、沉凝灰角砾岩和凝灰
质粉砂岩，蚀变现象较弱。富铁的沉凝灰岩与凝灰
质赤铁矿矿石呈渐变过渡关系，矿石为石英—赤铁
矿组合，属火山沉积矿床。



上述各类铁矿化是宁芜地区火山—侵入作用过
程中形成的一套矿床组合。它们受不同的地质构造
控制，但成因上和空间上互有联系，以上5种矿化可
互为找矿标志。



(1)角砾岩筒状矿体：宁芜地区的玢岩铁矿床，除
层状铁矿外，大多赋存于各类角砾岩筒中。

(2)脉状矿体和似层状矿体：主要为产于岩体边缘
的冷却裂隙和岩体隆起部位的层状冷却收缩裂隙，它
们控制了岩体内的脉状矿体和似层状矿体。

(3)受接触带构造控制的环状矿体：往往和塌陷角
砾岩或裂隙带一起形成接触破碎带构造，控制了区内
的矽卡岩型环状矿化。

2．矿体形态



玢岩型铁矿中除火山—沉积型外，其余各类型都有

不同程度的围岩蚀变。

按形成时间，蚀变可分3期：

早期蚀变以钠长石化、钠柱石化、透辉石化、石榴

子石化最为发育，又称类矽卡岩化；

中期蚀变以阳起石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金云

母化和碳酸盐化为特征，称类青磐岩化；

晚期蚀变有黄铁矿化、水云母化、高岭土化和碳酸

盐化等。

3．围岩蚀变



按空间分布，围岩蚀变自下而上可分为3个带：

①浅色蚀变带分布于岩体下部，主要由早期蚀变产
物辉石、钠长石构成；

②深色蚀变带分布于岩体上部至接触带附近的安山
岩中，主要由早期的石榴子石、透辉石及中期叠加的绿
泥石、绿帘石等组成；

③上部浅色蚀变带分布于接触带之上的安山质火山
岩中，主要由黄铁矿化、硅化、石膏化和泥化带组成。



（１）分离结晶及熔离作用富集（岩浆成因：少
量）；

（２）热液对火山岩及其围岩进行钠交代作用，活
化铁，经转移再沉淀。（热液成因）

玢岩型铁矿中磁铁矿的主要形成温度为550～350℃，
中温时形成假象赤铁矿和赤铁矿，低温时形成黄铁矿。

4．矿床成因



../矿床学/玢岩铁矿床成矿模式t32.swf


– 岩浆分结矿床——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床

– 矽卡岩型矿床—大冶铁矿

– 高温热液矿床—马鞍山铁矿

– 沉积型矿床—宣化铁矿

– 沉积-变质矿床——辽宁鞍山弓长岭铁矿

铁 矿



4.重要的矿床类型

（1）、浅海相沉积铁矿床

铁的克拉克值为4.2％，在氧、硅、铝之后居
第四位。—般认为，沉积铁矿床的物质来源有三：

①陆地的风化壳；
②海底火山作用；
③海底含铁物质的分解。

有关成因问题



①铁是呈Fe(OH)３胶体溶液被地表水带出风化壳，
在适量腐殖酸的保护下，或者Fe３+离子与腐殖酸结合
形成稳定的腐殖酸络合物，被河流搬运到汇水盆地中
去。（前寒武纪晚期以来，大气氧含量高）。

②铁质呈二价离子，以Fe(HCO３)２的真溶液形式
进行搬运，或呈陆源碎屑搬运（前寒武纪早中期，大
气中缺氧或少氧，二氧化碳含量却相当高）。

搬运方式



不同的河流中铁的运移可有很大不同，如在前
苏联普里皮亚特河中，25％的铁呈悬浮形式运移，
75％的铁呈胶体形式运移。

山区河流落差大，水流急，铁主要以悬浮形式
迁移，平原地区的河流则相反，铁常以胶体形式运
移为主。

有机质含量高的河流往往呈胶体形式运移的铁
所占的比例要高一些。

对自然界许多大型沉积铁矿床而言，其内广泛
发育有鲕状、肾状等胶体沉积结构特征，由此可以
断定，在其形成过程中，铁的迁移应以胶体形式为
主。

有关证据



非洲的乍得湖湖面积约
24000km２，平均水深约3.5m，
湖中之水有83％是由南部沙
里河供给的。在湖的南部与
沙里河三角洲联结的地带，
在水深1～3m的局部地区，
正在形成现代鲕状褐铁矿岩。
据计算，该湖在320年的时
间里，沉积了面积为2700 
km２、厚达40cm 的鲕状铁质
岩。

铁质来源于湖泊南部沙
里河水系周围的风化岩石，
铁呈氢氧化物胶体形式由沙
里河搬运进入湖泊浅水地区
聚沉而成。

现代沉积形成的鲕状铁质岩



有利成矿的大地构造位置是稳定大陆板块陆表
海及被动大陆边缘海盆地。成矿期间大陆物源区处
于湿热气候带，而且为地势起伏不大的准平原化地
区，铁质供应丰富而粗碎屑较少。铁矿沉积盆地多
为近大陆的海湾、半封闭海湾及泻湖，铁矿石主要
形成于潮坪及潮下浅海水域。

a.地质构造背景

此类矿床规模大小不一，但矿层稳定，易于
勘探。已知矿床如（河北）庞家堡、烟筒山，
（湖北）火烧坪，（美）克林顿、（英）安普敦，
（法）洛林。（见图10-22，图10-23）

矿床的有关特征



含矿岩系为海侵序列的一部分，常位于海侵
岩序中、下部砂岩向页岩及碳酸岩盐过渡部位
（见图10-24）。赋矿段岩石多为细砂岩、粉砂质
页岩及页岩。含矿段之下常为砂岩及砂砾岩，其
上常为页岩、黑色页岩或碳酸盐岩。（见图10-25）



矿体多呈层状、似层状、凸镜状整合地产于砂
岩及页岩层间，横向稳定，厚度变化较小。自盆地
边缘向中心铁的矿物相可出现如下分带：氧化矿物
带→硅酸盐矿物带→碳酸盐矿物带→硫化物带。
（见图10-26）

b.矿床特征

铁的矿石矿物主要是赤铁矿、针铁矿、褐铁矿、
鲕绿泥石、菱铁矿。主要脉石矿物为碎屑石英、白
云石、方解石、玉髓、绿泥石、胶磷矿等，可见少
量海绿石、黄铁矿。矿石多具鲕状构造，可见叠层
石构造、豆状构造、角粒状构造、块状构造等。

c.矿床成因



图10-22 宣龙式铁矿古地理条件示意图

1—古陆；2—碎屑沉积区；3—泥质沉积区；
4—碳酸盐沉积区；5—铁矿位置



图10-24 庞家堡铁矿含铁岩系层序剖面图
返回



c.矿床成因模式

海平面

氧化

还原Fe
2+

FeO
2 3

1 2 3 4 5

图10-27 浅海相沉积铁矿床的成矿模式图
1-砂岩的粗碎屑岩；2-页岩及黑色页岩（含硫铁矿）；3-鲕状及

叠层石状赤铁矿；4-鲕绿泥石；5-菱铁矿

我国此类矿床已知重要含矿地层有华北长城系
（Ptch）（宣龙式），南方泥盆系（D）(宁乡式)。



庞家堡铁矿床位于河

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

区宣龙一带，在近

4000km2范围内共有

铁矿床24处。

大地构造背景

矿区位于燕辽沉降带

西部的宣龙凹陷内。



矿区地质特征
构造——矿区为一单斜构造，地层走向大致平
行于褶皱轴，西部走向近东西、向东走向呈北
东60° ，倾向南东，区内有正断层及逆断层，
前者对矿床东部破坏较大，使矿层呈现梯状排
列。



矿区地质特征

地层
 中元古界长城系为本区出露的主要地层，以石英岩、页岩、
铁矿层、硅质灰岩、长石砂岩及白云岩为主。

 地层由上至下有：高于庄组、大红峪组、串岭沟组、常州沟
组。

 含矿层在串岭沟组及高于庄组都有，但主要在串岭沟组下部。



矿床地质特征
矿体特征
 串岭沟组页岩中铁矿层分布稳定，其底板为常州沟组白色石
英岩，顶板为褐色砂质页岩。矿体呈层状产出，走向北东
60~70°，倾向南东，倾角30°，沿走向长12km，倾向宽2km。
铁矿层由下部矿下砂页岩系、中部含矿层及上部矿上砂页岩
系组成，总厚度20~25m。

含矿层自下而下由三层铁矿和两

层含铁细砂岩及粉砂质页岩组成。

•（1）菱铁矿（O层）

•（2）鲕状赤铁矿（I层）

•（3）细砂岩及粉砂质页

岩

•（4）鲕状赤铁矿（II层）

•（5）细砂岩及粉砂质页

岩

•（6）肾状赤铁矿



矿床地质特征
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赤铁矿、其次还有少量菱铁矿及次生

的褐铁矿，部分赤铁矿和菱铁矿变成磁铁矿；

 矿石化学成分：TFe平均45%；

 矿石组构

矿石构造：鲕状、肾状为主，块状次之。鲕状铁矿石

鲕粒中心一般为石英，外壳由赤铁矿和菱铁矿互层或

赤铁矿与石英互层组成的同心圆环带构造。赤铁矿鲕

粒间大部分为菱铁矿胶结。

矿石结构：胶状结构



矿床成因类型——海相胶体化学沉积矿床

 (a) 叠层石：柱间有石英砂(黑色)、赤铁矿(灰色)核形石、叠

层屑、胶结物、连接桥和少量菱铁矿(白色)交代物; 

 (b) 核形石：基质为石英砂(黑色), 赤铁矿胶结, 伴生有叠层屑. 

白圆圈为核形石掉落造成的凹处



 宣龙铁矿中赤铁矿透

射电镜图片

 (a) 赤铁矿六角板体

 (b) 浮膜瑙曼氏菌出芽杆体

 (c) 鞘铁菌属单球体

 (d) 鞘铁菌属球状球集体

 (e)铁球菌属链球体

 (f)铁球菌属出芽单球体

 (a) ~ (c)富Fe; (d) ~ (f)贫Fe 

 铁细菌愈老, 色愈深



 岩浆分结矿床——四川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床

 矽卡岩型矿床—大冶铁矿

 高温热液矿床—马鞍山铁矿

 沉积型矿床—宣化铁矿

 沉积-变质矿床——辽宁鞍山弓长岭铁矿

铁 矿



3．我国的沉积变质铁矿床

我国的沉积变质铁矿分布于辽宁、河北、

山西、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以鞍山、冀

东水厂及山西岚县一带最为典型。

鞍山式铁矿：产于晚太古代鞍山群中。



鞍山—本溪地区地质略图
1．第四系 2．中生界 3．二叠系 4．石炭—二叠系 5．奥陶

系 6．寒武系 7．震旦系 8．前震旦系结晶片岩、千枚岩
9．花岗片麻岩 10．花岗岩 11．闪绿岩 12．铁矿床



弓长岭铁矿二矿区地质图
1.第四系 2.麻峪花岗岩 3.上浅粒岩 4.硅质层 5.上角闪岩 6.黑云变粒
岩 7.铁1片岩组 8.铁2片岩组 9.下角闪岩 10.下浅粒岩 11.弓长岭花岗
岩 12.磁铁矿声能 13.赤铁矿层 14.矿体 15.断层 16.地质界线及产状





辽宁鞍山
铁矿床分
布于辽宁
省鞍山-本
溪一带，
主要由弓
长岭、樱
桃园、歪
头山、南
芬和东、
西鞍山等
矿区组成;



矿 区 地 质 概 况

本区地层主要由太古代鞍山群和元古代辽河

群组成，铁矿层赋存于鞍山群含铁石英岩建

造中，含铁石英岩建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

型，即含铁石英岩-角闪岩建造和含铁石英岩

-绿片岩建造;

弓长岭矿区主要为含铁石英岩-角闪岩建造 ;





鞍山铁矿弓长岭二矿区地质剖面图
Ⅰ—下混合岩层;Ⅱ1—角闪岩层;Ⅱ2—下含铁带;Ⅱ3—钠长变粒岩和片岩带;Ⅱ4—上含
铁带;Ⅱ5—石英岩层;Ⅲ—上混合岩层

 



矿体特征
条带状磁铁石英岩建造位于北西向大复背斜东北翼，
呈陡倾斜的单斜产状，延长4-6km，延深千米以上;

矿体呈层状，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60-90°，有
时倒转;

富矿体呈层状、透镜状产于贫矿体内，主要赋存于Fe6

内，局部见于Fe5 Fe4、Fe2内，其产状大致与贫矿一致; 
厚度由几十cm至几十m，延长由几十m至千余m，延
深由几十m至km以上。

富矿体受Fe6下盘的走向逆断层控制。该断层延长2km
以上，延深1km．走向北西，倾向北东。沿断层在Fe6

中形成了本溪-鞍山地区最大的富铁矿体，即弓长岭二
矿区主矿体。富矿与贫矿之间呈渐变过渡关系;



矿 石 特 征

矿石矿物组合：富矿和贫矿在成分上基本相同; 

 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局部有少量的赤铁矿;

 脉石矿物：主要以石英为主，另有少量的角闪石及绿

泥石类矿物；

矿石构造：富矿石主要为致密块状，贫矿石以条带状

为主。含铁量可达60％以上，硫和磷含量均较低，工

业价值较大;

矿石结构：磁铁矿多为半自形粒状结构，晶体之间以

120°角镶嵌分布;



围 岩 蚀 变
富铁矿体附近具有明显的近矿围岩蚀变，呈单侧带状

分布，自富矿体向外，依次为镁铁闪石化、石榴石化、

绿泥石化;

蚀变带常发育于富铁矿体一侧的夹层中，一般宽十几

m到几十m;

围岩蚀变强度与富铁矿体的发育程度成正比。通常围

岩蚀变强烈，蚀变带厚大之处，富铁矿体规模往往较

大。而在围岩蚀变较弱之处，富铁矿体多半较小，甚

至不见。

蚀变岩石具片状构造，片理平行富矿体。富矿体蚀变

围岩的同位素年龄为18-20×108a，与混合岩同位素

年龄相同;



矿 床 成 因

据贵阳地化所的研究，在富铁矿石中发现磁铁矿-石墨组合，

提出了富铁矿的含矿原岩建造为菱铁矿的看法，认为含石墨的

富铁矿体是产于前震旦纪含铁岩系中的菱铁矿矿层，受到相当

于角闪岩相的区域变质作用而成。后来又受到混合岩化热液叠

加的影响，使磁铁矿发生重结晶作用，形成粗粒块状含石墨的

磁铁矿矿石。而热液作用虽然也使铁发生局部的迁移和富集，

但这对弓长岭含石墨富磁铁矿的形成是很次要的;

弓长岭铁矿的贫矿成因属区域沉积-变质铁矿床;

富矿石的成因属多成因的，或为混合岩化热液交代型，或由菱

铁矿夹层遭区域变质作用而成的;



沉积变质铁矿石

镜下：
矿石矿物：磁铁矿、赤铁矿和褐铁矿。

磁铁矿，反射率五级，反射色为灰色带褐色调，均质，硬度高。赤铁矿，自
形-半自形板状，粒级？发射率五级，发射色灰色略带蓝色，深红色内反射，

强非均质，硬度高。褐铁矿，发射率很低，发射色灰色略带蓝色调，内反射
为褐色，表明脏。
脉石矿物：
交代溶蚀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

赤铁矿晶形好与磁铁矿，先结晶，磁铁矿发生褐铁矿化，两个矿化期，沉积
变质和风化。
定名：沉积变质成因铁矿石

手标本：
风化面、新鲜面颜色？条纹状构造。

矿石矿物：磁铁矿，铁黑色，半自形粒状结构，粒级？半金属
光泽，硬度比小刀大，比重较大。

脉石矿物：石英，烟灰色，半自形粒状，粒级？断口油脂光泽，
硬度比小刀高。

结构构造：半自形粒状的磁铁矿与石英相间定向排列成条纹状，
定名：沉积变质铁矿石



岩浆成因铁矿石

镜下：
矿石矿物：磁铁矿、钛铁矿、赤铁矿，有时有黄铁矿、黄铜矿。

磁铁矿，反射率五级，反射色为灰色带褐色调，均质，硬度高；钛铁矿，反
射率五级，具有明显的双反射和反射多色性，无内反射，强分均质（淡黄-蓝
绿-紫）。赤铁矿，自形-半自形板状，粒级？发射率五级，发射色灰色略带蓝
色，深红色内反射，强非均质，硬度高。可能存在黄铁矿、黄铜矿
脉石矿物：
半自形粒状，充填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
一个矿化期，两个矿化期，氧化物阶段，硫化物阶段。
定名：岩浆成因铁矿石

手标本：
风化面、新鲜面颜色？海绵陨铁结构，侵染状构造。

矿石矿物：磁铁矿，铁黑色，半自形粒状结构，粒级？半金属
光泽，硬度比小刀大，比重较大；黄铁矿，浅铜黄色，黄铜矿，
铜黄色
脉石矿物：斜长石，绿泥石，

结构构造：半自形粒状的磁铁矿与石英相间定向排列成条纹状，
定名：岩浆成因铁矿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