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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纤维用玄武岩矿产资源调查分析

苟小军
内蒙古第一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玄武岩纤维作为一种新型高性能纤维材料，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依据国家标准GB/T 38111-2019《玄武
岩纤维分类分级及代号》中对连续玄武岩纤维的定义，即以一种或多种火山石为主要原料，高温熔融后经漏板拉丝制

备而成的连续纤维。本文围绕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纤维用玄武岩矿产资源展开调查分析，通过实地勘查、采样分析等

方法，对该地区纤维用玄武岩的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等进行详细研究，旨在深入了解该地区玄武岩矿产资源的分布、

品质及开发潜力，为合理开发利用该地区的玄武岩矿产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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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玄武岩纤维作为一种新型高性能纤维材料，

凭借其优异的力学性能、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性，在众

多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而纤维用玄武岩作为

生产玄武岩纤维的重要原料，其矿产资源的分布与品质

对于玄武岩纤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乌兰

察布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方面，对该地区纤维

用玄武岩矿产资源的调查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当地的

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情况，为合理规划矿产资源开发提

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对纤维用玄武岩的品质评

估，可为玄武岩纤维生产企业提供优质的原料保障，促

进玄武岩纤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玄武岩纤维的性能及其应用

玄武岩纤维具有优异的抗拉伸强度和模量性能。玄

武岩连续纤维的强度远远超过天然纤维和合成纤维，属

于高性能纤维，是理想的增强材料。玄武岩纤维具有高

电绝缘性、优异的隔音隔热性能、良好的化学稳定性，

能够耐酸耐碱。玄武岩纤维具有耐高温性。玄武岩纤维

的热稳定性能很好，玄武岩纤维的断裂强度在400℃～
600℃温度下工作时能够保持在百分之八十多，是制造业
中耐高温材料的良好替代品。玄武岩纤维与金属、塑料

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2 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纤维用玄武岩矿产资源调查

分析

2.1  勘查区块划分
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纤维用玄武岩矿产资源调查分

析中，勘查开采规划区块划分极为关键。具体而言，要

依据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异常分布范围划分勘查

区块，包含依据地质推断划分的，依据矿化线索（如已

知矿化点、矿化露头、矿化蚀变现象等）划分，同时，

该地区地层在磁性方面分为无磁性层、弱磁性层和强磁

性层，新生界、中生界及古生界构成无磁性层，为矿产

勘查提供了重要参考。新太古界乌拉山群为强磁性层，

磁化率高达1280×10-64πSI，为寻找纤维用玄武岩矿产提供
潜在指引，新近系汉诺坝组作为中强磁性层，其陆相火

山岩含橄榄玄武岩的特性决定了自身磁性特征。侵入岩

因岩性不同磁性差异明显，从酸性到中性、基性再到超

基性，磁化率值依次增高[1]。

2.2  矿床成因模式
2.2.1  从物源上讲，纤维用玄武岩矿具有一定的地幔

岩浆物源深度的局限性，介于中性→基性之间的某个区

域的岩浆适宜于玄武岩纤维生产，也就是说，纤维用玄

武岩矿的物源，仅限于上地幔壳层与幔层界面之间较为

狭窄的这一区段所喷溢的岩浆。

2.2.2  调查区火山岩岩相主要有喷发相和溢流相两
种，根据以往对纤维用玄武岩矿的探索，纤维用玄武岩

矿，大都赋存于溢流相火山岩在1380-1480℃温度区间所
凝固的玄武岩中。

2.2.3  在溢流过程中，岩浆的冷凝速率与喷发环境、
岩浆粘度、熔体厚度、溢流速度以及地形地貌特征相

关。从玄武岩的喷发环境上看，冷凝速率由陆相→海陆

交互相→海相逐渐加快。

2.3  成矿条件
2.3.1  构造条件
调查区玄武主要由北东向、北西向和南北向断裂控

制，北西界为呼和浩特-乌兰哈达断裂，南东界为大同-
兴和断裂，西界为呼和浩特-海子湾断裂，东界为黑土台-
商都断裂，北东向的断裂有辉腾梁北断裂、辉腾梁南断

裂、集宁-秦宝营断裂、北水泉-三瑞里断裂、丰镇-黑土
台断裂，沿北东向断裂及北东向断裂与南北向断裂交汇

处有众多的火山口分布，故上述断裂为汉诺坝组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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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岩构造，也控制了纤维用玄武岩矿的形成。

2.3.2  赋矿层位
调查区内玄武岩主要赋存层位为新近系中新统汉诺

坝组（N1h）。
本次调查与评价工作基本确定了汉诺坝组玄武岩中

纤维用玄武岩所赋存的层位，对提交的4个纤维用玄武岩
矿赋存靶区在赋存层位上可进行层位上的对比，且规律

较为明显。

高宏店村北矿体：位于第一旋回的底部，岩性为致

密块状玄武岩，产状平缓，该矿体在该区域层位较稳

定，矿石品质较高，矿体呈层状产出，厚大于7m，未见
底，厚度整体变化不大。

二号村矿体：该矿体位于高宏店村北矿体东4km处，
位于第一旋回的底部，岩性为致密块状玄武岩，产状平

缓，该矿体在该区域层位较稳定，矿石品质较高，矿体

呈层状产出，厚大于5m，未见底，受地形影响横向上厚
度变化较大。

六号村矿体：该矿体位于第一旋回的底部，岩性为

致密块状玄武岩，产状平缓，该矿体在该区域层位较稳

定，矿石品质较高，矿体呈层状产出，厚大于10m，未见
底，厚度整体变化不大。

二黑沟矿体：该矿体位于第一旋回的底部，岩性为

致密块状玄武岩，产状近水平，该矿体在该区域层位较

稳定，矿石品质较高，矿体呈层状产出，厚大于5m，未
见底，厚度整体变化不大[2]。

碱滩矿体：该矿体位于第一旋回的底部，岩性为致

密块状玄武岩，产状近水平，该矿体在该区域层位较稳

定，矿石品质一般，矿体呈层状产出，厚大于5m，未见
底，厚度整体变化不大。

2.3.3  赋矿岩性
适宜于玄武岩纤维工业化生产的玄武岩矿石，其赋

矿岩性以致密玄武岩最佳。

2.3.4  找矿标志
汉诺坝组玄武岩中具有柱状节理致密块状玄武岩是

直接找矿标志，见照片。

照片1 调查区汉诺坝组致密块状玄武岩柱状节理

本次调查工作在高宏店北矿区柱状节理发育致密块状

玄武岩中采集了1件拉丝实验样品（中试），在二黑沟矿
区采集3件拉丝实验样品（实验室），岩性为气孔状玄武
岩，致密块状玄武岩（柱状节理发育近地表），致密块状

玄武岩（柱状节理发育深部），在二号村矿区致密块状玄

武岩采集了1件拉丝实验样品（实验室），在碱滩矿区采
集了2件拉丝实验样品（实验室），岩性为气孔杏仁状玄
武岩，致密块状玄武岩（近地表，柱状节理发育一般）。

根据拉丝实验结果，柱状节理发育的致密块状玄武

岩拉丝效果最佳，未出现断丝现象；近地表柱状节理发

育一般的致密块状玄武岩拉丝效果中等，出现较少的断

丝现象；气孔杏仁状玄武岩拉丝效果较差，容易出现断

丝现象，镜下观察拉丝产品中，杂质含量较多。故将调

查区内柱状节理发育的致密块状玄武岩确定为较好的纤

维用玄武岩矿，近地表柱状节理发育一般的致密块状玄

武岩确定为一般的纤维用玄武岩矿，气孔杏仁状玄武岩

不适宜玄武岩纤维生产[3]。

根据上述各个矿点致密块状玄武岩特征及拉丝实验

结果，本次调查区共划定成矿远景区3个、找矿霸区4
个、纤维用玄武岩矿矿点7个(见表1)。

表1 成矿远景区统计一览表

序号 成矿远景区名称 找矿靶区
所含纤维用玄武岩矿
矿点及采样点

1
老官路纤维用玄武
岩矿成矿远景区

老官路找矿靶区
高宏店村北矿点、二

号村矿点

2
六号村纤维用玄武
岩矿成矿远景区

西水泉找矿靶区
西水泉矿点、花土洼
矿点、二黑沟矿点、

六号村找矿靶区 六号村矿点

3
碱滩纤维用玄武岩
矿成矿远景区

碱滩找矿靶区 碱滩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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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成果和认识

通过本次项目开展，在分析玄武岩岩性，矿物组

分，化学组分的拉丝适宜性的基础上，初步厘定了乌兰

察布地区纤维用玄武岩矿的建议工业指标，具体见表2。

表2 纤维用玄武岩矿建议工业指标一览表

纤维用玄武岩矿推荐工业指标（总结）

岩石类型

致密玄武岩 斜斑玄武岩

晶质类型 晶粒含量 晶粒类型 斑晶成分 斑晶大小 斑晶含量

半晶-全晶 50%-80% 细粒 斜长石  < 3mm  < 15

矿物类型

斜长石+辉石
角闪石含量 蚀变矿物 金属含量 其他矿物

斜长石含量 辉石含量

30%-60% 20%-50%
 < 30%  < 15%  < 10%  < 5%

≥ 70%

宏观特征
节理 风化特征

柱状节理 风化较弱或未风化

玄武岩喷发环境 与陆相玄武岩关系密切

化学成分

含量(%)
SiO2 Al2O3 Fe2O3+FeO CaO MgO Na2O K2O TiO2 L.O.I
47-53 13-19 16-21 5-9 4-6 2-4 0.5-3 0.5-5 ≤ 4
可采厚度 ≥ 2m

初步总结了乌兰察布地区纤维用玄武岩矿的成矿规

律和控矿条件，初步确认纤维用玄武岩矿成矿物质来源

为上地慢壳层与慢层界面之间较为狭窄的这一区段所喷

溢的岩浆，喷发环境为陆相，矿石岩性主要为青灰色致

密玄武岩。

在调查区范围内提交4处可供进一步工作的勘查靶
区，分别为：西水泉纤维用玄武岩矿找矿靶区；六号村

纤维用玄武岩矿找矿靶区；老官路纤维用玄武岩矿找矿

靶区；碱滩纤维用玄武岩矿找矿靶区；

4 可持续开发利用前景

调查人员通过在乌兰察布地区深入开展的地质、地

球物理、地球化学并结合遥感等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

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将各种勘查结果进行对比和验

证，确定最有潜力的靶区，考虑因素包括玄武岩的储

量、质量、开采条件、环境影响等。对每个靶区进行详

细的评估，制定相应的开发方案，并结合市场需求和产

业发展趋势，确定优先开发的靶区[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纤维用玄武岩矿产

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通过本次调查分析，调查人

员对该地区玄武岩的分布、储量、品质等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未来，应进一步加大勘查力度，采用先进的技术

手段，提高资源的精准评估，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

用，加强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相信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乌兰察布地区的纤维用玄武岩矿产资源必将为当

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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