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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濉溪县徐楼矿区铁矿地质特征及成因机制研究

尹�友�郑学法�李令斌�陶�铸
山东正元地质资源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济南�250000

摘�要：通过对安徽省濉溪县徐楼矿区铁矿研究，发现矿体主要分布在闪长岩和大理岩的接触带上，或者附近的

大理岩中；磁铁矿交代矽卡岩、大理岩之后形成了矿体，以交代大理岩成矿为主；矿液有选择性的对围岩进行交代，

从条带状的磁铁矿来看，形成矿体的是适合于交代的大理岩，不适于交代的泥质灰岩则是形成了泥质大理岩，层理较

明显，条带状较清晰；矿体明显受到构造控制，在闪长岩床两侧和上下的矿体呈水平状，在闪长岩最上部介面隆起处

的矿体则呈半月形凸镜体；矿体与围岩的界线明显；裂隙构造发育的地方，利于矿体的储存，最后形成的矿体厚度较

大，且品位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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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地质

研究区大地构造单元位于中朝准地台山东台背斜、

徐蚌凹皱带内，属淮河台坳陷褶皱断裂带宿州凹断褶皱

束，次级构造为徐宿弧形构造。南到宿县灵璧，北至

山东微山、韩庄及利国铁矿区，东北部有淮阴山脉，区

内裸露地层有青白口系、震旦系、寒武系和奥陶系。区

内西南部多被第三系和第四系松散岩土层所覆盖，属于

淮河平原。褶皱多为北东向短轴舒缓状背向斜，轴面多

倾向东，伴随褶皱产生一系列断层构造，与褶皱一致，

属逆-逆掩断层，褶皱为复式背斜和向斜。背斜的轴部
由寒武纪和奥陶纪地层组成，两翼由奥陶纪和石炭纪地

层组成。北部、东部裸露地表形成低山丘陵，海拔高度

50~300m，西南部隐伏向斜轴部由二叠、三叠系地层组
成，均被松散岩层覆盖。

2��矿区地质

在徐楼矿区矿床范围内，地层主要为第四纪松散沉

积层和中奥陶纪灰岩。在矿区范围内，地表几乎全部被

第四系覆盖，成矿之前的构造也基本消失，成矿后断层

有F1、F2、F3三条。区内所揭示的岩浆岩有闪长岩、闪长

斑岩与含石英闪长玢岩。其侵入时代为燕山期。在灰岩

和侵入体的接触带上，大部分地区的蚀变较微弱。闪长

岩与磁铁矿直接接触，界线明显，此种现象较为普遍，

为本区特点。

3��矿床特征

徐楼矿区主要有三个矿床：双庄矿床、石楼矿床、

史小楼矿床。矿体主要分布在闪长岩和大理岩的接触带

上，或者附近的大理岩中。矿体明显受到构造控制，在

闪长岩床两侧和上下的矿体呈水平状，在闪长岩最上部

介面隆起处的矿体则呈半月形凸镜体。

3.1  矿床的分布特征
徐楼矿区的双庄矿床、石楼矿床、史小楼矿床3个矿

床从平面上看呈三角形分布，双庄矿床北部约400m为石
楼矿床，西部约800m为史小楼矿床，史小楼矿床东北约
1200m为石楼矿床。

图1��徐楼矿区矿床△Z等磁力线平面图

接触带的产状和形状，影响矿体的形成部位和形态

大小。大小不等的含镁质碳酸岩和碳酸岩捕虏体分布于

闪长岩体内部，在良好的密闭空间内，最终形成了大大

小小的矿体。

石楼矿床的上部呈层状贯入了两层闪长岩，形成的

岩床面积较大，所以在接触带上形成的似层状矿体也较

大，两个岩床分别和下面的闪长岩形成了两个矿带，各

岩床严格控制着矿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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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小楼矿床的捕虏体呈薄板状，凸镜状，所以形成

的矿床为大小不一的薄层状矿体，凸镜体。局部地区存

在一些平缓接触带，同样为白云质大理岩和闪长岩的接

触带，外因条件基本相同，但缺少矿液的活动这种内因

存在，也见不到蚀变和矿化现象的存在。

石楼矿床划分为I、Ⅱ-Ⅲ矿带。I矿带距离Ⅱ矿带大
约100~160米，约100米厚的闪长岩岩床将其分开；Ⅱ矿
带距离Ⅲ矿带大约40~60米，约40米厚的闪长岩岩床将其
分开。

图2��石楼矿床立体示意图

3.2  矿体特征
徐楼矿区部分主要矿体特征如下：

石楼矿床⑤号矿体：分布于9线~纵3线之间和12线
~23线之间，由15个钻孔控制。矿体上部和下部被闪长
岩岩床控制，呈豆夹状，北部埋深较浅，向南逐渐加

深。走向352°，倾向北东，倾角10°~20°。控制走向延长
700m，倾向延伸宽度150~290m。矿体赋存标高-185~-
255m，埋深215~285m。厚度1.29m~18.46m，平均
11.97m；TFe品位33.79~52.45%，平均42.65%。矿体厚的
地方较富，薄层多的地方，结构复杂，中夹贫矿。

双庄矿床北矿带①号矿体：分布于7线~8线之间，
由12个钻孔控制。矿体呈大凸镜体状，走向333°，倾向
北东，倾角0°~30°。控制走向延长455m，倾向延伸宽度

25~150m。矿体赋存标高-50~-130m，埋深80~160m。厚
度2.12m~53.20m，平均17.31m；TFe品位27.97~45.19%，
平均39.01%。
史小楼矿床东矿带⑥矿体：分布于9线~16线，由12

个钻孔控制。矿体呈大凸镜体状，走向90°，倾向南，倾
角15°。控制走向延长440m，倾向延伸宽度30~130m。
矿体赋存标高 -1 55~ -270m，埋深185 ~30 0m。厚度
2.89m~58.18m，平均18.04m；TFe品位32.29~60.34%，平
均49.43%。
4��矿床成因

4.1  成矿控制条件
（1）构造控制
①接触构造：接触带的产状和形状，影响矿体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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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位和形态大小。大小不等的含镁质碳酸岩和碳酸岩

捕虏体分布于闪长岩体内部，在良好的密闭空间内，最

终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矿体[1]。

②裂隙构造：地层受岩浆侵入和后期造山运动的影

响，在接触带及其附近，产生了一系列的复杂的裂隙和

岩石破碎，造成良好的导矿通道，一般矿体越厚的地

方，是成矿前构造强烈破碎的部位（或者说多组裂隙交

叉的结点）。破碎带的中心形成致密块状富矿，向两侧

随着破碎带的减弱，星团块状和侵染状矿石。在大理岩

和泥质大理岩内，出现脉状和网状的磁铁矿脉，也是受

裂隙控制形成的。

③层理构造：区内奥陶纪灰岩、白云质灰岩、沉质

灰岩互层，层理发育，易产生层间裂障，这对岩菜的入

侵、矿液的贯入和沉淀造成了良好场所，从而在大理岩

间形成带状矿石[2]。在双庄、石楼均甚明显。A96孔Ⅱ矿
带灰岩的层理为水平状，矿体亦呈水平状，若灰岩层理

呈缓波状，矿体亦呈缓波状。各矿体与夹石之间有节奏

的变化，显然受层理控制。

④复合构造：除小矿体受单一构造控制外，主矿体

都受按触构造及层理、裂隙等复合构造控制，如石楼矿

床西部，Ⅱ、Ⅲ矿带沿走向长750米，受接触构造影响，
星水平状，在沿倾向受弧形裂隙控制时，则呈马鞍状。

（2）围岩控制条件
在岩浆岩和构造相同的条件下，围岩的物理化学性

质对矿液交化沉淀也起着非常重要作用[3]。

大理岩空隙率高，化学性能活泼，有利于矿液的交

代，故近接触带的大理岩被磁铁矿交代，占据了原大理

岩的空间。有时远离接触带，只要条件具备，磁铁矿液

仍然穿过通道进行交代。白云质大理岩呈细粒者，含铁

成份较高，则空隙率低，其交代条件比大理岩差。

在矿液补给来源充足的条件下，大理岩的厚度大

者，形成的矿体厚度也随之增加，大理岩薄者，则随之

变薄，大理岩尖灭处，矿体随之尖灭，消失[4]。

矽卡岩在化学性质上，它具有较强的活发性，阳起石

透闪石矽卡岩孔隙率较其它矽卡岩高，渗透性良好，故易

于磁铁矿交代[5]，所以史小楼出现典型的阳起石—透闪石

磁快矿。磁铁矿交代后，仍保留完整的阳起石晶体。透辉

石、石榴石裂隙不发育，多呈致密块状不利交代[6]。

4.2  矿床成因
按矿床形成特点归纳如下：

（1）矿体主要分布在闪长岩和大理岩的接触带上，

或者附近的大理岩中。

（2）磁铁矿交代矽卡岩、大理岩之后形成了矿体，
以交代大理岩成矿为主。

（3）矿液有选择性的对围岩进行交代，从条带状的
磁铁矿来看，形成矿体的是适合于交代的大理岩，不适

于交代的泥质灰岩则是形成了泥质大理岩，层理较明

显，条带状较清晰[7]。

（4）矿体明显受到构造控制，在闪长岩床两侧和上
下的矿体呈水平状，在闪长岩最上部介面隆起处的矿体

则呈半月形凸镜体。

（5）矿体与围岩的界线明显。
（6）矿体与围岩的界线明显；裂隙构造发育的地

方，利于矿体的储存，最后形成的矿体厚度较大，且品

位较富[8]。

结束语

安徽省濉溪县徐楼矿区矿体主要分布在闪长岩和大

理岩的接触带上，或者附近的大理岩中；矿体明显受到

构造控制，在闪长岩床两侧和上下的矿体呈水平状，在

闪长岩最上部介面隆起处的矿体则呈半月形凸镜体；矿

体与围岩的界线明显；矿体与围岩的界线明显；裂隙构

造发育的地方，利于矿体的储存，最后形成的矿体厚度

较大，且品位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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