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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铁山矿区是舞阳矿田三大矿区之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铁山矿区共提交资源储量２４３３６万 ｔ。当时的找矿深

度小于 ５００ｍ，提交报告研究程度较低，存在较多的认识错误。笔者根据以往的地质资料、结合目前对矿

体的开挖结果及最新钻探的验证，对矿体基本地质特征、成因特点、构造变动进行了分析研究，对地层及

矿层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对矿体的形态进行了重新认识，并对其深部找矿潜力进行了分析，指出

了应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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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内，铁

山矿区分布在豫中南部舞阳矿田的南部，已探明资

源储量达到大型。矿床类型为“沉积变质铁矿”，深

部仍有较大的找矿潜力。该区深部找矿作为中央勘

查基金和河南省整装勘查共同资助的项目已正式启

动。在重点成矿（区）带综合研究过程中，要善于研

究、剖析成矿背景，下功夫抓主要控矿要素，全面总

结区域地质演化同矿化的关系。找矿的任务不仅仅

是发现矿床，而是以尽可能少的费用发现最好的矿

床
［２］
。基于此目的，有必要对矿区进行更深入地研

究，以对该区的找矿工作有重要突破起到参考作用。

１　地质特征
研究区位于华北板块南部边缘，为华北地层区，

豫东南分区，马超营—拐河—确山断裂的北侧，鲁山

背孜—西平出山盖层背斜的东端，是太华群最东部

出露区。具典型的地台型双层地壳结构，基底岩系

为太古宇太华岩群中深变质花岗—绿岩建造，是

“鞍山式—铁山庙式”沉积变质型铁矿的赋矿部位；

盖层岩系主要为中元古界至古生界浅变质—未变质

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及中新生界地层。

１．１　地层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区新太古界铁山庙组地

层呈单斜产出，通过近几年来的采矿开挖及地层对

比，实际上该区是由一个紧闭倒转倾伏背斜组成，地

层及矿层基本是以对称的形式出现，以往地质勘查

报告①中划分的地层及矿层出现了较大的错误，对

目前的找矿工作会造成一定的误导，在此有必要对

其进行理顺。分布的地层有新太古界铁山庙组，中

元古界汝阳群云梦山组（Ｐｔ２ｒｙ）、白草坪组（Ｐｔ２ｂｃ）、
北大尖组（Ｐｔ２ｂｄ），新元古界洛峪群崔庄组（Ｐｔ３ｃ）、
三教堂组（Ｐｔ３ｓｎ）、洛峪口组（Ｐｔ３ｌ）（图１）。

（１）新太古界铁山庙组（Ａｒ３ｔ）
在胡受奚、林潜龙等编著的《华北与华南古板

块拼合带地质和成矿》
［３］
一书中，将铁山庙组划归

古元古界，其理由是铁山庙组用钾氩法获得变质年

龄为１９．５亿年（书中标明“据宜阳地矿所”）。年龄

７８４



图 １　铁山铁矿区地质图
１—第四系；２—新元古界洛峪口组；３—新元古界三教堂组；４—新元古界崔庄组；５—中元古界北大尖组；６—中

元古界白草坪组；７—中元古界云梦山组；８—新太古界铁山庙组；９—铁矿露头；１０—断层及编号；１１—不整合

　　 界线；１２—地层界线；１３—采坑边界线；１４—勘探线及编号

值可代表测区区域变质改造的时间。变质年龄并不

代表形成年龄。太古宙与元古宙之间分界不应确定

在单一年代上，而是一个渐变过渡的界线
［４］
。部分

专家学者将该区的太华群地层划归太古宇
［５］
。

在舞阳矿田提交的６个勘探报告中地层划分不
一。有划归新太古界的，有划归古元古界的。铁山

庙组地层划分混乱。铁山庙组在《河南省岩石地

层》
［６］
一书并没有提及，但该组下伏地层赵案庄组

属太古宇太华（岩）群铁山岭组。铁山庙组与区域

地层没有可比性，可能属一个独立地层。该区铁山

庙组的上覆地层杨树湾组与区域的太古宇太华

（岩）水底沟组具有对应关系。故铁山庙组划归太

古宇较为合适。

由于该区地层是由一个紧闭倒转倾伏背斜组

成，仅控制到了铁山庙组的上部地层及铁矿层，铁矿

层下伏地层很少控制。新太古界铁山庙组（Ａｒ３ｔ），
分为４个段，在该矿区反映较全的是三段和四段，三
段自２３勘探线以东才反映很少一部分。结合相邻
的经山寺矿区及岗庙刘矿区对下段地层进行综述，

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对比，避免在施工中漏矿。

一段：以其底部的浅粒岩与下伏的赵案庄群分

开，在该区没有得到控制，本文结合经山寺及其他矿

区进行综述。一段为含砾长石石英岩、底砾岩或火

山角砾岩，厚度大于 ５００ｍ。在经山寺矿区控制厚
度２８３～４６３ｍ。浅粒岩和花岗质条带状混合岩为
该岩组的代表性岩石，并以成层巨厚和同层位的岩

性相变较大为突出特点。浅粒岩分布，限于经山寺

（南、北坡）矿段及其北西部。地表见于扁担山、小

胡山、里八庄。岗庙刘矿区仅部分地段出现底砾岩。

随着找矿深部的不断加大，一段地层在该矿区完全

８８４

　　　　　　　　　　　　　 　　　　 　　　　矿　　产　　勘　　查　　　　　　　　　　　　 　　　　 　　２０１１年



有可能出现，尤其是在２３勘探线的以东范围内。
二段：二段在经山寺矿区反映较全面，为花岗质

条带状混合岩：以条带状混合岩为主，夹均质混合岩

或混合花岗岩，顶部为铁铝榴片麻岩，内产厚层含少

量 Ｎｉ、Ｃｏ、Ｃｒ磁铁蛇纹岩矿层位。厚度大于 ５００ｍ。
在该矿区的２３线以东区段有所分布，组成背斜的核
部（图３）。在原勘探报告中将其划归含矿岩段，其
与矿层没有内在的联系，不太合适。本人将其作为

一个独立段划出。

三段：该段为含矿岩系段。顶为白云石大理岩

（不普遍存在），下以更长角闪片麻岩为主，夹绿泥

云母片岩和混合岩化岩石，全层以含星散状铁铝榴

石为特征。厚度 ３０～９０ｍ。目前所见的铁矿层为
重叠层。２３勘探线以西重复层紧紧地压在一起，难
以分辨矿层的对应关系（图 ２）。２３勘探线以东逐
渐撒开，背斜的两翼矿层基本能够分辨（图 ３）。因
为大理岩的存在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沉积环境，故

该段大理岩的存在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志。

四段：分布在倒转背斜的正常翼上，倒转翼上基

本上没有得到控制。由于该段与上覆的中元古界云

梦山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其厚度由浅到深逐渐加

大，已控制的最大厚度大于 ５００ｍ，向深部仍有加大
的可能（图 ２，图 ３），岩性为花岗质条带状混合岩，
中夹均质混合岩，角闪片麻岩。条带状明显，其原岩

为中基性火山岩—沉积岩。

总之，铁山庙组为中—高级角闪岩相，混合岩化

强烈，自下而上原岩组合为基性—中基性火山岩、火

山沉积岩—硅铁建造，可与绿岩带建造相对比。总

厚度约１１００ｍ。
（２）基底盖层
中元古界汝阳群云梦山组（Ｐｔ２ｒｙ）：该组地层与

下伏地层新太古界太华岩群铁山庙组（Ａｒ３ｔ）呈角度
不整合接触。自下而上分为３个岩性段。一段为底
砾岩段：上以脉石英为砾石的硅质砾岩。下以条带

状铁矿为砾石的铁质砾岩，故又名铁砾岩。厚度 ０
～３１ｍ。二段为安山玢岩段：呈黑绿及紫红色，隐晶
质结构，致密状或杏仁状及斑状构造，层位稳定，厚

度６９ｍ。三段分为 ３层。一层为石英岩、页岩，石
英岩及薄层页岩互层出现，厚度 ５２ｍ。二层为页
岩，呈绿色及紫红色，层位稳定，厚度 ３７ｍ。三层为
石英岩，呈厚层出现，顶部页岩夹层较多，厚度大于

２００ｍ。

图 ２　铁山铁矿区 ３勘探线剖面图
１—安山玢岩；２—混合岩；３—铁矿层；４—大理岩；５—中元古界

　　 云梦山组；６—新太古界铁山庙组

图 ３　铁山矿区 ２３勘探线剖面图
１—第四系；２—安山玢岩；３—混合岩；４—铁矿层；５—大理岩；

６—石英岩；７—页岩；８—中元古界云梦山组；９—新太古界铁山

　　 庙组

基底盖层中中元古界及古生界地层与矿体的关

系不大，不再赘述。

（３）第四系
顶部为黄色黏土、砂质黏土、砂土，中下部为泥

砾层。自南至北逐渐变厚，厚度０～４４ｍ。

１．２　构造

成矿后的构造对成矿也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破

坏已成矿体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可以使一些类型的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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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变富、变厚
［７］
。该区的成矿后构造，无论是在矿

体的厚度上，还是在矿体的存在深度上总体上起到了

好的作用。该区本身是由一个大型的倾伏倒转紧闭

背斜组成，枢纽东倾，倾角 ４５°左右，形成时间在中元
古代之前。该区地层先后经历了叶舞运动、少林运

动、加里东运动、海西运动和燕山运动
［８］
，在古元古

代，发生了以塑性变形为主的构造作用，在形成该区

大型倾伏倒转紧闭背斜同时，太华群铁山庙组地层向

地表方向推移了约 ３ｋｍ，使其中的铁矿层小范围暴
露地表，矿层重复出现，并经过有限的剥蚀作用。在

中生代由于受自南向北板块的俯冲影响
［９］
，该区地层

发生自南向北自下而上的推覆作用，形成 Ｆ６大型逆

掩断层
［１０］
，地层自下而上推移了约１５ｋｍ。铁山庙组

地层在原来基础上又发生了较大变化。

背斜两翼，以宽缓褶皱为主，断裂为辅。总体产

状倾向南西。铁山庙组地层倾向 ２０３°～２２３°，倾角
２５°～５０°，一般 ３５°～４５°。在该矿区未出现无矿地
段。

Ｆ３断层以西存在一明显的缓向斜和一明显的
缓背斜。矿底板垂直褶曲变化幅度在 ２０～４０ｍ之
间。Ｆ３断层以东存在一倾伏向斜：向斜轴向 ５３°，向
南西倾没。岩层核部陡于两翼。由于 Ｆ３正断层的
破坏，失去了完整性。矿区范围内共有 ６个主要断
层，其形成于中元古代之后。依断层性质大致分为

３组：一组北北东向横断层，有 Ｆ７、Ｆ３，断面倾斜北
西，属正断层；二组大体东西走向断层，有 Ｆ２、Ｆ１４，断
面倾向南，属逆及逆掩断层：三组为分布在西南山坡

中元古界地层出露区的次级小断层。以一组和二组

断层为主。有些地质工作者认为矿区西侧有 Ｆ１断

层存在，并定为最早形成的断层
［１１］
，实际该断层不

存在，此处实际是背斜枢纽向西倾伏而使矿体不能

向西延伸造成的错误判断。

１．３　岩浆岩

矿区内较广泛分布的矿后侵入体细粒闪长岩岩

墙，其对矿体具破坏性，使矿体构造复杂化。生成时

代推断与中元古代中性喷发岩系同期。岩体以正切

或高角度斜切矿层及其围岩的陡立板条为产出特点。

岩墙倾向 ３３４°～３０°，岩墙倾角自南东向北西变陡，
５２°～８２°。岩墙顶陡底缓，向下有呈楔形尖灭现象。
矿区内已发现岩墙２０条，岩墙宽２～６０ｍ不等，延长
１５０～３００ｍ，有两条分别达１０５０ｍ及１６００ｍ。岩墙

集中分布在矿区南西的中深部。岩墙平面分布特征

呈“帚”状，西部为帚状收敛聚集带，向北东方向以雁

行状撒开。岩墙垂向分布于中深部 －４０～－２４０ｍ，
水平切穿矿体，严重处将矿体切割为平行条块状，但

未发现导致岩墙两侧矿体的相对错动位移现象。

２　成矿地质特征
铁矿体产于铁山庙组的三段中，矿石以条带状

石英辉石磁铁矿和块状辉石磁铁矿为主，可见假象

赤铁矿，中夹大理岩、辉石岩、含铁石英岩及更长角

闪片麻岩。矿层累加厚度 １１～９０ｍ。矿体正处在
紧闭倒转倾伏背斜的核部，在 Ｆ３断层以西两翼矿层
紧紧地叠在一起，无法分辨出两翼，Ｆ３断层以东两
翼逐渐分清。

在 Ｆ３断层以西，重叠矿层总层数 ３～２３层，控
制矿体长２１００ｍ，宽 ９８０ｍ，厚 １．４１～５０．０５ｍ，平
均 １９．２５ｍ。Ｆ３ 断层以东，倒转翼矿体控制长
３８０ｍ，宽４００ｍ，厚 ４．６３～１６．２８ｍ，平均 ９．４４ｍ。
矿层 １～３层。正常翼控制矿体长 １５００ｍ，宽
６２０ｍ，厚１．７０～３０３０ｍ，平均 １４．２７ｍ。矿层 １～
６层。

矿体贫化尖灭后，由含铁石英岩、含铁辉石岩、

磁铁大理岩等含铁岩石所取代。目前所看到的铁矿

总体呈单斜层，产状为走向北西，倾向 ２１０°～２４２°，
倾角２３°～４９°。矿体夹石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矿
体总厚度愈大则夹石层数愈多；处于矿层贫化尖灭

部位夹石层较多；自地表向深部夹石层增多；矿区西

段的夹石量多于东段。

夹石岩性分含矿和非含矿两种。含矿夹石有：

含铁石英岩、含铁碧玉岩、磁铁辉石岩、磁铁大理岩

等，ＴＦｅ含量多数大于１５％。非含矿夹石有：角闪片
麻岩、更长片麻岩、绿泥云母片岩、大理岩及蛇纹岩

化大理岩等，局部还见有混合岩、细粒闪长岩脉、安

山玢岩等。

近矿围岩岩性分布与矿体夹石层岩性基本类

同。其中以稳定分布于矿体顶底的大理岩或蛇纹石

化大理岩层位为特殊，但矿床北东因古侵蚀作用，矿

体与上覆的中元古界含铁底砾岩、安山玢岩或石英

岩直接接触。矿体与围岩界限除同含铁石英岩、磁

铁辉石岩等含矿岩石接触而表现渐变过渡关系外，

余者一般较清楚并易于野外鉴别。

矿石成分较为复杂。金属矿物：主要有磁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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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铁矿；微量有褐铁矿、黄铁矿、黄铜矿。非金属矿

物：主要有石英、单斜辉石；次要有玉髓、角闪石、方

解石、白云石、透闪石、斜方辉石；微量有绿泥石、黑

云母、滑石、绢云母、方柱石、重晶石、磷灰石。形成

矿石的主要矿物的共生组合规律，最常见的为：磁铁

矿、辉石组合；磁铁矿、辉石、石英组合；赤铁矿、石英

组合。

矿石化学成分总的特点是：含铁量较低而变化

较小；有益、有害成分均低微；由于矿物共生组合简

单，化学成分也较为简单。

矿石的氧化作用发生在中元古代和第四纪。氧

化矿石一般为赤铁矿、假象赤铁矿，主要分布在矿体

的顶部。

矿石结构为半自形细至中粒变晶结构。矿石的

主要构造为块状构造和条带状构造。

矿石的自然类型：按脉石矿物分为：辉石磁铁矿、

石英辉石磁铁矿和石英赤铁矿；按组构分为：条带状

矿石和块状矿石；按生成条件分为：沉积变质铁矿。

矿石的工业类型：依据矿物及相应磁性率（ＴＦｅ／ＦｅＯ）
分为：赤铁矿型（≥７），磁赤铁矿或假象赤铁矿型（７
～３．５），磁铁矿型（≤３．５）。已控制的全区赤铁矿占
２９．２８％，磁赤铁矿１９．６３％，磁铁矿５１．０９％。

该矿区矿石品级以需选贫铁矿为主。矿体平均

品位为２５．９６％ ～２９．８４％。品位变化系数 ４６７％
～７．６３％。

３　成因分析
我国玄武岩中铁平均含量为 ８．３３％，安山岩中

铁的平均含量为 ４．７０％［１２］
，中基性铁的平均含量

应为６．５１％。在成矿物质搬运分选过程中，形成的
矿体 ＴＦｅ平均品位为２５％（整个含矿层），原始的中
基性岩物质形成铁矿石贡献率占自身的 １／３，即中
基性岩所提供的铁为 ２．１７％，即约 １１．５ｔ中基性岩
可分选出 １ｔ铁矿石，５０ｍ厚的矿层需近 ６００ｍ厚
的玄武岩。说明中基性火山岩经历了无数次喷发及

漫长的河流搬远分选沉积过程。火山喷发应是在陆

上完成。矿层中的夹层是磁铁矿分选不彻底的产

物，碳酸盐岩是火山喷发后的化学沉积产物。

铁山庙组为中—高级角闪岩相，混合岩化强烈，

自下而上源岩组合为基性—中基性火山岩，火山沉

积岩—硅铁建造，可与绿岩带建造相对比。内蒙古

狼山后山地区来源于陆缘碎屑物和海洋水体内的内

源沉积物同时沉积，形成碳酸盐岩—细碎屑岩相组

合
［１３］
。铁山庙地层岩石组合与内蒙古狼山后山地

区具有一致性。在太古宇含铁建造中有４种含铁建
造相，即氧化物相、碳酸岩相、硅酸盐相和硫化物

相
［１４］
。“氧化物相（磁铁矿）、碳酸岩相（菱铁矿—

铁白云石—白云石）和硫化物相（黄铁矿—磁黄铁

矿）是从海岸线逐渐过渡到深水环境下形成的。”在

该区的铁山庙型铁矿中固然在水平方向上没有得到

证实，但氧化物相、碳酸岩相均存在，不同的是该二

相不是在水平上的分布，而在垂向上的分布，它反映

出了该区海水深度的动态变化。

经统计，目前铁山庙组地层的总体产状为 ２１４°
∠３５°，赵案庄组地层产状为：２２３°∠１９°，铁山庙组
地层沉积前赵案庄组地层的产状，即铁山庙组地层

呈水平状态时赵案庄组地层的产状，经计算，为：８２°
∠２３°３０′，赵案庄组地层西部受到风化剥蚀作用，东
部为海浸区。经过风化剥蚀作用，赵案庄组地层地

形趋于平坦，已具备铁山庙型铁矿的沉积的条件。

在铁山庙型铁矿的形成过程中，火山活动频繁，为铁

山庙型铁矿的沉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来源，火山喷

汽作用为碳酸盐沉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来源。从矿

体的分布形态看，沉积环境为滨海环境。

铁矿的沉积应以比重较大的磁铁矿为主，必经

过较彻底分选作用，磁铁矿暂留，轻矿物及较细岩屑

搬运，从矿体到围岩磁铁矿的含量呈渐变过渡关系

即可得到证实。倾角 ２３°的赵案庄组，没入海洋，为
轻矿物及较细岩屑沉积提供了重要场所。为始终保

持分选的顺利进行，应在水动力较强的滨海带，但高

潮面到低潮面不过数米，铁山庙型铁矿含矿岩系过

百米，显然单保持滨海带环境远远不够。数百米的

铁矿含矿岩系是如何完成的呢？不妨设想出如下两

种可能，其一是地壳持续下降，其二是处在冰期到间

冰期的过渡期（已知第四系冰期与间冰期的海平面

升降差达 １００～２００ｍ）［１５］。如此稳定地持续沉积
如此厚大的铁矿含矿岩系，且铁矿体的最大累计厚

度超过５０ｍ，上述的两种可能性均存在。
结合舞阳矿田的其他矿区，对矿体的形成进行

分析。铁矿层之间几乎全存在大理岩层，就大理岩

而言，其沉积环境为滨海或浅海环境。其形成过程

应为：铁矿体的物质来源几乎全为火山喷发物，当火

山喷发后，陆地上的火山物质，在地表水的作用下，

首先冲刷至河道，进入河道时，磁铁矿已经过了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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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选，轻矿物及颗粒碎小物质先前带走，并通过河道

进入海洋，而以磁铁矿为主的重矿物及颗粒较大的

碎屑物随后进行滨海三角洲地带，在河流及海水作

用下，再次经过分选，并在三角洲地带不断扩散。

当以磁铁为主的重矿物及颗粒较大的火山碎屑

物在河流及海水的联合作用下不断地分选扩散过程

中，海浸在不断地进行，海水加深，上述物质进入低

潮线以下，便沉积下来。随着海水的加深，一次从火

山喷发—搬运分选—进入海洋—最终磁铁矿沉积下

来过程结束，标志着火山物质的供给终结，而从原岩

风化下来的物质又寥寥无几，开始沉积以碳酸盐为

主的物质，这就是磁铁矿矿层之间以大理岩为主的

主要原因。

矿区内可以辨别出的单矿层２０层以上，说明从
火山喷发—搬运分选—进入海洋—最终磁铁矿沉积

下来的过程至少要进行２０次以上。
在铁山庙组铁矿层形成之后，在中元古界地层

形成之前，就经历了较强的变质作用。铁山矿区铁

山庙组地层由一个大型的紧闭倒转倾伏背斜组成，

说明在构造活动过程中，岩矿层处于塑性状态下。

铁山矿区铁矿层在塑性状态自下而上推移，通过计

算，其推移距离达３ｋｍ之多。
经计算，古元古代前铁山庙组地层的产状为：

２５６°∠１９°。在新太古代，铁山庙组地层经历了风化
剥蚀作用。铁山矿区矿层在新太古代遭到了一定的

风化剥蚀作用，中元古界云梦山组底砾岩中的磁铁

矿砾屑可得到证明，当时的风化深度约 ２５０ｍ。
２５０ｍ以浅以磁赤铁矿为主，以深以磁铁矿为主。

在中生代碰撞造山作用过程中，在构造作用下，

地层沿 Ｆ６断层发生自南向北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
使含矿地层由深到浅，局部暴露地表，与此同时，派

生出一系列的次级断裂，并伴随小规模的岩浆活动，

使地层及矿体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基本形成目前的

构造格局和矿体分布形态。在新生代，铁山矿区矿

层有暴露地表的地段，但对矿体的影响均较小。

铁山矿区受到了较强的中元古代细粒闪长岩岩

体的侵入，岩体以岩墙的形式产出，对矿体有一定的

破坏作用，但只是对矿体进行了分隔，没有对矿体进

行明显的错动，也没有使矿体进行二次富集。

４　找矿潜力分析及建议
资料再开发、老矿区外围找矿（就矿找矿）具有

较大的找矿成功率。老矿区周围、深部或已知的成

矿带附近找到矿床占 ４１％［１６］
。该研究区是已开发

的老矿区，资料丰富。通过对以往资料及目前对矿

体开挖结果的研究，正在施工的钻孔证实（正在施

工的２３１００孔从８２９．５５ｍ见矿，已见矿６层，累计厚
度３３２１ｍ），该矿区深部具备大幅度增加资源储量
的条件。

沉积变质型铁矿床是前寒武纪铁矿床的主要类

型，其储量、矿产地和开采量均占全国首位，其中最主

要的是条带状铁建造铁矿床亚类，是前寒武纪的特征

类型，是仅发育在前寒武纪时期的铁矿床。中国最古

老的铁矿床形成于古太古代，新太古代是中国铁矿最

重要的形成时期，此期间形成铁矿的储量约占全国铁

矿总储量 ５０％，矿床类型是与绿岩带有关的阿尔戈
马型条带状铁建造铁矿床

［１７］
。该区铁矿为新太古代

形成的沉积变质型铁矿，且与绿岩带有关，由此可见

在该区开展找矿工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特大型矿床对成矿元素（矿种）、成矿类型、成

矿时代、成矿背景等均具有十分明显的选择性———

有人称之为特大型矿床成矿偏在性。该矿区在已有

工程控制的３．７７ｋｍ２面积内，没有发现无矿窗口，
矿层向深部延伸，其厚度没有变薄的趋势。在以往

的找矿过程，找矿深度一般小于 ５００ｍ，向 ５００ｍ以
深仍有较大的找矿空间。若找矿深度达到１５００ｍ，
该区的资源储量会翻一番，新增矿石量达到近 ５亿
ｔ。该矿区的铁山庙组中及其“铁山庙型铁矿”在舞
阳—上蔡矿集区内，到目前为止仅在舞阳矿田发现，

从成矿时代上具有独特性。在形成条件上，铁矿的

沉积环境是持续保持在滨海一定的水深范围内，即

铁矿的沉积速度与海浸的速度相匹配，更具独特性。

该区具有特大型矿床的偏在性
［１８］
。具初步研究，舞

阳矿田中的经山寺矿区，虽相隔近 １０ｋｍ，但其是在
同一个环境下形成，二者在深部可能相连。若一旦

得到证实，舞阳矿田的资源储量总量将达到２０亿 ｔ。
该区的资源潜力巨大。

由于该矿区矿体分布在紧闭倒转倾伏背斜核

部，在 Ｆ３断层以东，两翼矿层逐渐撒开，Ｆ３断层以
东５００ｍ浅矿层有撒开的趋势。在以往的找矿过
程，在 Ｆ３断层以东的部分地段，可能只控制到矿层
在正常翼的分布，倒转翼矿层可能没有完全控制。

在今后的工作中建议要认真地进行岩矿层的对比，

防止倒转翼矿层的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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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及找矿前景［Ｊ］．地质与勘探，２００５，（３）：３８－４４．

［１４］　郭永志，李上森，译．太古代绿岩带及其矿产［Ｍ］．北京：地质

出版社，１９８０．

［１５］　叶俊林，黄定华，张俊霞．地质学概论［Ｍ］．北京：地质出版

社，１９９４．

［１６］　王　文，王永生．国外典型矿床发现规律与启示［Ｊ］．地质与

勘探，２００４，（４）：４７－５０．

［１７］　沈保丰，翟安民，杨春亮，等．中国前寒武纪铁矿床时空分布

和演化特征［Ｊ］．地质调查与研究，２００５，２８（４）：１９６－２６０．

［１８］　裴荣富，叶锦华，梅燕雄，等．特大型矿床研究若干问题探讨

［Ｊ］．中国地质，２００１，（７）：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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