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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渤海地区非金属矿产品种繁多、分布广泛、资源丰富、经济效益明显。区内已发现非金属矿种近 80

种 ,已探明小型以上矿产地 1 294 个 (其中超大型矿床 22 个 ,大型矿床 232 个 ,中型矿床 497 个) 。其中菱镁矿、

金刚石、滑石、硼、耐火黏土、玉石、硅灰石、石墨、硫、磷、石膏、珍珠岩、澎润土和芒硝等是本区的优势矿产 ,已探

明小型以上矿产地 436 个。这些矿产主要分布在胶辽、鲁西、燕山、太行山 —吕梁山和内蒙古等地。单矿种区域

分布极不均匀 ,如硼矿床、菱镁矿床集中分布于辽东地区 ,金刚石集中分布于鲁西和辽南地区。此外辽宁、河北、

天津、山东还是我国北方海盐的主要产区。该类矿床成因有风化型、沉积岩型、变质岩型、热液型、岩浆岩型等五

大类 ,其形成时代自太古代始 ,各个地质时代都有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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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环渤海地区非金属矿产品种繁多、分布广

泛、资源丰富、经济效益明显。区内已发现非金

属矿种近 80 种 ,已探明小型以上矿产地 1 294

个 (其中超大型矿床 22 个 ,大型矿床 232 个 ,中

型矿床 497 个) 。按各省区非金属矿产地数和

按矿床类型统计累计探明所占比例分别为河北

29 % ,山东 22 % ,山西 17 % ,辽宁 17 % ,内蒙古

15 %(图 1a) 。其中菱镁矿、金刚石、滑石、硼、玉

石、硅灰石、石墨、硫、磷、石膏、珍珠岩、澎润土

和芒硝等是本区的优势矿产 ,已探明小型以上

矿产地 436 个。这些矿产主要分布在胶辽、鲁

西、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和内蒙古等地。单矿

种区域分布极不均匀 ,如硼矿床、菱镁矿床集中

分布于辽东地区 ,金刚石集中分布于鲁西和辽

南地区[ 1 ～ 3 ] 。此外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还是

我国北方海盐的主要产区[ 2 ] 。

2 　矿床的成因分类

根据赋矿围岩和矿床成因 ,本文把环渤海

地区非金属矿床划分成风化型、沉积岩型、变质

岩型、热液型、岩浆岩型等五类 ,其中沉积岩型

矿床的储量占绝大部分 ,少量变质岩型和岩浆

岩型 (图 1b) 。非金属矿床主要形成于古生代 ,

其次在新生代、中新元古代、太古—古元古代和

中生代 ,区内不同时代矿产地数见图 2。

风化型矿床主要为高岭土和陶瓷土矿床 ,

多分布于山西、山东等省。产于新生代、石炭—

二叠纪地层中 ,与较稳定构造环境下中酸性岩

浆岩的风化有关。

沉积岩型矿床可细分为化学沉积型和机械

沉积型两类。化学沉积型有水泥用灰岩、建筑

石料用灰岩、制灰用灰岩、石膏、芒硝、磷矿、盐

矿、天然碱、自然硫等 ,机械沉积型主要包括石

英砂岩、铸型用砂、水泥配料、陶粒页岩、耐火黏

土、高岭土、铁矾土、硅藻土等矿床。其形成时

代以古生代为主 ,其次为新生代、中元古代等。

分布范围广 ,各省区均有较多矿床出现 ,多形成

于较稳定的构造环境 ,与岩浆岩关系不大 ,无或

仅有微弱的围岩蚀变。典型矿床有内蒙古达拉

特芒硝矿 (世界最大的优质矿) 、苏汲石膏矿 (全

国最大) 、辽宁土城和甘井子超大型石灰岩矿

床、山东泰安超大型自然硫矿床等。

变质岩型矿床可分为沉积变质型矿床、区

域变质型矿床和接触变质型矿床。沉积变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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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有煤、菱镁矿、硼矿、天然油石、大理石、白

云岩和石英岩矿床。区域变质型矿床有石墨、

蓝晶石和夕线石矿床 ,最初也常与沉积作用有

关。接触变质型矿床有硅灰石、石墨、大理石、

红柱石等矿床。多分布于前寒武纪地层中 ,与

构造、岩浆岩关系密切 ,常分布在构造岩浆活动

带中或其附近。围岩可见绢云母化、绿泥石化、

蛇纹石化等蚀变。典型矿床有辽宁铧子峪菱镁

矿、翁泉沟铁硼矿、范家堡子超大型滑石矿、山

东莱西南墅石墨矿等[ 1 ] 。其形成时代较老 ,以

前寒武纪为主。

图 1 　环渤海地区主要非金属矿产地和矿床类型累计探明储量结构图

Fig. 1 　Main nometal ore locations and deposit types

accumulated detected reserve structure in Circum̄ Bohaī sea Region

图 2 　环渤海地区不同时代非金属矿产地数分布

Fig. 2 　Nonmetalore deposit distribution in Circum̄ Bohai Sea

热液型矿床可分为热液充填型、热液交代

型和层控热液型三种。热液充填型包括萤石、

水晶、重晶石、石棉、叶腊石、硫铁矿、透辉石等

矿床 ,热液交代型包括滑石、玉石、硫铁矿、蛭

石、蛇纹岩等矿床 ,层控热液型主要为硫铁矿矿

床。热液型矿床在不同时代的地层中均有分

布 ,有些分布于中酸性岩浆岩中或其附近 ,其形

成与断裂构造关系密切。围岩可见碳酸盐化、

绿泥石化、蛇纹石化等蚀变。矿床形成时代以

中生代为主 ,次为中新元古代、古生代、太古代

等。典型矿床有辽宁岫岩玉石矿、内蒙古东升庙

硫铁矿、苏莫查干敖包萤石矿等。

岩浆岩型矿床可分为火山岩型和侵入岩

型。火山岩型包括珍珠岩、膨润土、沸石、铸石

(原料) 、硫铁矿等矿床 ,与沉积作用有关。侵入

岩型包括金刚石、花岗石、磷矿、云母、钾长石

等。矿床产于中生代地层中 ,或产于金伯利岩、

基性岩和酸性岩中 ,与火山活动带和褶皱带有

关。围岩蚀变有碳酸盐化、蒙脱石化、蛇纹石化

等。矿床多形成于中生代 ,其次为古生代、中新

元古代等。典型矿床有辽宁瓦房店和山东蒙阴

金刚石矿、涌泉庄膨润土、沸石、珍珠岩矿床、河

北堰家沟大型膨润土矿、矾山磷矿床。

3 　特征

耐火黏土 :该区耐火黏土储量占全国总储量

的 53 %左右 ,广泛分布于山西阳泉、孝义、太原、

保德、朔县、辽宁本溪、山东淄博、河北唐山、北京

门头沟等地 ,以高铝黏土和硬质黏土为主 ,其次

为软质黏土和半软质黏土 ,主要产于石炭系 ,其

次产于二叠系和侏罗系。石炭系耐火黏土矿多

位于奥陶系本溪组下部侵蚀面上的含矿岩系

中[4 、5、9 ] ,含矿岩系由下而上显示铁 (赤铁矿、黄铁

矿、铁铝岩) —铝 (铝土矿、高铝黏土) —硅 (硬质

黏土、软质黏土) 序列 (图 3) 。矿床多为大—中

型。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漏斗状 ,顶面较平 ,

矿石以高铝黏土和硬质黏土为主。其成因多认

为是滨海淡化泻湖沉积矿床。石炭系太原组、二

叠系山西组和侏罗系中耐火黏土矿夹于砂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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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中、小型硬质黏土和小型软质黏土矿床为

主。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 ,矿石中主要矿物为

高岭石 ,次为一水硬铝石、伊利石 ,Al2 O3 含量多

在 30 % ～ 54 %之间 ,耐火度 1 610 ～ 1 770 ℃。

多形成于湖泊沉积环境中。

铁矾土 :与耐火黏土共生 ,多分布在奥陶系

侵蚀面上的本溪组下部含矿岩系中 ,主矿层在

高铝黏土之下 ,矿床多为大、中型 ,保有储量位

于全国首位。

石膏 :可分成海相沉积型和陆相沉积型两

种。海相沉积型石膏矿床分布在山西、河北、山

东等省 ,产于中奥陶统峰峰组、马家沟组、磁县

组 ,其次在下寒武统馒头组、碱厂组碳酸盐含膏

建造中。矿床中矿体较多 ,呈层状 ,厚度较大 ,

且分布稳定 ,矿石矿物为石膏、硬石膏。陆相沉

积型石膏矿床分布于山东、内蒙古、河北等省

区 ,受裂谷附近的断陷盆地控制 ,产于古近系—

新近系杂色碎屑岩含膏建造中。矿床中矿体较

多 ,呈层状 ,规模大 ,矿石由二水石膏组成的块

状石膏、泥石膏和纤维石膏组成。典型矿床如

内蒙古鄂托克旗西部的苏汲石膏矿床是我国最

大的石膏矿床。

图 3 　山西省石炭系本溪组柱状对比图(据柴东浩等[ 9] ,)

Fig. 3 　Carboniferous Benxi formation column in Shanxi Province

1 . 砾岩 ;2 . 砂岩 ;3 .粉砂岩 ;4 . 煤线 ;5 .页岩 ;6 . 泥晶灰岩 ;7 . 硅质岩 ;8 .铝质岩 ;9 . 铁质岩 ;10 . 石灰岩、白云质灰岩

　　自然硫 :分布在鲁西泰安—泗水中、新生代

凹陷中 ,探明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99 %[ 3 ] 。矿

体产于由油页岩、泥灰岩、石膏和粉砂岩组成的

碎屑岩—碳酸盐岩—蒸发岩建造膏盐系之上

部。有三个赋矿层位 ,埋深 50 ～ 1 000 m ,矿层

可达 30 层 ,累计最大厚度 57 . 5 m ,平均 21 . 8

m。自然硫以隐晶集合体为主 ,其次为晶质 ,伴

有石盐、石膏和工业油流。

芒硝 :分布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山西运城等

地近、现代陆相盐湖中。矿体呈层状、透镜状 ,

多位于湖盆中心 ,共生或伴生天然碱、石膏和盐

矿。内蒙古达拉特旗芒硝矿床是世界上最大的

优质芒硝矿床 ,产于面积达 450 km2 的椭圆形

盐湖中。矿体产状平缓 ,矿化稳定 ,中部略厚于

边部。矿石分芒硝岩和含泥芒硝岩两种 ,99 %

可溶盐为芒硝。

菱镁矿 :主要分布在辽宁省海城地区 ,其次

在山东莱州和河北邢台地区 ,为我国菱镁矿主

产区 (表 1 ) ,区内探明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90 %以上 ,目前多用于生产工业所用的锻烧镁

砂。菱镁矿主要产于古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组

上部 (图 4) ,其次产于粉子山群张格庄组和五台

群板峪口组镁质碳酸盐岩中[ 1 ] 。区内菱镁矿规

模大 ,有 7 处探明储量在亿吨以上的大型矿床 ,

最大的铧子峪菱镁矿储量达 7 . 83 亿吨[ 2 ] ,矿石

质纯 ,品位高 ,属沉积变质型矿床[ 3 ] 。

滑石 :分布区与成因和菱镁矿相近 ,集中分

布于辽宁海城—本溪和山东莱州—烟台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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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古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组、粉子山组白云

岩、白云质大理岩中。矿体呈透镜状、脉状、团

块状。矿石有碳酸盐—滑石型、滑石型、滑石—

碳酸盐型和少量绿泥石—滑石型、蛇纹石—滑

石型。矿石白度高、杂质少、品位高 ,以优质矿

为主。代表性矿床有海城县范家堡子、本溪县

连山关、栖霞、莱州、优游山等。滑石矿的形成

与镁质碳酸盐沉积、走滑断裂、酸性岩体关系密

切。

玉石 :以辽宁岫岩玉为主 ,其次为北京百花

玉、京黄玉和山东琅琊玉。岫岩玉主要为一些

艳丽的绿色 ,致密块状 ,质地细腻 ,透明至半透

明 ,蜡状光泽 ,是我国目前玉雕业的主要原料。

百花玉、京黄玉产于昌平一带中新元古界蛇纹

石化大理岩中 ,为蛇纹石质软玉。琅琊玉产于

白垩系王氏组砾岩中为石英质玉石[ 3 ] 。

图 4 　古元古界辽河群大石桥组菱镁矿区柱状对比图

(据朱园林 ,1984)

Fig. 4 　Column of Paleoproterazoic Dasiqiao formation

in magnesite deposit (af ter Zhu Yuanlin ,1984)

表 1 　环渤海地区已探明主要非金属矿产地规模简表
Table 1 　Main detected nonmetal deposit scale in Circum̄ Bohaī Sea Region

序号 矿种 超大 大型 中型 小型 序号 矿种 超大 大型 中型 小型
1 萤石 3 9 22 30 冶金用白云岩 2 14 18 12

2 耐火黏土 3 28 53 43 31 水泥配料用红土 1 5 6

3 菱镁矿 5 2 5 6 32 水泥配料用泥岩 1 1

4 原生金刚石 4 2 5 33 水泥配料用大理岩 7 8

5 滑石 1 1 9 6 34 水泥配料用砂 1 2

6 硼 1 6 8 5 35 化肥用蛇纹岩 1 2 5

7 玉石 3 2 36 含钾砂页岩 4 1

8 硅灰石 1 2 1 37 陶瓷土 2 7 2

9 石墨 6 20 11 38 高岭土 1 5 4

10 硫铁矿 5 25 20 39 硅藻土 2 1 3

11 自然硫 1 1 40 红柱石 1 1 1

12 伴生硫铁矿 7 44 41 蓝晶石 1

13 磷矿 11 8 6 42 石棉 1 4 4

14 伴生磷矿 1 43 云母 2 10 13

15 石膏 2 16 9 6 44 玻璃用石英岩 1 1 5 5

16 珍珠岩 1 3 4 45 玻璃用砂岩 4 6 3

17 澎润土 3 5 46 玻璃用砂 2 6

18 芒硝 6 5 3 47 固体盐矿 1 3

19 铁矾土 1 9 7 48 透辉石 2 3 1

20 熔剂灰岩 3 32 24 7 49 铸型用砂 1 3 1

21 电石用灰岩 1 6 8 50 制灰用灰岩 1 2 4

22 水泥用灰岩 21 83 87 51 天然碱 1 3 1

23 冶金用白云岩 2 14 18 12 52 饰面用花岗岩 6 19 5

24 制碱用灰岩 3 3 8 53 饰面用辉长岩 1

25 沸石 3 7 1 54 泥灰岩 1 2

26 蛭石 1 1 55 天然油石 1 1 1

27 冶金用石英岩 2 4 56 叶腊石 1

28 水泥配料用砂 3 5 10 57 陶粒页岩 1 2

29 水泥配料用黏 5 14 42 合计 22 229 442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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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硼矿 :主要有辽东半岛变质型和天津北部

沉积型硼矿床。辽东半岛营口、凤城、宽甸一带

古元古界辽河群里尔峪组变质火山岩中的硼矿

是我国硼矿石主产区 ,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0 %以上。典型矿床有营口后仙峪硼矿床、凤

城县翁泉沟铁硼矿床。天津蓟县硼矿产于中元

古界长城系高于庄组浅海相沉积含锰页岩—硅

质白云岩中 ,矿体呈扁豆状、透镜状 ,矿石矿物

为锰方硼石和菱镁矿[ 1 ] 。

石墨 :分布在山东、内蒙古、山西等省区 ,以

区域变质型矿床为主 ,少量接触变质型矿床。

矿床多产于新太古界集宁岩群、古元古界荆山

群地层中 ,矿体呈层状、似层状 ,矿石中石墨含

量较低 ,但均为晶质鳞片状 ,质量好 ,规模大 ,易

采选[ 3 ] 。典型矿床有山东莱西南墅、内蒙古兴

和、黄土窑石墨矿床。

硫铁矿 :多分布在内蒙古狼山、渣尔泰山 ,

辽宁清原、本溪、辽阳、营口、建昌 ,河北兴隆、涉

县、沙河、涞源 ,山西寿阳—平定、交口—灵石、

晋城、平陆等地区。主要成因类型为层控热液

型和沉积岩型 ,其次为火山岩型、热液型和接触

交代型[ 3 ] ,常共 (伴) 生多种有益元素。内蒙古

东升庙硫铁矿矿床属层控热液型矿床 ,矿石矿

物成分复杂 ,品位富 ,共生铅锌、银等矿产。沉

积型硫铁矿在山西寿阳—平定、交口—灵石、晋

城、平陆等地集中分布 ,产于石炭系本溪组底部

和太原组底部黏土页岩、砂质页岩中 ,其次在中

元古界泥质白云岩中 ,矿石矿物以黄铁矿为主 ,

共 (伴) 生铁、铝土矿、黏土、锰和煤。火山型硫

铁矿矿床分布在新太古代、古元古代中基性、中

酸性火山岩中 ,矿体呈脉状、似层状 ,规模较大 ,

矿石矿物以黄铁矿为主 ,次为闪锌矿、黄铜矿和

磁黄铁矿 ,典型矿床如辽宁清原荒沟山硫铁矿

矿床。热液型、热液交代型硫铁矿常与燕山期

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

萤石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四子王旗、苏尼特

旗、喀拉沁旗 ,河北平泉、围场、秦皇岛、康保 ,胶

东 ,辽宁等地 ,成矿期以燕山期为主。内蒙古四

子王旗苏莫查干敖包及其西部地区为巨大的萤

石成矿区。矿体产于下二叠统西里庙组二段片

理化流纹岩、斑岩、凝灰岩、英安玢岩 ,三段板

岩、结晶灰岩、四段流纹斑岩等岩性中。矿层呈

层状、似层状、脉状和透镜状。矿石构造以块

状、角砾状、条带状为主 ,结构以交代残余、自

形—半自形粒状为主。矿石成分以萤石为主 ,

次为碳酸盐、硅质。矿石平均品位 ( CaF2 ) 在

50 %以上。矿床属断裂和热液叠加的海底火山

喷气沉积型矿床。此外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床

伴生萤石 1 318 万吨[ 2 ] 。河北省萤石矿床主要

为产于中、上侏罗统和下白垩统火山—沉积岩

破碎带中的火山热液型矿床。

磷矿 :以岩浆岩型为主 ,其次为变质岩型和

沉积岩型[ 3 ] 。岩浆岩型磷矿床广泛分布于山

东、辽宁、河北和天津等省市 ,产于元古宙和华

力西期辉长岩、苏长岩、斜长岩及辉石岩等基性

超基性岩体及霞石正长岩等碱性岩体中 ,矿床

规模较大 ,晶质磷灰石以造岩矿物或副矿物形

式出现 ,但含量较低 ,矿石易选 ,伴生的铁、钒、

钛等可综合利用。典型矿床有山东栖霞观里、

河北涿鹿矶山磷矿床。变质岩型磷矿床主要分

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赋存于中元古界白

云鄂博群尖山组、古元古界高家峪组白云石大

理岩、云母片岩和碳质板岩中 ,矿体呈似层状、

透镜状 ,磷主要以晶质磷灰石存在。沉积岩型

磷矿床主要分布在山西、内蒙古等省区 ,矿体呈

层状产于下寒武统辛集组、馒头组中 ,为规模较

小的磷块岩矿床。

金刚石 :分布在辽宁复县、新金和山东蒙阴

地区 ,探明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90 %。矿床产

于郯庐断裂两侧加里东早期金伯利岩中。金伯

利岩呈岩管 (筒) 、岩脉状 ,成群、成带分布 ,受深

大断裂的次级断裂控制。金伯利岩可分贫铁、

铁质、富铁的三种 ,其中贫铁—铁质的弱碱性—

偏碱性金伯利岩中含金刚石较多。金刚石以无

色透明为主 ,为优质工业级和宝石级。在金伯

利岩附近的残积物和冲积物中还产有金刚石砂

矿 ,其中 1977 年发现的山东常林钻石重达

31 . 76 g。

沸石 :主要分布在山西省浑源、灵丘 ,河北

省沽源、宣化、隆化 ,辽宁省北票 ,山东省莱阳、

诸城等地。矿体主要赋存在侏罗系髫髻山组下

部 ,后城组二、三段 ,白旗组二段及张家口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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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园组和白垩系大北沟组一段 ,花吉营组二

段 ,王家沟组也有矿化 ,常与膨润土、珍珠岩共

生。矿床规模以大型为主。矿石主要由斜发沸

石组成 ,其次由丝光沸石组成。矿床的形成与

火山作用关系密切 ,属火山型和火山—沉积型

矿床。

膨润土 :主要分布在山西浑源 ,河北宣化、

隆化 ,辽宁法库、彰武、黑山、凌源 ,山东维坊、莱

阳 ,内蒙古兴和、乌拉特中旗等地中新生代酸性

火山碎屑岩和凝灰岩中 ,多产于中侏罗统后城

组 ,上侏罗统白旗组、张家口组、义县组 ,白垩系

青山组、王氏组 ,古近纪五图组和牛王组中 ,常

与珍珠岩、沸石共生。矿体呈层状、似层状、扁

豆状 ,连续性较好 ,产状与围岩一致。矿石中蒙

脱石含量在 29 % ～ 97 %之间 ,根据蒙脱石成分

可分为钙基土、钠基土、钙钠基土三种类型。

4 　时代形成演化

区内非金属矿床的形成始于太古代和古元

古代[ 6 ～ 7 ] ,位于胶辽活动带的辽东、胶北、晋冀

裂陷带的太行山南段邢台 ,及密云、蓟县等地形

成以含碳质碎屑岩、碳酸盐岩为主的火山—沉

积建造[ 8 ] ,经后期以区域变质为主的变质作用

形成石墨、大理岩、菱镁矿、硼矿、滑石、蓝晶石

和矽线石类矿床。中晚元古代由于地壳拉伸 ,

在辽东、晋中、冀东、涉县、张宣、千里店、京津等

地形成含钾岩石、玻璃用石英砂岩、天然油石、

白云岩、硫铁矿等矿床 ,其中白云岩矿床的形成

延续到寒武纪和奥陶纪 ,硫铁矿至石炭纪仍有

形成。在寒武纪、奥陶纪期间 ,在涉县、磁县、怀

来、唐山、晋中等地以海相环境为主 ,形成灰岩

矿床。中上奥陶世由于深大断裂活动 ,深部物

质上升 ,在辽宁复县和山东蒙阴形成金伯利岩

型金刚石矿床。奥陶纪之后 ,区内大部分地区

上升为陆 ,遭受风化剥蚀 ,易溶物质被淋失 ,留

下难溶的铝硅质。石炭、二叠纪在孝义、阳泉、

邯郸、磁县、井陉、唐山、淄博等地地壳上升造成

的不整合面上形成铁矾土、耐火黏土和陶瓷土

矿床。侏罗纪和白垩纪期间 ,由于地壳活动加

剧导致火山喷发 ,在华北地台北缘的辽西、山西

浑源、河北宣化、隆化、沽源等地形成膨润土、沸

石等矿床 ;由于热液作用在平泉、围场、秦皇岛、

康保、怀来等地形成萤石矿床。第四纪在围场、

顺义、宣化等地由风化作用形成铸型用砂等矿

床 ,在内蒙古中部、山西运城等干旱地区形成芒

硝、天然碱等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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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nmetal Ore
Deposits in Circum̄ Boha ī Sea Region

QIN Zhī an ,LI J un j̄ian

( Tianj in I nsti 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 Tianj in 300170)

Abstract :A bunda nt nor metal ores widely sp rea d i n Circum B̄ ohai S̄ea Region . A bout 80 catigories

nonmetal ore have bee n f ound. 1 294 nor metal dep osits i ncludi ng 22 supp er la rge ores ,232 la rge ones ,

497 middle ones have bee n exp lore d . Magnesite , dia mond , talc , boron , ja de , rivaite , grap hite , sul2
p hur , p hosp horus , gyps , p ea rlite , be nt onite a nd glaube r salt a re a dva ntageous ores ,w hich mai nly dis2
t ribute in J ia olia o , L uxi (west of Sha ndong) , Ya nsha n , Tai ha ng L̄ ulia ng mountai ns a nd Inne r Mongo2

lia aut onomous region . L iaoni ng , Hebei , Sha ndong p rovi nce , Tia nji n has p re domi na nt sea salt p rod2
ucti ng a reas i n nort h China . The non metal ores ca n be divided i nt o 5 ge netic t yp es : weat he ri ng ,se di2
me nta ry , meta morp hic , hydrot he r mal a nd magmatic t yp es . The ore f or mation is i n eve ry geological

e ra , a nd mainly i n Palaeozoic .

Key words : nonmetal dep osit ; magnesite ; dia mond ; geological cha racte ristics ; Ci rcum B̄ ohai S̄e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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