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４９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

现　代　矿　业
ＭＯＲＤＥＮＭＩＮＩＮＧ

总第４９９期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第１１期

　　许发新（１９６９－），男，工程师，６１５６０２四川省冕宁县。

·地质·测量·

四川冕宁泸沽大顶山磁铁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条件分析

许发新１　覃顺平１　范元健２

（１四川锦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２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院）

　　摘　要：对四川省冕宁县泸沽大顶山磁铁矿床区域成矿地质背景进行了分析，结合近几年的勘
探成果及该矿区原有的地质资料，对该区域成矿要素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从矿体形态、产状、规模

等地质特征及围岩、成矿条件、控矿因素以及矿石的结构、构造等对矿床的成矿条件作了分析。研

究表明，该矿体具有明显的层位性，本区下元古界变质岩与复背斜伴生的一系列次级褶皱和断裂，

为控制成矿的重要因素。这对矿区以后的生产勘探及外围区域找矿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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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攀西地区为我国重要的铁矿成矿带之一，
仅次于鞍山～本溪地区，位居全国第二。铁矿成矿
带主要沿安宁河大断裂呈近正南向展布，铁矿产地

众多，已探明的铁矿石资源量达５８．７亿ｔ。
冕宁泸沽地区铁矿床主要分布在冕宁～喜德一

代，其次在德昌、盐源、会理等地亦有产出。矿床分

布于泸沽中酸性岩体边缘的前震旦系大理岩中，受

层位、次一级断裂构造、褶皱、层间破碎带的控制。

矿体呈似层状或透镜状，常成群出现。多为富铁矿，

矿石全铁品位一般在４５％以上，矿体一般为中、小
型。矿石多为致密块状、稠密浸染状及角砾状，金属

矿物以磁铁矿为主，个别矿床含赤铁矿、镜铁矿。围

岩蚀变以绿泥石化、黑云母化、蛇纹石化为主。

大顶山磁铁矿床为泸沽地区最大铁矿床，矿石

品位高，Ｓ、Ｐ等有害元素含量低。通过 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的矿床深部普查和详查工作，在已经施工的
１９个钻孔中，除两个边缘探索性钻孔未见矿外，其
余钻孔均见矿，ＴＦｅ品位一般为３５％ ～４５％，厚度５
～５０ｍ，平均１５ｍ。通过两年的普查和详查，新增
３３２＋３３３铁矿矿石资源量近１０００万 ｔ，且大部分深
部钻孔均未控边，铁矿找矿资源潜力巨大。

１　成矿地质背景
本区位于扬子准地台西缘，康滇台隆中段东侧，

属康滇地轴与上扬子台拗过渡部位，处于南北向安

宁河断裂带南段，攀枝花幔隆与昭觉 ～巧家幔拗之

间的过渡区域。

１．１　矿区地层
矿区地层见表１，含矿层为白云质大理岩及条

纹状钾长透辉石岩，前者为矿区主要含矿层，近矿顶

底板岩层均为变质绢云石英砂岩。

表１　地层岩性

地　　层 代号
厚度
／ｍ 岩　　　　性

第四系 Ｑ ＞２ 残、坡积物

侏罗
系

白果湾
下统上
煤组

上段 Ｊｂ３２ ＞１００长石石英砂岩

下段 Ｊｂ１２ ８９ 中粗砬石英砂岩夹薄层黑色砂
页岩，底部为底砾岩

前
震
旦
系
登
相
营
群

九
盘
营
组

上

段

下

段

Ｐｔｄ３７３ｎ２ ２０７ 层纹状绢云石英千枚岩

Ｐｔｄ３７３Ｌ２ ５０ 含扁豆状或条带状砂岩的千枚
岩

Ｐｔｄ３７３ａ２ ７０ 绢云千枚岩

Ｐｔｄ３７２２ １８ 条纹状钾长透辉石岩

Ｐｔｄ３７１ｂ２ １８ 层纹状或条带状绢云千枚岩

Ｐｔｄ３７１ａ２ ５０ 变质绢云石英砂岩

Ｐｔｄ３６２ ３８１白云质大理岩（矿区主要含矿
层）

Ｐｔｄ３５３１ １３０ 变质绢云石英砂岩

Ｐｔｄ３５２１ １８０ 变质石英砂岩

Ｐｔｄ３５１１ ＞１００变质含砾绢云石英砂岩

１．２　构　造
矿区地层走向为北东至北东东，倾向南东，倾角

１０°～７０°，并受东西构造影响，产生近东西方向波状
褶皱，为控制成矿构造之一，区内共发现９条断层，
其中Ｆ１０４，Ｆ１０３，Ｆ１０７，Ｆ１０８４条对矿体有明显破坏作用，
南段矿体就是被Ｆ１０５错开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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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岩浆岩
矿区北部所见的电气石花岗岩位于泸沽花岗岩

体的南缘，与含矿地层接触，呈向南突出的弧形。岩

石主要由钾长石、钠长石、石英等组成，含少量电气

石、黑云母、黄玉，微量榍石、磷灰石、锆石、磁铁矿

等。钾长石有交代钠长石现象，岩体边缘为细粒花

岗结构，向中部渐变为中粒花岗结构及似斑状结构，

近矿花岗岩有宽约５ｃｍ的绿泥石化带。
２　矿床地质特征
２．１　矿体特征
２．１．１　矿体形态、产状、规模

大顶山磁铁矿床位于 Ｐｔｄ
３６
ｎ 白云质大理岩中，

Ⅰ＃主矿体位于大理岩的底部，Ⅱ＃主矿体位于大理

岩的顶部，其规模仅次于Ⅰ＃矿体。Ⅰ＃、Ⅱ＃矿体之

间的大理岩中，常见透镜状及囊状磁铁矿，靠近Ⅱ＃

矿体的一个透镜体略见规模，称Ⅱ＃下矿体。Ⅰ＃矿

体南端（Ｆ１０５断层以南）属Ⅰ
＃、Ⅱ＃矿体向南西的延续

部分。

Ⅰ＃、Ⅱ＃矿体的产状大体一致，走向北东，倾向

南东，倾角１０°～５０°，与地形坡向相反。矿体呈似
层状，但形状不很规整，厚度变化幅度较大，呈连续

的透镜状产出。

Ⅰ＃矿体沿走向长 １０００ｍ，沿倾向长 ４００～
１０００ｍ，平均厚度 １０ｍ，平均倾角 ４０°，标高为
２１００～２６６７ｍ。

Ⅱ＃矿体沿走向长８００ｍ，沿倾向长２００～８００ｍ，
平均厚度６ｍ，平均倾角３５°，标高２１５０～２６１３ｍ。

Ⅱ＃下矿体规模小，连续性差，平均厚度４．５ｍ，
倾角２５°～４０°，标高为２３１８～２６４５ｍ。

Ⅰ＃矿体南段走向北东５３°，倾向南东，倾角２４°
～５０°，全长６３０ｍ（１２线以南及深部未圈定），矿体
平均厚度３～６ｍ，标高为２２００～２６５５ｍ。
２．１．２　矿体与围岩的关系

矿体与围岩基本上是平行整合接触，界线较清

楚，尽管矿体常发生弯曲等复杂变形，但未改变矿体

与围岩协调一致的特征。矿体围岩有大理岩、变质

石英砂岩等。矿体与变质石英砂岩的接触界线比较

平直，而与大理岩的接触边缘极不规则。

由于后期电气石花岗岩的侵入，加之长久多期

次的构造运动，因而在矿区内热液蚀变现象较普遍。

白云质大理岩的近矿围岩蚀变主要有蛇纹石化，部

分为透辉石化，透闪石化，滑石化；钾长透辉石岩的

近矿蚀变作用有石榴石化、符山石化、绿泥石化、阳

起石化等；变质绢云细粒石英砂岩的近矿蚀变作用

有绿泥石化、黄铁矿化，局部为透辉石化。

２．２　矿石特征
矿石主要的金属矿物为磁铁矿，含少量赤铁矿，

局部含锡石和晚期的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等；非

金属矿物主要为蛇纹石、白云石、方解石、透闪石、滑

石、石英等，少数情况下出现金云母和绿泥石。

按矿物组合的不同，将矿石划分为７个类型，各
类型矿石的矿物组合，物质成分、结构构造见表２。
矿石主要结构为自形、它形微粒结构，构造为浸染～
块状构造。

表２　各类型矿石特征表

矿石类型
结构

（磁铁矿颗粒ｍｍ） 构造
金属矿物及含量／％
主 次

非金属矿物及含量／％
主 次

分布

蛇纹石
磁铁矿石

半自形～它形微粒
结构（０．００５～０．１）

蛇纹石碳酸盐
磁铁矿石

半自形～它形微粒
结构，海绵状结构
（０．０２～０．２）

浸染状，少数
块状。

磁铁矿
４５～７５

磁铁矿
３０～６０

假像赤铁矿、
黄铁矿、黄铜矿

黄铜矿

蛇纹石
２０～５０

白云石、滑石、
方解石、绿泥石

矿区北东白云
质大理岩中

白云石
方解石
蛇纹石

滑石 绿泥石
白云石
大理岩中

滑石磁铁
矿石

自形～它形微粒
结构（０．０５～０．２）

石英磁赤铁
矿石

半自形～它形微粒
结构（０．０５～０．２）

浸染状

磁铁矿
３０～６０

局部有闪锌矿
及锡矿

滑石 ３０～６０
透闪石 ０～１０

阳起石、绿泥石、
方解石、金云母、石榴石、

磷灰石、萤石

矿区南西透
辉石岩中

赤铁矿５５～７５
磁铁矿１０～１５

假像
赤铁矿

石英１５～３０ 滑石
绿泥石

７～８线北西端
变质砂岩中

蛇纹石假像
赤铁矿石①

自形粗粒结构
（０．０５～０．２）

浸染状及
块状

假像赤铁矿
３０～６０

磁铁矿１０～２０
蛇纹石
３０～５０

方解石
白云母

大理岩及蛇纹
石磁铁矿中

粉状矿石 粉状
磁铁矿

假像赤铁矿

赤铁矿
褐铁矿
软锰矿

滑石

　　①蛇纹石假像赤铁矿石为晚期形成。

３　控矿条件
泸沽式铁矿主要集中分布在冕宁泸沽地区，其

次在德昌、盐源、会理等地亦有产出。其成矿地质条

件主要有以下３个方面。
３．１　岩浆岩因素

矿床与沿安宁河断裂带侵入的前震旦纪晋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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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酸性花岗岩有密切关系，如泸沽地区泸沽 ～拉克
富铁矿带已发现矿床（点）２５处，带内已知铁（锡）
矿床（点）均分布于泸沽花岗岩四周，矿体赋存于下

元古界变质岩各个组段，略具分带现象。铁矿由侵

入接触带向外到围岩蚀变带依次为气化～高温热液
交代型、矽卡岩型变为中高温热液充填改造型和中

低温热液充填改造型。主要矿石矿物依次为磁铁

矿、赤铁矿。

有色金属矿产亦具同样规律，产于接触带的锡

矿及钨铜矿化、远离岩体的铅锌矿点或矿化。由此

说明与花岗岩有不可分割的成因联系，但形成具工

业价值的矿床，必须是岩性、构造条件极为相似地段

与岩体接触，或距岩体不远为前提。

３．２　围岩因素
矿床（点）受一定层位、岩性控制。绝大多数产

于碳酸盐岩石（包括矽卡岩）中，部分产于含钙质砂

岩或钙质千枚岩中，其有利层位：登相营组白云岩

（尤以含迭层石白云岩），为朝登矿带铁矿的主要赋

存层位；松林坪组下段上亚段白云质大理岩（矽卡

岩化），为松林坪成矿带铁矿床（点）的赋存层位。

在铁矿山～拉克成矿带中，铁（锡）矿床（点）受多层
位控制：Ｐｔｄ

３７
ｎ 层中的矽卡岩、钾长透辉石岩，为拉克

铁矿床、黑林子铁、锡矿点及大顶山铁矿床（南段）

的赋矿层位；Ｐｔｄ
３６
ｎ 层白云石大理岩的顶、底部为大

顶山矿床（北段）的赋矿层位；Ｐｔｄ
３２３
ｎ 变质含砾石英

砂岩、Ｐｔｄ
３２２ａ
ｎ 矽卡岩夹角岩分别为铁矿山矿床主要

矿体和猴子崖铁锡矿体的产出层位等。

３．３　构造因素

本区下元古界变质岩，呈倒转复背斜产出，核部

为泸沽花岗岩侵吞。与复背斜伴生的一系列次级褶

皱和断裂，为控制成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有利成

矿的构造条件是：

（１）缓倾斜的走向压性断裂（当它切割有利成
矿岩层时）为矿床产出部位，如大顶山矿床。

（２）碳酸盐岩层间滑动面，为热液充填型铁矿
体富集场所。

（３）陡倾斜压扭性断裂为导矿构造，其附生的
小层间断裂及褶曲，控制了矿体的富集与分布。

４　结　论
（１）矿体具有明显的层位性：主矿体Ⅰ＃、Ⅱ＃矿

体均分布在Ｐｔｄ
３６
ｎ 白云质大理岩中。

（２）矿体与前震旦纪晋宁期中酸性花岗岩关系
密切。

（３）本区下元古界变质岩与复背斜伴生的一系
列次级褶皱和断裂，为控制成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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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线·

国土资源部：要求加快建立矿业权有形市场

　　国土资源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下发通知要求，
应充分认识建立健全矿业权有形市场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加快建立和完善矿业权有形市场，推进矿业权

出让转让进场公开。

“通知”提到，要加快矿业权交易机构建设步

伐。省级国土部门应建立矿业权交易机构，市级矿

业权交易机构的建立由各省级国土部门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自行决定，县级原则上不建立矿业权交易机

构。推进矿业权出让转让进场公开。矿业权出让转

让交易应当按照审批管理权限，在依法设立的同级

矿业权交易机构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矿

业权交易机构中进行。

国土部矿产开发管理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各地在矿业权有形市场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但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和规范的问题。一些

已建的矿业权有形市场还存在体制不顺、规则不一、

监管不严等方面的问题；权力寻租现象在有的地方

仍然存在，甚至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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