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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山群属乌拉山 - 大青山变质地带，

地理区划为乌拉特前旗至包头段，呈近东西向狭长展布
[1]。其间分布众多规模大小不等铁矿成矿带，主要集中在

乌拉特前旗山后成矿区和包头昆区山前成矿区。通过实

地调查比对分析，乌拉山群铁矿矿床地质特征具有很强

的规律性。因此，系统总结研究该区矿床地质特征对后

续找矿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1　区域地质背景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山群位于华北地台内蒙台隆中西

部乌拉山复背斜的东南段，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大区阴

山地层分区大青山地层小区，主要控矿地层为中太古界

乌拉山岩群，呈近东西向展布 [2]。赋矿磁铁石英岩即赋

存于乌拉山群第一岩组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和第三岩组

斜长角闪片麻岩中，呈似层状、透镜状，其产状与围岩

基本一致。第四系全新统主要出露于山区沟谷中。

1.1 地层

区域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及

第四系全新统，其中，乌拉山（岩）群自下而上划分为

三个岩组，分别为第一岩组、第二岩组、第三岩组 [3]。

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1）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第一岩组（Ar2wl1）

分布于区域南部，处于乌拉山复背斜南翼，地层总

体走向北东，倾向 150°，倾角 60~85°，岩性为条带状

条痕状混合岩、混合质黑云角闪辉石二长片麻岩夹含石

棉矿蛇纹石化大理岩透镜体。

（2）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第二岩组（Ar2wl2）

分布于区域中北部，处于乌拉山复背斜中部，地层

总体走向北东，倾向 150°，倾角 60~70°，岩性为含石

棉蛇纹石化厚层状大理岩，“层状”构造明显。

（3）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第三岩组（Ar2wl3）

分布于区域北部，处于乌拉山复背斜北翼，地层总

体走向北东，倾向 150°，倾角 68~85°，岩性为条带状

条痕状混合岩、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夹不稳定的含铁石

英岩。

（4）第四系（Q）

区内第四系主要为全新统冲洪积地层。广布区域西

北部、南部及东南部沟谷或坡地，由坡积、残坡积及冲

洪积砂砾石组成。

1.2 构造

本区大地构造分区属华北地台内蒙台隆之阴山断隆，

区域内主要构造线以东西向为主，矿区位于乌拉山复式

背斜南翼。总体上为乌拉山复式背斜的一部分，局部地

层发生倒转。区域内断裂构造较为发育。断裂构造以北

东、东西向为主，如图 1 所示。

（1）褶皱构造

广泛发育在区域范围，如位于南部区杨树沟西侧

为不对称层间褶曲，北西翼较疏缓，倾向 300°，倾角

42°，南东翼较陡，倾向 120°，倾角 85°。位于坟地

沟、黑石头沟之间的小梁上，为一对称小层间褶曲，轴

线近东西向，两翼倾角 60°左右。

（2）断裂构造

根据实地调查，区内脉岩一般是沿着断裂进行充填

而形成，十分发育，它们把地层和矿体切穿或者发生位

移。这说明矿区内的断裂是比较发育的。根据脉岩的展

布特征，其断裂可分四组，分别为北西向断裂、北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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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东西向断裂、南北向断裂。根据脉岩形成的先后

关系，其上述断裂以北西向为最早，次为北东向、东西

向，最晚的为南北向断裂。

（3）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十分发育。由老到新有石炭纪粉灰色中

粒石英闪长岩；二叠纪肉红、褐黄以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同时，区域内脉岩较发育，主要有闪长岩、花岗岩脉、

伟晶岩脉。

　　　　图1　构造特征照片　　　图2　矿体特征照片

2　矿体特征

2.1 赋矿层位

矿体赋存于中太古界乌拉山群第一岩组石榴黑云斜

长片麻岩中和第三岩组黑云角闪斜长角闪片麻岩，矿体

产状与围岩基本一致，形态受控于围岩构造。

2.2 矿体地质特征

区内矿体主要呈似层状、扁豆状和透镜状赋存于

中太古界乌拉山群，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晰，沿走向矿

体厚度较稳定，整体倾角较大。根据统计，区内矿石

平均品位 TFe30%、mFe25%，品位变化系数 TFe0.96%，

mFe1.81%，品位变化属均匀型。矿体基本无夹石。如图

2 所示。

2.3 矿石矿物成分及结构特征

矿石的矿物成分比较简单，金属矿物以磁铁矿为

主，少量赤铁矿、褐铁矿及黄铁矿含量甚微；矿石中其

它含铁矿物主要为角闪石，其次为黑云母。矿石中脉石

矿物主要为石英，其次为角闪石，另有少量斜长石、黑

云母及碳酸盐类矿物。其中，磁铁矿作为矿石中的主要

铁矿物，多以半自形～它形粒状变晶的形式呈疏密不均

的浸染状产出，无定向分布。矿物为中粗粒状，一般为

0.05mm ～ 0.20mm；绝大多数铁矿物与脉石矿物的接触

关系简单，接触界面规则，但有少数微细粒铁矿物呈包

裹体形式嵌生于石英、角闪石中。磁铁矿颗粒常被赤铁

矿无规则交代，而形成半假像赤铁矿，甚至被完全交代

形成假像赤铁矿。

矿石结构较单一，主要为它形粒状结构，矿石中

的矿石矿物和脉石矿物均呈它形粒状。矿石的构造也十

分简单，均为条带状构造，粒状的磁铁矿及柱粒状辉石

等暗色矿物组成暗色条带与粒状石英组成的浅色条带相

同平行排列，组成条带状构造。一般呈灰、灰黑色，自

形～半自形粒状变晶结构，局部呈它形粒状变晶结构，

条带状构造。矿石的自然类型按组成矿石的主要铁矿物

划分为磁铁矿石，按矿石中主要脉石矿物划分该铁矿石

可分石英型磁铁矿石为主，辉英型磁铁矿石次之，按结

构构造划分为条纹～条带状磁铁矿石，如图 3 所示。

图3　矿石特征照片

图4　围岩特征照片

2.4 矿石的化学成分

矿石中主要化学成分为硅和铁的氧化物，其次是铝

的氧化物，铁和硅的氧化物共占 87.45%。矿石中主要有

用元素（Fe）分布较为均匀，经统计，全矿区矿体 TFe

平均品位 27.46%，最高品位 34.68%，最低品位 20.23%；

mFe 平 均 品 位 22.67%， 最 高 品 位 29.39%， 最 低 品 位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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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围岩结构特征

矿体顶底板围岩均为乌拉山群第三岩组斜长角闪片

麻岩中和第一岩组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矿体与顶底板

围岩接触界线明显，如图 4 所示。矿石夹层主要为石榴

黑云斜长片麻岩，产状与矿体一致，夹层普遍都含少量

磁性铁，夹层在矿体中多呈小透镜状产出。

3　矿床成因

内蒙古乌拉山群铁矿成因类型为沉积变质铁矿床之

变质硅铁建造铁矿 [4]。乌拉山群自上而下为一完整火山

沉积旋回，由早期较激烈的沉积环境渐变为较为平静的

浅海相沉积。后期沉积相遭受多期次强度不等的构造运

动及热事件改造，并伴随区域变质作用存在多期花岗质

岩脉侵入，形成当前状态。

4　找矿标志

内蒙古乌拉山群铁矿成因类型为沉积变质铁矿床，

矿体赋存于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第三岩组斜长角闪

片麻岩中和第一岩组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中，变质程度

较深，产出受地层控制，呈似层状，受后期构造的影响，

矿体在局部地段容易富集。因此含矿地层中变质程度较

深，褶皱较为强烈地段是寻找富铁矿的有利地段，在含

矿层位上以磁铁矿化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为主，铁富集

部位即构成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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