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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概况

王窑铁矿位于太行山隆起带东侧，武安凹断北端。区域构

造线方向以北北东向（新华夏系）为主，但常作孤形弯曲。区内

中性杂岩体广泛分布，多与奥陶系中统碳酸盐岩地层接触形

成接触带，它是本区接触交代型铁矿床赋存的有利部位。

本区古老基底为太古宙赞皇群，与上覆地层为角度不整

合关系，岩性主要为片麻岩及部分片岩、斜长角闪岩石、大理

岩等。盖层自上而下为长城系海相碎屑岩、寒武系———奥陶系

滨浅海相碳酸盐岩和石炭系———二叠系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

岩。中奥陶世马家沟组和峰峰组为一套海相碳酸盐岩，主要为

灰岩及大理岩类，每个组下均育伴生石膏等盐类的角砾岩层，

为该区主要铁矿床的控矿地层[1]。

本区位于华北板块中部山西断隆武安凹陷区，东临太行

山断裂带。断裂和褶皱均以东北向为主，明显具中生代滨太平

洋域构造的特征断裂规模不等，最长可达几十千米，一般十余

千米，断距一般几十米至三百米，走向或倾向上常呈舒缓波

状，挤压特征明显，发育片理、构造透镜体、糜棱岩化等构造。

断裂不仅是岩浆上侵的通道，而且控制岩体及矿体的展布方

向。褶皱构造，尤其是背斜，是重要的控矿构造。在岩体隆起

部位或背斜核部由塑性变形而造成的虚脱部位为成矿提供了

空间。

2 矿床地质特征

2.1 地层

区内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基岩仅在矿区南部零星出露。

根据钻孔揭露，有中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分布。

2.2 构造

矿区位于武安凹断束东北端，矿山村涡轮式旋卷构造北

东侧外缘。区内小型褶曲及断裂都比较发育。

2.2.1 褶皱构造

王窑矿区内以短轴褶曲为主，轴线长 160~340m，最长

800m，作有规律的分布。构成一个总体 NW-SE向展布的反

“S”型旋扭构造。它对矿体的赋存起着严格的控制作用。

而 17 线以东，褶皱轴线向 NW 收敛，向 SE撒开。轴向南

部为 S55毅E向北逐渐转为 N60毅E。两翼倾角北翼变化大，一般

10毅~25毅，局部由于断层影响可达 50毅；南翼倾角一般 5毅~10毅，
局部达 20毅。

2.2.2 断裂

王窑矿区内断裂构造较发育，已知断层 26条，有 22条出

露地表，4条隐伏。规模最大者长 1km，小者仅几十米。

本区首先受褶曲构造影响，然后发生断裂，稍后中性岩体

侵入，接着形成矿体，而断裂活动则持续至成矿后，但对矿层

及岩体破坏性较小。

2.3 岩浆岩

矿区成矿母岩为侵入于奥陶系中统碳酸盐岩中的中性岩

体，在区域上属矿山村岩体的一部分。由于受构造控制，与大

岩体的展布方向略有不同。

岩体属闪长岩-正长闪长岩类，主要为蚀变斑状闪长岩、

蚀变斑状正长闪长岩及蚀变石英正长闪长岩。

本区脉岩主要为闪长玢岩，多呈脉状和岩床状侵入于地

层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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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成矿的构造控制因素

矿体分布于反“S”型旋扭构造中，总轴向二者一致，呈北

西-南东向。根据矿体赋存状态分析，本区控制矿体形态的构

造因素主要有：岩体顶面形态、层间构造及小裂隙，其中以前

两种为主。

2.4.1 岩体顶面形态

矿体形态、产状受岩体顶面形态特征控制，其形态产状一

般随岩体顶面起伏变化而变化。并且多与矽卡岩相伴生。成因

上属接触交代型。

2.4.2 层间构造

层间构造是指以层间滑动、错动及层间虚脱等组成的构

造空间。受层间构造控制的矿体多呈层状、似层状产出，其产

状与围岩基本一致，属层间矿，该类矿体无矽卡岩伴生，围岩

直接为碳酸盐岩，成因上为充填式类型。

2.4.3 小裂隙

矿体尖灭端的小分枝，矿体拐弯处某些分枝，它们的形态

产状一般受小裂隙控制，多与围岩斜交，呈有规律的相互平行

排列[3]。

2.5 围岩蚀变

2.5.1 蚀变作用

淤热变质作用：奥陶系灰岩变为各种大理岩，石炭系页岩

主要变为板岩或角岩；

于接触交代作用：主要为各种矽卡岩；

盂矿化及热液蚀变作用：矿化主要为磁铁矿化，其次有黄

铁矿化；围岩蚀变主要有蛇纹石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金云

母化、碳酸盐化等。

2.5.2 蚀变带划分

由于多种蚀变带作用的相互迭加，使蚀变带的岩性更加

复杂，分带亦不明显，自围岩至岩体大致分板岩角岩带、大理

岩带、蛇纹石化大理岩带、矽卡岩化闪长岩带、闪长岩带等。上

述蚀变岩带经常发育不全，中间常有缺失。

3 矿体特征

3.1 矿石的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有细晶粒状结构、交代结构、胶状结构及压碎结

构；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致密块状、条带状、斑杂状、角砾

状及蜂窝状构造。

3.2 矿石的矿物成份

矿石中已查明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次为黄铁矿、赤铁

矿、褐铁矿，少见镜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斑铜矿等。

3.3 矿石类型

矿石的自然类型有块状、条带状、浸染状及角砾状磁铁矿

石；工业类型属需选的磁铁矿石。

3.4 有益矿产的综合评价

矿石中有益组分有钴、铜、镍，但含量较少，开采时顺便回

收利用也是有价值的。各矿体平均含量见表 1。
表 1 各矿体钴、铜、镍平均含量一览表

矿体号
平均含量/%

Co Cu Ni
玉 0.008 0.013 0.0015
吁 0.011 0.015 0.0014

4 矿床成因

本区磁铁矿体赋存于燕山期闪长岩与奥陶系中统碳酸盐

岩的接触带内和近接触带的碳酸盐岩围岩中，严格受接触带

的控制。属于接触交代型磁铁矿床。

5 找矿标志

淤沿侵入体的边缘找有利成矿围岩，主要是含钙质、镁质

较高的围岩。特别要注意碳酸岩围岩。

于在岩体和围岩有利地段追索接触带。要注意重要岩层

分界面与侵入体的切交部位，断裂构造与接触带符合部位，对

找矿更为有利。

盂矽卡岩铁矿石易于交代矽卡岩，岩体边部的矽卡岩化

作用，与矿体产出位置有关。透辉石矽卡岩或透辉石和方柱石

矽卡岩，对寻找规模较大的矽卡岩铁矿更有意义。石榴石矽卡

岩在找矿中的指示作用也不可忽视。

含水热液蚀变的发育，如绿泥石化、绿帘石化、透闪-阳起

石化、金云母化，蛇纹石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等，往往使岩

石变成绿色或浅色，这种浅色蚀变带亦可作为一种找矿标志。

榆实行地质、物探配合，对航磁和地磁异常进行研究，对

高磁异常、低缓磁异常、复杂磁异常、剩磁异常做具体分析。实

践证明，磁法对寻找矽卡岩磁铁矿床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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