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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前寒武纪条带状铁建造中伴生矿床的研究

沈其韩，宋会侠
（中国地质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北京 %$$$!&）

摘 要：在世界范围内，前寒武纪条带状铁建造中除产出大量贫铁矿和富铁矿外，常共生和伴生许多金属和非金属

矿产，特别是金、锰、铅锌铜和镍以及硫铁矿等矿床，其中不少达到大型和超大型规模，其经济价值超过铁矿床本身，

在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国前寒武纪鞍山式条带状铁建造除主要产出贫铁矿和少量富铁矿外，

少数地区也已发现伴生金矿床。但目前已知多属于中小型矿床，大型金矿床和其他金属矿床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从

综合找矿角度，应重视和加强这些矿床的研究和进一步寻找，一旦有新发现，一矿变多矿，在找矿中必将有重大突

破。本文主要介绍国内外目前对这些矿床的研究现状和基本地质特征，为目前我国的找矿工作提供借鉴，扩大找矿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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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VDEFKFAU4EL4UPDJA4E‘4UKFKW4IAJI‘4UKBWU4IWKOJAEMW4JKEJAD5

在世界范围内，鞍山式条带状铁建造中，除产出

丰富的铁矿床（贫铁矿和富铁矿）外，在不少国家，常

有许多金属矿床和少量非金属矿床与铁矿床伴生，

金属矿床主要有金、锰、铅锌、铜、镍以及非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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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和磁黄铁矿，不少达到大型和超大型规模，其

经济价值远大于铁矿床本身，有些矿产在一些国家

的国民经济收入中占有重要的比重。我国鞍山式条

带状铁建造中曾有多种伴生金矿床的报导，但都属

于小型规模，个别中型。是否存在大型或超大型金

矿床，其他金属矿床是否也有存在，尚需进一步研

究。从战略找矿的角度考虑，应加强和重视这些矿

床的研究和探索，为整装勘查和普查找矿扩大找矿

思路，本文对世界上已知的与铁建造伴生的金属矿

床和非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做一简略报道，对我国

已发现的金矿床的研究现状也简单地予以介绍，以

供借鉴。

! 世界上已知的与铁建造伴生的有关

矿床

据国外前寒武纪地质编辑部（!"#$）的报道，做

一概略的介绍。

!%! 与铁建造伴生的金矿床

其一般性的共同特征是：! 含矿体产于绿岩带

的铁建造中，或与铁建造（或含铁石英岩、含铁燧石岩）

呈互层产出；" 铁建造一般与基性火山岩或碳酸盐

岩伴生，并一起经受了褶皱作用和变质作用、受构造

控制；# 矿床一般为层状或层控型或脉状矿床，具

有同生成因和后生成因；$ 规模一般达中 大型。

!%!%! 条带状铁建造中的层控状金矿床

南非的津巴布韦是世界上重要的产金国之一，

约有!&’的金产自与铁建造有关的层控金矿床中。

津巴布韦南部关达太古宙绿岩带中的武巴奇奎金矿

是典型的层控条带状铁建造容矿型金矿之一。该矿

床产于一个同轴重褶皱向斜构造的北翼和倾伏处。

绿岩带主要由已达绿片岩相变质的基性和酸性火山

岩组成，并含有超镁铁质火山岩、变质沉积岩和铁建

造。含铁建造厚())%&*)+，出现在基性岩底部以

上*))+处。含铁建造具有碳酸盐相、氧化物相、硅

酸盐相、硫化物相和硅酸盐相，以具有丰富的黑云母

和叶绿泥石及透闪石为特征。!!个含金矿层已褶皱

成香肠状并局限在比较薄的富含毒砂和其他硫化物

的铁建造中。矿石呈夹层和透镜体产在铁建造中，

一般走向长())+，倾向方向长(*)+，厚*+，局部

整个铁建造层都是矿石，在矿石中#)’以上的金呈

小包体出现在毒砂晶体中，包体直径为&)&+。铁建

造中常见的矿物主要有磁铁矿、赤铁矿、菱铁矿、含

铁白云石、铁白云石、透闪石、叶绿泥石、黑云母、磁

黄铁矿、毒砂和黄铁矿等，同时含金毒砂的样品中发

现金和砷有定量关系，金矿石中金的平均品位为!!
,!)-$。

!%!%( 铁建造中的脉状金矿床

西澳伊尔岗地块的黄金，!*’来自于赋存在铁

建造中的金矿，西澳大利亚的水桶山金矿床是铁建

造中脉状矿床的代表。金矿床产在条带状铁建造的

构造混杂带中，显示强烈的破裂和角砾化。铁建造

被包在镁铁质和长英质火山岩层序中并经历了多次

褶皱。金矿床以含金的小石英脉 磁黄铁矿脉产出，

金分布在石英硫化物脉和其间的蚀变晕内。石英脉

分布在陡倾斜断层带附近的氧化物相的铁建造内，

显示出矿化受构造控制。

!%!%& 与前寒武纪富铁沉积物伴生的金矿床

美国南达科他州的霍姆斯塔克金矿是这一类型

的代表，该矿床是北美最大金矿床之一，该金矿床的

地层层序如表!。

表! 美国霍姆斯塔克金矿地层层序

"#$%&! ’()#(*+)#,-*./&01&2.&34536&/(#7&83%9:*2&
*2(-&;’<

时代 建造 岩性

第三纪 表生沉积

寒武纪 代德伍德 砾岩

太
古

古
元
古
代

基
瓦
丁

埃
斐
宾

格里扎利 灰色千枚岩

弗拉格罗克
绢云母片岩，石英岩，变燧石，石墨黄

铁矿片岩

北西 灰黑色和黄黑色板岩夹角闪岩

埃利森 千枚岩与片岩，石英岩夹角闪岩

霍姆斯塔克 镁菱铁矿、镁铁闪石片岩，含矿层

普尔曼 灰色千枚岩

霍姆斯塔克岩组或岩层的原岩为微具条带状的

硅质、铁质白云质灰岩，现已变质成镁铁闪石片岩、

绿泥石片岩，其中褶皱的石英细脉是主要的含金矿

石。金富集于该岩组／岩层褶皱的顶部，矿体呈层

状、脉状或透镜状产出，金与毒砂紧密伴生，其他矿

物为磁黄铁矿、黄铁矿和石英。主要矿体长())多

米，宽()%())+，含金品位#,!)-$%!(,!)-$，含

银为(,!)-$。总体而言，这种矿床的主要特征为：

! 与火山岩伴生；" 与富铁的前寒武纪变质化学沉

积岩共生；# 矿床具有明显的整合特征；$ 很多情

况下矿石量大；’ 存在金 磁黄铁矿 毒砂 石英矿

物组合（.黄铁矿和黄铜矿），在矿体中缺乏分带性；

( 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深成岩不存在，且没有与金矿

/$0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成矿联系的证据；! 在蚀变组合中，绿泥石的含量

大于绢云母；" 矿石中存在变质结构。

!!" 铁建造中的锰矿床

"!#!" 与铁建造伴生的锰矿床

该矿是一种沉积变质的锰矿床，原生矿石矿物

为碳酸锰、硅酸锰，氧化锰主要为硬锰矿和软锰矿。

此种矿床在南非、俄罗斯、澳大利亚、加蓬、巴西和印

度都有发现，储量占相当比例。

南非的波斯特马斯堡 卡拉哈里锰矿是世界上

最大的锰矿床。该矿床沿走向长""#$%的矿带，位

于南非的中部，锰矿产于德兰士瓦系（前寒武系）中，

该系可分为下白云岩系和上普雷托里亚系，为地槽

区浅海沉积，产于佛尔沃特铁建造底部，与铁矿层呈

互层和透镜状产出，锰矿层与铁建造整合产出，矿层

厚约&’(%，局部达#)%，含锰（*+）,-.#/-.，主

要锰矿物为褐锰矿、方铁锰矿、黑锰矿、软锰矿和铁

镁锰矿等。

巴西米纳斯格拉斯地区的锰矿床也是一个含铁建

造型锰矿床，它产在地台型元古宙米纳斯岩系的变质

铁建造 白云岩层序中，锰矿呈层状和透镜状沿走向断

续延伸可达,#($%，局部锰矿层与完全缺失白云岩

的铁建造呈互层。在该区的纳特维达韦矿床，锰矿层

和锰矿透镜体直接产于铁建造与白云岩的接触部位，

这种与铁建造共生的锰矿品位为0-.#,-.。

"!#!# 与铁矿床为上下层关系的锰矿床

加蓬的木安达锰矿床是这种类型锰矿床的代表。

矿床产于古元古代弗朗斯维尔岩系的1"2上部，锰矿

层呈层状，厚(#)%，锰含量为#&.，属大型沉积矿

床。1"2地层的底部为不稳定的泥砾层，向上为含云

母的绿色泥岩，逐渐过渡为含黄铁矿变质页岩，再过渡

为云母质细砂岩、白云质砂岩和泥岩，在泥岩中有含碳

质角砾，上部为含粉砂质、白云质和锰的碳质页岩，夹

有机质胶结的黑色砂岩，锰矿就产于此层。其上为

稳定的条带状硅质铁矿石，其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 细碧质火山作用提供了锰质；% 沉积物通过沉积

成岩作用富集成锰碳酸盐；& 表生作用使原生沉

积的贫锰矿石富集成富锰氧化物矿石。

!!# 与铁建造伴生的铅锌矿床

代表性矿床是澳大利亚的布肯希尔铅锌矿，矿

床产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元古代威尔维马

超群中，矿床围岩主要包括花岗片麻岩、角闪岩片麻

岩、条带状铁建造、夕线石片麻岩。含硫化物矿体和

矿脉层位于上部的布肯希尔群和下部的撒卡林加群

之间，条带状铁建造厚度从数厘米至两米，有很好的

层状特征，沿走向延长"($%，条带状铁建造共有/
层，有两层沿走向即变为铅锌矿层，铁建造与铅锌矿

脉有相似的沉积物，铁建造中铅锌品位较高。主要

金属矿物是富银铅锌矿和富铁闪锌矿、黄铜矿和磁

黄铁矿等，脉石矿物为石英、方解石和辉石等，在连

续层位中，石榴子石、赤铁矿、磷灰石、磁黄铁矿和磁

铁石英岩与铅锌矿共生。

在布肯希尔地块除产有3456+578外，还有9:5
1;、9:51;578、<+、1;59=51;和 *+等矿床，矿床成因

是热交代，成矿元素来自地幔流体或与玄武岩浆侵

入有关，一直在争论中。

!!$ 与铁建造伴生的铜矿床

这类矿床的代表有巴西萨洛特铜矿床和格陵兰

太古宙伊苏阿铜矿床。巴西萨洛特铜矿床矿区地层

主要是元古宙的含矿岩系，由变沉积岩和少量变质

基性火山岩组成，铜矿产于萨洛特含矿岩系中，从顶

到底可分为五段，上部为片麻岩、片岩，下部为片麻

岩，铜矿与含磁铁矿角闪岩、黑云片岩（含石榴子石

等）。储量达到大型规模，平均9:品位为-’/.，主

要含铜矿物为斑铜矿和辉铜矿。

格陵兰太古宙伊苏阿铜矿床产于太古宙条带状

铁建造中，铁建造与凝灰质角闪岩共生，铜的硫化物

含量高，还含有较多的黄铁矿和磁黄铁矿，铜矿化与

玄武质熔岩和凝灰质同生，铜矿属于海底喷发成因，

与铁建造同时沉积。

!!% 与铁建造伴生的镍矿床

澳大利亚的温达拉镍矿床是温达拉绿岩带中与

铁建造伴生的镍矿床的一个实例，其地层层序最下

部为超镁铁质岩，原岩为次火山侵入岩，其上为条带

状铁建造，厚##"(-%，是变质碳酸盐和硫化物相铁

建造，其上为超镁铁质岩，厚#-#>--%，再向上为变

玄武质熔岩，剪切状和块状角砾岩，偶然有夹层状不

连续铁建造 超镁铁质透镜体。

!!& 与铁建造伴生的黄铁矿和磁黄铁矿床

西澳大利亚诺斯曼图达尔古达湖和塔列格山等

处黄铁矿矿床和帕克尔斯山的磁铁矿床是这类矿床

的代表，这些矿床均产于绿岩带的铁建造内，详细地

质情况不再列举。

(&>第,期 沈其韩等：加强前寒武纪条带状铁建造中伴生矿床的研究

 
 

 
 

 
 

 
 

 
 

 
 

 
 

 
 

 
 

 

 

 

 

 

 

 

  

 
 

 



! 我国与铁建造伴生的有关矿床

目前我国的太古宙和元古宙的铁建造内，尚未

发现锰、铅锌、镍等矿床，铜锌矿只在辽宁清原红透

山清原绿岩带内存在规模达中型。金矿床在太古宙

的部分铁建造中和元古宙的铁建造中都有发现，不

过都属于中小型或矿化点，还未找到大型或超大型

矿床。沈保丰等（"#$$）对前寒武纪条带状铁建造中

金的成矿作用，进行了研究并初步总结了铁建造金

矿床的%点找矿标志。沈保丰等（"##%）对中国绿岩

带型 金 矿 类 型 和 地 质 特 征 进 行 过 研 究。骆 辉 等

（"##&，"##$，!’’!）、陈志宏等（!’’"）、林枫等（"##(）

和田永清等（"##"，!’’’）曾对新太古代五台山绿岩

带铁建造中的金矿床做过详细的研究；原山东省地

质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对鲁西泰山岩群绿

岩带化马湾金矿和李泽才等（"##)，"##&）"#对沂水

汞丹山金矿做过普查和研究，臧学农等（"##$）、辛后

田等（!’’’）、肖丙建等（!’’)）、李强等（!’’&）、王虹

等（!’’(）分别对鲁西太古宙泰山岩群绿岩带柳杭岩

组中不同金矿区或矿点进行了研究。最近，王继广

等（!’")）对鲁西地区新太古代泰山岩群铁建造绿岩

型金矿及其矿源层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刘静兰等

（"##"）对黑龙江古元古代东风山金矿也做过详细的

研究。此外还有不少金矿的矿化点产于太古宙绿岩

和元古代的金建造中，如辽宁歪头山棉花堡子的金

矿化主要产于鞍山群茨沟组条带状铁建造底部的斜

长角闪岩中，南龙王庙金矿产于清原群红透山含铁

岩系的磁铁角闪石英岩、黑云变粒岩和薄层条带状

磁铁硅酸盐中，江西新余金矿产于新元古代震旦系

中统杨家山组含铁岩系的含磁铁绿泥石英片岩、含

黄铁绢云千枚岩、含磁铁绿泥绢云千枚岩和条带状

磁铁石英岩中，布琼阿斯特地区金矿化产于铁克里

克前震旦基底条带状铁建造中，有的矿化点分布广，

有的矿点深部情况不明，不少仍具有找矿潜力，需进

一步深入研究。

!*" 五台山地区新太古代五台群铁建造金矿床

根据骆辉等（"##&，"##$，!’’!）的研究，华北地

台新太古代五台山金矿全部产于条带状铁建造中，

金矿与条带状铁建造关系密切，可分为三类：$ 碳

酸盐相条带状铁建造金矿床；% 碳酸盐氧化物混合

相条带状铁建造金矿床；& 硅酸盐 氧化物混合相

条带状铁建造金矿床。

第一类产于五台山五台群柏枝岩组条带状铁建

造中，矿区岩石是柏枝岩组变火山岩和变沉积岩，变

沉积岩主要为大理岩、硅质岩和条带状铁建造。林

枫等（"##(）认为这套变沉积岩属于喷气沉积岩，大

理岩富含电气石和金云母，硅质岩由燧石岩和石英

岩组成，含少量铁白云石、菱铁矿和赤铁矿，条纹条

带状构造，实为条带状铁建造组成部分。条带状铁

建造包括含铁碳酸盐（石英）岩，磁铁石英岩、赤铁石

英岩。含铁碳酸盐明显多于氧化物，属于碳酸盐 氧

化物混合相条带状铁建造。矿物以铁白云石为主，

含少量菱铁矿，部分碳酸盐岩条带状铁建造已赤铁

矿化，形成赤铁矿石英岩。康家沟金矿已发现$个

矿体，整合产于条带状铁建造中，矿体长+’’!’’,，

厚’-!$’&-&,，延伸"+’!’’,。矿石主要为碳酸

盐石英岩型和赤铁矿型，条带状和块状构造，碳酸盐

矿物主要为铁白云石，部分为方解石，矿石金品位一

般为"-"’."’/(’%-+&."’/(，最 高 可 达")’.
"’/(。

第二类碳酸盐 氧化物混合相条带状铁建造金矿

床，产于五台山绿岩带五台群柏枝岩组条带状铁建

造中，分布在繁峙县和五台县，主要有小板峪和殿头

两个金矿床，矿床地质基本相似。条带状铁建造主

要为磁铁石英岩，主要由碳酸盐、磁铁矿和石英组

成。含铁品位低，平均全铁为!"-+#’!!-($，为贫铁

建造。并发生强烈褶皱、剪切变形和透镜体化。矿

体产于碳酸盐磁铁石英岩中或碳酸盐磁铁石英岩与

绿泥片岩的层间接触带，容矿岩石都是碳酸盐磁铁

石英岩，矿体受褶皱构造及其剪切构造控制，在褶皱

轴部形成侧伏状柱状矿体，在翼部剪切构造带形成

层状、似层状或透镜状矿体，矿体长$’’)#+,，厚

’-&’$-#),，垂 深 大 于"+$,，矿 石 金 品 位 平 均

$-#)."’/(’")-+&."’/(，矿石自然类型有碳酸盐

磁铁石英型和细脉型两种。

第三类 为 硅 酸 盐 氧 化 物 混 合 相 条 带 状 透 镜

状金矿床，这类矿床分布于五台山台怀地区，也产于

! 山东省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泰安纸房地区西南岭 柳杭金矿带地质普查（内部刊物）*

" 李泽才，等*"##)*山东省沂水县汞丹山金矿普查报告（内刊）*

# 李泽才，李秉仁，童兆福，等*"##&*山东沂水汞丹山金矿地质特征*山东地质信息第二期)’+（山东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内部刊物）*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五台群柏枝岩组条带状铁建造中，原岩主要为基性

火山岩。条带状铁建造包括磁铁石英岩、铁闪磁铁

石英岩和铁闪石片岩，以富含铁硅酸盐矿物铁闪石

为突出特征。该铁建造分为上下两个层位，下部为

薄层，规模小，贫铁，由铁闪磁铁石英岩、磁铁铁闪片

岩和绿泥片岩的薄层呈互层组成，含铁硅酸盐矿物

含量高，磁铁矿物少，为贫铁建造。上部规模较大，

为中厚层，富含磁铁矿，含硅酸盐矿物少，属富铁建

造。金矿层赋存于下部薄层贫铁建造中，矿化带长

!"##$，宽!!"#$，一般宽%#!&"$，产状与地层

产状一致，顺层呈波状弯曲，在矿带内圈出%#矿化

体，呈似层状或透镜状，单个矿体长&"!!##$，厚度

#’(!"’&!$，平均厚%’&"$。矿化体由含金薄层

磁铁石英岩或铁闪磁铁石英岩或铁闪石片岩和无矿

夹层组成。矿石为硅酸盐磁铁石英岩型，由磁铁矿

条带、铁闪石条带和石英条带组成。主要矿物为磁

黄铁矿、黄铁矿、铁闪石和磁铁矿，矿石)*品位平均

为&’+",%#-(，最 高 为%#’./,%#-(。陈 志 宏 等

（&##%）根据金矿床的基本地质特征和地球化学特

点，将五台地区前寒武纪条带状铁建造中金矿床按

地区划分出小板峪型、东腰庄型和康家沟型三种类

型。

小板峪铁建造金矿床赋存于条带状铁建造中，

属于后生叠加成因，矿石矿物组成除继承原铁建造

矿物磁铁矿和赤铁矿外，主要为黄铁矿、少量黄铜

矿、微量金、银，矿体随铁建造一起遭受两期褶皱变

形的改造，成矿时代为&’!01，东腰庄金矿床受控于

韧 脆性剪切构造，具有复杂的矿物组合如黄铁矿、

毒砂、黄铜矿、辉钼矿和电气石等，矿化具多阶段性，

黄铁矿化、碳酸盐矿化、硅化发育，成矿时代为&+"%
21。康家沟金矿床赋存围岩主要为侵入成因的碳

酸盐岩，矿化产物为含黄铁矿、黄铜矿的碳酸盐石英

脉或石英脉，成矿时代为&%+#21。

!3! 鲁西新太古代泰山岩群绿岩带中金矿床

鲁西新太古代泰山岩群属绿岩带，其地层自下

而上划分为孟家庄岩组、雁翎关岩组、山草峪岩组和

柳杭 岩 组，它 们 是 重 要 的 含 铁 建 造（程 裕 淇 等，

%/..，%/4&；曹国权等，%//(；杜利林等，&##!）。

鲁西泰山岩群绿岩带金矿主要有两种类型：韧性剪

切带型和层控型，而以前者为主（王继广等，&#%!）。

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已知有化马湾金矿床、埠洼金

矿床和岳家庄金矿床。前两矿产赋存于柳杭岩组中

中下段变质超基性 基性夹沉积岩中，后者赋存于雁

翎关岩组第三岩组第/大层，原岩为变基性火山岩，

均属小型矿床。

鲁西地区绿岩带金矿，王继广等（&#%!）进行了

较详细的研究，现根据他们的研究作简要的介绍：

韧性剪切带金矿的产状、形态和空间延伸，明显

受岩层和韧性剪切带控制，金矿化一般长%!"5$，

宽%!%#$，矿化的岩石类型主要为黄铁矿化的绢云

石英片岩、二云片岩、糜棱岩化斜长角闪岩和滑石透

闪片岩等。矿化带金含量一般为#’#",%#-(!%#,
%#-(，后期脆性断裂和脉岩所在部位常局部形成蚀

变岩型金矿或石英脉型金矿，金品位相对富集。蚀

变范围比较广泛，主要为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

和碳酸岩化。矿石矿物主要为自然金、银金矿和金

银矿。

层控型金矿主要受绿岩带中特定层位控制，特

别是与铁建造关系密切。目前已知的该类矿床仅见

于新泰市的东官庄金矿和沂水县的汞丹山金矿，均

属小型。东官庄金矿处于火贯-雁翎关-盘车沟绿

岩带的中段，赋存于雁翎关组二段顶部第/大层灰

黑色斜长角闪岩、含铁角闪岩中。受绿岩的层位控

制非常明显。矿化带断续延伸长达%#5$，宽%!%#
$，倾斜较陡达.#6!4#6，顺片麻理形成了三条金矿

体，均为含金石英脉，矿体长&#!(#$，宽#’4(!
%’#+$，围岩已普遍阳起石化，局部透闪石化。矿化

带内金含量一般为%#,%#-/!#’",%#-(。含金石

英脉中金品位在#’!,%#-(!(’+/,%#-(。沂水县

汞丹山金矿的矿体以层状、似层状为主，局部呈脉

状，共圈出"个金矿体，最大长度为!("$，最小+4
$，厚#’/!!’&$，最大延深%&&$。矿体产状与磁

铁石英岩一致。在磁铁石英岩层的顶部、中上部、中

下部、底部均有金矿体分布，沿走向，矿体厚度变化

较大。矿石自然类型有磁铁石英岩、角闪磁铁石英

片岩、黑云角闪片岩、交代石英岩等+种。矿石金品

位在%’#&,%#-(!/’+%,%#-(之间。金的赋存状

态大致有!种形式：一是金赋存于岩石中，并受一定

层位和岩性控制；二是金赋存于黄铁矿的晶体裂隙

中；三是金赋存于含金石英细脉中，矿体的深部情

况，尚不了解。这方面尚缺乏资料。

!"# 黑龙江东风山古元古代条带状铁建造中金矿床

据刘静兰等（%//%）的研究，该金矿床产于古元

古代东风山群下部岩组的中部条带状铁建造中，自

下而上条带状铁建造分为硫化物相、碳酸盐相、硅酸

盐相和氧化物相四层。金矿床赋存于硫化物相条带

.(.第+期 沈其韩等：加强前寒武纪条带状铁建造中伴生矿床的研究

 
 

 
 

 
 

 
 

 
 

 
 

 
 

 
 

 
 

 

 

 

 

 

 

 

  

 
 

 



状铁建造之中，主要由黄铁铁闪锰榴岩、磁黄铁矿锰

榴铁闪岩和铁闪黑云石英锰榴岩组成。矿床由!个

矿体组成，矿化呈浸染状，与钴共生，形成浸染型钴

金矿层，与硫化物相条带状铁建造整合产出。矿体

形状受褶皱构造控制，褶皱翼形成层状、似曾状和扁

豆状、透镜状矿体，褶皱轴部为鞍状或透镜状。矿体

长"#!$"#%，厚度&’()!!’#&%，褶皱转折端处矿

体明显加厚，矿石类型主要有贫硫钴金矿石、硫化物

钴金矿石和铁钴金矿石，矿物成分比较复杂，主要矿

物有锰铝榴石、锰铁闪石、尤莱辉石、铁橄榄石、铁闪

石、磁黄铁矿、辉钴矿、红砷镍矿、辉砷钴镍矿、磁铁

矿、黄铜矿、毒砂、电气石、磷灰石和自然金。载金矿

物主要是硅酸盐、硫化物和砷化物与锰铝榴石、锰铁

闪石、毒砂、辉钴矿和磁黄铁矿。自然金多为包裹金

和晶隙金，矿石品位变化较大，铁钴金矿中金的品位

较低，最高&)’!(*&#+,，硫化物钴金矿金的品位变

化较大，品位较高，最高,"*&#+,，贫硫钴金矿中金

的品位较稳定，含量较高，最高,#*&#+,。

!-" 与铁建造伴生的硫铁矿矿床

目前有两个实例：一个是在山西五台山产于新

太古代五台群下部金刚库岩组中的硫铁矿床，与条

带状铁建造共生，规模为中型。另一个是山东新泰

雁翎关地区的石河庄硫铁矿床，产于新太古代泰山

岩群绿岩带雁翎关岩组第二岩段的第(和第.大层

中，与斜长角闪岩、磁铁石英角闪岩伴生，矿层与围

岩产状一致，受层位控制，延展较长，但厚度很小，规

模很小，属矿点或小矿床（程裕淇等，&!((，&!.$；

司双印等，$##&）。

) 几点建议

（&）在普查新区条带状铁矿远景和详细勘察条

带状铁矿深部资源的工作时，首先要树立条带状铁

建造可伴生多种金属和非金属矿床的综合找矿的战

略思想，综合研究工作区的地质构造和矿化线索，采

用地物化结合方法，最大限度地发现各种伴生矿床

的成矿有利条件，加以全面评价，研究条带状铁建造

要全面研究其赋存的绿岩带，不能仅仅局限在铁建

造本身。

（$）对目前已知的铁建造伴生的金矿床应加强

深部地质的研究，查明在深部是否存在第二找矿空

间，扩大远景，对已知的若干矿化点，应进行进一步

工作，必要时应打一些普查钻，做出新的评价。相信

加强了这些工作，必将取得巨大成效。

（)）除条带状铁建造外，其他类型的铁建造或

含铁建造也往往含有相同或相似的伴生矿产，在整

装勘查中也应加强综合找矿的思路，密切注意多矿

伴生的可能性。

致谢 评审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杨红和王舫两位同志在本文成稿后打印和文字校对

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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