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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陆块铁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意义 

——以内蒙古红召乡铁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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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铁矿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尤其是高品位铁矿资源严重匮乏。最近几年来，国际国内铁矿石价格跌宕起伏，但

总体上呈逐年攀升态势，给我国钢铁工业和国民经济带来恶劣影响。因此我国低品位铁矿资源勘探日益受到重视。以往研究

认为本区铁矿规模普遍较小，品位较低，开采价值不大。随着铁矿石价格高涨而低品位铁矿开采利润逐渐提高，大青山地区

又是包钢铁矿石的重要供应地，红召乡山区铁矿成矿条件良好，开采和运输条件得天独厚，其勘探开发亟需加强。 

1  区域地质概况 

构造地质特征 红召乡铁矿位于内蒙古卓资县北部，矿区中心坐标 E112°2′，N41°8′，地处阴山南麓，地形西北高，东南

低，多山、多丘陵。本区位于华北陆块北缘隆起带中段，晋蒙弧形拼合带北部（吴昌华，2007），受燕山期大型推覆构造改

造，区域上中元古代及更早地质体均呈构造岩片叠置于古生界或中生界地层之上（万天丰，2003）。 

中太古代乌拉山岩群中的主要构造样式是紧闭同斜褶皱，褶皱枢纽向北东向倾斜，倾角陡立。塑性流变褶曲规模小，局

部可见野外露头，遭受后期构造改造，其产状变化很大，无区域性规律可循。 

古元古代第一期变形表现为以岩层或片（麻）理为运动面，形成一系列总体轴向北东展布的线性对称褶皱，是测区主

要褶皱类型。第二期变形表现为第一期褶皱轴和构造线发生弯曲。形成轴向南北展布的宽缓褶皱。构造应力反映了近东西向

挤压作用。 

中元古代构造层为渣尔泰山群，构造变形特征表现为新生面理为透入性板理或千枚理，由绢云母、黑云母雏晶定向排

列而成。原始层理基本保留，岩层近东西向展布（张宝华，1996）。 

地层划分 本区岩石大部分是火山岩之变质岩，一小部分是副变质岩（周世泰，1997），变质岩系构成结晶基底。地层叠

置关系不明，关键性地质界线不清晰，加上深成侵入体的强变质和构造岩片的存在，严格划分地层界线比较困难，经野外和

室内研究对比后（武铁山，2001），矿区地层划分如下： 

① 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哈德门沟岩组及桃儿湾岩组麻粒岩、片麻岩、条带状磁铁石英岩系等，受高角闪岩相-麻粒岩相

的变形变质改造，局部可见变余层理构造，但示顶底标志已消失，二者未接触，上下关系不明。乌拉山岩群成岩年龄应在 3 

000 Ma以前（内蒙古地质调查院，2001），时代应为中太古代。 

本矿区中太古代岩石变质程度较深，划分为三个单元，其中青贝沟片麻杂岩类型为含紫苏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青贝

沟基性岩墙岩性为透辉斜长角闪岩，东灯炉素混合花岗岩岩性是含紫苏(黑云)（角闪)钾长混合花岗岩。 

② 古元古界二道洼岩群红山沟岩组浅变质碎屑岩系。岩石组成以灰白色、浅灰色石英岩为主，夹少量的黑云斜长变粒

岩、角闪斜长变粒岩、斜长绢云片岩、绿泥绢云片岩，下部层位局部夹灰白色石英质砾岩。岩石变余层理清晰。被乌拉山岩

群逆掩，古元古代片麻状二长花岗岩侵入其中。岩石组合特征明显区别于下伏乌拉山岩群及上覆渣尔泰山群，相对层位关系

清楚，据此判定二道洼岩群为古元古代（内蒙古地质调查院，2001）。 

古元古代有红召岩套和北沟基性岩墙两个单元。红召岩套整体为中酸性岩类，有的长石含量较高，甚至达到闪长岩类型，

其中有前营子组片麻状闪长岩，窑子组片麻状石英闪长岩，北沟组为片麻状角闪二长花岗岩。北沟地区还发现有基性岩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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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类型为辉绿辉长岩。 

③ 中元古界渣尔泰山群增隆昌组变质碎屑岩为深灰色绢云母泥质、粉砂质板岩、千枚岩夹变质石英杂砂岩、变质中粒

砂岩及变质砂砾岩透镜体组成沉积盖层，被古元古代片麻状闪长岩逆掩，被早白垩世糜棱岩化花岗岩侵入。区内辉绿岩脉的

U-Pb年龄为 1 929 Ma（内蒙古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报告，1988），野外观测其未侵入该套地层，故将该套地层定为中元古代。 

矿石特征 野外现已查明，区内磁性铁矿体较多，主要赋存于乌拉山岩群中，而该组多呈捕虏体形式赋存于前寒武纪变

质侵入岩中。铁质辉绿岩、弱磁性黑云斜长角闪岩和磁铁石英岩是主要矿石（沈保丰，2006）。铁矿石组成以磁铁矿和赤铁

矿为主，为铁多金属共生矿床。铁品位平均较低，普遍在 20%-12%左右，低者不足 10%，高者能达到 50%，并含有较高氟、

磷、硫等有害杂质，属于难选冶矿石。 

2  地质演化史 

本区域的地质发展史分为 4个阶段，即太古宙-古元古代陆块基底形成阶段，中元古代台缘裂陷发展阶段，新元古代—

早石炭世稳定上隆阶段，晚石炭世—中新生代活化阶段（钱祥麟，2005）。其中前 3个阶段与本矿区的铁矿形成关系密切（内

蒙古地质调查院，2001）。 

区内中太古宙乌拉山岩群以及密切伴生的变质深成岩是结晶基底的主体，出露于先期形成的兴和-集宁古陆之北，显示

一种侧向的陆壳增生方式。经过乌拉山旋回的建造和改造作用，地台基底已初具规模。新太古代早期伸展体制下顺层韧性剪

切，形成条带状构造和糜棱片麻状构造，并造成普遍的低角闪岩相-高绿片岩相退变质。晚期的挤压造山阶段本区大规模隆

升，造就了华北陆块的基底轮廊。 

古元古代早期，在拉伸体制下形成陆内裂陷槽，沉积了一套陆源碎屑岩系，伴随变质作用发生顺层韧性剪切；中晚期，

在挤压体制下发生褶皱作用，相伴形成逆冲式韧性剪切带，使裂陷海槽闭合。末期，在伸展构造体制下抬升造山，伴随陡立

的辉绿岩脉群（北沟基性岩墙）侵位斜切先期面理。至此，以韧性变形和中高级区域变质为特征的基底岩系形成，并铸就独

具特色的华北陆块北缘隆起带。 

中元古代台缘裂陷发展阶段。早期，在华北陆块北缘隆起带中西段逐渐裂开，形成东西向陆内坳裂槽，本区处于该坳

裂槽的东端。晚期，在强烈的挤压应力作用下褶皱、逆冲造山，大量硬绿泥石的出现，表明挤压应力很强，逆冲断层断面北

倾预示着主动力来自北方。 

新元古代—早石炭世陆块，这一阶段既无沉积，又无岩浆活动，也没有明显的构造变形形迹，是本区地质发展中最稳

定的阶段，处于长期上隆状态。 

3  结  论 

    本文查明矿区内铁矿成于前寒武纪，主要赋存于乌拉山岩群中。铁质辉绿岩、弱磁性黑云斜长角闪岩和磁铁石英岩是主

要铁矿石类型。本区铁矿有复合成因，一是辉绿岩型铁矿，二是沉积变质型铁矿，后期又经受强烈热液改造。后者成矿面积

和规模较大，为本区主要成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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