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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奎山式铁矿是指产于中元古界昆阳群大龙口组碳酸盐岩中的层状菱铁矿（赤铁矿），主要分布在云

南省中部的中元古代早期昆阳裂谷中。 

    鲁奎山式铁矿主要有鲁奎山、山后厂、化念、小假足等一批矿床，集中在玉溪市、峨山县和新平县。

其探明资源量占全省探明铁矿资源量的 20%以上。 

1  含矿建造划分 

    大龙口组由碳酸盐岩组成，分布北起东川，南到石屏，西抵易门，东达晋宁，南北长 320 km，东西宽

100 km，面积 32 000 km
2。厚 2 180～4 130 m。其下为富良棚组，两者为整合接触。富良棚组由板岩、泥

灰岩、沉凝灰岩和基性火山岩组成。 

     大龙口组分为上下两段（Pt2d
1和 Pt2d

 2），下段分为 4个亚段 Pt2d
 1-1～Pt2d

 1-4，上段分为 3个亚段 Pt2d
 

2-1～Pt2d
 2-3。含矿建造为下段第一和第二亚段（Pt2 d

 1-1、Pt2 d
 1-2）。 

     Pt2d
 2-2为灰黑色炭质微晶灰岩。在化念、矿硐箐、法冲等矿区是主要含矿层。 

     Pt2d
 1-1为泥质条带状灰岩。是鲁奎山矿区含矿层。 

2  大龙口期古地理和沉积相 

   在中元古代大龙口期，南北向裂谷的中部形成了一个近南北向的罗次—他们达古隆起带，该有隆起带

报裂谷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罗次—军哨裂陷槽，南部称为老吾街—他达裂陷槽。隆起形成于黑山头

组沉积之后，大龙口组沉积之前（约 16.44亿年）。 

    大龙口期海侵形成大龙口组地层。大龙口组分为上、下 2段。下段主要是深色（深灰—灰黑）灰岩，

下部以微纹层理为主，上部以薄层水平层理为主，局部见斜层理，普遍含泥质、有机质，并有散点状黄铁

矿，表现为较深水、低能带、弱还原的环境，将其划为局限碳酸盐岩台地。上段为浅色（灰—灰白）灰岩，

不含有机碳，藻类丰富，具鲕粒和内碎屑，中-薄层水平层理，无斜层理，反映出氧化的潮下高能环境（薛

步高等，1995）。 

    鲁奎山式铁矿形成在局限碳酸盐岩台地的边缘带内，铁矿与围岩均为碳酸盐岩矿物相沉积，两者是同

相和同期沉积物。  

3  矿床地质特征 

    矿体顺层分布，有明显的沉积特征。受后期构造活动影响，矿体有膨缩变化。部分呈脉状、囊状，受

断层和裂隙控制。规模大小悬殊，走向长近百米至千余米，你倾向延深数十米至千余米，一般有倾向延伸

大于走向延长的特点。矿体厚 2～20多米，最大 60 m。 

    矿物成分单一，原生带主要是菱铁矿，又分为原生沉积的灰色及深灰色细粒菱铁矿（0.05～0.25 mm）

和后期改造形成的黄色及米黄色粗晶菱铁矿（0.5～2.0 mm）。以富矿为主。有害组分很低（硫＜0.5%，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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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03%）。 

    次生氧化分带与潜水面的深浅直接有关，一般是地表氧化带为褐铁矿，假像赤铁矿；潜水面附近混合

带为假像赤铁矿、菱铁矿，局部出现磁铁矿；潜水面以下为原生菱铁矿。上厂、大六龙、山后厂等矿山，

氧化充分，潜水面低，以氧化矿为主。氧化带深度在 800～1000 m。 

4  成矿地球化学条件 

4.1  同位素地球化学 

    硫同位素测试矿物为菱铁矿及其围岩中的黄铁矿。菱铁矿中黄铁矿中 δ
34

S为+18.93‰～+22.86‰，变

化范围窄，表现出富集 34
S，以重硫型为主的特点，同时，菱铁矿中硫化物与围岩中硫化物有相同的硫同

位素组成，二者有相同的硫源，均来自海水（孙克祥等，1991）。 

    菱铁矿碳同位素组成富 12
C，但 δ

12
C为负值（―4.318‰～―1.6‰），数值小，范围窄，是海水碳酸盐

岩特征（薛步高等，1995；孙克祥等，1991）。 

    氧同位素 δ
18

O为+8.69～+14.42‰，也是海水沉积特征（孙克祥等，1991）。 

    原生菱铁矿的硫、碳、氧同位素组成与围岩相近，表明它们有共同的硫、碳、氧源。 

4.2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根据计算，菱铁矿的稳定条件是弱碱性（pH=7～9）和弱还原（Eh=0～0.2mV），硫化物活度为 0，水

循环受限制的环境。鲁奎山铁矿菱铁矿的还原系数约为 0.23，有机碳含量为 2.11%，表现出弱还原的沉积

条件。从鲁奎山和化念二铁矿的 pH测定结果看，是弱碱性环境（孙克祥等，1991）。 

5  后生构造对富矿的控制 

    沉积阶段形成比较单一的菱铁矿，晋宁运动（8～10亿年），昆阳裂谷褶皱回返，成岩阶段结束，进入

后生改造阶段。矿体最终定位在老吾街—他达隆起周边的大龙口组断块中的褶皱构造中。向斜最有利（鲁

奎山、他达、化念）。穹状扭曲背斜（上厂）、背斜翘起端（法冲）、背向斜次级挠曲发育部位（大六龙、

上厂、矿硐箐）、逆断裂上盘（上厂、他达）、向斜翘起端（总果、大六龙）不利于铁矿保存。平直单斜加

断裂仅有弱矿化。 

6  区域成矿模式 

    第一阶段（16亿年）富良棚—大龙口期（下段），沉积成岩—成矿期，形成层状胚胎型贫菱铁矿层；

第二阶段（10~6.8亿年）晋宁—澄江期，元谋—绿汁江深断裂形成，断裂的多旋回活动，为矿层的改造、

富化提供足够的热能，形成赤铁矿+“改造型”菱铁矿（局部）+菱铁矿（原生）矿物组合；第三阶段（56.5~1

百万年）喜山期，因强烈剥蚀氧化，形成表生富化期，近地表垂深 50 m内，全为褐铁矿，其下为赤铁矿、

针铁矿、磁铁矿、菱铁矿（改造型为主）组合，潜水面之下为原生带，全为菱铁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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