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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内铁矿石自给率的不但降低，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大幅上涨，武钢集团、首钢集团相继着

手开发鄂西地区的“宁乡式”铁矿，涟源钢铁公司、柳州钢铁公司也在不但加大利用湘中桂北地区的“宁

乡式”铁矿矿石的比例。因此，进一步总结湘鄂桂地区“宁乡式”铁矿成矿地质特征，分析找矿前景，指

明找矿利用方向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1  湘鄂桂地区“宁乡式”铁矿在国内铁矿资源中的地位 

我国铁矿床可分为七大类，沉积型铁矿约占全国储量的 8.7%。沉积型铁矿中最重要、分布最广的是分

布于广大南方地区的泥盆纪海相沉积 “宁乡式”铁矿，可划为 ① 鄂西-湘西北、② 湘中-赣西、③ 桂东

北、④ 甘南-川北、⑤ 川中、⑥ 黔西、⑦ 滇东 7个成矿区，①②③三地区（不含赣西，本文以下统简称

湘鄂桂地区或本区）约占全国同类型铁矿资源储量的 80%以上，即约占全国铁矿总资源储量的 5.2％，是

“宁乡式”铁矿中最重要的成矿区。 

2  湘鄂桂地区泥盆纪“宁乡式”铁矿成矿地质特征 

（1）赋矿层位：本区“宁乡式”铁矿产于中、上泥盆统地层中，层位稳定，有较高的集中度。规律是：

从南到北层位逐步抬高，即桂东北以中泥盆统下部郁江组（信都组）为主，湘中--湘东以上泥盆统下部为

主，而湘西北-鄂西则以上泥盆统中上部为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本区泥盆纪从早到晚海侵方向

是从南西向东北逐步推进，一套海进沉积碎屑岩岩系逐渐超覆在前泥盆系地层之上，含铁矿层也随之逐步

抬高。 

（2）含铁建造：本区“宁乡式”铁矿含铁建造划归为地台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型，由海相沉积的陆源

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组成。下部的碎屑岩组主要是含铁砂岩、石英砂岩和泥质砂岩、粉砂岩、粘土质岩。上

部的碳酸盐岩组主要是不纯的灰岩（多为泥灰岩）和白云岩类。含铁建造是在古陆长期风化剥蚀后，超复

其上，多位于海侵岩系的下部，矿层大多产在细碎屑岩中，特别是粉砂岩向页岩递变处。产出的部位是在

下部的碎屑岩组中，以赤铁矿-菱铁矿-鲕绿泥石型矿石为主，含铁品位中等，矿层延伸、延长较大。 

（3）矿床地质特征：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含矿层数多（1~6层）；厚度 0.5~3 m，延长数百

米至数千米；矿石矿物组分比较简单，由赤铁矿、菱铁矿、石英、方解石、白云石、绿泥石、胶磷矿、黄

铁矿、粘土矿物等组成。具有鲕状、粒状结构，豆状、块状、砾状构造；含铁 TFe 25%~50％，一般含 SiO2

和 P 较高，而含硫较低，属高磷低硫贫矿石。含矿岩系厚度、矿层厚度和品位一般成正比关系。桂东北、

湘中-湘东、湘西北-鄂西三地区矿床地质特征有所差别，详细对比一览表见表 1。 

（4）沉积相特征：铁矿层的沉积相（以湘西北-鄂西为例）特征是：下部（Fe1、Fe2）矿层为近滨相，

中上部（Fe 3）矿层为近滨相－远滨相的交接部位，上部（Fe 4）矿层则形成于三角洲相的末端。沉积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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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受古地理环境制约，特别是海水深度、pH 和 Eh的状态。在氧化带、过渡带、还原带分别出现铁的氧化

物、碳酸盐矿物、硅酸盐矿物和硫化物的沉积，在空间（横、纵）上有规律的伴生，在贫矿床、一般中品

位的铁矿床中普遍存在，而富铁矿床往往只发育氧化物相和碳酸盐相，其中最发育的是赤铁矿和菱铁矿。 

 

表 1    湘鄂桂地区“宁乡式”沉积铁矿矿床地质特征对比一览表 

 桂东北 湘中—湘东 湘西北—鄂西 

大地构造位置 华南褶皱系 华南褶皱系 上扬子地台 

赋矿层位 中泥盆统信都组（或叫郁江组） 上泥盆统佘田桥组和锡矿山组 上泥盆统黄家磴组和写经寺组 

含铁建造 
地台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型，以碎屑

岩为主体 

地台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型，以细碎

屑岩为主体 

地台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型，以细碎

屑岩为主体 

矿床规模 
绝大多数为中小型, 只有个别矿床属大

型 

绝大多数为中小型, 大型矿床 1 处，中

型矿床 11处 

大中型矿床多，本区大型矿床 4 处，中

型矿床 29 处 

矿体形态 似层状，透镜状 似层状，透镜状 层状，似层状 

矿体特征 
1～ 6 层, 主矿层有 1-2 层，产在郁江

组上岩性段底部, 均厚 1～3m 

1～ 5 层, 主矿层有 1-2 层，产在佘田

桥组下岩性段上部, 均厚 1～2m 

1～ 4 层,主矿层1 层。湘西北多为Fe2，黄家磴

组上部；鄂西多为Fe3，写经寺组下部, 均厚2～
3 m 

赋矿围岩 

岩性 

砂岩、粉砂岩、页岩等碎屑岩为主, 局部碳

酸盐岩较发育 

主要为砂页岩和粉砂岩, 夹薄层灰岩或

泥灰岩 

主要为砂页岩和粉砂岩, 夹薄层灰岩或

泥灰岩 

矿石矿物 

脉石矿物 

矿石矿物鲕状赤铁矿为主，偶见菱铁矿

和鲕绿泥石；脉石矿物有石英、粘土矿

物、磷灰石、胶磷矿、绿泥石、方解石、

白云石等 

矿石矿物鲕状赤铁矿为主，褐铁矿次之，

菱铁矿微量；脉石矿物有石英、方解石、

白云石、绿泥石等 

矿石矿物以鲕状赤铁矿为主, 局部有较

多的鲕绿泥石和菱铁矿。脉石矿物有石

英、粘土矿物、方解石、白云石、石膏、

胶磷矿、黄铁矿等 

矿石结构 

构造 

鲕状结构、碎屑状结构，块状构造、鲕

状构造、胶状构造、角砾状构造 

鲕状结构、等粒结构、生物碎屑状结构、

隐晶结构、鲕状构造、胶状构造、块状构

造 

鲕状结构、砾状结构、豆状结构，胶状

构造、块状构造 

矿石品位 

(TFe) 

一般为 26%～ 45% , 局部有大于 45%

的富矿 

一般为 30%～ 45% , 有些矿床有品位

大于 45% 的富矿 

一般为 35%～ 45% , 部分矿床有品位

大于 45% 富矿 

矿石化学 

成分特征 

S 的含量低（﹤0.18％），P 的含量较高

（0.2％～1.95％）SiO2（3.0%～66％）

和 CaO（0.6％～22％）变化幅度大 

S 的含量低（﹤0.1％），P 的含量较高

（0.1％～0.9％）SiO2（3.0%～20％）

和 CaO（3.0％～20％）变化幅度大 

S 的含量低（﹤0.15％），P 的含量较高

（0.07％～1.78％）SiO2（5.0％～29％）

和 CaO（0.2％～19％）变化幅度大 

代表性矿床 屯秋、老茶亭、海洋 
插花庙、七里江、潞水、清水、田湖、

排前、凉江、 

官庄、火烧坪、龙角坝、官店、黑石板、

小溪峪、杨家坊 

 

3 成因模式讨论 

物源区为湿热型气候，风化作用以化学风化为主，氧化铁以胶体悬浮被河流搬入盆地。在海盆边缘

处于海陆交接带,盐度基本正常、具有搅动性质近滨相下部至远滨相水体中形成鲕粒，后经波浪和潮汐流的

改造富集成矿。 

4  找矿前景 

迄今为止，据不完全概略性统计，湘鄂桂地区大致共已探明“宁乡式”铁矿资源储量 31.45 亿吨，其

中基础储量 17.05亿吨。鄂西、湘西北、湘中-湘东、桂北各区大致探明的资源储量分别是 16.9亿吨、3.89

亿吨、6.92 亿吨、2.74 亿吨，其中基础储量大致分别是 10.7、2.02、2.46、1.87 亿吨。主要矿床的勘查深

度在 500 m以内。采用体积法、地质经济模型法对个别地区进行了“宁乡式”铁矿资源潜力预测，结合前人

对本区“宁乡式”铁矿资源预测结果，本文概略计算推断湘鄂桂地区 “宁乡式”铁矿资源潜力在 200 亿吨以

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局部地区存在低磷（＜0.9％）铁矿床，一些矿区存在富矿（Tfe＞50％）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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