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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处华北陆块南缘、秦岭－大别造山带及扬子陆块北缘等三个Ⅲ级大地构造单元结合部位，构造－岩浆活动频繁，

铁矿成矿作用复杂多样，矿产具有多成因、多来源、多期次的特点（常印佛等，1986；1991；唐永成，1998）。铁矿是安徽

省的优势矿种之一，已经查明的资源量位于全国的第五位，通过综合研究，该省铁矿找矿潜力较大，是今后进一步工作的重

要地区之一。 

1  铁矿矿产预测类型特征 

安徽省铁矿成因类型主要划分为沉积变质型铁矿、陆相火山岩型铁矿和矽卡岩型伴生铁矿三大类型，根据成矿环境的不

同分布在该省不同的地区。 

1.1  沉积变质型铁矿 

安徽省前寒武系变质岩系主要分布于华北陆块南缘、秦岭—大别造山带中部的肥东一带，组成这两个地区的结晶基底。

主要含铁建造是由新太古代变质岩五河群、霍邱群及阚集群等含铁的中基性火山岩等组成，经过蚌埠期的区域变质作用等而

富集成 BIF型矿产。霍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为该省沉积变质型的典型代表，累计查明铁矿石资源储量 18.5亿吨。 

霍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主要分布于华北陆块南缘，为淮河流域大片第四系覆盖区，主要是新太古代霍邱群中的吴集组、

周集组含铁建造的变质岩，其典型矿床主要有周集、张庄、范桥、周油坊、李楼、吴集、重新集等；根据铁矿床赋存于含铁

建造的不同部位，选择吴集、张庄、李老庄等作为典型矿床进行研究，含铁建造、向斜构造是该类铁矿床必要控矿因素。 

东鲁山式沉积变质型铁矿主要分布于蚌埠地区，其含铁建造主要是新太古代五河群西固堆组、峰山李组中基性火山岩建

造及碳酸盐岩建造等，典型矿床是东鲁山铁矿床，铁矿体一般赋存于紧闭向斜褶皱的核部及其附近；肥东铜山式沉积变质型

铁矿主要分布在肥东的阚集一带，含铁建造是阚集群的大横山组，典型矿床是铜山铁矿。 

1.2  陆相火山岩型铁矿 

陆相火山岩型铁矿分布于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中部的庐枞、宁芜地区，我国著名的“玢岩型”（翟裕生等，1992；《宁

芜研究项目》编写小组，1978）铁矿成矿模式就以该区铁矿建立的。该类铁矿床共伴生矿物有铜、硫、磷及金等。 

玢岩型铁矿与早白垩世富钠质中基性火山－潜火山岩密切相关。根据铁矿体的产出形态特征以及矿产预测工作的需要，

将该类矿床分为两类：陶村式（产于陆相火山岩分布地段）、白象山式（产于火山岩盆地基底地层出露地段）。 

陶村式铁矿主要产于砖桥组、龙王山组火山岩及与潜火山岩接触带附近，或者潜火山岩体边部，中基性潜火山岩既是赋

矿围岩，又是成矿母岩；陶村式铁矿在宁芜地区主要有陶村、凹山、和尚桥等铁矿床，庐枞地区主要有罗河、大包庄、何家

小岭等铁硫矿床。该类矿床与火山机构、火山基底隆起、基底断裂及次火山岩体等关系密切，有航磁、地磁及重力异常。 

白象山式铁矿产于中三叠世周冲村组分布地段，周冲村组膏溶角砾岩、白云质灰岩等既是赋矿层位，又是原始矿胚层，

为陆相火山岩型铁矿成矿提供了铁、硫等物质来源。白象山式铁矿在宁芜地区主要有姑山式、白象山式及金龙式等，庐枞地

区主要是龙桥式。铁矿体主要分布于火山岩盆地基底地层——周冲村组，与潜火山岩有密切成因联系。 

玢岩型铁矿床在安徽省矿床规模多为大-中型，占该省探明铁矿资源储量的 49.1%。 

1.3  矽卡岩型铜铁金矿（伴生） 

矽卡岩型矿床主要分布于我国著名的长江中下游铜铁金成矿带中部一带（铜陵、池州、安庆、繁昌及宣城、滁州市琅琊

山等地），另外淮北地区尚有矽卡岩型铜铁金矿床分布。 

铜陵式矽卡岩型铜铁金矿主要分布在铜陵、池州、安庆地区，典型矿床有铜官山、狮子山、凤凰山、老鸦岭、东狮子山、

新桥以及铜山、安庆铜矿等。进一步划分为铜官山式矽卡岩型铜铁矿、冬瓜山式（新桥式）层控热液叠改型铜铁金矿、凤凰

山式矽卡岩型铜铁矿及铜山式矽卡岩型铜矿、大冶式矽卡岩型铁铜矿等矿产预测类型。该类型铜铁金矿岩浆岩主要赋存于燕

山期石英闪长（斑）岩与石炭系—三叠系碳酸盐岩地层接触带以及层间滑动带中，矽卡岩化、大理岩化等围岩蚀变是其主要

特征。铜陵地区有比较明显的矿床分带特征：浅部是矽卡岩型铜铁金矿床、中部是层控热液叠改型铜铁金矿床、深部为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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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铜金钼矿床。 

莱芜式矽卡岩型铜铁金矿主要分布于淮北地区，岩浆岩是燕山期石英闪长玢岩，赋矿地层为寒武系凤山组、奥陶系萧县

组，其岩性是镁质白云岩等，典型矿床主要有濉溪徐楼、殷庄、三铺、邹楼、前常和萧县旗杆楼等，以前常式、旗杆楼式两

种矿产预测类型为代表。该类型与山东省“莱芜式”矿床特征基本一致。 

由于篇幅限制，麻姑山、琅琊山及长龙山等矿床特征基本相似，这里不再赘述。 

2  近年来安徽省铁矿找矿重要成果简介 

安徽省铁矿勘查已经进入了“攻深找盲”阶段，主要是在综合研究成矿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已知矿体的深部、以及低缓磁

异常叠加重力异常区寻找深部隐伏矿体。近年来通过“国土资源大调查”、省级勘查基金及企业等的投入，取得了较好的找矿

成果。 

2.1  庐枞地区 

庐枞地区找矿近年来最大成果以泥河铁矿的发现、勘探为代表，另外在枞阳石矶头深部钻孔中见有龙桥式铁矿体，庐枞

南部地区铁矿找矿也取得了突破。 

泥河铁矿：泥河铁矿位于罗河铁矿的东北约 2.5 km，是在航磁低缓异常区开展 1/万高精度地面磁测发现磁异常，正磁

异常中心有环型特征，与重力异常基本同位。在总结成矿规律基础上，钻探验证发现泥河铁矿。铁矿体埋深在 678~1100 m

间，控制倾向长度 140~215 m，矿体厚度在 70.36~250.93 m之间，伴有硫铁矿、石膏矿等。泥河铁矿探明磁铁矿资源量在

1.8亿吨、硫铁矿、硬石膏均达到大型规模。 

2.2  宁芜地区 

该区利用国家、地方以及企业资金的投入，新增中桥、杨庄、下悍等 3处大中型矿产地后，已知矿床深部－和尚桥、白

象山等取得了铁矿找矿的重大突破。 

和尚桥铁矿深部：为危机矿山项目实施，进行已知铁矿体深部工程控制，预计新增资源量 3 000万吨，进一步扩大和尚

桥铁矿床的规模；白象山铁矿深部：白象山矿床太平山矿段通过钻探施工，发现近 150 m的磁铁矿体，预计该矿床新增资源

量达 8 000万吨；杨庄铁矿：为第四系覆盖，主要是进行航磁异常查证发现的矿床，在基底地层的向斜转折部位发现并控制

了铁矿体，探明铁矿资源量为 1.86亿吨。 

2.3  皖西北地区 

霍邱铁矿在上世纪发现 10个大中型矿床基础上，近两年又新增 6处中型矿产地，提高、新增了该矿集区资源量。深覆

盖区临泉县的 3号钻孔发现厚度为 20多米的铁矿，这是皖西北地区首次发现铁矿，结束了亳州、阜阳两市没有金属矿产的

历史。阜南县三塔集地区铁矿资源调查评价已经完成了 500多平方千米的物探工作，异常验证工作正在进行，有望取得皖西

北地区铁矿找矿重大突破。 

3  铁矿找矿方向 

根据安徽省已知铁矿床的分布、探矿权设置情况、成矿地质条件、控矿因素以及航磁异常、地磁异常、重力异常等方面

的综合分析研究，提出今后铁矿找矿方向 

3.1  庐枞、宁芜地区 

利用国家、地方基金以及企业资金，进行庐枞、宁芜玢岩型铁矿的整装勘查工作。在火山岩分布区寻找陶村式铁矿床，

在火山岩基底及基底出露范围内，寻找白象山式铁矿。目前火山岩区中等强度磁异常尚未验证较多，通过工作有望取得突破。

在缓磁异常结合重力异常套合地段是该区下一步工作的主攻方向，局部勘查深度将达到 2 000 m左右，有望取得玢岩型铁矿

找矿的突破。 

3.2  皖西北地区 

通过安徽省地勘基金的整装勘查，刚刚完成的周集铁矿区大陆金属矿深孔在 2 700 m处尚有沉积变质型铁矿体，说明在

霍邱地区铁矿有着比较好的资源潜力；在第四系深部隐伏区，如正阳关、阜南、太和地区，在利辛县艾亭镇陶老铁矿钻探经

验的基础上，选择比较好的航磁异常、地磁异常及重力异常地段，进行大比例尺高精度磁测和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深

（CSAMT），结合钻探控制铁矿体，取得深部隐伏铁矿找矿的重大突破。 

3.3  淮北、亳州地区 

淮北、亳州地区进一步通过高精度磁测工作，寻找深部隐伏的中基性侵入岩浆岩，结合重力异常，推断隐伏区的地质构

造，在有利地段施工钻探验证，使得莱芜式矽卡岩型铜铁金矿找矿的重大突破。 

3.4  长江中下游地区 

主要是铜铁金矿的找矿工作，该部分主要在铜矿找矿勘查中有着比较细致的工作布置，这里不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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