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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地区钒钛磁铁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探讨 

盖春宽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三 O八队，云南 个旧  661000） 

 

金平钒钛磁铁矿是滇南地区新近探明和建成一个重要铁矿资源地, 含矿岩体呈北西-南东向展布，这种原来巨大的层状

岩体已被肢解为大小不等十余个岩体， 分布面积广，现查明 7个岩体含矿，规模达中-大型，钒钛磁铁矿铁品位低，矿体数

量多，多数为贫矿，但矿石可综合利用的伴生元素多，有害杂质含量低，矿石属易选矿石，因此为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矿床。 

1  区域地质概况 

金平铁矿位于青藏滇板块结合带上，东部为杨子地台—褶皱系，以西属于唐古拉—昌都—兰坪褶皱系。由于地处两个地

质发展迥然不同的一级大地构造边缘，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和成矿作用强烈，特别是随基性-超基性岩浆活

动，形成了岩浆晚期结晶分异型钒钛磁铁矿床。区内航磁区域异常特征为正背景场上迭加少量正异常，重力场则出现相应重

力高和重力低的相间排列，重力异常及磁异常均呈北西向线性展布，与区域地质构造相吻合，反映基底的起伏及基性-超基

性杂岩体的侵位，为成矿提供了良好的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背景。 

2  岩体地质特征简述 

金平地区钒钛磁铁矿床分布于元古界哀牢山群凤港组底部的变基性-超基性杂岩体，岩性主要为斜长角闪岩、斜长片麻

岩、辉石岩及片麻状花岗岩、花岗片麻岩。含矿岩体为一套含辉石、角闪石、斜长石的变基性—超基性杂岩体，岩带长 30 km，

主要有 2个矿区，勐桥矿区和马安底矿区，8个矿段， 勐桥矿区 6个矿段累计探明和控制资源量达 2 593万吨（见表 1）。 马

安底矿区两个矿段工作程度较低，仅有资源量 204万吨， 区内已知赋存有钒钛磁铁矿体的基性岩体从北西向南东依次分布

有茅草坡岩体、三台坡岩体、大坡岩体、马鞍山岩体、火山岩体、马鞍底岩体(见图 1)，岩体岩浆分异较弱，岩相较难划分，

按岩性可分为角闪辉石岩、钛辉辉石岩、斜长角闪岩、角闪岩所构成。其中变超基性岩石（角闪辉石岩、钛辉辉石岩和角闪

岩）出露较少，主要呈扁豆体分布于岩盆的边部（底部），变基性岩（斜长角闪岩）出露较广，分布于岩体内部及边部（底

部），上述岩石相互呈渐变过渡。岩石为灰绿色，具微细粒半自形—他形粒状变晶结构、充填交代结构，片状构造。主要矿

物为：辉石 30%～60%，近等粒状；角闪石 25%～85%，半自形—他形粒状；有少量绿帘石、绢云母、磁铁矿、钛铁矿等。

岩体遭受很深的变质作用，主要为原生基性长石的钠黝帘石化和暗色矿物辉石的角闪石化，其次为绿泥石化和黑云母化。近

矿围岩蚀变主要为蓝闪石化、黑云母化和绿泥石化。 

 

表 1  金平地区钒钛磁铁矿床品位规模对照表 

矿区 矿段 
规模 元素 

长度/m 厚度/m 延深/m 矿石量/万 t TFe/% TiO2/% V2O5/% 

勐桥 

大坡 600 15.87 200 1015 33.72 9.69 0.30 

马鞍山 720 10.21 150 471 28.94 8.28 0.067 

火山 520 3.17 100 405 27.13 6.89 0.074 

湾河 1120 13.2 80 632 35.91 7.21 0.208 

茅草坡 300 4.57 50 30 31.86 6.89 0.22 

三台坡 50 4.15 30 40 30.42 5.68 0.21 

马安底 
普玛 120 1.8 60 180 34.86 9.72 0.05 

水头 156 3 50 24 25.96 8.53 0.04 

 

3  矿床地质特征 

3.1  勐桥矿区 

（1）大坡矿段：大坡矿段揭露控制矿化带长大于 600 m，矿带总体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 40～55°，圈定大小矿体

共 9条，其中，主要矿体 3条。矿体呈近于雁行左行状排列，北西部略撒开，南东部呈收敛之势。控制矿体长 190～530 m，

呈似层状或不规则状产出，单工程水平厚度 2.00~56.15 m，平均 15.87 m。单工程平均 TFe2 5.04%~44.87%，平均 TFe3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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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品位相对较均匀，矿石相互间呈贫富过渡关系；伴生 TiO2：5.92%~12.86%、平均 9.69%。 

（2）马鞍山矿段：已经查明 4个矿体，产出形态为陡倾斜多层次似层状矿，含矿岩带长 1 540 m，厚度 1.90～31.61 m，

平均品位：TFe28.94%，TiO28.35%，V2O50.067%。其中规模最大的 2号矿体（占本矿段总资源量的 83%），该矿体位于矿段

中部，长 720 m，平均厚 12.50 m，平均品位：TFe28.94%，TiO28.32%，V2O50.083%，矿化以磁铁矿化为主，少量褐铁矿化、

黄铁矿化、磁黄铁矿化；围岩蚀变为阳起石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等。 

（3）湾河矿段：产出有六个矿体，呈似层状平行排列，走向近东西，倾向南，倾角较缓，厚度 9~44 m，夹石厚 5~13 m；

矿石总平均品位：TFe35.91%，TiO27.21%，V2O5 

0.208%。各个矿体大小不等，最小矿体仅长 55 m，厚

1.05 m。其中最大的 2号矿体（占矿段总资源量的

95%），在地表呈东西向的弧形，向南倾伏，倾角西缓

(10度)东陡(30度数)，为一呈波状盆形产出的似层状

矿体。长 1 120 m，厚 1.4～31.75 m不等，平均厚 13.2 

m。总的规律是西薄东厚，向西分枝尖灭。TFe3 

0.27%～41.51%，平均 35.99%，TiO25.74%～8.60%，

平均 7.24%；V3O50.179%～0.268%，平均 0.207%，

求获 332+333铁矿石资源量 632万吨，  

（4）火山矿段：矿化带长 600 m，有 2个主要矿

体，矿体沿走向长 300～560 m不等，总体呈南北向

展布，产出形态为缓倾斜多层次似层状；矿体厚度为

0.26～7.66 m，厚度 2.04～4.89 m；TFe品位 20.04～

39.66%，平均品位 26.43%；矿体的厚度、品位变化相

对较稳定。探获铁矿石资源量 405万吨， 

（5）茅草坡矿段： 矿体在地表均有出露。其产

状与围岩片理趋于一致。总体产状为北西走向，向北

东倾斜，倾角 35～45°；产出形态为缓倾斜似层状矿

体。矿体长 300 m，矿体厚度为 1.10～9.86 m，平均

厚度 4.57 m；TFe品位 25.42～36.40%，单样最高

45.58%，共求获 332+333类铁矿资源矿石量共 30.15

万吨，矿石平均品位 TFe31.93%。 

（6）三台坡矿段：含矿岩体长 600 m，有 1个主要矿体，矿体沿走向长 50 m不等，产状为北西走向，向北东倾斜，倾

角 35度；产出形态为缓倾斜似层状矿体。矿体厚度为 4.15 m， TFe品位 20.04～39.66%，平均品位 26.43%；求获铁矿石资

源量 40万吨， 

3.2  马鞍底矿区 

（1）普玛矿段：有 9个似层状矿体组成。总体产状为北西走向，向北东倾斜，倾角 45度。各个矿体大小不等，最小矿

体仅长 55 m，厚 1.05 m。其中最大为 1号矿体（占矿段总资源量的 64%），矿体长 1500 m，矿体厚度为 1.8 m， TFe品位

34.86%，9个矿体求获 333类铁矿资源矿石量 180万吨。 

（2）水头矿段：见三处呈透镜状的小矿体。位于小背斜脊部，断续长 220 m，矿体厚度为 4米， TFe品位 25.96%，求

获 333类铁矿资源矿石量共 24万吨。 

3.3  矿石特征 

矿物成分  主要金属矿物为磁铁矿、钛铁矿；有少量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脉石矿物为辉石（15%～20%）、角

闪石（15%～25%）、斜长石（5%～8%）、阳起石（5%～8%）及少量的钠长石、绿泥石、黑云母、石英等，与金属矿物混杂

分布。TFe含量在磁铁矿中占 62.66%，在角闪石中占 14.61%，在黑云母中占 14.42%，在长石、石英中仅占 0.524%，说明

铁主要赋存在磁铁矿中，仅有少部分赋存在角闪石、黑云母等脉石矿物中。 

矿石结构  主要呈他形粒状结构、自形一半自形细粒状结构和交代结构，偶见海绵晶铁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构

造，偶见致密块状构造;  矿石中 TFe、TiO2、V 2O5三者成正变关系，相关密切。矿石中镓含平均在 0.002-0.003%，钴含量

0.01%左右，可考虑综合利用。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中化学成分（见表 1、2）。①一般 TFe品位在 25%～35%之间变化，区内铁矿石品位一般中等，相

互之间呈贫、富过渡关系。②其它各元素含量大致与 TFe品位成正比，其中以 Ti02最为明显，区内总体 TiO2含量变化不大，

而且一般属中等品位矿石，并与铁的含量呈正相关关系。③伴生有益组分为金属钒(V2O5)含量偏低，一般 0.01%～0.238%，

平均 0.067%，达不到伴生工业指标要求。 ④有害组分 S、P、As、K2O、Na2O含量甚微，CaO、MgO含量不高，均在 5%

以下；AI2O3、SiO2含量偏高，SiO2一般在 21%～30%，平均 25.08%；AI2O3一般在 5%～22%，平均 14.53%。 

矿石矿物磁性  据深变质岩系马鞍山及火山铁矿磁参数统计资料（表 3）及区内岩矿石磁性以磁铁矿为最强，次为磁铁

矿化角闪岩、而角闪斜长岩、大理岩、非磁铁矿化角闪岩等一般磁性较弱。据地表捡块测试，多数地段角闪岩成弱磁性（基

性、超基性岩浆后期分异、造改，铁质带出较为彻底）。局部块段斜长角闪岩具一定磁性，但与磁铁矿相比仍具 5倍以上差

异，使用磁法找铁矿方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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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平地区钒钛磁铁矿床矿石分析表表 

矿区 矿段 
矿石元素含量% 

SiO2 Tio2 CaO MgO AI2O3 K2O Na2O As S Ni p 

 

 

勐桥 

大坡 27.82 9.69 2.72 6.92 8.93 0.13 0.39 0.02 1.0 0.04 0.044 

马鞍山 23.82 8.67 5.51 5.42 5.13 0.51 1.12 0.035 0.5 0.021 0.035 

火山 25.27 7.53 6.89 4.72 13.24 0.264 0.764 0.02 0.022 0.264 0.026 

湾河 24.75 7.95 8.11 8.94 10.74 0.34 0.406 0.02 0.222 0.03 0.031 

茅草坡 21.04 10.28 4.56 7.01 17.44 0.32 0.23 0.03 0.03 0.03 0.052 

三台坡 28.79 5.68 6.80 4.72 13.24   0.02 0.032 0.08 0.02 

马安

底 

普玛 25.27 9.72 1.49 2.16 21.80   0.02 0.018 0.08 0.03 

水头 30.05 8.53 8.11 8.94 16.43   0.02 0.071 0.08 0.03 

 

表 3  铁矿磁参数统计表           

岩矿石名称 块数 
磁化率（κ）×10

-6
SI 剩余磁化强度（Jr）×10

-3
A/M 

常见值 变化范围 常见值 变化范围 Ψ θ 

磁铁矿 18 30700 10000~-100000 22900 10000~-100000   

磁铁矿化角闪岩 1 1350  820  -45
0
 74

0
 

花岗片麻岩、斜长片麻

岩等 
129 600 100~-10000 200 100~-10000   

     

4  成因及找矿标志 

成因探讨  矿体均产于变基性-超基性杂岩体中，矿床类型属晚期岩浆结晶分异型的钒钛磁铁矿矿床。钒钛磁铁矿体受

变质中粒辉长岩岩性和岩体原生裂隙构造控制。按主要成矿作用和成矿阶段可分为;同生弱分异矿体、同生及后生一贯入矿

体。形态为似层状、透镜状、脉状和不规则形态。 

找矿标志  ① 本区寻找钒钛磁铁矿应注意: 古老隆起区，特别是在背、向斜轴部断裂发育地段，镁铁比值在 0.2～0.9

之间的铁质基性岩。②主矿体的上、下盘均有一层厚薄不均的灰黄色绢云母片岩分布。③ 磁异常成带出现或异常值较高（一

般大于 5000）地段显示有可能找到磁铁矿体。④ 近矿围岩蚀变中的绢云母化、阳起石化、绿泥石化、褐铁矿化是重要的找

矿标志。⑤ 矿化露头、采矿遗迹可作为直接找矿标志。 

5   找矿前景 

金平地区钒钛磁铁矿床为北西一南东向，呈线型带状展布，全长约 30 km， 赋存于同类型岩体中，有着相似地质特征

与成矿条件，在各矿段之间有较好的找矿前景及找矿空间，预测本区有望找寻中一大型规模的找矿前景。 

（1）大坡矿床控制矿化带长大于 600 m，南东、北西两端均未控制，在延深方向(840m标高以下)未控制至尖灭，且矿

体向两侧明显的侧伏趋势，具有进一步扩大资源储量的远景。 

（2）马鞍山规模最大的 2号矿体（占本矿段总资源量的 83%），倾斜延深未控制，向深部矿体变厚变富，具有很大找

矿空间。 

（3）大坡、马鞍山、湾河、火山等矿段设计并施工探矿坑道揭露到较富厚的工业矿体，证实矿体己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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