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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东昆仑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及其外围找矿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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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迪木那里克铁矿带位于新疆东昆仑西段，阿尔金陆缘地块祁漫塔格古生代复合沟弧带。近年来，以迪

木那里克铁矿床为重心，以#>8万航磁异常为依托，在迪木那里克铁矿床的外围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成果。在长沙沟

构造蛇绿混杂岩带内，新发现了河肃铁矿床、玉岭铁矿床等一系列沉积变质型铁矿床（点），部分矿床已达中型以上

规模。磁铁矿体主要赋存于复理石岩片中的千枚岩层内。可确定该铁矿带呈近/?向展布，延伸达8"@A，其远景

资源量可达#"亿吨。在该矿带内，可利用地层、构造、围岩蚀变、航磁异常等作为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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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木那里克铁矿带隶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且末县。迪木那里克铁矿床由新疆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于!""#年发现，至今仍在勘

查、评价中，已提交铁矿石资源量!$%&亿吨。本次

工作以迪木那里克铁矿床为重心，以’(#万航磁异

常为依托，在该矿床外围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成果，新

发现矿床（点）#个，分别为玉岭铁矿床、河肃铁矿床、

迪木那里克东部异常铁矿带、!’)&铁矿点和迪木那

里克北部负磁异常铁矿带!。本文在近几年对迪木

那里克铁矿带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成矿

地质背景、各矿床（点）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进行了

综合研究和分析，总结了该矿带的找矿标志及找矿

方向，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 区域地质背景

迪木那里克铁矿带位于新疆东昆仑西段，大地

构造上划归塔里木*华北板块，塔里木微板块，阿尔

金陆缘地块内的祁漫塔格古生代复合沟弧带，属于

祁漫塔格钨、锡、铜、铅、锌、铁、石棉成矿带。晋宁运

动导致阿尔金微陆块与塔里木板块对接，阿尔金微

陆块与柴达木板块之间（即阿尔金南缘）可能还残余

有不宽的洋盆。早古生代期间，阿尔金南缘残余洋

盆再次被拉开扩大，形成陆缘海、小洋盆、微古陆、多

岛海（即多岛洋）古地理面貌，为铁矿的形成提供了

良好的古地理条件；加里东运动使南阿尔金洋盆向

北俯冲，塔里木板块与柴达木板块发生碰撞，导致南

阿尔金洋盆闭合。从中*新元古代到早古生代，在不

同构造环境下形成的陆缘*岛弧沉积建造、洋壳残

片、古老微陆块和岛弧型火山岩系等，通过洋壳消

减、弧*陆碰撞、构造混杂以及漫长且复杂的构造折

返过程，拼合在一起，构成了阿尔金南缘构造蛇绿混

杂岩带。迪木那里克铁矿带即产于该构造蛇绿混杂

岩带内的青白口纪*奥陶纪岩片“长沙沟构造蛇绿混

杂岩带”"。

该区域经历了多期造山运动，构造混杂岩相当

发育。由于强烈的构造作用（伸展滑脱、逆冲、走滑

剪切等），岩石遭到了强烈的变形变质作用的改造

（毛德宝等，!""&），致使不同时代、不同成因类型、不

同变形变质特征的岩层（体）产生了剪切位移、混杂

拼贴。这些岩层（体）多呈透镜体状分布，沿走向往

往出现尖灭而消失；岩层（体）之间多发生韧性剪切

作用，部分呈脆性断裂接触。在宏观上，沿强烈的构

造变形带，不同时代、不同成因的岩层（体）在短距离

内互相拼贴，无序叠置，有少数岩层（体）内部尚局部

保存着有序叠置，具有典型的构造混杂岩的特征（覃

小锋等，!""&；!""+）。

该区域内发育有多期次岩浆活动，太古代*元古

代时期、加里东期、海西期、燕山期内，均有不同规模

的岩浆活动。在阿尔金南缘构造蛇绿混杂岩带附

近，主要为太古代*元古代时期的变质侵入岩，分布

于阿尔金南缘断裂的北缘，变质程度高，归入晚太古

界*古元古界变质岩系。在长沙沟，小面积出露燕山

期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

区域内，除迪木那里克铁矿带的各矿床（点）外，

还产出有苏巴里克铁矿床、里维齐明铁矿床、克孜尔

卡甫铁矿点、阿特滩铁矿床、库木库里北铁矿点。近

年来，在东昆仑北缘地区的帕西木、苦阿恰克能萨

依、麻特等地，发现了类似于迪木那里克铁矿床的矿

床（吴益平等，!""+）。

! 地质找矿新发现

在迪木那里克铁矿床的外围，新发现了玉岭铁

矿床、河肃铁矿床、迪木那 里 克 东 部 异 常 铁 矿 带、

!’)&铁矿点及迪木那里克北部负磁异常铁矿带，均

位于“长沙沟构造蛇绿混杂岩带”内。在该地区，主

要出露该混杂岩带中的复理石岩片、碳酸盐岩岩片

及少量（中）基性火山岩岩片，铁矿带主要产于复理

石岩片中的千枚岩层。该含矿千枚岩层呈近,-向

展布，延伸达#"./（图’）。

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及其外围新发现的各铁矿床

（点）同属于祁曼塔格古生代复合沟弧带，具有相同

的区域构造及成矿环境。

!0" 迪木那里克铁矿床

迪木那里克铁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上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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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迪木那里克铁矿带区域地质矿产图（据丁海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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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统祁漫塔格群的部分地层，为一套浅变质的碎屑

岩、泥灰岩及少量火山碎屑岩组合。该组合自下而

上可分为$个岩性段，铁矿化主要产在第二岩性段

的灰绿色绢云千枚岩、灰绿色绢云石英千枚岩及黑

灰色含碳泥灰岩内（见丁海波，"#!$文图!）。

该矿区的主体为EY向倾斜的单斜构造，产状

一般为倾向"#"’’Z，倾角$#"’"Z。本次工作通过

地 层对比、剖面复查、钻探工程控制、物探磁法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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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等等，重新确定该矿区的构造为一宽缓的复背

向斜构造。!"#$、!"#%矿体的浅部北倾地段为该复

背向斜构造的一翼。由于阿尔金南缘断裂的影响，

复向斜构造内的矿体产生了强度较大的塑性变形，

地表及钻孔内的矿石中均可见明显的高强度变形，

局部条带状磁铁矿呈多期不规则褶曲形态出现，导

致个别钻孔中未见矿。

矿区内可划分出#个含矿层，共计有$#个矿

体，矿体产状与围岩基本一致，走向&’(!&(()，倾向

*+，倾角#,!$,)，其顶、底板围岩均为千枚岩或千

枚岩的风化破碎带。矿石的!（-!"）一般为’,.!
/,.，平均为’0.左右，个别样品高达/,.以上。

矿区内的主矿体为!"#$、!"#%号矿体，产于第二含

矿层，由于这’个矿体相距较近，物探异常相互胶

着，难以区分，地面磁测"-值相对较高，峰值一般

为/,,,!%,,,1-，最高为&’22(3%1-。

该矿床的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其次为褐铁

矿（常见于地表矿石），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绿泥

石，其次为黄铁矿，还有少量的磁黄铁矿、针铁矿、黄

铜矿、方解石。矿石结构以半自形4他形结构和镶嵌

结构为主，有少数为自形结构、碎裂结构。矿石构造

主要为条带状构造，次为块状构造。

通过近几年的工作，确定该矿区存在一个较大

规模的复背向斜构造，对主矿体（!"#$、!"#%）进行

了工程控制，估算铁矿石资源量为’52$亿吨，其中

新增铁矿石资源量&52/亿吨。该矿床成因为源于古

陆蚀源的铁质成分和海底火山喷发的含铁热卤水在

浅海4半深海弱还原环境下沉积，经历了氧化作用、

浅度区域变质作用及轻微的后期热液改造，最终形

成了受变质的海相火山沉积铁矿床。

!3! 河肃铁矿床

通过勘查工 作，新64’,,24’’’,和 新64’,,24
’’’&号航磁异常区内，新发现了河肃铁矿床。该矿

床赋存于长沙沟构造蛇绿混杂岩中，异常对应复理

石岩片，附近出露有片麻状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

黑云二长4钾长花岗岩。

’3’3&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内出露的岩性主要为含碳泥晶灰岩、绢云

千枚岩、石英片岩、石英岩、含菱铁矿石英岩、含磁铁

矿绿泥石英千枚岩、斜长角闪片岩，有少量黑云石英

阳起石片岩、玄武质火山灰凝灰岩、含蛇纹石方解白

云石岩在二长花岗岩中呈包体零星出露。岩浆岩主

要为破裂细粒二长花岗岩、绿泥石二长片麻岩和蚀

变辉绿岩等。

目前，矿区内共发现2个似层状、透镜状磁铁矿

体（图’）。赋矿围岩是长沙沟构造蛇绿混杂岩中的

一套类复理石建造。矿体出露长##!&’227，宽(
!/’7，倾 向#/,!,)，倾 角/,!(()。 矿 石 的

!（-!"）为’,5’0.!/&5&%.。!"%号矿体为主矿

体，位于矿区东部的新64’,,24’’’&号航磁异常中

心；!"&!!"(及!"2号矿体位于矿区西部的新64
’,,24’’’,号航磁异常中心。矿体为灰黑色、铁黑色

细粒磁铁矿，磁铁矿条带宽’!(87，石英条带宽约

&!#87，矿化均匀，顶、底板均为蚀变的石英千枚岩

和碳质千枚岩。大部分矿体均不同程度地被第四系

残破积、风尘砂土所覆盖。

!"%号矿体为灰黑色磁铁矿，出露长度约&’22
7，宽(!/’7，呈似层状，倾向#((!,)，倾角/(!
(()，顶板为灰黑色大理岩化泥灰岩，东西两端为第

四系沙土覆盖。!（-!"）为’,5’0.!#/5%&.，磁

性铁品位为,5$,.!’$50(.。该矿体为河肃铁矿

床的主矿体，由于矿权问题，暂未进行深部钻探工程

控制。对!"’、!"/号矿体施工了9:#0,&钻孔（图

#），见矿情况较好，且与地表磁异常相对应。

该矿床矿石的质量与迪木那里克铁矿床一致，

含矿岩石为磁铁石英岩，矿石类型以条带状矿石为

主，次为块状矿石。条带状矿石具有明显的磁铁矿

条带和石英条带，磁铁矿条带宽’!(87，石英条带

宽约&!#87，’种条带之比约为’;&!&;#。脉石矿

物主要为石英、黑云母、绿泥石、黄铁矿等。块状矿

石具体表现为磁铁矿颗粒和石英颗粒均匀分布，呈

现块状构造，且其!（-!"）相对稍低于条带状矿石。

根据已控制矿体规模，推深按长度&;/计算，大

于&,,7的按&,,7计算，小体重类比迪木那里克

铁矿床，采用算术平均法，初步估算出河肃铁矿床

##/级铁矿石资源量为&’2,5,$万吨，达到了中型铁

矿床的规模。初步确定该矿床的成因与迪木那里克

铁矿床一致，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3’3’ 地面磁异常特征

河肃 矿 区 的 磁 异 常 呈 条 带 状 沿 *+向 展 布，

""7<=>(,,,1-，""7?1>@0$01-，异 常 带 长 约

(,,,7，宽约(,,7，其中的新64’,,24’’’,异常由

多个分散异常组成，新64’,,24’’’&异常较为连续、

规整。这’个异常的北侧均伴有负磁异常（图/）。

磁铁矿磁化率的变化范围为（’%,,,!&&%,,,）

(’&第#’卷 第&期 丁海波等：新疆东昆仑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及其外围找矿新发现

 
 

 

 
 

 
 

 



图! 河肃铁矿床地质图（据丁海波等，!"#!!）

#—第四系冲洪积沙土砾石；!—第四系残坡积沙土砾石；$—浅灰白色灰岩（大理岩化灰岩）；%—浅灰黑色泥灰岩；&—灰白’浅灰绿色片

岩；(—灰绿色绢云千枚岩；)—灰绿色绢云千枚岩与石英岩互层；*—浅肉红色正长花岗岩；+—灰白色、浅肉红色二长花岗岩；#"—灰白

色斜长岩；##—浅黄色蚀变带；#!—矽卡岩；#$—基性岩脉；#%—闪长岩脉；#&—石英脉；#(—磁铁矿体及编号；#)—航磁异常中心位置

及编号；#*—钻孔及其编号

,-./! 01232.-453657289:1;1<=->2?@172<-9（5891>A-?.1953/，!"#!）

#—B=591>?5>C@-3=D-53<5?@.>5D13；!—B=591>?5>C>1<-@=53<3271<5?@.>5D13；$—E5>F31-G1@3-61<92?1；%—E5>3；&—H4:-<9；(—H1>-4-917:C33-91；

)—I?91>F1@@1@<1>-4-917:C33-915?@J=5>9G-91；*—HC1?2.>5?-91；+—E2?G2.>5?-91；#"—K?2>9:2<-91；##—K391>59-2?G2?1；#!—HL5>?；#$—M5<-4

@-L1；#%—A-2>-91@CL1；#&—B=5>9GD1-?；#(—E5.?19-912>1F2@C5?@-9<<1>-53?=6F1>；#)—N1?9>5332459-2?2851>265.?19-45?2653C5?@-9<

<1>-53?=6F1>；#*—A>-33:2315?@-9<<1>-53?=6F1>

O#"P&HI，平均约&""""O#"P&HI；围岩千枚岩的磁

化率为（!!"%"）O#"P&HI，泥灰岩为（#""*"）O
#"P&HI。磁铁矿的磁化率远远大于围岩，故确定这

些磁异常是由磁铁矿引起的。

!/" 玉岭铁矿床

在新N’!""*’!!""、新N’!""*’!!"#号航磁异常

区内新发现了玉岭铁矿床。这!个异常都位于长沙

沟构造蛇绿混杂岩带内，异常对应的是复理石岩片、

碳酸盐岩岩片和（中）基性火山岩岩片。异常北部为

古元古界阿尔金群变质碎屑岩、碳酸盐岩及变质火

山碎屑岩的大面积分布区，南部出露有未分的元古

界变质基底岩片及中’下侏罗统大煤沟组碎屑岩。

!/$/# 矿床地质特征

玉岭矿区出露的主要岩性为绢云千枚岩、含碳

绢云千枚岩、灰白色石英岩、含黄铁矿破裂糜棱岩化

蚀变闪长岩脉、灰色泥灰岩、灰岩夹灰黑色碳质千枚

岩、灰绿色绢云千枚岩、铁矿化绿泥阳起石英片岩

（图&）。在矿区中北部，出露有少量呈岩脉侵位的蚀

变闪长岩。

在该矿区内，共发现了#!个似层状、透镜状磁

铁矿体。矿体出露长%&"!"""6，宽!Q&"%&6，倾

向$%""$&&R，倾角!""$&R，赋矿地层为长沙沟构造

蛇绿混杂岩中的一套类复理石建造。各矿体均为灰

黑色’铁黑色细粒磁铁矿，磁铁矿条带宽!"&46，石

英条带宽约#"$46，矿化均匀，顶、底板均为蚀变的

石英千枚岩和碳质千枚岩。大部分矿体都不同程度

地被第四系残破积、风尘砂土所覆盖。

,1#号矿体为主矿体，呈似层状，出露长约!"""
6，宽$"!"6，倾向$%""$&"R，近水平产出，顶、底

板 均为绢云千枚岩、石英岩，西端被第四系覆盖。其

! 丁海波，杨晓飞，樊自春，张 朋，刘建兵，王 磊，王辉春，姚建斌，赵建兵，江长青，李朋飞，李 磊，李鹏飞，江锦山/!"#!/新疆且末县

迪木那里克铁矿深部及外围勘查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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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河肃铁矿床!"号勘探线地质剖面图（据丁海波等，#$%#!）

&’()! *+,-,(’./-0+.1’,2/-,2(3,)!"+45-,6/1’,2-’2+,718+9+0:’6,2;+5,0’1（/71+6<’2(+1/-)，#$%#）

图= 河肃铁矿床地面磁测平面等值线图（据丁海波等，#$%#!）

&’()= >-/2+.,21,:6?/5,7(6,:2;?/(2+1’.0:6@+A’218+9+0:’6,2;+5,0’1（/71+6<’2(+1/-)，#$%#）

! 丁海波，杨晓飞，樊自春，张 朋，刘建兵，王 磊，王辉春，姚建斌，赵建兵，江长青，李朋飞，李 磊，李鹏飞，江锦山)#$%#)新疆且末县

迪木那里克铁矿深部及外围勘查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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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玉岭铁矿床地质图（据丁海波等，"#$"!）

$—第四系；"—灰色泥灰岩、灰岩夹灰黑色碳质千枚岩；%—浅灰绿色绢云千枚岩、含碳绢云千枚岩夹灰白色石英岩；

&—磁铁矿矿体及编号；!—航磁异常中心位置及编号

’()*! +,-.-)(/0.102-345,67.(8)(9-8:,2-;(4（034,9<(8),40.*，"#$"）

$—=704,9809>；"—?09.，.(1,;4-8,，)90>@A.0/B/09A-80/,-7;25>..(4,；%—C,9(/(4,25>..(4,，/09A-8@A,09(8);,9(/(4,25>..(4,D(45)90>@D5(4,
E7094F(4,；&—?0)8,4(4,-9,A-:>08:(4;;,9(0.871A,9；!—G,8490..-/04(-8-30,9-10)8,4(/08-10.>08:(4;;,9(0.871A,9

!（H’,）为"$I#!J "%&IK#J，磁 性 铁 品 位 为

$#IL#J""MI!!J。矿石类型以条带状为主，块状

矿石较少，矿石质量与迪木那里克铁矿床一致，含矿

岩石为磁铁石英岩。

根据已控制矿体规模，推深按长度$N&计算，大

于$##1的按$##1计算，小体重类比迪木那里克

铁矿床，采用算术平均法，初步估算出玉岭矿床%%&
级铁矿石资源量为$!M!*L&万吨，达到了中型铁矿

床的规模。初步确定该矿床的成因与迪木那里克铁

矿床一致，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 地面磁异常特征

玉岭矿区的磁异常呈带状沿OP向展布，长约Q
B1，由多个局部高磁异常组成（图Q），#"!!##8H
的异常基本上都由磁铁矿引起，大部分磁异常规模

都较小，异常幅值变化不大，且其北侧均有负磁异常

伴生，据此推断，玉岭铁矿床由多个分散的小规模磁

铁矿体组成。

新G@"##K@""#$异常是玉岭铁矿床东部一个较

大的磁异常（图Q），呈条带状沿RO向展布，#"10ST
MLQQ8H，#"1(8TUKM!8H，$／"#"10S异常长约%##
1，宽约"##1，磁异常中心出露有较大面积的灰黑

色条带状磁铁矿。

图Q 玉岭铁矿床地面磁测平面等值线图（据丁海波等，"#$"!）

’()*Q V.08,/-84-79102-3)9-78:10)8,4(/;79W,>(845,67.(8)(9-8:,2-;(4（034,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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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矿石的磁化率为（!!"""!#"$"""）%#"&’

()，平均约*""""%#"&’()。矿体围岩主要为绢云千

枚岩，其磁化率为（#*"!#*+）%#"&’()。磁铁矿是

引起磁异常的主因。然而，磁铁矿磁化率的变化较

大，部分低磁化率的磁铁矿不能引起高磁异常，同

时，磁铁矿厚薄不均，这些很可能是各个高磁异常之

间不相连的原因。

!," 迪木那里克东部异常铁矿带

在迪木那里克铁矿床所在的-./""+.//"+号航

磁异常的东部，新发现了包括喀格乌图铁矿点在内

的迪木那里克东部异常铁矿带。喀格乌图铁矿点距

该航磁异常中心约*0’12。东部异常铁矿带位于

迪木那里克铁矿床34向主矿体以东，呈近54向

与喀格乌图铁矿点相连接。该异常位于长沙沟构造

蛇绿混杂岩分布区，对应的是（中）基性火山岩岩片、

复理石岩片和碳酸盐岩岩片，其35侧出露有加里

东期片麻状斑状粗.中粒黑云二长花岗岩体。

/,*,# 地质特征

迪木那里克东部异常铁矿带是迪木那里克铁矿

床第三含矿层的东延部分，其含矿层位及岩性与迪

木那里克铁矿床基本一致，为一套浅变质的碎屑岩、

泥灰岩及少量火山碎屑岩组合。东部异常铁矿带主

要产在祁漫塔格群第三岩性段浅灰绿色绢云千枚岩

中。矿区内岩浆岩不发育，只在矿区中部见有呈岩

墙或透镜体侵位的绿黑色中粒角闪辉绿辉长岩（图

$）。

在该区共发现磁铁矿体露头#"个，均赋存于灰

绿色绢云千枚岩内，或绢云千枚岩内的褐铁矿化蚀

变带中。矿体出露长度!"!#6"2，宽度!!’"2。

大部分矿体的东西两端被第四系覆盖。从地表磁测

结果来看，区内存在/个长度分别为#0!12和"0’
12的正磁异常，表明矿体沿东、西两向有较大延伸

的可能。矿体的!（789）为/"06:!!*06:，磁性

铁品位为’0#’:!/!0+’:。

在该异常内，选择喀格乌图铁矿点的矿化有利

部位施工了;<"""#钻孔，主要目的是控制89#、89/
两个规模相对较大的磁铁矿体沿倾向延伸的情况，

终孔深度为’$*0/*2，但未见工业矿体。该钻孔已

穿过浅灰绿色.灰色绢云千枚岩含矿层位，排除了因

磁铁矿体产状变化较大而使工程未控制住矿体延伸

图$ 迪木那里克东部异常铁矿带地质图（据丁海波等，/"#/"）

#—第四系；/!6—祁漫塔格群：/—第三岩性段浅灰绿色绢云千枚岩；!—第三岩性段黑灰色大理岩化含碳泥灰岩；*—第三岩性段黑灰色

含碳泥灰岩夹灰黑色碳质千枚岩；’—第三岩性段淡黄灰色微细粒石英岩；6—第二岩性段黑灰色含碳泥灰岩夹灰黑色碳质千枚岩；

$—浅黄绿色灰黑色土状粉末状风化破碎带；+—绿黑色中粒角闪辉绿辉长岩；=—磁铁矿矿体及编号；#"—钻孔

8>?,$ @9ABA?>CDB2DEAF9DGH9IJDJA2DB>9GAFHK9L>2MB>19>IAJN9EAG>H（DFH9IL>J?9HDB,，/"#/）

#—OMDH9IJDIP；/!6—O>2DJHD?@IAME：/—@IDP.?I99JG9I>C>H9EKPBB>H9AF!INB>HKABA?>CQBAC1；!—RBDC1.?IDP2DIQB9>S9NCDIQAJDC9AMG2DIBAF!IN

B>HKABA?>CQBAC1；*—-DIQAJDC9AMG2DIBT>HKCDIQAJDC9AMGEKPBB>H9AF!INB>HKABA?>CQBAC1；’—OMDIHS>H9AF!INB>HKABA?>CQBAC1；6—-DIQAJDC9AMG

2DIBT>HKCDIQAJDC9AMGEKPBB>H9AF/JNB>HKABA?>CQBAC1；$—5DIHKPEATN9IT9DHK9I9NFIDCHMI9SAJ9；+—UAIJQB9JN9N>DQDG9.?DQQIA；=—VD?J9H>H9

AI9QANPDJN>HGG9I>DBJM2Q9I；#"—LI>BBKA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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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表明喀格乌图铁矿点的各矿体向深部延

伸有限。初步确定该矿床的成因与迪木那里克铁矿

床一致，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 地面磁异常特征

通过地面磁测，发现了一条长约$%&、宽约’()
%&的呈近*+ 向展布的异常带，其!!&,-.)/#0
12，!!&31.4!!#’12。该异常带的北侧伴有负磁

异常，且正、负异常的面积相当（图0）。该异常带叠

加于迪木那里克铁矿床主异常带之上，与之相连后，

!!’0异常的地面磁测总异常带的长度达0%&以

上，宽度为)’’"5’’’&，地面磁异常的形态与航磁

异常的形态相似。

!"" 迪木那里克北部负磁异常铁矿带

在迪木那里克北部的67!、67$、67#号异常区，新

发现了迪木那里克北部负磁异常铁矿带。从58)万

航磁异常平面等值线图上看，该负磁异常带应该是

新97!’’07!!’/磁异常的伴生负磁异常。该异常位

于长沙沟构造蛇绿混杂岩分布区，其所对应的是复

理石岩片和碳酸盐岩岩片。该异常也位于阿尔金南

缘大断裂的南侧，该断裂的北侧出露阿尔金岩群片

麻岩、变粒岩夹大理岩、白云质大理岩。

!")"5 地质特征

67!、67$、67#号异常是$个相邻的负磁异常，位

于迪木那里克铁矿区的北坡。该区出露的岩性以片

岩为主，与迪木那里克铁矿床以千枚岩为主相比较，

岩石的变质程度略高，其主要岩性为黑云母斜长片

麻岩、浅灰绿色石英片岩、浅黄绿色7灰黑色土状粉

末状风化破碎蚀变带、黑灰色大理岩化含碳灰岩、灰

白色7黄绿色石英岩。

在该负磁异常区，新发现了!个浅黄绿色7灰黑

色土状粉末状风化破碎蚀变带。蚀变带宽约0’"
5!’&，长约:%&，发现磁铁矿体露头0个，均赋存

于褐铁矿化蚀变千枚岩内。矿体出露长度为5’’"
0’’&，宽度为;")’&。褐铁矿化蚀变千枚岩极易

风化破碎，故矿体露头被严重覆盖。由于矿体露头

位于海拔#;’’")’’’&之处，地形切割剧烈，交通

极为不便，无法确切控制矿体沿走向的延伸范围，故

仅有地质路线及少量点的化学样品的控制。矿体的

"（26<）为 !!($)= "$:()’=，磁 性 铁 品 位 为

5’(:’="$’(0’=。可初步确定其成因与迪木那里

克铁矿床相一致，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床，应与迪木那

里克铁矿床同期形成。

!")"! 地面磁异常特征

该区地势较高，地形切割剧烈，因此，仅在部分

地段进行了地面磁法中的自由网测量。其磁测异常

多以负磁异常存在，只有部分矿体露头上可见正磁

异常，!!&,-.)5’;12，!!&31.4$’;!12。根据地

面磁测结果可以确定，磁铁矿主要赋存于航磁正、负

异常的交界部位，出露的矿体沿等值线成带状相连，

依此推断，负磁异常带的附近可能存在有较大规模

的磁铁矿体。

该区磁铁矿的磁性最强，但极不均匀，相差很

图0 迪木那里克东部异常铁矿带地面磁测平面等值线图（据丁海波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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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磁化率一般为（!"#$!%!!"&%）’!%()*+，平

均在,-%%%’!%()*+以上。磁铁矿的磁性与矿石品

位及矿石结构有关，品位越富，磁性越强。矿体的围

岩主要是绢云千枚岩、石英片岩，其磁化率变化于（%
!!"%）’!%()*+之间。

!." !#$"铁矿点

在新/0"%%-0"!#1号异常区内新发现了"!#1铁

矿点。该异常位于长沙沟构造蛇绿混杂岩分布区，

对应复理石岩片和碳酸盐岩岩片等。该异常处于阿

尔金大断裂带的南侧，其附近发育有近23向、42
向断裂。

".1.! 地质特征

该区出露的主要岩性为灰黑色大理岩化泥灰

岩、灰黑色碳质千枚岩、灰色绢云千枚岩、灰白色石

英岩、浅灰绿色0灰色绢云千枚岩、含碳绢云千枚岩、

浅灰绿色0灰黑色含细脉状磁铁矿绢云千枚岩。

通过地表地质勘查工作，在异常区新发现了,
个磁铁矿体露头。矿体的顶、底板均为灰绿色绢云

千枚岩。矿体出露长度为"%!!)%5，宽度为,!,-
5，周围被第四系坡积、冲洪积物覆盖。矿体以条带

状矿石为主，具有明显的磁铁矿条带（宽"!)65）和

石英条带（宽约!!,65）。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黑

云母、绿泥石、黄铁矿等。初步确定该矿床的成因与

迪木那里克铁矿床一致，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1." 地面磁异常特征

该矿区内的地面磁异常呈星点状分布，组成一

条42走向的串珠状异常带，"!5789"1$&:;，各高

磁异常均伴有负磁异常，对应含磁铁矿绢云千枚岩

或磁铁矿体。磁铁矿磁化率的变化范围为（"$%%%
!!!$%%%）’!%()*+，平均约)%%%%’!%()*+；千枚

岩的磁化率为（!&%!!&-）’!%()*+，泥灰岩的磁化

率为（"!"%!))1!）’!%()*+。矿区西部的含磁铁矿

绢云千枚岩显示出连续的磁异常，矿体露头处磁异

常不明显，据推测，可能是矿体产状过缓且部分被剥

蚀等因素所致。

, 讨 论

%.# 矿床成因

区域研究表明，祁曼塔格地区自晚奥陶世开始

裂陷，在元古界变质基底之上堆积了巨厚的碎屑岩

及中基性0酸性火山岩。由于受到阿尔金南缘断裂

的强烈改造，区内的奥陶系发生了变形、变位。

如前所述，迪木那里克、河肃、玉岭等铁矿床都

赋存于中0上奥陶统祁曼塔格群内，矿体一般呈似层

状、条带状，少数呈透镜状，产状与地层基本一致，层

控性质比较明显。矿石主要为条带状石英0磁铁矿

矿石和块状磁铁矿矿石，品位较低，"（;<=）一般为

"%>!&%>。诸矿区内的地层及矿体都发生了强度

较大的塑性变形。这些铁矿床在赋矿岩性、矿体产

状、矿石品位、矿石类型等方面，与吉林省前寒武纪

铁矿床具有相似性，都经历了沉积0变质过程（杨复

顶等，"%%#），据此认为，迪木那里克、河肃、玉岭等铁

矿床的成因类型均属火山沉积变质型，具体的成矿

过程参见丁海波等（"%!,）一文。

%.! 铁矿的富集机制

迪木那里克、河肃、玉岭等铁矿区的原岩主要是

泥岩、粉砂岩及火山碎屑岩。在区域变质过程中，随

着变质程度的增高，岩石会发生脱水反应。随着横

向压力的增大，形成了一系列的褶皱，并可能诱发层

间断裂。此外，由于岩石能干性的差异，磁铁石英岩

发生弯曲且形成褶皱（图,、图$），而泥质0粉砂质岩

石的强度较磁铁石英岩弱，在褶皱过程中，泥质0粉

砂质物质多充填于磁铁石英岩所形成的空隙中。由

变质作用所产生的变质热液会沿着断裂裂隙及层间

运移。研究表明，这种变质热液淋滤磁铁石英岩时，

会发生去硅作用，并带入二价铁，从而形成了富磁铁

矿（王恩德，"%!"）。迪木那里克、河肃、玉岭等铁矿

床的形成过程与鞍山0本溪地区的太古宙沉积变质

型铁矿床内富矿的形成过程相似。

%.% 找矿标志

（!）古生代地壳演化拉张阶段所形成的裂陷

槽，特别是陆侧陆缘地段，是有利于铁矿形成的地质

构造环境。

（"）古地理环境为位于陆侧的火山岩围限的沉

积盆地；古陆及海底火山喷发提供了成矿物质；含矿

岩层是浅海0半深海弱还原环境下形成的细碎屑岩0
细火山碎屑岩建造。

（,）迪木那里克沉积变质型铁矿带的各矿致异

常总体表现为带状正磁异常，异常强度多在"%%:;
左右，北侧伴有规模相对较小的负磁异常。两翼近

于对称、圆滑且规则的尖峰状正异常的强度为!%%!
,%%:;。当负磁异常北侧出现强度非常大的正磁异

常叠加时，负磁异常表现为接近零值的正磁异常，这

是该类矿床的航磁异常标志。

!,!第,"卷 第!期 丁海波等：新疆东昆仑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及其外围找矿新发现

 
 

 

 
 

 
 

 



（!）迪木那里克铁矿带内的各主要矿体均具有

非常强烈的围岩蚀变及明显的蚀变分带。铁矿产于

蚀变带中，而且，近矿蚀变的外观颜色及矿物组合较

易识别。因此，蚀变带是寻找同类型铁矿床的重要

找矿标志。

!"" 找矿方向

（#）根据迪木那里克铁矿带的成矿地质条件，

结合区域地质背景，在阿尔金南缘大断裂附近，沿断

裂带走向断续分布着一些大小不等的蛇绿混杂岩带

残留岩片，此类地段蚀变强烈、铁帽发育，具有一定

的找矿远景。

（$）对迪木那里克铁矿区的复背向斜主控矿构

造尚未完全控制；%&’(、%&’)号主矿体向深（北）部

的延伸还有待于进行进一步的工程控制；其他小矿

体的深部控制程度较低，故提高工程控制程度可继

续提交出新增铁矿石资源量。

（’）在迪木那里克铁矿床的外围，新发现了河

肃铁矿床、玉岭铁矿床、迪木那里克东部异常铁矿

带、迪木那里克北部负磁异常铁矿带及$#*(铁矿

点。在迪木那里克地区，长沙沟构造蛇绿混杂岩带

复理石岩片中的含矿千枚岩层，沿近+,向延伸达

-./0，其间分布有大量的未见矿的航磁异常，在部

分异常内已发现了矿化线索，如在新12$..32$$.$号

正磁异常北侧的山谷中已发现了磁铁矿转石，该航

磁异常的规模和形态均与迪木那里克铁矿床所在

$$.3号异常相当，具有非常大的找矿前景。

（!）经本次工作，总体可认为，迪木那里克沉积

变质型铁矿带是，在加里东期阿尔金南缘大断裂主

体形成过程中，阿尔金陆缘地块在迪木那里克一带

的残留体，因此，在阿尔金陆缘地块的部分地层中，

很有可能出现迪木那里克式沉积变质型铁矿床。据

此，应重点关注$.-!、$.)3、$.3#、$..(等异常及其

周边地区，该地区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 结论及工作建议

（#）依据#4-万航磁测量成果，在迪木那里克铁

矿床外围，新发现了河肃铁矿床、玉岭铁矿床、迪木

那里克东部异常铁矿带、迪木那里克北部负磁异常

铁矿带及$#*(铁矿点，均具有中!大型规模远景，

矿床成因类型均属火山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在迪木那里克沉积变质铁矿带内新发现的

各矿床（点）之间，仍存在大量航磁异常区，在部分异

常内已发现矿化线索，这些航磁异常区应该是下一

步找矿工作的重点。

（’）应进一步加强对迪木那里克铁矿区及其外

围的综合研究，分析其成矿地质条件及成矿规律，筛

选出成矿有利区段，圈定出找矿靶区，进而综合评价

迪木那里克一带铁矿资源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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