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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东昆仑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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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处于新疆东昆仑西段，位于阿尔金陆缘地块祁漫塔格古生代复合沟弧带中。矿体

主要赋存于中<上奥陶统祁漫塔格群浅变质碎屑岩<火山碎屑岩中，矿体多呈似层状、条带状产出，与地层产状基本一

致，层控作用比较明显，矿体塑性变形较强；矿石主要为条带状石英<磁铁矿和块状磁铁矿矿石；矿石品位较低（7%&
?!"@!>"@）；围岩蚀变特征明显。文章从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床地质特征出发，重点从矿床规模、矿体产状、赋矿层

位、围岩性质、矿石特征等方面探讨了迪木那里克铁矿床的成因，并提出在该区寻找同类矿床的标志。该铁矿床属

海相火山沉积变质型铁矿，可利用矿区地层、构造、围岩蚀变、航磁异常等作为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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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木那里克铁矿床位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且末县县城东南!"#$%处，由新疆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于&##’年发现，新疆地质勘查

中央专项资金、新疆金昆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

地质勘查基金、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矿产调查评价

专项陆续投入资金对该矿床进行勘查评价工作，目

前已对矿区进行了普查评价、对主矿体浅部进行了

详查评价。前人简要说明了该矿床地质特征（胡克

亮等，&#!#），对该矿床找矿标志和找矿潜力进行了

一定的研究（石福品等，&#!#；胡秀军等，&#!!）。近

两年，迪木那里克铁矿外围找矿工作有了新进展，在

长达’#$%的混杂岩带中新发现了玉岭铁矿、河肃

铁矿、东部异常铁矿带、&!"(铁矿点、北部负磁异常

铁矿带（见丁海波，&#!)一文图!）；对迪木那里克铁

矿区内的勘查工作有了新认识，通过区域地层对比、

钻探工程控制、物探磁法反演计算，重新确定矿床的

赋矿构造为复向斜，而非简单的单斜构造（胡秀军

等，&#!!），矿体总体赋存于宽缓复向斜中，重新估算

了迪木那里克铁矿床铁矿石资源量，为&*+(亿吨

（丁海波等，&#!&）!。鉴于东昆仑祁漫塔格地区交通

极为困难，缺少对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及外围铁矿的

系统地研究，本文以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床地质特征

为基础，重点从矿床规模、矿体产状、赋矿层位、围岩

性质、矿石特征等方面，探讨了该矿床的成因并提出

同类矿床的找矿标志。

! 成矿地质背景

迪木那里克铁矿床位于青藏高原北部新疆东昆

仑西段，属于祁漫塔格钨、锡、铜、铅、锌、铁、石棉成

矿带。早古生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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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岛洋等，为铁矿

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古地理条件。此间形成一套早古

生代变质砂岩、泥岩，总体上属于过渡型的沉积碎屑

岩类。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即产于活动大陆边缘区的

沉积建造内。

区域上构造混杂岩相当发育，由于强烈的构造

作用，在伸展滑脱、逆冲、走滑剪切等作用下，岩石遭

受了强烈的变形变质改造（毛德宝等，&##(），出现了

不同成因类型、不同时代、不同变形变质特征的岩层

发生剪切位移、混杂拼贴等现象，岩层或岩体多呈透

镜体状分布，沿走向追索往往出现尖灭消失；岩层

（体）之间多发生韧性剪切作用，部分呈脆性断裂接

触。沿强烈的构造变形带上不同时代、不同成因的

岩层（石）体在短距离内互相拼贴，无序叠置，少数岩

层（石）内局部尚保存有序叠置，具有典型的构造混

杂岩的特征（覃小锋等，&##(；&##,）。

区域地层主要为青白口纪—奥陶纪岩片“长沙

沟构造蛇绿混杂岩带”"，受阿尔金南缘断裂强烈改

造，岩层（体）发生变形、变位错移，岩石变质程度较

深，与青白口纪岩层（体）发生混杂叠置，呈构造岩片

混杂分布于构造蛇绿混杂岩带中，迪木那里克矿区

分属长沙沟构造蛇绿混杂岩带中的复理石岩片和碳

酸盐岩岩片及少量（中）基性火山岩岩片。沿阿尔金

南大断裂带岩浆岩较发育，迪木那里克铁矿区东北

的岩浆岩是以片麻状斑状细-中粒黑云二长花岗岩

为主的黄土泉独立单元和以辉绿玢岩为主的基性岩

墙。

区域上除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外，产出的铁矿床

（矿化点）主要有苏巴里克铁矿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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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铁矿床（吴益平等，&##,）。

& 矿区地质特征

!." 地层

迪木那里克铁矿区出露的主要地层为中-上奥

陶统祁漫塔格群的一部分，为一套浅变质的碎屑岩、

泥灰岩及少量火山碎屑岩组合。区内出露的祁漫塔

格群地层自下而上分)个岩性段，铁矿主要产于第

二岩性段灰绿色绢云千枚岩、灰绿色绢云石英千枚

岩及黑灰色含碳泥灰岩之中（见图!）。

第一岩性段：浅绿色厚层条带状变砂岩、粉砂

岩夹泥岩，出露于矿区南部，面积较小，呈带状分布，

岩层 厚 度 约#*&#!*’%；淡 黄 灰 白 色 细 粒、片

状绿泥石英岩与浅灰绿色、灰黑色钠长石英、碳质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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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 江，覃小锋，陆济璞，许 华，周府生，李 乾，胡贵昂，周秋娥.&##).阿尔金山幅（/0’1##)##)）!2&’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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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迪木那里克铁矿区地质图

!—第四系；"!!"为中#上奥陶统祁漫塔格群地层："—第三岩性段绢云千枚岩；$—第三岩性段大理岩化含碳泥灰岩；%—第三岩性段石英

岩；&—第二岩性段第二层绢云石英千枚岩夹石英岩；’—第二岩性段第一层绢云千枚岩夹含碳绢云千枚岩；(—第二岩性段含碳泥灰岩夹

碳质千枚岩；)—第二岩性段石英岩夹石英千枚岩；*—第一岩性段含碳泥灰岩夹碳质千枚岩；!+—第一岩性段绢云千枚岩与细粒石英岩

互层；!!—土状粉末状风化氧化破碎带；!"—闪长岩；!$—辉绿辉长岩；!%—磁铁矿体；!&—推测断层；!’—实测断层；!(—勘探线及编

号；!)—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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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I1?65?I31J-9:4:5?425365?3；%—$?@3-9:232.-4616I1?K<5?9L-91；&—"=@3-9:232.-4616I1?A1?-4-91K<5?9L7:C33-91J-9:K<5?9L-91；’—"=@

3-9:232.-4616I1?A1?-4-917:C33-91-=91?453591@J-9:45?I2=#I15?-=.A1?-4-917:C33-91；(—"=@3-9:232.-4616I1?45?I2=5412<A65?3-91J-9:45?I2=5M

412<A7:C33-91；)—"=@3-9:232.-4616I1?K<5?9L-91J-9:K<5?9L7:C33-91；*—!A93-9:232.-4616I1?45?I2=5412<A65?3-91J-9:45?I2=5412<A7:C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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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5I5A1.5II?2；!%—D5.=19-91I2@C；!&—P=81??1@85<39；!’—D15A<?1@85<39；!(—NO732?59-2=3-=15=@-9A=<6I1?；!)—;?-33:231

泥绢云千枚岩互层（HIQR:!），石英岩层厚+S&!!
6，千枚岩单层厚度+S!!+S&6；黑灰色碳质绿泥绢

云千枚岩（R:!），单层厚度约+S!!+S&6，呈条带状

产出于（HIQR:!）地层之中；灰黑色含碳泥灰岩夹灰

黑色碳质千枚岩（6IQ4:!），含碳泥灰岩单层厚度

+S"!!S&6，碳质千枚岩单层厚度+S!!+S%6。

第二岩性段：灰绿色绢云石英千枚岩（单层厚度

+S!!+S&6）夹浅灰色含碳石英岩（厚+S&!!6）

（R:"#!），为矿区第二含矿层位，矿体厚度不大，延伸

较短；淡灰绿色微粒石英岩（单层厚度+S)!!S"6）

夹浅灰黑色绢云石英千枚岩（单层厚度+S"!+S&6）

（HIQR:"），岩层总厚度变化较大，出露宽度为’)!
&++6，东窄西宽；灰绿色绢云千枚岩（单层厚度+S"
!+S’6）夹浅黑灰色含碳绢云千枚岩（单层厚度+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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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矿区的主要含矿层位，顶部可见

绿褐灰色强变形火山灰凝灰质千枚岩、灰绿色细粒

沉凝灰岩呈中厚层状（单层厚’!!)!*$）产出，层中

浅黄绿色、灰黑色土状粉末状褐铁矿化风化氧化破

碎带（+,-(%.）发育；黑灰色含碳泥灰岩（单层厚度

!")!/$）夹灰黑色碳质千枚岩（单层厚度!"#!!")
$）（$01*&’），该层底部紧邻主含矿层黑色碳质千

枚岩中产出有磁铁矿体，矿体规模相对较小。

第三岩性段：淡黄灰色微细粒石英岩（20#），层

厚/!)$，呈透镜状产出；黑灰色大理岩化含碳泥灰

岩（$0#），层厚!3#)!/$；浅灰绿色绢云千枚岩

（%&#），层厚!"/!!")$，在该层中产出有磁铁矿体，

矿体规模相对较小。

!3! 构造

受阿尔金南缘断裂影响，矿区内地层产生强度

较大的塑性变形，地表矿石及钻孔矿心中均可见明

显的高强度变形，导致地表局部条带状磁铁矿呈多

期不规则褶曲形态出现，个别矿心中也可见明显拉

长、不规则褶曲的条带状磁铁矿及绿泥石细条带；另

受岩石变质程度不同的影响，导致磁铁矿石矿化不

均匀，磁性铁含量变化较大，局部地段地表磁性铁含

量不足/)4，深部则比较稳定。

’3’3/ 褶皱

矿区地表主体为北东向倾斜的单斜构造，产状

一般为倾向’!!))5，倾角#!!)’5之间。本次工作

通过地层对比、剖面复查、钻探工程控制、物探磁法

反演计算，重新确定矿区构造为一宽缓的复背向斜

构造，67#8、67#9矿体浅部北倾地段为该复背向斜

构造的一翼。

通过外围区域对比，认为在67#8、67#9主矿带

与67/)、67/8矿体组成矿带之间，沿第一岩性段碳

质绢云千枚岩和第二岩性段淡灰绿色微粒石英岩夹

浅灰黑色绢云石英千枚岩间可能存在一个背斜构

造，造成背斜南翼的67/)、67/8等矿体南倾，导致以

往布 设 于 该 矿 体 北 侧 位 于 背 斜 核 部 的:;<!!’、

:;<=!/钻孔未能见矿。

’3’3’ 断裂

矿区中部发育6/、6’断裂组成的北东倾（/!!
’!5）小角度（!#!5）逆冲推覆断裂组，将矿区分为东、

西’区。西矿区含矿层相对抬升，东矿区主矿体在

地表尖灭，而其深部应与西矿区含矿层相连，逆冲推

覆断裂组未对含矿层产生影响。

矿区东部发育6#断裂组，倾向8!!>!5，倾角

8)!8=5，为两期以上的逆冲断裂，对矿体造成一定

程度的破坏，断裂组附近矿体形态发生变化，致使

’!!9年施工的:;/8!/钻孔未见矿，根据:;/8!#、

:;/8!8钻孔见矿情况可知，6#断裂组未对矿区含

矿层产生大的破坏。

!3"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不发育，在矿区北部有暗绿色细(中

粒钠黝帘石化阳起石化闪长岩呈岩株产出，矿区中

部、东部有绿褐色强变质角闪辉绿辉长岩、绿黑色中

粒角闪辉绿辉长岩呈岩墙、透镜状侵入于地质体之

中。

# 矿体地质特征

"3# 矿体分布特征

#3/3/ 矿体产出部位

矿区分为#个含矿层，共计8#个矿体，矿体地

表产状和围岩基本一致，走向/’)!/))5，倾向北东，

倾角#!!8!5，矿石中!（?67）一般在’!4!<!4之

间，平均’>4左右，个别样品达<!4以上，其顶底板

围岩均为千枚岩或千枚岩的风化破碎带。

第一个含矿层是矿区的主矿带，分布于矿区中

部，呈北西向展布，宽#!!’!!$，长)@$，包括主矿

体67#8、67#9号矿体，其他矿体还有67/、67’、67#、

67<、679、67=、67/!、67//、67/#、67/<、67#8(/，67#9(
/!=、67#=、67#>、67<!、67</、67<’、67<#、67<<、

67<)、67<8、67<9、67<=、67<>、67)!、67)<号 矿 体，

67))、67)8号矿体为钻探控制的隐伏矿体，共计#=
个矿体。

第二个含矿层位于第一个含矿层南部，与其大

致平行，宽’!!/’!$，长度大于’!!!$，出露67>、

67/’、67/)、67/8、67’!、67’/、67’’、67’#、67’#(/、

67’<、67’)、67’=、67’>、67#!、67#/、67#’、67##、

67#<、67)/、67)’、67)#号矿体，共计’/个矿体，其

中，矿体的规模和铁含量均较第一个含矿层差。

第三个含矿层位于矿区东部大扎尔扎克沟北部

的分水岭处，规模最小，含矿层宽/)!)!$，长=!!
$，出露有67/9、67/=、67/>、67’8号<个矿体。

#3/3’ 主矿体形态规模与产状

矿区的主矿体为67#8、67#9号矿体，它们距离较

近，物探异常相互重合，难以区分，""值相对较高，峰

值一般在<!!!!9!!!-?，最高为/’==)"9-?。

通过地层对比、剖面复查、钻探工程控制、物探

=>/ 矿 床 地 质 ’!/#年

 
 

 

 
 

 
 

 



磁法反演计算等方法，确定迪木那里克铁矿区主含

矿层为一宽缓的复向斜构造，!"#$、!"#%矿体浅部

北倾地段为该复向斜构造的一翼（图&）。矿体受阿

尔金南缘断裂影响，在复向斜构造内部产生强度较

大的塑性变形，地表及钻孔的矿石中均可见明显的

变形，局部条带状磁铁矿呈多期不规则褶曲形态（图

’"、(），导致个别钻孔中未见矿。

!"#$号主矿体出露于’%线!))线之间，已控

制见矿长度**+),，探槽揭露宽度-!%#.-,，倾角

&/!’-0，钻孔见矿累计视厚度’.%’!%&.)-,，平均

真厚度为&&./),，真厚度变化系数为%$1。矿体

总体赋存于宽缓复向斜中，呈似层状，分枝复合产

出，矿体局部受阿尔金南缘断裂影响，在复向斜构造

内部 产 生 强 度 较 大 的 塑 性 变 形，导 致 23)%)#、

23*-)#两钻孔未见该矿体。控制标高’’&*!’)’-
,，最大控制斜深约*%#),，!（4!"）为&#.’*1!
#$.#$1，平均&%.#+1，全铁在矿体中分布的均匀程

度即 品 位 变 化 系 数*)1，磁 性 铁 含 量!（,!"）为

$.#-1!#*.’’1，平均*+.*+1，磁性铁品位变化系

数&+1，矿体沿走向、倾向厚度变化较大，品位比较

稳定。

!"#%号主矿体出露于’%线!-$线之间，已控

制见矿长度&$#),，探槽揭露宽度*.$!#%.%,，倾

角&*!$#0，个别勘探线倾角较大，))号勘探线达

$#0，钻孔见矿累计视厚度#!’&./,，平均真厚度为

*’.#$,，厚度变化系数为$%1。矿体总体赋存于宽

缓复向斜中，呈似层状，分枝复合产出，矿体受阿尔

金南缘断裂影响，在复向斜构造内部产生强度较大

的塑性变形，受!#断裂组影响，导致23*$)*钻孔

未见该矿体。控制标高’’*)!#+%#,，最大控制斜

深约*%’*,，全 铁 品 位&).-1!#’./&1，平 均

&%.&/1，全 铁 品 位 变 化 系 数*)1，磁 性 铁 含 量

%.--1!&/.)#1，平均*+.’’1，磁性铁品位变化系

数&-1，)%线至*$线矿体厚度变薄、分散、夹石增

多，个别地段尖灭，矿体沿走向、倾向厚度变化较大，

品位比较稳定。

!5" 矿石特征

#5&5* 矿石矿物组分

该矿床的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其次为褐铁

矿（常见于地表矿石中），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绿泥

石，其次为黄铁矿，少量的磁黄铁矿、针铁矿、黄铜

矿、方解石。

图& 迪木那里克铁矿’%号勘探线剖面褶皱构造略图

!675& !89:;<=>?<>="6@A85’%"BC98=D<68@96@"8(<E"F6,>@D96G"6=8@:"C8;6<

//*第#&卷 第*期 丁海波等：新疆东昆仑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磁铁矿：灰白微带棕色，呈半自形!他形，少数自

形（图"#），与石英接触边界平直，呈镶嵌结构分布

（图"$），局部可见磁铁矿颗粒受应力挤压呈压碎结

构（图"%）及磁铁矿遭受氧化而形成褐铁矿。通过粒

度统计，磁铁矿颗粒大小差异较大，最大可达&’(
))，以&’&*!&’&+))最为常见，约占统计数目的

,-’../（刘友明，(&&+）。

褐铁矿：灰白色，常见于地表矿石中，为磁铁矿

遭受氧化而形成（图"0），一般分布于石英条带中的

石英颗粒间隙，或在石英条带与磁铁矿条带之间，也

有呈细脉状分布于裂隙中。

黄铁矿：黄白色，常见单独颗粒呈他形（图"1）分

布于石英或磁铁矿颗粒间隙，局部可见黄铁矿呈半

自形或脉状分布（图"2），说明存在不同世代的黄铁

矿；在绢云母千枚岩和石英岩中可见草莓状的黄铁

矿（图"3），显示了其以沉积为主的成因类型。

石英：呈半自形!他形，与磁铁矿颗粒边界平直，

呈镶嵌结构，为原始沉积碎屑受后期变质作用改造

而来（图"%）；颗粒内部可见包含磁铁矿小颗粒或绿

泥石；也可见磁铁矿颗粒或绿泥石分布于石英颗粒

间隙。

绿泥石：呈针状分布于石英颗粒内部或颗粒间

隙（图"4）。在条带状构造的矿石中，磁铁矿条带与

石英条带界线附近绿泥石较多，而在离界线较远处

的石英条带中，绿泥石含量减少。

"’(’( 矿石化学成分

大量矿区矿石化学简项分析（新疆地矿局第三

地质大队试验室，三氯化钛还原!重铬酸钾滴定法）

和化学全分析资料（表*）表明，51"6、51"7号主矿体

磁 铁 矿 石 平 均 品 位!（851）分 别 为 (79"+/、

(79(,/；条带状磁铁矿石中!（:;<(）一般为"-9(/
!6*96(/；!（51(<"）一 般 为 (-9./ !"-9-/，

!（51(<"）与!（:;<(）的 增 长 大 致 呈 反 消 长 关 系；

!（51<）一般在-96*/!*.9&7/之间；其中=:!*(
样品为磁铁矿条带（不含石英条带），故!（:;<(）较

低，为*79,-/，!（51(<"）达到.&9+/，!（51<）达

到(*9""/。

!（>#<?@3<）／!（:;<(?AB(<"）C&9&7-，参

照铁矿石质量标准（DE／8&(&&!(&&(，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土资源部，(&&"），其比值小于&9.，该矿石属酸

性铁矿石。:;<(是酸性矿石的主要成分之一，主要

存在于石英矿物中，其次含于硅酸盐类矿物中，与铁

呈反比关系，@3<、>#<及AB(<"等主要含于碳酸盐

类及硅酸盐类矿物中，在本矿床的矿体内含量极不

均匀。从51(<"／51<比值、F(<／G#(<比值、AB／（F
?G#?>#）比值来看，51"6、51"7号主矿体条带状磁

铁矿石中的主要组分含量基本一致，表明其为同一

地质环境下形成。

"’(’" 矿石结构、构造

矿区的矿石结构类型以半自形!他形结构和镶

嵌结构为主，少数呈自形结构、碎裂结构。磁铁矿呈

半自形!他形微粒状均匀嵌布于石英颗粒之间，粒径

&9&(!&9*))，半自形!他形结构（图"#）为矿区矿

石主要结构类型；部分磁铁矿颗粒与石英颗粒边界

平直，呈镶嵌结构（图"$）；少数呈自形结构（图"#），

碎裂结构（图"%）仅见于断裂附近钻孔中矿石，矿石

受构造影响，石英角砾与铁矿物集合体相间嵌布。

矿石构造主要为条带状构造，次为块状构造。

条带状构造为矿石的主要构造类型，表现为明显的

磁铁矿条带与石英条带（图-#、$），磁铁矿条带一般

宽约*!.%)，石英条带一般宽约*!"%)。磁铁矿

矿石在镜下亦表现为硅铁条带构造（图-%）。块状构

造表现为磁铁矿颗粒与石英颗粒均匀分布，不具条

带性。矿石颜色为灰!灰黑色，质地致密，铁矿物与

脉石矿物均匀分布（图-0）。

"’(’- 矿石类型

矿石类型为以磁铁矿石为主的复合矿石；以条

带状矿石为主、少量块状构造矿石。按氧化程度分

为微氧化型和原生型，微氧化型矿石中少量磁铁矿

颗粒氧化成褐铁矿，原生型矿石为主要矿石类型。

矿区 主 矿 体 矿 石!（851）一 般 (&9*-/ !
"*9&+/，最 高 可 达 .-9*,/，平 均 为 (79""/，

!（)51）一 般 在 *.9,.!(79-(/，最 高 可 达

-"9(,/，平均为*+9"*/；磁性铁的含量与全铁相差

.!*&/左右，其主要原因为矿石中含有其他类型铁

矿，主要为赤褐铁矿，平均-9*+/，其次为菱铁矿、硫

铁矿、硅铁矿。

本矿床贫磁铁矿石中的矿石矿物成分复杂，由

本次采集矿石物相样分析结果（表(）可知，矿石中碳

酸铁（H;51）、硫化铁（H251）、硅酸铁（%51）和赤褐铁、

硅酸 铁 的 质 量 分 数 之 和 为 全 铁（851）质 量 分 数，

（H;51?H251?%51）／851比值平均为.9*-/，大于

"/；矿石中磁性铁（)51）在全铁减掉碳酸铁、硫化

铁、硅酸铁之后的占有率，即)51／（851!H;51!H251!%51）

平均值为+79(./，大于+./，本矿床矿石划分为需选

磁性铁矿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 矿 床 地 质 (&*"年

 
 

 

 
 

 
 

 



 
 

 

 
 

 
 

 



!"磁铁矿呈半自形#他形，少数呈自形粒状结构，反射光；$"磁铁矿与石英呈镶嵌结构，反射光；%"磁铁矿呈压碎结构，反射光；&"磁铁矿边界

氧化形成褐铁矿，反射光；’"黄铁矿呈颗粒呈它形结构分布于石英或磁铁矿颗粒间隙，反射光；("黄铁矿呈脉状分布于磁铁矿颗粒间隙，反射

光；)"石英岩中草莓状黄铁矿，反射光；*"磁铁矿石中石英颗粒内部针状绿泥石，反射光

+,)"- .,%/01*020)/!1*0(32/4%24/’0(/0%5!6&0/’
!"74$*’&/!820!6*’&/!89!)6’2,2’，!39!88649$’/0(’4*’&/!8)/!648!/2’:24/’，/’(8’%2’&8,)*2；$".03!,%2’:24/’0(9!)6’2,2’!6&;4!/2<，/’(8’%2’&

8,)*2；%"=/43*’&9!)6’2,2’，/’(8’%2’&8,)*2；&".!)6’2,2’$046&!/>0:,&,<’&208,906,2’，/’(8’%2’&8,)*2；’"?>/,2’1!/2,%8’380%!2’&,62*’,62’/32,2,!8

3,2’0(;4!/2<0/9!)6’2,2’1!/2,%8’3，/’(8’%2’&8,)*2；("?>/,2’!3349,6)1483’#8,5’&,32/,$42,06,62*’,62’/32,2,!83,2’0(9!)6’2,2’，/’(8’%2’&8,)*2；

)"72/!@$’//>1>/,2’,6;4!/2<,2’，/’(8’%2’&8,)*2；*"A%,%48!/%*80/,2’@,2*,6;4!/2<)/!,63,69!)6’2,2’0/’，/’(8’%2’&8,)*2

表! 迪木那里克铁矿床矿石化学分析结果

"#$%&! ’()*(+,-,(.(/)#0(1&%&)&.-+(/,1(.(1&,.-2&3,)4.#%,5&,1(.6&*(+,-

样号 矿体编号 矿石名称
!（B）／C

7,DE F,DE A8ED-+’ED- +’D .6D .)D =!D G!ED HED ?EDI 7D- JED 烧失量 总和

EKKL!-#M7#E +’-N 条带状磁铁矿石 OL"-N K"E E"PI -E"Q P"IIK"RQNR"PO R"RR K"RP K"OPK"OKPK"RQ K"LP -"N-RKK"NLO
EKKL!-#M7#- +’-N 条带状磁铁矿石 OP"LRK"-P - -R"LEO"NR E"PQ K"KP R"IN E"QE K"RN R"EP K"R- K"EO E"PRRKK"OQ
EKKL!-#M7#I +’-N 条带状磁铁矿石 OO"LEK"EL -"O-EL"RIQ"OQ R"-I E"OP E"-- K"ER K"ONK"LIOK"-R K"NQ N"OIRKK"KQO
EKKP!N#M7#RK +’-L 条带状磁铁矿石 -O"E K"I- L"I -R"KIRI"KLR"QO E"LE R"RI E"NL K"KQ K"-O K"-Q K"KN E"QRRKK"NE
EKKP!N#M7#RE +’-L 磁铁矿条带 RL"QOK"EE -"KI IK"PER"--K"RIO K E"P- K"ER K"IO K"RQ K"RP K"-I R"QIQQ"LOO
EKKP!N#M7#RL +’-N 条带状磁铁矿石 OO"ENK"EP E"ON -N Q"RL K"KQ E"EQ K"NLK"-RL K"L K"EI K"KL K"-Q E"P-QQ"LLL
EKKP!N#M7#RQ +’-L 条带状磁铁矿石 NR"NEK"RP R"OO EO"I I"NNK"RP-R"IR R"ENK"EPLK"-I K"O- K"RI K"-N E"LRKK"N-
EKKP!N#M7#ER +’-L 条带状磁铁矿石 OP"- K"E- K"QO -O"O N"LOK"NQQ K -"OOK"RRIK"RI R"LO K"N K"-O E"IPRKK"ELO

分析单位：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方法测定主次元素，仪器型号为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MMS#Q）、紫外可见分光度仪（TU#RPKK）。

O 矿床成因浅析

本区主要岩性为浅变质岩，基本反映原岩的岩

石化学特征，根据已取得的岩石化学全分析结果（表

-），运用原岩成因类型特征与变质岩石或其组合特

征进行类比分析，对矿区岩石进行成因定性判别。

采用尼格里的化学计算方法（王任民等，RQPL），

表7 迪木那里克铁矿矿石磁铁矿物相样分析结果表

"#$%&7 81&*2#+&+#.#%9-,:#%1&+4%-(/-2&3,)4.#%,5&,1(.6&*(+,-

序号 样品编号 采样位置
其中!（F+’）／C

磁性铁 碳酸铁 硫化铁 赤褐铁 硅酸铁 全铁

9+’／（F+’#3,+’#
3(+’#%+’）／C

（3,+’V3(+’V
%+’）／F+’／C

R EKKQ!N#WS#R F=RRRKR -O"OI K"EQ K"RR O"EP K"I- -Q"NN PP"QI E"-O
E EKKQ!N#WS#E F=RIKR -L"RL K"E- K"RP O"OP K"QQ O-"KI PQ"EO -"EI
- EKKQ!N#WS#- XHRIK- EK"EQ R"IL K"RN -"EQ K"R EI"OR PN"KI L"E
O EKKQ!N#WS#O XHRIK- -O"-P R"-P K"RR -"LR K"EP -Q"PN QK"EN O"OO
I EKKQ!N#WS#I XHRQKR EL"KL R"NN K"RR -"KN K"ER -E"RR PQ"PO N"RL
N EKKQ!N#WS#N XHRQKR EI"RR R"L- K"RI -"OP K"-- -K"PK PL"P- L"RP
L EKRK!N#WS#R F=OLKE -R"QN K"NN K"K- -"PN K"-L -N"PP PQ"EE E"PL
P EKRK!N#WS#E F=O-KR EN"O R"KI K"KL O"OP K"OO -E"OO PI"OQ O"PR
Q EKRK!N#WS#- F=O-KR -K"PR K"-R K"KO E"LR K"OI -O"-E QR"QE E"--
RK EKRK!N#WS#O XHOLKR EK"QP K"OI K"EE E"OI K"IN EO"NN PQ"IO O"QQ
RR EKRK!N#WS#I F=IIKR EE"RN K"NK K"KO E"QK K"RN EI"PN PP"O- -"KQ
RE EKRK!N#WS#N XHOLKO -N"OK K"LN K"RN O"LN K"OO OE"IE PP"OO -"EO
R- EKRK!N#WS#L XHOLKO -Q"QN K"ON K"PP N"LN E"-E IK"-P PI"I- L"EP
RO EKRK!N#WS#P XHRNK- EQ"RK K"PL K"IQ I"PK K"LP -L"RO P-"-P N"KE
RI EKRK!N#WS#Q XHRIKO E-"OK R"KI K"-I O"QK K"RQ EQ"PQ PE"NQ I"-P
RN EKRK!N#WS#RK XHRIKO EE"QK -"RI K"RE N"KK K"-I -E"IE LQ"EO RR"IP

平均 PL"EI I"RO
分析单位：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铁物相样分析采用重铬酸钾滴定#紫外可见分光度法测定，仪器型号为紫外可见分光度仪TU#RPKK。

EKE 矿 床 地 质 EKR-年

 
 

 

 
 

 
 

 



 
 

 

 
 

 
 

 



!"#$% &’()(#*+,’-(.(*/-)*01)0*/，(*/2(34+53-0**(053"5#*(16-
+$7+53/38+#5/)")/(*/；2$7+53/38+#5/)")/(*/；1$79!-8"1*(-1(,"1-)*",/-)*01)0*/，*/.:/1)/3:"#’)；3$7:(16-)*01)0*/(.8+#5/)")/(*/；

/$&:+-)"13/.(*8+)"(5(.8+#5/)")/(*/2(34；.$&:+-)"13/.(*8+)"(5(.8+#5/)")/(*/2(34；#$;/+)’/*"5#-’+))/*<(5/=")’-/1(53+*4+:088"5/*+:-；

’$>(16.*+#8/5)-+53+:08"5+8"5/*+:-/?,(-/3"5)’/:(=/*,+*)(.8+#5/)")/-’+))/*<(5/

利用“（+:@+:6）与1关系图解”进行初步判别。AB个

样品中有A%个投入了火成岩区，石英岩、矿体中石

英条带、凝灰岩均落入火成岩区，%个样品落入沉积

岩区，个别绢云千枚岩、泥灰岩落入黏土@石灰岩混

合物区内。矿区岩石矿物成分多为微晶@隐晶质矿

物组成，主要含矿绢云千枚岩层顶部可见呈透镜状

不规则分布的火山碎屑岩，岩石总体沉积韵律层理

较好，成层性强，初步判定迪木那里克铁矿区岩石原

岩为火山@陆源碎屑沉积岩。

各种不同成因类型的原岩在成岩过程中，其化

学的分异演化特点有着本质不同，根据钾、钠、钙、铝

%个造岩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采用以C值〔（CDE
与（CDEFG+DE）的比值）〕和H值〔（H:DEI与（J+EF
G+DEFCDE）的比值）〕作为判别的具体指标的岩石

化学计算方法，来区分正、副变质岩，即C@H图解鉴

别（图K）。石英岩、磁铁矿石中的石英条带、凝灰岩、

辉绿辉长岩均落入火成岩区；而绢云千枚岩、大理岩

化泥灰岩落入沉积岩区，显示其原岩分别为泥质@粉

砂质岩石、碳酸盐类岩石。此结论与野外地质观察、

矿物岩石观察的结论完全一致。

采用涅洛夫的化学计算方法（王任民等，ALBM），

利用岩矿石中（H:DEIFN"ED）与（O"EDFCDE）与!其

余的比值，对本矿床沉积变质岩的原始沉积环境进

行判别（见图P），组分图解中"#$为泥质@砂质组

合和碧玉铁质岩类岩石的大致化学成分区，除QO@
AD样品为磁铁矿条带（不含石英条带）外，所有磁铁

矿样品均落入了含铁砂岩和含铁石英岩分区中，显

示了磁铁矿石是在弱还原、中@碱性的介质环境中沉

积形成的。

依据含铁建造原岩特征，矿石组分及其结构构

造分析，迪木那里克铁矿为源于古陆蚀源的铁质成

分与海底火山喷发的含铁热卤水在浅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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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及轻微的热液改造，形成受变质的海相火山沉积

铁矿床。成矿后大范围的区域变质作用，使已形成

的 贫铁矿化层位得到进一步富集，后期构造运动促

表! 迪木那里克铁矿岩石化学分析结果表

"#$%&! ’()*(+,-,(.(/)#0(1&%&)&.-+(/1(23,.-4&5,)6.#%,3&,1(.7&*(+,-

样号 岩石名称
!（7）／R

O"ED N"ED H:DEI !/DEI !/E S5E S#E J+E G+DE CDE &DEK OEI TDE 烧失量 总和

DUUB%P@QO@A 石英岩 L%$L%U$AM A$%A U$B U$PI U$UA U$KA U$%L U$IP U$UD U$UD U$UM U$UA U$I%LL$MB
DUUB%P@QO@I 绢云千枚岩 II$IB U$K B$KI %$K U$K% U$A %$AMAM$IIU$IB D$IP U$DD B$ID D$MBAM$%MAUU$KB
DUUB%P@QO@K 泥灰岩 KK$A%A$%KDA$BP %$% I$MB U$AB D$UB U U$K% %$BL U$UP U$AI U$AM %$BD LL$K
DUUB%P@QO@P 石英岩 BL$IPU$DM I$D% A$P D$AP U$UD U$PA U$LM U$AD U$IP U$UD U$AK U$UI A$ADAUU$UI
DUUB%P@QO@M 绢云千枚岩 KM$KPA$UMDA$PMD$IK %$MD U$A D$K U$KI U$IL %$K U$UL U$AK U$UP % LL$PL
DUUB%P@QO@B 绢云千枚岩 PA$%DA$PIA%$UI I$D I$%D U$AI %$%L A$PB U$DI I$BI U$AB A$LM U$ID I$L%AUU$%M
DUUB%P@QO@L 石英岩 KP$I%U$MBAD$UK M$I M$BI U$BM I$PD D$I %$BL U$AK U$AM U$UL U$AD I$MMAUU$DB
DUUB%P@QO@AA 石英条带 M%$PDU$UI D$I B$UK K$AM U$AI U %$MB U$AP U$AP U$DB U$DD U$AD %$KBAUU$P
DUUB%P@QO@AI 绢云千枚岩 PI$KPA$UBAD$UBI$MK U$L% U$UD A$%A I$A U$DM I$MB U$U% %$LM A$IK I$BKAUU$D
DUUB%P@QO@A% 泥灰岩 ID$IDU$UM D$A% AU$L A$%% U$D% K$DIA%$LLU$AD U$DM U$U%AP$PBI$PDAA$MKLL$BA
DUUB%P@QO@AK 风化破碎带 %D$IPU$MD M$IB AA$% U$%K U$UM A$P B A$U% D$AD U$AIAK$UD %$M K$PPAUU$PK
DUUB%P@QO@AP 石英岩 LI$P U$DI A$LK U$K U$BA U$UA A$AL U$MK U$AP U$% U$UD U$IM U$UK U$K%AUU$KB
DUUB%P@QO@AB 石英条带 BB$BBU$UI U$I% K$% A$UB U$U% U$P A$%I U$U% U$UM U$DD U$A U$A% A$D%LL$PA
DUUB%P@QO@DU 石英条带 ML$KDU$UB U$KL AI$K D$PA U$UP A$AD U$B U$A% U$AI U$DI U$UM U$A% A$KBAUU$KM
DUUB%P@QO@DD 石英条带 PI$PDU$AM D$%%DD$BKI$BD U$II U$LM A$DD U$DP U$IB U$K U$AK U$IP D$PPLL$MI
DUUB%P@QO@DI 凝灰岩 K%$K%D$UPAK$AM K$% P$KP U$AD A$IP P$MD I$P A$PD U$IL U$ID U$AK D$KAAUU$KD
DUUB%P@QO@D% 辉绿岩 IL$L%P$MAAA$LIK$PKAA$DBU$AP P$MP L$M D$AP A$DD U$KD A$UK U$AP I$DLAUU$KI
DUUB%P@QO@DK 辉长岩 %B$ABP$AKAI$%M I$B L$AM U$AL A$%K L$PP I$BA A$I% A$AK U$AM U$AK A$%%AUU$AI
分析单位：新疆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方法测定主次元素，仪器型号为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

（QQV@L）、紫外可见分光度仪（WX@ABUU）。

%UD 矿 床 地 质 DUAI年

 
 

 

 
 

 
 

 



图! 判别正、副变质岩的"#$相关图解

（周世泰，%&’%）

()*+! "#$,)-*.-/01.,)23)4*5)26)4*1.361/73-/1.86)37
-4,8-.-/73-/1.86)37（-037.9615，%&’%）

使地层再次发生变形变位，同时使矿体随之发生了

挤压变形。

! 找矿方向

!+" 找矿标志

（%）古生代地壳演化拉张阶段形成的裂陷槽，

特别是陆侧陆缘地段，为铁矿形成有利地质构造环

境。

（:）古地理环境位于陆侧火山岩围限的沉积盆

地，古陆及海底火山喷发供应成矿物质，含铁矿岩层

为浅海#半深海弱还原环境的细碎屑岩#细火山碎屑

岩建造。

（;）迪木那里克沉积变质型铁矿带各矿致异常

总体表现为带状正磁异常，异常强度多在:<<4=左

右，北侧伴生规模相对较小的负磁异常。两翼近于

对称、圆滑规则的尖峰状正异常，异常强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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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类

矿床的航磁异常标志。

（>）(7;?、(7;@矿体具有非常强烈的围岩蚀变

及明显的蚀变分带，围岩蚀变矿物主要为褐铁矿，发

育较少的由黄铁矿氧化分解而形成的次生矾类矿

物，为赭黄色土状黄钾铁矾（图>*）、浅绿#淡蓝色纤

维状水绿矾（图>6）。这是寻找同类铁矿重要的找矿

标志，铁矿产于蚀变带之中，近矿蚀变颜色外观和矿

物组合较易识别。

图? 岩矿石（$A:B;C=)B:）#（D)B:C":B）

#"其余组分图解（据王任民等，%&’@）
图中!为岩石样品，"为矿石样品。"其余组分：其余组分的总

量。#—石英砂岩、石英岩；$—少矿砂岩、石英质砂岩；%—复

矿砂岩；&—长石质砂岩；’—钙质砂岩、含铁砂岩等；(—化学

上弱分异的沉积物；)—化学上中等分异的黏土；*—强分异的

黏土；+—碳酸盐质含铁的黏土；,—泥灰岩；-—硅质泥灰岩，

含铁砂岩等；.—含铁石英岩

()*+?（$A:B;C=)B:）E（D)B:C":B）#".7/-)4)4*
F1/8147432,)-*.-/10.1FG2（-037.H-4*73-A+，%&’@）

!I1FG2-/8A72，"B.72-/8A72+"：=13-A-/154310.7/-)4)4*
F1/8147432+#—J5-.3K2-4,23147，L5-.3K)37；$—B.7#811.2-4,M
23147，L5-.3K2-4,23147；%—N1/8A7O1.72-4,23147；&—(7A,2M
8-36)F2-4,23147； ’—N-AF-.71522-4,23147，).14#P7-.)4*2-4,M
231472；(—H7-GF67/)F-A,)007.743)-3)1427,)/7432；)—Q1,7.-37
,)007.743)-3)1410FA-R；*—NA-R1023.14*F67/)F-A,)007.743)-3)14；

+—N-.P14-37,).14#P7-.)4*FA-R；,—Q-.A；-—D)A)F7152/-.A，

).142-4,23147，73F+.—S.14L5-.3K)37

!+# 找矿方向

从迪木那里克铁矿的成矿地质条件出发，结合

矿区外围和区域地质背景，确定找矿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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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地区蚀变

强烈、铁帽发育，具有找矿远景。

由于迪木那里克铁矿区复向斜的主控矿构造未

完全控制，(7;?、(7;@号主矿体向深（北）部延伸，还

有待进一步工程控制，其他小矿体的深部控制程度

也不够，因此，提高工程控制程度可扩大新增铁矿石

资源量。

迪木那里克铁矿外围新发现玉岭铁矿、河肃铁

矿、迪木那里克东部异常铁矿带、:%&?铁矿点、迪木

那里克北部负磁异常铁矿带，可确定迪木那里克“长

!<:第;:卷 第%期 丁海波等：新疆东昆仑迪木那里克铁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沙沟构造蛇绿混杂岩带”复理石岩片中含矿千枚岩

层近东西向延伸达!"#$，其间仍分布有大量的未

见矿的航磁异常，部分异常中已发现矿化线索，如玉

岭铁矿北东部异常北侧山谷中已发现磁铁矿转石，

该航磁异常规模形态均与迪木那里克铁矿所在异常

相当，具有非常大的找矿前景。

笔者认为迪木那里克沉积变质型铁矿带为阿尔

金陆缘地块在加里东期阿尔金南缘大断裂主体形成

过程中的残留地质体，迪木那里克式沉积变质型铁

矿很有可能出现在阿尔金陆缘地块的部分地层中。

由于该区域地形条件极差，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应重

点关注阿尔金山北坡尧勒萨依—吐格曼什萨依地区

的串珠状、带状航磁异常，该地区找矿前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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