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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处于东天山的星星峡-卡瓦布拉克中间地

块内。区内地层为中元古界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群，

由各类结晶片岩、片麻岩及大理岩组成。区内线状

紧闭褶皱和断裂构造特别发育，断裂以东西向为

主，并被北西向、北东向、南北向断裂所错断，性

质多系高角度逆断层，并且有多期活动的特点。侵

入岩广布，以华里西中期的酸性岩为主，岩体受断

裂控制。内生铁矿多与华里西中期花岗岩类关系密

切，沿接触带形成了矽卡岩化、绿帘石化和磁铁矿

化等矿化蚀变现象，远离接触带的围岩中形成了高

一中温的赤铁矿或中一低温的菱铁矿。 

2 成矿地质环境 

阿拉塔格铁矿产在阿拉塔格复背斜南翼盐湖

背斜北翼次级小背斜轴部。小背斜轴向 110°，向

西倾伏，向南倒转，核部由大理岩组成；两翼为二

云石英片岩、绢云母石英片岩、二云斜长片岩、黑

云斜长片麻岩等组成。 

矿区层间破碎带较为发育,大都与地层走向相

近,分布于刚性岩石中及刚性与柔性岩石分界面上。

层间破碎带,应为较早期南北向压力形成,为后期的

矽卡岩化和成矿提供了有利部位。矿带中部有成矿

后形成的 NE-SW 向的横向逆断层，对矿床起了破

坏作用，使断裂以东矿体下降成为盲矿体。矿区侵

入岩发育，主要为角闪花岗岩和黑云母花岗岩，呈

岩基、岩株、岩枝产出。与成矿关系密切的是角闪

花岗岩，其岩性特征由内向外逐渐变化，粒度由粗

变细；矿物成分由微斜长岩、石英、角闪石、磷灰

石变为石英、黑云母、磁铁矿、磷灰石、榍石，并

且其中角闪石具一定的定向性，在与碳酸盐岩接触

带见有矽卡岩化和磁铁矿化。 

3 矿体特征 

矽卡岩赋存在角闪花岗岩与围岩接触带及其

附近的大理岩带中。矿带走向 110°，东西长(地

表)620m，南北宽 180m，矿体呈透镜状，扁豆状分

布在矽卡岩中。矿体断续延长530m以上，延深260m

以上。地表出露矿体 47 个，最大矿体真厚度 43m，

主要集中在矿区西部。地表矿体多数倾向为北东

向，倾角 70°～80°，深部逐渐转为倾向南，倾角

60°～80°。深部矿体呈大小不等的透镜状，分布

在矽卡岩带中。 

矿石类型：分为两大类，有原生矿和氧化矿。

原生矿石呈深灰色，他形一半自形粒状结构、交代

溶蚀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脉状、似脉状构造。金属矿物成份为

磁铁矿、磁黄铁矿、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斑

铜矿等。脉石矿物为钙铁石榴石、钙铝榴石、透辉

石、绿帘石、电气石、钠长石、符山石、黑云母、

石英、方解石等。氧化矿石呈赤灰色、灰黑色，结

构构造与原生矿基本相同，矿物成份除有原生矿矿

物成分外有：磁-赤铁矿、假象赤铁矿，针铁矿等。 

矿石结构：以半自形粒状结构为主，自形、它

形粒状结构次之，呈微粒集合体状；块状构造、浸

染状和稠密浸染状构造为主，部分为条带状、脉状、

似脉状构造。 

矿床的成矿阶段：分为矽卡岩阶段、氧化物阶

段及石英硫化物阶段三个阶段。矽卡岩阶段：生成

简单矽卡岩，其矿物成分为钙铁-钙铝榴石、钙铁辉

石、透辉石、硅灰石、角闪石及透闪石等，主要分

布于矿体两侧；氧化物阶段：矿液交代矽卡岩生成

磁铁矿，同时生成绿帘石、符山石、电气石、黑云

母、绿泥石等，构成矿床的主体；石英硫化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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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金属硫化物，主要为磁黄铁矿、黄铁矿、黄铜

矿、闪锌矿、斑铜矿、白钛矿和非金属矿物石英、

方解石、绿泥石等主要分布于矿体中，对矿体进行

改造和叠加。 

矿区围岩蚀变强烈，主要发育在外带，分带较

明显。其特点为内部是矽卡岩带(包括矽卡岩化大理

岩)，两侧为角岩带。钠长石化贯穿在内带和外带及

其整个成矿阶段，矽卡岩化是矿区主要蚀变现象，

绿帘石化，绿泥石化，为后期热液蚀变产物，碳酸

盐化则更晚于前者。 

矽卡岩绝大多数分布在大理岩中，少数分布在

角闪花岗岩体中，它是铁矿体的直接围岩。由矿体

向两侧大致可分：①铁矿体，②钙铁辉石一钙铁榴

石带，③绿帘石-钙铁辉石-钙铁榴石带，④钙铝榴

石一透辉石带，⑤矽卡岩化大理岩，⑥大理岩。 

4 矿床成因机制 

矽卡岩矿床具有多种成因，而该矿床系指与花

岗岩类侵入与碳酸盐岩或富钙的沉积碎屑岩进行

双交代作用而形成的铁矿床，通常又称接触交代型

矿床。由于其成矿时间上与岩浆侵入活动相关；在

空间上多与和侵入接触带构造及围岩性质相关，同

时也与岩体的侵位机制有关。其成因机制为：华里

西中期随着酸性岩体的侵位，带来大量热量，导致

热接触变质作用，在局部与碳酸盐岩或富钙的碎屑

岩发生了矽卡岩化，同时岩体也发生了一系列矿物

质交代析出，通过钠长石化将铁质析出，向层间破

碎带等低应力带运移，而大理岩提供的碱性环境利

于矿质的沉淀聚集，使前期矽卡岩带发生再次大规

模的铁矿化。后期由于近南北向断裂破坏作用导致

如今西段呈露天矿体，东段矿体呈隐伏状。 

综上所述，本矿床为接触交代型磁铁矿床，即

矽卡岩型磁铁矿床。矿床成矿模式图如图： 

5 找矿标志 

（1）产于天山造山带内中间地块内，活化

花岗岩建造与碳酸盐岩类接触变质带是找矿的 

 

地质背景标志； 

（2）层间破碎带为矿质富集成矿及热液运移

提供较好的通道，它往往控制着矿体的产出位置、

形态、产状和规模等，是找矿的地质环境标志； 

（3）在酸性岩体与碳酸盐岩的接触带上发育

双交代作用，伴生有强烈的矽卡岩化、角岩化以及

绿帘石化、绿泥石化等蚀变特征及铁矿体的褐铁矿

化带，是找矿的地表标志； 

（4）区域磁异常强度不高，但有一定规模，

并且磁异常和剩余布格重力异常套合好； 

（5）磁异常 2000γ以上为磁性体引起，因此

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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