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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属于南海-印支地块中部，受发育广泛

的中酸性岩浆喷发和侵入的影响，形成了以罗文

真穹隆为中心的暹—柏威夏—上丁铁、铜、金多金

属成矿带。区内铁矿点分布较多，植被发育，第四

系分布面积广，是找矿勘查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难

题。本文在总结了铁矿床成矿规律的基础上，针对

罗文真穹隆构造不同的成矿地质条件和控矿因素，

运用遥感、低空磁法、地面高精度磁法、激电中梯

等技术，建立罗文真地区铁矿资源快速评价准则及

找矿勘查技术集成系统；通过对罗文真地区进行

找矿预测，圈定找矿远景区并优选评价；同时将

总结出来有效的探查技术组合推广应用。 

1  地质背景 

罗文真地区呈近东西向环带状分布，长约 200 

km，宽约 50 km，受北西向基底断裂和后期北东

向断裂控制（图 1）。 

区域内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广

泛发育，与成矿关系最为密切的为上石炭-二叠系

地层，该套地层岩性以沉积相砂岩、灰岩和喷出

相安山岩为主，既提供了成矿物质元素的初始富

集，同时还是成矿的赋矿层位。产于该套地层中

的铁矿有格高矿床、铁山矿床、石山矿床、诺东

山矿点、基来矿点，金、铜矿有柯瓦矿床、隆山

矿床、波所竹矿床，该地层与成矿关系密切。区

内岩浆活动频繁，随着印支晚期和燕山期造山运

动，沿着基底断裂或者底劈作用形成了以闪长岩

类、花岗岩类为主的中酸性侵入岩。且侵入岩与

成矿关系极为密切，尤其是铁矿床的形成，富含

铁质的中性侵入岩体在与富钙质围岩的接触带上 

较易形成矽卡岩型铁矿床（秦来勇，2012）。 

2  成矿规律 

（1）地层与成矿：上石炭-二叠系的海陆相交

替喷发沉积作用形成的一套高钙高铁的沉积岩系，

构成了罗文真地区铁矿的主要含矿层位。其中安山

岩的铁元素高出地壳克拉克值两倍以上，且广泛发

育，说明地层富含成矿元素；泥质砂岩、石灰岩岩

中的钙铝元素，在与中性岩接触部位发生物质交换，

不单初步富集了安山岩中的铁质，也为后期岩浆侵

位交代二次富集成矿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上石

炭-二叠系就成为罗文真地区的赋矿层位。在岩相方

面，滨海泻湖相，生物礁相、台缘斜坡相和浅海盆

地相为成矿作用提供有利的岩相环境。 

（2）构造与成矿：由于印支晚期的造山运动，

罗文真地区形成了以北西-东西向为主体复式背

斜，之后被燕山期南北向褶皱叠加影响行成了变

形复杂的穹窿构造。区域内的构造发育导致了不

同岩性、岩相的地质交界面是物理化学条件发生

变化的空间和场所，是各种沉积作用、热液作用

和成矿作用的有利部位。如区域内地层的断裂及

断裂交汇面、碳酸盐岩与中性喷出岩接触面、褶

皱转折端及滑动面、脆性岩石错动空隙及构造剥

离面等。在这些构造活动的部位，由于后期流体

的加入（包括岩浆流体和大气降水）促使其在局

部形成了一个地球化学场，为不同岩石性质、不

同矿物组合的物质交换提供了条件，这种有利于    

含矿流体的活动和聚集的空间，为本区的导

矿和储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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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岩浆活动与成矿：研究区内岩浆活动较

为发育，侵入和喷出次数频繁，并具有较明显的

旋回性，侵入岩以中性-中酸性-酸性岩为主，主要

为一套闪长岩-闪长玢岩-花岗闪长斑岩-花岗岩岩

石组合，呈岩基、岩株、岩盆或岩脉形式产出，

小岩体偶尔可见。侵入岩侵位分为两个期期次，

分别为印支晚期和燕山期，印支期侵入岩是以闪

长岩为主的中性岩，成矿元素（尤其是铁）伴随

着构造运动在热液运移的作用下发生了第一次的

活化迁移，促使了铁矿床的形成。燕山期中酸性

侵入岩体促使成矿物质的再次迁移和富集成矿。 

3  找矿方法集成 

针对罗文真穹隆不同成矿地质条件、控矿因

素，运用遥感、低空磁法、地面高精度磁法、激 

 

电中梯等技术方法，建立罗文真地区铁矿快速勘

查技术组合。①在已知矿体深边部：成矿地质条

件分析→地质调查（大比例尺地质测量）→物探

方法组合（物探高密度电阻率法和激电法）→工

程验证；②在勘查远景区：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遥感蚀变信息提取（环状、线状构造，泥化、铁

化信息提取等）→物探低空磁测（快速圈定成矿

靶区）→物探地面磁测、激电等方法→地质调查

（大比例尺地质测量）→工程验证。 

通过对罗文真地区进行找矿预测，圈定 12 个找

矿远景区，通过优选 2 个找矿靶区进行普查评价，

提交 2 处可供开发利用的铁矿资源基地。运用槽探、

钻探工程验证，探获铁矿石资源量（333+334）3000

余万吨，罗文真地区铁矿 12 个预测区铁矿石资源远

景在 2 亿吨以上，找矿潜力巨大。 

 

 

 

 

 

 

 

 

 

图 1 罗文真地区矿田构造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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