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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镇江韦岗铁矿区深部找矿前景分析

黄　震，黄建平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８）

摘要：镇江韦岗铁矿是一个已经勘查开发数十年的老矿山，目前保有资源储量保证程度已达严重危机。分析矿区

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床特征，铁矿体主要分布在碳酸盐岩层与中酸性侵入岩的接触带上，铁矿体普遍磁性强，且在地

表形成一定规模的磁异常，梯度北陡南缓，向南有规则地递减呈梯形散开，说明矿体有一定的延伸。深部已施工的

见矿钻孔和井中磁测异常对应，反映矿区深部－２００ｍ～－８００ｍ找矿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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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镇江市韦岗铁矿为一勘查开发数十年的老矿

山，目前最低采矿深度为 －１５０ｍ标高，至２００６年
底开采范围内保有基础储量为３３９万ｔ，按现矿山生
产规模，矿山服务年限仅为４年左右，资源保证程度
已达严重危机。充分研究以往地质勘查及物探资

料，分析矿区深部找矿前景，对于实施韦岗铁矿接替

资源勘查具有积极意义。

１　矿区地质背景

韦岗铁矿区构造上位于下扬子坳陷褶皱带东

部，宁镇穹断褶束中段，桦亭复向斜南翼与汤仑复背

斜间近东西向姐妹桥—韦岗断裂带附近。

区内出露地层由老至新有：志留系中统坟头组

砂页岩（Ｓ２ｆ），泥盆系上统五通组石英砂岩（Ｄ３ｗ），
白垩系下统杨冲组砂页岩（Ｋ１ｙ），上党组火山岩
（Ｋ１ｓ）。深部钻孔中所见地层自老至新有：寒武系
下统幕府山组（Ｃ—１ｍ），志留系下统高家边组砂页岩
（Ｓ１ｇ），二叠系上统龙潭组砂页岩（Ｐ２ｌ），三叠系下
统下青龙组灰岩（Ｔ１ｘ）及上青龙组灰岩（Ｔ１ｓ）。杨
冲组、上党组岩层不整合于龙潭组、下青龙组、上青

龙组之上，地层总体走向近东西，倾向北，不整合面

上的地层倾角一般为３０°～４０°，而下伏地层倾角为
６０°～７０°。上青龙组灰岩为矿区主要赋矿层位。

岩浆岩分布广泛，花岗闪长斑岩主要分布于矿

区北侧，与成矿关系密切，花岗闪长斑岩与围岩接触

带呈弧形向南凸出。闪长玢岩和石英闪长斑岩主要

分布于矿区南部及西部（图１）。

图１　镇江市韦岗铁矿区地质图
（据江苏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１９８０年资料修编）

１白垩系上党组；２白垩系杨冲组；３志留系坟头组；４花岗闪长

斑岩；５闪长玢岩；６石英二长斑岩脉；７石榴石矽卡岩；８绿帘

石石榴石矽卡岩；９铁矿体；１０勘探线及钻孔编号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矿区主要断裂构造有纵向

压扭性断裂、纵向张扭性断裂和横向张扭性断裂。

纵向张扭性断裂为矿区控矿构造，上盘地层为杨冲

组砂页岩、上下青龙组灰岩及龙潭组砂页岩；下盘地



层为坟头组细砂岩、幕府山组白云岩。沿断裂带一

般有角砾岩分布，断裂产状：走向２９０°，倾向北，倾
角６５°～７０°。铁矿体均产于该断裂上盘。矿区内
由于一系列横向张扭性断裂的切割，使矿区中部相

对抬高，东西两侧相对下跌。

接触带围岩蚀变具分带性，由内而外大致可分

为：①蚀变花岗岩闪长斑岩带，该带宽度大，以绿帘
石化、绿泥石化、钠长石化、矽卡岩化为主，次有高岭

土化、绢云母化、硅化；②绿帘石石榴石或绿帘石矽
卡岩带，厚零到数米，可见岩体残留团块，偶见黄铁

矿化；③钙铁榴石矽卡岩带，厚数米至百余米，常见
有少量透辉石钙铝榴石、绿帘石、绿泥石，铁矿体几

乎均产于该带中；④透辉石、绿泥石矽卡岩带，厚０ｍ
～５ｍ左右，常有少量石榴石透闪石、绿帘石，具磁铁
矿化；⑤大理岩或角岩带。

韦岗铁矿区物探异常以磁异常最为明显，从

１∶２０００地面磁测 ΔＺ等值线图上看，地磁异常呈
一东西方向延长的元宝形，北侧有负值伴生，正异

常区梯度北陡南缓，以５００ｎＴ等值线圈定，东西长
约１０８０ｍ，南北最宽处约３００ｍ，异常有３个中心：
第一个中心位于０线 ～２线，峰值９０００ｎＴ；第二个
中心位于 ３线 ～８线为异常的主部，峰值 １７０００
余 ｎＴ，为异常的主部，正异常区宽３００余 ｍ，梯度
北陡南缓，向南有规则的递减呈梯形散开，说明中

部矿体有一定的延伸，正异常形态基本上是由 ３
线 ～８线浅部１号主矿体引起；第三个中心位于８
线 ～１１线，峰值１９００ｎＴ，梯度较缓，说明矿体埋藏
较深。第一与第二中心之间以１５００ｎＴ等值线相
连，第二与第三中心之间以 ９００ｎＴ等值线相
连（图２）。

２　矿体地质特征

矿化带位于近东西向断裂带上盘，东西长

１００８４ｍ，南北宽约１５０ｍ，矿床有数十个大小不等
的矿体组成。铁矿体均赋存于花岗闪长斑岩与三叠

系上青龙组碳酸盐岩地层接触带矽卡岩中，已控制

浅部矿体产出标高１０ｍ～－２５０ｍ。 －５０ｍ标高之上
矿体倾向南，倾角３０°～４０°，而向下则转为向北陡
倾，倾角７０°～８０°。１号矿体为矿区主矿体，分布于
３线～８线，赋存于 －５０ｍ标高之下，矿体西部走向
北西西，中部走向近东西，７线以东渐转向６０°方向

图２　镇江韦岗铁矿区ΔＺ等值线图
（据江苏省地质局物探队１９６１年资料修编，单位ｎＴ）

１ΔＺ正等值线；２ΔＺ零值线；３ΔＺ负等值线

延伸，总体倾向北，倾角７０°左右，在平面上呈向南
凸出的弧形展布。矿体控制走向长５５６１３ｍ，倾向
延深２５０ｍ以上，中部厚１２４ｍ，东、西部变薄。矿体
形态中部简单，倾斜延伸较大，两侧形态复杂多变，

且倾斜延伸小。矿体顶板为矽卡岩、花岗闪长斑岩，

底板为矽卡岩、大理岩、构造角砾岩。

深部矿体主要分布于４线 ～６线，由少量钻孔
稀疏控制，赋存标高为 －５１２ｍ～－８２５ｍ之间，近东
西走向，倾向北，倾角６０°左右。矿体顶、底板以矽
卡岩为主，有时为岩体。

矿石矿物以磁铁矿为主，次为假像赤铁矿，少量

赤铁矿、褐铁矿。后期硫化矿物以黄铁矿为主，次有

少量斑铜矿、方铅矿、闪锌矿。脉石矿物以钙铁石榴

石、钙铝石榴石、绿帘石、透辉石为主，次为透闪石、

绿泥石、阳起石、方解石、石英、磷灰石等。

磁铁矿矿石呈他形晶粒状结构，富矿的磁铁矿

结晶颗粒较大，且结晶程度较好，贫矿结晶颗粒细，

呈他形紧密嵌生。赤铁矿矿石一般具假像、交代残

余结构。矿石自然类型有块状、条带状、角砾状、指

纹状、浸染状。

全区铁矿石中 ＴＦｅ最高含量 ５７６８％，平均含
量４１５１％，硫含量一般为３％ ～５％，属高硫矿石。
矿石伴生少量的Ｃｕ、Ｃｏ、Ｎｉ、Ａｇ等。

矿床工业类型为高硫磁铁矿床，成因类型为接

触交代矽卡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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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深部找矿前景分析

３．１　成矿条件
韦岗铁矿为接触交代矽卡岩型矿床，矿区深

部与浅部成矿地质条件一致，花岗闪长斑岩超覆

于三叠系上青龙组碳酸盐岩层之上。接触带受纵

向断裂带控制，矽卡岩发育，且矽卡岩带底板主要

为角岩和岩体，靠近接触带的花岗闪长斑岩体中

尚有较多的灰岩捕虏体（已蚀变成矽卡岩）。说明

矿区深部具备矽卡岩型铁矿成矿条件和容矿

空间。

３．２　以往勘查成果
矿区以往勘查中，已有部分钻孔见到深部矿

体，但工程分布较稀，控制程度不够。钻孔控制深

部矿体主要分布在 －２００ｍ～－４００ｍ和 －５００ｍ～
－８００ｍ两个标高段。 －２００ｍ～－４００ｍ标高段除
－２５０ｍ标高以上矿体已确定为１号主矿体外，还
有多层厚度较薄（几米 ～十几米）的矿体，经综合
分析，所见矿体可能与上部矿体相连，为主矿体的

一部分。 －５００ｍ以下见矿钻孔共 ７个（表 １），主
要分布在４线、６线（图３）、９线，控制矿体厚度数
米 ～数十米不等。如 ６线 ＺＫ６０７见矿厚度累计
３１７６ｍ，单层最大厚度 １９７４ｍ；９线 ＺＫ９０６见矿
厚度累计８７５９ｍ，单层最大厚度２８８ｍ。可见该
区深部资源潜力较大。

表１　－５００ｍ～－８００ｍ标高段钻孔见矿情况一览表

线号 孔号
孔深／ｍ 厚度／ｍ

自 至 分层 合计

４ ＺＫ４０６

５８２９０ ５９１５７ ８６７

６０７５１ ６１３５１ ６００

６１９２５ ６３７４４ １８１９

６５３６７ ６５９７３ ６０６

６８２５３ ６９８９４ １６４１

５５３３

５ ＺＫ４０３

７２５７７ ７４０６７ １４９０

７４２７０ ７７４２１ ３１５１

７７８９０ ７８６１８ ７２８

５３６９

５′ ＺＫ６０１

５０４５４ ５４７００ ４２４６

５７９３３ ５８７３３ ８００

５９８２０ ６４６０２ ４７８２

９８２８

续表１

线号 孔号
孔深／ｍ 厚度／ｍ

自 至 分层 合计

６

ＺＫ６０６

ＺＫ６０７

７７４７０ ７７８９４ ４２４
７８９６１ ７９６６２ ７０１
６７４０６ ６８２８３ ８７７
６８７４６ ７０７２０ １９７４
７３１１２ ７３４３９ ３２７

１１２５

３１７８

９ ＺＫ９０６

４９７７５ ５００３０ ２５５
５０７２２ ５１５０８ ７８６
５１７９５ ５４６７５ ２８８０
５４９３１ ５５２０４ ２７３
５７６１３ ５８２００ ５８７
５８９７２ ６０１４８ １１７６
６０７２５ ６１４１８ ６９３
６２７８７ ６４８９６ ２１０９

８７５９

１０ ＺＫ１００５
４４９１４ ４５１９６ ２８２
４５４６６ ４５７４９ ２８３
４９３０４ ５０５０９ １２０５

１７７

图３　镇江韦岗铁矿６线地质剖面图
（据江苏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１９８２年资料修编）
１第四系；２白垩系杨冲组；３三叠系上青龙组；

４三叠系下青龙组；５志留系坟头组；６花岗闪长斑岩；
７闪长玢岩；８矽卡岩；９破碎带；１０铁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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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地磁异常及井中磁测
矿区铁矿体以中等到富的磁铁矿石为主，矿石磁

性高于围岩，航、地磁异常明显，规模较大且强度高。

地磁异常走向近东西，梯度北陡南缓，向南有规则地递

减呈梯形散开，正异常北翼分布有大片的低缓负异常，

说明矿体有一定的延伸且深部矿体向北倾。

以往施工钻孔的井中三分量磁测井资料显示，

矿区深部存在明显的磁异常（表２）。如：４线施工
在北翼平缓负异常区的 ＺＫ４０２、ＺＫ４０３、ＺＫ４０４、
ＺＫ４０５、ＺＫ４０６孔（图４）在孔深６００ｍ～８６０ｍ之间皆
有磁异常反应，而且随着孔位往北，异常位置越深。

ＺＫ４０３、ＺＫ４０６在异常段见铁矿体，说明孔内深部磁
异常是矿体的反应。６线位于矿区中部，施工钻孔
较多，深部钻孔见矿情况与深部磁测井异常对应。

　　ＺＫ６０６孔的深部异常位于深 ６００ｍ～９１５ｍ之
间，８５０ｍ出现极大值，正负曲线梯度较陡，７７０ｍ～
８００ｍ见两层矿，曲线在此跳跃。反映该孔南侧有向
北倾矿体，矿尾过该孔向北略有延深，矿头远离该

孔。ＺＫ６０７孔位于 ＺＫ６０６孔之南７０ｍ，通过该孔所
揭露的矿体，证明此矿体的存在。与偏移至６线的
ＺＫ５０３孔所控矿体对应良好。

据表２分析，磁测井在本矿区能起到较好的找
矿效果，凡是见矿钻孔在见矿相应部位，测井曲线

皆有异常反映，说明可根据井中三分量磁测结果，

推断可能存在的盲矿体赋存位置。根据井中磁异

常的解释，矿区 ４线 ～１０线深部矿体可能相连，７
线 ～１１线 －５００ｍ～－７００ｍ间有较大规模矿体存
在的可能。

表２　钻孔磁测井成果表

线号 孔号
见矿位置／ｍ 异常位置／ｍ 异常值／γ

自 至 自 至 极小值 极大值

４

ＺＫ４０２
６０ ２８０ ５７００

　４９２．０６ 　４９７．７７ ４７０ ６２０ ４２００ ６６００

ＺＫ４０４ 无 ６００ ８００ ２７００ ５５００
ＺＫ４０５ 无 ５８０ ７４０ ８００ ２４００
ＺＫ４０６ 　５８２００ 　６９８．９４ ５００ ７９５ ２１９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５
ＺＫ４０３ 　７２５．７７ 　７８６．１８ ６５０ ８６０ ４６００ ２７４００
ＺＫ５０１ 　４０２．５９ 　４５０．３９ ２０ ５００ １０８００ １６６００
ＺＫ５０２ 　４０２．０５ 　４５０．７１ ４０ ５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２７１００

５′ ＺＫ６０１ 　５０６００ 　５４７００ ５０ ８００ １５５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６
ＺＫ６０５ 　６８６．４８ 　７３４．５３ ２００ ７８０ ２３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ＺＫ６０６ 　７７４．７０ 　７９６．６２ ６６０ ９１５ ５３００ １４４００
ＺＫ６０７ 　６７４．０６ 　７３４．３９ ２５０ ８００ １３４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 ＺＫ７０１ 　　无 ６０ ３７０ １２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８ ＺＫ８０３ 　６５８．４９ 　６６１．５４ ６００ ６９５ １３７００

９

ＺＫ９０４ 　５５２．０４ 　５５５．８７ ５００ ６４０ ５６００ １２０００

ＺＫ９０６
　１８６．０２ 　２０２．５３ １００ ２７０ ９９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４９７．７５ 　６４８．９６ ５００ ７００ １４６００ ２３５００

ＺＫ９０７ 无 ６６０ ７６０ ４０００ ７２００

１０ ＺＫ１００５
３００ ３５０ １１５００ ２２７００

　４４９．１４ 　５０５．０９ ４００ ５２０ ９７００ ２１２００

４　结　语

韦岗铁矿为一中型矽卡岩型铁矿床，三叠系青

龙组碳酸盐岩层为矿区内铁矿的主要赋矿围岩，铁

矿体主要分布在碳酸盐岩层与中酸性侵入岩的接触

带上，铁矿体普遍磁性强，且在地表形成一定规模的

磁异常。矿区深部成矿地质条件与浅部一致，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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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镇江市韦岗铁矿区－２００ｍ水平断面图
（据江苏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１９８０年资料修编）

１白垩系杨冲组；２三叠系上青龙组；３三叠系下青龙组；４志留

系坟头组；５花岗闪长斑岩；６石英闪长斑岩；７闪长玢岩；８矽

卡岩；９破碎带；１０铁矿体；１１钻孔

勘查钻孔深部见矿情况和地磁异常、井中磁测资料

分析显示，韦岗铁矿区深部找矿前景良好，预测铁矿

资源主要分布４线 ～１０线之间的 －２００ｍ～－４００ｍ
和－５００ｍ～－８００ｍ两个标高段。

韦岗铁矿处于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的东段，

与西段的湖北省大冶铁矿同属矽卡岩型铁矿床。通

过类比，韦岗铁矿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床地质特征、磁

异常分布特征等均与大冶铁矿相似。大冶铁矿深部

找矿已取得重大突破，新增资源量４６００万 ｔ以上，
该成果也为韦岗铁矿开展深部找矿增强了信心。

目前，韦岗铁矿接替资源勘查已列入国家危机

矿山找矿项目，新施工的３个坑内钻探，２个见矿，
控制铁矿体厚度 ３３１０ｍ，两孔间距 １００ｍ。按长
２００ｍ，倾向控制延伸 ２２０ｍ估算，新增资源量
２００万ｔ以上，可见矿区深部仍有较大的找矿空间。
随着勘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预计新增铁矿资源量

可达１０００万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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