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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当涂县龙山铁矿外围"深部#找矿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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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近年来在钟姑铁矿田内已知铁矿床的外围发现了白象山外围)杨庄
!

座大型铁矿床'在原

有铁矿外围"深部$开展普查找矿工作已引起业内人士的重视%文章通过对龙山铁矿区地质特征

研究'以及对外围多个邻区铁矿床地质特征分析'在与龙山铁矿床成矿地质特征类比的基础上'提

出了龙山铁矿外围"深部$值得进一步开展找矿的部位'经钻探工程检验已见到铁矿体%

关键词!

!

龙山铁矿!成矿地质特征!成矿作用!找矿预测!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

!

6(#!

!

6(#03)#

!

文献标识码!

!

7

"

!

引言

钟姑铁矿田位于宁芜中生代陆相火山岩断陷盆

地的南段'区内褶皱)断裂构造发育)岩浆活动频繁'

铁矿床"点$星罗棋布%本区在上世纪经勘查发现了

白象山)姑山
!

座大型和众多中小型铁矿床%上世

纪
'"

年代初曾开展过*钟姑铁矿田
#8#""""

综合

地质信息成矿预测研究+工作!

!""$

&

!"##

年'华东

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在原向阳铁矿基础上发现

了杨庄铁矿,

#

-

!

!""(

&

!"##

年'我队在白象山铁矿

外围新增
)))

类铁矿石资源量
#3#9#"

0

:

,

!

-

%随着

这
!

座铁矿的发现'在原有铁矿外围开展普查和深

部找矿工作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重视%目前我队正在

实施*当涂县龙山铁矿深部及外围铁矿普查+项目'

本文将通过对龙山铁矿,

)

-

)和睦山铁矿,

$

-等矿床的

成矿特征分析'探讨龙山铁矿深部"外围$铁矿化特

征及预测成矿靶区%

#

!

区域地质概况

"

#

$地层%钟姑地区出露地层,

1

-从老至新有中

三叠统周冲村组"

;

!

!

$)黄马青组"

;

!

"

$'下侏罗统

磨山组"

<

#

#

$'下白垩统姑山组"

=

#$

$'上白垩统浦

口组"

=

!%

$和第四系全新统"

>?

$%其中'下侏罗统

磨山组之前为火山岩基底地层!中三叠统周冲村组

泥质条带灰岩)黄马青组下部富含钙镁质青灰色砂

页岩是区内铁矿成矿的主要赋矿层位%

"

!

$构造%区内的褶皱构造)断裂构造发育%褶

皱构造主要为钟姑复式背斜'长达
##@,

以上'轴

部局部见周冲村组灰岩'两翼依次为黄马青组砂页

岩)象山群砂岩!轴向
AA*

'向北倾伏'向南开阔%

次级褶皱发育'背斜西翼有九连山)向阳向斜和云龙

背斜"云楼&龙山背斜$'东翼有龙曹向斜和白象山

背斜"图
#

$%这些褶皱构造均不同程度地受
ABB

向横断层切割和岩体侵入破坏%断裂构造主要为

AA*

向和
ABB

向断裂带'属于燕山早期发生褶

皱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共轭断裂,

(

-

%

AA*

向断裂主

要有钟山&姑山断裂)年陡&和睦山&九山断裂等'

断裂从受挤压开始到引张告终'是区内火山作用)含

矿岩浆侵入的良好通道%钟山&姑山断裂"陶公

山&钟山&姑山断裂$

AA*

走向延长
##@,

'位于

钟姑背斜轴部'断裂带宽
(""

"

%"",

!沿断裂带分

布有近
CA

向延伸的磁异常!在钟九一带见周冲村

组被逆掩于黄马青组之上'断层面向
*

倾斜'倾角

1"D

"

("D

'具逆断层性质,

%

-

%

ABB

向断裂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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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钟姑地区基岩构造示意图"据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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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浦口组!

!3

火山杂岩!

)3

磨山组!

$3

黄马青组!

13

闪长玢岩!

(3

闪长岩!

%3

火山角砾!

03

地质界

线!

'3

实测(推测断裂!

#"3

背斜!

##3

向斜构造!

#!3

剖面线

#

钟姑背斜!

$

云龙背斜!

%

白象山背斜!

&

九连山向斜!

'

向阳向斜!

(

龙曹向斜

和睦山&白象山断裂)姑山&年陡断裂等'此类断裂

切过了
AA*

向断裂带并具有张 扭性特征'形成时

间上稍晚于
AA*

向断裂%

ABB

向断裂与铁矿的

关系主要体现在其抬升程度控制着矿体埋藏深

度,

0

-

%

"

)

$岩浆岩%区内岩浆岩较为发育%火山岩主

要为燕山晚期姑山旋回的安山质火山碎屑岩)凝灰

质熔岩)角砾凝灰岩)安山质角砾凝灰岩)安山质角

砾熔岩及熔岩角闪安山岩和辉石

安山岩'属于裂隙 中心式喷发的

钙碱性安山质玄武岩浆分异产

物%侵入岩主要有姑山辉石闪长

岩体)白象山闪长岩体)和睦山闪

长岩体)钟九钠长闪长岩体和晚

期辉石二长"斑$岩体%从现有资

料推断'区内燕山期的岩浆侵入

活动沿钟姑复式背斜核部形成了

与复式背斜协调的闪长岩岩盖

"岩体的深部基本相连为一巨大

的似层状体,

(

-

$'在岩盖顶部近地

表形成超浅成的岩拱)岩穹)岩

株)岩枝和岩脉等'它们与铁矿床

的形成关系密切%特别是闪长

"玢$岩体与中三叠统周冲村组的

接触带是铁矿体的主要赋存部

位'铁矿体呈似层状赋存于正接

触带)外带或内带中%岩体中的

矿源层捕虏体经热变质作用和岩

浆热液改造后形成铁矿体'如太

平山铁矿床)前观音山铁矿床

等,

0

-

%

"

$

$矿产分布%区内铁矿产

丰富'其产出受地层)构造 岩浆作

用的控制%钟姑复式背斜控制着

地层)次级褶皱)闪长岩体和矿床

的分布!次级褶皱控制矿床构造'

即控制矿床中主矿体的产状和形

态%沿钟姑背斜分布的有钟九)

前钟山)钓鱼山)姑山等铁矿床!

沿白象山背斜分布有白象山等铁

矿床!沿云龙背斜"云楼&龙山背

斜$分布的有龙山)黄梅山)云楼

等铁矿床!向阳及杨庄铁矿床受

向阳向斜构造控制%

!

!

矿区地质特征

龙山铁矿位于当涂县城南
(@,

处%龙山铁矿

外围系指以龙山铁矿为中心的外围周边地带'其东

南部可到达和睦山铁矿后观音山矿段北西边部的地

段"图
!

$%

'$!

第
)"

卷
!

第
!

期 洪东良等#安徽省当涂县龙山铁矿外围"深部$找矿预测研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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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铁矿及外围地质和磁异常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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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特征

龙山铁矿外围位于钟姑复式背斜西部北端%区

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中三叠统周冲村组)黄马青组'侏

罗系下统磨山组'第四系全新统%

"

#

$第四系全新统%残坡积层'主要由亚黏土)

细砂土夹少量砾石组成'厚约
"

"

##",

'分布于山

间盆地及低洼地带%

"

!

$磨山组%在矿区西北侧见有出露'主要为灰

白色石英粗砂岩)含砾石英粗砂岩互层并夹石英砂

岩)粉砂岩'底部为石英砾岩%厚度近
0"",

,

%

-

%

"

)

$黄马青组%遍布整个矿区'其上部主要为紫

红色)砖红色含钙质结核黏土岩夹薄层状灰白 黄褐

色粉砂质页岩'层理清晰!下部为杂色厚层状粉砂

岩)细砂岩夹薄层状粉砂质灰岩%厚度
"

01",

,

%

-

'

与下伏地层周冲村组呈假整合接触%

"

$

$周冲村组%仅在背斜核部有出露%主要为

浅海相碳酸盐建造'局部为含石膏碳酸盐岩建造%

岩性主要为泥灰岩)大理岩化灰岩)白云质灰岩'并

夹有钙质粉砂岩)膏盐层%厚度
"

)"",

,

%

-

%

中三叠统周冲村组)黄马青组是区内与铁矿床密

不可分的赋矿地层%和睦山矿床)钟九矿床主矿体赋

存在周冲村组钙镁层段'向阳矿床)年陡矿床主矿体

赋存在周冲村组膏盐层段'龙山矿床是两者兼有%

"#"

!

构造特征

研究区地处钟姑复式背斜西翼之次级褶皱云龙

背斜"和睦山&长岭背斜$的北东部'区内地质构造

较复杂'和睦山&长岭背斜受次火山岩体侵入作用

影响又产生次级褶曲和睦山背斜及观音山向斜%

"

#

$和睦山&长岭背斜%走向
AA*

'轴向延长

)@,

'核部为周冲村组岩层'两翼为黄马青组岩层%

背斜两翼地层产状变化较大'

C*

翼地层倾向
$"D

"

("D

'倾角
!"D

"

$"D

!

AB

翼地层倾向
!'1D

'倾角
!"D

X

%该背斜是区内主要的控矿和容矿构造%

"

!

$和睦山背斜%轴向
A*

'向
A*

倾伏'核部为

周冲村组岩层'两翼为黄马青组下段杂色岩段%岩

体的侵入使得背斜两翼产状变化较大'东翼产状
%"D

#

!"D

'西翼地层遭破坏'产状杂乱%和睦山背斜是

矿区有利的控矿构造之一%

"

)

$观音山向斜%轴向
#"D

"

!"D

'向
AA*

倾伏'

核部为黄马青组下段第三层"

;

!

"

#)

$粉砂岩'两翼

为黄马青组下段第一层"

;

!

"

#Y#

$粉砂质页岩及粗砂

岩%西翼产状
#!"D

#

)"D

'东翼产状
))"D

#

#1D

%

区内断裂构造活动较强烈'在地表可见
S

#

和

S

!

两条断层%

"

#

$

S

!

断层%即前观音山与后观音山断层'走

向
ABB

'倾向
A*

'倾角
1"D

"

("D

'属成矿期前的正

断层'断层两盘错距
"

$1,

'断层上盘的砂质页岩

裂隙发育%该断层是区内主要的导浆)导矿及容矿

构造%

"

!

$

S

#

断层%即龙山南坡断层'走向
(1D

'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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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山闪长岩体岩石化学分析结果及查氏数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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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岩石名称 取样位置

岩石化学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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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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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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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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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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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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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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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

#

闪长岩 和睦山地表
1$3$)"3$)!#(3"0 !310 #31( "3#"0 #3!) (3%% 13)( #3%# "3!!) !30) #3'! '13$)

!

闪长岩
E=)'! 1$3'( "3!# #(3!# $3(! #3#% 13") (3$0 %30$ #3!! !31" #""3!$

)

闪长岩
E=)%) 1!3%# "3(( #(3!% $3!! "30! "3#" 13"! 0300 13%0 #31( "3$ "3"#! !3#0 "3%! ''3)!

$

闪长岩
E=!#1 1%3#$ "31" #03)$ !30# "3(" "3"0 #3$1 $3#1 (3(0 #3(0 #3!( "3"#! )3$% )3## #""3!%

1

闪长岩
E=)1' 1)3#$ "3%( #%3)! $3!$ )30! "3!( )3'" $3)" (3(# #3() "3)$$ #3%# "31% ''3#$

(

闪长岩
E=$"" 1)30" "3'$ #%3!) )3!' )3)! "3!(# )31! $31( (3$! #3(! "3)01 "3!!% !3"$ )3)"#""3'#)

%

闪长玢岩
E=$%# $!3#0 #3#' #13"! )3$$ $3"' "3!#( !3)! '3$1 #301 #3'! "3(" (3$( #(3"" '03!0

0

辉绿岩
1"3"' "3'0#13#!1)3"%1)3!"1"3%1)$3$%1 (3)$ $3)! !31" "3$)! )3(% %3(1 '03'$

'

闪长岩 白象山
1!301 "3%" #(3(( !3)( )3$1 "3#( !3#$ 13%! 13#" #3') "3)"1 #3') (3'1 #""3!%1

#"

样品
#

&

(

平均值
1$3)("310$#(3'# )3() #300 "3#( )3)10 130( (3$0 #31' "3)!! !3$1 !3"! ''3(!$

##

中国闪长岩
1%3)' "30' #(3$! )3#" $3#1 "3#0 !3%% 1310 $3!( !31% "3)% "30' '031%

#!

戴里闪长岩
1(3%# "30$ #(3(% )3#( $3$" "3#) $3#% (3%$ )3)' !3#! "3!1 #3)( ''3'$

序

号
岩石名称 取样位置

查氏数值特征

- 4 H J U_ ,_ 4_ F > -

(

4

#

闪长岩 和睦山地表
#(3#' )3%1 ##3%( (03!' )13") #'3%1 $13!! 0)3)) "3$( $3)!

!

闪长岩
E=)'! #03)# #3)! #'310 ("3%# !13%$ $!3!) )!3$) '!30" #(3(0 #)30%

)

闪长岩
E=)%) #13!$ )3)( !!31! ("300 !#3$" $#30# )(3%' 0$3(0 #!3"0 $311

$

闪长岩
E=!#1 #031" )3(' %3)$ %"3!( $)3"" )(3"" !#3"" 013%# "3)( $3%(

1

闪长岩
E=)1' #%3)0 )3!! #(3%1 (!3(1 $(3($ $"31' #!3'% 0)3$% #!3(0 13$"

(

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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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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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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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里闪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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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样品
#

由华东所分析!样品
!

由北京地研所分析!样品
)

)

$

)

1

由桂林冶金地研所分析!样品
(

)

%

)

0

由本队化验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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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山铁矿磁异常计算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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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磁参数

磁化率 剩余磁化强度

近一级计算矿体有效磁化强度

矿体有效磁化强度 体有效磁化倾角

长方体

退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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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断层为平移断层'使黄马青组砂岩错移

#",

左右%此断层为成矿后断层%

"#$

!

岩浆岩特征

研究区内的岩浆侵入活动强烈'产出的侵入岩

主要为和睦山闪长岩体)后期的闪长玢岩及辉绿岩

脉%其中'和睦山闪长岩体与区内铁矿成矿关系密

切!脉岩多为成矿后期形成'对矿体有破坏作用%

和睦山闪长岩体的岩石化学数据"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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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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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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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钙碱性岩石%

和睦山岩体与中国)戴里闪长岩比较'岩石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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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偏

高%说明和睦山岩体具有偏基性)富碱)贫暗色矿物

的特征%岩体中磁铁矿单矿物与矿石磁铁矿的电子

探针分析结果反映'两者的组分基本一致'暗示和睦

山闪长岩体为区内铁矿床的成矿母岩%

"#%

!

地球物理特征

本次工作在区内开展了
#8#""""

磁法测量'

圈定磁异常
!

个'编号分别为
*

号)

+

号"图
!

$%

"

#

$

*

号磁异常%分布于研究区的中部'其峰值

达
#%""F;

!以
#""F;

圈定异常分布范围约
"3(

@,

!

'异常呈椭圆形分布%化极后'异常中心向北位

移'且椭圆形异常形态更为明显%上延后'异常以
'

#1!

第
)"

卷
!

第
!

期 洪东良等#安徽省当涂县龙山铁矿外围"深部$找矿预测研究



图
$

!

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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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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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演计算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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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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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铁矿床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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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速率衰减较快'并且上延后浅部磁性体衰

减较快而深部磁性体衰减较慢'推测叠加了浅部磁

性体的影响%通过不同高度上延后异常的衰减特

点'推测深部磁性体为似板状体%为了判断磁性体

的性质和引起磁异常的原因'对磁
!1

线剖面进行了

基于已知磁性的部分控制和约束反演计算%计算中

采用二度半模型体'计算软件为中国地调局发展研

究中心研发的
KL5*b

T

/

系统'采用的计算磁参数见

表
!

所述%计算结果表明'和睦山铁矿区后观音山

矿段北西边部地段的磁异常由多层不同埋藏深度的

磁性体引起%从图
)

可知'地表出现的
#1""F;

左

右的磁异常系由
$

层磁铁矿体与深部闪长岩共同引

起'其模拟反演曲线与实测曲线基本相近!铁矿体自

E=)0)

孔往北东延伸可达
$""

"

1"",

'推测最下层

矿埋藏深度达
01",

%

E=!'"

孔钻探"验证$表明'

其上部"

("#3$0,

以上已竣工$见矿部位与反演结

果基本相同%

"

!

$

+

号磁异常%分布于测区中南部'异常峰值

达
!'""F;

'

#""F;

以上的异常分布范围约
#31

@,

!

'异常较宽广且整体上呈
AB+C*

向'属于已控

矿体"前观音山铁矿体$引起%

)

!

矿床特征及成矿机制

$#!

!

龙山铁矿床

龙山铁矿床矿体受中三叠统周冲村组与闪长岩

体"睦山闪长岩体$接触带外带控制'呈层状或似层

状赋存于周冲村组层间裂隙中"图
$

$%矿体由多个

单层矿体平行相叠组成'单层厚度
!

"

!",

!矿体的

总体形态呈多层状与背斜构造同步'产状与围岩基

本一致%矿体走向
A*

'倾向
C*

'倾角
#"D

"

!1D

'走

向长大于
#""",

'倾向延伸大于
($",

%铁矿石为

磁铁矿石'矿物组合类型#钠长石 金云母 磁铁矿'

硬石膏 白云石 磁铁矿!铁矿石组构#粒状结构)韵

律分带结构'层纹状构造)条带状构造,

0

-

%

$3"

!

和睦山铁矿床

和睦山铁矿床主要赋存于闪长岩与周冲村组岩

层接触带和靠近接触带的周冲村组灰岩内'部分在

黄马青组与周冲村组岩层的假整合面及闪长岩体中

"图
1

$%

"

#

$后观音山矿段%铁矿体产于闪长岩与周冲

组接触带及其外带中'呈似层状"局部膨胀收缩$!矿

体走向
)""D

'倾向
A*+AA*

'

Y!"",

以上倾角约为

!"D

'而
Y!"",

以下倾角约为
$1D

"图
1-

$!矿体走向

长
(1",

'倾向最大延伸
$01,

%

"

!

$后和睦山矿段%主矿体"

#

号矿体$赋存于

闪长岩与周冲村组接触带和靠近接触带的灰岩中%

矿体形态呈扁豆状'产状为
1"D

#

1"D

!矿体地表出露

长度
)(",

'沿走向延长
11",

'沿倾向最大延深

'(",

'厚度
!

"

#"03),

"图
1H

$%矿石类型为地表

以褐铁矿及假象赤铁矿为主'深部矿石以半假象赤

铁矿与磁铁矿为主%

$3$

!

向阳&杨庄铁矿床

矿床产出受钟姑复式背斜西翼次级褶皱向阳向

斜控制"图
(

$%向斜轴向
A*

'枢纽略有起伏'轴部

和两翼地层为中三叠统黄马青组和周冲村组"徐家

山组"

;

!

/

$

,

'

-

$%

在向阳一带'铁矿体赋存在周冲村组与闪长

"玢$岩体接触带上%矿体呈多层状"由
!

"

$

个单层

!1!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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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山铁矿床地质剖面图

S.

M

31

!

KL5/5

M

.4-/JL4:.5F5UZ-G,5F

N

?.//.G5FOL

T

5J.:

-3

后观音山矿段
!!

线地质剖面图!

H3

后和睦山矿段
#%

线地质剖面图

图
)

!

向阳&杨庄铁矿床地质剖面图,

'

-

S.

M

3(

!

KL5/5

M

.4-/JL4:.5F5Uc.-F

MN

-F

M

+d-F

M

[

M

I-F

M

.G5FOL

T

5J.:

#3

第四系全新统!

!3

中三叠统黄马青组!

)3

中三叠统徐家山组!

$3

闪长玢岩!

13

磁铁矿层!

(3

石膏矿层

矿体叠合组成'单层厚度
#"

"

#)",

,

0

-

$'且与向斜

构造同步'产状与围岩基本一致%矿石类型为钠长

石 金云母"磷灰石$磁铁矿和硬石膏 白云石"石

英$磁铁矿两种类型%

在杨庄一带'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产于

闪长"玢$岩岩体与周冲村组接触带部位以及闪长

"玢$岩岩体内部,

'

-

%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假象

赤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辉石)角闪石)长石)绿泥

石)石膏)绢云母等%

向阳&杨庄铁矿床的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岩

浆'成因类型为热液充填 交代型矿床,

'

-

%即中生代

晚期'富钠质的玄武安山岩浆上侵'并与上覆的中三

叠统周冲村组中的膏盐层发生同化混染!随着温度

的降低'在岩体顶面的凹陷部位汇集了大量成矿热

液形成巨厚的铁质体!且因接触带温度低)矿浆冷凝

成矿的速度大于岩体内部岩浆结晶成岩速度'造成

接触带凹陷部位巨厚铁质体由于自身质量增加较快

而崩落)沉陷于尚未凝固的下部岩石中%软石膏因

温度升高失水而形成颜色各异的硬石膏'部分重熔

的含铁)石膏的矿浆充填于破碎的矿石中而形成角

砾状矿体%

$#%

!

成矿机制

研究区受
AB+C*

向的挤压作用使地层产生褶

皱!由于岩性不同'揉皱岩石产生塑性形变'刚性岩

石产生碎裂%当岩浆侵入时产生由下往上的垂直作

用力'使上覆地层出现构造形变叠加作用%经岩浆

热力作用'岩石的塑性增强'在主背斜"钟姑背斜$的

西翼出现揉皱构造'形成了现今的和睦山&长岭背

斜)向阳向斜等次级褶皱构造%成矿物质主要来源

于岩浆'背斜)向斜为矿液的上升)运移和储矿提供

了空间%

铁矿床位于闪长岩岩盖与围岩接触的顶部和边

部'受次级背斜)向斜和闪长岩岩拱)岩穹及接触带

控制'产出在闪长岩岩体与中三叠统周冲村组的接

触带上,

0

-

%

铁矿体多赋存在周冲村组白云质灰岩)钙质黏

土岩与闪长岩的接触带及近接触带的灰岩层间裂隙

中'由于岩体岩浆热力作用使围岩发生接触变质'后

被含矿气液交代而成'因而本类矿床属高温气液交

代"层控$矿床,

$

-

%

$

!

成矿预测

钟姑地区
0""

"

#1"",

范围内为巨大的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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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以上逐渐以岩瘤)岩枝)岩墙等形式贯入背斜

轴部和断裂带中'形成手指状!铁矿体产于手指间和

凹兜间,

%

-

%区内早期发现的矿床勘查深度相对较

浅'现有铁矿床的深部有望成为*第二成矿空间+%

近年来在钟姑复式背斜倾没端西翼的向阳向斜中'

在向阳铁矿基础上发现的杨庄大型铁矿床的矿体赋

存标高
Y11"

"

Y#)"",

'其中'有一钻孔打到

#)!",

深矿体仍未打穿!矿体主要赋存于深部中三

叠统周冲村组与闪长岩接触带内%

图
*

!

龙山铁矿及外围地区
+

线地质剖面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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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铁矿与向阳&杨庄铁比较'矿体的形态和

赋存空间有所差异'但它们的矿石自然类型基本类

似%龙山铁矿床受背斜构造控制'而向阳&杨庄铁

矿床受向斜构造控制!它们的矿石自然类型均为钠

长石 金云母"磷灰石$磁铁矿和硬石膏 白云石"石

英$磁铁矿两种类型%龙山铁矿与向阳&杨庄铁具

有相似的成矿机制'存在岩浆吞噬周冲村组脱落地

层而形成铁矿体%

从龙山铁矿及外围地区
"

线地质剖面图"图
%

$

不难看出'在
E=$#!

&

E=$$1

)

E=!'"

&

E=!'!

间

存在
!

处周冲村组厚度超薄位置'根据构造应力分

析'这两处的周冲村组地层极有可能脱落至闪长岩

体内部'脱落体形态应与原地层形态类似'呈现北低

南高的趋势!同时'该掉落体走向应与和睦山&长岭

背斜走向一致%从现有成矿条件来看'该套脱落体

图
(

!

龙山铁矿外围地区成矿预测区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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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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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岩浆同化混染后极具成矿优势'本次圈定的
!

个

成矿靶区见图
%

和图
0

所述%

#

号预测区%位于龙山铁矿北西'

E=$#!

与

E=$$1

之间'沿背斜呈
A*

走向%经过
V=%"#

孔验

证'在标高
Y(1"

"

Y0"",

处的闪长岩体内部发现

了与杨庄铁矿类似成因"岩浆吞噬周冲村组脱落地

层而成矿$的厚大磁铁矿体!见矿断续厚达数百米'

找矿前景可观%

!

号预测区%位于龙山南坡)和睦山铁矿后观

音山矿段北西边部'

E=!'"

与
E=!'!

之间'沿背斜

呈
A*

走向%从该段岩体揉皱落差推测'该成矿靶

区的铁矿体赋存标高应在
Y%""

"

Y01",

之间'成

因同样为岩浆"不$完全吞噬周冲村组地层形成%磁

!1

线磁异常
,

0

反演计算剖面图"图
)

$反映铁矿体

自
E=)0)

孔向
A*

方向延伸可达
$""

"

1"",

'埋深

约为
01",

%

1

!

结论

"

#

$龙山外围地区各矿床在成因上存在着相似

性'均与和睦山&长岭背斜中的中三叠统周冲村组

与闪长岩体接触带有关%铁矿体主要赋存在闪长岩

岩体与中三叠统周冲村组的接触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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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山铁矿外围"深部$存在岩浆吞噬围岩成矿的成

矿机制'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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