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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舞阳铁矿田岗庙刘铁矿床的

地质特征及构造控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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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文章从地层*构造*矿体和矿石等方面总结了河南省舞阳铁矿田岗庙刘铁矿床的地质特

征(分析了控制铁矿床的地质构造%铁矿床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含矿岩系位于新太古界铁山庙组

的上*下混合岩段之间"矿床赋存的空间位置严格受地堑和地垒式断块控制"古侵蚀面不整合构造

面只使岗庙刘矿床中部矿块的矿石全部氧化(而对东部和西部矿块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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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河南省舞阳铁矿田由经山寺*小韩庄*赵案庄*

下曹*铁山庙*石门郭*岗庙刘*岗王等近
!#

个大小

不等的铁矿床组成&图
$

'(矿床类型为沉积变质型(

可分为#赵案庄式$和#铁山庙式$

!

种矿床样式(共

探明资源量
%>%(^$#

A

,

(占全省探明储量的

"%>&Y

,

$

-

%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对赵案庄*铁山

庙*石门郭等矿床做了大量研究(有力地指导了舞阳

铁矿田的整装勘查工作,

!

-

%本文将对舞阳铁矿田岗

庙刘铁矿床的地质特征和成因进行研究(力图为舞

阳铁矿田进一步的找矿工作提供参考%

$

!

区域地质背景

舞阳铁矿田岗庙刘铁矿床位于华北板块南部边

缘(为华北地层区豫西+豫东南分区(马超营+拐河

+确山断裂的北侧(鲁山背孜+西平出山盖层背斜

的东端(是太华群出露区的最东部,

&K(

-

%该矿床具

典型的台地型双层地壳结构!基底岩系为太古宇太

华岩群中深变质花岗
K

绿岩建造(是#赵案庄式$和

#铁山庙式$沉积变质型铁矿的赋矿部位"盖层岩系

主要为中元古界+古生界浅变质
K

未变质碎屑岩
K

碳酸盐岩建造及中新生界%新太古代(先后形成了

#赵案庄式$和#铁山庙式$沉积变质型铁矿%在中生

代碰撞造山作用过程中(发生自南而北的陆内俯冲%

研究区就处在马超营断裂以北的俯冲带上(在次级

构造作用下(产生
P

%

断裂(地层发生自南向北*自下

而上的推动作用(使含矿地层由深部推至浅部(局部

暴露地表(形成目前的构造格局和矿体分布形

态,

BK%

-

%

!

!

矿床地质特征

"#!

!

地层

矿区主要地层为新太古界铁山庙组*中元古界

汝阳群云梦山组和第四系%

&

$

'新太古界铁山庙组&

M-

&

#

'%主要由各种片

麻岩及铁矿组成(自下而上分为
&

个岩性段%

(

下

混合岩段!以条带状混合岩为主(间夹均质混合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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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铁矿田矿床分布及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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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黏土砂砾石层"

!>

寒武系灰岩"

&>

上震旦统石英岩"

(>

中震旦统石英岩*页岩"

B>

下震旦统安山

岩"

%>

太古界太华群&自上而下为赵案庄*铁山庙和杨树湾
&

个组'"

">

正长岩"

A>

石英正长斑岩"

C>

花岗

岩"

$#>

铁矿床&点'"

$$>

地层产状"

$!>

背斜"

$&>

正断层"

$(>

逆断层"

$B>

舞阳铁矿范围

局部夹斜长角闪片麻岩%岩性较为简单(颜色为肉

红*粉红色和灰白色(主要矿物以钾长石*微斜长石*

石英为主"

)

含矿岩系!以片麻岩为主(含石榴石(以

赋存磁铁矿层为特征(总厚度
$!#

"

!&#E

(以矿体

为标志层可分下*中*上
&

部分"下部为含石墨黑云

斜长片麻岩(在矿区中部和东部所见较多(西部较

少(厚度
B

"

$#E

(而在含石墨黑云斜长片麻岩之上

为大理岩(局部含石墨和黑云母(其与铁铝榴石角闪

斜长片麻岩成互层产出(厚度
&#

"

B#E

"中部以含

磁铁矿为特点(其底板均为磁铁辉石岩与辉石角闪

岩(厚度
B

"

AE

(矿体主要为条带状磁铁辉石岩与

辉石磁铁矿(呈多层状(矿层厚
$$>!#

"

!A>!BE

(平

均厚度
$A>#$E

(其顶板为磁铁辉石岩和辉石角闪

岩(厚度
$#

"

!#E

"上部为石榴斜长角闪片麻岩与

石榴角闪斜长片麻岩(厚度
&B

"

"BE

"

+

上混合岩

段!由条带状混合岩与均质混合岩组成(局部夹混合

岩化斜长角闪片麻岩或混合岩化角闪斜长片麻岩(

岩性较为简单(总体厚度
!B#E

%

&

!

'中元古界汝阳群云梦山组&

I,

!

,

7

'%岩性主

要为砾岩*含砾石英砂岩*玄武岩*杏仁状安山岩*石

英砂岩*页岩"底部的砾岩近铁矿处为铁砾岩"中间

石英砂岩与页岩互层(在石英砂岩中常见赤铁矿簿

层"上部石英砂岩具有龟裂与波痕%该组在本区内

以残留体的形式产出%

&

&

'第四系&

S

'%区内分布普遍(一般厚
B#E

左右(主要由黄土*砂土*黏土组成(上部和下部存在

砾石层%

"#"

!

构造

&

$

'断裂构造%含矿岩系倾向
ND

(倾角平缓(总

体为
?D'NO

延伸的单斜层%地层受
P

$

(

P

!

正断层

切割形成地垒式构造(并使矿区分割为东部*中部与

西部
&

个自然矿块%中部矿块有被剥蚀现象(但矿

体保留较为完整(矿石为氧化的赤褐铁矿"东*西部

矿块矿体保留完整(为原生磁铁矿%

P

$

断层位于

)̀ $

与
)̀ !

(

)̀ $#

之间(靠近
)̀ $$

孔(横切矿体(

呈
?D'NO

走向(

D

倾(倾角
"B\

(断距
A#E

左右"

P

!

断层位于
R̀ "#%

与
)̀ B

之间(走向
&#\

(

?O

倾(倾

角
"B\

(断距
!##E

左右%

&

!

'古侵蚀面不整合构造%依据毗邻的铁山庙

矿床资料(基岩地层单位及产状特征分为覆盖层

&

I,

!

,

7

'和基底含矿变质岩系&

M-

!

#

'两套地层系统%

覆盖层倾向
$CB\

(倾角
!$\

"基底含矿变质岩系倾向

!&B\

(倾角
&%\

%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古侵蚀面(而且

还存在非常典型的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两套岩层

间走向夹角
(#\

(上下两套岩层倾角上缓下陡(倾角

夹角
$B\

%该古侵蚀面不整合构造对矿床造成的直

接影响是(铁矿层古氧化作用及其古氧化带的空间

依附赋存状态使铁矿层氧化带分布不受现在埋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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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所控制,

"

-

%

"#$

!

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不甚发育(仅见与断裂构造有关的

脉岩存在(以中性岩为主(推断生成时代与中元古代

中性喷发岩系有关%矿区内以闪长玢岩为主(钠长斑

岩少见%

(

闪长玢岩!形态以岩墙为主(走向近
DO

(

呈灰黑*黑绿及棕红等杂色(隐晶质至细粒状(局部具

杏仁构造"矿物成分以角闪石及斜长石为主(次为辉

石*石英等(尘状磁铁矿分布较广"岩体具高角度斜切

岩层*陡立板条状特点(横剖面有向下呈楔形尖灭现

象(岩墙倾向
?O

(倾角
%#\

"

%B\

"矿区内已发现岩墙

$#

条(较大的有
(

条(最大宽度
A#E

左右"

)

正长斑

岩*正长岩!属碱性浅成岩(土黄色及肉红色(细粒半

自形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多为正长石*斜长石(

侵入体与围岩接触处无蚀变现象(仅具有烘烤现象(

接触界线清楚而平整%岩墙呈长条状分布(与矿体走

向斜交(而在东部和西部矿块岩墙对矿体影响较大(

东部矿块
R̀ "&B

孔见矿厚度仅有
!>(!E

(基本上矿

体部位被岩墙侵占(使矿体连续性较差%

&

!

矿体地质特征

$#!

!

矿体特征

铁矿体全部产于新太古界铁山庙组中(严格受

层位的控制(呈多层状产出%后期的断裂构造*岩脉

对矿体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自西向东(分为西部矿

块*中部矿块*东部矿块
&

个完整矿体(其特征见表

$

%

&

$

'西部矿体分布在大柴庄的南西侧(赋存于铁

山庙组中(为小型盲矿体(呈单斜多层状产出(东侧

被断层截断(北侧*西侧矿体尖灭(南侧尚未完全控

制%矿体内被闪长玢岩侵入(但矿体没有明显错位%

该矿体仅有
!

个工程控制(控制厚度分别为
$(E

和

$C>BCE

(加上低品位矿层(控制厚度分别为
!$>%"

E

和
(!>($E

%矿体平均品位
"

&

TP3

'

X!%>!%Y

(

低品位矿石的平均品位
"

&

TP3

'

X!!>B%Y

%矿层

含矿率
B&>B$Y

"

"">"AY

%加上低品位矿层(矿层

含矿率
A">$(Y

"

AB>#&Y

%矿石为磁铁矿矿石%

&

!

'东部矿体分布在小刘庄的南东侧(赋存于铁

山庙组中(为小型盲矿体(呈单斜多层状产出(北侧

矿体尖灭(东侧及南侧尚未完全控制%矿体西侧被

闪长玢岩侵入%矿体内部没有岩浆岩侵入(结构简

单%该矿体仅有
!

个工程控制(控制厚度分别为

$(>#%E

和
!#>%"E

(加上低品位矿层(控制厚度分

别为
!$>##E

和
!%>&%E

%矿体平均品位
"

&

TP3

'

X!%>$#Y

(低品 位矿 的平均品位
"

&

TP3

'

X

!&>%!Y

%矿层含矿率
%&>"&Y

"

A#>""Y

%加上低

品位矿层(矿层含矿率
"(>A&Y

"

A(>B%Y

%矿石为

磁铁矿矿石%

&

&

'中部矿体分布在小刘庄*岗庙刘的东侧(赋

存于铁山庙组中(为小型矿体(呈单斜多层状产出%

南东侧被断层错断(北侧矿体剥蚀(被第四系覆盖(

南西尚未完全控制%矿体内没有岩浆岩穿插(结构

简单%该矿体有
B

个工程控制(控制厚度为
$$>B"

"

!!>C#E

(厚度变化系数
!$>&$Y

(厚度稳定%加

上低品位矿层(控制厚度为
$">#C

"

&!>(!E

(厚度

变化系数
!#>!$Y

(厚度稳定%矿体品位
"

&

TP3

'

X

&#>%(Y

"

&">C$Y

(品位变化系数
">BAY

(品位稳

定%矿层含矿率
&A>ACY

"

%B>!CY

(加上低品位矿

层(矿层含矿率
B&>$(Y

"

CB>##Y

%矿石为赤铁矿

矿石%

$#"

!

矿石特征

&

$

'矿石物质组成%矿石自然类型较为简单(根据

矿物共生组合及构造特征划分为
B

种类型&表
!

'%

&

!

'矿石化学成分%矿石的化学组分较为简单(

伴生的有用和有害组分均很低%其基本特征是酸度

高&原生矿
#>!B&

"氧化矿
#>#"(

'%原生矿石的硅酸

铁含量高(最高可达
$#Y

以上(平均
(>C!Y

%氧化

矿
TP3

与
NP3

品位则很接近&表
&

'%

表
!

!

岗庙刘铁矿床矿体特征

T7/43$

!

V-3/*8

6

;<7-7;,3-.1,.;1*Q27+

5

E.7*4.0.-*+*-383

W

*1.,

矿块名称 形态
规模)

E

倾向 走向

产状)&

\

'

倾向 倾角
层数

厚度)
E

范围 平均

深度)
E

顶板 底板

夹石

&层'

夹层比率)
Y

西部矿体 似层状*条楔状
&%# C# !$( $A !

"

& !$>%"

"

(!>($ &!>#( !#C

"

&(B !$B

"

&C& $

"

! $!>AB

"

$(>C"

中部矿体 层状*似层状
$&# &%# $BA $B

"

!B !

"

B ">%"

"

&">!! !B>%# !#

"

&B !#

"

$#B $

"

( B>##

"

(%>A%

东部矿体 似层状*透镜状
$B# &"# $$B &# !

"

& !$>##

"

!&>$% !B>%# !##

"

!"# !!#

"

!C# $

"

! B>%"

"

&$>$#

!A$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表
"

!

岗庙刘铁矿床矿石类型

T7/43!

!

V-3,

6W

31*Q27+

5

E.7*4.0.-*+*-383

W

*1.,

矿石类型 结构 构造
金属矿物

主要 次要

非金属矿物

主要 次要

辉石磁铁矿 花岗变质 块状*浸染状 磁铁矿
赤铁矿*黄铁矿*

磁黄铁矿
次透辉石

铁铝 榴 石*纤 闪

石*兰闪石*石英

条带状石英辉石磁

铁矿
花岗变质 条带状 磁铁矿

赤铁矿*黄铁矿*

磁黄铁矿
紫苏辉石

铁铝 榴 石*方 解

石*纤闪石

块状赤铁矿
粒状变晶*交

代假像*压碎
块状*浸染状 假像赤铁矿

赤铁矿*针铁矿*

水赤铁矿

次透辉石*紫苏辉

石*石英
玉髓*碧玉

条带状碧玉赤铁矿
粒状变晶*交

代假像*压碎
条带状 假像赤铁矿

赤铁矿*针铁矿*水赤

铁矿
碧玉 玉髓*石英

粉未状赤铁矿
!!

粉未状*疏松多孔状 主要有赤铁矿*针铁矿*水赤铁矿

表
$

!

岗庙刘铁矿床矿石化学组分

T7/43&

!

Ma3-7

5

3*Q;<3E.;747+74

6

1.1*Q27+

5

E.7*4.0.-*+*-383

W

*1.,

矿石类型 矿块位置
TP3 NP3 P3V N I N.V

!

M4

!

V

&

)7V 9

5

V T.V

!

=

!

V

B

原生矿石 西部
!%>$A !#>#" !$>#$ #>$&% #>#$C (!>!C !>%B B>&" &>C$

原生矿石 东部
!%>$# !#>$! !$>!% #>#AA #>#BB B$>(! #>%! $>&C &>"B

氧化矿石 中部
&">$( &%>C$ #>CB #>#&" #>$%B &&>#B $>%% #>&% #>(& #>$ACB #>#$(

量的单位!

"

Z

)

Y

%

!!

&

&

'矿石氧化特征%氧化矿石主要分布在中部

矿块%矿石经长期风化淋滤作用(呈红褐色*紫红

色*暗红色和灰色(呈粉末状*砂状*蜂窝状*碎块状*

块状*条带状%矿物成分为假像赤铁矿*赤铁矿*褐

铁矿*残留磁铁矿*水赤铁矿*针铁矿*水针铁矿等%

含石英的矿石其颜色*结构*构造*成分均比较清楚(

仍呈条带状%但有辉石的磁铁矿多风化淋滤成粉末

状*砂状*蜂窝状*碎块状(原矿石的结构*构造及物

质成分已不易辩认%

氧化带上部矿石较贫(下部较富(具有不太明显

的分带性%矿石具弱磁性(剩磁均大于感磁(有少量

的残留磁铁矿%氧化矿石的磁性率为
&C>#CY

(原

生矿石的磁性率为
$>!%Y

%氧化矿石与原生矿石

相比(品位升高(

)7V

(

9

5

V

明显下降(

N.V

!

也相应

下降(风化淋滤作用只达到富硅铝化阶段初期%氧

化带垂深约
A#E

%

&

(

'矿石类型和品级%矿石品位较低(为贫铁矿

床(局部因氧化作用使铁品位升高%根据成因和工

业要求划分为原生矿石和氧化矿石%矿区铁矿石表

内资源储量
!$&>B"&̂ $#

(

,

(其中(原生矿石
CB>&"$

$̂#

(

,

(占矿石总量的
((>%BY

(主要为磁铁矿(品

位
"

&

TP3

'

X!%>$"Y

"氧化矿石
$$A>!#!̂ $#

(

,

(占

矿石总量的
BB>&BY

(主要由赤铁矿&占
%#Y

'*磁铁

矿&占
$#Y

'*褐铁矿&占
&#Y

'组成(品位
"

&

TP3

'

X&(>(&Y

%

矿石根据造渣组分性质分为原生矿石和氧化矿

石(二者的&

)7V] 9

5

V]M4

!

V

&

')

N.V

!

分别为

#>!B&

和
#>#"(

(均为酸性矿石%

&

B

'矿床共伴生组分%原生矿石中(有益组分
"

&

9+

'

X#>!Y

"

&Y

(

"

&

=

'

X#

"

#>#$Y

(

"

&

T.

'

X

#>#$Y

"

#>BY

(

"

&

?.

'

X#>##$Y

"

#>!Y

(均比较

低"有害组分
"

&

N

'

X#>#&BY

"

#>&"CY

(

"

&

I

'

X

#>#$&(Y

"

#>#%$AY

(

I/

(

R+

(

M1

等也很低%氧化

矿石中(有益组分
"

&

9+

'

X#>#&Y

"

#>&Y

(

"

&

=

'

X#

"

#>##&Y

"有害组分
"

&

I

'

X#>#(!Y

"

#>&$BY

(平均
#>$%BY

"

"

&

N

'

X#>##CY

"

#>$##Y

(

平均
#>#&CBY

%造渣组分
"

&

N.V

!

'

X$$>B%Y

"

BC>&AY

(平均
&A>ABY

%矿石中有用元素现阶段不

具备综合利用价值%

$#$

!

矿体夹石和近矿围岩

矿体产于新太古界铁山庙组中(与临近的铁山

庙*经山寺矿区相比(矿体和围岩中几乎没有厚层的

大理岩(较普遍出现石榴石%矿体规模小(变化大(

不稳定%矿层与围岩之间无明显界线(呈渐变过渡

关系%

矿体围岩为一套含石榴石的片麻岩(包括石榴

石斜长角闪片麻岩*石榴石磁铁辉石岩*石榴石辉石

角闪岩等(其直接顶*底板往往是含石榴石的磁铁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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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岗庙刘铁矿床
!

%

!

b剖面图

P.

5

>!

!

I-*Q.43

&

K

&

k

*Q27+

5

E.7*4.0.-*+*-383

W

*1.,

$>

黄土"

!>

安山岩"

&K(>

混合岩"

B>

铁矿"

%>

含铁石英岩"

">

含铁辉石岩"

AK$&>

斜长角闪片麻岩及

角闪斜长片麻岩"

$(>

石英片麻岩"

$B>

大理岩"

$%>

破碎带"

$">

第四系"

$AK!#>

铁山庙组"

!$>

混合岩

石岩*磁铁角闪岩(与矿体没有明显界线%部分矿体

的顶板和底板是混合岩类%在氧化矿中(部分顶板

多不清晰(多与第四系黄土*砾石直接接触(其底板

常为石英片麻岩*含赤铁石英岩%

矿体夹石为含石榴石磁铁辉石岩*磁铁角闪岩*

角闪片麻岩等(与矿体无明显界线(在氧化矿体中夹

石多已风化破碎%

(

!

构造控矿分析

1#!

!

断裂构造控矿

岗庙刘矿床位于舞阳矿田东南部(属铁山庙组

磁铁辉石石英岩型矿床(上部矿石氧化(形成褐铁矿

矿石%震旦系盖层在矿床本身已全部剥蚀(残存于

矿床以南&图
$

'%

含矿岩系走向
?O

(倾向
NO

(倾角平缓%据

)̀ !

(

)̀ A

(

)̀ (

等
&

孔含矿岩系底板标高计算产状

为
!&#\

(

!!\

(总体为
?D

向延伸的单斜层%

B

条走

向
&#\

"

&!\

的燕山期张性断层切割了这一单斜层(

从而形成
!

个地垒和
&

个地堑的构造型式&图
!

'%

矿体保存于
&

个地堑构造内(即为西*中*东
&

个矿

段%在地垒构造中的矿体已被剥蚀(仅留下含矿岩

系底板石英片麻岩%这一组
??D

向张性断裂倾角

都在
A#\

以上(有的已经钻孔控制(常有几米至
!#

多

E

厚的角砾岩%

R̀ "#%

孔所见角砾岩中有安山岩

成分%这组断裂形成于燕山期%

矿床南北两侧可能都有近
DO

向压性断裂(向

N

倾%矿床向南
(##E

处有一条大型
DO

向断层

&岗王断层'通过(使下山刘一带的赵案庄组向北推

覆到震旦系之上%矿床以西
(B#E

处(据区域地质

资料分析为一条大型
N?

向断层限制%岗庙刘矿床

夹于大型
DO

向及
N?

向断裂之间(由燕山期
??D

向张性断裂切割而形成的地堑和地垒式断块%

1#"

!

古侵蚀面不整合构造控矿

地质勘查研究证明(矿床氧化带只依附于前中

元古界古侵蚀面附近(为古氧化作用所致%在空间

上(氧化带界线平行古侵面分布(同古侵蚀面平行垂

距大体为
$##

"

!##E

%因此(古侵蚀面不整合构造

只对中部矿块的矿石造成全部氧化(而对东部和西

部矿块没有明显的影响%

B

!

结论

&

$

'岗庙刘矿床与铁山庙铁矿床的矿床类型一

样(含矿岩系均位于新太古界铁山庙组的上*下混合

岩段之间(属于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

!

'矿床赋存的空间位置在该区的地堑构造内(

严格受大型
DO

向和
N?

向断裂及燕山期
??D

向

张性断裂切割而形成的地堑
K

地垒构造的控制%

&

&

'岗庙刘铁矿床中部矿块距古侵蚀面不整合

构造面最近(形成全氧化矿石%

&

(

'在该区铁矿整装勘查中(应注意在铁山庙
K

(A$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石门郭
K

岗庙刘
K

岗王一带控矿构造的详细研究(

特别对地堑
K

地垒构造进行详细研究(结合高精度

地面磁测资料(确定铁矿体赋存的空间位置%

参考文献!

,

$

-

!

姚培慧(王可南(杜春林(等
>

中国铁矿志,

9

-

>

北京!冶金工业

出版社(

$CC&

!

&AB'&CB>

,

!

-

!

李怀乾(张瑜麟
>

河南舞阳铁矿田铁山矿区深部找矿潜力分析

,

@

-

>

矿产勘查(

!#$$

(

!

&

B

'!

(A"'(C&>

,

&

-

!

罗明强
>

河南省舞阳铁矿地质特征与找矿靶区,

@

-

>

西部探矿

工程(

!##C

(

!$

&

$!

'!

$!A'$&#>

,

(

-

!

王志宏(劳子强(卢欣详
>

阶段性坂块运动与板内增生!河南省

$

"

B#

万地质图说明书,

9

-

>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

B

-

!

河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科研室铁组(天津冶金地质调查所矿床

室三组
>

舞阳铁矿构造地质特征,

@

-

>

河南冶金地质(

$C"A

&

!

'!

%'!$>

,

%

-

!

罗明强
>

河南省舞阳铁矿田构造控矿研究,

@

-

>

河南理工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C

(

!A

&

B

'!

B""'BA!>

,

"

-

!

王海军
>

舞阳铁矿铁山庙*石门郭矿段地质特征研究,

@

-

>

有色

金属!矿山部分(

!##C

&

%

'!

(&'(">

ZCGBG

6

28'BTC'AEHCF'@;GHC<8G@AHGBB2@

6

FAHE8AEH'B'@'B

O

F2F

GTZ'@

6

>2'GB2E2HG@;C

D

GF2A2@PE

O

'@

6

2HG@GHCT2CB;

(

KC@'@

\Y]IJ'G<

O

2

&

'()(6-(2(

3

45.2&-.:

(

B-/./'(/%

0

-,,(+D1-#.26-(2(

3

45.2

7

./E

14/-,.2H-D(+,5-D*+,-.+

(

K9-/

3

L9(+(B##$%

(

894/.

'

.+FAH'8A

!

!

T<.17-,.;4310EE7-.F31,<3

5

3*4*

5

.;74Q37,0-31*Q27+

5

E.7*4.0.-*+83

W

*1.,

(

10;<711,-7,.

5

-7'

W

<

6

(

1,-0;,0-3

(

*-3/*8.317+8*-3

(

7+87+74

6

131,<3*-3';*+,-*44.+

5

1,-0;,0-3>T<383

W

*1.,.17138.E3+,7'

-

6

E3,7E*-

W

<.;.-*+*-383

W

*1.,>T<3*-3'/37-.+

5

-*;J13-.31.14*;7,38/3,f33+,<30

WW

3-7+84*f3-E.

5

'

E7,.,3E3E/3-*Q?3*'7-;<37+T.31<7+E.7*Q*-E7,.*+>N

W

7,.744

6

(

,<383

W

*1.,.11,-.;,4

6

;*+,-*4438/

6

,<3

5

-7/3+7+8<*-1,Q704,/4*;J1>T<37+;.3+,3-*1.*+10-Q7;3

(

,<30+;*+Q*-E.,

6

;70138*+4

6

;*E

W

43,3*e.87'

,.*+*Q*-3.+,<3;3+,-74*-3/4*;J7+8<71+*E7

i

*-.E

W

7;,*+,<3371,3-+7+8f31,3-+/4*;J1>T<.17-,.;43

;7+/30138,*,<3.+,3

5

-7,383e

W

4*-7,.*+*Q,<31*0,<371,O0

6

7+

5

.-*+*-3Q.348>

7C

O

PGH;F

!

!

23*4*

5

.;74Q37,0-31

"

*-3';*+,-*44.+

5

Q7;,*-1

"

<*-1,

"

5

-7/3+

"

O0

6

7+

5

.-*+*-3Q.348

"

U3+7+

W

-*a.+;3

BA$

第
!"

卷
!

第
!

期 刘昭宜等!河南省舞阳铁矿田岗庙刘铁矿床的地质特征及构造控矿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