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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灵山铁矿属于中国新疆鄯善县，在其区域范围内存在

很多类型的铁矿，因而加大对该区域的铁矿勘察工作，对于实

现资源开发缓解能源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2 百灵山的自然地理经济条件

淤矿区地处戈壁荒漠腹地，属浅切割的中低山丘陵或平

坦戈壁地带，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高程 1140耀1150m，高
差较小，一般几米，最高点海拔高程 1178.90m。该区常年干旱，

少雨多风，春秋为风季，风力一般 5耀6 级，最大 10 级以上，风

向以西北风为主，年气温最高 38益，最低-30益，年温差可达

60益以上，年降雨量仅 20.7mm，年蒸发量 2578.8mm，潮湿系数

仅 8伊10-1，为典型的内陆干旱气候。

于鄯善县自古以农、牧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长绒棉、高

粱、小麦、玉米等，还盛产葡萄和瓜果，新疆特产哈密瓜产自该

县。近十年来，随着铁矿、金矿、盐矿等矿产的开发及吐哈油田

的勘查开采，使鄯善县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矿区地处干旱戈

壁区，一切物资均需从外部运入。

3 百灵山铁矿开采现状

百灵山铁矿开采始于 1986年，由国防军 11师经营开采，

开采范围主要集中在域、芋号矿体的露头及 I-2 号矿体南部

矿头部位。开采方式为无规划的露天采矿。1999年，中国吐鲁

番金源矿冶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百灵山铁矿采矿权后，矿山转

入地下硐采至今，主要开采 I-2号矿体。以 20m为一中段先后

在 1120m、1100m、1080m、1065m、1050m、1032m、1014m、996m
八个水平向西、向东开采，现已开采至 996m中段。域、芋号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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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目前已经停采，在地表至 1114m中段形成了一个大的采空

区，巷道已经封闭。矿山已由采矿初期的 2万吨/年，增加到现

今的年产量 20万吨上下的小型矿山。

4 百灵山铁矿构造

4.1 褶皱构造

矿区总体为宽缓的复式背斜构造，背斜轴位于矿区中部，

呈北西西方向展布，铁矿体产于复背斜构造的南北两翼，与地

层同步褶皱。北翼地层出露较全，延展较大，而南翼因断裂构

造及花岗岩体的吞蚀出露不全，仅有第一岩性段和第二岩性

段的下层分布，且延展很窄，向南被花岗岩体吞蚀[1]。复背斜总

体走向 290毅耀295毅，两翼产状基本对称，倾角 20毅耀40毅，比较稳

定，局部由于受断裂构造影响倾角变陡（如 17线、21线浅部矿

体），向深部又趋于正常，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百灵山铁矿的褶皱构造

4.2 断裂构造

断裂构造较为发育，按产状可分为三组。主要断裂特征见

表 1。
4.3 岩浆活动

区内岩浆岩发育，以华力西中期（r24）侵入岩为主，主要有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钾长花岗岩、花岗斑岩等，其次尚发育有

基性、中性和酸性岩脉。

4.4 变质岩

伴随区域性长期多期次构造岩浆岩活动和热液作用，区

内热液蚀变发育。不同类型的蚀变往往相互叠加组成较复杂

的蚀变岩带。主要蚀变类型有绿帘石化、阳起石化、绿泥石化、

硅化、石榴石化和碳酸盐化等，按蚀变特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阶段：主要为棕褐色钙铁石榴石化，分布局限，仅在

复背斜南翼芋矿体局部铁矿层上部围岩中有分布，被磁铁矿

不均匀交代和绿帘石细脉穿插。

中期阶段：主要为绿帘石、阳起石、绿泥石化，分布广泛。

其中以绿帘石化、阳起石化与矿体关系密切，主要发育在铁矿

层上、下盘围岩中，二者相伴产出。绿泥石化主要分布在矿层

及围岩的构造裂隙中，并常伴有镜铁矿细脉穿插蚀变岩带。

晚期阶段：主要为硅化、碳酸盐化。硅化分布相对较广，石

英呈细粒状、团块状、细脉状分布或穿插于矿层及蚀变带中；

碳酸盐化较弱，仅局部呈细脉状、不规则分布。

5 百灵山矿石物质组成

5.1 矿物成分

百灵山铁矿床四个矿群的矿物组分基本一致，其金属矿

物主要为磁铁矿、假象赤铁矿，次为磁赤铁矿、黄铁矿，局部见

褐铁矿，偶见黄铜矿、孔雀石。经矿石镜下鉴定统计，三个矿群

矿石中的主要金属矿物含量见表 2。
表 2 百灵山矿区矿石金属矿物含量统计表

矿群号
主要矿物所占比例（%）

磁铁矿 假象赤铁矿 磁赤铁矿 黄铁、褐铁矿

玉-1 采坑 25.3 66.73 7.9
钻孔 87.5 6.25 6

玉-2 采坑 27.49 67.64 4.8
钻孔 75.32 13.9 10.5

芋 采坑 47.2 42 10.5
钻孔 100 52.13

域 采坑 39.54 8.3
从表 2中可见，各矿体地表采坑中以假象赤铁矿占优势，

基本不含磁赤铁矿，褐铁矿只在浅部及地表局部分布，是磁铁

矿深氧化又吸入水分(水化)的产物；钻孔中

以磁铁矿占绝对优势，局部含有磁赤铁矿，

黄铁矿分布较普遍。

5.2 主要金属矿物特征

磁铁矿：大多以立方体、八面体粒状集

合体不规则嵌布，亦有断续排列形成交错不

规则脉状分布，少数以单体颗粒嵌布，其粒

径多为 0.02-0.lmm，个别粒径粗达 1cm。部

分磁铁矿被假象赤铁矿沿其颗粒边缘、解理

交代，交代强时只保留磁铁矿残留体，弱时

假象赤铁矿沿颗粒边缘或解理分布。局部还

见有磁铁矿被黄铁矿交代，磁铁矿残存于黄

断裂分组 断裂编号
产状（毅）

性质
规模（m）

主要标志
走向 倾向 倾角 延伸长 断距

近东西向组

F1 95-105 185-195 70-75 正断层 跃1500 跃100
破碎带，西段充填

有辉绿玢岩脉且

均已破碎呈“豆粒

状”

F3 90-100 0-10 65-70 正断层 跃2000 跃100
构造破碎带，西段

充填有闪长玢岩

脉

北东向组

F2 55-70 北西 88 平移断层 跃1500 跃30 构造破碎带

F4 70 北西 86 平移断层 510 50 构造破碎带
F6 70 北西 62 正断层 1000 构造破碎带

北西向组 F5 335 北东 65 平移断层 1400 构造破碎带

表 1 主要断裂特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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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之中，局部磁铁矿受应力作用形成揉皱结构、压碎结构。

经对磁铁矿电子探针分析，除含大量的 FeO外，其余各元素含

量甚微。

假象赤铁矿：赤铁矿沿磁铁矿解理和晶体边缘交代，形成

结状交代结构、格架状结构和环带构造，局部呈不规则状，最

后完全取代磁铁矿。

磁赤铁矿：主要分布在矿体深部的局部地段。磁赤铁矿交

代磁铁矿，呈云片状、云雾状集合体嵌布于磁铁矿之中，云雾

状的磁赤铁矿与磁铁矿的界线不十分清楚。

黄铁矿：呈立方体粒状，颗粒直径一般 0.01—0.lmm，局部

较粗达 1mm左右。由于受力作用，局部黄铁矿颗粒被压碎呈

尖棱角状嵌布。黄铁矿交代磁铁矿，少数磁铁矿残晶保留于黄

铁矿内，个别黄铁矿中心有黄铜矿，中间为斑铜矿，外带为铜

兰。黄铁矿集合体主要呈细脉状，不规则状分布。

褐铁矿：仅在地表局部可见，其赋存状态有两种：一种呈

胶状分布，于磁铁矿裂隙或岩石裂隙之中，个别胶状褐铁矿中

有黄铁矿残品；另一种呈自形晶独立嵌布在脉石之中，颗粒较

粗，粒径 0.5-1.5mm，主要由黄铁矿氧化形成，其集合体往往呈

细脉状或不规则状分布。

其他金属矿物如黄铜矿、孔雀石等偶尔可见。

5.3 矿石结构、构造

淤矿石结构主要为：矿石结构以自形细粒为主，局部为中

粒，TFe约40%多以细粒为主，逸40%主要以细粒为主，局部矿体

富集部位粒径一般可达 2-5mm。另外局部镜铁矿具鳞片状结

构。

于矿石构造主要为：TFe约25%主要为浸染状结构，25%约
TFe约40%主要为浸染状结构，局部为团块状，TFe跃40%主要以

致密块状为主。

盂矿物共（伴）生组合。矿物共生组合主要有黄铁矿、绿帘

石、少量石榴石。伴生组合主要集中在地表，主要有赤铁矿、褐

铁矿及少量镜铁矿。

6 百灵山地质勘探工程测量

6.1 勘探线剖面测量

勘探线剖面垂直于基线布设，比例尺为 l：500，剖面点位

以钢尺量距，水准高程，剖面线端点均连测坐标，精度符合要

求。矿区地质勘探工程采用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GPS
RTK）模式测量，使用仪器为瑞士 Leica 1230GG 双频 GPS 接
收机 1 套（1+2），其动态标称精度为：水平 10mm+1ppm，垂直

20mm+1ppm。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GPS RTK）时，
在已知点建站，用 1954年中国北京坐标系椭球和当地投影参

数建立坐标系统，检查一点以上的已知控制点。当检核在设计

限差要求范围内时，方可开始测量，测量边长应臆10㎞。采用

RTK测量方法能满足地质勘探工程对点位平面、高程精度的

要求[2]。

6.2 钻孔的定测

钻孔平面以终孔后的钻机轴中心和开孔位置为准，高程

测至封孔墩顶面中心点。采用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

（GPS RTK）模式测量。
6.3 探槽定测

统一测定探槽西壁，以导线点起始点为基准进行测量，采

用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GPS RTK）模式测量。

6.4 采空区及平硐（穿脉）测量

采空区边界把每个拐点先做好标志，以首级控制点为站

点，采用 JZ经纬仪、光电距仪极坐标法测定，两组平面坐标互

差最大不超过 0.1m，高程互差不超过 0.2m。平硐（穿脉）以首

级控制点为站点导入，采用 JZ经纬、光电距仪极坐标法测定，

两组坐标互差最大不超过 0.1m，高程互差不超过 0.2m。井口

及平硐（穿脉）起止端及拐点处均有测量标志。矿区测量严格

执行国家颁布的有关专业规范，作业方法正确，提交资料成果

齐全，精度符合规范要求。

7 结语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新疆百灵山铁矿地质比较复杂，要

想实现铁矿资源的有效开发，必须加大地质勘察力度以及工

程测量力度，引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铁矿资源的开采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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