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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碌矿区铁矿体主要受北一复式向斜控制，在向斜的槽部矿体厚而富，两翼薄而贫，传统的观点

一致认为，该复式向斜自北向南是由北一向斜、红房山背斜和石灰顶向斜、枫树下背斜、枫树顶―鸡心坳向

斜等一系列次级褶皱组成，在近几年的勘查实践和综合研究中，通过区域旋转构造应力场分析、地球物理

解译、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槽探及钻探等多种勘查手段，在北一向斜的北部新发现了一个鸡心岭背斜和三

棱山向斜构造，该构造带向西与北一复式向斜复合，向北东方向撒开，是北一复式向斜北侧的一个次级褶

皱构造，到目前为止，在三棱山向斜构造带内，新增铁矿石资源储量一亿多吨，取得了重大找矿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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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找矿实践中，一提到找矿特别是深部

找矿，就想到高精尖的新技术新方法等，没有这些，找
矿工作就似乎难以开展。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基

础地质理论和基本工作方法都是重要的找矿工作基

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灵活运用这些基础地质理论和

基本工作方法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建立自己的新

认识，如能这样，就会出现许多找矿新思路，发现许多

找矿新线索。从２００６年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

项目实施以来，海南省资源环境调查院与相关科研单

位在石碌矿区做了大量的综合研究和勘查实践工作，
深部找矿取得重大突破，其中，三棱山向斜构造的发

现，是深部找矿取得突破的关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石碌矿区位于华南褶皱系五指山褶皱带的西段，
多期次的构造活动和变质－岩浆作用，形成了以ＥＷ
向构造和ＮＥ向构造－岩浆带交接复合而成的构造

格局。区域出露的地层主要有长城系抱板群、青白口

系石碌群、震旦系石灰顶组、志留系空列村组、石炭系

南好青天峡组、二叠系峨查－峨顶组、南龙组等。区

域构造主 要 位 于 近 ＥＷ 向 昌 江 ― 琼 海 深 大 断 裂 和

ＮＥ向戈枕韧－脆 性 剪 切 断 裂 带 交 汇 部 位 的 东 南 侧

（图１）。区域侵入岩分布广泛，主要出露中元古代片

麻状花岗岩及片麻状混合花岗闪长岩、二叠纪晚世黑

云母二长花岗岩、三叠纪中世及晚世黑云母正长花岗

岩、三叠纪中世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等。区域矿产除石

碌铁矿以外，共 生 或 伴 生 铜 钴 镍 等 金 属 矿 产 和 白 云

岩、灰岩、石英 砂、粘 土 等 非 金 属 矿 床（点），ＮＥ向 戈

枕韧－脆性剪切断裂带也是海南一条最重要的金多

金属成矿带（图１）。

２　矿区构造特征

２．１　褶皱

石碌矿区赋矿地层（主要为中新元古代石碌群）
和矿体主要受一轴向ＮＷ ―ＳＥ向倒转的复式向斜

控制，铁钴铜矿体即赋存在该复式向斜槽部及两翼向

槽部过渡的部位。该复式向斜向西扬起、收敛，向东

南倾伏开阔。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石碌复式向斜自

北向南是由北一向斜、红房山背斜和石灰顶向斜、枫

树下背斜、枫 树 顶 ― 鸡 心 坳 向 斜 等 一 系 次 级 褶 皱 组

成，其中北一铁矿体主要受北一向斜控制。
保秀矿体主要受三棱山向斜构造的控制。保秀



图１　石碌区域地质略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Ｓｈｉｌｕ　ａｒｅａ
１—全新统　２—二叠系南龙组　３—二叠系下统峨查—峨顶组　４—石炭系南好—青天峡组　５—志留系下统空列村组　６—志留系

下统陀烈组　７—奥陶系南碧沟组　８—震旦系石灰顶组　９—青白口系石碌群　１０—长城系峨文岭组　１１—长城系戈枕村组　１２—
长城系抱板群　１３—白垩纪晚世花岗斑岩　１４—白垩纪早世（角闪石）黑云母正长花岗岩　１５—白垩纪早世黑云母角闪石二长 花 岗

岩　１６—侏罗纪晚世黑云母正长花岗岩　１７—侏罗纪早世（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１８—三叠纪中世（角闪石）黑云母正长花岗

岩　１９—三叠纪中世（角闪石）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２０—三叠纪早世（角闪石）黑云母正长花岗岩　２１—二叠纪晚世（角闪石）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　２２—二叠纪晚世闪长岩　２３—二叠纪早世英云闪长岩　２４—二叠纪早世（角闪石）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２５—泥 盆 纪 晚

世黑云母正长花岗岩　２６—中元古代片麻 状（二 长）花 岗 岩　２７—中 元 古 代 片 麻 状 混 合 花 岗 闪 长 岩　２８—深 大 断 裂　２９—断 层　
３０—勘查区范围

三棱山向斜构 造 轴 向 近 ＮＥＥ，在 向 斜 的 槽 部 矿 体 厚

而富，两翼薄而贫。鸡心岭背斜轴向也为ＮＷ ―ＳＥ
向，该背斜的存在，导致矿体厚度变薄变差，红房山背

斜是以石碌群第五层片岩在平面上呈窄条状隔档式

展布为特征，背斜枢纽自西向东倾伏，潜入深部渐趋

消失，北一向斜与石灰顶向斜复合为一宽缓的向斜、
复向斜在矿区的东部为Ｆ７断层横切，在Ｆ７断层以东

被石炭二叠纪地层所覆盖。复式向斜的南翼地层出

露完整，产状也比较稳定，除近Ｆ１断层一带受构造及

滑坡作 用 影 响 局 部 呈 反 倾 外，皆 呈 ＮＷ ―ＳＥ向 延

伸，倾向ＮＥ，翼部次级褶曲不明显。复向斜的北翼，
亦即北一向斜北翼地层出露不完整，石碌群第一、二

层及部分第四层为岩浆岩破坏，产状很不稳定，除北

一向斜西段发育有两个低序次的平行于复向斜之背

斜、向斜外，北翼地层普遍向南倒转，形成斜歪褶皱，
唯保秀区段较为正常，走向ＥＷ，倾向Ｓ，而正美区段

因Ｆ３２断层之东盘向南推移及岩浆岩侵入挤压影响，
次级褶曲发育，岩层沿倾斜波状起伏。保秀区段内铁

矿体主要赋存在向斜的轴部，矿体厚，品质优，但埋藏

深度也有所加大，从Ｎ４线的－２００ｍ标高至 Ｎ１１线

－６６０ｍ标高，褶皱构造明显地控制着区段内铁矿体

的赋存形态、产状与厚度等变化（图２）。

２．２　断裂

区内伴随褶皱而存在的断裂构造也较发育，主要

有ＮＷ ―ＮＮＷ、ＮＥＥ―ＥＷ 及ＮＮＥ―近ＳＮ向三

组。

ＮＷ ―ＮＮＷ 组：包括北一西段Ｆ２０、Ｆ２１，北一东

段Ｆ２５、Ｆ３０、Ｆ３１，南 矿 枫 树 下Ｆ２２、Ｆ１、Ｆ２等 断 裂 为 代

表，规模不一，多属压扭性断层。断层面舒缓波状，沿
断裂发育有片理化带、构造透镜体等挤压构造形迹。
该组断裂部分多次活动，并转化为张性，先后为中酸

性、基性岩脉贯入，如Ｆ２５。

ＮＥＥ―ＥＷ 组：包 括 北 一 东 段Ｆ２６、Ｆ２７，正 美 区

段Ｆ５，南矿区段Ｆ２３、Ｆ２４等 断 裂。倾 向Ｓ―ＳＥ或 Ｎ
―ＮＷ，倾角较陡。断层带内见挤压片理、破劈 理 及

构造透镜体，亦见棱角明显的构造角砾，并时有岩脉

充填，或属张压性正断层，或为压扭性逆断层。

ＮＮＥ―近ＳＮ组：包 括 北 一 西 段Ｆ１９，北 一 东 段

Ｆ２９，南矿区段Ｆ８及矿区东段Ｆ６、Ｆ３２、Ｆ７等，普遍生成

较晚，规模较大。如Ｆ６、Ｆ３２、Ｆ７等均横贯全区。断裂

带内可见大小不一、棱角明显的构造角砾，挤压片理、
构造透镜体及有岩脉、石英脉充填，力学性质既有张

性，也有压扭性，其中ＳＮ向组多为西盘上升，东盘下

降的正断层。
总之，三组断裂的上述特点也反映了本区先后遭受

过多次不同方向的应力作用。然而，不论何组断裂，都
形成于成矿之后，对矿体的分布、赋存不起控制作用，相
反，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褶皱构造、含矿岩系以及矿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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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完整性，尤其以ＳＮ组断裂为甚，造成复向斜往东先

呈阶梯状下陷，至Ｅ１３线附近矿体埋藏最深，Ｅ１３线至

Ｅ１９线又渐渐抬升，Ｅ１９以东又有下陷趋势，各断裂的产

状、规模、主要特征、力学性质见表１。

图２　保秀―三棱山区段ＩＩ－ＩＩ`纵剖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Ｉ–ＩＩ’ｉｎ　Ｂａｏｘｉｕ－Ｓａｎｌｅｎｇｓｈ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石炭系下统南好组第一层　２—震旦系石灰顶组　３—青白口系石碌群第六层上段　４—青白口系石碌群第六层中段　５—青白口

系石碌群第六层下段　６—青白口系石碌群第五层　７—煌斑岩、伟晶岩脉　８—实测及推测铁矿体　９—千枚岩　１０—透辉石透闪石

岩　１１—白云岩、白云质灰岩　１２—绢云母石英片岩　１３—实测及推测地质界线　１４—角度不整合界限　１５—实测及推测断层及编

号　１６—勘查线位置及编号

表１　石碌矿区断层产状、性质及主要特征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ｓ　ｉｎ　Ｓｈｉｌｕ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组合

组别 编号

产状

走向 倾向 倾角
性质 主要特征 分布范围

控制

工程

ＮＷ
│
ＮＮＷ

Ｆ１ ３２０° ＳＷ　５０°～７５° 压扭性逆断层
岩石碎块呈挤 压 状 或 角 砾 状，有 断 层 泥、片 理、褶 曲 和 光 滑

面，有不规则的石英脉填充。
Ｅ１５线以东

长２１００ｍ
５个

Ｆ２ ３２５° ＳＷ 不详 张性正断层 岩石破碎呈角砾状。有岩脉填充。 Ｅ１９～Ｅ２５
长６００ｍ

１个

Ｆ１５ ３００° ＳＷ　５８°～８０° 张压性正断层 破碎带风化深，岩石十分破碎。 Ｅ６～Ｅ１９，
长１３００ｍ

５个

Ｆ２２ ３００° ＮＥ　 ６０°～６４° 压扭性逆断层
破碎带风化深，岩石十分破碎，碎块呈挤压状或棱角状。结构面

光滑，呈弧形弯曲或平直，牵引褶皱、硅化和片理化明显。
Ｅ１９至石碌岭，
长２９００ｍ

３个

Ｆ２５ ３２０° ＮＥ　 ５４°～６４° 压扭性逆断层
破碎 带 风 化 深，岩 石 十 分 破 碎，ＺＫ１１０１、ＺＫ１１０２、ＺＫ１３０２、
ＺＫ１９０１、ＺＫ２１０２、ＺＫ２３０３钻孔均见该断层破碎带。

Ｅ４ａ～Ｅ２７
长２７００ｍ

１６个

Ｆ３０ ３１５° ＮＥ　 ６８°～９０° 张压性断层
岩石 十 分 破 碎，有 断 层 泥，ＺＫ１２０１、ＺＫ１９０１钻 孔 均 见 破 碎

带。
Ｅ１２～Ｆ７ 断层

长１８００ｍ
８个

Ｆ３１ ３００° ＳＷ　５８°～８０°
张 性－张 压 性

正断层
破碎带风化深，岩石十分破碎，ＺＫ１２０１钻孔见破碎带。 Ｅ１２～Ｅ２３，

长１９００ｍ
５个

Ｆ３３ ３１５° ＮＥ　 ５８°～８０° 张压性逆断层
破碎带风化深，岩石十分破碎，ＺＫ１３０２、ＺＫ１５０１钻 孔 均 见 破

碎带。
Ｅ１２－Ｅ２５，
长１１００ｍ

７个

Ｆ２０ ３４５°
ＮＥＥ－
ＳＷＷ

６３°～８５°压扭性正或逆断层

岩石十分破碎，碎块呈 挤 压 状 或 角 砾 状。有 断 层 泥，挤 压 透

镜体、片理、劈理发育。结构面光滑弯曲或平直，有水平擦痕

和牵引现象．

Ｅ４ａ以西，
长１１００ｍ

９个

Ｆ２１ ３４０°
ＮＥＥ～
ＳＷＷ

７４°～８０° 压扭性逆断层
岩石十分破碎，碎块呈挤压状或角砾状。有片理化、硅化、牵

引现象。结构面光滑呈波状，有擦痕，空间上呈绞扭状。
Ｅ４ａ以西，
长９００ｍ

６个

６５７ 矿 产 与 地 质　　　　　　　　　　　　　　　　　　　　２０１５年　



　　续表１
组合

组别 编号

产状

走向 倾向 倾角
性质 主要特征 分布范围

控制

工程

ＥＷ
│
ＮＥＥ

Ｆ２３ Ｅ－Ｗ　 Ｓ　 ６８°～８８°
张压扭性正、

逆断层

风化深，破碎角砾具棱角状，铁锰质胶结，挤压褶曲和牵引现

象明显，结构面弯曲或平直，有擦痕。两盘岩层错移５～６ｍ。
Ｅ１１以西，
长１４００ｍ

５个

Ｆ２４ Ｅ－Ｗ　 Ｎ或Ｓ　７５°～８３°
张压扭性正、

逆断层

风化深，破碎角砾呈挤 压 状，部 分 具 棱 角。挤 压 透 镜 体 及 片

理化、牵引褶曲现象明显，结构面光滑弯曲呈弧形，有擦痕。
Ｅ１２以西，
长１５００ｍ

６个

Ｆ５ ６０° ＳＥ 不详
压扭性

逆断层

二透岩中ＮＥ向裂 隙 密 集 发 育，有 岩 脉 填 充，地 层 与 构 造 不

协调。
Ｆ３２～Ｆ２５，
长９００ｍ

３个

Ｆ２６ ６０°～７０° ＳＥ　 ６５°
张压性

正断层

岩石十分破碎，且风化深。破碎角砾呈挤压状，部分具棱角。
挤压透镜体及片理化、牵引褶曲现象明显，有岩脉充填，在断

裂带上石灰沟水系出现９０度转向和ＣＫ５４１孔涌水

Ｅ６～Ｅ９，
长５００ｍ

６个

Ｆ２７ ７０° ＮＷ　７４°～９０°
张性逆

断层

岩石十分破碎，且风化很深，破碎角砾呈挤压状，部分呈棱角

状，片理化、硅化、牵引现象明显，结构面多较粗糙，部分有擦

痕。有岩脉填充和应力矿物分布，两盘地层产状不一致。

Ｅ６～Ｅ４ａ，
长４００ｍ

４个

ＳＮ
│
ＮＮＥ

Ｆ６ ５°～１０° Ｅ　 ７６°～７８°
张压扭性

正断层

破碎带风化强烈，破碎角砾部分成棱角状，挤压透镜体、褶曲、片
理化及牵引现象明显，有酸性和中基性岩脉充填。

Ｅ１０～Ｅ１９，
长１８００ｍ

５个

Ｆ７ 近Ｓ－Ｎ　 Ｅ　 ４９°
张性正

断层

断续有构造角砾岩分 布 和 岩 脉 充 填，两 盘 地 层 产 状 不 明 显，
地貌上表现为一沟谷。

Ｅ３１以东，
长４８００ｍ

６个

Ｆ８ 近Ｓ－Ｎ　 Ｅ　 ８０°～９０°
张压性

断层

破碎角砾呈挤压状，滑石、绿泥石等应力矿物发育，结构面光

滑，地层错位，有岩脉充填。
金牛岭，
长１３００ｍ

２个

Ｆ２８ １０°～１５° Ｅ　 ８０°～９０°
张压性

断层

破碎角砾呈透镜状或棱角状，硅化、泥化、扭曲现象明显。有

岩脉填充，地貌上为沟谷，常年渗水。
Ｅ１５～Ｅ１９，
长８００ｍ

３个

Ｆ３２ ５° Ｅ　 ８０°～８５°
张－张压性

正断层

破碎角砾呈眼球状或棱角状，片理化，硅化及糜棱岩化分布普

遍，结构面光滑并有擦痕，呈波状起伏，有大量石英脉充填。
Ｅ１５～Ｅ３１，
长２９００ｍ

６个

Ｆ１９ １０°～３０° Ｅ－Ｗ　６６°～９０°
压扭性

正断层

破碎带呈挤压状，内有断层泥，片理与牵引现象明显，结构面

光滑平直或呈波状，多水平擦痕。
北一矿体西，
长４００ｍ

６个

Ｆ２９ ２０° ＮＷ　８０°～８２°
张扭－压扭

性正断层

岩石破碎呈 挤 压 状 或 角 砾 状。有 断 层 泥 分 布，结 构 面 呈 弧

形，旁侧羽状裂隙发育，有岩脉填充。
Ｅ６～Ｅ９，
长６００ｍ

３个

３　三棱山向斜构造存在的证据

３．１　区域旋转构造应力分析

石碌复式褶皱构造的形成是ＥＷ 向的昌江―琼

海一级构造带与ＮＥ向的戈枕断裂带的应力场 共 同

作用的结果，其中，昌江琼海断裂构造带横贯东方、昌
江、白沙、琼中、屯昌和琼海等市县，这是一条规模巨

大以断裂带为主夹有ＥＷ 向褶皱带的右旋剪切断褶

构造带，其延伸方向上时隐时现，断续延长达２００ｋｍ
以上。

从石碌矿区褶皱构造与昌江琼海断裂带旋转变

形的关系图（图３）中可以看出，石碌矿区构造明显受

近ＥＷ 向 昌 江 ― 琼 海 一 级 构 造 带 的 影 响，区 域 上 近

ＥＷ向构造带的右旋运动，不仅造成矿区一系列 ＮＥ
－ＮＮＥ向的弧形断裂，而且使 早 期 褶 皱 轴 呈 向 ＮＷ
－ＮＥ突起的弧形弯曲，具有旋转构造旋回带或旋褶

带特征：①空间上，次级褶皱构造呈雁列式有规律地

分布；②力学性质上，以压扭性或压剪性为主，表明经

历过北西（西）―南东（东）向的挤压；③时间上，主要

形成于海西晚期－印支期，并于燕山早期达到高潮，
位于昌江－琼海断裂带西段的石碌复式向斜，轴向整

体呈ＮＷ ―ＳＥ向，但次级褶皱轴面和褶皱轴均显示

Ｓ形弯曲，并呈帚状向ＳＥＥ向撒开、向 ＮＷＷ 收 敛；

④矿体展 布 方 向 上，北 一 矿 体 厚 而 富，正 好 位 于 近

ＥＷ 向昌江―琼海断裂带与 ＮＥ向的戈枕断裂带的

交汇部位，在北一矿体向东南延伸方向上，从北向南

依次为保秀矿体、北一矿体、枫树下矿体，通过矿区近

年来的勘查对比证实，这些矿体均可以连为一体，而

不是前人认为的孤立矿体；从次级褶皱构造排列的位

置来看，北一向斜轴相当于整个石碌复式向斜构造的

主轴，在北一向斜的南侧由于矿体露头较多，地层出

露较好，红房山背斜、石灰顶向斜、枫树顶背斜、枫树

下―鸡心拗向斜等一系列次级褶皱构造早已得到控

制，根据该旋转构造应力场对称排列的规律性，我们

推测在北一向斜的北侧也可能还存在相应的次级褶

皱构造，只是由于埋藏较深，尚未发现，这些理论分析

为鸡心岭背斜―三棱山向斜的提出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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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石碌矿区褶皱构造与昌江琼海断裂带旋转变形的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ｌ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ｈｉｌｕ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Ｑｉｏｎｇｈａｉ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ｂｅｌｔ

３．２　地球物理解译成果

在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过程中，石碌矿区

开展了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ＣＳＡＭＴ）、瞬变电磁

法（ＴＥＭ）、高精度磁测（△Ｔ）三种物探方法，这些物

探成果对石碌矿区补充勘查钻孔设计提供了可靠依

据，尤其是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ＣＳＡＭＴ）在反映

矿区构造形态方面作用十分明显，最典型的剖面是矿

区Ｅ１１线（图４），从Ｅ１１线ＣＳＡＭＴ反演电阻率断面

图上非常清晰地反映了整个矿区的次级褶皱构造形

态，在北一向斜的北侧存在一个明显的中高阻异常区

和一 个 低 阻 异 常 区，这 种 中 高 阻 主 要 是 围 岩—白 云

岩、白云质灰岩、石 英 砂 岩、二 透 岩 等，电 阻 率３２５～
１５００Ω·ｍ，表现为中高阻特征，而低阻主要是含矿体

如赤铁矿体表现为低阻特征（２６５Ω·ｍ），这种形态特

征正好与三棱山向斜、鸡心岭背斜的表现形态极为吻

合，除此之外，在三棱山区段内还发育 四 个 近 ＮＥ向

△Ｇ４、△Ｇ８与△Ｇ５、△Ｇ７重 力 异 常，和 一 个 ＣＺ１４
航磁异常，这些异常的展布方向在西 侧 均 为 ＮＥ向，
这说明该区段矿体分布同样具有弧形展布特征，与旋

转构造应力场分析结果十分吻合。

图４　石碌矿区Ｅ１１线ＣＳＡＭＴ二维反演电阻率断面图与褶皱构造特征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ｂｙ　ＣＳＡＭＴ

ｏｆ　ｌｉｎｅ　１１ａｎｄ　ｆｏｌ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ｈｉｌｕ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３．３　大比例尺地质填图与槽探、钻孔等综合查证成

果资料

通过全国危 机 矿 山 施 工 的ＺＫ１１０１钻 孔 发 现 厚

达１３９．３７ｍ的铁矿体，而ＺＫ１１０２孔仅有５．７ｍ厚铁

矿体，两者相距不过２００ｍ，为何矿体厚度变化如此之

大？这个疑问 也 让 我 们 大 胆 推 测ＺＫ１１０１应 该 是 位

于北一复式 向 斜 的 槽 部，故 矿 体 厚 而 富，而ＺＫ１１０２

钻孔应该位于前人尚未发现的构造上（鸡心岭背斜），

故矿体薄而贫。

本次在保秀区段开展１／２０００地质填图时也发现

（图５），在ＺＫＮ０４０１、ＺＫＮ０９０１等钻孔附近石碌群地

层产状为走向４５°，倾向ＥＷ，倾角３２°～４７°，而区段

南侧ＺＫＮ０６０５、ＺＫＮ０７０４等钻孔附近地层产状为走

向３５°，倾向 ＷＮ，倾角３２°～３５°，区段南北两侧地层

８５７ 矿 产 与 地 质　　　　　　　　　　　　　　　　　　　　２０１５年　



产状的变化再次表明，在保秀区段的中间确实可能存

在一个隐伏的向斜构 造，然 而 保 秀 区 段 内 铁 矿 体 露

头虽较多，但断续分布，无论从矿体产状、厚度还是品

质上均无法与北一矿体直接相连，故前人仅将这些矿

体划为残坡积矿体，地表虽然被石炭系地层覆盖，但

推测石炭系下面肯定存在石碌群地层，该区段具有较

好的找矿前景。于是，根据“由浅入深、由疏至密”找矿

原则，先从铁矿体露头入手，施工浅钻代替探槽，见矿

效果较好，且发现矿体露头存在向深部延伸变厚变富

的趋势，随后布设了８个深孔进行查证，在施工查证钻

孔过程中，深部见到了厚而富的铁矿体，再通过普查与

详查，三棱山向斜构造的全貌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图５　石碌矿区保秀三棱山区段地形地质图

Ｆｉｇ．５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Ｂａｏｘｉｕ－Ｓａｎｌｅｎｇｓｈ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ｉｌｕ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石炭系下统南好组第一层　２—震旦系石灰顶组　３—青白口系石碌群第六层　４—青白口系石碌群第五层　５—中细粒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　６—花岗斑岩　７—中细粒花岗岩　８—霏细斑岩　９—煌斑岩　１０—辉绿玢岩　１１—铁 矿 体　１２—锰 铁 矿 体　１３—背 斜

轴　１４—向斜轴　１５—正断层及编号　１６—逆断层及编号　１７—性质不明断层胡推测断层　１８—实测及 推 测 地 质 界 线　１９—实 测

及推测不整合地质界线　２０—实测平行不整合地质界线　２１—产状　２２—原海南地质大队勘查位置及编号　２３—原冶金９３４队及

我院勘查线位置及编号　２４—石碌矿山及我院勘查线位置及编号　２５—本次勘查线位置及编号　２６—前人钻孔地表位置及 编 号　

２７—矿山生产勘探钻孔地表位置及编号　２８—接替资源勘查钻孔地表位置及编号　２９—本次整装勘查施工钻孔位置及 编 号　３０—

探槽位置及编号　３１—前人施工探槽剖面位置及编号　３２—本次探槽位置及编号　３３—本次详查工作范围

４　找矿意义

近年来，随着石碌铁矿区深部勘查工作力度的不

断加大，尤其是通过对区域旋转构造应力场的分析、地
球物理解译、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槽探和钻孔等成果资

料的分析，预测并证实了三棱山向斜构造的存在，在该

区段部署了一批由原来ＮＥ向勘查线重新调整为ＮＷ
向勘探线１２条，钻孔设计深度也由原来的不足５００ｍ
调整 为７００多 米，最 深 处 达１０００ｍ，累 计 钻 孔 进 尺

５５０００多米，其中，ＺＫＮ１０ａ０６孔见铁矿三层，累计厚度

达１３８．６３ｍ，ＴＦｅ平均品位４３．５０％，在 三 棱 山 向 斜 内

新增铁矿资源／储量一亿多吨，取得了重大找矿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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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综上所述，三棱山向斜构造的发现，在该构造带

内新增了铁矿石资源量一亿多吨，打破了前人普遍认

为石碌矿区已无矿可找的传统观念，实现了几代人在

石碌找矿的梦想，使年迈的矿山重新焕发了青春，更

为重要的是为矿山由露天开采转为地下开采方案设

计的及时调整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石碌铁矿正在

对三棱山向斜构造带内浅部铁矿体进行加密勘查，为
露天开采做准备工作，成为接替北一露天采坑最理想

的地段，为矿山由露采转地采稳定了产能，同时，由于

矿体向东埋藏较深，矿体形态呈弧形，似层状，产状变

化较大，深部勘查仍在进行当中，三棱山向斜构造的

发现，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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