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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甜水海地块大红柳滩铁矿床 

成因浅析及找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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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局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湖北 武汉 430205; 4.新疆新地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 位于西昆仑甜水海地块东段的大红柳滩赤铁矿是近几年发现的大型铁矿床, 产于震旦纪甜水海岩群滨浅海相浅

变质碎屑岩‒碳酸盐岩中, 赋矿岩性主要为含铁白云质大理岩、白云母石英片岩和硬绿泥石白云母石英片岩。通过矿体形

态特征、矿物组合和矿石结构构造分析, 认为该时期存在缺氧富铁洋盆或者深水盆地, 矿床的形成经历了铁质沉积和变

质改造两个阶段, 属于新元古代沉积变质成因条带状硅铁建造矿床(BIF), 找矿潜力巨大。该矿床是继塔什库尔干县一带

发现了多个与火山岩建造密切相关的大型规模 Algoma 型 BIF 之后的重大找矿突破, 也是西昆仑地区首次发现该类型矿

床。深入开展该矿床的地质特征及勘探工作, 能够指导西昆仑铁矿的下一步找矿方向, 推进新疆地区条带状含铁建造(BIF)

研究和西昆仑构造格局演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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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横亘于青藏高原西北缘的西昆仑‒喀喇昆仑造

山带是古亚洲构造域与特提斯构造域的结合部位

(肖序常等, 2004; 陈守建等, 2008), 该区地质构造

复杂、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 发育沉积变

质型铁矿、斑岩型铜矿、块状硫化物矿床(VMS)、

密西西比河谷型铅锌矿(MVT)等多种矿床类型, 找

矿潜力巨大(董永观等, 2003; 孙海田等, 2003; Dong 

et al., 2004; 李文渊等, 2006; 王核等, 2008, 2010; 

董连慧等, 2009; Franco, 2013)。近年来在前寒武纪地

层中发现一批大中型铁矿床, 是西昆仑重大找矿突

破之一,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含铁矿沉积变质带: 一

是塔什库尔干县一带古元古代布伦阔勒群中发育多

处沉积变质型磁铁矿, 自北至南产出有塔阿西、叶

里克、老并、吉尔铁克、赞坎、莫喀尔, 南延伸至塔

吐鲁沟(图 1a), 在地表构成长约 110 km, 宽约 15 km, 

呈 NNW 向延伸的巨型铁矿带(黄朝阳, 2014), 目前

控制资源量达 10亿吨左右(冯昌荣等, 2012; 陈登辉

等, 2013); 二是黑黑孜干‒大红柳滩一带产出有大红

柳滩赤铁矿床、黑黑孜干赤铁矿床、阿克萨依铁锰

矿床等数个大中型沉积变质型铁矿(图 1a)。大红柳

滩铁矿床在 1982~1985 年新疆地矿局第一区调队完

成的 1∶100万区调工作中称之为“俘虏沟中游 34号

赤铁矿化点”(崔建堂等, 2006), 2007年至今, 新疆新

地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预查、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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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通过钻探和矿山工程, 控制铁矿体厚度大且

深部延伸较稳定, 层控特征明显, 目前勘探规模已

达大型, 找矿前景良好(韩红卫和魏勇, 2014)。然而, 

前人对该带赤铁矿床研究甚少, 笔者在大红柳滩矿

床调查过程中对其地质特征、矿物组合、矿石结构构

造、成矿年代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对矿床成因提出

了初步认识, 以期对西昆仑‒喀喇昆仑地区铁矿分布

和类型有新的认识, 对勘探研究有所启示。 

1  成矿地质背景 

西昆仑造山带构造复杂, 总体呈现 NW-SE走向

的巨型反“S”状展布, 由北向南由奥依塔格‒库地缝

合带、麻扎‒康西瓦缝合带、乔尔天山‒红山湖缝合

带将其分为北昆仑地块、南昆仑地块、甜水海地块、

喀喇昆仑地块(图 1a), 构造格局与特提斯洋演化过

程密切相关(潘裕生等, 2000; 潘桂棠等, 2004; 张传

林等, 2007)。 

大红柳滩铁矿床位于和田县城西南方向约 170 km, 

地理位置为 E78°35′40″~78°53′45″, N35°49′36″~ 

35°58′30″。构造位置上处于甜水海地块东段(图 1a, b), 

麻扎‒康西瓦缝合带以南, 乔尔天山‒红山湖缝合带

以北 , 与塔什库尔干‒塔吐鲁沟一带沉积变质型磁

铁矿床同属一个地块。区域出露地层主要有震旦系

(532~593 Ma)甜水海岩群, 为一套滨浅海相低绿片

岩相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  岩性主要为硬绿泥千枚

岩、片理化泥质板岩、绿泥钙质片岩夹片理化粉砂 

 

图 1a: ① 奥依塔格‒库地缝合带; ② 麻扎‒康西瓦缝合带; ③ 喀喇昆仑断裂; ④ 乔尔天山‒红山湖缝合带; ⑤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I. 北昆

仑地块; II. 南昆仑地块; III. 甜水海地块; IV. 喀喇昆仑地块。1. 显生宙构造层; 2. 前寒武纪构造层; 3. 花岗岩类; 4. 基性‒超基性岩类。A. 叶

里克铁矿; B. 老并铁矿; C. 赞坎铁矿; D. 莫喀尔铁矿; E. 黑黑孜干铁矿; F. 阿克萨依铁锰矿; G. 大红柳滩铁矿。图 1b: 1. 第四系; 2. 上三叠

统巴颜喀拉山群上组; 3. 上三叠统巴颜喀拉山群下组; 4. 下志留统温泉沟组; 5. 寒武系甜水湖组; 6. 震旦系甜水海群; 7. 侏罗纪浅肉红色、灰

白色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8. 寒武纪浅肉红色、灰白色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9. 奥陶纪灰白色中粒含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10. 侏罗

纪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11. 铁矿化体; 12. 断裂。 

图 1  西昆仑地区沉积变质型铁矿分布简图(a, 据潘桂棠等, 2004; 李文渊等, 2006; 黄朝阳, 2014修改)及大红柳滩铁矿

床区域地质略图(b, 据韩红卫和魏勇, 2014) 

Fig.1  Geological schematic map of the sedimentary-metamorphic iron deposits in the West Kunlun area (a) and 
geological map of the Dahongliutan iron deposi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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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大理岩、白云岩(Hu et al., 2016); 寒武纪甜水湖

组为灰黑色炭质板岩、炭质粉砂岩、片理化细晶白

云岩夹灰岩 ; 下志留统温泉沟组为灰绿‒浅灰色中

厚层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及黑色薄层硅质岩 , 

局部夹英安岩 ; 下三叠统巴颜喀拉山群为灰色中‒

厚层状变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石英粉砂岩、板岩。

区域地层整体呈单斜产出, 区域内构造变形以褶皱

较为突出 , 晚古生代地层组成一系列线状紧闭褶

皱。主要断裂有 5条, 分别为: 康西瓦断裂、红柳滩

断裂、哈巴克达坂断裂、泉水沟断裂、肖尔克谷地

断裂, 其中康西瓦断裂为区域性大断裂, 严格控制

着该区地层及岩浆岩的展布方向。各地层单元大都

为断层接触关系, 片理、节理较为发育, 共同构成巨

大的近东西向的构造隆起带。出露岩体为加里东期

灰白色中粒含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484 Ma)、浅肉

红‒灰白色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528 Ma)、燕山

期灰白色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浅灰色中细粒

角闪黑云母花岗闪长岩等, 分布于区域中部和北东

部(Hu et al., 2016)。区域变质作用普遍发育, 主要为

动力变质作用和接触变质作用, 动力变质作用沿区

域内断裂带分布, 其中区域性大断裂多形成以片理

化岩石为主的韧性动力变质岩; 热接触变质作用表

现在区域中部的加里东期二长花岗岩侵入震旦纪地

层, 并形成了明显的接触变质晕, 在二长花岗岩四

周环状分布; 接触交代变质作用体现在加里东期二

长花岗岩与震旦纪地层局部形成透镜状的矽卡岩。 

2  矿床地质特征 

2.1  矿区地质 

(1)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震旦纪甜水海

岩群和第四系(图 2)。甜水海岩群为大红柳滩铁矿床的

赋矿层位, 主要由深灰‒灰黑色硬绿泥石白云母石英

片岩、浅灰绿色白云母石英片岩、硅化方解石大理岩、

含铁白云质大理岩组成。硬绿泥石白云母石英片岩是

矿区主体岩性, 呈近东西向带状分布, 北倾单斜产出, 

产状普遍在310°~25°∠36°~81°, 岩石主要呈鳞片粒状

变晶结构, 千枚状、片状、条带状构造, 主要矿物为石

英、硬绿泥石、白云母, 次要矿物为斜长石和绢云母, 

局部地层中见铁碳质矿物。白云母石英片岩出露规模

相对较小, 多与硬绿泥石白云母石英片岩呈互层产出, 

岩石主要呈鳞片粒状变晶结构, 片状构造, 主要矿物

组成为石英、白云母, 次要矿物为黑云母、叶绿泥石、

白云石、方解石。硅化方解石大理岩产出规模不大, 分

布范围较广, 呈近东西向带状、层状分布, 局部受挤压

或者变薄尖灭, 岩石出露宽度一般几十厘米到百余米,  

 

1. 第四纪冰碛物; 2. 第四纪冲洪积砂、砾石、卵石及亚砂土; 3. 片岩; 4. 硅化方解石大理岩; 5. 含铁白云质大理岩; 6. 奥陶纪灰白色中粒含

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7. 寒武纪浅肉红色、灰白色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8. 变辉长岩; 9. 铁矿体; 10. 铁铜矿体; 11. 断裂; 12. 推测断裂。 

图 2  西昆仑甜水海地块大红柳滩铁矿床主要矿体地质简图 

Fig.2  Geologic schematic map of the main iron orebodies in the Dahongliutan iron deposit in the Tianshuihai terrane, 
West Kun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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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可达 200 m, 岩石主要呈中细粒粒状变晶结构, 

中‒薄层状、块状构造, 主要矿物组成为方解石, 见不

等量(2%~20%)的石英、少量白云母。含铁白云质大理

岩呈带状分布, 出露宽度一般十余米~100 余米, 最宽

220 m。岩石表面呈黄褐色, 新鲜面浅黄褐色, 中‒细粒

状变晶结构, 呈中‒薄层状、块状构造, 主要组成矿物

为铁白云石、白云石、石英、方解石, 见少量赤铁矿、

褐铁矿、菱铁矿、白云母等, 含铁量在 2%~20%之间, 

为区内最重要的赋矿围岩。 

(2) 构造 受区域性大断裂和岩体侵位的影响 , 

矿区内发育小规模波状褶曲和强烈的脆韧性变形 , 

导致局部地层和矿体形成一系列“V”型褶皱 , 地层

产状变化较大 , 发生倒转 , 倾向南西 , 倾角一般较

陡。同时伴随发育良好的节理和层间压剪性断裂 , 

顺层展布, 断层走向 330°~150°, 倾角一般为 65°~ 

82°, 沿断裂岩石具有片理化。 

(3) 岩浆岩 矿区南部外围出露加里东期灰白色

中粒含斑黑云母二长花岗岩(484 Ma)、少量浅肉红‒灰

白色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528 Ma), 呈岩株状

产出 , 花岗结构 , 块状构造 , 主要矿物组成为斜长

石、钾长石、石英、黑云母等; 矿区内以加里东期

浅灰绿色变辉长岩脉(532 Ma)和石英脉为主, 变辉

长岩脉主要分布在矿区中部, 矿区北部和南部少量

发育(Hu et al., 2016), 呈透镜状产出, 粒状‒柱状变

晶结构, 块状构造, 主要矿物成分为: 斜长石、角闪

石、绿帘石、绿泥石等, 岩体与大理岩接触带主要表

现为矽卡岩化蚀变 , 岩石轻微蚀变, 主要为高岭土

化、绿泥石化。石英脉常呈细脉状或透镜状侵入变质

地层中, 一般呈顺层侵入, 或沿节理、裂隙充填。 

(4) 变质作用 矿区内区域变质作用普遍发育 , 

变质程度达低绿片岩相 , 变质矿物组合为石英+斜

长石+硬绿泥石+白云母+黑云母+叶绿泥石。动力变

质作用体现在塑性变形和脆性变形两种形式, 前者

多见褶皱变形、拉伸线理、定向构造等, 后者可见

地层错移、岩石挤压破碎等, 局部铁矿体发生褶皱

变形, 矿体形态和矿石质量受后期改造。接触变质

作用主要发生在侵入岩体与大理岩的接触部位, 形

成透镜状的矽卡岩矿物, 矽卡岩矿物以透辉石、透

闪石、石榴子石为主。 

2.2  矿体特征 

矿区内共圈定了几十条铁矿体, 3 条铁铜矿体, 

以矿区中部第四系为界, 将矿区分为南北两个矿带

(图 2)。北矿带整体近东西走向断续延伸约 5 km, 地

表出露宽度 3~150 m, 总体产状 320°~48°∠36°~70°; 

南矿带地表出露长度近 12 km, 地表出露宽度 2~32 m, 

总体产状 345°~23° 36°~70°∠ 。矿体主要赋存于含铁

白云质大理岩、硬绿泥石白云母石英片岩和白云母

石英片岩中以及大理岩和片岩的接触带上, 呈较稳

定层状、似层状或者透镜状断续产出, 受地层变形

控制, 矿体部分走向由北西转向北东, 层控特征明

显, 矿石整体品位 18%~53%, 平均品位达 38%, 局

部含铁白云质大理岩也能达到贫铁品位(20%)。主要

的铁矿体有 8 条, 编号 Fe1~Fe8(图 2), 典型矿体描

述如下:  

Fe1矿体: 位于北矿带中, 地表出露宽度 30~150 m, 

长约 600 m(图 3a), 钻孔中见矿厚度 101 m (图 3b), 

矿体顶底板均为含铁白云质大理岩, 受变辉长岩脉

侵位影响 , 矿体产状变化较大 , 东段北倾 , 西段发

生扭转 , 向南倾斜 , 呈透镜体状出露 , 矿体产状

358°~5° 35°~67°∠ 。主要矿石矿物为赤铁矿, 含少量

褐铁矿、菱铁矿, 局部见少量孔雀石、辉铜矿。 

Fe3 矿体: 位于南矿带中, 矿体地表出露宽 10~ 

35 m, 长约 1240 m, 钻孔见两层矿体, 厚度 10.7 m, 

矿体呈层状产于含铁白云质大理岩中(图 4a), 近东

西走向, 矿体倾向朝北, 矿体产状 334°~26° 43°~∠  

71°。主要矿石矿物为赤铁矿, 含少量褐铁矿。 

Fe7 矿体: 位于南矿带中, 矿体地表出露宽 6~ 

25 m, 长约 1900 m, 钻孔见四层矿体, 厚度 25.5 m, 

该矿体出露规模最大, 矿化较连续, 矿体呈层状产

于含铁白云质大理岩与硬绿泥石白云母石英片岩的

接触带 , 局部见石英脉与铁矿体紧密产出(图 4b), 

近东西走向 , 矿体倾向朝北 , 矿体产状 15°~50°∠ 

25°~68°。主要矿石矿物为赤铁矿、菱铁矿。 

2.3  矿石结构构造和类型 

矿区内矿石矿物主要为赤铁矿, 少量菱铁矿和

褐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白云石、铁白云石、

方解石、白云母、硬绿泥石, 少量的铁碳质、长石、

石榴子石、透辉石、透闪石、重晶石等, 硫化物主

要为辉铜矿和黄铜矿, 多与菱铁矿共生, 少量黄铁

矿。矿石中矿物呈现隐晶质、自形、半自形‒它形、

微晶结构, 组成矿石的粒状变晶结构、鳞片变晶结

构、变余砂状结构以及交代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

条带状、块状、浸染状, 野外露头和探槽中宏观的

条带状铁建造较为少见, 钻孔中常见铁矿石矿物和

脉石矿物组成的互层条带, 宽者可达 1~5 cm, 细者

只有 0.1~0.5 mm。依据矿物组成和条带的宽度将铁

矿石划分为以下 4种主要类型:   

石英‒赤铁矿型: 为矿区最主要的矿石类型,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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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绿泥石白云母石英片岩; 2. 硅化方解石大理岩; 3. 含铁白云质大理岩; 4. 变辉长岩; 5. 铁矿体; 6. 勘探线位置及编号; 7. 钻孔位置及编号。 

图 3  Fe1矿体地质简图(a)及 07号勘探线剖面和 Zk0701柱状图(b) 

Fig.3  Geologic schematic map of the Fe1 iron orebody (a),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exploration line number 07 and 
drilling core log of Zk0701 (b) 

 
石英(6%~55%)、赤铁矿和褐铁矿(50%~85%)组成 , 

白云母含量<5%, 占矿区总储量的 90%左右。在钻

孔中见到互层的毫米级‒厘米级的富赤铁矿条带和

石英条带(图 4d), 显微镜下常见次毫米级的互层条

带(图 4g)。 

石英‒白云母‒白云石‒方解石‒赤铁矿型: 由石英

(6%~23%)、白云母 (5%~15%)、白云石 +方解石

(10%~35%)、赤铁矿(25%~67%)组成, 该矿石类型规

模较小, 分布范围较广, 存在于多数矿体中。钻孔中

和镜下常见到铁矿石矿物和脉石矿物形成韵律层 , 

宽度从 0.25~25 mm不等(图 4e, h)。 

石英 ‒铁白云石 ‒赤铁矿型 : 包含铁白云石

(40%~70%)、石英(5%~15%), 赤铁矿(6%~28%)、白

云母(3%~5%)。该矿石类型含铁品位低, 多与石英‒

白云母‒白云石‒方解石‒赤铁矿型铁矿石和含铁白

云质大理岩互层产出。钻孔中和镜下常见到 0.35~ 

30 mm的石英和铁白云石条带和 0.1~0.5 mm的赤铁

矿条带互层(图 4f, i)。 

石英‒菱铁矿‒赤铁矿型: 由菱铁矿(20%~70%)、

石英(6%~18%)、赤铁矿(15%~55%)、白云母(1%~3%)

组成, 该类型矿石主要发育在 Fe7 矿体中。在探槽

矿石中见到 1~5 mm的石英条带和 1~5 cm的赤铁矿

和菱铁矿条带互层产出(图 4c)。 

3  矿床成因浅析 

前寒武纪条带状铁建造(BIF)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铁矿资源和地球早期特有的化学沉积建造类型 , 

广泛分布于太古宙‒古元古代(3.8~1.8 Ga)(李延河等, 

2012), 少量产于新元古代(850~542 Ma)(Cox et al., 

2013; Xu et al., 2014)。按其形成的构造地质环境、

岩石组合、规模、形成时代主要划分为 Algoma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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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名称缩写: Mb. 硅化方解石大理岩; Mbl. 含铁白云质大理岩; Fe. 铁矿体; Q. 石英脉; Hem. 赤铁矿; Qtz. 石英; Carb. 碳酸盐岩(白云石+

方解石); Ms. 白云母; Ank. 铁白云石。 

图 4  大红柳滩铁矿床野外、钻孔及显微照片 

Fig.4  Outcrops, drilling cores and microphotographs of the Dahongliutan iron deposit  
 

Superior型和 Rapitan型(Basta et al., 2011; Xu et al., 

2014)。Algoma 型 BIF 多形成在太古宙‒古元古代 

(3.8~1.8 Ga), 少数在新元古代, 规模相对较小, 赋

矿围岩多为变质基性‒中性火山‒沉积岩建造, 多形

成于岛弧‒弧后盆地和裂谷带等深水海洋还原环境

(Goodwin, 1962; Li et al., 2014), 新元古代 Algoma

型 BIF 多与 Rodinia 大陆裂解形成的火山活动相关

(Stern et al., 2013; Xu et al., 2014)。Superior型 BIF

多形成在古元古代(2.5~1.8 Ga), 规模普遍较大, 多

形成于被动大陆架等相对较浅的海洋环境, 与成熟

度较高的沉积岩共同产出, 沉积岩常为页岩、碳酸

盐岩、千枚岩、炭质千枚岩、硬砂岩等, 远离火山

活动中心, 火山物质的含量相对较少, 形成环境更

加氧化, 与喷流沉积作用有关(沈其韩, 1998; Klein, 

2005; 沈保丰, 2012; Li et al., 2014)。Rapitan型 BIF

是新元古代中最重要的铁建造类型, 与冰期成因岩

石(冰碛岩、混杂沉积岩、帽白云岩等)密切共生, 多

形成在浅海缺氧边缘盆地、冰期裂谷环境等, 与“雪

球地球 ”事件关系密切 , 产出时代主要对应

“Kaigas-Sturian” 和 “Marinoan” 冰 期 事 件 (Kaigas: 

757~741 Ma; Sturian: 718~660 Ma; Marinoan: 651~ 
635 Ma), 典型实例多发育在纳米比亚北部、澳大利

亚南部、加拿大、巴西等地。新元古代 BIF 的成因

模型主要有“雪球地球”模型(与全球冰期事件相关)、

“沉积喷气裂谷”模型(与基性火山作用密切相关)、

“缺氧盆地”模型(与新元古代时期深水洋盆缺氧富

铁事件和限制硫酸盐流入海洋相关 )(Klein and 

Beukes, 1993; Lottermoser and Ashley, 2000; Canfield 
et al., 2008; Babinski et al., 2013; Cox et al., 2013; 
Stern et al., 2013)。 

太古宙‒古元古代 BIF矿物组合主要为石英、磁

铁矿、赤铁矿、角闪石、辉石、绿泥石和少量菱铁

矿、铁白云石等碳酸盐矿物组成, 碎屑矿物少见, 其

中磁铁矿(赤铁矿)、角闪石、辉石等与石英常形成典

型的相互平行的条带和纹层, 宽窄不一, 从<2 mm, 

到>10 mm(李延河等, 2012)。新元古代 BIFs矿物组

合相对单一, 主要为赤铁矿, 少量或者不含磁铁矿, 

副矿物主要包括海硬绿泥石、蒙脱石、云母、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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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碳酸盐岩等, 宏观条带状铁建造不发育, 部分矿

床中几乎没有, 但是不同类型 BIF 的共性都是由地

球早期的海底火山热液喷气作用在缺氧的条件下形

成的(Klein and Beukes, 1993; Cox et al., 2013)。 

大红柳滩铁矿床产于震旦纪甜水海岩群的一套

浅变质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中 , 经历了铁质沉积

和变质改造两个阶段, 地质特征与主要的新元古代

条带状铁建造(BIF)吻合, 主要依据有:  

(1) 矿床形成与震旦纪(532~593 Ma)一套滨浅

海相碎屑沉积岩密切相关, 该套岩石原岩为泥质岩

‒碳酸盐岩类, 未出现明显的火山岩系列。 

(2) 铁矿带延伸达 15 km以上, 远景储量达 1亿

吨以上, 矿体主要产于含铁白云质大理岩中、片岩

与大理岩的接触带上, 规模大小不一, 局部矿体形

态复杂, 呈带状、层状‒似层状、透镜体状产出, 层

控特征明显, 出露范围达 400 km2。 

(3) 金属矿物以氧化物为主 , 主要为赤铁矿 , 

少量褐铁矿、菱铁矿。硫化物不发育, 主要为辉铜

矿、黄铜矿、少量黄铁矿。脉石矿物石英、白云石、

铁白云石、方解石、白云母、硬绿泥石等。上述矿

物多为铁铝硅酸盐和碳酸盐矿物。 

(4) 矿区内宏观条带状铁建造不发育 , 多见中

等‒微观条带 , 矿石矿物和脉石矿物形成十分明显

的韵律条带, 宽者 1~5 cm, 细者 0.1~0.5 mm。 

(5) 变余砂状结构的铁矿石以及隐晶质的赤铁

矿物颗粒 , 说明了该矿床形成时的原始沉积特征 , 

且矿石品位一般较低, 含铁量一般在 20%~53%之间, 

矿石和围岩中硅化十分强烈。 

(6) 矿石结构多为各种变晶结构, 围岩蚀变可见

硅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等; 矿体形成后, 又受到低

绿片岩区域变质作用和热液活动的影响和聚集作用, 

区域变质作用的影响使得各种矿物发生重结晶。 

大红柳滩铁矿床成矿过程未表现出与火山活动

相关, 因此矿床类型上不能归属为 Algoma 型 BIF; 

该矿床形成时代、矿石结构构造特征与 Rapitan 型

BIF 有可类比性, 但是矿区缺乏典型的冰期成因的

岩石(冰碛岩、混杂沉积岩、帽白云岩), 因此是否与

冰期成因有关, 还需进一步研究; 除时代上的差异

外, 矿床规模、围岩类型、矿体形态、矿物组合等

特征与世界典型的 Superior 型 BIF 类似, 如巴西

Quadrilatero Ferrifero 地区赋存在浅海相碎屑岩‒碳

酸盐岩建造 (白云岩和千枚岩 )中的古元古代 BIF 

(Spier et al., 2003, 2007)和南非古元古代 Transvaal

组中发育的 BIF(围岩为碳酸盐岩和页岩)(Klein and 

Beukes, 1989)。 

总结上述特征, 我们认为大红柳滩铁矿床成因

模型接近“缺氧盆地”模型, 这种新元古代 BIF 成因

模型反映的是新元古代晚期富铁缺氧洋盆 /深水盆

地的存在以及缺氧‒氧化循环事件的发生 , 其形成

机制类似太古宙‒古元古代 BIFs (Kump and Seyfried, 

2005; Canfield et al., 2008; Cox et al., 2013; Stern et 
al., 2013)。因此推断其形成过程为大红柳滩铁矿床

在新元古代缺氧和含铁的洋盆/深水盆地环境下, 在

氧气含量充足的条件下(海侵海退), 在海底热液活

动或者热水沉积作用的影响下, 同时伴随陆缘碎屑

物质的加入(如铁矿石中含有白云母等), Fe2+氧化形

成 Fe3+, 成矿物质初步富集沉淀形成赤铁矿层, 后

期在区域变质作用、岩浆侵入作用、表生淋滤作用

的影响下, 进一步富集成矿。 

对比之下, 中国前寒武纪条带状硅铁建造(BIF)

集中分布在华北板块, 其次在西昆仑甜水海地块、

华南板块等有少量产出, 华北板块 BIF 形成时代广

泛, 从 3.6 Ga到 1.8 Ga均有发育, 其中最重要的时

期是 2.8~2.5 Ga(沈其韩 , 1998; 沈保丰等 , 2004, 

2005; 王伟等, 2010; Zhang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2); 西昆仑甜水海地块塔什库尔干‒塔吐鲁沟一

带发育的 BIF 形成时代为 2.6~1.8 Ga(冯昌荣等 , 

2012); 新元古代 BIF(850~542 Ma)则主要分布在华

南板块(曾书明等, 2011; Li et al., 2014; Xu et al., 

2014)。矿床类型大致归属 Algoma 型 BIF(“鞍山式”

铁矿、“弓长岭式”铁矿), 典型矿床有西鞍山、东鞍

山、弓长岭、歪头山、张岭、南芬、水厂等铁矿床; 

Superior型 BIF(“袁家村式”铁矿、“镜铁山式”铁矿), 

典型矿床有袁家村、镜铁山、霍丘等铁矿床; Rapitan

型 BIF(“新余式”铁矿), 典型矿床有新余铁矿田、袁

家桥铁矿等(沈保丰等, 1982, 2006; 沈保丰, 2012; Li 

et al., 2014)。分布在华南板块的新元古代“石碌式”

铁矿, 其类型比较特殊, 为国内大型的高品位赤铁

矿床 , 赋矿围岩为一套火山‒碎屑沉积岩和碳酸盐

岩建造, 主成矿期时代为 930~850 Ma, 具多因复成

改造富化(火山‒沉积变质+构造改造+热液叠加)特

征, 主体归属为 BIF沉积成因+后期叠加改造矿床类

型, 与 Rodinia大陆裂解相关(许德如等, 2009; Xu et 

al., 2013, 2014)。 

从形成时代角度分析, 大红柳滩铁矿与新元古

代产出的“新余式”铁矿和“石碌式”铁矿较为接近。

但是, “新余式”铁矿赋矿地层为一套火山碎屑硅铁

质建造夹类复理石的泥砂质建造, 主要矿石矿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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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矿, 条带状构造十分发育, 成因类型为新元古

代 Rapitan型, 与 740~700 Ma的“Sturtian”冰期事件

密切相关, 为“雪球地球”成因模型(余志庆等, 1989; 

曾书明等, 2011; Li et al., 2014); “石碌式”铁矿为变

质火山成因的 BIF, 与华南地区地幔柱活动引发的

火山活动相关(Xu et al., 2014)。大红柳滩铁矿床从成

因类型上与“新余式”铁矿和“石碌式”铁矿存在一定

的差异, 但是, “石碌式”铁矿矿石矿物主要为赤铁矿, 

矿区内条带状构造不明显, 具“上 Fe、下 Cu”的双层

结构模式, 其成矿机理也反映了新元古代时期缺氧

富集 Fe2+的成矿环境(Xu et al., 2014), 因此大红柳

滩铁矿床在成矿环境和勘探研究方面可以类比“石

碌式”铁矿。除成矿时代上的差异外, 大红柳滩铁矿

床基本地质特征和成矿特征与“镜铁山式”铁矿比较

相似。“镜铁山式”铁矿以甘肃省镜铁山铁矿床为典

型, 国内类似的矿床还有甘肃省的陈家庙铁‒铜矿、

四川的满阴沟赤铁矿、辽宁省的羊山铁矿。其中镜

铁山含铜铁建造形成时代为中元古代(130980 Ma) 

(杨合群和赵东宏, 1999), 产于大陆裂谷/裂陷海盆

环境, 赋矿岩石为一套沉积碎屑岩系(千枚岩和碳酸

盐岩), 以含大量铁白云石为特点, 围岩变质程度较

低; 矿体与地层整合产出, 层控特征明显, 呈带状、

似层状、透镜体状等形态, 也呈现“上 Fe、下 Cu”的

双层结构模式; 主要矿石矿物为赤铁矿、镜铁矿、

菱铁矿、黄铜矿、黄铁矿等, 脉石矿物为碧玉、石

英、白云石、方解石、重晶石等, 铁矿石结构主要

为半自形粒状结构、叶片状结构、偶见残余鲕状结

构, 构造以层纹‒条带状构造最为常见, 次为块状、

浸染状和角砾状构造; 赤铁矿晶体呈尘埃状、针状、

板状和叶片状; 黄铜矿多与菱铁矿伴生, 该矿床地

质特征和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其为海底热液强烈喷流

沉积形成的产物, 在沉积过程中由于火山喷发、喷

气活动、浅海热液循环可促进下渗海水的对流循环, 

在对流循环过程中有用组分被搬到有利于成矿的氧

逸度并不高的相对半氧化、半还原条件下的海底盆

地沉积成矿(薛春纪等, 1997; 刘华山等, 1998; Sun 

et al., 1998; 杨建民等, 1999; 赵东宏等, 2001)。 

4  找矿标志及找矿意义 

4.1  找矿标志 

(1) 色调标志: 赤铁矿体的露头是最直接的找

矿标志, 矿(化)体从远处看呈红褐色、灰黑色, 近看

呈赤红色。 

(2) 地层标志: 矿体主要产于甜水海岩群的含

铁白云质大理岩中、大理岩与云母片岩的接触带上, 

铁矿体的空间分布受地层走向控制, 层控特征明显, 

可以指导寻找原生赤铁矿层, 在变辉长岩体侵入的

局部地层中能寻找富铁矿体。 

(3) 构造标志 : 次级和层间断层发育地段 , 有

利于成矿物质的改造富集, 褶皱构造的轴部由于矿

质流动有利于形成厚度巨大品位高的富铁矿体。 

(4) 围岩蚀变标志: 硅化、绢云母化、矽卡岩化、

孔雀石化等围岩蚀变是找矿重要的间接标志。 

(5) 矿物标志: 矿体地表赤铁矿、褐铁矿、孔雀

石、铜蓝等常形成“铁帽”等指示性找矿标志, 特征明

显, 是最为直接的找矿标志。 

(6) 地球物理标志: 由于矿区主要矿石矿物为

赤铁矿, 无明显磁性, 普通的磁法和激电法等效果

不大, 只能达到扫面或者深度小于 300 m 的效果, 

无法查明深部矿体的延伸、产状、形态、规模。EH-4

连续电导率剖面测量法效果良好, 矿体均显示良好

的低阻特征。 

4.2  找矿意义 

前寒武纪条带状硅铁建造(BIF)作为世界上最

大规模的铁矿类型, 受到国内外地质学家的广泛关

注, 我国 BIF 主要产于前寒武纪古老的区域变质岩

系中 , 是十分重要的铁矿类型 , 占全国总储量的

55.2%(沈保丰等 , 2005; 沈保丰 , 2012; Li et al., 

2014)。近年来, 在西昆仑甜水海地块塔什库尔干县

一带古元古代布伦阔勒群中相继发现了赞坎、莫喀

尔、叶里克、老并等多个大规模的 Algoma型 BIF, 其

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冯昌荣等 , 2012; 黄朝阳 , 

2014)。塔什库尔干‒塔吐鲁沟铁矿带东南部的黑黑

孜干‒大红柳滩一带产出的大红柳滩赤铁矿床、黑黑

孜干赤铁矿床、阿克萨依铁锰矿床, 地质特征类似, 

据上文中对大红柳滩铁矿床成因分析可知其地质特

征与世界典型的 Superior 型 BIF(该类型矿床一般规

模较大)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在成矿环境和勘探研究

方面可以与“石碌式”铁矿(典型矿床石碌铁矿储量

达 4.17 亿吨以上)(许德如等, 2009)类比, 地质特征

和成矿特征与“镜铁山式”铁矿(典型矿床镜铁山铁

矿储量约 4.84 亿吨)(薛春纪等 , 1997; 刘华山等 , 

1998; 许德如等, 2009)较为相似, 因此该带有寻找

大型‒超大型铁矿的潜力 , 可能成为西昆仑铁矿勘

探的下一步重点方向, 为我国西部提供新的铁矿资

源接替与储备基地。而且, 甜水海地块两个主要的

含铁沉积变质带中的矿床成因类型从与火山作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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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 Algoma 型 BIF(多形成在还原环境下的深水盆

地)向与火山作用无关的沉积变质型条带状铁建造

(多形成在更加氧化的浅滨海相环境)转变, 矿种由

磁铁矿向赤铁矿转变, 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对西昆

仑的构造演化有新的认识。 

5  结  论 

(1) 大红柳滩铁矿床构造位置处于西昆仑甜水

海地块, 产于震旦纪甜水海岩的一套浅滨海相碎屑

沉积岩‒碳酸盐岩建造中 , 矿体沿地层走向和深部

延伸较稳定, 目前勘探规模已达大型, 找矿潜力好, 

是西昆仑首次发现的新元古代沉积变质型条带状铁

建造(BIF), 地质特征与世界典型的 Superior 型 BIF

存在相似之处, 成矿环境和勘探模式与“石碌式”铁

矿可以类比, 地质特征和成矿特征与“镜铁山式”铁

矿较为相似。 

(2) 黑黑孜干‒大红柳滩一带产出大红柳滩赤铁

矿床、黑黑孜干赤铁矿床、阿克萨依铁锰矿床等数

个大中型铁矿, 地质特征类似, 该带可能成为西昆

仑地区继塔什库尔干‒塔吐鲁沟铁矿带之后又一个

具大型‒超大型找矿潜力的地区。与国内外同类的典

型矿床进行地质特征和成因机理的类比, 推断该带

的找矿成果可能会有更大的突破。通过对该矿床深

入的地质特征及勘探工作, 可以推进我国新疆地区

条带状含铁建造(BIFs)型铁矿研究和西昆仑的构造

演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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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 of the Dahongliutan Iron Deposit in the Tianshuihai Terrane, 
West Kunlun and its Prospecting Significance 

HU Jun1, 2, 3, WANG He1*, HAN Hongwei4, WEI Yong4 and MU Shenglu1, 2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Guangdong,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Wuhan Center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Wuhan 430205, Hubei, China; 4. Xinjiang Xindi Geological Exploration Company, Urumqi 830000,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newly discovered large Dahongliutan hematite-rich iron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Tianshuihai terrane, West Kunlun. This deposit is mainly hosted in a suite of Sinian greenschist facies-metamorphosed 

shallow marine siliciclastic-carbonate rocks of the Tianshuihai Group. Ore bodies are mainly interlayered with ferroan 

dolomitic marble, chloritoid muscovite-quartz schist and muscovite-quartz schist. The morphology of ore bodies, tex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ores and mineral assemblage show that the formation of iron ore underwent sedimentary diagenesis, 

metamorphism and late stage alteration. The deposit is of BIF-related sedimentary metamorphic type iron deposit related 

to anoxic and ferruginous basins. The iron deposit shows excellent exploration potential and is a new type of deposit in 

the West Kunlun orogenic belt, and indeed some large-scale Algoma-type BIFs associated with volcanic rock 

assemblage were discovered in the Paleoproterozoic Bulunkuole Group, Taxkorgan County. Deep research on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ore deposit will surely contribute to the iron deposit exploration in the Western Kunlun 

Range and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n BIFs in Xinjiang and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West Kunlun oroge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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