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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密市香山矿区钛铁矿矿床特征及远景评价 

张家新 

(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704大队 839000) 

摘 要 香山西段钛铁矿分布于基性、超基性杂岩体中，矿体严格受北东向构造控制，属晚期岩浆矿床。全岩矿化，厚度稳定，品位均 

匀，具有寻找大型钛铁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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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特征 2 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位于著名的黄山铜镍矿带香山矿区，其大地 

构造位置处于准噶尔一哈萨克斯坦洋壳板块与塔里 

木陆壳板块拼贴带的康古尔韧性剪切带中，北与吐鲁 

番一哈密地体相毗邻。 

区内出露地层为下石炭统雅满苏组一套中酸性 
一 中基性火山碎屑岩、安山岩以及正常沉积一砾岩、 

砂岩、粉砂岩夹炭质片岩等，其次为新生代第三系、第 

四系。区内褶皱构造不发育，断裂构造极为发育，以 

北东向断裂为代表。区内海西期岩浆活动强烈，酸性 
一 基性、超基性岩均有出露。钛铁矿矿床则产于香山 

西段基性、超基性杂岩体中，除钛铁矿外还有铜镍矿 

产出。 

2．1 概述 

含矿的香山西段基性、超基性杂岩体分布于康古 

尔韧性剪切带之次级构造香山断裂与黄山断裂相夹 

之楔型地块 内，长 4 250 m，宽 100～870 m，面积 

l 600 111 。杂岩体总的方向呈北东向展布，形态、产 

状复杂多变，在南向北东方向有明显差异，杂岩体狭 

缩部位走向北东45。，浅部外倾，深部内倾，呈坛形剖 

面形态，地表至深部赋存铜镍矿体；杂岩体膨大部位， 

走向北东58。，平面形态呈透镜状，剖面形态为一稍 

向南东陡倾的歪漏斗状。钛铁矿矿床则产于杂岩体 

膨大部位且受杂岩体中环状锥形裂隙控制，赋矿岩石 

为钛铁辉长岩(图 1)。 

图1 香山矿区钛矿地质草图 
1、风积岩石碎屑、砂砾、砂土；2．砾岩；3．流纹质凝灰岩；4．安山质凝灰岩；5．细粒闪长岩；6．钛铁辉长岩；7．灰绿色角闪辉长岩；8、灰白色角 

闪辉长岩；9 ‘灰白色中细粒辉长岩；10．角闪单辉橄榄岩；l1． 长玢岩脉；l2．逆断层；l3．超基性岩体编号；l4．钛铁辉长岩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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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矿体产出部位 

矿体分布于香山岩体西段杂岩体膨大部位，即 

25-71勘探线之间，矿体受杂岩体中环状锥形裂隙 

控制，共圈定 19个矿体，分南北两个矿带。南矿带为 

主矿带，长2 600 m，宽50～100 m，由l2个矿体组成， 

在图中只表示出其中主要的 I号、Ⅱ号和Ⅲ号矿体， 

其中I号矿体为主矿体；北矿体断续长1 300 m，宽50 

～ 200 m，由7个矿体组成，图中只标有Ⅳ号、V号矿 

体。矿体围岩为灰绿色一灰白色中细粒角闪辉长岩， 

在空间上以②号超基性岩体为中心，基本呈内倾的走 

向为南西一北东向的环形分布，矿体中部向外膨大， 

两端逐渐收敛，总体形态展布与杂岩体总的形态特征 

一 致。 

2．3 矿体地质特征 

按 TiO 边界品位5％圈定矿体，目前共圈定5个 

矿体。其中，南矿带 I、Ⅱ、Ⅲ号矿体在地表均有露 

头，矿体一般长400～1 000 m，最长2 500 m。倾斜延 

伸 100～240 m左右，水平厚度一般在 4～15 m，最厚 

达37 m。矿体赋存标高在 650～900 m之间。TiO： 

一 般5．5％～6．46％，最高 13．46％。三个矿体倾向 

均向北西，倾角一般为7O。～83。。北矿带Ⅳ、V号矿 

体在地表也有出露，矿体长400～900 m，水平厚度 

1～6 m，倾 斜延 深 160 111左 右， no2一 般 5％ ～ 

5．6％。二个矿体倾向均向南东，倾角75。～85。。上述 

五个矿体矿石与岩石具有物质成分、结构、构造的相 

似性，只是矿物含量稍有差异，而且矿体形态均呈走 

向南西一北东的似层状产出。矿体受杂岩体内环状 

锥形裂隙控制，使得南北两矿带矿体倾向相向产出， 

且南西较北东深，即矿体侵位方向从南西向北东。 

(1)规模、形态 

南北两矿带以I号矿体最大。矿体走向呈南西一 

北东向，倾向北西，倾角70。～80。，呈似层状形态产出， 

沿走向和倾向均有膨胀狭缩变化。矿体长2 084 m，水 

平厚度平均9．16 m，最厚25 m，矿体厚度变化较稳定。 

目前倾斜控制深度 160 m，向深部矿体厚度增大，品位 

增高。 

从已施工钻孔来看，南矿带与北矿带向深部有交 

汇趋势，总体表现出盆状特征。南矿带相对规模大， 

品位较高，均倾向北西，且向南西侧伏。向侧伏方向 

矿体不但厚度增大，品位亦有增高之趋势。北矿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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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小，共有7个矿体，品位相对较低，倾向南东。 

表l 香山西段钛铁矿矿体特征 

矿 

体 形 态 
规 模 (m) Ti(10 ) TFe(10 ) 

号 长 平均厚 最厚 平均 最高 平均 最高 

(2)矿石质量 

矿物成分：该矿床金属矿物主要以钛铁矿、钛磁 

铁矿、磁铁矿为主，其次有少量的赤铁矿、菱铁矿、黄 

铁矿、闪锌矿 、黄铜矿、磁黄铁矿、钛铁晶石、钙钛矿及 

褐铁矿。脉石矿物以辉石、基性斜长石、角闪石、钎闪 

石、绿泥石为主，其次为黝帘石、绢云母、方解石及石 

英等。 ’ 

有益、有害组分：矿石中主要有用元素是钛，其它 

可综合利用的元素为铁，其次为钒和钴，主要的有害 

元素为磷。 

(3)矿石结构、构造、共生组合 

矿石结构：以乳滴状结构，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为 

主，其次为海绵陨铁结构、共边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等。 

矿石构造：一般为浸染状、星点状、斑杂状构造， 

其次有斑点细脉状构造。 

矿物共生组合：主要金属矿物为钛铁矿，灰色，半 

自形板条状，粒度0．07～1 mill，最大 1．2 mill；其次有 

少量磁铁矿、黄铁矿 、磁黄铁矿和微量闪锌矿 、黄铜矿 

等。脉石矿物有斜长石、辉石 、褐色角闪石，绿泥石、 

绿帘石、绢云母等。 

(4)矿体储量 

该矿体储量上万吨，其中 I号矿体 TiO：储量占 

整个南矿带储量的80％，如再做一些工程可望达到 

大型矿床规模，且拌生组分V：O 可综合利用。 

2．4 矿体围岩特征及围岩蚀变 

围岩特征：矿体与围岩均为灰绿色中细粒钛铁辉 

长岩，矿体与围岩界线不清，以钛的含量划分界线。 

围岩蚀变：矿体围岩蚀变以绿泥石化为主，其次 

是碳酸盐化，钎闪石化及黝帘石化。 

2．5 控矿因素及找矿标志 

(1)控矿因素 

构造因素：香山大断裂控制了香山西段基性、超 

基性岩体的形成和分布，由于应力作用由它派生的北 

东向张扭性构造为导岩、导矿构造。环状锥形裂隙既 

是运矿又是储矿构造。 

岩浆因素：同期多次侵位的复合岩体中晚期侵位 

的岩体为含矿岩体，即是成矿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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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矿标志 

① 地表矿化露头为直接找矿标志；② 晚期侵位 

的基性岩体，沿环状裂隙分布地段为找矿标志；③ 

TiO：含量>2％上的基性岩地段为找矿标志；④ 重磁 

异常重合区和重力异常区为找矿标志。 

2．6 矿床类型 

从矿石结构、构造及全岩矿化来看，钛铁矿矿床 

成因是：深部岩浆经过熔离和结晶分异作用形成含钛 

的辉长岩浆，在岩浆房进一步重力结晶分异及流动分 

异作用下，在适当的构造条件下，先形成灰绿色一灰 

色含钛角闪辉长岩。在北东向多组断裂控制的封闭 

条件下，岩浆气液上升产生爆破，形成一系列以超基 

性岩为中心，长轴方向为北东向近似环状的锥形裂隙 

带，随后富含挥发分的钛岩浆沿裂隙侵位叠加成矿， 

应属晚期岩浆矿床。 

3 矿床远景评价 

I号矿体钛铁金属量可达大型规模，若把其它矿体储 

量加上，矿床规模还可增大，此外还有拌生矿床 

V 0 ，其含量可达万吨。(2)矿床类型好，全岩矿化， 

厚度稳定，品位均匀，属晚期岩浆矿床。金属矿物以 

钛铁矿为主，粒度较粗，属易选类型。(3)矿体出露地 

表，埋藏浅，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矿床易于开采。(4) 

该矿找矿潜力很大，除已发现的矿体外，地表还有可 

能发现新的矿体，深部可能找到隐伏矿体。 

总之，该矿床规模大、品位稳定、易采、易选，而且 

矿区内基性岩分布广泛，有望找到更大规模的矿床。 

矿区北30 000 m有庙尔沟居民点，西35 000 m为312 

国道，距哈密 135 000 m，在交通、水源、设备、生活物 

资供应等方面，有优越的条件。香山、黄山铜镍矿的 

开发，已成为新疆东部重要的铜镍矿生产基地，为该 

矿的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根据目前所掌握资料，共发现 19个矿体，仅 收稿：20o3—04—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接l4页) 

5 氯铜矿的成因、产状及找矿意义 

氯铜矿是在原生金属硫化物铜矿床氧化带呈次 

生矿物产出。 

原生的金属硫化物矿床的矿物或岩石，在风化作 

用从地表到潜水面上下的地段里水解作用和氧化作 

用非常强烈，硫化物发生很大的次生变化而形成金属 

硫化物矿床氧化带。金属硫化物矿床氧化带的矿物 

变化首先为硫化物被氧化呈硫酸盐，硫酸盐在极干旱 

条件下或硫酸盐浓度很高的条件下可以富集，并在氧 

化带形成稳定的硫酸盐组合以及碱金属和碱土金属， 

形成氧化物——氯铜矿。 

土屋铜矿床处于低山丘陵半沙漠地区，温度高， 

温差大、缺乏水分的干旱条件下，原生的金属硫化物 

铜矿石或岩石，经风化作用后形成金属硫化物铜矿床 

氧化带，氧化带受断裂破碎带的控制，在地表呈带状 

分布，氧化带深度一般为3O一40 m，个别地段可达 

50 m。氧化带由砂、砾和盐碱混杂，通称盐碱壳，矿石 

呈土黄、黄褐色，质地疏松、易碎。这一带富含有脉 

状、薄膜状、皮壳状和浸染状的绿色、兰绿色的矿物 
— — 氯铜矿。伴生有细小的黄铁矿、黄铜矿、斑铜矿、 

辉铜矿 、褐铁矿、黄钾铁钒。脉石矿物有石英、方解 

石、绿泥石、绢云母、重晶石等。氯铜矿是干旱地区寻 

找铜矿床典型的标志。 

氯铜矿是金属硫化物氧化带中的主要铜矿物 ，矿 

石矿物类型单一、易选，矿石中含铜品位为 0．1％ 一 

1．0％，主要为自由氧化铜，含铜量约59．9％。氯铜 

矿易溶于稀硫酸，用浸取法浸取铜可达93％以上，是 

容易浸出的。 

6 结 束 语 

土屋铜矿床是一个特大型的斑岩铜矿床，在地表 

氧化带含有较富的铜是干旱条件下形成的，次生铜矿 

物是氯铜矿。从该矿物的特征和 x射线衍射分析及 

电子探针分析成果也给予了证实，否定了多年来被误 

认为是孑L雀石矿物，为评价矿床提供了依据。氯铜矿 

是在气候干旱炎热条件下产生的次生矿物，是寻找铜 

矿床的指示矿物。 

氯铜矿与孑L雀石、硅孔雀石等是铜矿床氧化带的次 

生矿物，颜色均为不同的绿色，宏观上难以区别，但依据 

产出气候条件可以区别之，最简易的方法是氯铜矿在酸 

中溶解缓慢，不发泡，孔雀石遇盐酸会迅速溶解放出c02 

并发生气泡，微观 E可依矿物的特征对比论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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