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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矿产资源特征及其成矿规律

王丽瑛１），黄凡２），朵兴芳１），屠立鹏１）

１）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天津，３００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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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天津虽不是资源大省，但矿产资源种类较多，成矿类型较为复杂。本文总结了天津市辖区内矿产资

源的分布特征，并系统总结了矿产资源的时空演化规律：时间上，成矿作用发育持续时间长，按构造演化时段，可分

为太古宙、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５个时段，以元古宙为主要成矿期；空间上，可以划分为２个Ⅲ级、４个Ⅳ

级构造单元，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Ⅳ级构造单元的蓟唐裂谷中，油气、地热、地下水等矿产主要

分布在南部黄骅坳陷区。根据矿产时空分布规律和地质构造环境，将天津全域划分为２个Ⅲ级成矿带，６个Ⅳ级成

矿亚带，并厘定出１１个矿床成矿系列２２个亚系列，建立了区域成矿谱系，探讨总结了不同成矿作用、成矿单元与

成矿系列的演化趋势，认为沉积作用是天津最主要的成矿作用，形成的成矿系列呈现出由中元古代金属、非金属→

晚古生代、中生代能源矿产煤→新生代能源矿产石油、天然气的演化趋势；矿床成矿系列随着时间演化，在晚期不

同成矿单元内均呈现多样化特征。

关键词：矿产资源；成矿规律；成矿系列；区域成矿谱系；天津

　　“成矿规律”，系指矿床形成的空间关系、时间关

系、物质共生关系及内在成因关系等的总和（Ｙｕａｎ

Ｊｉａｎｑ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５）。就空间而言，它可以表现为在

各种地质构造单元中的分布规律（成矿区域）；就时

间而言，它可以表现为在地史上的分布规律（成矿时

代）；从物质的聚集来看，它可以表现为各种矿床类

型的形成以及有关矿床及矿种的共生规律（成矿系

列）。近年来，随着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中国矿

产地质志等一批全国性项目的部署实施，全国在区

域成矿规律研究方面取 得了重大突破 （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５；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尽管早在１９９４年由原地质矿产部统一

部署了天津市区域矿产总结研究工作，并首次对天

津区域成矿特征进行了总结?，但近年来天津市在

典型矿床、成矿地质背景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方面

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和成果（如，ＷａｎｇＬｉｙ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ＬｉｕＷｅｎｊｉｅ，２０１０；ＴｕＬｉｐｅｎｇ，２０１４；

ＷａｎｇＷｅｉ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ＷａｎｇＦｕ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至今仍未开展过系统地成矿规律研究。本文

在《中国矿产地质志·天津卷》基础上，通过对天津

市已发现的３６个矿种１４２个矿产地资料的梳理，系

统总结了天津矿产资源的特征及其成矿规律。

１　天津市矿产资源特征

天津市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成矿地质条件较

为复杂，形成的矿产资源种类多样，目前已发现能

源、金属、非金属、水气四大类矿产３６种、矿产地

１４２个，其中能源矿产２０个，金属矿产１２个，非金

属矿产５５个，水气矿产５５个（表１，图１）。

天津市矿产资源总体分布特征（图２）：能源矿

产相对丰富、地下水资源储量总量不足、金属非金属

矿产储量规模较小、但个别矿种具有特色和优势。

北部以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为主，南部以能源矿产为

主。其中，石油、天然气是优势矿产，其开发利用在



第１期 王丽瑛等：天津矿产资源特征及其成矿规律

表１　天津市已发现矿产资源分类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犿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犜犻犪狀犼犻狀

矿产分类 矿种数 矿种名称 已探明资源／储量的矿种

能源矿产 ５ 煤、石油、天然气、地热、煤层气 煤、石油、天然气、地热

金属

矿产

黑色金属 ２ 锰、铁 锰

有色金属 ３ 钨、钼、铜

贵金属 １ 金 金

非金属

矿产

矿物类非金属 ５ 硫铁矿、磷、透辉石、硼、重晶石 重晶石、硼

岩石类非金属 １５

石灰岩（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白云岩（冶金用白云岩、建筑用

白云岩、饰面用白云岩）、石英岩（冶金用石英岩）、天然石英砂（铸型用

砂）、天然油石、含钾岩石（含钾泥（白云）岩、含钾粗面岩）、海泡石黏土、

陶瓷黏土（陶瓷土）、其他黏土（砖瓦用黏土、水泥配料用黏土）、泥炭、辉

绿岩（建筑用辉绿岩）、石英二长岩（麦饭石）、花岗岩、大理岩、页岩（砖

瓦用页岩、水泥配料用页岩）

石灰岩、白云岩、含钾岩

石、黏土、陶瓷土、辉绿

岩、花岗岩页、页岩

其他非金属 ２ 贝壳、观赏石（叠层石、臼齿岩）

水气矿产 ３ 地下水、矿泉水、二氧化碳气 地下水、矿泉水

合计 ３６

注：引自《中国矿产地质志·天津卷》?，分类原则据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图１　天津已发现矿产地数按矿种分布饼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ｉｅｃｈａｒｔ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地热资源也是优势矿产，已探明

的中低温地热资源储量总量及开发利用程度居全国

前列。锰硼矿、陶瓷土、贝壳和海泡石是特色和优势

矿产。蓟州锰硼矿是全国唯一、世界罕见的由锰方

硼石组成的锰硼矿床（Ｘ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陶瓷土质量较好，仅蓟州小港陶瓷土矿一个

矿区资源储量已达超大型。贝壳属特殊矿种，天津

发育有世界三大贝壳堤之一———天津贝壳堤，具有

重要的科研价值。天津是我国北方首次发现的沉积

型海泡石产区，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沉积型海泡石

矿床（ＣｈｅｎＹｉｌｉ，１９９２；ＨｕａｎｇＸｕｅｇ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９６）。天津煤炭和含钾岩石资源潜力较大，但目前

尚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的经济技术条件，是潜在

优势矿产资源。天津淡水资源相对匮乏，地下水是

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保障供水安全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矿泉水也是重要矿产资源，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矿泉水已逐渐成为多数市民的饮

用水。另外，水泥用灰岩、建筑用白云岩、砖瓦用页

岩等大宗非金属矿产，在天津市城乡建设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２　天津矿产资源时空分布和演化规律

２１　矿产资源时间演化规律

天津成矿类型复杂，成矿作用从太古宙沿至第

四纪全新世均有发育，按构造演化时段，大致分为太

古宙、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５个时段。

２１１　太古宙

成矿作用主要发育在新太古代，构造旋回为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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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天津矿产资源分布和构造单元划分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台期，以沉积变质型铁矿作用为主，沉积环境为古岛

弧及周围海盆，以硅铁建造和基性火山沉积为主。

矿床产于古弧盆相早期拉张型伸展海底火山喷发

沉积建造中，与区域变质作用有关。含矿建造为遵

化岩群马兰峪组斜长角闪岩角闪斜长变粒岩磁铁

石英岩建造。以常州沟铁矿为代表。

２１２　元古宙

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中新元古代晋宁期，是天

津重要的成矿期。地质环境受古华北板块北缘裂陷

槽（燕辽裂陷海———古华北板块北缘的一支夭折裂

谷）控制。区域上，自长城纪常州沟期开始，在结晶

基底中因穹起而产生张家口平泉岩石圈断裂并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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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裂陷槽，在常州沟晚期开始沉降，至串岭沟期演

变为半封闭的浅海湖环境，在下营镇道古峪一带

形成了小港超大型陶瓷土矿；团山子期海盆继续扩

大，发生潮下泥质和砂质含铁白云岩沉积，形成了下

营式大型沉积含钾泥（白云）岩矿；大红峪期沉积范

围继续扩大，蓟州区处于沉积中心，沉积了５５０ｍ厚

的潮坪相砂岩、白云岩和潮坪相的叠层石白云岩，并

有大量的裂谷型富钾粗面岩和玄武岩的多次喷发，

下营一带形成了下营含钾粗面岩矿。

蓟县纪是裂陷作用消亡后向陆表海海槽转化的

阶段，以大规模海侵开始，总体处在以滨海为主的陆

表海环境，盆地构造较稳定，在海槽轴部凹陷较强

烈，形成巨厚的沉积物。沉积物总体呈面型分布，形

成了高于庄组、杨庄组、雾迷山组、洪水庄组和铁岭

组连续沉积地层。高于庄期，主要为陆表海的潮下

带和潮间带环境，由于山海关古陆和鲁西古陆的存

在，使本区一度成为半封闭—封闭环境，在前干涧—

东水厂—坝尺峪一带，在海底火山喷流参与下形成

蓟县式沉积改造型锰（硼）矿；杨庄期开始，由于滦县

上升运动的影响，海水北流，回归到沉降中心，氧化

作用明显，形成湖蒸发岩相的紫红色微晶白云岩；

雾迷山期地壳整体沉降，本区处于陆表海，为广阔的

潮坪环境，是典型的生物造礁时期，生物繁衍，藻席、

藻礁发育，形成巨厚的叠层石等微晶白云岩、泥岩，

此时岩浆作用微弱，成矿作用主要为沉积成因的冶

金用白云岩、建筑用白云岩和海泡石矿；洪水庄期地

壳继续抬升，海域缩小，为滞流还原低能的海湾环

境，在蓟州一带接受了以黑色泥岩为主的碎屑岩沉

积，形成了陶土矿和砖瓦用页岩矿；铁岭期由于地壳

的上升运动造成了铁岭组上、下两段间的区域性平

行不整合，早期为潮下潮间的环境，后期为潮下高

能环境，当时气候温暖，是藻类生物繁殖的又一个高

潮时期，在庄果峪一带形成了沉积型含锰质赤铁矿，

蓟州区城北部铁岭一带，形成了大范围的沉积型水

泥用灰岩矿和巨厚的叠层石。

待建纪经短暂的河流环境后随即处于滨海环

境，沉积中心转移到河北省涿鹿、怀来一带。该阶段

下马岭组底部形成了沉积型的铁锰矿化。随后大规

模的蔚县上升彻底完结了后裂陷槽的发展，本区与

邻区一起进入长达近五亿年的古陆环境。

进入新元古代，华北板块北缘逐渐上隆，古海与

元古宙亚洲洋最终分离，转而向东与徐淮胶辽古海

沟通，成为燕辽陆表海的一部分。

２１３　古生代

古生代天津经历了两次沉降和一次大规模的整

体抬升，第一次沉降发生在寒武纪至奥陶纪期间，形

成了滨海浅海相海侵旋回的泥岩和碳酸盐岩沉积；

第二次沉降始于中石炭世本溪期，止于晚石炭世太

原期，形成了海陆交互相含煤建造。二叠纪开始本

区地壳以上升为主，区内河湖发育，形成了河湖沼泽

相碎屑岩。

早古生代加里东期以灰岩、泥岩、页岩沉积为

主，岩浆活动微弱，变形构造不发育，成矿作用不

明显。

晚古生代华力西期，植物发育，以石炭—二叠系

海陆交互相含煤建造为主，是本区重要的煤炭资源

成矿时期；晚古生代二叠纪晚期至中生代三叠纪早

期，随着大陆裂解作用，沿着深大断裂幔源岩浆上

涌，发生强烈超基性碱性岩浆侵入，形成了岩浆型磷

矿，如马伸桥磷矿。

２１４　中生代

中生代是本区岩浆型矿床主要成矿期。从印支

晚期开始，是古亚洲构造体制向太平洋构造体制转

化的重要时期，印支晚期受太平洋板块俯冲影响，区

内发生板内造山运动，印支晚期和燕山期本区发生

大规模中酸性岩浆侵入，岩浆作用强烈，形成了本区

盘山、石臼等岩体。伴随着岩浆侵入，热液上涌，带

来了大量成矿物质，发生了钨、钼、金、硫铁多金属等

成矿作用，形成了沿河钨矿、沟河北钼矿等矿床；同

时岩浆与围岩发生接触变质、热液交代等作用，形成

了本区大理岩、重晶石等矿产，如双庵大理岩、小辛

庄重晶石等矿床。

２１５　新生代

古近纪从晚白垩世至古新世，天津处于隆起剥

蚀状态，在始新世早期孔店期转入喜马拉雅构造阶

段，由于受裂谷环境控制，地壳以垂直运动为主，不

均衡断陷发育。本区古近纪—新近纪的碎屑岩建造

中发育多套生储油气资源，为本区重要能源矿产成

矿期，形成了著名的北大港油气田和板桥凝析油气

田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集中分布在碎屑岩沉积组

合中，赋矿层位为古近纪的孔店组、沙河街组、东营

组及新近纪馆陶组和明化镇组，岩性为一套色调、成

分都很复杂的碎屑岩系。另外，本区古近纪—新近

纪的碎屑岩建造中发育丰富的地热资源，目前已探

明王兰庄、山岭子等多个地热田。

第四纪随着风化、沉积、搬运等作用的发育，形

成了麦饭石、泥炭、砖瓦用黏土、水泥配料黏土、铸型

３５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２０年

用砂、建筑用砂等矿产。

２２　矿产资源空间分布规律

空间上，天津可划分为２个Ⅲ级构造单元（燕辽

裂陷带、华北盆地），４个Ⅳ级构造单元（蓟唐裂谷、

冀中坳陷、沧县隆起、黄骅坳陷），区内地质构造复

杂，成矿作用发育极不均匀。全区只有北部少部分

地区基岩裸露，南部大部地区均被被第四系覆盖。

各类矿产空间分布规律性明显（图２）。

２２１　蓟唐裂谷

为天津市最北部的Ⅳ级构造单元，属Ⅲ级构造

单元燕山辽西裂陷带，是本区最重要的金属、非金

属、煤炭等矿产资源产出单元。包括三个Ⅴ级单元：

蓟州断凸、邦均断槽和蓟宝凸起（图２）。

２２１１　蓟州断凸

分布于天津市蓟州北部山区，以山前断裂为界。

该区虽然范围不大，但是地质环境复杂，矿产种类多

样，是天津最重要的固体矿产成矿单元，以中新元古

代沉积成矿作用为主，由于火山作用的参与，形成了

特殊的矿产，晚古生代晚期至中生代早期，发生幔源

岩浆的侵入作用，中生代印支晚期和燕山期，中酸性

岩浆侵入作用强烈，形成了各类与岩浆侵入作用有

关的矿床。

中元古代早期大地构造环境为裂谷环境。与之

有关的矿产有陶瓷土矿、含钾泥岩矿、含钾粗面

岩矿。

中元古代蓟县纪开始，裂谷消亡，演变为陆表海

盆地相，海侵加剧，形成大范围的巨厚层碳酸盐岩沉

积，以沉积成矿作用为主，与之有关的矿产有著名的

蓟县式锰硼矿、白云岩矿、海泡石矿、砖瓦用页岩矿、

水泥用灰岩矿、赤铁矿等。

晚古生代晚期至中生代早期，在大陆裂解作用

下，地幔物质沿深断裂上涌，形成超基性碱性的马伸

桥透辉岩杂岩体和朱耳峪正长岩体，其中发育岩浆

型磷矿；中生代印支晚期开始至燕山期，在太平洋板

块作用下，华北陆块东缘活动性增强，构造变形及岩

浆活动强烈，形成了盘山和石臼杂岩体和大量与岩

浆热液作用有关的矿产。在蓟州黄花山、东山、龙福

寺一带，形成了并与燕山晚期闪长岩脉有关的金矿，

如黄花山金矿、东山金矿等，均为小型规模；在蓟州

沿河村一带盘山岩体内接触带，发育沿河等小型石

英脉型钨矿；在蓟州刘吉素、小辛庄、小西沟一带，形

成了小辛庄、刘吉素等小型低温热液型重晶石矿床；

此外，铜、钼、硫铁等已发现的矿床全部为接触交代

型（矽卡岩型）矿床，产于盘山、石臼岩体与围岩接触

部位矽卡岩带，其中，钼矿分布于蓟州沟河北村一

带，铜矿产于盘山岩体西部大石峪一带，硫铁矿分布

于蓟州石臼一带。

在本单元的东北部边缘，为冀东太古宇老变质

岩系的西缘，由于分布面积较小，未单独划分构造单

元。出露的变质岩主要为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和二

长片麻岩，以沉积变质型铁矿作用为主，沉积环境是

古岛弧及周围海盆，以硅铁建造和基性火山沉积为

主，含矿建造为遵化岩群马兰峪组斜长角闪岩角闪

斜长变粒岩磁铁石英岩建造。形成的矿产主要为

沉积变质型铁矿，以常州沟和黄花山小型铁矿为代

表。此外，在本单元局部有第四纪沉积型泥炭、砂矿

和盘山风化型麦饭石矿等。

２２１２　邦均断槽

位于天津市偏北部，北部与蓟州断凸相邻，南部

为蓟宝凸起。为
!

溜断裂与东二营断裂所夹持的中

生代沉积凹陷，是重力低值、航磁高值区（为侏罗

系—白垩系分布的典型特征），揭露中生界为侏罗系

髫髻山组和土城子组，厚１８７～７４６ｍ，其中见有多层

煤层。本区成矿主要为侏罗纪煤沉积成矿作用，煤

层主要见于蓟州邦均一带，依所钻蓟８、蓟１４两孔

均见到煤系地层?，含煤３～１１层，其中两层可采。

可采煤层厚度３．２２～４．５４ｍ，见煤深度５８～１２３ｍ，

其中蓟８孔分别见可采煤层两层，蓟１４孔见三层

煤，厚度分别为１．１３ｍ、０．３５ｍ 和１．７４ｍ。该单元

是浅覆盖区最有希望的煤成矿远景区。

另外本区有第四纪沉积作用形成的张庄泥炭

矿点。

２２１３　蓟宝凸起

本单元为第四系浅覆盖区。中新元古界缺失下

马岭组沉积，石炭—二叠纪沉积环境稳定，地层发育

齐全，形成重要的含煤建造；岩浆活动微弱，有小规

模下仓霏细斑岩侵入；构造以下仓向斜为代表，褶皱

轴向北西西至近东西向。由于缺失侏罗系—白垩

系、古近系—新近系，形成了中生代、古近纪—新近

纪隆起区，第四系厚度３０～３５０ｍ。

本单元矿产以煤炭为主，煤炭分布于蓟州下仓

一带，可采煤层赋存于上石炭统太原组下段、下二叠

统太原组上段、中下二叠统山西组。含煤地层顶板

埋深１００～５００ｍ，共见煤２１层，其中确定编号者１４

层，可采煤６层。本单元是天津最重要的煤成矿远

景区域，目前已探明大高庄井田和大杨各庄井田，前

者为大型、后者为中型。本单元南部分布有宝坻地

热异常区，有一定的地热资源潜力。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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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沧县隆起

位于天津市深覆盖区中部，北东向展布，为赋存

能源矿产的重要单元，主要包括石炭—二叠煤炭资

源和地热资源。本单元进一步划分为王草庄凸起、

八门城凸起、潘庄凸起、双窑凸起、大城凸起、小韩庄

凸起共６个五级构造单元。

在王草庄凸起，侏罗系中有煤系地层分布，单元

南部分布有周良庄地热异常区。

在八门城凸起，石炭—二叠系厚２００～１０００ｍ，

见多层可采煤，有一定的找矿前景。

在潘庄凸起，石炭—二叠系中煤系地层发育，埋

藏一般小于１２００ｍ，有一定的找矿潜力；分布有潘庄

地热异常和山岭子地热异常区，目前已探明山岭子

地热田、潘庄芦台地热田和宁河汉沽地热田，地热

资源潜力较大。

在大城凸起，石炭—二叠系煤系地层发育，已见

有多层煤层，埋深一般小于１３００ｍ，有一定的资源潜

力；其西部分布有王庆坨地热异常区，已探明静海地

热田，地热资源潜力较大。

在双窑凸起，赋存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分布有

王兰庄地热异常区和唐官屯地热异常区，目前已探

明大型王兰庄中低温地热田。

在小韩庄凸起，石炭—二叠系煤炭资源远景区

域，同时具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分布有万家码头地热

异常区，目前已探明万家码头大型地热田。

２２３　冀中坳陷

位于深覆盖区北部，南、东部与沧县隆起相邻，

是石炭—二叠和侏罗系煤炭资源有利的远景区域，

在中南部赋存有地热资源，可进一步划分为河西务

凸起、武清凹陷、杨村斜坡、黑狼口凹陷、孙校庄凹陷

共５个Ⅴ级构造单元。

在河西务凸起，钻探揭露基岩为奥陶系，盖层为

新生界。成矿作用不明显。

武清凹陷为石炭—二叠系和侏罗系煤炭资源远

景区域，在南西部河北省境内已发现工业煤层和煤

层气资源，本区已发现较多找矿线索，但因埋藏较

深，目前工业意义不大。

杨村斜坡为侏罗系煤炭资源发育区域，埋藏较

深，目前工业意义不大；本单元南部分布有王庆坨地

热异常，中部已探明武清地热田。

黑狼口凹陷为侏罗系煤炭资源潜力较大区域，

亦埋藏较深。

在孙校庄凹陷，侏罗系煤炭资源埋藏较深，本单

元北部分布有周良庄地热异常区，目前已探明周良

庄地热田，地热资源有一定的潜力。

２２４　黄骅坳陷

位于深覆盖区南东部，西北部与沧县隆起相邻。

该区为天津市最重要的能源矿产产区，发育有丰富

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地热资源及煤炭资源。该区可

进一步划分为杨家泊凸起、于家岭凸起、北塘凹陷、

塘沽凸起、白塘口凹陷、板桥凹陷、港西凸起、歧口凹

陷共８个Ⅴ级构造单元。

杨家泊凸起为石炭—二叠系和侏罗系煤炭资源

的远景区域，并且地热资源也有一定的潜力，已发现

看财庄地热异常区。

于家岭凸起为侏罗系煤炭资源的远景区域，地

热资源也有一定的潜力，已发现桥沽地热异常区。

在北塘凹陷，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已探明有

塘沽油田。

在塘沽凸起，地热资源丰富，已探明滨海地

热田。

在白塘口凹陷，侏罗系煤炭资源有远景。

在板桥凹陷，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已探明有板

桥凝析油气田及大张坨凝析气藏和千米桥古潜山

气田。

港西凸起为石炭—二叠系和侏罗系煤炭资源的

远景区域，并且该区油气资源亦较为丰富，南部区域

已探明港西、港东等油气田区块，属北大港油气田一

部分。

歧口凹陷为侏罗系煤炭资源的远景区域。该区

油气资源丰富，已探明有北大港油气田和周清庄油

气田，并且区内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南部已发现沙井

子地热异常区。

３　区域成矿规律

３１　成矿区带划分

天津Ⅰ～Ⅲ级成矿区带划分按照徐志刚、陈毓

川等（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全国统一划分方案

进行。Ⅰ级成矿单元为Ⅰ４滨太平洋成矿域，Ⅱ

级成矿单元为Ⅱ１５华北（陆块）成矿省。根据矿

产时空分布规律和地质构造环境，在全国Ⅲ级成

矿区带划分方案（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基础

上，天津可划分为华北陆块北缘东段铁铜钼铅锌

银锰磷煤膨润土成矿带（Ⅲ５７）和华北盆地（断坳）

油气成矿区（Ⅲ６２）２个Ⅲ级成矿带（ＷａｎｇＬｉｙｉ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６个Ⅳ级亚带、４个Ⅴ级成矿区（表２、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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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天津成矿区带划分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ａｒｅａｓ／ｂｅｌｔ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２　成矿系列划分

矿床成矿系列是指在一定的地质历史期间或构

造运动阶段，在一定的地质构造单元及构造部位，与

一定的地质成矿作用有关，形成一组具有成因连续

的矿床组合自然体。成矿系列划分五个序次：矿床

成矿系列组（矿床成矿系列组和／矿床成矿系列类

型）、矿床成矿系列、矿床成矿亚系列、矿床式（矿床

类型）、矿床。

３２１　Ⅲ５７成矿带

（１）马兰峪绥中（次级隆起）铁金铅锌成矿亚带

（Ⅳ５７③）：本成矿亚带主要分布在天津东北部边

缘，为新太古代遵化岩群裸露区，是冀东太古宙陆核

边缘地带。属“Ａｒ３１华北陆块中东部与新太古代

早期构造旋回有关的Ｆｅ、Ｃｕ、Ｚｎ、Ａｕ多金属矿床成

矿系列”，“Ａｒ３１
３冀东（华北陆块北缘中段）与新太

古代前期硅铁建造有关的Ｆｅ矿床成矿亚系列”（表

３）。Ａｒ３１
３矿床成矿亚系列中，主要发育有常州村、

黄花山等新太古代沉积变质型铁矿，反映了地球早

期铁的成矿演化特征，说明了在新太古代陆核增生

拼接阶段，铁随着火山喷发、沉积，经多期变质变形，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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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天津市成矿区（带）划分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犜犻犪狀犼犻狀

全国划分 本市划分 本市划分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Ⅰ４滨太

平洋成

矿域

Ⅱ１５华北

（陆块）

成矿省

Ⅲ５７华北陆块北缘

东段铁铜钼铅锌银锰

磷煤膨润土成矿带

Ⅲ６２华 北 盆 地 （断

坳）油气成矿区

Ⅳ５７③马兰峪绥中（次级隆起）铁金铅

锌成矿亚带

Ⅳ５７②燕辽（次级坳陷、拉张）铜钼铅锌

银金铁锰磷煤成矿亚带

Ⅳ６２①开滦煤、煤层气成矿亚带

Ⅳ６２②冀中煤、煤层气成矿亚带

Ⅳ６２③沧县煤、煤层气、地热成矿亚带

Ⅳ６２④黄骅石油、天然气、地热成矿亚带

Ⅴ５７③１蓟州遵化铁金成矿区（Ａｒ３、

Ｐｔ２）

Ⅴ５７②１平谷蓟州钨钼铜金铁锰磷成矿

区（Ｐｔ２－３、∈、Ｏ）

Ⅴ６２①１三河蓟州煤成矿区（Ｐｔ２－３、Ｊ）

Ⅴ６２①２ 蓟州玉田煤、煤层气成矿区

（Ｐｔ２－３、Ｐｚ）

最终形成鞍山式沉积变质铁矿的成矿作用过程。

（２）燕辽（次级坳陷、拉张）铜钼铅锌银金铁锰煤

成矿亚带（Ⅳ５７②）：本成矿亚带为天津重要的成

矿区带，反映了在太古宙基底形成后，从中元古代开

始，由裂谷环境到裂谷夭折后，陆表海沉积到中生代

板内构造岩浆作用和新生代表生作用的地质构造演

化及其成矿作用特征。中新元古代以沉积成矿作用

为主，发育Ｐｔ２１Ｓ—Ｐｔ２１Ｉ系列（组），包括Ｐｔ２１Ｓ沉

积成矿系列和Ｐｔ２１Ｉ岩浆成矿系列２个成矿系列、８

个成矿亚系列（表２）。串岭沟期本区主要以泥页岩

沉积为主，发育有小港超大型陶瓷土矿，形成本区与

沉积作用有关的Ｐｔ２１
９泥页岩成矿亚系列；另外，串

岭沟期区域上发育有铁的继承性沉积成矿，形成宣

龙式铁矿，但本区成矿不显著，仅发现局部菱铁矿矿

化。大红峪期裂谷阶段的大规模钾质火山喷发溢

流，形成下营含钾粗面岩矿床，构成本区与火山活动

有关的Ｐｔ２１
６ 含钾粗面岩成矿亚系列。团山子期

和大红峪期含钾泥岩和含钾白云岩的沉积，构成本

区与沉积作用有关的Ｐｔ２１
７含钾泥岩成矿亚系列。

到高于庄期裂谷夭折后陆表海锰的沉积成矿，形成

著名的蓟县式锰硼矿床，构成本区与海相沉积作用

有关的Ｐｔ２１
８Ｍｎ、Ｂ成矿亚系列。雾迷山期及高于

庄期大量白云岩沉积，形成冶金用白云岩、建筑用白

云岩及饰面用白云岩矿床，划分出Ｐｔ２１
１０与海相沉

积有关的白云岩成矿亚系列；另外，在雾迷山中晚

期，随着夏庄子沉积型海泡石矿床的发现，划分出

Ｐｔ２１
１１与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的海泡石成矿亚系列。

本区铁岭期沉积的碳酸盐岩中发育一系列水泥用灰

岩矿床，构成本区Ｐｔ２１
１２与海相沉积有关的水泥用

灰岩成矿亚系列。本区铁岭期和下马岭期，本区亦

发生铁、锰的继承性的沉积作用，但成矿作用不强，

但在区域上形成四海式沉积型铁矿和麻黄峪式铁锰

矿，将其一同划入Ｐｔ２１
１３与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的铁

锰成矿亚系列。

加里东期本成矿区带成矿作用不显著。华力西

晚期—印支中早期，随着地壳演化，在陆表海盆地裂

陷中，陆壳强烈拉伸，地幔上隆，发生超基性碱性岩

浆侵入作用，形成马伸桥、朱耳峪等与超基性碱性有

关的岩浆型磷矿床，形成其中一个亚系列，为Ｐｚ２９
５

与碱性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铁、磷矿床成矿亚系列，

区域上属于Ｐｚ２９Ⅰ华北陆块北缘与华力西—印支

旋回构造岩浆作用有关的 Ａｕ、Ｃｕ、Ｆｅ、Ｃｒ、Ｎｉ、Ｖ、

Ｔｉ、ＰＧＥ、Ｐ、萤石、膨润土矿床成矿系列组（表３）。

印支晚期，进入板内强烈造山和岩浆活动阶段，

发育了广泛的有色金属、贵金属及非金属成矿作用。

印支期盘山中酸性岩体内接触带形成沿河中高温石

英脉型钨钼矿床；岩体外接触带发育沟河北、石臼等

矽卡岩型铜钼硫铁矿床及磁铁铅锌等矿化，在碳酸

盐岩中发育热接触变质成因的双庵大理岩矿床；远

离岩体发育有低温热液型小辛庄、刘吉素等重晶石

矿床，构成印支晚期独具特色的矿产分布格局，形成

Ｍｚ４５ 京津冀与印支期花岗岩有关的 Ｗ、Ｍｏ、Ｃｕ、

Ｐｂ、Ｚｎ、Ａｇ、非金属矿床成矿亚系列，区域上属 Ｍｚ４

华北陆块北缘与印支—燕山期中酸性岩浆侵入喷

发活动有关的 Ａｕ、Ａｇ、Ｐｂ、Ｚｎ、Ｍｏ矿床成矿系列

（表３）。

燕山期金成矿作用显著，在古老结晶基底成矿

的基础上，随着强烈构造岩浆活动，金成矿物质活化

迁移，沿断裂和薄弱地带上侵，在盖层中形成黄花

山、东山、龙福寺等石英脉型和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形成 Ｍｚ４４冀东与印支—燕山期花岗岩类有关的

Ａｕ成矿亚系列（表３）。

喜马拉雅期以隆升剥蚀侵蚀作用为主，形成一

系列表生作用为主的矿床，发育有石英砂和建筑用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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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天津矿床成矿系列划分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狊犲狉犻犲狊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狋犪犫犾犲狅犳犜犻犪狀犼犻狀

代号 矿床成矿系列（组） 矿床成矿系列或亚系列 矿床式 相关地质体

Ａｒ３１
华北陆块中东部与新太古代早期构造旋回

有关的Ｆｅ、Ｃｕ、Ｚｎ、Ａｕ多金属矿床成矿系列

Ａｒ３１３冀东（华北陆块北缘中段）

与新太古代前期硅铁建造有关的

Ｆｅ矿床成矿系列

石人沟式铁矿 遵化岩群变质岩系

Ｐｔ２１Ｓ

Ｐｔ２１Ｉ

华北陆块中、东部与中元古代构

造旋回岩浆沉积作用有关的

Ｆｅ、Ｔｉ、Ｖ、Ｍｎ、Ｐｂ、Ｚｎ、非金属矿

床成矿系列组

沉积成矿

系列

岩浆成矿

系列

Ｐｔ２１９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

关的泥页岩矿床成矿亚系列

Ｐｔ２１８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

关的 Ｍｎ、Ｂ矿床成矿亚系列

Ｐｔ２１１０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

关的白云岩矿床成矿亚系列

Ｐｔ２１１１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

关的海泡石矿床成矿亚系列

Ｐｔ２１１２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

关的水泥灰岩矿床成矿亚系列

Ｐｔ２１１３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

关的Ｆｅ、Ｍｎ矿床成矿亚系列

Ｐｔ２１７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

关的含钾泥岩成矿亚系列

Ｐｔ２１６京津冀与火山作用有关的

含钾粗面岩成矿亚系列

小港式陶瓷土

庄果峪式砖瓦用页岩

蓟县式锰硼矿

白马泉式冶金用白云岩

董家沟式建筑用白云岩

伯王庄式大理石

夏庄子式海泡石

东营房式水泥用灰岩

四海式

麻黄峪式

团山子式含钾泥岩

下营式含钾粗面岩

串岭沟组页岩建造

洪水庄组页岩建造

高于 庄 组 碳 酸 盐 岩

建造

雾迷 山 组 碳 酸 盐 岩

建造

高于 庄 组 碳 酸 盐 岩

建造

雾迷 山 组 碳 酸 盐 岩

建造

铁岭组碳酸盐岩建造

铁岭组碳酸盐岩建造

下马岭组碎屑岩建造

团山子组—大洪峪组

碳酸盐岩碎屑岩建造

大红峪期火山岩建造

Ｐｚ２８

华北陆块与石炭纪—二叠纪沉积作用有关

的煤、铝土矿、ＲＥＥ、稀散元素、耐火黏土、膨

润土、石膏、碳酸盐岩矿床成矿系列

Ｐｚ２８４华北陆块东北部（冀辽）煤、

铝土矿、耐火黏土矿床成矿亚

系列

开滦式煤
石炭—二叠含煤建

造

Ｐｚ２９Ⅰ

华北陆块北缘与海西—印支旋回构造岩浆

作用有关的Ａｕ、Ｃｕ、Ｆｅ、Ｃｒ、Ｎｉ、Ｖ、Ｔｉ、ＰＧＥ、

Ｐ、萤石、膨润土矿床成矿系列组

Ｐｚ２９５ 华北陆块北缘与碱性基性

超基性岩有关的铁、磷矿床成矿

亚系列

矾山式磷
海西晚期—印支早

期超基性碱性岩

Ｍｚ２３４

华北陆块及周边中生代后期盆地与陆相盆

地碎屑岩、泥质岩有关的煤、油页岩、矿床成

矿系列

Ｍｚ２３４６ 京津冀盆 地 煤 成 矿 亚

系列
下花园式煤 侏罗纪含煤建造

Ｍｚ４

华北陆块北缘与印支—燕山期中酸性岩浆

侵入喷发活动有关的 Ａｕ、Ａｇ、Ｐｂ、Ｚｎ、Ｍｏ

矿床成矿系列

Ｍｚ４４冀东与印支—燕山期花岗

岩类有关的Ａｕ成矿亚系列

Ｍｚ４５ 京津冀与印支期花岗岩有

关的 Ｗ、Ｍｏ、Ｃｕ、Ｐｂ、Ｚｎ、Ａｇ、非

金属矿床成矿亚系列

黄花山式金

盘山式钨

寿王坟式铜

沟河北式钼

双庵式大理岩

石臼式硫铁

小辛庄式重晶石

燕山晚期闪长岩

印支晚期花岗岩

印支晚期中酸性岩

矽卡岩、大理岩带

碳酸盐岩中断裂角

砾岩带

Ｋｚ２２ Ｓｏ２渤海湾盆地油气成矿系列
Ｓｏ２２大港油田油气成矿亚系列 北大港式油气 黄骅坳陷

Ｓｏ２５华北油田油气成矿亚系列 西阳台式油气 冀中坳陷

Ｋｚ３８
Ｓｔ４东北华北泥炭

成矿系列（组）

Ｓｔ４２华北泥炭

矿床成矿系列
Ｓｔ４２１京津冀泥炭矿床成矿亚系列 大汪庄式泥炭 华北平原北缘

Ｑ７
北方第四系风积冲积黏土黄土矿床成矿

系列

Ｑ３５ 京津冀第四系砂矿成矿系列

Ｑ３６ Ｓｗ１１华北风化壳黏土类矿床成矿系列

Ｓｐ１７１京津冀砖瓦用黏土矿床成

矿亚系列

Ｓｐ１７２京津冀水泥配料黏土矿床

成矿亚系列

白马 泉 式 水 泥 配 料

黏土

Ｓｐ１８１京津冀建筑用砂成矿亚

系列

Ｓｐ１８２京津冀石英砂矿床成矿亚

系列
礼明庄式石英砂

Ｓｗ１１１京津冀麦饭石矿床成矿亚

系列
官庄式麦饭石

第四系黏土建造

第四系碎屑岩建造

第四系碎屑岩建造

石英二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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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矿床，根据全国矿床成矿系列划分方案（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新厘定了Ｓｐ１８１建筑用砂

成矿亚系列和Ｓｐ１８２石英砂成矿亚系列，区域上属

Ｑ３５京津冀第四系砂矿成矿系列；Ｓｐ１７１京津冀

砖瓦黏土成矿亚系列和Ｓｐ１７２水泥配料黏土成矿

亚系列，区域上属 Ｑ７北方第四系风积冲积黏土

黄土矿床成矿系列；Ｓｔ４２１京津冀泥炭矿床成矿亚

系列，区域上属Ｋｚ３８Ｓｔ４东北华北泥炭成矿系列

（组）和Ｓｔ４２华北泥炭矿床成矿系列；Ｑ３６华北风

化壳黏土类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所属的Ｓｗ１１１京津

冀麦饭石矿床成矿亚系列（表３）。

３２２　Ⅲ６２成矿带

在Ⅲ６２成矿带中包含４个Ⅳ级区带。

（１）开滦煤、煤层气成矿亚带（Ⅳ６２①）：本亚

带为浅覆盖区，成矿作用演化不齐全，主要发育晚古

生代华力西期和中生代燕山期聚煤作用，是煤和煤

层气远景区域。划分了２个Ⅴ级成矿区：Ⅴ６２①１

三河蓟州煤成矿远景区（Ｐｔ２－３、Ｊ）和Ⅴ６２①２蓟

州玉田煤、煤层气成矿区。前者为侏罗纪断陷盆

地，已发现多层可采煤层，埋藏浅，有一定的找矿前

景，新厘定为 Ｍｚ２３４
６ 京津冀陆相盆地煤、煤层气成

矿亚系列，属Ｍｚ２３４华北陆块及周边中生代后期盆

地与陆相盆地碎屑岩、泥质岩有关的煤、油页岩矿床

成矿系列；后者发育石炭—二叠纪海陆交互相含煤

建造，含有多层可采煤层，已发现并勘查的大高庄、

大杨各庄等煤（井）田，属 Ｐｚ２８华北陆块与石炭

纪—二叠纪沉积作用有关的煤、铝土矿、ＲＥＥ、稀散

元素、耐火黏土、膨润土、石膏、碳酸盐岩矿床成矿系

列，Ｐｚ２８
４华北陆块中部（冀辽）煤、铝土矿、耐火黏

土矿床成矿亚系列（表３）。

（２）冀中煤、煤层气成矿亚带（Ⅳ６２②）：本亚

带位于宝坻断裂以南的深覆盖区，为新生界埋藏基

岩凹陷区，构造单元与冀中坳陷对应。由于工作程

度较低，未划分Ⅴ级成矿区。带内成矿作用始于晚

古生代华力西期石炭—二叠纪海陆交互相聚煤作

用，已发现多层可采煤层，属Ｐｚ２８华北陆块与石炭

纪—二叠纪沉积作用有关的煤、铝土矿、ＲＥＥ、稀散

元素、耐火黏土、膨润土、石膏、碳酸盐岩矿床成矿系

列，Ｐｚ２８
４华北陆块中部（冀辽）煤、铝土矿、耐火黏

土矿床成矿亚系列。中生代燕山期侏罗纪发生陆相

聚煤作用，属Ｍｚ２３４华北陆块及周边中生代后期盆

地与陆相盆地碎屑岩、泥质岩有关的煤、油页岩矿床

成矿系列，Ｍｚ２３４
６ 京津冀陆相盆地煤、煤层气成矿

亚系列。带内石炭—二叠和侏罗系含煤建造分布较

广，亦含多层可采煤层，但与浅覆盖区相比埋藏较

深，目前工业价值不大。喜马拉雅期发生石油天然

气成矿作用，已发现多处油气显示，在紧邻的南部河

北省已发现工业油气流，是石油天然气找矿远景区

域，属Ｋｚ２２Ｓｏ２渤海湾盆地油气成矿系列，Ｓｏ２５

华北油田油气成矿亚系列（表３）。

（３）沧县煤、煤层气、地热成矿亚带（Ⅳ６２③）：

本亚带位于深覆盖区，为新生界埋藏基岩隆起区，构

造单元与沧县隆起对应。成矿作用主要为晚古生代

石炭—二叠纪海陆交互相聚煤作用，石炭—二叠系

含煤建造发育，已见多层可采煤层，由于位于埋藏的

基岩隆起区，煤层局部埋深小于１２００ｍ，特别是北部

岳龙庄附近、西北部大城凸起上，是重要的成煤远景

区域，属Ｐｚ２８华北陆块与石炭纪—二叠纪沉积作

用有关的煤、铝土矿、ＲＥＥ、稀散元素、耐火黏土、膨

润土、石膏、碳酸盐岩矿床成矿系列，Ｐｚ２８
４华北陆

块中部（冀辽）煤、铝土矿、耐火黏土矿床成矿亚系列

（表２）。新生代特别是挽近期以来，热流值普遍增

高，发育多处地热异常，发育有王兰庄、山岭子、万家

码头等多处重要地热田。

（４）黄骅石油、天然气、地热成矿亚带（Ⅳ６２

④）：本亚带位于深覆盖区，为新生界埋藏基岩坳陷

区，构造单元与黄骅坳陷对应。带内晚古生代石

炭—二叠煤系地层广布，含有多层可采煤层，但埋藏

较深，目前工业意义不大，属Ｐｚ２８华北陆块与石炭

纪—二叠纪沉积作用有关的煤、铝土矿、ＲＥＥ、稀散

元素、耐火黏土、膨润土、石膏、碳酸盐岩矿床成矿系

列，Ｐｚ２８
４华北陆块中部（冀辽）煤、铝土矿、耐火黏

土矿床成矿亚系列。带内最重要的成矿特征是石油

天然气极其丰富，发育著名的大港油田。大港油田

天津市范围已发现２１个油气田（区块），２个气田，

主要有塘沽油田、北大港油气田、板桥凝析油气田、

长芦油田、周清庄油田、千米桥油气田和大张坨油气

田等７个，属Ｋｚ２２Ｓｏ２渤海湾盆地油气成矿系列，

Ｓｏ２２大港油田油气成矿亚系列。带内地热资源也

较丰富，发育有塘沽地热田、看财庄和沙井子等地热

异常区。

３３　区域成矿谱系

矿床的区域成矿谱系是矿床的成矿系列理论的

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区域内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成

矿作用演化及时空结构，是研究一个特定区域内经

历的全部地质过程中成矿作用的演化过程及成矿产

物的时空分布。通过建立成矿谱系，从整个地质历

史时期审视特定区域内成矿的时空分布及演化规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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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评价找矿的战略意义。

３３１　成矿作用与成矿系列的演化趋势

天津主要成矿作用类型包括沉积作用、岩浆作

用、变质作用和表生作用等４类。

沉积成矿作用为天津最重要的成矿作用，成矿

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元古代、晚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

代。成矿系列主要有：中元古代Ｐｔ２１Ｓ—Ｐｔ２１Ｉ成

矿系列（组）中的Ｐｔ２１Ｓ沉积成矿系列，其中包括

Ｐｔ２１
７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的含钾泥岩成矿

亚系列、Ｐｔ２１
８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的 Ｍｎ、Ｂ

成矿亚系列、Ｐｔ２１
９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的

泥页岩矿床成矿亚系列、Ｐｔ２１
１０京津冀与海相沉积

作用有关的白云岩矿床成矿亚系列、Ｐｔ２１
１１京津冀

与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的海泡石矿床成矿亚系列、

Ｐｔ２１
１２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的水泥灰岩矿床

成矿亚系列、Ｐｔ２１
１３京津冀与海相沉积作用有关的

Ｆｅ、Ｍｎ矿床成矿亚系列；晚古生代Ｐｚ２８成矿系列

中的Ｐｚ２８
４华北陆块中部（冀辽）煤、铝土矿、耐火黏

土矿床成矿亚系列；中生代 Ｍｚ２３４成矿系列中的

Ｍｚ２３４
６ 京津冀陆相盆地煤、煤层气成矿亚系列；新

生代Ｋｚ２２—Ｓｏ２成矿系列中，Ｓｏ２２大港油田油气

成矿亚系列中和Ｓｏ２５华北油田油气成矿亚系列。

沉积作用为主的成矿系列呈现出中元古代金属、非

金属—晚古生代、中生代能源矿产煤—新生代能源

矿产石油、天然气的演化趋势，形成了陶瓷土、锰硼、

海泡石、水泥用灰岩、含钾岩石、煤、石油、天然气等

特色矿产、优势矿产和重要矿产资源（图４）。

岩浆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中元古代、晚古生代

末—中生代初、中生代。成矿系列主要有中元古代

Ｐｔ２１Ｓ—Ｐｔ２１Ｉ系列（组）中Ｐｔ２１Ｉ岩浆成矿系列，

Ｐｔ２１
６京津冀与火山作用有关的含钾粗面岩成矿亚

系列；古生代末—中生代初期Ｐｚ２９Ⅰ成矿系列（组）

中的Ｐｚ２９
５ 与碱性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铁、磷矿床

成矿亚系列；中生代 Ｍｚ４成矿系列中 Ｍｚ４５ 京津

冀与印支期花岗岩有关的 Ｗ、Ｍｏ、Ｃｕ、Ｐｂ、Ｚｎ、Ａｇ、

非金属矿床成矿亚系列和 Ｍｚ４４冀东与印支—燕山

期花岗岩类有关的Ａｕ成矿亚系列。岩浆成矿作用

为主的成矿系列，表现为中元古代以裂谷环境钾质

火山喷发活动，演化到晚古生代—中生代陆块裂解

幔源超基性、碱性岩浆侵入作用，至中生代卷入环太

平样体制的中酸性岩浆的侵入和喷发作用，造就了

含钾粗面岩、磷、钨、钼、硫铁多金属、重晶石、金等重

要的金属、非金属成矿。

变质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新太古代。主要为

Ａｒ３１成矿系列，Ａｒ３１
３冀东（华北陆块北缘中段）与

新太古代前期硅铁建造有关的Ｆｅ矿床成矿亚系

列。该成矿系列反映了前寒武纪地壳演化的不可逆

过程，是主要沉积变质铁矿重要的成矿阶段。

表生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新生代，形成沉积作

用为主的Ｋｚ３８—Ｓｔ４东北华北泥炭成矿系列（组）

和Ｓｔ４２华北泥炭矿床成矿系列中的Ｓｔ４２１京津冀

泥炭矿床成矿亚系列；沉积作用为主的Ｑ７北方第

四系风积冲积黏土黄土矿床成矿系列，Ｓｐ１７１京

津冀砖瓦用黏土矿床成矿亚系列和Ｓｐ１７２京津冀

水泥配料黏土矿床成矿亚系列；沉积作用为主的Ｑ

３５京津冀第四系砂矿成矿系列，Ｓｐ１８１京津冀建筑

用砂矿床成矿亚系列和Ｓｐ１８２京津冀石英砂矿床

成矿亚系列；风化作用为主的 Ｑ３６华北风化壳黏

土类矿床成矿系列，Ｓｗ１１１京津冀麦饭石矿床成矿

亚系列。新生代表生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第四纪，

主要形成了以沉积作用为主的泥炭、黏土和砂石料

和风化作用为主的麦饭石等矿产。

３３２　成矿单元与成矿系列的演化趋势

不同成矿单元内成矿系列具有较明显的演化规

律（图５）：

天津成矿作用最早开始发育在Ⅳ５７③马兰峪

绥中（次级隆起）铁金铅锌成矿亚带内，由于主要为

太古宙基岩直接出露，仅反映了太古宙晚期铁的成

矿作用及其演化。从中元古代开始，成矿向紧邻的

Ⅳ５７②燕辽（次级坳陷、拉张）铜钼铅锌银金铁锰

煤成矿亚带发展演化。

Ⅳ５７②燕辽（次级坳陷、拉张）铜钼铅锌银金

铁锰煤成矿亚带，在中新元古代为裂谷转陆表海构

造环境，以海相沉积型矿产为主，发生锰的海相沉

积，并与继承性的铁共生，同时沉积了泥页岩、含钾

泥岩、白云岩、海泡石、水泥用灰岩等海相沉积矿产。

晚古生代成矿作用在地域上发生分化，带内缺失石

炭—二叠系含煤建造，仅在晚古生代晚期至中生代

早期，形成岩浆型铁磷矿床，中生代印支晚期转入太

平洋体制后，岩浆和构造活动增强，形成热液型和矽

卡岩型钨、钼、硫铁、金、铜等矿床，至新生代演化为

以表生作用为主的成矿作用，形成砂、黏土、泥炭等

矿产。

Ⅳ６２①开滦煤、煤层气成矿亚带，与Ⅳ５７②

亚带在晚古生代发生不同的成矿演化，由于位于基

岩浅覆盖区，成矿作用主要为晚古生代石炭—二叠

纪海陆交互相聚煤作用，演化到中生代侏罗纪陆相

聚煤作用，其他成矿作用少见。在紧邻的Ⅳ６２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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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天津主要成矿作用与成矿系列演化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ｊ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冀中煤、煤层气成矿亚带，成矿作用进一步分化。

Ⅳ６２②冀中煤、煤层气成矿亚带，为深覆盖

区，成矿作用和演化在晚古生代和中生代发生石

炭—二叠纪和侏罗纪聚煤作用相同外，在新生代出

现新的成矿演化，发育石油、天然气成矿显示，成为

重要的石油、天然气远景区域。

Ⅳ６２③沧县煤、煤层气、地热成矿亚带，紧邻

Ⅳ６２②亚带，为深覆盖区，成矿作用演化单一，仅

发生晚古生代石炭—二叠系聚煤作用，但煤系地层

广布，埋藏较浅，是煤和煤层气重要的远景区。

Ⅳ６２④黄骅石油、天然气、地热成矿亚带，紧

邻Ⅳ６２③亚带，为深覆盖区，成矿作用和演化与Ⅳ

６２②相近，主要为晚古生代石炭—二叠系聚煤作用

和新生代石油、天然气成矿作用，石油、天然气资源

丰富，缺失中生代侏罗系含煤建造，是最重要的石

油、天然气成矿单元。

４　结论

（１）天津已发现能源、金属、非金属、水气４类矿

产共计３６种１４２个矿产地，总体呈现出能源矿产相

对丰富、地下水资源总量不足、金属非金属矿产储量

规模较小的特征，石油、天然气、地热以及锰硼矿、陶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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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天津主要成矿单元与成矿系列演化关系图

Ｆｉｇ．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瓷土、贝壳和海泡石是优势或特色矿产。

（２）天津成矿作用从太古宙至第四纪全新世均

有发育，可划分为太古宙、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和

新生代５个时段，其中，元古宙为主要成矿期，金属

和非金属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Ⅳ级构造单元的

蓟唐裂谷中，油气、地热、地下水等矿产主要分布在

南部黄骅坳陷区。

（３）将天津矿产资源划分为２个Ⅲ级成矿区带、

６个亚带，厘定出１１个成矿系列（组）２２个成矿亚系

列，建立了区域成矿谱系，探讨了成矿作用、成矿单

元与成矿系列的演化关系，认为沉积作用是最主要

的成矿作用，形成的成矿系列主要呈现出中元古代

金属、非金属→晚古生代、中生代能源矿产煤→新生

代能源矿产石油、天然气的演化趋势；成矿系列随着

时间演化，在晚期不同成矿单元内均呈现多样化

特征。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矿产地质

志项目负责人陈毓川院士、王登红研究员及天津市

省级专家陈一笠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悉心指导，并

对文稿提出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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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地质矿产局地质调查研究所．１９９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

市区域矿产总结．

?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２０１９．中国矿产地质志·天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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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国土资源局和房屋管理局．２００９．天津市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 天津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２００８．天津市煤和煤层气资源现状

调查．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ＣｈｅｎＹｉｌｉ．１９９２．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

Ｊｉｘｉａ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０３：

２０４～２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Ｚ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Ｒｅｎ

Ｊｉｓｈｕｎ，ＺｈａｉＹｕｓ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ｆｏ，Ｔ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Ｐｅｉ

Ｒｏｎｇｆｕ，Ｔｅｎｇ Ｊｉｗｅｎ，Ｄｅｎｇ Ｊｉｎｆｕ， Ｈｕ Ｙｕｎｚｈｏｎｇ， Ｒｅｎ

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Ｂａｏ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ｉ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Ｋｅｙａｎ，Ｐｅｎｇ

Ｒｕｎｍｉｎ，ＱｉａｎＺｈｕａｎｇｚｈｉ，ＭｅｉＹａｎｘｉｏｎｇ，Ｄ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Ｓｈｉ

Ｊｕｎｆａ，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Ｚｈｕ Ｍｉｎｇｙｕ，ＸｕＪｕｅ，ＸｕｅＣｈｕｎｊｉ．

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１０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Ｊｉｆｕ，Ｚｈｕ

Ｍｉｎｇｙｕ，ＸｕＪｕｅ，Ｙ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ＢａｉＧｅ，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Ｙｉ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ｅｉ，Ｌｉ Ｈｏｕｍｉｎ，Ｇａｏ Ｌａｎ，Ｆｕ Ｘｕｊｉｅ，Ｚｈａｎｇ

Ｄａｑｕａｎ，ＳｕｎＴａｏ，ＦｕＹｏ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ｋａｎｇ，ＬｉｕＤｅｑｕａｎ，Ｗｕ

Ｇｕａｎｇ，ＴａｎｇＪｕｘｉｎｇ，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ｏｕ，Ｓｈａ Ｄｅｍｉｎｇ，Ｌｉｕ

Ｃａｉｚｅ，ＧｅｎｇＱｕａｎｒｕ，ＬｉＪｕ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ｑ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ｂａｏ，ＬｉｕＸｉｎｘｉｎｇ，ＬｉｕＸｉｆａｎｇ．２０１５．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１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ａｎｇＸｕｅｇｕａｎｇ，ＨｅＹｕｚｈｅｎ，ＷａｎｇＹａｌｉｅ，Ｚ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ｃａｉ，Ｊｉａｎｇ

Ｗｅｎｔｉａｎ．１９９６．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ｓｅｐｉｏｌ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ｌｄｅｓ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ｐｉｌｏ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ｃｔａ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７
（ｚ１）：３６～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Ｗｅｎｊｉｅ．２０１０．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ｇｏｌｄｂｅｌｔ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ｕＬｉｐｅｎｇ．２０１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ｂａｒｉｔｅＴｉａｎｊｉｎＪｉ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ｒｅａ．Ｍａｓｔｅｒ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ＳｈｅｎＪｉｆｕ，Ｚｈｕ Ｍｉｎｇｙｕ，ＸｕＪｕｅ，

Ｙ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ＢａｉＧｅ，Ｑｕ Ｗｅｎｊｕｎ，Ｌｉ Ｈｕａｑｉｎ，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ｈｕｉ，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ｈｕｉ，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ｅｉ，Ｙｉ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ＬｉＨｏｕｍｉｎ，ＧａｏＬａｎ，ＳｕｎＴａｏ，Ｆｕ

Ｙｏｎｇ， Ｌｉ Ｊｉａｎｋａｎｇ， Ｗｕ Ｇｕａｎｇ， Ｔａｎｇ Ｊｕｘｉｎｇ， Ｆ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ｏｕ，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Ｄａｑｕａｎ．２０１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ｍａｊｏ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８８（１２）：２１７６～２１９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Ｆｕｌｉａｎｇ，ＦｕＹｏｎｇ，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ＰｅｉＨａｏ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ａｎ，

ＺｈｏｕＷｅｎｘｉ．２０１６．Ｔｈｅｎｅｗ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Ｄｏｎｇｓｈｕｉ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Ｊｉｘｉａ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９０（２）：３９８～４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Ｌｉ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Ｙｉｌｉ．２００９．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４（１）：２３～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Ｌｉｙｉｎｇ，ＤｕｏＸｉｎｇｆａｎｇ，ＴｕＬｉ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Ｙｉｌｉ，ＷｅｎＸｉｕｍｉｎｇ．

２０１３．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ｌａｗ ｏｆｔｕｎｇｓｔｅ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ｔｈｅ ｏ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Ｊｉｘｉａｎａｒｅａ，Ｔｉａｎｊ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８（０３）：３７１～３７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Ｗｅｉ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Ｘｕ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ｕｒｏｎｇ，ＤｏｎｇＬｕｙａｎｇ，Ｌｉ

Ｊｉｎｇｋｅ．２０１４．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ａｖ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ｇｏｌｄ，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ａｎ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Ｊｉ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ａｒｅａ，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３３（１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ａｏＣ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Ｂａｏｈｕａ，ＬｉｕＪｉｎｇｌａｎ，Ｑｉｎ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ＬｉＳｈｉｗｅｉ．２００７．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Ｊｉｘｉａ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９（０３）：１８６～１９１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ｇｈｕｉ，Ｌｉ

Ｈｏｕｍｉｎ．２００８．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１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ＺｈｕＭｉｎｇｙｕ．２０１５．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３４（６）：

１３２１～１３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ｑｉ，Ｚｈｕ Ｓ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Ｚｈａｉ Ｙｕｓｈｅｎｇ．１９８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３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参　考　文　献

陈一笠．１９９２．天津市蓟县发现沉积型海泡石矿床．中国区域地质，

０３：２０４～２１０．

陈毓川，王登红，朱裕生，徐志刚，任纪舜，翟裕生，常印佛，汤中

立，裴荣富，滕吉文，邓晋福，胡云中，任天祥，沈保丰，王世

称，肖克炎，彭润民，钱壮志，梅燕雄，杜建国，施俊法，张晓

华，朱明玉，徐珏，薛春纪．２００７．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成矿评

价．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１００５．

陈毓川，王登红，徐志刚，盛继福，朱明玉，徐珏，袁忠信，白鸽，

陈郑辉，王成辉，黄凡，应立娟，张长青，王永磊，李厚民，高

兰，傅旭杰，张大权，孙涛，付勇，李建康，刘德权，武广，唐

菊兴，丰成友，沙德铭，刘才泽，耿全如，李俊建，赵正，王立

强，郑文宝，刘新星，李立兴，刘喜方．２０１５．中国重要矿产和

区域成矿规律．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１７９．

黄学光，贺玉贞，王亚烈，藏广才，蒋汶田．１９９６．世界上最古老的沉

积海泡石矿床———华北中元古代沉积海泡石矿．地球学报，１７

（ｚ１）：３６～４２．

刘文杰．２０１０．天津市北部金矿带的典型矿床类型及其成矿规律．

昆明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屠立鹏．２０１４．天津蓟县地区重晶石矿床成矿地质特征及潜力分

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王登红，徐志刚，盛继福，朱明玉，徐珏，袁忠信，白鸽，屈文俊，

李华芹，陈郑辉，王成辉，黄凡，张长青，王永磊，应立娟，李

厚民，高兰，孙涛，付勇，李建康，武广，唐菊兴，丰成友，赵

正，张大权．２０１４．全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进展综

述．地质学报，８８（１２）：２１７６～２１９１．

王富良，付勇，徐志刚，裴浩翔，江冉，周文喜．２０１６．天津蓟县东

水厂锰方硼石矿床成因新认识．地质学报，９０（０２）：３９８～４０８．

王丽瑛，陈一笠．２００９．天津市成矿区带和成矿系列．地质找矿论

丛，２４（１）：２３～２７．

王丽瑛，朵兴芳，屠立鹏，陈一笠，闻秀明．２０１３．天津市蓟县地区

钨成矿规律及资源潜力．地质找矿论丛，２８（０３）：３７１～３７７．

王卫星，程绪江，张素荣，董路阳，李攻科．２０１４．天津蓟县地区

金、钨、钼矿自然重砂与地球化学区域找矿方法效果．地质通

报，３３（１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肖成东，张静，张宝华，刘景兰，秦正永，李世伟．２００７．天津蓟县

锰方硼石矿床．地质调查与研究，１１９（０３）：１８６～１９１．

徐志刚，陈毓川，王登红，陈郑辉，李厚民．２００８．中国成矿区带划

分方案．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１３８．

徐志刚，朱明玉．２０１５．关于中国矿产种类划分方案的讨论．矿床

地质，３４（６）：１３２１～１３４５．

袁见齐，朱上庆，翟裕生．１９８５．矿床学．北京：地质出版社，１

～３４５．

３６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２０年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犪狀犱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狉犲犵狌犾犪狉犻狋狔狅犳犿犻狀犲狉犪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犜犻犪狀犼犻狀

ＷＡＮＧＬｉｙｉｎｇ
１），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２

），ＤＵＯＸｉｎｇｆａｎｇ
１），ＴＵＬｉｐｅｎｇ

１）

１）犜犻犪狀犼犻狀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犜犻犪狀犼犻狀，３００１９１；

２）犕犖犚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犕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狔犪狀犱犕犻狀犲狉犪犾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犆犃犌犛，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犺犳犺狔犿狀＠１６３．犮狅犿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Ｄｅｓｐｉｔｅｉｔｓ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ｏｓｔｓ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ｏｖｅｒａ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ｆｉｖ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ｉ．ｅ．Ａｒｃｈｅａｎ，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ａｎｄ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２Ⅲ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４Ⅳｌｅｖｅ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Ｊｉｔａｎｇｒｉｆｔｖａｌｌｅｙ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Ⅳｌｅｖｅ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ｌｏ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２Ⅲ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６Ⅳ

ｌｅｖｅ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ｓ．Ｏｎｔｈｉｓｂａｓｉｓ，１１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２２ｓｕｂｓｅｒｉｅｓａ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ｌｉｎｅａｇｅｓａ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ｒｅｎｄ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Ｉｔｉ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ｒｅｎｄｆｒｏｍ

Ｍｅ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ｍｅｔａｌｓａｎｄ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ｓｔｏｌａｔｅ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ｃｏａｌ，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ｏ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ｏｉｌ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ｕｎｉ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ｌｉｎｅａｇｅ；Ｔｉａｎｊｉｎ

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