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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区位于龙门山中段前山带与川西北前陆盆

地的结合部位，由于区内白云岩 ＭｇＯ 等组分含量不

稳定，有相当大一部分白云石资源未利用，部分矿山

甚至将其作为夹石剔除，一方面加大了矿山的开采

难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研究区

面积 ２ ５３ ｋｍ２，白云岩资源量达 ３４６２８ 万 ｔ，加上灰

岩储量可达 ６００００ 万 ｔ 以上，经过简单加工破碎成

相应规格的机制砂石，即可用作建筑石料。 随着国

家对河道采砂的限制，人工机制砂有着天然环保、质
量可控的巨大优势，其应用前景广阔。

１　 地质概况

１ １　 地层

研究区位于龙门山前缘推覆冲断带与川西北前

陆盆地的交接部位，为一套厚层—块状碳酸盐岩地

层。 中上泥盆统观雾山组（Ｄ２－３ｇｗ）岩性主要为深灰

色中厚层、块状细晶白云岩夹少量微晶—细晶灰岩。
厚约 ６４ ４～ １６０ ４ ｍ。 上泥盆统沙窝子组（Ｄ３ｓ）厚

度约 ２６４ ５～２９４ ４ ｍ。 沙窝子组一段为深灰—灰色

厚层—块状细晶白云岩，局部夹有灰—灰白色生物

碎屑泥晶灰岩透镜体，厚 ２１ ２３ ｍ。 沙窝子组二段

为灰—深灰色中—厚层状生物碎屑微晶灰岩，厚度

为 １１１ ２８ ｍ。 沙窝子组三段为细晶白云岩，厚

１６０ ９６ ｍ。 上泥盆统茅坝组 （ Ｄ３ｍ） 厚度约 ３０ ～

１１２ ３ ｍ。 岩性有灰白色生物碎屑泥晶灰岩、浅灰色

粉—微晶灰岩。 下石炭统总长沟组（Ｃ１ｚ）岩性主要

为灰白色中层状粉晶生物碎屑灰岩，局部可见灰—
深灰色块状细晶灰岩与灰白色厚层状球状灰岩。 厚

度 ９０ ０～１０４ ４ ｍ。

１ ２　 构造

研究区岩层的走向、褶皱轴线以及主要断层的

走向均为北东—南西方向，与山体延伸的方向一致。
区内褶皱不发育，以断裂构造为主，存在一系列深断

裂，走向北东—南西，倾向北西，共发育 ３ 条较大断

层，均为逆断层，断层走向呈北东—南西向，产状

２８０° ～３３０°∠４２° ～６５°，断层破碎带宽 ２～１５ ｍ 不等，
两侧节理裂隙发育。

２　 矿体及矿石特征

矿体赋存于泥盆系地层中，呈中厚层状、块状，
与地层产状一致，２９０° ～ ３３４°∠３５° ～ ６０°，北东—南

西延伸约 ２ ５ ｋｍ，产出稳定，连续性、均匀性和完整

性好，岩性为微晶—细晶白云岩及少量生物碎屑灰

岩、粉晶砂屑灰岩。 研究区内出露宽度 ３２５～９６５ ｍ，
总厚度 ４９８ ２ ～ ５７２ ４ ｍ，出露标高 ７０５ ～ １０８０ ｍ，高
差 ３７５ ｍ。 矿石岩性包括微晶—细晶白云岩、细

晶—中晶白云岩、灰质白云岩。

３　 矿石质量及物理力学性质

建筑石料是基础建设中用量巨大的一类矿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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