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连浩特 ! 乌兰浩特地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西拉木伦河断

裂以北、松辽地块西部，属于天山 ! 兴安造山系的北山 ! 内蒙古

! 吉林造山带 "# $，处于 % ! & 向古亚洲成矿域与 ’% 向环太平洋

成矿域的交汇部位 ( 前人提出了锡林浩特微板块 " )，* $，确定了板

块构造格局 " + $，但对板块缝合带的位置及南蒙古板块与华北板

块拼合的时间存在较大的争议 "#，,，- $ ! ( 本区是我国北方惟一的

锡银铜多金属成矿省，已发表大量专著 " . / #0 $，但对金矿的勘查和

研究则很少 (
锡林浩特等微陆块属强烈卷入造山带的古中华陆块群 " # $

（图 #）( 苏尼特左旗地区 #. / #1 亿年变质岩的发现 " ## / #* $，说明

苏尼特左旗地区与华北地块一样具有 #2 亿年左右的变质基

底 " #+，#, $ ( 内蒙古地质矿产局 " #- $将双井 ! 巴林桥地区的变质岩划

分为元古宙宝音图群，赵一鸣等 " . $划归新太古界，王友等 " #. $认为

属新太古界—古元古界，应属华北地块的一部分 ( 根据研究区

存在古老变质岩系、至少在三叠纪以后华北板块与二连浩特 !
乌兰浩特地区已连为一体、燕山期具有与华北地块同期的火山

岩浆活动等特点，推测区内前寒武纪地层可能为后期成岩成矿

提供大量物质，形成金矿化 (
本文是对本区金矿成矿的首次研究，以期把握金矿化的总

体规律，指导金矿勘查 (

# 二连浩特 ! 乌兰浩特地区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研究区位于 % ! & 向西拉木伦河深断裂（内蒙古 ! 吉林缝

合带华力西缝合带 " # $）、’’% 向嫩江深断裂、’% 向贺根山深断裂

围限的区域 ( 区内有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两期蛇绿岩 " , $ ( 苏尼

特左旗南部有早古生代乌勒图 ! 乌兰呼都格 ! 查干乌拉蛇绿混

杂岩 " #2 $ 3 +01 45 6 (
本区总体属含古老地块并经中生代改造的中古生代造山带 (

区内（古）中元古代地层是 789:;:5 超大陆古华北板块北缘中元

古代造山带的一部分；新元古代发生陆缘裂解；早古生代属俯冲

时期（,00 / *.0 45）< 形成苏尼特左旗地区奥陶纪—志留纪—泥

盆纪石英闪长岩、英云闪长岩等；中古生代（晚泥盆世—早石炭

世，*.0 / *)0 45 6华北板块与蒙古板块发生弱的碰撞造山，后期

形成泥盆纪—石炭纪花岗闪长岩、黑云二长花岗岩等；晚古生代

为陆内伸展、裂陷阶段，形成石炭系—二叠系火山碎屑岩系，早

二叠世具有陆内裂谷特点，形成大石寨组双峰式火山岩；晚二叠

世—三叠纪—早侏罗世为陆内强烈构造变形阶段，全区普遍隆

起、剥蚀，同熔型花岗岩、大量陆壳重熔型花岗岩侵入，韧性剪切

及大型推覆构造发育，此阶段也是古亚洲构造域与古太平洋构

造域构造演化叠加期：晚侏罗世本区进入太平洋构造域强烈影

响的构造新环境，断陷盆地内有火山喷发；白垩纪时在拉张环境

下形成沙尔塔拉 = 型碱性花岗岩及含油煤建造盆地；新生代主

要是全面隆升及第三纪碱性玄武岩的喷发 (
本区大量前寒武纪基底岩石、蛇绿岩带、碰撞缝合带、大型

韧性剪切带、早二叠世火山岩、晚华力西 ! 印支期侵入岩、燕山

期火山 ! 侵入岩等可能是有利于金矿化的地质因素 ( 根据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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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区属含古老地块并经中生代改造的中古生代造山带，存在金、锡等丰度较高的锡林浩特元古宙杂岩、古生代蛇

绿岩及板块缝合带、二叠系火山岩、中生代伸展构造背景下的大规模火山 ! 侵入活动及锡多金属成矿作用 ( 本区金矿化类

型主要有：韧性剪切带中的石英脉型、蚀变岩型金矿，产于幔源中基性侵入岩中的铜金矿，燕山晚期斑岩型铜金矿，与燕山期

次火山岩浆活动有关的脉状铜矿床中的伴生金矿化，微细浸染型金矿化，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化等 ( 研究区金矿成矿时代

可分为 )+) / ))1 45、#-1 / #-#( 2 45、#*) / #,1 45 3可能以 #*0 / #+0 45 为主 6、#). / #01( ) 45 四个区间 ( 认识到存在印支

期成矿、燕山期多阶段成矿等特点对于区内金矿勘查有重要意义 ( 新发现 . 个矿床 3点 6 的伴生金矿化 ( 毛登、大井等多金

属矿床的伴生金矿化具有重要的潜在工业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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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成矿理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 "# $：区内可能产出挤压或走

滑挤压环境大陆边缘增生地体、碰撞造山带中的造山带金矿、岛

弧或弧后伸展环境中的斑岩型、浅成低温热液型、卡林型等金

矿% 本区大量夕卡岩型、热液脉型铁 &有时伴有铜、锌 ’ 矿有可能

产出伴生金矿化，形成铁氧化物 ( )* ( +* 矿床；在大兴安岭南

段铜锡 &钨 ’ 多金属成矿省内要注意伴生金矿化；成矿可能存在

多个时代 ,

- 区域金矿化信息研究

-, " 地层、岩浆岩的含金性

新太古界双井剖面的金含量较高，为 ., /# 0 "1 ( # !2 $ , 锡林

浩特及巴林桥附近古老变质岩金含量总体变化于 /, 3 0 "1 ( # 4
3# 0 "1 ( # 之间，平均为 "-, 2. 0 "1 ( #, 巴林桥向西至下场之间的

片麻岩局部含金、银、锡较高，金最高达 -5 0 "1 ( #；锡林浩特附

近黑云母石英片岩最高金含量达 3# 0 "1 ( #% 金、银、锡的含量较

高，同时变化也较大，产于其中的褐铁矿化石英正长斑岩含金达

/. 0 "1 ( #, 锡林浩特微板块可能以富集金银锡等为特征，成为

后期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的物质来源 , 贺根山蛇绿岩的含金性

很不均匀，一般为 ., 3 0 "1 ( # 4 -. 0 "1 ( #，局部已发现金矿化，可

能是该区小坝梁金矿成矿的物质来源之一 , 苏尼特左旗县城东

南细粒闪长岩和角闪辉长岩的金含量也较高 &/ 0 "1 (# 4 . 0 "1 (# ’,
李鹤年 ! -1 $ 认为早二叠世火山岩为本区铜多金属成矿提供了成

矿物质 , 区域铜锡多金属矿化均与燕山期火山 ( 侵入杂岩有关 ,
-, - 重砂异常

研究区存在几个较小的自然金重砂异常 &图 " ’，包括二连

浩特东北铂、金套合异常、苏尼特左旗金异常、奥由特铜矿床西

南金异常、巴林左旗 / 个金异常、老道沟西北金异常，此外锡林

浩特东南等地还有一些金的重砂异常点、阿拉坦合力重晶石重

砂异常伴生有金、辰砂等 , 目前苏尼特左旗的两个自然金重砂

异常区及外围已发现金矿，其他异常区至今还没有开展金矿勘

查 , 莫富里沟金矿点、后卜河金矿化点、海苏坝金矿化点、塔海

金矿点等均具有找金指示意义 ,

图 " 内蒙古东部二连浩特 ( 乌兰浩特地区矿床 &点 ’分布图

678, " 97:;<7=*;7>? >@ ><A BAC>:7;: D?B E7?A<DF >GG*<<A?GA: 7? H<A?I>;JKFD?I>; D<AD% HD:;A<? L??A< M>?8>F7D
"—道门乌拉铜金矿点；-—石长温多尔铅锌银矿床；/—哈德营子铜铅锌银矿点；3—敖包艾勒铜铅锌金银矿点；.—香山屯铜铅锌矿点；5—东山湾钨锡

矿床及钼矿点；2—乌兰白旗铜锌矿点；N—白音乌拉北山铜矿点；#—得胜屯多金属矿床；"1—中段铅锌矿床；""—上碧流台铜锌矿点；"-—后卜河金矿

化点；"/—八家房铜金矿化点；"3—新开坝银铅矿点；".—宝盖沟锡铁矿点；"5—大梁锑金矿点；"2—台菜花铌铍锡矿床；"N—好来宝铜矿床；"#—索贝

山铜金矿点；-1—白音沟铜金矿点；-"—姜家湾铜银矿点；--—莫乱芦沟铜金矿点；-/—扁扁山小型铜锌金矿床；-3—龙头山银铅矿点；-.—驼峰山小型

铜金矿床；-5—太平沟铜矿点；-2—查干哈达银金矿化点；-N—大磨铜矿点；-#—胡家店小型铜银矿床；/1—大莫古吐铁矿床；/"—大乃林沟砷钴铂矿

床；/-—石匠山铅锌矿床；//—莫富里沟金银矿点；/3—水泉沟铜矿点；/.—乃林沟钼钼矿点；/5—毛山东铜金矿点；/2—油房银金矿床 , 闹牛山、莲花

山、布敦化、敖尔盖为铜矿床 &伴生金 ’ , 长春岭、老道沟、好布高、白音诺为铅锌银矿床 , 孟恩陶勒盖为铅锌银金矿床 , 巴尔哲为稀土铌铍锆矿床 , 敖瑙

达坝为铜锡银矿床 , 毛登、安乐为铜锡矿床 , 巴林石为叶蜡石矿床 , 大井为锡铜铅锌银矿床 , 黄岗为铁锡矿床 , 河城源、小东沟为钼矿床 , 高家营子

为铜铅锌矿床 , 板块缝合带、重要断裂、蒙古元古代地层据任纪舜等 & "### ’ , 内蒙古元古代地层据内蒙古地矿局 & "##" ’ , 线性、环形构造为作者据中国

卫星遥感影象图 & "##" ’解译 , 矿床 &点 ’为作者综合整理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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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探异常

根据大兴安岭中段区域地球化学分带图 $ %& ’，幸福之路 ( 陶

海营子 ( 科尔沁右翼中旗 )*、+,、-.、/0、/*、12、3、45、4 地球

化学带的天山 ( 陶海营子 )*、+,、/0、/*、12、3、)6、7, 地球化

学元素富集区、前进 ( 科尔沁右翼中旗 /0、+,、-.、)*、/*、)6、

3、7.、1. 地球化学元素富集区沿嫩江深断裂的北西侧分布，它

们均出现金的地球化学异常；乌兰哈达 ( 哈德营子 )*、+,、-.、

/0、7.、3、12、)6、48、/9、7,、/*、1. 元素地球化学富集区中也

有金异常出现 " 这些金异常是指导区内金矿找矿的重要标志 "
!" : 铜多金属矿床的伴生金矿化

大兴安岭南段的金矿化相对集中分布于乌兰浩特 ( 科尔沁

右翼中旗、林西 ( 天山 ( 碧流台两个区域；西部金矿化似有沿锡

林浩特杂岩及贺根山断裂分布的特点 " 已知金矿床有小坝梁小

型铜金矿床、扁扁山小型铜锌金矿床、驼峰山小型铜金矿床、苏

尼特左旗金矿床、骆驼场铜金矿点等 ; 个 <表 % =；已知孟恩陶勒

盖锌银铅矿、布敦化铜矿、莲花山铜银矿、闹牛山铜银矿、敖尔盖

铜矿、大井锡铜银铅锌矿伴生有金矿化 "
本研究首次发现了大梁锑矿点、巴林石矿床、白音乌拉铜锌

矿点、乌兰白旗铜锌矿点、上碧流台铜铁锌矿点、东山湾钼矿点、

浩布高铅锌矿床等 > 个矿床 <点 = 的金矿化，进一步证实了大乃

林沟砷钴矿床、敖瑙达坝铜银矿床、得胜屯多金属矿床、姜家湾

铜矿点、太平沟铜矿床、好来宝铜矿床等 ? 个矿床 <点 =的含金性 "
大梁锑矿点产于二叠系格根敖包组泥质钙质粉砂岩中，锑

矿化呈石英辉锑矿细脉状产出，锑矿石的金最高品位为 &" ;% @
%& ( ?" 该矿点及外围具有找寻微细浸染型金矿的前景 "

毛登锡铜矿床选锡后的尾砂含金高达 %" ;% @ %& ( ?，同时含

)* !" ;:A 、/0 %%; @ %& ( ?、-. %" %#A ，毛登矿床及外围的金矿化

有待查明，选锡后的尾砂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
巴林石矿床为著名的鸡血石矿床，主要矿物有叶腊石、明矾

石、高岭石、石英、伊利石、地开石、红柱石，伴有汞矿化，局部锑

矿化，锑矿化样品的金高达 &" > @ %& ( ?，银 !&" ; @ %& ( ?" 这一发

现指示了与火山热液有关的浅成低温热液硫酸盐型银金矿床的

找矿前景 "
白音乌拉北山铜锌矿点、上碧流台铜铁锌矿点离骆驼场金

矿点较近，伴生有金银矿化，它们的金最高含量分别为 &" !! @
%& ( ?、&" B> @ %& ( ?；银最高含量分别为 >#B @ %& ( ?、B%& @ %& ( ?"

总之，本区存在大量金矿化信息及伴生金矿化，金矿化主要

类型有：韧性剪切带中的石英脉型、蚀变岩型金矿，以苏尼特左

旗金矿带为代表；产于幔源中基性侵入岩中的铜金矿，以骆驼场

铜金矿点为代表；燕山期斑岩型铜金矿，以扁扁山铜锌金矿床为

代表；与燕山期次火山岩浆活动有关的热液脉状铜矿床中的伴

生金矿化，以毛登锡铜矿床、大井锡铜银铅锌矿床为代表：夕卡

岩型 <锡、铅 = 锌矿床中的伴生金矿化，以浩布高铅锌矿床为代

表；铁氧化物铜金矿床，以上碧流台铜铁锌矿点的伴生金矿化为

代表：微细浸染型金矿化，以大梁锑金矿化点为代表；浅成低温

火山热液型金矿化，以巴林石金矿化点为代表 "

# 典型金矿床特征

#" % 韧性剪切带中的石英脉型、蚀变岩型金矿——— 苏尼特左

旗金矿带

苏尼特左旗金矿带地处华北板块北缘锡林浩特中间地块的

西部楔形体内 $!% ’，受 : 条韧性剪切带控制 " 金矿石类型包括石

英 <硫化物 = 脉型、破碎带蚀变岩型、糜棱岩型，金矿围岩包括奥

陶纪—志留纪—泥盆纪英云闪长岩、中新元古界温都尔庙群绢

云片岩、绿泥片岩、下二叠统大石寨组安山岩等 " 矿脉走向以

CDD—CD 向为主，还有 C3 向的矿体：含金石英脉中偶见方铅

矿、孔雀石，有绢 <白 = 云母化；明金常见于具蜂窝状流失孔的石

英脉和糜棱岩中；矿区内闪长玢岩有微弱的金矿化 < ?# @ %& ( E F
%B& @ %& ( E = " 石英脉及其旁侧的糜棱岩是主要的找矿目标 " 成

矿时代 !#?" :; G &" ;# 15，与大规模韧性剪切作用主要活动期

相近，成矿作用可能与韧性剪切作用有关 $ %E，!! ’"
#" ! 产于幔源中基性侵入岩中的铜金矿——— 骆驼场铜金矿点

骆驼场铜金矿点是大兴安岭南段唯一具有金高品位的金矿

点，处于大兴安岭黄岗梁 ( 甘珠尔庙成矿带 " 铜金矿体呈石英

硫化物脉或蚀变破碎带产于印支期 $!# ’ 骆驼场幔源辉长岩 ( 闪

长岩体内部 " 岩体主要岩性为闪长岩、辉长岩、辉石闪长岩及石

英闪长岩、二长闪长岩 " 矿脉走向 C33，向北陡倾，局部反倾，

宽 &" % F % H" 矿石矿物有黄铜矿、镍黄铁矿、磁铁矿、斑铜矿、毒

砂、白铁矿等，浅部矿体孔雀石化强烈，还有铜蓝 " 自然金与黄

铜矿和石英伴生 "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方解石、长石、角闪石、

绿泥石、绿帘石等 " 矿石元素组合为 /*、/0、)*、/9、IJ、C8 等，

金最高品位达 #!" : @ %& (?，同时含铜 %" ;#?A，含银 B> @ %& ( ?"
中基性岩可能提供了成矿物质 " 该矿床可能属于铁氧化物

铜金矿床 "
#" # 燕山期斑岩型铜金矿——— 扁扁山铜锌金矿床

扁扁山铜锌金矿位于嫩江深断裂带与西拉木伦深断裂带交

汇处之北西侧 " 与成矿关系密切的英安斑岩为一沿 C33 向侵

位于大石寨组地层的小岩株，其侵位晚于上侏罗统白音高老组

的火山喷发 " ; 条大致呈等间距分布的硅化金多金属矿化体产

于 CDD—D ( 3 向硅化蚀变英安斑岩之破碎带中 " 矿体呈透镜

状或脉状，剖面中矿体分别向南北两侧倾斜，倾角 ?& F B&K，与布

敦化铜矿金鸡岭矿段的矿体分布十分类似，具有斑岩型铜矿的

特征 "
围岩蚀变强烈并具有明显的分带现象，中心以硅化为主，向

外为 <黄铁 = 绢英岩化 ( 绢云母化 ( 青盘岩化，与斑岩型铜矿类

似 " 矿石主要金属矿物有闪锌矿、黄铜矿、黄铁矿、方铅矿、自然

金、自然银、银金矿、锑硫铜银矿等 " 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其次

为绢云母、绿泥石、重晶石、萤石和菱铁矿等 " 矿石有用组分

)*、/*、/0、-.、+, 的含量变化大，一般 )* &" !A F %A ，/* % @
%& ( ? F ; @ %& ( ?，/0 :& @ %& ( ? F !&& @ %& ( ?，-. #A F ;A ，+, !A
F #A "
#" : 与燕山期次火山岩浆活动有关的铜矿床中的伴生金矿化

——— 以大井矿床为例

大井银锡铜铅锌矿床位于大兴安岭 CDD 向构造岩浆带南

地 质 与 资 源地 质 与 资 源 !&&: 年!!:



表 ! 研究区主要多金属矿床及金矿床特征

!"#$% & ’(")"*+%),-+,*- ./ 0"1.) 2.$3 "43 #"-% 0%+"$ 3%5.-,+- ,4 +(% -+63,%3 ")%"

"## $ ""#%脉带 &’( )*( +,( -.( 局部

伴有较高的 /’( +0

12( )34( -5( +4(

-56( /47( 8’ 等

!9!: ;< 1=( > ? -. 法 @段国正和李

鹤年，!AA" B

闪长玢岩、斜长花岗

斑岩、花岗闪长斑岩

莲花山

铜银矿

孟恩陶

勒盖锌

银铅矿

巴尔哲

铌钇铍

矿床

浸染状、网脉浸染

状、脉状矿化

C ? D 向 、ECC 向

复脉型

)F( /’

G=( &6( +H( G7 等

)*( )F( I’( )3( JK

羟硅铍钇矿、铌铁

矿、烧绿石、独居

石、锆石

+( -56( )34( /47(

8’( 斜方砷铁矿，-5

8’( /47( -5( 深红银

矿、黑硫银锡矿、银

黝铜矿，)F

!99 L M 1=( N. ? /6 法 @盛继福等，

!AAA B

!MO: A $ !<P 1=( Q ? )6 法 @赵一呜

等，!AA< B

!MO 1=( N. ? /6 法 @张敏，!A;9 B

斜长花岗斑岩

黑云斜长花岗岩

晶洞状碱性 @钠长石

化 B花岗岩

布敦化

铜矿

白音诺

铅锌矿

EC 向细脉带状、透

镜状

EC 向

+F

)*( +,( /( )F/47( 8’( +4( -56(

-5( )34

-56( )34( 斜方砷铁

矿，-5，+4( +=3(

/47
花岗闪长斑岩 !O! 1=( N.R/6 法 @张

德全等，!AA" B；蚀变含矿花岗闪长

斑岩 !!; $ O9 1=( Q ? )6 法 @赵一鸣

等，!AA< B；石英正长斑岩 !<; 1=(

> ? -. 法 @张德全等，!AA" B

!<;: <" 1=( N. ? /6 法 @张德全等，

!AA" B

石英正长斑岩、花岗

闪长斑岩、花岗斑岩

浩布高

铅锌矿

)*( +F( +,( /’/47( 8’( +4( -5(

)34，+=3
EC 向 闪长玢岩 含锡花岗岩体 !"!: M 1=( N. ? /6 法

@张德全等，!AA" B；与锡石伴生的角闪

石 !!! 1=( Q ? )6 法，蚀变含锡花岗

岩 A# 1=( Q ? )6 法 @赵一鸣等，!AA< B

敖瑙达

坝银锡

矿

东山湾

锡矿

骆驼场

铜金矿

敖尔盖

铜矿

D( 10

)*( EK

)*( )F

+=3( 10( -5( )34(

8’( /47

J’( +4( 1=S( 12

+4

MAA L M: P 1=( N. ? /6 法 @徐永生，

!A;9 B

有 关 花 岗 岩 及 安 山 岩 !"A $ !PA

1=( Q ? )6 法 @赵一鸣等，!AA< B

"M# $ "<#%

MA# $ "##%

M#%，"P#%

正长斑岩

闪长岩脉

辉长岩

含 锡 花岗 岩 !"<: O 1=( N. ? /6 法

@赵一鸣等，!AA< B

大井锡

铜银铅

锌矿

)F( +0( +,( I’+=3( +4( /47( 8’(

-5( )34( 银黝铜矿

M;# $ MAP%，

"!# $ "<#%

玄武玢岩、安山玢岩、

英安玢岩、霏细玢岩

黄岗铁

锡矿

吉林宝

力格银

矿

奥由特

铜矿

小坝梁

铜金矿

)*( &’

&’@苏木沟 B

)F( -.( +F

)*

12( 10( +=3( -5(

+4( /47

+4( -5( 8’

-5( +4

+4( -5( J’( +7S(

1=S( /47( 8’( )F

M<M L !; 1=( N. ? /6 法 @赵一鸣等，

!AA< B

EC 向

EC、C ? D、ED 向

"!# $ ""#%复脉型

近 C ? D 向透镜状

石英二长斑岩

正长花岗岩

辉绿岩

!<M: #P 1=( N. ? /6 法 @沈逸民、李

鹤年等，!A;< B；!"# L "1= @岛崎，

M##! B

!9A $ !M# 1=( Q ? )6 法 @赵一鸣等，

!AAO B； 蚀 变 英 安 斑 岩 !"M: ; 1=(

Q ? )6 法，蚀变绢云母 !";: " 1=(

)6 ? )6 法 @艾永富等，!AA9 B

矿床

闹牛山

铜银矿

矿脉方向

"M# $ "<#% 的 大 脉

? 细脉 ? 网脉

成矿岩体

闪长玢岩

成矿时代及资料来源

!9!: ;< 1=( N. ? /6 法 @盛继福等，

!AAA B

主要金属矿物

+4( -5( -56( )34(

/47( 8’( 10( 1=S

伴生有益组分

-.( &’( )*( )F(

JK( +0( 10

石英闪长岩，花岗闪

长斑岩、石英正长斑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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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铁矿；$%#—辉铜矿；&’—斑铜矿；$"(—锡石；!)—辉钼矿；*+,-—黝铜矿；./-—磁黄铁矿

续表 0

段上二叠统林西组淡水湖泊相粉砂岩、细砂岩夹中粒杂砂岩及

泥灰岩、页岩中 1 23 4 5 矿区脉岩发育，有的脉岩早于矿脉而成为矿

脉的围岩或被矿脉切穿，也有少量脉岩晚于矿脉而切割矿脉 5
矿体主要受 267 8 297:和 ;07 8 ;37:方向断裂控制，总体呈网脉

或复脉 <少数单脉 =，矿脉成群产出、沿走向和倾向均有分支复合

及追踪发育的特点 5 矿石主要矿物有黄铜矿、锡石、闪锌矿、方

铅矿、黄铁矿、毒砂、铜和银的硫 <砷 =化物、石英、菱铁矿、萤石等 5
大井矿床伴生 >? 矿化局部较好，似与黄铁矿化、毒砂矿化

有关，金含量大于 077 @ 07 AB 的样品的铜含量多大于 75 2C 109D 2E 4，

但总体上金与铜呈负相关，精铜矿的金含量不高 5 有的铜矿石、

铜锌矿石、锌矿石金含量较高，有的则较低，也有的样品金矿化

较好，但铜锌矿化较差 5 大部分金含量高的样品银含量也较高，

反之则不然 5 金最高含量为 05 2 @ 07 A B，同时含铜 05 73C ，该样

品为石英黄铁矿脉 5 3 件浮选铜矿后的尾砂 <主要由毒砂、黄铁

矿等组成 =的含金量较高，平均达 75 B3 @ 07 A B，同时平均含铜

75 2FC ，有潜在的经济价值 5 独立的黄铁矿 <毒砂 =脉中的金、银

矿资源应予评价 5 大井矿床是次火山热液充填型锡铜多金属矿

床 5

3 二连浩特 A 乌兰浩特地区金矿成矿特征讨论

35 0 矿石矿物的含金性

从几个主要矿床矿石矿物的金、银化学定量分析结果 100 4 可

以看出：单矿物中金最高含量出现在马鞍山的黄铁矿中 < F5 3 @
07 A B =，其次为莲花山铜矿床的黄铜矿 < 35 B @ 07 A B =，孟恩陶勒盖

银铅锌矿床的黄铁矿、方铅矿、浩布高锡铅锌矿床的方铅矿也较

高，即金主要富集于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中，而银则富集于黄

铜矿、方铅矿、有时闪锌矿中，因此区域上黄铁矿化强的地方都

应评价金、银 5 大井矿床的工作结果表明以黄铁矿为主的矿脉

可以有银的工业矿化及金矿化 12B 4 5
35 2 成矿物质来源

前人对研究区多金属矿床做过大量硫、铅同位素研究 1 FD 6D 07 4 5
本次研究测试了部分金矿床及多金属矿床的硫铅同位素 <表

2 =，可以看出硫同位素与前人基本一致，显示深源岩浆硫的特

征，铅同位素特征可能反映含金多金属矿质来源的复杂性 5
扁扁山铜锌金矿铅同位素以很低的 27B.G 和变化幅度很大

的 27F.G、276.G 而有别于其他矿床，可能反映不同来源的铅及样

品的 H、*% 含量变化较大 5 小坝梁铜金矿、孟恩陶勒盖铅锌银

<金 =矿、布敦化含金铜矿、大乃林沟砷钴矿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幔

铅来源特征，指示与各自有关的中基性岩有密切关系 5 毛登含

金铜锡矿、奥瑙达坝含金铜锡银矿具有造山带铅的特点 5 苏尼

特左旗金矿则显示造山带及上地壳铅的特点 5 莲花山含金铜银

矿的铅来源较复杂，可能既有地幔来源、又有地壳来源 5 大井含

金铜银锡铅锌矿床则大致分为地幔和造山带两种来源 5
爆裂温度代表成矿温度的上限，从表 2 可以看出，爆裂温度

变化于 27B 8 ;B6I之间，即成矿以中低温为主 5 爆裂频数反映

包裹体的数量，扁扁山铜锌金矿金属矿物的爆裂频数较高，苏尼

特左旗金矿金属矿物的爆裂频数较低，可能指示扁扁山铜锌金

矿成矿深度较浅，苏尼特左旗金矿成矿深度较深 5
35 ; 成矿时代

大兴安岭南段多金属、稀有金属矿床均形成于燕山期，并可

分为 067 8 0B7 !"、0E7 8 0;7 !" 和 02F 8 97 !" 三个相对集中

成矿期 1 2B 4 5 已有的金矿成矿年龄数据（表 0）表明，研究区金矿

成矿时代可分为 232 8 229 !"（小坝梁、苏尼特左旗）、0B9 8 0B05 6
!"（闹牛山、莲花山、布敦化）、0;2 8 0E9 !"（可能以 0;7 8 037

矿脉方向 成矿岩体 成矿时代及资料来源 主要金属矿物矿床 伴生有益组分

好来宝

铜矿

驼峰山

铜金矿

毛登锡

铜矿

龙头山

银矿

扁扁山

铜锌金

矿

太平沟

铜矿

JK A JJK

JL 向

JLL 向

JL、JK、少量

L A K

花岗斑岩

花岗闪长斑岩

石英斑岩

英安斑岩

花岗斑岩、长石斑岩

02E 8 00; !"D M A >- 法 <张德全等，

099; =

039 !"D M A >- 法 <赵一鸣等，099F =

0795 2 !"D M A >- 法 <杨志达，099E =

!)D >?

ND >OD $)

P’D !)D .GD >OD &QD

>?D K

>?D .G

.GD >O

>?

$"(D $RD ./D NR%D

!)D S’D >(R

$RD !)

$?D >?D $RD ./D

*+,-D $%#D NR%D S’

S’

$RD NR%D S’D ./

$R，./

近 L A K 向 、 JK

向、JL 向

两 件 含 矿 石 英 脉 中 的 绢 云 母 的

;9>- A 37>- 年龄分别为 2;B !"、;;F

!" <赵利青，277; =

>?D ./D S’苏尼特

左旗金

矿

地 质 与 资 源地 质 与 资 源 2773 年22B



!" 为主，敖尔盖、大井、毛登等）、#$% & #’() $ !"（孟恩陶勒盖、

好来宝、扁扁山、驼峰山、太平沟等）* 个区间 ) 乌兰浩特地区的

铜矿伴生金矿化多为 #+’ & #%’ !"，林西 , 天山以 #-’ & #’( !"
为主，二者分别对应于根据磁异常推断的乌兰浩特、大板岩浆柱 .$+/)

苏尼特左旗、小坝梁等西部地区为晚华力西—早印支期成

矿 ) 根据苏尼特左旗金矿已有泥盆纪 --% !" 的年龄 . $$ /、蒙古

01"2""3 456"72" 含金铜钼矿的成矿年龄为 -+* !".$% /，区域上可

能存在早华力西期的金矿成矿 ) 奥由特铜矿产于侏罗系火山沉

积岩中，说明西部还有燕山期的成矿 ) 西部金矿成矿可能是多

期的 )

8 结论

研究区内存在金、锡等丰度较高的锡林浩特元古宙杂岩、古

生代蛇绿岩及板块缝合带、二叠系火山岩、中生代伸展构造背景

下的大规模火山 , 侵入活动及锡多金属成矿作用 ) 区内金矿化

类型主要有：韧性剪切带中的石英脉型、蚀变岩型金矿；产于幔

源中基性侵入岩中的铜金矿；燕山晚期斑岩型铜金矿；与燕山期

次火山岩浆活动有关的脉状铜矿床中的伴生金矿化；微细浸染

型金矿化；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化；夕卡岩型 9锡、铅 : 锌矿床中

的伴生金矿化; 铁氧化物铜金矿床等 ) 研究区东部大兴安岭南

段的金矿化分布在黄岗 , 乌兰浩特断裂以东，相对集中于乌兰

浩特 , 科尔沁右翼中旗、林西 , 天山 , 碧流台两个区域；研究区

西部发现的金矿化似有沿锡林浩特杂岩及贺根山断裂分布的特

点 ) 研究区金矿成矿时代司分为 $*$ & $$( !"、#+( & #+#) <
!"、#-$ & #8( !" 9可能以 #-’ & #*’ !" 为主 :、#$% & #’() $ !"

四个区间，认识到存在印支期成矿、燕山期多阶段成矿等特点对

于区内金矿勘查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可能还存在华力西期金

矿化 ) 成矿物质具有多源的特点 ) 首次发现了大梁锑矿点、巴

林石矿床、白音乌拉铜锌矿点、乌兰白旗铜锌矿点、上碧流台铜

铁锌矿点、东山湾钼矿点、浩布高铅锌矿床等 % 个矿床 9点 :的金

矿化 ) 指出毛登、大井、敖尔盖等矿床的伴生金矿化具有重要的

潜在工业意义 ) 所提出的浅成低温热液型、微细浸染型金矿化

丰富了本区的成矿类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找矿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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