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昭盟南部与邻区岩金矿床

成矿的地区性特征及其成因

雷 自民

冶 金邵 弟一地质勘坏公司地质一 队

一个地区对金的某种特定类型矿床具有优越

的成矿地质条件
,

从而使其集中分布
,

成为子找

该类床矿的有利地区
,

在国内外并不乏其例
。

但

是
,

多种成因类型金矿床大量出现 于有限范 封之

内的地区却为数甚少
。

本文所涉及的内蒙昭乌达

盟南部及其邻区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地区
。

在人

约两万 平方公里的范 目内
,

岩金矿床和矿点见

不同时代
,

不同岩性的岩层 体 之中
,

包括 了

我【国宕金矿床绝人部分成因类型 为一颇且特色

的金矿成矿区
。

这里拟从 畏占金矿成矿的地区性

特征入 手
,

试探其成因
,

以利找矿勘探
。

区域地质背景

本区位 内蒙地轴东段
。

北以赤山爷一开源构

造带为界
,

与内豪兴安岭华力西褶皱带相分野

南以北票一承德构造带与燕山沉 命带分界
。

全区

处 东西向构造与北北东向构造交汇部位
。

区内出露最占老的地层为太占界建平群
。

它

由上
、

卜两个岩组组成
。

卜部岩组 为小塔 八勾组
,

要岩石为黑云斜长片麻岩
、

角闪斜长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
、

长英只麻岩
,

局部夹薄层磁铁石英

岩
。

凉岩场本上是一套富含铁镁质的海底喷发珑

性岩类义碎 马沉积
。 ,

〔度人 肋米 上部岩红

为人营 ’红
,

以海相碎码沉积为主
,

局部义化学

沉积和海底火山喷发物
,

经蚀变后成为石英砂岩
、

黑云斜长片麻岩
、

角闪斜长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
,

人理岩
、

长英片岩等
。

厚度人 姿 米
。

上述岩层不同程度地遭受 了混合岩化作用
,

有些形成混合岩或混合花岗岩

除建平群外 出露面积较人的地层为侏罗系
。

二要为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碎码沉积岩
, ,

介部地

区见陆相
、

湖相沉积的砂贞岩
、

煤层
。

零星分布

的有震【工系石英岩
、

砂板岩
、

灰岩等 奥陶 志

留系灰岩
、

砂贞岩 石炭系
、

二盈系的炭质仁宕
、

砂质板岩
、

火山眷 白坐系和第三系的砂砾岩
。

岩浆岩有前震旦纪的黑云毋石英正长岩
、

辉

长岩 华力西期的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二长花

岗岩 燕山期的 朴
一
细粒花岗岩

、

斑状花岗岩
、

石英二长岩等
。

脉岩有花岗斑岩
、

正长斑岩
、

闪

长份岩
、

流纹斑岩
、

花岗细品岩等
。

前震且纪古老变质岩与侏罗纪火山岩
、

碎屑

沉积岩绷七东向有规律的相间分布
,

形成延展方

向人致为北东 的三个隆起带和凹陷带 图 , 。

这种构造格局的形成应 为受东酉向构造与北北东

向构造联合控制的宏观表现 东西向构造明显者

为北柳勺卿爷一开源构造带和南瀚勺北票 承德

构造带
。

北北东向
、

北东向构造主要为上述之隆

起和凹陷及其间的断裂
。

此外
,

在一些地段和矿

区发汀郁匕西向和南北向断裂
,

但规模较小
。

成犷的地区性持征

矿化出现于不 同时代和岩性的岩石中

就目前所知
,

金的成旷作用儿乎见于所有岩层

体 , 之中
,

但矿化强弱程度不同 表
。

此外 有些矿区 金矿体与闪长盼眷 流纹

斑岩等脉岩相伴出现
,

构成矿体的上盘或 卜盘

局部含金 ,叮达工业品位以上
。

总观全区
、

公区内出露的划浸
,

除零址分布

的奥降一志留系中尚未发现金的矿化外 其它各

时代的 地层中均有金矿床 赋存或矿化显示 厄少太

占界变质宕层为址 含矿层位
,

其中的矿床规模

人
、

数以多
。

震
、

石炭 二叠系中的成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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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时代岩层 体 的成矿情况

时 ”或地层 岩 性 矿 化 情 况

差异
。

其次
、

在一些 矿 床中发育有绿泥石化
、

高

岭土化和钾长石化等
。

三澳理华擎聋兰巡鲤牵平竺二型犷丝丝
一竺卑贾尸共止兰丝包色一 一 一牛塑丝竺 一

一鲜少兰护纽暨些竺 一弊华一一一皇一竺一

髯些兰一一一
一竺竺兰 一侏 罗 系 中酸性火山岩 中一小 型矿床多处

砂砂岩
、

板岩岩 有中型矿床床

石石 炭 系系 炭质板岩
、

砂岩岩 有民采小矿矿

震震 以 系系 砂岩
、

砾岩
、

灰岩岩 矿点多处处

太太 古 界界 斜长角闪岩
、

角闪斜长片府府 矿化 普迫 大
、

中
、、

岩岩岩
、

黑云斜长片麻岩
、

混合岩岩小 型矿床多数数

图 某矿区 号脉坑道索描阳

一 棍合花岗岩 一破碎蚀变岩 一石英脉

见于碎屑沉积岩中
。

侏罗系中的矿床和矿化以在

中酸性火山岩中为最多
,

矿化点多面广
,

但多为

中
、

小型矿床
。

功各构造岩浆期中的中酸性岩体

均见矿化
,

而矿化范曲“ 、

形成矿床规模较大者

为燕山期岩体
。

华力西期岩体尽管有中型矿床存

在
,

但为数不多
。

勇从震旦纪开始
,

金的成矿主

要见于中酸性岩体
、

丸 岩和碎屑沉积岩中
。

不同岩层 体 中金的成矿形式基本相同

区内的金矿床
,

无论围岩为何种岩石
,

矿体毫无

例外地赋存于断裂破碎带中或裂隙中
,

矿化均以

充填和交代两种方式出现
,

形成含金石英脉或含

金蚀变碎裂岩
。

有些矿床不同的矿体
,

有的为含

金石英脉
,

有的则为含金蚀变碎裂岩
。

有些矿床

甚至同一矿体二者兼而有之
,

一段为含金石英脉
,

一段为含金蚀变碎裂岩
。

有时整个断裂破碎带以

含金蚀变碎裂岩为主
,

而含金石英脉穿考雨或断续

分布其中
,

但工业矿体是完整的一个 图
。

含金石英脉按其矿石中矿化组合又可分为含

金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
,

含金黄铁矿石英脉
,

含

金石英脉等
。

含金蚀变碎裂岩
,

由于围岩岩性不同
,

矿石类

型大不一样
。

在花岗岩中为含金蚀变碎裂花岗岩
,

在古老变质岩中则为含金蚀变碎裂片麻岩
、

角闪

岩 等
,

原 岩外貌基本保留
,

只是具有压碎和蚀

变现象
。

矿体围岩蚀变以硅化
、

绢云母化
、

黄铁矿化

为主
,

几乎见于所有矿脉中
,

只是强弱程度有所

样摘旁边的数字为金品位

齐全的金矿成因类型 吉林冶金地质勘

探公司研究所将我国北东部内生金矿分为四个成

因类型 变质热液金矿
、

混合岩化热液金矿
,

再

生岩浆热液金矿和沉积一变质金矿
。

详细研究本

区各金矿床的地质特征
,

它们毫无例外地分属这

四个类型之中
。

变质热液金矿 主要分布于南
、

晒个

近东西向大型构造带附近
,

也就是地轴的边缘地

带
。

矿床赋存于斜长角闪岩
、

角闪斜长片麻岩
、

黑云斜长片麻岩等声老变质岩中
,

矿体为含金蚀

变碎裂岩或含金石英脉
。

前者矿体较薄
,

厚多在

米左右
,

但走向
、

倾向延伸较大
,

常在 米

以上
,

且产状稳定
,

矿化均匀
。

后者
,

石英脉宽

多在 米以上
,

个别矿体局部地段可达 米 尽

管石英脉规模较大
,

但矿化很不均匀
,

仅分段形

成工业矿佩
混合岩化热液金矿 矿床集中区多似匕

东向隆起带的边哉 矿体围岩为混合花岗岩或混

合岩
。

矿体主要为含金蚀变碎裂岩
,

走向延协。

一 米
,

倾向延深往往是延长的一半左右
。

厚

度变化较大
,

一般 米左右
。

在混合岩中的矿体

小而富
,

在混合花岗岩中的矿体则大而贫
。

含金

石英脉矿体在本类型中规模小而品位变化大
,

居

非常次要地位
。

再生岩 浆热液金矿 系指产于中酸性火

山岩中的金矿和重熔花岗岩中的金矿
。

在隆起带

和凹陷带均有矿床发现
。

矿体亦赋存 断裂破碎

带中
,

含金蚀变碎裂岩和石英脉均有
。

重熔花岗



岩中的矿体规模较大
,

长多曲的米左右
,

常形成

较人的透镜状矿体
,

最厚处可超过 米
,

薄处仅

几魔米 矿石品位 一 克 吨
,

个别矿体局部可

达 克 吨以上
。

灿 岩中的矿体规模小而形态

夏 ’
,

长很少超过 米
,

分枝父合
,

尖灭再现频

繁出现
。

矿石品位变化极大
,

常常形成所谓
‘

窝

户金
,

并且多以肉眼可见的粗粒金存在
。

沉积一变质金矿 这类矿床具有明显的

层控
”

特点
。

主要见 于石炭系
、

二叠系的炭质

板岩
、

砂岩中
,

其次在前震旦纪变质岩中所夹的

大理岩透镜体和震旦全己池刽氏部砂砾岩中亦有所

发现 矿化见 这些岩层的断裂破碎带或稍遗裂

隙中
。

亦以蚀变碎裂岩或石英脉形式出现
。

矿石

品位较低
,

前发现者多在 克 吨以 凡

此外
,

第三系砂砾岩中发现 了占砂金线索
。

矿化有规律的带状分布 区内金的成矿

受东西向和北东向两组构造的联合控制
。

汀封匕东

向隆起带的边部
,

矿床
、

矿点密集出现
,

构成相

互平行的北东向金矿成矿依 似匕东向矿带中
,

工业矿床或较人规模矿床的出现
,

又多在南北部

两个东西向构造带的附近
在同一矿床或矿田中

,

含金蚀变断裂和矿体

的分布亦呈带状
。

以功灿革南部金矿田为例
,

区内

发现 条蚀变断裂裂隙
,

它们集中出现
,

构成

条呈北北东 句乎行排列分布的断裂带 图
。

可体者
,

仅在个别断裂带的局部位置
。

含矿断裂与非含矿断裂有所区别
。

含矿断裂

中压碎岩石具有强烈的硅 石英 化
、

绢云毋化
、

绿泥石化
、

钾化和黄铁矿化 非含矿断裂一般只

有微弱的绿 泥石化和硅化
,

蚀变类型比较单调
‘

在含矿蚀变断裂中
,

工业矿体赋存 于破碎带

较宽
、

蚀变义杂而强烈的地段
。

在这些地段蚀变

具分带现象
。

蚀变体中心为绢云召乒一 石英一黄铁

矿化带
,

向外依次为石英一黄铁矿化带
,

绿泥石

一黄铁矿化带
,

钾长石化带
。

达到工业品位的矿

石均产于中心两个带中
,

外部的两个带一般含金

甚微 达不到工业要求
。

蚀变的这种分带现象
,

在水平方向和 匡直方向均有所见

侧﹁闪川日

猫猫猫

地区性特征的成因探讨

综上所述
,

本区金旷化比较普遍而又有规不卜

的分布
,

矿床成因类型齐全 叮矿化形式又比较单

调
,

反映出该区为一特殊的岩金矿成矿区 在这

里就只体某个个矿床 衍 、
‘

,

只有一般金矿沐成矿

的地质特点
,

工走全区的成矿又有独特之处
,

了

别 其它成矿区 这种现象的出现
,

说明本区有

些独特的地护 件
,

支配着全区金的成矿作用

太占界主
‘

群为金的矿源层
,

给各种形式

的成矿作用提供
, 充足的物质来源

。

近年来研究证明 我国人 翅金矿或 金矿集中

分布区与太占代绿岩带密切们关
,

因而 捉出太

占代绿岩带为金的矿源层
。

本区亦处
几

太占代绿

岩带分布区
,

它的含金性与国内其它金矿成矿区

有相同之处 表
。

班平群小猫子沟姐 冉日含 衰 衰

元 素
。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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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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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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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犷小关 丫

一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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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 ‘ 蚀变破碎带
’
矿体 分 布 示息图

民合岩 蚀变破碎带

万 斑状 花 勺罕会 孟才 流纹斑 丫佘

条断裂带中均见有金的矿化
,

但形成上业

《据第 冶 金地质公句拎夜队 ,

可以看出
,

金
、

银含量与华北
、

胶东
、

辽
‘

护
、

占林等地金矿集中分布区的古老变质岩中的丰度



值大体一致
,

高出克拉克值的 倍以上
。

广布全

区
,

构成构造基底
,

又如此高的含量
,

建平群承

担各种成矿作用所需要的金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

区内花岗岩中金的含量也是很高的 表
。

在本区工作的不少研究者认为
,

这些花岗岩一部

分是混合花岗岩
,

一部分为重熔花岗岩
。

它们中

的金无疑是来源于古老变质岩
,

成为新的矿源岩
。

但追根溯源
,

太古界建平群应为
“

初始
”

矿源层
。

主 要 岩 体 含 金 衰 衰

岩岩体名称称 梅格窝铺铺 锦山山 鸡冠 子山山一长胜胜 对面沈一 撰山 子子子

代代 号号 了 ““

式
一 ’’

式
一 ’’ ,

‘ ’’ 占
一 ’’ 三一 定

吸
。

咬
。

】
。

硬 《

样样品数数

《来源 同表

各种矿源岩 层 的广泛分布
,

给金在各

处成矿创造了条件
。

前已述及
,

本区构造格局以隆起和凹陷成带

状相间分布为特征
。

在隆起带出露岩层为太古界

的古老变质岩及由其形成的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
、

重熔花岗岩
。

它们均含金较高
,

为金的矿源岩

呢
。

在凹陷带大面积分布的为燕山期中酸性火

山岩及其碎屑岩
。

在研究赋存于这些火山岩中的

金矿中
,

有的研究者认为它们是建平群的重熔再

生岩浆的喷出抓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
。

它们无疑继承了原岩中的成矿元素 —金
,

成为

又一新的矿源岩
。

这样
,

隆起带和凹陷带均由金

的矿源岩 层 所构成
,

给金 在两种构造单形匀

可成矿提供 了
‘

物质基础
” 。

此外
,

在地轴的边部
,

由于富含金的建平群

长期隆起
,

处 于风化剥蚀环境中
,

成为沉积矿床

的物质供给 区
,

而附近的凹陷盆地自然成为接受

沉积区
,

给形成沉积矿床提供 了条件
。

本区从震

月纪开始
,

在地轴与褶皱带和沉降带接壤部位的

震旦纪
、

石炭纪
、

二叠纪圳号中形成沉积一变质

矿床
,

可能就是由此种方式形成的含金沉冽浸而

后经成岩和变质作用成矶

各种断裂构造继承性的长期活动促成金局

部富集成矿
。

金在矿源岩 层 中尽管含量较高
,

但过于

分散
,

达不到工业开采要农 要形成工业矿体
,

必须有一个外界条件促使金局部高度富集
。

断裂

构造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

众所周知
,

断裂构造给热液矿床的含矿热液

一方面提供 了运移通道和沉淀场所
,

另一方面它

给周围岩石中的成矿元素创造了
“

活化迁移
, ,

条

件
,

使其从围岩中不断加入到成矿热液中去
,

提

高成矿元素在热液中的浓度
。

对于具有特殊地球

化学行为的金来说
,

后一种作用可能更为重熟
本区断裂构造以东西向稠日匕东向

、

北东向

为主
,

它们具有继承性长期活动泊勺特点
,

并且互

相干扰
、

复合
、

追踪
,

非常复杂
,

往往形成幅宽较

大
、

形态复杂的断裂破碎带
,

对上述热液活动是

非常有利的
。

特别在两种构造单元 不论哪一纫
接壤部位

,

表现更为明显
,

故而形成了凡矿必产

于破碎带中
,

并沿构造单元边佩 大型断裂带附

近密集分布的特点
。

归纳起来
,

区内金的成矿作用
, 、是在太古代

圳寻提供充足成矿元素 —金的基础上
,

大致经

过以下三条途径实现的 ①含金丰富的古老岩

层
,

在后期变质过程中使金相对富集于某一地段
,

当有断裂 面丈时
,

金进一步聚集成矿
。

②古老岩

层经混合岩化作用或深部重熔
,

形成混合花岗

岩
、

重熔花岗岩和火山岩
,

使金局部
“

浓集 ,,’后

经断裂活动
,

再次富集形成工业矿体
。

③古隆起

风化剥蚀的金在沉积盆地中被炭质较高的碎屑物

中碳吸附
,

或沉积于有利部位
,

后经成岩作用和

动热变质
,

沿一定构造部位成矶
上述途径有时单独出现

,

有时互相叠加
,

既

具有继承性
,

又具有再生性
基于上述认识

,

在本区进行岩金矿普查找矿

时不应受时代
、

圳寻
、

矿床成因类型的机械束缚
,

而应力吩区域构造特征的研究
,

在有不哟构造部

位去发现新类型
,

以提高找矿的成功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