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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辽金矿带地质一地球物理特征

李 治 华

冶 金部第一地质劫 查局 河 北燕郊

本文以地球物理资料为基础
,

以地质资料为依据
,

从规律着眼进

行资料处理和解释
,

讨论了燕辽金矿带控制因素和金矿集中区的地质一

地球物理特征
。

最后从 个不同类型金矿床的地球物理特征
,

了解矿带

中各个矿床的地球物理共 性 与 个性
。

关 询 燕辽金矿带 地球物理特征

物 探 与 化 探

燕辽金矿带的范围系

指河北省北部
、

辽宁省西

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地区
。

大地构造位置在华北地台

北缘东段
,

包括内蒙地轴

和燕山沉降带两 个二级构

造单元
。

矿带中已探明的 个大中型金矿床

构成 个金矿集中区
。

无论金矿集中区还是

金矿床
,

其区域地球物理场都有明显的特征

和规律
。

研究这些特征和规律
,

对金矿的普

查找矿不无傅益
。

燕辽金矿带地球物理特征

燕辽金矿带实际 上是一个金 矿 成 矿 区

城
。

区内的矿床在地质环境
、

成矿作用
,

以

及成因上有着密切的联 系
,

因此 可以作为一

个成矿体系研究
。

燕辽金矿带的范围南自北 纬
。 ,

北至
’ ,

西 自东经
“ ,

东达渤海西岸
。

区域磁场特征

西起张家 口 ,

经 昌平
、

北京
,

东

达吕黎一线
,

是一条磁场特征分界线
,

其北

磁异常轴向近东西
,

包括北西西 及 北 东 东

向 南磁异常轴向北北东一北东
。

该分界线

推断为华北地 台两个二级构造 单 元 的 分界

线
。

该线以北为近东西向构造
,

包括内蒙地

轴及燕山沉降带
,

其南以北东向或北北东向

构造为主
,

包括山西中台隆及华北断坳
。

东西向构造带的 磁 场 特 征表现

为 北部西起张北
,

东至内蒙喀喇沁旗
,

构

成一条完整的东西向磁异常带 南部西起赤

城
,

北东至凌源
,

呈一向南弯曲的弧形磁异

常带
,

总体轴向仍保持近东西向
。

青龙一凌

源以东部分
,

既保留有东西向异常痕迹
,

又

叠加上北东一北北东向构造
,

改造明显 再

向东隔下辽河拗陷
,

与鞍本
、

抚顺太古界片

麻岩遥相呼应
。

该带西端 与内蒙大青山高磁

异常带相对应
。

实际 上这就是地质 力学系统

称为阴山纬向构造带的一部分
。

磁异常带的

轴向就是太古界片麻岩内磁性层的走向
,

其

稳定的走向表明东西向前寒武纪的构造形迹

受后期地质运动改造较弱
。

东西向构造带中的负磁异常带
,

西起康保东至凌源间的东西 向构造带
,

由于

太古界岩系 上面没 右盖层或盖层薄
,

因此呈

现 出明显的高磁场区
,

其中出现 条近东西

向负磁异常带 图
。

北带西起康保
,

经沽源
、

围场
、

喀喇沁



琅祖

、、

张北

张家口

一磁异常及其 轴向 , 一负磁异常及其中心 , 一金矿床 ,

卜构造分界线

旗
,

东达敖汉旗一带
,

宽约
。

西段盛 北东向及北北东向磁异常
,

属燕辽金矿带范

产含金多金属矿产
,

蔡家营大型含金多金属 围以外
,

故不详细讨论
。

矿即在该带南缘
。

东 段盛 产 金 矿
,

如红花 区城 , 力场特征

沟
、

莲花山
、

喀旗十家子
、

金厂沟梁
、

撰山 区城布伽重力异常经解析延拓
、

方向导

子等大中型矿床
。

数区域场圆滑及剩余重力异常等处理结果表

中带西起张北
,

经丰宁
、

隆化
,

东达凌 明

渡
,

唯赤城一丰宁间不连续
,

宽
。

重力场值由西向东逐渐升高
,

受

西段尚未发现成型矿床
,

丰宁以东中小型金 条北东一北北东向重 力梯度带控制
,

即太

矿床广布
。

行 山经昌平
、

丰宁直达西拉木伦河的北东一

南带西起张 家 口 ,

经延庆
、

怀柔
、

迁 北北东向巨型重力梯度带 青龙一凌源北北

西
,

东达青龙
,

宽约
。

西端有小营盘
、

东向重 力梯度带 昌黎
、

秦皇 岛一锦州重力

张全庄
、

东坪
、

金家庄 东端有金厂峪
、

牛心 梯度带 北北东向
。

山
、

峪耳崖
、

柏杖子等大中型金矿
。

重力场由南向北逐渐降低
,

由张

太古界片麻岩中的这些负磁异常带
,

主 家 口一北京一怀柔一遵化直达青龙重 力梯度

要是 由于具磁性的变质岩遭受热 蚀 变 而 退 带和丰宁一隆化一凌源重力梯度带两条近东

磁
,

以及热液活动中带人无磁性的硅质
、

碱 西向重 力梯度带
,

分割成由南至北的 个台

质交代造成的
,

其中也包含沿带的酸性侵人 阶
,

每个台阶内重 力场在一个平均值上下变

岩 无磁一弱磁 引起 的 低 磁 场
。

总的来 化
。

看
,

这 个负磁异常带表征 了 条构造岩浆 由 条北东一北北东向及两条近

岩及蚀变带
。

东西向重 力梯度带将区域分成 个断块 图

张家 口
、

昌平
、

北京
、

昌黎一线以南的
,

即西部断块
、

南部断块
、

北 部 断块
、



冀北断块和辽西断块
。

根据深地震测深结合

重 力反演
,

几个块区 地 壳的 厚 度是 西区

南区
,

局部达 ,

北区 冀北区 辽西区
。

尽管不同研究者采 用不同的 反演方

法
,

计算结果也稍有差异
,

但总的格局是 一

致的
。

块区 与块区之间被明显的重 力梯

度带所分开
,

说明地壳厚度变化剧烈
,

如太

行山重力梯度带已为黄海至海原深部地震测

深剖面证实为一切割地壳达 卜地慢的壳型深

断裂 昌黎一锦州重 力梯度带 已被张家 口一

秦皇 岛转换波测深剖面证实为一 壳 型 深 断

裂
。

不难推断块区之间多为深断裂所分开
。

个金矿集中区及 个大 中型金

矿床都沿断块的边缘分布
。

一系列中小型矿

床及矿点无不遵循这一规律
。

从天然地震转换波法所推断的地壳结构

可以看出
,

西部
、

南部两断块在下地壳中存

在一个 ,

界面
,

而冀北与辽西断 块 则缺少

这一界面
,

仅有一个 界面 相 当于硅镁层

的玄武岩界面
。

这种地壳结构对区域成矿有

什么影响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综合重
、

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张家 口一北京一昌黎一线重
、

磁结

果均反映出地台内二级构造分界线特征
,

该

线以北属阴山纬向构造带
,

其南为北东向一

北北东向构造体系
。

张家 口一北京一昌黎以北地区
,

即

燕辽金矿带范围
,

重
、

磁结果表征不同的地

质特点
。

重力场反演的深部构造格架
一

与磁法

结果表现的上地壳表层构造不一致
,

说明前

寒武纪东西向构造的形成
,

受深部构造影响

不大
。

而深部构造对表层的影响表现为沿各

块区边缘
,

后期地质运动使断裂复活
,

产生

一系列构造岩桨岩带
,

控制金矿床分布
。

构造一岩浆杂岩带都伴随着明显的

区域性负磁异常带
,

对带 中的基性
、

超基性

以及 中性岩浆岩表现出局部正磁异常
、

负磁

异常带
,

与地质块区边缘及岩浆岩带基本一

致
。

这三者空间 上的重合不是 禺然的
,

而是

互相联系的地质事件的演变结果
,

成为金矿

口 燕江 矿带 力异常场

一断块界线 , 一大断裂 , 一金矿床 , 一花岗岩 , 一局部重力低



成矿的重要标志
。

金矿集中区的地球物理特征

金矿集中区是指受一个主导地质事件控

制的金矿床分布集中区
,

其范围相 当于矿 田

或略大的区域
。

燕辽金矿带内的金矿集中区

已探明的金矿储量大于 的共有 个 包

括太行山北段的一个区域 ①宣化集中区 ,

②石湖集中区 ③都山集中区 ④赤峰西南

部集中区 ⑤敖汉集中区等
。

金矿床沿着断块边缘分布
,

这是一般性

规律
,

但是金矿集中区还有一个突出特点
,

即金矿床围绕局部重力低周围分布
。

根据重

力异常向 延拓 与实测比较及用 火

窗 口 圆滑所获得剩余重力异常综合讨

论其特征
。

宜化金矿集中区位
一

西部断块 与南部断

块以及冀北断块的交汇地区
,

局部重 力低范

围
“ , △夕。 ,。 一

· 一 ’ ,

在其

南缘有小营盘金矿
、

东榆树坪金矿
、

金家庄

一后沟金矿
、

张全庄金矿等大中型金矿床及

小型金矿床数处
。

金矿床赋存在北西向负磁

异常区内及其边 缘
, △ ‘

。

一理
。

局

部重力低南半部出露 有近东西走向的碱性杂

岩体 鱿 及混 合花岗岩
, ,

岩体周围为太

古界桑干群
, 。

小营盘金矿
、

张 全庄金矿

属石英脉型 东榆树坪金矿
、

后沟金矿为碱

性杂岩中具明显钾化的细脉状矿床
。

石湖金矿集中区位于西部断块与南部断

块交界处的西 部 断 块 内
。

局部重力低范围
, 八夕。 。

二 一 一 。一 。 “ 。

石湖金

矿床位于 局 部 重 力低东南边缘
,

属大型矿

床
。

负磁异常区范围比局部重力低范围大
,

矿产地处 △ ‘ 。

一
。

局部重力低内

有两个花岗岩体 下 聋及花岗闪长岩 呈
。

岩体

周围分布太古界阜平 群
。

矿床主要为蚀

变岩型
。

蚀变主要为黄铁绢英岩化
。

都山金矿集中区位于南部断块
、

冀北断

块与辽西断块的交汇处
。

局部重力低范围为

, , △夕二 。

一
· 一 ’。

金刃
’

床

围绕其四周分布
,

有金厂峪金矿
、

峪耳崖金

矿
、

牛心 山金矿
、

三家子金矿
、

柏杖子金矿

等大 中型金矿
。

每个矿床附近都有 中一小花

岗岩株相伴
,

是该区的一个显著特点
。

矿床

皆位于负磁异常区内
, △ 二 , 。 一

。

局部重力低部位出露花岗岩体此
,

周边为桑

干群
。

矿床为石英脉型
,

矿 体 产 在 太古界

金厂峪
、

三家 子
、

元 古界及岩体 柏杖

子
、 夕 聋花岗岩 峪耳崖

、

太古界 及

花岗岩 丫 誉中 牛心 山
。

赤峰西南部金矿集中区位于西部断块
、

冀北断块 与北部断块交汇处
。

隆化
、

围场
一

与

喀喇沁旗之间局部重力 低 范 围
,

△ 。。 二 一 一
· 一 。

局 部 重力

低的东部被较大的花岗岩 下 聋占据
,

七西边

缘及 中部仅见小花岗岩株
。

在岩体北端花岗

岩内产有喀喇沁旗南大洼蚀变岩型金矿及大

水清石英脉型金矿
。

重力低的北部太古界片

麻岩中产有红花沟
、

莲花山石英脉型金矿
,

但这两个矿距局部重力低稍远
,

受一个二级

重力梯度带控制
。

矿床都处在高磁场背景中

局部负磁异常 △ 。 , 。 一 中
。

敖汉金矿集中区位于辽西断块与北部断

块的衔接部
。

局部重 力 低 范 围
,

△夕 , 。 二 一
·

一 ’ ’。

其东 南部 有印支

期花岗岩体 ‘分布
,

其余部位 岩体呈小岩

株
。

金厂沟梁石英脉型金矿分布于局部重 力

低的东南缘
,

处于 八 ‘ 。 二 一 的负磁

异常中
。

撰 山子金矿分布于局部重力低的西

北缘
,

处于 △ 耐 。 二 一 的负磁异常中
。

该矿床赋存于 上古生界地层中
,

按传统划法

应属于兴蒙地槽区
。

但从区 域 重
、

磁 结果

看
,

华北地台与兴蒙地槽分界线应在西拉木

伦河
,

东延过下辽河拗陷达延吉是比较 自然

的
。

因此撰山子金矿应在地台的盖层中
。

上述结果说明了一个重要
“

‘实 金犷集

中区均分布在两个断块的衔拄处
,

或三个断

块的交汇处
,

并有面积达儿千平方公里的圆



形
、

椭圆形局部重力低
。

这些局部重 力低范

围内均见到规模不等
、

时代不同的酸性或碱

性侵人体
,

其密度比片麻岩低
·

’ “ ,

据此可以推断局部 重 力低可能

与隐伏的酸性或碱性侵 人 体 有 关
,

或者 与

硅
、

碱质交代 育关
。

各种金矿床围绕其周围

分布
,

并不受盖层的岩性和时代影响
。

说明

引起局部重力低的地质因素是金矿集中区的

主导因素
。

上述金矿集中区的特点
,

在华北地台北

缘东端吉林夹皮沟金矿集中区
,

华北地台东

缘胶东 招掖金矿集中区
,

都
一

有 显 示
,

说 明

这一地质一地球物理规律在华北地台上可能

有普遍意义
。

燕辽金矿带内还有几个局部重 力低
,

仍

有找矿前景
,

辽西建昌县的两个局部重 力低

正在开展找矿工作
,

其远景已达中型
。

应该指出
,

长带状局部重 力低
,

虽也 有

花岗岩类侵人体分布
,

但迄未发现中型以上

矿床
,

多数是 以下的小型矿床
。

万重 力结果在矿区西部发现一
·

一 忿

的局部重 力低
,

范围 ’。

距金矿
,

重 力低表现为负磁异常
,

与青山口花岗岩一
一 “ 局部重致

。

金矿床上 有
·

力低异常
,

范围约
,

呈 民条状
,

与断

金矿床的地球物理特征

山于金矿床类型
、

规模不同
,

难以采用

一个统一的找矿方法
,

但各种矿床也有共 同

的特征
。

如大多数金矿床普遍存在 与金矿关

系密切的硅化
,

石英脉与硅 化 都 具 高阻特

征 大多数大中型金矿都具有明显钾化一绢

云母化
, , 能谱在蚀变带上有 的钾异

常显示 黄铁矿化普遍存在
,

但硫化物 多少

不一
,

当埋深
、

规模合适时常有中等一弱激

发极化异常显示 蚀变作用使磁铁矿转化为

黄铁矿
,

无磁硅碱质交代等使具磁性的古老

片麻岩退磁
,

围绕矿床形成高背景磁场上的

负磁异常区
。

由于矿床或埋深大或规模小
,

有时物探不能发现明显异常
。

下面讨论几个

不同类型矿床实例供研究
。

金厂峪金矿为太古界地层中的石英复脉

带型金矿
,

位于张家 口一青龙东西向重 力梯

度带附近
。

东北部为都 山局部重 力低
。

裂系走向和范围 一 致
。

磁 异常在金矿床 匕

为高背景场中的负磁异常
,

呈 似 椭 圆 状
,

△ 。 。。 二 一
。

范围略小干 重 力低
,

两

者中心部位重 合
。

万 金分散流异常浓

集中心
一

与负磁异常中心一致
,

在局部重 力低

中心偏北三者重 合的地段
,

即为金厂
一

峪金矿

主矿带分布区
。

主矿带南延部分
,

不 力异常

仍清晰南延
,

负磁异常
一

与分散流异常均拖个

长尾巴南去
,

南延部分已发现小型金矿床
。

地面 下能谱测量结果表 明该 区钾异常比其他

地区低
,

矿带 几方钾增 高
,

铀
、

针 降 低
。

、

及 的数据经处理后
,

条矿带 上都有清晰的异常
,

其宽度与矿带

宽基本一致
,

较好地反映 出矿带的位置和界

线
。 才 ·

异常与 异常形态边界基

本一致
。

后沟金旷位于赤城县
,

为产于碱性杂岩

体内的钾质蚀变岩型金矿
,

处于张家 口
、

昌

平
、

怀柔
、

遵化
、

迁 西 区 域 重力梯度带西

端
, ‘

改化局部重力低的东缘
,

东西向负磁场

中
。

详细地球物理勘查 说 明
,

矿 区 分 南
、

中
、

北 个矿带
。

后沟金矿位于北矿带西端

图 南矿带局部地段钻探 工 程拐露 出

具工 业价值的金矿床 中矿带的远 景尚未查

清
。

每条矿化带长
,

大致 平行
。

矿化带的地球物理特征是 ‘印包阻率高阻异

常带 ②高阻异常带中有断续的激发极化异

常
,

一般叮 ,

个别达 夕台 ③伴

随明显的钾异常
,

形 成三者空间组

合的综合异常带
。

这是 明显的矿化带标志
。

工业矿体位于异常带中 种异常共同出现的

地段
,

这已为后沟
、

北沟
、

西水沟矿床所 证

实
。

说明金矿床与硅 化
、

钾化
、

黄铁化密切

相 关
。

从图 可以看出
,

矿体 显示高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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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矿体 一漱电异常等值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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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钾异常等值线 , 一视电阻串等值线

极化率异常
,

经坑道中极化率测定矿体极化

率为
,

围岩小于
,

靠 近 矿体下盘

钾增高
。

矿体下盘出现极化率与钾的高值异

常
,

电阻率低阻
。

从测深断面图看到极化率

异常分布在矿体上半部
,

高阻异常则普遍在

矿体上 方 断 面 采 用 方 法 处 理
。

下盘低阻高极化体尚未验证
。

从断面图 上还

可以看到二长岩体的分界面
。

辽宁建昌县南大线金矿床产于侏 罗系中

统髻髻山组安 山岩
、

安 山质角砾岩中
,

属含

金破碎带蚀变岩型矿床
。

金 属 矿 物 有黄铁

矿
、

黄铜矿
、

自然金
。

脉 石 有 石 英
、

绢云

母
、

绿泥石等
。

围岩蚀变有硅 化
、

黄 铁 矿

化
、

钾长石化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等
,

前

三者与金矿关系密切
。

矿体为脉状
。

矿床位于局部重力低的西北边缘
、

东西

向负磁异常带中
。

矿床东端接近花岗闪长岩

体
。

矿区物化探详查结果表明
,

金矿脉分布

于负磁场背景的西南边缘
。

甚低频倾角法在

矿带 上获得明显的倾角 及磁 场 月 ,
异

常 图
。

该异常向矿床的 西南 及东北方

向继续延伸
,

表明向西
、

向东都 有扩大远景

的潜力
。

另外
,

化探次生晕金异常也随倾角

法异常分布
,

最近在西延部分 钻 孔 验 证见

矿
。

在 已知矿外围发现一个马蹄形甚低频倾

角 及 , 异常
,

断续分布 有金次生晕

二到习
皿仪协

, 习

国
,

口 口
,

口
‘

圈
,

圃 四
田 后 沟式 全矿地球物理特征

一金矿休 , 一斑 状 花岗岩 , 一钾化蚀变休 ,

‘一二长岩 , 一斜长 角闪岩 , 一 勺 ,

等值线 ,

一
。
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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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异常
,

可望成为新的找金远景区
。

地质调查

研究认为
,

该马蹄 形 异 常 西端南部的三道

盘
,

以及北部的小鞍及东部转 弯 处 的 杜杖

子
,

都是一级有望区
。

从矿床的详细剖面研究 图 可以看

出
,

矿体上有明显倾角法异常
,

波阻抗法计

算的剖面 电阻率结果与 极距四 极

法观测结果一致
。

表明矿体 上盘硅化强 烈
,

破碎带在成矿中被蚀 变 而硅化
。

效 二 。

激发极化法结无明显异常
,

但测深剖 面在深

部出现明显激发异常
。

磁测在蚀变带 获得

一 的负磁异常
。

这些异常 与化探 异

常一致
。

表明金矿成矿 与硅化
、

钾化
、

黄铁

矿化关系密切
,

同时反映 出由于热液蚀变造

成安 山岩原磁性减退的热 力蚀变区
。

综合 上述地球物理特征
,

无论是研究金

矿带分布
,

确定金矿化集中区
,

还是进行矿

床的具体找矿
,

合理运 用综合物探方法
,

都

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
。

作者深信
,

通过金

矿物探的扩大实践与研究
,

物探在找金矿 七

大有作为
。

团刀画困回

南大 线金矿地质一 物 探 创面圈
一金矿体 , 一蚀变带 , 一花 岗岩 , 一安山

岩 , 一 刀 等值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