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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仁陶勒盖银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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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地质学院) 

内蒙古额仁陶勒盖银矿床是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大型 中低温热液型 

矿床 矿体呈咏状产于上侏罗统塔木兰沟组火 山岩中 ，矿化与燕山晚期 

花岗岩演化晚阶段的浅成侵入体 —— 石英斑岩有关 阐述丁矿床地质 

特征、原生异常特 点等，并提 出了找矿的地质地球化学标志。 

关键词 热液型银矿床 原生异常 找矿标志 

1 矿 区地质概 况 

内蒙古额仁陶勒盖银矿床位于额尔古纳 

兴凯褶皱带和大 兴安岭海西褶皱带接壤部 

位，即得尔布干深大断裂的西南段 。该区是重 

要的银矿化集中区，已发现 了额仁陶勒盖大 

型银矿床、甲乌拉大型银铅锌矿床、查干布勒 

根银矿床等。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上侏罗统塔木兰 

沟组的安山岩、玄武安山岩、安山质火山角砾 

岩和安山质凝灰岩，井夹有少量的凝灰质砂 

岩、砾岩等。另外还零星出露有上侏罗统上库 

力组的流纹质凝灰岩、熔结凝灰岩等。 

矿区西北部为近等轴状的花岗岩岩株， 

在其东南侧发育有一系列浅成石英 斑岩株 

(脉)和含银石英脉 (图 1)，侵入顺序 由早至 

晚依次为花岗岩一石英斑岩一石英脉。 

1．1 成矿岩俸 

矿区西北部的花 岗岩呈岩株状产出 ，侵 

入上侏罗统塔木兰沟组火山岩中，Rh—sr同 

位素等时年龄为 1 20~6Ma。岩石类型以二 

长花 岗岩和钾 长花岗岩为主，岩石化学成分 

变化较大，SiO 变化在 61．55 ～76．55 ， 

Na2O+K2O一7．14 ～8．01 ，KzO／Na2O一 

0．52～2．76，分异指数 DI变化在 75．98～ 

94．38范围内，显示出强烈分异的特点。石英 

萃文 1993年 5月收到 ，候庆有编辑 

斑岩规模较小，均呈岩株或岩脉产出，岩石化 

学成分较稳定 ，SiO：平均为 79，Z8％，K O平 

均 为 6．6 ，Na O 为 0，u ，以富 SiO 和 

KzO为特征。研究表明，岩浆 由早至晚逐渐 

向富 SiO 和 K o方向演化。 

厂1- 
图 1 额仁陶勒盖矿区地质略图 

Q一第四系；J s一一上侏罗统上库力组；ht 上妹罗统塔木兰 

淘组}7卜一花岗岩{q 一石英斑岩；l一石英脉I2一推断断 

层 ；3一银 矿体及 编 号 

花岗岩、石英斑岩和石英脉微量元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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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见表)表明，花崩岩和石英斑岩成矿 

元素 Ag丰度 高，分别为同类岩石平均值 的 

8．6倍和 52．7倍 ，而且由花岗岩一石英斑岩 
一 石英脉 Ag丰度愈来愈高，表 明随岩浆的 

演化分异成矿元素Ag不断富集。花岗岩和 

石英斑岩 中Cu、Pb和 zn丰度与同类岩石平 

这与本矿床富锰、贫硫化物的特征相吻合。另 

外．花岗岩、石英斑岩和石英脉的稀土分布特 

征有十分 明显继承性演化关 系，由花岗岩一 

石英斑岩一石英脉稀土 元素总量 =REE逐 

渐降低 ．分别为 148．9×10 、141．0×10 和 

23．j2X 10 ，而铕亏损则逐渐加强， Eu分 

均含量相近 ，花岗岩和石英脉 Mn含量较高， 别为 0．61、0．48和 0．39。 

矿区地质体微量元素平均台量(x10 )表 

地质傩 样品数 Pb Zn Cu Ag Mn Co Nl RB sr Ba As 

花岗 岩 6 30．8 52．2 20．3 0．32 730 6 50 l0 5 l74．9 237．8 500 0 5 l 

石 莫斑岩 3 13．9 21．9 21．6 1．9S 471 l_O2 5．8 549．5 279．8 421．9 l3．2 

石 英脉 9 11．8 18．8 9 4 6．0l 877 1．3l 9．5 28．3 89．4 89．4 42．8 

1．2 控矿构造 

区域北西向的巴尔基嘎尔断裂和北东向 

的额仁陶勒盖断 裂交汇处控制 了矿床 的产 

出，而矿体则受次一级断裂的控制。矿区主要 

工业矿体主要受北北西张扭性断裂带和北东 

向压扭性断裂带 的控制。其中北北西向断裂 

带 分别控 制 了 Ⅱ一l、Ⅱ--2、Ⅱ一3和 I—l 

矿体 ，断裂总体倾 向为 260~270。，倾角为 40 
～ 60。。北东向压扭性断裂带主要由 3条较大 

断裂组成，分别控制了IV--1、Ⅷ一1、Ⅶ～3和 

vI一5矿体。矿体均呈脉状，往往具有分枝复 

合 ，尖灭再现特征，矿体大小不等，主要工业 

矿体长 80～1200m，厚 4～10m，延深 57～ 

300m，最大延深可达480m。 

1．3 矿石组成及组构 

矿床原生矿石矿物组成复杂 ，主要金属 

矿物为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和黄铜矿等 ， 

银矿物主要有辉银矿 、自然银、金银矿、深红 

银矿、淡 红银矿、银黝铜 矿、脆银矿、辉锑银 

矿、辉铜银矿、硫锑铜银矿等，脉石矿物主要 

为石英、菱锰矿、方解石等。该矿床矿石中黄 

铁矿、方铅矿、闪锌矿等硫化物含量小于 5X， 

属贫硫化物矿石。矿床氧化带甚为发育，氧化 

矿石主要金属矿 物为硬锰矿、软锰矿 、水锰 

矿、褐铁矿、蓝铜矿、孔雀石等，银矿物主要为 

角银矿、溴银矿和碘银矿等。脉石矿物以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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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 

原生矿石主要为各种交代结构 固溶体 

分解结构、结晶结构和碎裂结构等，矿石构造 

以浸染构造、脉状构造、网脉状构造和角砾状 

构造为主。氧化矿石主要结构为胶状结构 、环 

状结构、条带状结构、半 自形一 自形结构 等。 

矿石构造类型主要为蜂巢状构造、肾状构造、 

角砾斑杂状构造 、脉状、网脉状构造等。 

1．4 矿化蚀变及矿化期、矿化阶段 

矿 区矿化蚀变较强烈，主要 以绿泥石绢 

云母化、硅化和铁锰碳酸盐化为主，其 中，硅 

化和铁锰碳酸盐化与矿化关系最为密切 。矿 

区蚀变在空间上具有较明显的分带性 ，从矿 

体至 围岩依次为硅化一硅化、绢云母化一绢 

云母绿泥石化，由深至浅依次为铁锰碳酸盐 

化一硅化 。 

该矿床矿化可分为热液期和表生期 ，而 

热液期主要有 3个矿化阶段 ： 

第 1阶段：黄铁矿一石英阶段 ，为热液活 

动的早期阶段 ，形成一些规模较大的白色石 

英脉，在石英脉 中零星分布有 少量的半 自形 
一

自形黄铁矿 ，另外还偶见有少量闪锌矿、磁 

黄铁矿、黄铜矿等 ，该阶段石英脉含银较低 。 

第 1阶段：银矿物一硫化物一石英阶段 ， 

该 阶段形成一系列暗灰色石英脉 、网脉，穿切 

或胶结早期 白色石英脉，硫化物含量明显较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前一阶段增多 ，主要有闪锌矿、方铅矿、黄铁 

矿、黄铜矿等，硫化物呈浸染状分布于 暗灰色 

石英脉中。该阶段是主要银成矿阶段，大量银 

矿物 ，尤其是银铜硫化物广泛出现在此阶段。 

第 Ⅲ阶段 t银矿物 硫化物 铁锰 碳酸 

盐阶段，规模较小，主要呈细脉状产 出．硫化 

物以闪锌矿和方铅矿 为主，脉石矿物以菱锰 

矿、铁锰方解石和石英为主 ，该阶段也是矿化 

重要 阶段，银矿物以银硫盐类为主。 

2 原生异常特征 

2．1 原生异常 

对 矿 区 Ⅱ一3和 11 1两个 主要 工 业 矿 

体原生异常研究表明，在银矿体或矿化蚀变 

带上下盘 的侏罗系火山岩 中，元 素 Ag、Cu、 

Pb、Zn、Mn等均形成大规模 的原生异常(图 

2)，其 中以成矿元素 Ag异常规模最大 ，Ag在 

侏罗系火山岩 中背景值为 0．51×10一，在矿 

体上盘的侏罗系安山岩中形成的异常宽度达 

225m，而且具有十分明显 的浓度分带，在矿 

体下盘的安山岩中 Ag异常规模 明显小于上 

盘 ，具有不对称的特点。Cu在侏罗系安山岩 

中背景值为 30×10 ，虽然在矿体上下盘安 

山岩中也具有较大规模的原 生异常 ，但异常 

不规则 ，没有明显的浓度 中心，浓度分带也不 

明显。Pb、Zn在安山岩中背景值分别为 18× 

10 和 97×10 ，两者在火 山岩中形成的原 

生异常形态和规模相近，在矿体上盘 的安山 

岩中可形成宽度为 60m左右的异常，高浓度 

带规模较大，而低浓度带规模相对较小。Mn 

在侏罗系安山岩 中背景值为 750×10 ，Mn 

在矿体周 围的安山岩中异常规模较小，在矿 

体上盘安山岩 中异常宽度约 30m。由此可见， 

成矿元素 Ag是寻找隐伏矿体的最佳指示元 

素，对于深度小于 200m的隐伏矿体可取得良 

好指示效果。 

围  囫 ，日  2 

2 ZK3205席 生 异 常 特 征  

1--安L1．岩；2 矿体；3 元素背景值 

2．2 元素轴向分带 为：Mn (As，Ag) cu—zn—Pb—Mn 。其 

额仁陶勒盖银矿床成矿元素及成矿伴生 中 Mn 为地表或近地表呈氧化物形式存在的 

元素在空间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分带性。根据 锰，是热液形成的铁锰碳酸盐表生氧化的产 

分带性指数对矿区主要工业矿体进行计算， 物，Mn：则为热液形成的以铁锰碳酸盐形式 

得出本矿床元素轴 向分带序列 (由t2~T) 存在的锰
。 因而热液成矿过程中元素由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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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的分带序列为 ：(As，Ag) cu zn—Pb— 

M n。 

与典型热蒗矿床元素轴 向分带序列对 

比，该矿床元素轴向分带序列中，Pb位于 Cu 

和 zn之后 ，其原因可能是该矿床在成矿过程 

中，Cu、Pb、Zn、Ag在热液 中呈 [M”(HS ) 

n]⋯ 络合形式搬运为主，以这种络合物形式 

迁移，Cu和 zn络合物不稳定常数较 Pb小， 

因而 Cu、Zn的[M⋯(Hs)n]⋯ 络合物相对 

更稳定，迁移能力更强所致。 

3 找矿标志 

3．1 地质标志 

(1)通过对额仁陶勒盖矿床及该 区银矿 

床(点)研究表明，该类型银矿床均与燕 山晚 

期的浅成酸性小侵入体有关。这些浅成酸性 

小侵入体往往是燕山晚期花岗岩演化晚阶段 

的产物 ，花岗岩、酸性浅成侵入体和含矿石英 

脉在空间上密切共生。与银矿化有直接关系 

的浅成侵入体主要为石英斑岩和花岗斑岩。 

(2)区域性 北东 向断裂带与北西向断裂 

带交汇部位往往控制了燕山晚期成矿岩体和 

矿床的分布 ，而银矿体则主要受次一级构造 

控制。次一级构造交汇部位是寻找矿体最有 

利地段 。 

(3)围岩对银成矿没有 明显的控制作用， 

银矿床既可以产 于中生代火 山岩中，也可产 

于古生代地层中。 

(4)该类 型矿床典型蚀变为硅化和铁锰 

碳酸盐化 ，铁锰碳酸盐被氧化后 ，可形成较大 

规模的铁锰 帽，是找矿的直接标志。 

3．2 地球化学标志 

(1)与银矿化有关 的岩体多为浅成酸性 

小侵入体 ，以富 SiO 和 K。O为特点 ，而且成 

矿元素银丰度高，且具有强烈分异的特点，具 

有明显铕亏损，扼 u<O．5。 

(2)此类型矿床的矿体或矿化蚀变带上 

盘围岩中，Ag、Pb、Zn、Cu、As等元 素可形 成 

较大规模的愿生异常，尤其是成矿元素 Ag异 

常规模大 ，是寻找隐伏矿体最佳指示元素，埋 

深较浅的矿体 在地表 往往形成 Ag、Mn、Pb、 

Zn、As等组合异常 ，是找矿的重要标志。 

(3)矿床具有明显的元素轴向分带，Ag、 

As为矿上元素 ，而 Zn、Pb办矿下元素，而且 

(As+Ag)／(Pb+Zn)、As·Ag／Pb·Zn比值 

从矿体上部至下部降低，大体变化趋势为 ：矿 

体中上部(As+Ag)／(Pb+Zn)一0．4～0．6， 

As·Ag／Pb·Zn一0．2～0．4，矿体 中部(As4- 

Ag)／(Ph4-Zn)一0．1～ 0．2．As·Ag／Ph·Zn 

=0．01～0．03，矿体下部 (As4-Ag)／(Pb+ 

Zn)<0．05，As·Ag／Pb·Zn<0．005，上述 比 

值可作为矿体剥蚀程度判别标志之一 

(4)石英脉及硅化蚀变带中石英包裹体 

成分和 o也是评价含矿性或矿体剥蚀程度 

的指标。研究表明，矿化较好的矿化蚀变带中 

石英包裹体含盐度和矿化度分别为 0．42 ～ 

0．66 和 16．17～19．58g／L。当盐度和矿化 

度过大时，表明剥蚀深度较大 。石英 O值越 

小，标志着受大气降水混合 比例越大，剥蚀程 

度越浅。 

(5)石英的矿物学和谱学特点也是判别 

石英脉或硅化带含矿性的标志之一，一般灰 

色致密的石英脉含矿性较好。研究表明，石英 

包裹体中 H O和 CO 红外光谱吸光度 D 和 

D，与银 含量有 明显正 相关关 系，一般 Dl> 

3．9O， >0．120含矿性 较好，而 D <3．0O， 

d0．10，则含矿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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