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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内蒙撰山子金矿构造控矿规律与成矿预测。尸 

瞒 f一 · 电 堡 盐 基
』缸 杨春雷 

撰山子金矿区域构造控矿规律表现为东西向成带、北东向成行的“带行律”。其构造规律 

具有定位性、定向性、等距性、韵律性、斜列性和侧伏性 。根据对构造控矿规律厦矿化富集规 

律的研究．结合地球物理勘查 、地球化学研究信息、全息光弹模拟试验研究，对撰山子金矿区 

进行了成矿预测。 

关键词 撰山子 金矿 构造控矿规律 成矿预涮 

矿区位于华北地台与 内蒙华力西地槽褶 

皱带交接部位 ，历经多次构造变动，岩浆活动 

频繁，金矿化 明显 ，具有 良好成矿地质条件。 

1 撰山子金矿构造控矿规律 

1．1 区城构造控矿规律 

赤峰地区以新华夏系、华夏系、纬向 3大 

构造体系为主体 ，构成区域构造的基本骨架， 

控制了金矿有规律的分布，展现了东西向成 

带 ，北东 向成行的控矿规律，即 带行律”。 

(1)东西向断裂形成时间早，长期多次活 

动 ，控制了金矿的东西 向展布．在赤峰一朝阳 

地区有 3个东西向金矿带，由北至南依次为： 

①红花沟一撰山子一奈林沟金矿带；②大水 

清一金厂沟粱一二 道沟金 矿带；③ 喇嘛庙一 

热水一长皋金矿带。 

(2)本区在古生代华夏系活动，形成了3 

个北东 向隆起带 ；燕山运动 ，新华夏 系活动 ， 

出现北北东 向的鸡冠 山、铁 匠营子、八里罕、 

老哈河、黑水一莲花山断裂，斜切了北东向隆 

起带和华力西期岩体 ，引发 了大量 花岗岩 的 

侵人和火 山的喷溢活动，构成了北东 向构造 

岩浆隆起带 ，控制了北东向金矿行的展布 ，由 

西向东有3个矿行：①老府构造岩浆隆起带 ， 

红花沟一莲 花山一喇嘛庙金矿行 ：② 喀喇沁 

构造岩浆隆起带，热水一大水清一撰山子金 

矿行 ；③贝子府构造岩浆隆起带．奈林沟一金 

厂沟梁一长皋金矿行。 

(3)北东、北北东向与东西向断裂交切地 

段 ，应力集 中，岩石破碎特别强烈 ，裂 晾异 常 

发育 ，为矿化 富集提 供 了 良好的空 间条件 。 

大断裂 、深断裂交汇部位，直接控制矿田、矿 

区。赤峰地区的金矿田均产在两组断裂的交 

汇处，如：①大水清金矿，产在青山一姜家屯 

东西向断裂与北东向锦山一隆化断裂的交汇 

处 ；②红花沟金矿，产在中营子东西向断裂与 

北 东向猴头沟断裂交汇处；③金厂沟粱金矿 ， 

产在赤峰一开原东西向猴头沟断裂交汇处； 

④奈林沟金矿 ，产 在赤峰一开原东西 向断裂 

与北东向黑水一莲花山断裂的交汇处；⑤撰 

山子金矿，产在后公地东西 向断裂 与北北 东 

向黑水一莲花山断裂的交汇处 。 

综上所述，区域构造控矿规律 除表现为 

“带行律 外，尚具有定位性 ，即两组断裂交汇 

部位，控制一个金矿 田；具有等距性，即每 

30kin-50km 出现一个金矿带 。 

1．2 矿区构造的控矿规律 

(1)控矿断裂的空间展布对矿床 、矿体的 

控制规律有： 

①定位性 ：撰山子金矿区 ，产于后公地东 

西向断裂与北北东向黑水一莲花山断裂交汇 

处 的锐角区 ，裂晾发育 ，为矿液上升运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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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通道和沉淀的有利的场所 。该矿田 

有三个矿区，即撰 山子本 区，落凤毛矿 区，两 

半山矿区(见图 1)，远离锐 角区矿化减 弱，愈 

近锐角区矿化愈好 。 

图 1 撰于山金矿田主要矿区、矿脉分布图 

Q|一 砂 土、砂、砾 石 ；J3j一建 昌组 ；1"2r一染房 地 组： 

P2r 铁营子组 ；P1 一于家 北 沟组上段 ；P_YL‘于家北 沟 

组下段； ； 一花岗斑岩； -。一缅粒花岗岩；乱． ；一 

闻长岩；ur 霏细斑岩 1一地 质界线 ；2一 金矿脉及编 号 ； 

3一矿 医分界线 

②定 向性 ：区内金矿化主要受北西 向容 

矿断裂控制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而 东西向、 

南北 向构造矿化微弱 ，仅局部形成规模不大 

的金矿化。北西向控矿断裂所控制的矿体走 

向为 3O ～40'之问。 

③等距性：等距性构造是地质作用过程 

中形变的产物 ，反映 了地 应力在匀 质地 块中 

按等距离释放的特点。 

矿区内北西 向主要容矿断裂 ，具 有密集 

呈带、等距分布的特点。北西向容矿断裂分 

为 5个断裂带：I带以5号断裂为主断裂；Ⅱ 

带以 72号断裂为主断裂 ；Ⅲ带以 35号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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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断裂 ；Ⅳ带 以2号断裂为主断裂 ；V带 以 

黄铜硐为主断裂。 

主断裂带之间距 离为 250m～300m。在 

每个断裂带中，有与主断裂平行的次级断裂 ， 

次级 断裂之间的距离 20m～30m，显示出不 

同序次的等距构造。 

矿脉 沿走 向每隔 700m 左右，出现一个 

富矿地段 (如 5号脉) 这与光弹模拟实验应 

力集中区牛蜻吻台，表明纵向上的等距性。 

④韵律性 ：矿区内北 西向容 矿断裂走 向 

相互平行 ，相邻 断裂带之间倾 向相反 ，即 I、 

Ⅲ、V带倾向 SW，Ⅱ、Ⅳ带倾向 NE，呈现出 

倾向SW、NE相问出现的韵律性。 

⑤斜到性：北西 向容矿断裂呈现右型压 

扭性，故矿体在 平面上表现 为右灭左现的边 

幕式排列。 

⑥侧伏性：北西向容矿断裂所控制的矿 

体 向 SE侧伏 。侧伏角 45'。 

(2)控矿 断裂对成矿有刺地段的控制规 

律有 ： 

①控矿断裂交汇处 ，控制富矿地段 ，交切 

断裂的交线常可伸入地下深处，并且交线处 

岩石遭受强烈破坏 ，既是矿液上升的通道，也 

是沉淀成矿 的有利场所 ，常有 富矿体和 矿柱 

发育 ； 

②断裂的分枝复合地段，往往破碎强烈， 

易于矿化富集 ； 

③控矿断裂产状以变化部位对富矿地段 

的控制 ：控矿断裂在成矿期呈压扭性，沿走向 

呈舒缓波状 ，当两壁相对运动时，当力部份为 

磨擦面，背力部份为隐敝面，断裂活动时，在 

隐敝部份产生次生的张力，使两壁张开，形成 

微张开构造 。其规律是 ：右旋压扭断层 ，走向 

偏右处富集 矿体。在倾 斜方向上 ，压扭性断 

裂，颤角变缓处 ，形成富矿体。 

2 成矿预测 

2，】 预测区的划分 

根据控矿断裂的定位性、定向性、等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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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律 ，生产矿区坑道地质信息 ，地表及浅部 

容矿构造特征、矿化特征，地质∞、地球化学 

及地球物理资料，光弹模拟实验成果l2 等划 

分 了两个预测 区：撰 山子金矿本 区预测 区和 

远景预测区——北西部覆盖 区预测区及南西 

部覆盖区预测区。 

2．2 预测区成矿远景的研究 

2．2 1 撰 山子金矿本 区预测区 

(1)地表及浅部矿脉、盲矿脉的预测与评 

价：根据预测矿脉与主容矿断裂带 (等距性) 

的关系．预测矿脉的基本地质特征 、容矿构造 

特征、地球物理异常特征、验证及探矿工程量 

的大小等 ，将预测矿脉划分为两级 ：一级预测 

矿脉 ：位于主容矿断裂带内或距离较近 ，成矿 

部位有利 ，具有地球物理综合异常，异常有一 

定规模，成矿可信度比较高，距现有生产或探 

矿坑道 比较近(一般不超过 50m～lOOm)，只 

需实施一定量的坑道工程就有可能验证所预 

测的矿脉 ，从而 在较短时 间内就有可能增加 

矿区的工业储量。二级预测矿脉：距主容矿 

断裂带有一定距离 ，成矿地质条件比较有利 ， 

具有地球物理综合异常或具有可信度比较高 

的电法异常，距现有生产及探矿坑道 比较远 ， 

或没有现成的探矿工程可资利用，所需验证 

和探矿工 程的工程 量 比较 大 (一般 在 lOOm 

以上 )。 

撰山子 金矿本 区共 有一级 预测 矿 脉 3 

条 ，二级预测矿脉 3条，分述如下 ： 

1)一级预测矿脉 ：①3号脉位 于主容 矿 

断裂带内，产状与主要容矿断裂 5号、4号脉 

一 致 ，根据电法、磁 法、y能谱等综 合物探异 

常推断，其成为工业金矿脉 的可能性很大 ；② 

6号脉位于主容矿断裂带内，与 2号物探充 

电率异常吻合，中部峰值处距主要生产矿脉 

5号脉 25m～35m；其构造地质特征和地球物 

理异常特征的一致性，反映地下盲矿脉存在 

的可靠程度是 比较高 的：③10号脉与 72号 

脉位于主容矿断裂带 内。根据容矿断裂特征 

及综合异常特征分析，认为 lO号脉与 72号 

脉为同一条矿脉(中间第四系覆盖所致)。位 

于 1号异常北端的峰值被掩盖于第四系覆盖 

层之下 ，预测 l0号脉往北仍有一定延伸。根 

据相邻 两 个异 常 中心相 距约 225m 的等距 

性 ，往南东方向200m～300m距离内有可能 

出现一个成矿有利地段。 

2)二级预测矿 脉：①2号脉的预测 与评 

价 ：2号脉位于主容矿断裂之 间，根据电法异 

常、磁法异常以及 能谱异常显示 2号脉向 

北西、向下仍有延伸(深)，应有隐伏矿体产 

出；② 1号和 8号脉的预测 与评 价：8号脉与 

4号 脉、5号脉 所 处 的主 容 矿断 裂 带 相 距 

300m 左右 ，根 据容 矿断裂 的等距性规 律，8 

号脉应位于下一个主容矿断裂带 中。根 据地 

质构造及地球物理综合信 息的分 析 ，认为 1 

号脉和 8号脉可能为一对具有分枝复合关系 

的半隐伏大脉 ，其总长度有可能达 lO00m 以 

上 。 

(2)部分生产主矿脉的深部预测：对主要 

生产矿脉 4号脉和 5号脉探 部的含矿性研 

究，根据地质构造分析 、R 型点群分析 、R型 

因子分析、格里弋 良分带指数计算 法获得 的 

元素垂直分带序列 、黄铁矿热电系数测 定结 

果等 ，说 明 4号 脉、5号 脉两 采 区 阳 坡 井 

381m中段以下，有第二梯段盲矿体的存在。 

根据构造控矿规律，结合已有矿山地质资料 

及地球化学信息对上述两矿脉探部盲矿体富 

集位置进行了预测。 

对另一条主要生产矿脉 72号脉 ，根据矿 

床构造观察及化探异常模式与元素含量绝对 

值分布趋势，元 素相关关 系及横 向对 比等方 

面的研究 ，认为矿体 自七 中段 向下仍有工业 

矿体存在，并有较大的延伸。 

2 2．2 远 景预 测 区 

根据撰山子金矿成矿地质条件、矿 区控 

矿构造分布规律与矿体富集规律结合光弹模 

车鞋破等．《地雨勘查攫告)．辽宁有色地球物理勘 

在队．I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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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实验应力集 中区之分布，对北西部覆盖区 

及南西部覆盖 区预测如下 。 

(1)北 西部覆盖区预测区 

本区沿 4号、5号、72号、28号、26号控 

矿断裂 的走 向，向北西方 向丽测。4号、5号 

脉从 民采马架子坑口，72号脉从北大井坑 口 

开始 ，26号、28号从落凤 毛坑 口开始 向北西 

每 700m左右，预测可能出现一个富矿地段， 

直至与黑水一莲花山断裂 交汇处。其依据 

是：①燕山期 NNE向的黑水一莲花 山断裂 

为导矿构造，沿该断裂上盘(SE盘)，分布有 

松岭、张家沟、霍家地、梨树沟金矿点和撰山 

子金矿床 ，又在松岭金矿 发现有两条 矿脉 与 

黑水一莲花山断裂交汇，因此推断 4号、5 

号、72号、26号等大型控矿断裂很可能与黑 

水一莲花山断裂交汇；②辽宁物探队资料显 

示 4号、5号、72号、22号、28号、26号脉 这 

些 主容矿断裂延长远 、延深大 ，向北西有较大 

延伸；③北西向容矿断裂，是复合型断裂，经 

历了扭一张扭一压扭一张扭一压扭 的复杂过 

程 ，其主成矿期的力学性质为压扭性 ，且右行 

滑动，故在走向偏右处为张开部位 ，易产生富 

矿地段；④已知 5号脉沿走向出现 3个富矿 

地段 ，其 间距为 700m 左右 ，具有等 距特征 ， 

故从马架子坑 口向北 西每 700m 预测可能出 

现一个富矿地段 ，直至与黑水一莲花山断裂 

交汇处又可能是一个富矿地段。依此类推 

72号脉从北大井坑 口，26号脉从落凤毛坑 口 

开始，向北西 同样间距进行预测；⑤光弹模 

拟实验应力 集中区与上述论断吻合 。 

(2)南西部覆盖区预测区 

位于4号、5号脉南西方向，即黑水一莲 

花山断裂与 27号断裂交汇的锐角尖部位，预 

测可能出现 4个控矿断裂带，其依据是：①根 

据构造控矿规律中的定位性 ，越接近锐角部 

位，裂隙愈发育，故 向南西方向预测；②根据 

北西向容矿断裂具有等距性，每隔 250m～ 

300m可能 出现一条 主容矿断裂带 ，共预测 4 

条主断裂带；③ 根据容矿断裂具有不 同序次 

的等距性 ，在每个主带 内，每 2Om～30m可能 

出现一条次级平行 容矿断裂 ；④再根据容 矿 

断裂带具有共轭剪切的特点，即相邻两条断 

裂带倾向往往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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