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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额 尔古纳成矿带是我 国东北部重要 的有 色金属、贵金属成矿带，位 于西伯利亚板块 东南 

缘 蒙古一兴安遭山带内。区域上大面积 出露中生代 火山岩及 沉积碎屑岩 ，而元 古宙和古生界 则零星 出 

露。岩浆活动较为强烈，有海西期、燕山早期和晚期。研究表明，前中生代地层中富含 cu、Pb、zn、Ag、 

Mo，其 中，上元古界碳质板岩含 Ag高达 27×10～。这为燕山期成矿作用奠定了部分物质基础。燕山期 

构造一 岩浆活动 ，使这些成矿元素在一些岩石中进一步富集。燕山早期形成的超浅成斑岩 富含 Cu、Mo， 

是斑岩型 Cu、Mo矿的成矿母岩 ，其围岩主要是富含 Mo的燕山早期黑云母花 岗岩 ；晚期形成的超浅成侵 

入岩富含 Ag、Pb、zn，是银铅锌矿的成矿母岩 ，其 围岩为富含 Ag、zn的南平组(J )或富含 Ag、Pb、cu的塔 

木兰沟组(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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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成矿带处于西伯利亚板块东南缘蒙古 
一 兴安造山带 内(任继舜 ，1989)̈ J，得尔布干深 

大断裂的西侧，是一个贵金属、有色金属成矿密集 

区_3 J。成矿带呈北东向展布，北至黑龙江省边陲漠 

河，西到额尔古纳河 ，南西部及南部为中、蒙 国界。 

自北向南成矿带分为北 、中、南 3段。北段 ：漠河一 

根河；中段 ：满洲里一莫尔道嘎 ；南段：满洲里一新巴 

尔虎右旗。中一南段 出露岩石以中生代火 山岩为 

主，次为海西期花岗岩 ，前中生代地层和燕山期侵入 

岩零星出露 ；北段出露地层以前寒武系为主，侵入岩 

以海西期花岗岩为主。 

研究成矿元素在各类岩石 中分布，对解释金属 

矿产与其热液作用的内在联系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在地球化学找矿中常以岩石 中某些成矿元 

素显著增高(或显著降低)以及某些元素含量或比 

值特征变化作为一种评价依据。 

l 额尔古纳成矿带中一南段成矿元素地球 

化学场特征 

果 ，基本上能反映这些元素的地球化学场特征。为 

便于描述岩石中某些元素含量的高低，减小分析精 

度低所带来的影响 ，这里采用衬度值来描述该区区 

域成矿元素地球化学场特征。并从地层 、侵入岩两 

个方面来探讨成矿元素的分布特点及规律。 

1．1 地层中成矿元素地球化学场特征 

本区中生代火 山岩地层分布最广 ，元古宙和古 

生界零星出露。不同时代主要地层成矿元素地球化 

学场特征 ，用平均衬度值表示 (某地层某元素平均 

含量／区域岩石某元素平均含量)(表 1)。 

表 1 地层中成矿元素平均衬度值 

本 区成矿元素测试数据部分为半定量分析结 测试单位．黑龙江有色地质勘查局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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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古界加疙瘩群 (Pt，Jg)：Cu、Zn含量较高 ， 

cu含量 为本 区地层平均含量 1．91倍 ，zn含量为 

1．15倍 ，Ag、Pb、Mo低于本区地层平均值。 

寒武系下统额尔古纳河组(∈．er)：Pb、Mo含 

量较高 ，Pb含量为本区地层平均值 1．23倍 ，Mo含 

量为 1．55倍 ，她 、cu、zn低于本区地层平均值。 

侏罗系：(1)中统南平组 (J ／7,)，Ag、zn含量大 

于本区地层平均值 ，cu、Pb略低于本区地层平均值 ， 

Mo含量较低 ，为本区地层平均值之半。(2)上统塔 

木兰沟组(J t)，Pb、Ag、cu含量均高于本 区地层平 

均值 。 

白垩系下统 ：(1)木瑞组 (K．m)，Pb、Mo含量 

分别为本区地层平均值的 1．48和 1．4倍。(2)上 

库力组(K。s)，Mo、Pb含量高于本 区地层平均值。 

(3)伊利克得组 (K。Y)和大磨拐河组(K d)，cu、 

Mo、Pb、Zn含量均低于本区地层平均值。 

1．2 侵入岩成矿元素地球化学场特征 

岩浆岩某些微量元素特征(表 2)，用平均衬度 

值来表示(某岩浆岩某元素平均含量／区域岩石某 

元素平均含量)。 

表 2 侵入岩成矿元素平均衬度值 

由表 2可以看出，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的 Mo 

含量最高，衬度值为 2．8。其蚀变岩石的 Mo衬度值 

为 5．9。花岗闪长斑岩中 Cu、Mo含量高 ，衬度值分 

别为 2．1和 2．5。 

燕山晚期侵入岩 Ag、Pb、zn含量高。其 中，长 

石斑岩含 Ag最高，衬度值为 3．38，其次为花岗斑 

岩 ，衬度值为 1．15。花岗斑岩 Pb衬度值为 1．56，流 

纹斑岩为 1．52，长石斑岩为 1．36。花岗斑岩 中 zn 

衬度值最高 ，为 1．21。甲乌拉银铅锌矿区次火山杂 

岩体 Pb(41．4×10一。一131．3×10一 )、Zn(46．3× 

10一 一1115×10一 )、Ag(2．8×10一 一1 1．3×10一 ) 

含量较高 ，尤其是 Ag；而 Cu(37．6×10～一55．4× 

10 )、Au(0．94×10一一2．8×10 )含量较低 j。 

2 额尔古纳成矿带北段成矿元素地球化学 

场特征 一 

本区出露地层以元古宇和寒武系为主，侵入岩 

以海西期花岗岩为主。其成矿元素地球化学场特征 

用丰度值和浓集克拉克值进行描述。 

区内各类岩石 Ag、Pb、Bi 3种元素丰度值均高 

于地壳丰度 ，Cu、Au元 素丰度普遍低 于地壳 丰度 

(表 3)。 

2．1 地层中成矿元素地球化学场特征 

上元古界加疙瘩群 ：Ag、As、Sb、Bi、Pb、Zn(压碎 

流纹岩、片岩)丰度高于地壳丰度，而 Mo、Cu、Au低 

于地壳丰度，浓集克拉克值依次分别为 51、48、28、 

3．8、1、1．2、0．76、0．57、0．37。总之该岩组 Ag、As、 

Sb为富集元素，Au、Cu、Mo为贫化元素；但该岩组中 

碳质板岩 Au、Ag、cu丰度最高 ，Au 4．7×10一、AS 27 

×10～、Cu 67×10～，其浓集克拉克值依次为1．1、 

385、1．4，Au丰度是本区地层平均值的 2．7倍 ，碳质 

板岩是相对富 、cu、Au、As、sb的层位；云母石英片 

岩 Cu、M0含量分别达到 106×10 和 2．5×10Ï 一 

5．59×10 5̈]
。 滨额尔古纳河东岸的滨额尔古纳河 

韧性剪切带和莫尔道嘎一加疙瘩一线的加疙瘩韧性 

剪切带中的岩石 Au、Ag含量普遍较高 (表 4)。 

寒武系额尔古纳河组 As、Sb、Pb、Bi、Mo、Ag丰度 

高于地壳丰度，浓集克拉克值分别为 29、9．2、4．9、 

2．8、2．6、1．4；Zn、Au、Cu低于地壳丰度，浓集克拉克 

值分别为0．6、0．44、0．34。该岩组 As、Sb、Pb元素具 

有高浓集度，但低于加疙瘩群，Cu、Zn、Au在该岩组是 

贫化元素。与加疙瘩群相比Pb、Mo丰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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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单位：黑龙江有色地质勘查局测试中心 ； ：∞(Au)／10一。 

表 4 韧性剪切带中加疙瘩群主要岩石类型 

Au、Ag含量 ∞B／10 

注：()内为样品数 ，资料来源于L6 J。 

2．2 侵入岩成矿元素地球化学场特征 

本区各类侵入岩 中 As、Pb、Ag、sb、Bi、Mo为富 

集元素；Zn、Cu、Au为贫化元素 ，与本区前 中生代地 

层成矿元素特点具有一致性。以上 9种元素按平均 

浓集 克拉克值排序 ，依 次为 31．5、8．8、4．3、4．3、 

3．3、2．4、0．84、0．32、0．24。流纹斑岩 As和石英斑 

岩 Pb丰度值最高 ，浓集克拉克值分别为 196和 32； 

石英脉 Ag、Mo、Au具有相对高丰度值 ，浓集克拉克 

值依次为 20．4、5．1、0．69。 

3 地球化学场与成矿的关系探讨 

额尔古纳成矿带岩石中成矿元素 的分布与矿 

床 、矿点 、化探异常的分布在时空上有着密切 的关 

20 

系，这种时空关系是由该区构造演化所形成的。 

额尔古纳成矿带元古宇加疙瘩群和寒武系额尔 

古纳河组某些岩层 中的 Cu、Pb、zn、Ag、Mo含量高， 

炭质板岩中(相对 )富集 Au、Ag、Cu，韧性剪切带中 

岩石含 Au、Ag较高。这与北段 (包括 中段 部分地 

区)前中生代地层分布地区有大面积的 Cu、Pb、zn、 

Au、Ag化探异常和相应的矿点分布相一致。从这些 

地区的成矿条件和近年来的找矿成果来看 ，前 中生 

代地层分布地区具备了形成与韧性剪切构造有关矿 

床的成矿地质条件 ，如双尖 山一于里亚河金多金属 

矿化带、滨额尔古纳河的亚拉斯维尔沟一小伊诺盖 

沟金矿化带的矿化主要赋存于前中生代地层中。前 

中生代富含成矿元素的地层可能也是该区燕山期成 

矿作用的矿源岩 】，虽然已知矿床的同位素资料 

没有直接证明这一点，但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 ，因 

为成矿物质是经海西期、燕山期构造一岩浆活动多 

次活化 、迁移富集成矿的。 

燕山期的构造一岩浆一成矿作用形成次火山岩 
一 斑岩型热液型矿床 ．8】，是本 区主要 成矿类 型。 

燕山早期 中深成花岗岩含 Mo高，是斑岩型铜钼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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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有利围岩，燕山早期超浅成斑岩体含 Cu、Mo 

高，是斑岩型铜钼矿的成矿母岩。乌奴格吐山铜钼 

矿床的成矿岩体为燕山早期花岗闪长斑岩，其围岩 

为燕山早期中深成黑云母花岗岩。铜矿质和部分钼 

矿质来 自于成矿岩浆热液 ，而另一部分钼矿质则来 

自于黑云母花岗岩 ’ 。 

侏罗系南平组(J )和塔木兰沟组(J3)富含 Ag、 

Pb、zn，是本区银铅锌矿的主要赋矿地层，甲乌拉和 

查干布拉根大型银铅锌矿床赋存于南平组中，额仁 

陶勒盖银矿床，得耳布尔铅锌矿赋存于塔木兰沟组 

中。这些银铅锌矿的成矿母岩均为燕山晚期超浅成 

侵入岩。成矿物质部分来 自于岩浆，部分来 自于围 

岩地层 。 

3 结论与讨论 

本 区成矿作用是多期复杂地质作用 的综合结 

果 ，至少经历了三期复杂地质作用 J，其复杂性主 

要体现本区构造环境的多次改变。第一期是在晚元 

古代至早古生代 ，本区经历 了洋壳消减和挤压造山 

作用 ，使俯冲带上盘的岩石产生了加热、部分熔融和 

变质作用等综合效应，导致成矿元素活化，并向有利 

构造部位运移、聚集。第二期是在海西期 ，海西早期 

本区为岛弧环境，海西 中晚期受到碰撞造 山作用的 

强烈改造 ，使成矿元素在那些有利构造部位再一次 

富集。这两期地质作用为后期矿床形成作了充分物 

质准备。第三期是在燕山期，本区为拉张环境，强烈 

构造岩浆活动，使成矿元素最终 富集成矿(王之 田 

等 ，1988，1994)[9 2。 

前中生代 的一些地层 中富含 Cu、Pb、zn、Ag、 

Mo，是形成与韧性剪切构造有关矿床的有利层位。 

燕山早期 。̈ 中一深成黑云母花岗岩富含 Mo，是该 

区斑岩型铜钼矿的有利围岩。燕山早期形成的超浅 

成斑岩富含 Cu、Mo，是斑岩型铜钼矿的成矿母岩。 

燕山晚期形成的次火山岩富含 Ag、Pb、Zn，是银铅锌 

矿的成矿母岩 ，侏罗系富含 Ag、Zn的南平组或富含 

Ag、Pb、cu的塔木兰沟组是浅成热液银多金属矿床 

的有利围岩。成矿物质一部分来 自岩浆，一部分来 

自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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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RACE ELEM哐NT GEoCHE TRY Fm LD AND THEⅡl 

RELA．I']IoNS To M D RAU ZATIoN THE EERGUNA M TALLoGENIC BELT 

SHU Guang—long 一，UU Ji—shun ，WANG Li ，MING Jin—xiang 

(1．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2．Guilin Institute ofTechnology，Guilin 541004； 

3．Heiton~ia,lg Institute of Geology for Nonferrous Mineral，Harbin t5oo46) 

Abstract：The Eerguna metallogemc be lt is an important nonferrous metal metallogenie be lt in the Northeast China．It lies on the Xingim —Mongolia 

o~senic be lt，which is on the south —east border of Siberia Plate． Mesozoic volcanic rocks an d sedimentary detrital rocks outcrop on large area in the re_ 

sio=，an d P】∞te∞ can d Paleozoie groups distribute spo radically．Magmaactivities areintensive，an d Can be  divided intoHereynian ，earlyYanshanian 

andlate Yanshanian periods．The study showsthat Cu，Pb，Zn，AS andMo are edin pre—Mesozoic group，inwhichAg content reaches27×10-6in 

upp盯 Prot~ ie carbonaceous slam． It has laid the mass foundation for the Yan shanian  mineralization． Yanshanian tectono—ma c activities further 

enrichedmineralizing elemen~in~Dlne rocks．EarlyYanshanian (Cu，Mo)一rich hyper—hypabyszalporphyries aremineralizing parent rocks ofporphyry 

Cu—Mo depositsandthe surrounding rocks ofthem are early Yanshanian Mo—rich granitite．LateYanshanian (Ag，Pb，Zn)一rich hyper—hypabyssal 

inu'usives are mineralizing parent rocks ofAS —Pb—Zn deposits，and the wall rocks ofthem are(Ag，zn)一rich Nanping group(J2)or(Ag，Pb，cu) 

一 rich Tamulangou group(J3)． 

Key_ ： element，geochemi stryfield，Eerguna metallogenicbe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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