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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蒙古东乌旗地区地处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结

合位置，区内构造-岩浆活动极为强烈。区内具有代表性

矿床，如沙麦钨矿、奥尤特铜矿、吉林宝力格银矿、迪彦

钦阿木钼矿等。本文旨在通过对各类矿床的地质特征进行

总结对比，按照成矿系列理论对该成矿带内的矿床进行梳

理，并总结出其中的联系，指导该区的进一步找矿。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境内，大地

构造位置为西伯利亚板块东南缘东乌旗晚华力西期陆缘

增生带；南侧由北向南依次为西乌旗晚华力西期陆缘增

生带、艾勒格庙 - 锡林浩特中间地块、温都尔庙 - 白乃庙

加里东期构造杂岩带、苏右旗 - 林西晚华力西期陆缘增

生带（徐备等，2014）。

根据已有资料，东乌旗地区主要矿床的地质特征较

为明显，物源、成矿时间、成矿空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东乌旗地区主要矿床的控矿因素总结见下表：

从物源角度分析，成矿物质多为地壳和岩浆的矿质

来源。根据区内多个矿床的 S、Pb 同位素研究（张万益

等，2007，2013；聂凤军等，2007），总体显示该区内主

要金属矿床的成矿物质为幔源或是岩浆源，混有少量的

壳源。区内矿床主要赋矿地层为中泥盆统塔尔巴格特组

碳酸盐岩、砂质板岩、粉砂岩等，上泥盆统安格尔音乌

拉组砂质板岩、泥硅质板岩等岩石组合，中石炭统宝力

格庙组岩性组合为岩屑（晶屑）凝灰岩、含砾晶屑凝灰

岩、火山角砾岩、熔结凝灰岩、含砾熔结凝灰岩、电气

石化火山角砾岩和含暗色包体的流纹岩（或流纹斑岩）

等组成的火山沉积物地层。矿源层受岩浆 - 热液蚀变萃

取，获得了成矿物质的先期富集，为后期成矿提供了物

质基础。以岩株或岩瘤产出的多期中酸性岩体，携带了

地幔矿质元素上移，为主要的矿质来源。

在成矿空间的继承性上，该区矿床主要产出于 NE-

NEE、NW 构造交汇部位及附近。区内 F1 断层，即二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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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乌旗深大断裂控制着东乌旗地区矿床产出。该断裂被

认为是造山带北缘，即板块结合带。贺根山蛇绿岩及赫

格敖拉铬铁矿的产出，表明该断裂最晚在海西晚期已经

形成，经由历次构造运动活化，作为导矿构造控制着该

区矿床的产出。同时白音呼布 - 满都宝力格大断裂（F3）

作为配矿构造和容矿构造直接控制着该区燕山期成矿。

由于 NWW 向的构造俯冲，先期构造活化并伴随扭性，

张扭性及压扭性构造为该区成矿提供了有力的空间。阿

尔哈达、花脑特地理位置与白音呼布 - 满都宝力格大断

裂有一定距离，故而 NE 向构造影响稍小，主矿体以 NW

向为主，而吉林宝力格、朝不楞矿床位于 NE 向构造腹

地，受区域构造影响较大，故部分或全部矿床呈现 NE 走

向。迪彦钦阿木矿床附近，NE、NW 向次级构造均有，

构造交汇形成了小的断陷盆地。而钼矿体则产出于断裂

组成的筒状圈闭中。

从成矿时间的继承性来分析，矿床具有从西到东矿

床形成时间越来越晚的特征。本区前人做了很多成岩成

矿年龄的测定（黄在兴等，2013）。主要将该区矿床划分

为三个成矿期，即海西期（290-270Ma）、印支期（240-

210Ma）和燕山期（160-140Ma）。

海西期，古亚洲洋与南北大陆及中间微地块（如锡

林浩特地块）发生多次俯冲、碰撞，至晚古生代末期，

南北大陆碰撞贴合。该时期以赫格敖拉铬铁矿、小坝梁

铜金矿及奥尤特铜矿为代表，其形成时代基本在 290-

260Ma 左 右（张 万 益 等，2008； 陈 德 潜 等，1995）。 该

时期板块强烈俯冲，造成基性岩浆上侵并携带残余洋壳

在弧前堆积，形成蛇绿岩套。伴随蛇绿岩套的产出，同

期的中酸性岩体沿 NNW 向张性断裂同时侵入，并同时

携带成矿物质在合适位置沉积成矿。海西期花岗岩主要

分布位置即贺根山蛇绿岩以北，沿 NE 方向展布，这也

印证了两者形成时间的相关性。该时期产出 3756 铬铁矿

（290Ma），奥尤特铜矿形成时间为 287±10Ma（铜矿石

绢云母 40Ar-39Ar 同位素法）（聂凤军等，2007），小坝梁

铜金矿形成时间大于 260Ma（陈德潜等，1995）。

印支期成矿期：按照以往区域地质资料，本区印支

期岩体基本不出露，但今年随着基础地质科学研究不断

深入，印支期花岗岩不断被提及，同时认为印支期是该

区不可忽视的重要成矿期（朱永峰等，2007；黄在兴等，

2013）。本成矿期，南北大陆拼合为一个整体，主要构造

活动为造山后伸展。但由于本区构造复杂，在造山后伸

展过程中，先期断裂活化，形成了该时期花岗岩的侵入

就位。其中沙 - 玉花岗岩体（锆石 SHRIMP 铀 - 铅同位素

年龄为 225.9±2.1Ma）、查干敖包石英闪长岩（206Pb/238U

加权平均年龄为 237±6Ma），基本代表了该期岩体的

形成时代。该时期产出的矿床主要有沙麦钨矿形成时

代为 224±6.2Ma（聂凤军等，2010），曼特敖包锌矿床

（237±5Ma）（张万益等，2009）等。

燕山成矿期：本区该期岩浆岩极为发育，同时成矿

规模最大、矿床类型最为多样，以钼、铅锌银、铁锌、

银多金属矿等为主。本区构造演化主要以太平洋板块向

北俯冲，陆块进入板内构造演化为特点。随着太平洋板

块的不断俯冲，先期构造不断活化并由压性、张性转变

为压扭性和张扭性，造成该期中酸性岩浆岩广泛发育，

同时带来了大量的成矿物质。当岩浆岩侵位到近地表，

形成了斑岩体及斑岩型矿床，以迪彦钦阿木和淮海纳思

为代表，其中迪彦钦阿木成矿年龄为 156Ma（张昊等，

2016）。当岩体遇到碳酸盐岩、灰岩，则形成了矽卡岩

型矿床，如朝不楞、查干敖包，其中朝不楞铁锌矿形成

时代为 140Ma。当岩浆热液携带成矿物质再向远处运移，

则形成浅成低温热液铅锌银矿床，如阿尔哈达银铅锌矿、

吉林宝力格银矿、花脑特银矿，其中阿尔哈达银铅锌矿

成矿年龄为 156Ma（谢玉玲等，2013）。

矿床名称
控矿因素

备注
地层 构造 岩浆岩 围岩蚀变 成矿时代

迪彦钦阿木 侏罗系查干诺尔组
NW、NE

交汇
区内未见 泥化、硅化、青磐岩化、黄铁绢云岩化 156Ma

花脑特 泥盆系安格尔音乌拉组 NW
细粒正长花岗

岩株
硅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绿泥石化 297.2Ma

岩体

年龄

吉林宝力格 泥盆系安格尔音乌拉组
NW、NE

及近 EW

斑状石英二长

花岗岩岩株

硅化、褐铁矿化（黄铁矿化）、高岭土

化、绢云母化。
314.8±8Ma

岩体

年龄

奥尤特 中石炭统宝力格庙组
主要为

NW
流纹斑岩

硅化、电气石化、绢云母化、绿泥石

化、碳酸盐化和高岭石化
287±10Ma

沙麦 泥盆系安格尔音乌拉组 NW
沙 - 玉黑云母

花岗岩基
铁白云母化、云英岩化 224±6.2Ma

朝不楞 泥盆系塔尔巴格特组 NE 黑云母花岗岩
矽卡岩化、角岩化、云英岩化、绿泥石

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化、绢云母化
140.7±1.8Ma

阿尔哈达 泥盆系安格尔音乌拉组 NW 石英二长斑岩
褐铁矿化、硅化、黄铁矿化、高岭土

化、碳酸盐化、绢云母化
156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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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蒙造山带做为中亚造山带东段的组成部分，前人

对其构造格局和构造演化的认识一直在不断深入。80 年

代以前以槽台理论解释兴蒙造山带为多旋回运动的结果。

在 80 年代以后，随着板块构造学说兴起及该区蓝片岩、

蛇绿岩等与板块俯冲、碰撞有关的火山 - 深成岩带的发

现，人们开始以板块构造理论来探讨兴蒙造山带及邻区

的地质构造演化。从之前简单的认为兴蒙造山带是西伯

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之间的缝合带的观点再到而后一些

大地构造学家相继提出众多微板块不断拼合的认识，对

兴蒙造山带的构造格局和地质演化历史也因此有了一个

新的认识（肖庆辉等，2010；龙晓平等，2017）。

成矿系列初探

程裕淇等（1979）提出成矿系列，是指一定地质

构造单元和一定地质构造旋回内与一定地质作用有关

形成的在成因上有联系的不同矿种、各种类型及在不同

地质位置产出的矿床组合，本文沿用此定义。翟裕生等

（2003）指出成矿系列的内部结构，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成矿系列的物质结构——指矿质来源、矿化程度、

矿种、矿床类型和规模等的相互配套；二是成矿系列的

空间结构——指成矿要素、矿化分带与矿业运移之间具

有连续性；三是成矿系列的时间结构——指成矿系列内

部典型矿床具有时间相关性、继承性。成矿物质在一定

的时间、空间中的运动相互制约、相互印证，形成研究

成矿系列的四维观念。大兴安岭北段地区海西 - 燕山期

已发现了大量矿床、矿化点（金岩等，2005；聂凤军等，

2007），本文重点针对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典型矿床建立成

矿系列模型。

根据区域构造演化分析，同时根据总结典型矿床的

地质特征、矿床成因及控矿因素，该区成矿系列基本可

以划分 3 个成矿系列，即海西期热液铜矿床、印支期石

英脉型钨矿床、燕山期斑岩型 - 热液型钼多金属矿成矿

系列。结合兴蒙造山带的演化，各成矿系列划分如下：

①东乌旗地区海西期热液铜成矿系列：典型的矿

床为奥尤特铜矿。根据聂凤军等（2007）和张万益等

（2008）研究，奥尤特铜矿矿石中绢云母样品的 40Ar/39Ar

同位素年龄确定为 287±10Ma。同时该矿体主要以细脉

浸染型、网脉型及角砾状构造为主，显示了矿体形成于

张裂隙构造环境。根据区域构造演化，海西期该区处于

古亚洲洋的俯冲消减阶段。古亚洲洋向西伯利亚板块俯

冲，形成了弧后盆地，同时期岩浆沿构造薄弱面上侵，

形成了小坝梁岩体及奥尤特岩体等一系列中酸性岩基及

岩株，并形成了与中酸性岩体有关的铜矿床。

②东乌旗成矿带印支期石英脉型钨成矿系列：典型

矿床有沙麦钨矿等矿床，主要矿点有必鲁特钨矿点、安

格尔音乌拉、海墨塞格呼和敖包、拜仁布拉格、伊兰布

都等铜矿点。该系列主要位于东乌旗 - 伊和沙巴尔深大

断裂以西。聂凤军等（2010）分别在沙麦钨矿、玉古兹

尔钨矿两个矿床进行了成矿斑岩体地球化学、辉钼矿

Re-Os、白钨矿 Sm-Nd 同位素年龄等研究。获得含矿花

岗岩体锆石 SHRIMP 铀 - 铅同位素年龄为 225.9±2.1Ma，

钨（钼）矿石辉钼矿铼 - 锇同位素年龄为 224±6.2Ma，

二者具有明显的成因联系。沙麦钨矿床其主要成矿期石

英 ε 反映了西伯利亚板块与额尔古纳 - 兴安地块陆陆碰

撞之后，加厚的下地壳减压熔融作用的开始。

结束语

该成矿系列从斑岩型矿床 - 矽卡岩型铁锌矿 - 热液

型铅锌矿 - 热液脉型银矿，组成较为完整的斑岩型 - 热液

型多金属矿床系列。根据该系列划分，本区朝不楞 - 阿

尔哈达一带产出矽卡岩型矿床及热液型铅锌矿床，但缺

少斑岩型矿床，故可以推测在两个矿床之间会有斑岩型

矿床形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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