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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达门沟金矿床位于华北地台北缘西段,产于新太古代乌拉山岩群变质岩系中。矿床以

发育一系列含金钾长石-石英脉为特征,这些钾长石-石英脉沿近东西向的韧、脆性叠加断裂成群产

出。钾长石化是最发育的近矿围岩蚀变。采用离子探针( SHRIMP )对矿体边部的钾长石化蚀变岩

锆石 U-Pb 定年结果表明: 矿化钾长石化蚀变岩的年龄为 132±2 M a。由于钾长石化蚀变岩本身被

金矿化, 因此金矿化年龄小于或接近于 132±2 Ma, 应为燕山晚期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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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概况

哈达门沟金矿床位于内蒙古包头市以西约 15 km, 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地台北缘西段

的阴山隆起中段。区内出露的地层单元主要为新太古界乌拉山岩群,古元古界色尔腾山群和中

元古界渣尔泰群变质岩。区内构造形迹以东西向为主,其中乌拉山-大青山山前断裂和山后(临

河-集宁)断裂是区内规模最大的断裂构造, 分别沿乌拉山南缘和北缘展布。有研究表明这两条

断裂均为深切地幔的深断裂,具有多期继承性活动特点
[ 1]
。区内侵入岩主要有位于哈达门沟金

矿西侧的大桦背花岗岩体和北部的沙德盖岩体。矿区内发育有大量的伟晶岩脉,野外可见伟晶

岩脉被矿脉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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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床地质特征

哈达门沟矿床紧临山前深断裂的北侧产出,矿(化)体以钾长石-石英脉形式赋存于近东西

向的次级脆、韧性叠加断裂中。矿区内钾长石-石英脉十分发育,它们一般成群分布,大致可以

分为六个脉群
[ 2]
,即 13, 24, 49, 1, 59和 M113号脉群(图 1) ,其中 13 号脉群规模最大,也最具

代表性。以 13号脉群为例简述其特征。

图 1　哈达门沟金矿床地质图(据参考文献[ 2] )

Fig . 1　Simplified geolog ical map o f the Hademengou gold depo sit, Inner Mongolia ,

showing the distr ibut ion o f the lodes ( modified from L iter atur e[ 2] )

1. 武警黄金十一支队矿脉编号　2. 地质 105队矿脉编号　3. 第四系　4. 太古界乌拉山岩群　5. 伟晶岩脉

6　辉绿岩脉　7. 山前钾化带　8. 矿脉　9. 断层

13号主脉总长 2 200 m ,倾向 164°～204°, 倾角 45°～85°, 延深 300～500 m ,厚度 1. 56～

2. 30 m , w ( Au)平均5×10
- 6
～6×10

- 6
。其围岩主要为乌拉山岩群变质岩。矿化类型主要有石

英脉型和蚀变岩型两种。石英脉呈扁豆透镜体状,长一般 80～120 m ,宽 0. 1～1. 8 m, 与硫化

物共生,形成石英脉型矿化。蚀变岩型矿化主要为含金钾长石蚀变岩,常分布于石英脉周围,但

也有的单独出现。

野外及镜下观察发现,容矿构造具有韧、脆性叠加变形特征,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脆性变

形期。成矿期容矿断裂表现为张扭性质,局部地方可见张性角砾, 角砾成分主要为已遭受钾长

石化等蚀变的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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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钾长石化蚀变岩锆石 SHRIMP U-Pb研究

3. 1　分析方法

锆石样品是从 5～10 kg 新鲜样品中分离出来的, 锆石的 U-Pb 分析在澳大利亚西澳

SHRIM P(Ⅱ)实验室进行。详细的锆石 SHRIM P U-Pb分析方法请参阅有关文献
[ 3-5]
。

为了解锆石晶体的内部结构和区分不同成因的锆石,在西澳大学( UWA )对锆石晶体进

行了背散射电子扫描成像和二次电子成像分析。这些图像可反映出普通光学显微镜下无法观

测到的锆石内部结构, 同时可使 SHRIM P 测点布置达到最佳程度 [ 6]。

3. 2　分析结果

为了确定成矿时代,研究中对 13号脉边部的钾化蚀变岩样品( HDM-19)进行了 SHRIM P

U -Pb 分析。HDM-19样品取自哈达门沟金矿区 41168中段 414矿房 119～123勘探线间的 13

号脉旁侧的细粒钾长石化岩。岩石呈肉红色,细粒结构, 块状构造。在钾长石化岩中偶见围岩

的残留体(被糜棱岩化) ,同时还可见有含金黄铁矿-石英微细脉。推测钾长石化岩稍早于金矿

化,或与金矿化大体同时形成。对该样品,在 20颗锆石上进行了 27个点的分析,分析结果列于

表 1, 并分别投到 U-Pb 谐和图上(图 2A)。

总体上, 上述 27个分析可以分为二个相关组:第一组由 4个分析组成,其平均年龄为 172

±7 Ma。第二组为主要的锆石组, 由13个分析组成,它们在U -Pb 谐和图上组成密集一簇并切

割一致曲线(图 2B) ,这 13个分析的加权平均年龄为132±2 M a, X
2检验值为 0. 66。其他分析

比较散乱, 其中有二个分析(测点 10-1, 10-2)分别给出 2 115±32 Ma 和 2 241±33 Ma 的
206
　Pb/

238
　U年龄,其它则散布于 143～322 Ma 之间(表 1)。SEM 图像显示, 主要锆石组的锆石

大多数具有典型的结晶生长环带, 所以认为主要锆石组的平均年龄 132±2 M a 应代表该矿化

岩石的成矿年龄。而第一组锆石的平均年龄 172±7 M a 应代表该区另一次较重要的地质事件

的年龄。两个最老的年龄被解释为继承锆石的最小年龄。

4　讨论与结论

目前只有一种放射性同位素方法即 Re-Os法可直接测定硫化物的形成年龄
[ 7] , 但是大多

数金矿床并不含适合于做 Re-Os测定的矿物(如辉钼矿等) ,所以一般是测定蚀变矿物的年

龄,并以蚀变矿物的年龄来近似表示成矿年龄。本研究中,钾长石化蚀变岩样品( HDM-19)取

自哈达门沟金矿主脉 13号脉边部,样品本身含石英-硫化物细脉。野外研究表明, 区内的钾化

蚀变岩一般被石英-硫化物脉穿切或蚀变岩破碎成角砾被石英-硫化物胶结,即金矿化晚于钾

化蚀变作用。目前还没有发现早于钾化蚀变作用的早期金矿化存在的证据,所以钾化蚀变岩的

形成年龄 132±2 M a 应代表该矿床成矿时代的下限, 也就是说哈达门沟金矿床成矿年龄小于

或接近于132±2 Ma, 应属燕山晚期成矿。这一成矿年龄结果与李杰美等( 1994)
[ 8]所得哈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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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哈达门沟金矿床蚀变岩样品( HDM -19)锆石 U -Pb 谐和图

F ig . 2　Conco rdia plots show ing all the zir con ana ly tical result s ( A ) and t he main

popula tion ( B) from sample HDM -19

A. 所有分析结果　B. 主要锆石组(带阴影框为继承锆石)

沟金矿床蚀变岩中钾长石的K-Ar 年龄 139. 08±3. 31 Ma 较为接近,但小于其他 K-Ar 和Rb-

Sr 年龄( 239～470 M a
[ 2, 8, 9]

)。SEM 图像分析表明,本研究所测钾化蚀变岩样品中参与 132±2

M a年龄计算的被测锆石多数具有典型的韵律生长环带,测点部位无裂痕、无包裹体、无放射

晕,而且这些分析结果在 U-Pb谐和图上均在一致线上(图 2) ,所以钾化蚀变岩的年龄是准确

可信的,也就是说以钾化蚀变岩的年龄 132±2 Ma 作为哈达门沟金矿成矿时代的下限年龄是

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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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该样品中第一组锆石的平均年龄( 172±7 Ma )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蚀变岩中古老

锆石受 132±2 M a的热事件干扰而发生放射性成因丢失所造成的;二是它们反映另一次较强

的地质热事件。我们认为第二种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 ¹ 它们的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或近一致

的 U -Pb 年龄,不具铅丢失的特征; º 野外和镜下研究均表明, 哈达门沟金矿床的容矿断裂在
成矿前曾发生过韧性剪切变形; » 区域研究表明,中生代燕山早期本区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推覆

作用[ 10, 11]。所以第一组锆石的年龄应反映成矿作用前的一次构造事件的年龄。

本次用钾化蚀变岩 132±2 M a 年龄所限定的成矿年龄与胶东招掖地区的成矿年龄 126～

120 M a
[ 3]
基本一致。这表明虽然胶东招掖地区与内蒙古乌拉山地区相距遥远,两地区金矿的

围岩岩性和年龄也不同,但两地区金矿化却几乎同时发生。这可能指示两地金矿床具有相同的

成矿大地构造背景,即均受太平洋板块构造的控制。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即哈达门沟金矿床成矿年龄小于或近于 132±2 Ma, 应属燕山晚

期,与胶东地区金矿床形成时代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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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demengou gold deposit in the w estern port ion of the northen marg in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is hosted by the metamor phic rocks o f the Wulashan Gr oup w ith New

Archaean age. T he gold deposit is characterized by sw arms of K-feldspar -quartz veins which

occurred along nearly E-W tr ending faults underg one ductile and br it t le defo rmat ions. T he

po tassic alterat ion is the st rongest w all rock alterat ion around the or ebodies. One sample col-

lected from the potassic alterat ion ro ck immediately beside the orebody No . 13 in Hademen-

gou gold deposit has been analyzed using Sensit iv e High Resolut ion Ion M icr opr obe

( SHRIM P) technique. T 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 miner al ized polassic allerat ion rock formed

at 132±2 Ma thus gold m ineralization dat ing should be less than or approx imate to 132±2

M a, that is, the gold m ineralizat ion in Hademengou gold deposit took place during Late Yan-

shanian Period w hich is similar to gold mineralizat ion in Jiaodong area, China.

Key words :　Hademengou; gold deposit ; t iming o f mineralizat ion; zir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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