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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 大兴安岭中南段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铜多金属成矿集中区。文章对大兴安岭中南段的区

域成矿地质背景、矿床时空分布规律、矿床分布与构造- 岩浆活动及地层的关系、矿床类型等进行

了系统的总结。将区内铜多金属矿床划分为 5 个成矿系列,对每一个成矿系列的成矿特征进行了

简要归纳。最后 ,探讨了大兴安岭中南段的区域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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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引言

大兴安岭中南段地处内蒙古东南部, 范围指内

蒙古东南部北纬 47�以南, 西拉木伦河深断裂以北,

嫩江深断裂以西地区。该区是中国东部著名的中生

代构造- 岩浆活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古生代古

亚洲构造- 成矿域与中生代环太平洋构造- 成矿域

强烈叠加的区域, 也是我国重要的铜多金属矿床矿

集区之一。长期复杂的地质演化历史和多期构造-

成矿作用的复合叠加, 造就了本区优越的成矿地质

条件和成矿强度大、矿床类型多样等成矿特点,展现

出良好的资源前景。同时,该区与中国东部经济带

直接相连,有望成为国家级重要的战略资源接替基

地。鉴于此,有必要研究总结大兴安岭中南段的区

域成矿规律。

1 � 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在大地构造上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和中朝

板块之结合部位,所在区域曾经历漫长而复杂的离、

散、聚、合的板块构造演化历程, 其地质构造发展过

程,是古亚洲洋发生和发展、古亚洲大陆形成与发展

的历史。主要经历了大陆基底形成、古亚洲洋陆缘

增生和滨西太平洋大陆边缘活动三大发展阶段
[ 1]
。

研究区基底属于西伯利亚板块,其形成过程经

历了原始古陆和大陆克拉通化 2个阶段。古亚洲洋

陆缘增生则经历了大陆离散、板块活动鼎盛和大洋

衰没 3个阶段, 在此期间形成的前中生代构造是本

区控岩控矿的基础构造。中生代本区进入滨西太平

洋大陆边缘强烈活动阶段,构造活动以强烈的断块

活动为特征,这些断块大多数是在承袭、利用和改造

前中生代构造的基础上形成的; 伴随强烈的断块活

动,出现大规模的钙碱性中酸性火山喷发、中基性-

中酸性花岗岩类的侵入以及本区地质历史时期中最

为强烈的铜多金属区域成矿作用。研究区所经历的

特征的大陆基底形成、古亚洲洋陆缘增生、滨西太平

洋大陆边缘活动三大发展时期, 使区内的成矿物质

得以有充足的来源,是成矿种类和矿床类型多样、成

矿强度大的有利条件。

2 � 区域矿床分布的时空规律

2. 1 � 空间分布特点



根据研究区已知矿床产出的构造环境、矿床

(点)的分布、矿种和矿化类型、金属元素组合和成矿

特征,将大兴安岭中南段划分为 3个各具特色、NE

向延伸、相互平行的成矿亚带[ 2] (图 1) :

图 1� 大兴安岭中南段构造与矿产分布格局略图

(据王长明等[ 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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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中型铜多金属矿床 2.铜矿点 3.大型铅锌矿床 4.中小型铅锌矿床 5.大型

锡矿床 6.中小型锡矿床 7.大型稀有稀土矿床 8.断裂

图中矿床(点) : 1.小巴音胡硕铜矿点 2.神山铜矿点 3.巨合铜矿点 4.新农村铜

矿点 5.闹牛山铜矿床 6莲花山铜矿床 7.长春岭铜锌矿床 8.巨宝铜矿点 9.巴

尔哲稀有稀土矿床 10.好不沁达坂铜锌矿床 11.敖林达银铅锌矿床 12.西巴音

花银铅矿点 13.孟恩陶勒盖银铅锌矿床 14.布敦化铜矿床 15.毛呼都格铜矿点

16.脑肚木铜矿点 17.浩布高铜铅锌矿床 18.敖瑙达坝银锡铜矿床 19. 白音诺

银铅锌矿床 20.香山铜矿床 21.中段铅锌矿床 22.小海清锡矿床 23.宝盖沟锡

矿床 24.安乐锡铜矿床 25.白音臬锡矿床 26.雅马吐铜矿点 27.敖尔盖铜矿床

28.好来宝一带铜矿点 29.查木罕锡矿床 30.黄岗锡铁矿床 31.大井锡铜矿床

32.台布呆铜矿点 33.代铜山铜矿点 34.苔莱花稀有稀土矿床 35.驼峰山一带

铜矿点 36.拜仁达坝银铅锌矿床 37.道伦达坝铜铅锌矿床 38.沙不楞山铜铅锌

矿床 39.花敖包特银铅锌矿床 40.毛登锡铜矿床

( 1)东坡以铜为主的多金属成矿带。该矿带处

于嫩江断裂西侧, �七五�以来相继发现了莲花山铜
多金属矿床、布敦化铜多金属矿床和闹牛山铜多金

属矿床,集中了本区主要的铜工业储量。此外,还有

孟恩陶勒盖银铅锌矿床、长春岭铅锌矿床和一系列

铜多金属矿点、矿化点。

近年来,对该成矿带铜多金属成矿作用的研究

取得了一些新认识、新进展,认为与二叠纪海底热液

喷流沉积成矿作用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可能是本矿

带最有前景的矿床类型,并筛选出了敖尔盖、太平山

等有突破前景的找矿有利地段, 在空间上勾划出了

一条 NE 向延伸数百千米的铜多金属成矿带, 为大

兴安岭中南段东坡铜找矿提供了新的契机。

( 2)主峰锡- 富铅锌- 铁- 铜成矿带。该矿带

位于黄岗- 音德尔断隆带及其北侧的断陷

带,产有白音诺铅锌矿、黄岗锡- 铁矿、浩布

高铅锌矿、大井锡- 银- 铜- 铅锌矿等大

型、特大型矿床。该矿带具有明显的矿化分

带规律,矿带西南段集中分布着锡多金属矿

床,如黄岗锡- 铁矿, 大井锡- 银- 铜- 铅

锌矿;矿带中部主要分布铅锌多金属矿床,

比较典型的有白音诺和浩布高两个大型铅

锌矿床; 矿带东北段则以铜铅锌矿化为主。

近年来, 该成矿带在成矿理论认识和找

矿实践方面都有新进展,主要体现在矿带内

鉴别出了与古生代二叠纪火山- 沉积盆地

有关的海底热液喷流沉积成矿作用, 并以此

思路重新认识了白音诺等矿床的成矿作用,

从而拓宽了找矿思路, 扩大了找矿前景。

( 3)西坡富铅锌- 富银成矿带。近几年

来,在大兴安岭中南段西坡找矿实现了重大

突破,一种以富银、富铅锌为特色的块状硫

化物矿床的发现使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

到大兴安岭中南段。从赤峰克什克腾旗的

拜仁达坝到锡林郭勒盟西乌旗的花敖包特,

大- 中型矿床、矿点和矿化点绵延分布, 勾

画出了一条长达 300 km、宽逾百余千米的

NE 向成矿带。已发现有拜仁达坝、花敖包

特、黄花沟等银铅锌矿及沙不楞山、道伦达

坝等多处银- 铅- 锌- 铜多金属矿床, 显示

出极大的找矿潜力。

2. 2 � 时间结构

研究区内的铜多金属矿床类型丰富、元

素组合和成矿环境复杂。综合分析区内矿

床的空间展布特征和成矿年龄资料, 可以发

现它们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 1)成矿时期为燕山期。从全区的角度

来看,区内以铜为主的多金属矿床矿化年龄

在 132~ 170 M a之间。铅锌多金属矿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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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时间在 116~ 183 M a之间, 成岩成矿时差高达 67

Ma。以往的研究认为这是我国东部与中生代火山

- 侵入岩浆活动有关的铅锌矿床的普遍特征, 认为

这些矿床多属远成的。依据是中生代大气降水热液

参与成矿,从而使成矿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具有很强

的滞后性。除上述原因之外, 作者认为成矿背景与

矿床成因类型的差异, 可能也是引起较大成矿时差

的原因。锡多金属矿化年龄在 90~ 148 M a 之间,

而稀有- 稀土金属矿床的成矿年龄小于 127 M a。

由此可见,区内铜矿床成矿时代主要为燕山早期,铅

锌矿床成矿时代从燕山早期 � 燕山晚期, 但主要为

燕山晚期,锡多金属和稀有- 稀土金属矿床成矿时

代均为燕山晚期。

( 2)由东坡带到主峰带再到西坡带,成矿年龄有

逐渐变新的趋势。东坡以铜为主的多金属成矿带成

矿年龄在 161~ 183 M a 之间,主峰锡- 富铅锌- 铁

- 铜成矿带成矿年龄在 127~ 148 Ma 之间, 西坡富

铅锌- 富银成矿带成矿年龄在 116 M a 左右。从时

空关系上看, 由嫩江深断裂向西, 距深断裂由近到

远,依次分布着东坡以铜为主的多金属成矿带 �主

峰锡- 富铅锌- 铁- 铜成矿带 �西坡富铅锌- 富银

成矿带,其成矿时代有由老向新推移的趋势。这种

特征的变化趋势, 是由研究区特殊的成矿背景所决

定的。

3 � 矿床分布与构造的关系

3. 1 � 区域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自太古代以来, 本区历经多次强烈的构造运动,

形成一系列规模不等、性质不同的断裂构造。尤其

是深、大断裂(带)大多经历了多旋回长期发展的活

动过程,从而造就了本区以深、大断裂为构造骨干的

断裂系统。这些深断裂带及其旁侧的派生断裂, 通

常构成 NE�NNE 向、EW 向和 NW 向不同方向、性

质各异的断裂带, 由它们组成的网格状断裂构造系

统不仅控制了本区岩浆岩和成矿带的空间展布, 而

且还控制了各成矿带中矿产地的带- 列- 结的分布

样式。

NE向深断裂是本区最主要的导矿、控矿构造,

它是一组成分复杂、具长期活动性和良好继承性的

大型线性构造带, 尤以燕山期强烈构造- 岩浆活动

为其重要特色, 断裂不仅对区域构造与盆地展布,而

且对火山构造、深成岩浆活动、矿产的形成均起明显

控制作用。金属矿产往往沿主干断裂及其边侧分

布,如大兴安岭主脊深断裂带控制了主峰锡- 富铅

锌- 铁- 铜成矿带的形成和展布; 嫩江深断裂带控

制了东坡铜多金属成矿带的形成和展布。

EW 向断裂是重要的控矿构造, 该构造也是一

种具长期活动性和良好继承性的断裂构造。规模较

大的 EW 向断裂与 NE 向深断裂交汇部位以及 NE

向深断裂、EW向断裂、NW 向断裂多组断裂交汇部

位是成矿的有利部位,往往形成重要的矿化集中区。

矿区统计资料表明,低级别的 NE 向断裂构造、

EW向断裂构造、NW 向断裂构造及成矿母岩与围

岩接触带是本区主要的容矿构造。

3. 2 � 火山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研究区火山构造发育且与铜多金属矿床的形成

关系密切, 多数铜多金属矿床、矿化集中区与火山喷

发带及其火山机构时空关系密切, 具有内在成因联

系,主要表现为 EW 向断裂与 NE向深断裂的复合

构造控制中心式火山构造、深源岩浆作用及其热液

矿化活动。

矿化集中区分布在火山基底隆起周围及其与火

山盆地的交界处。火山基底隆起往往形成相对封闭

的构造环境,有利于残余岩浆分异、成矿元素富集;

火山基底隆起与火山盆地的交界处多被断裂切割,

是岩浆和矿液活动的有利地段。矿床、矿体主要赋

存在火山机构边缘环状、放射状断裂中, 特别是与断

裂构造重叠部位是成矿的最佳构造环境 [ 9]。

4 � 矿床分布与岩浆活动的关系

研究区中生代以强烈的岩浆活动为特征, 岩浆

岩出露占该区面积的 50%以上, 以中酸性的岩浆侵

入和火山喷发为主,火山活动十分强烈, 火山溢流相

和火山爆发相交替出现。区内铜多金属矿床均与火

山侵入岩系有着密切的时空和成因联系,主要表现

在其不仅为矿床的形成提供丰富的物质来源, 而且

提供热动力条件, 是本区矿床时空结构的主要控制

因素之一。

研究区内的矿床大多分布在火山- 侵入杂岩体

的内外接触带。其中, 中酸性岩体周围往往是 Cu,

Ag( Pb, Zn)矿产的密集分布区; Sn ( Cu, Pb, Zn)多

金属矿产主要分布于酸性岩体及其周围;碱性花岗

岩体与稀有稀土矿化关系密切。邵济安等( 2007)对

区内铜多金属矿床资料的系统研究表明,铜多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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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的成矿物质可能主要来源于深源火山侵入岩

浆
[ 10]
。

区内岩浆活动受深断裂影响较大,靠近嫩江深断

裂,岩浆岩来源较深,多出现 � I�型中酸性火山侵入

岩,因而形成东坡以铜为主的多金属成矿带。在主峰

锡- 富铅锌- 铁- 铜成矿带中,随着岩性由东北部以

中酸性岩为主向西南部以酸性岩为主演化,其形成的

矿产有由东北部的铜多金属�铅锌�西南端的锡多

金属变化的趋势[ 11]。既体现了岩浆活动对成矿的控

制作用,又反映了岩浆的来源、形成演化以及成矿作

用等均受控于区域构造背景和构造环境。

5 � 地层对矿床分布的制约

本区铜多金属矿床(点)绝大部分产于中生代火

山侵入岩系基底地层中, 其中 80%以上产于二叠系

地层中,其中又以大石寨组和黄岗梁组为主要。由

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本区中生代形成的铜多金属矿床

在空间上与中生代火山侵入岩系基底特别是二叠系

密切相关。

盛继福等( 1999)通过对二叠系的地球化学研究

表明,二叠系各组地层中主要成矿元素 Cu, Pb, Zn,

Ag 丰度值较高,从地层含矿性角度出发,这些元素

在二叠系中已有不同程度的初步富集, 具备了提供

成矿物质的可能。二叠系各组地层中主要成矿元素

具有较高的丰度值, 反映出本区具有中生代构造岩

浆活化前中生代成矿元素而成矿的特点
[ 11]
。

基底地层的岩相对矿床成因类型也有明显的控

制作用,当围岩为碳酸盐岩时, 多形成夕卡岩型矿

床,当围岩以正常碎屑岩为主,缺乏碳酸盐岩时, 往

往形成热液型和斑岩型矿床。

近年来,在大兴安岭中南段的地质找矿过程中,

地质工作者摆脱二叠系是主要赋矿地层的束缚, 发

现了赋存于下元古界宝音图群变质表壳岩和变质深

成侵入岩中的拜仁达坝超大型铅锌矿床,说明本区

赋矿地层具多元化特征, 为找矿思路的多元化、多模

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 12]
。

6 � 矿床类型与成矿系列

6. 1 � 矿床类型

依据矿床产出的成矿地质环境、矿床特征和相应

的成矿作用、控矿因素将本区的铜多金属矿床划分为

热液型、斑岩型、夕卡岩型、岩浆型等。在成矿带内热

液型、斑岩型、夕卡岩型是主要的成矿类型。斑岩型

主要形成铜矿床,夕卡岩型主要形成铅锌矿床和铁多

金属矿床,热液型则主要形成铜多金属矿床和铅锌矿

床,岩浆型主要形成稀有- 稀土金属矿床。

6. 2 � 成矿系列

成矿系列是研究区域成矿规律的一种重要的学

术思想,用系统论、活动论观点研究在地质历史发展

各阶段、各特定地质构造环境中成矿作用的过程及

形成的矿床组合自然体。通过对这些客观规律的研

究、总结,可以用于指导区域找矿,提高找矿效率,并

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对成矿规律的认识
[ 13]
。

根据区内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与成矿

环境、矿床的空间展布规律、与成矿有关的岩浆岩性

质、生成时代及演化特点及不同类型、不同矿种在矿

床成因上的联系等,将区内矿产划分为 5个成矿系

列: � 燕山早期与中酸性浅成- 超浅成岩浆侵入活

动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成矿系列; � 燕山早、中期与
中酸性火山- 侵入杂岩有关的铅锌矿矿床成矿系

列; � 燕山中期与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铁锡铜矿矿
床成矿系列; �燕山中、晚期与碱性浅成花岗岩浆活

动有关的稀有- 稀土金属矿床成矿系列; �燕山期

与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铅锌银矿床成矿系列。

各成矿系列的成矿元素、构造背景、矿床成因类

型和典型矿床见表 1。

7 � 区域成矿作用探讨

大兴安岭中南段是我国铜多金属矿床集中分布

的地区,它是全球三大构造- 成矿域中的环太平洋构

造- 成矿域和古亚洲构造- 成矿域强烈叠加的区域,

具长期复杂的地质构造演化历史, 成矿地质条件优

越,成矿作用具有多矿种、多类型和强度大的特点。

本区前中生代的构造岩浆活动为区内铜多金属

矿床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前中生代构造是控岩控矿

的基础构造,它是在西伯利亚板块和中朝板块拼合

的过程中产生的, 主要为与板块前缘近于平行的断

裂和火山岛弧。前中生代地层尤其是二叠纪地层在

本区的成矿作用中不仅可能提供部分成矿物质, 甚

至在部分地区还可能成为成矿物质的主要来源, 形

成与海底热液喷流沉积成矿作用有关的矿床。

中生代本区进入滨太平洋大陆边缘强烈构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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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活动阶段,挤压、局部拉张、活化作用引发深部强

烈的壳幔相互作用, 表现为大规模的岩浆侵入和火

山喷发。多期次的构造岩浆活动使不同深度含有不

同组分成矿物质的岩浆通过断裂体系从岩浆房向上

运移, 或冲破地表形成火山喷发,或在不同深度侵位

形成含矿流体并从地层中萃取部分成矿物质, 在不

同类型构造条件和围岩性质影响下, 形成区内多个

成矿系列和不同类型的矿化活动[ 11]。

表 1� 大兴安岭中南段铜多金属矿床成矿系列与成矿特征

Table 1 � The metallog enic ser ies and metallog enic char acter istics of the

copper�polymetallic o re deposits in the mid�southern segment o f Da H inggan M ountains

成矿亚带 矿床成因系列
成矿元素

主要 次要
构造背景

矿床成因

类型
典型矿床

成矿年龄

t / Ma

资料

来源

东坡以铜为主的多

金属成矿带

燕山早期与中酸性浅成

- 超浅成岩浆侵入活动

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成

矿系列

Cu
Pb, Zn,

Ag, Sn

火山型被动

陆缘, 板内构

造岩浆带的

断隆区

热液型

斑岩型

孟恩陶勒盖(大型)

莲花山(中型)

闹牛山(中型)

布敦化(中型)

183

161

170

166

[ 4]

[ 5]

[ 4]

主峰锡 - 富铅锌 -

铁- 铜成矿带

燕山早、中期与中酸性火

山- 侵入杂岩有关的铅

锌矿矿床成矿系列

燕山中期与酸性岩浆活

动有关的铁锡铜矿矿床

成矿系列

燕山中、晚期与碱性浅成

花岗岩浆活动有关的稀

有- 稀土金属矿床成矿

系列

Pb, Zn

Fe, Sn ,

Cu

Nb, Ta,

Be

S n, Cu,

Ag

Pb, Zn,

Ag

Y

板内构造岩

浆带的火山

断陷区

板内构造岩

浆带

中生代火山

断陷盆地边

缘

夕卡岩型

热液型

夕卡岩型

斑岩型

热液型

岩浆岩型

浩布高(大型)

白音诺(大型)

大井(大型)

敖林达(小型)

黄岗(大型)

敖瑙达坝(中型)

安乐(小型)

巴尔哲(大型)

苔莱花(大型)

132. 2

148

132. 8

�

142. 05

148

134. 2

127

127

[ 4]

[ 6]

[ 7]

[ 4]

[ 4]

[ 5]

[ 4]

西坡富铅锌 - 富银

成矿带

燕山期与酸性岩浆活动

有关的铅锌银矿床成矿

系列

Pb, Zn,

Ag
Cu 断隆区 热液型

拜仁达坝(超大型)

花敖包特(中型)

116

�

[ 8]

� � 研究区铜多金属矿床具有成群成带集中分布的

特征,成矿时代主要为燕山期并且与燕山期同源火

山- 岩浆深成活动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矿床主要赋

存于二叠纪地层,部分赋存于元古代、中生代地层,

构造位置主要位于中生代隆起和火山凹陷的交接部

位,这是本区区域成矿作用的主要特点。构造、岩浆

活动、地层与区内铜多金属矿床具有密切的成因联

系,是区域成矿的主要控制因素,控制着区内铜多金

属矿床的形成与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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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I types, i. e. the 3�phased CO 2 f luid inclusion and the 2�phased gas and f luid one. The homogeniza�
t ion temperature of Au ore ( Jinw ozi area) is in r ange o f 100�480 � . T he cur ve is in po sit iv e form w ith the

peak values concentrated at 200�320 � and average of 257 � show ing that it is a mesothermal�epithermal

Au depo sit characterized by a single and cont inuous ore�forming stage; the lat ter ( area 210) in range of

160�400 � w ith the peak values concentrated at 280�360 � and average o f 280 � and a right decline curve

pat tern char acterized by tw o ore�forming stages of w hich one is in low temperature ( 200�280 � ) and the

other in relat iv e high temperatur e( 280�360 � ) . Acco rding to the results A u or e is predicted to the 4th lev�
el ( 1 590 m) at line P�1 and the drilling hit indust rial or e body.

Key Words: � Jinwo zi area; area 210; fluid inclusion; the north mountain area;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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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 systematic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r eg ional g eo logical backgr ound, ore deposit s space�
time dist ribut ion, the relat ion betw een o re deposit s dist ribut ion and st ructure, magmat ism and st rata, ore

depo sit types in the mid�southern segment of Da H inggan M ountains w hich is an important copper poly�
metallic ore�depsit�concentrated area in the No rthern China. T he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s can be clas�
sified into f ive metallog enic ser ies and the metallog enic characterist ics of each metallogenic series w as sum�
mar ized in the paper. At last , it discusses the reg ional m ineralization in the mid�southern segment of Da

H inggan M ountains.

Key Words: � regional metallog enic regular ity;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 s; metallog eny; Da H ingga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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