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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部陶廷达坂"团结地区

内生矿产成矿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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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内蒙古陶廷达坂)团结地区在中生代盆岭构造体系发育(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

构造 岩浆成矿系统&主要有构造 岩浆穹窿型和火山机构型两类"区内的内生矿产是中生代构造

岩浆成矿系统长期活动的产物"内生矿产以矿化集中区形式产出&从成矿规律(控矿因素等方面分

析认为区内的内生矿产具有较大成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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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构造背景

陶廷达坂)团结地区位于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

旗北西部&地处古亚洲洋陆缘活动带和滨太平洋大陆

边缘活动带的叠加复合部位*

$!

+

&经历了晚古生代褶

皱基底形成和中(新生代构造 岩浆活化两个不同的

地质演化过程%在晚古生代&属于
?CCD?C

向内蒙古

中部地槽褶皱系#

4

级$苏尼特右旗晚华力西地槽褶皱

带#

5

级$哲斯)林西复向斜#

'

级$的一部分*

%

+

"在中

生代&属于
?C

向锡林浩特)乌兰浩特盆岭构造体

系*

B

+的组成部分&处于-岭.构造单元上"在新生代&属

于
??C

向大兴安岭地垒构造之中*

(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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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矿地质条件

陶廷达坂)团结地区经历多期大地构造演化过

程&为内生矿产的形成创造较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区

内晚古生代)中(新生代地层发育比较齐全&岩浆岩

发育&构造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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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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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廷达坂 团结地区大地构造位置简图

#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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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生代
4

级构造单元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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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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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构造单元分

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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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盆(岭构造单元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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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垒(堑构造单元

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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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廷达坂
a

团结地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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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

区内出露的地层有二叠系#

H

$(侏罗系#

@

$(白垩

系#

V

$和第四系#

b

$&并以二叠系和侏罗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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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勒图组"

!>

白音高老组"

%>

玛尼吐组"

B>

满克头额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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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组"

&>

林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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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斯组"

">

大石寨组"

A>

寿山沟组"

$#>

花岗斑岩"

$$>

二长斑岩"

$!>

黑云母花岗岩"

$%>

碱长花岗岩"

$B>

白岗岩"

$(>

正长花岗岩"

$&>

二长花岗岩"

$'>

斜长

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A>

正长斑岩"

!#>

正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B>

大断裂及编号"

!(>

一般断裂"

!&>

火山穹窿"

!'>

破火山"

!">

火山口"

!A>

地质界线"

%#>

铜多金属小型矿床"

%$>

铜多金属矿点"

%!>

铜金

矿点"

%%>

铅锌银多金属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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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二叠系出露在基底隆起区&包括下

统寿山沟组#

H

$

.

$(下 中统大石寨组#

H

$D!

F

$(中统哲

斯组#

H

!

&

$和上统林西组#

H

%

<

$&为一套浅变质海相

火山 沉积建造&主要由浅变质砂泥质沉积岩(酸性

中性 中基性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组成&夹少量硅

质岩&普遍发生低绿片岩相区域变质&是区内主要的

赋矿地层%二叠系中铜(铅(锌(银等成矿元素含量

较高&其平均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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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寿山沟组浅灰色硅质板

岩中铜(铅(锌(银(金的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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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上部大陆地壳丰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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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为明显的初始预富集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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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系%分布在基底坳陷区&总体呈近
CU

向带状展布&出露下侏罗统含煤岩系和上侏罗统火

山岩系&缺失中侏罗统%下侏罗统含煤岩系由砾岩(

砂泥质岩和可采煤层组成"上侏罗统火山岩系具有

酸性 中性 酸性的韵律特征&主要由流纹质(安山质

火山岩组成&夹英安质(粗面质火山岩(沉凝灰岩和

砂泥质沉积岩&是区内重要的赋矿地层%区内侏罗

系可分为下侏罗统红旗组#

@

$

"

$&上侏罗统满克头额

博组#

@

%

5

$(玛尼吐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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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音高老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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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侏罗系中铜(铅(锌等成矿元素含量较高&平均值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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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

$

f&B>$'c$#

a&

&高于上部大陆地壳平均丰

度的
!>%

倍&

!>#

倍和
$>!

倍&反映侏罗纪火山活动

具有一定的聚矿能力%

#

%

$白垩系%白垩系小范围分布在破火山中&仅

出露下白垩统梅勒图组#

V

$

5

$&其岩性为一套中偏

基性的火山岩&以安山岩(安山质火山碎屑岩为主&

夹玄武安山岩(辉石安山岩%

"#"

!

岩浆岩

区内侵入岩浆活动强烈&岩浆岩分布广泛&主要

发育二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等不同时期的花岗质

岩及中 酸性火山岩%其中&侏罗纪是岩浆活动的鼎

盛时期%

#

$

$侵入岩%包括二叠纪(侏罗纪(白垩纪侵入

岩&以侏罗纪酸性岩为主%二叠纪侵入岩是区内出

露最老的侵入岩&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北西部&多为岩

株&岩石类型为花岗闪长岩#

H

"#

$%侏罗纪侵入岩比

较发育(广泛分布&形成于晚侏罗世&以花岗质岩石

为主&主要岩石类型分为闪长岩#

@

%

#

$(石英闪长岩

#

@

%

#$

$(花岗闪长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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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长岩#

@

%

%

$(正长斑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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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碱长花岗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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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母花岗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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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长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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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长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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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长花岗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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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岗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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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总体为过铝的
R

型花岗质

岩石&属富铝的钙碱性岩类或偏碱性岩类&具轻稀土

略富集(重稀土分馏不明显(稀土配分曲线右倾的特

征"白岗岩(碱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黑云母花岗岩

的铕亏损明显&其他岩石类型无铕亏损或不明显%

在一定地段常由多个不同岩性的岩株组成岩基状侵

入杂岩体&表现为由中性
'

中酸性
'

酸性
'

偏碱性

的演化序列&它们是同源岩浆演化分异的不同产物%

侵入杂岩体中铜(铅(锌(银等元素含量分别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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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a&

&普遍高

于上部大陆地壳丰度&而且从中性
'

酸性岩&成矿元

素含量呈增长的趋势&说明在其演化分异过程中成

矿元素具有逐步富集能力&与内生成矿作用具有密

切的成因联系&是主要的成矿母岩%白垩纪侵入岩

多为中 酸性小岩#株$体&分布比较分散&主要岩石

类型为闪长岩#

V

$

#

$(闪长玢岩#

V

$

#

,

$(二长斑岩

#

V

$

*

&

$(花岗斑岩#

V

$

"&

$%区内的二叠纪(侏罗纪

侵入岩是重要的赋矿围岩%

#

!

$火山岩%区内发育二叠纪(侏罗纪(白垩纪

火山岩&以侏罗纪中性 酸性火山岩为主%二叠纪火

山岩仅在基底隆起区局部地段出露&由浅变质酸性

中性 中基性火山岩组成&岩性有浅变质安山岩(玄

武安山岩(流纹岩及火山碎屑岩等&主要分布于大石

寨组#

H

$D!

F

$上段或夹于寿山沟组#

H

$

.

$(林西组

#

H

%

<

$中%侏罗纪火山岩比较发育&广泛分布于基底

坳陷区&由晚侏罗世满克头额博喷发期(玛尼吐喷发

期(白音高老喷发期的酸性 中性 酸性火山岩韵律

组合构成"酸性火山活动期形成了以火山灰流为主(

火山涌流较弱的垂向火山岩序列&中性火山活动期

形成了以火山涌流为主(火山灰流微弱的垂向火山

岩序列&岩性有流纹岩(安山岩(英安岩(粗面岩(火

山碎屑岩及沉凝灰岩等&构成了满克头额博组

#

@

%

5

$(玛尼吐组#

@

%

5(

$(白音高老组#

@

%

7

$的主体%

白垩纪火山岩仅有早白垩世梅勒图喷发期的中性火

山岩&对应于梅勒图组#

V

$

5

$&以火山涌流为主(火

山灰流十分微弱&岩性为安山岩(玄武安山岩(安山

质凝灰岩(安山质火山角砾岩等%区内二叠纪(侏罗

纪火山岩是重要的赋矿围岩%

"#$

!

构造

研究区经历长期多阶段的大地构造演化过程&

区内构造是晚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构造活动的综

合产物%

#

$

$晚古生代构造%在晚古生代&受西伯利亚板

块与中朝板块碰撞挤压作用的影响&形成了以褶皱

构造为主体的
?C

向褶皱构造体系%区内主要构造

形迹有
?C

向的呼日格复式背斜&绝大部分被后期

盖层覆盖&仅局部出露其次级背(向斜%晚古生代

末&结束了
?UDRC

向的挤压构造体制&形成了褶皱

基底&为中(新生代构造 岩浆活动奠定了构造基础%

#

!

$中生代构造%在中生代&受滨太平洋活动大

陆边缘
??C

向右行剪切构造体制的控制&发生多

级火山构造&使区内形成了多级断裂和火山构造单

元%断裂包括分割褶皱基底的近
CU

向(

?C

向(

?U

向(近
R?

向大断裂及切割盖层的一般断裂%

不同级别的火山构造单元构成了火山构造体系%研

究区处于锡林浩特)乌兰浩特盆岭构造的-岭.构造

单元上&进一步还可分出
'

)

6

级火山构造%其中&

'

级火山构造包括火山岩盆地和火山基底隆起&自

南往北&近
CU

向火山岩盆地和火山基底隆起相间

平行排列&表现为坳 隆 坳火山构造格局"

7

级火山

构造包括构造 岩浆穹窿和火山机构#包括火山穹窿

和破火山$"

6

级火山构造包括火山口和穹状火山%

中生代火山构造控制区内地层的空间分布(岩浆活

动及内生成矿作用"构造 岩浆穹窿(火山机构是内

生矿产的成矿场所&发育其中的断裂(节理(裂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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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成矿作用提供导矿(容矿空间%

#

%

$新生代构造%在新生代&受滨太平洋活动大

陆边缘
?UUDRCC

向伸展构造体制的控制&主要表

现为微弱的断块构造活动&形成继承性断裂和受

?C

向(近
R?

向(

?U

向大断裂控制的阶梯式断块&

构成大兴安岭地垒构造体系中南段的组成部分%

%

!

成矿规律

$#!

!

主要矿种和矿产成因类型

区内已发现的内生矿种有
$#

余种&主要有铜(

铜金(铜多金属(铁铜(铅(银(锡(铅锌银多金属(多

金属(铁(铁锌(叶腊石等&可大致归并为铜多金属

#包括铜(铜金(铜多金属(铁铜等矿种$和铅锌银多

金属#包括铅(银(铅锌银多金属(多金属(铁锌等矿

种$

!

类%

内生矿产类型主要为火山热液型和岩浆热液脉

型%由于本区中生代侏罗纪火山 侵入岩浆活动十

分强烈&有可能伴随形成其他内生矿产类型&如火山

隐爆角砾岩型(斑岩型等%

$#"

!

内生矿产形成时代

本区内生成矿作用与侏罗纪构造 岩浆活动有

直接的成因联系%因此&内生矿产的形成时代主要

为中生代侏罗纪%

$#$

!

矿产空间分布规律

区内矿床(矿#化$点等内生矿产在有利成矿部

位以-矿化集中区.的形式产出&主要有岩浆热液型

陶廷达坂铜多金属(呼日格北铜金(团结铅锌银多金

属(新立屯铜多金属等矿化集中区和火山热液型老

道沟铜多金属(协希莫德叶腊石等矿化集中区%

区内二叠纪地层中铜(铅(锌(银等主要成矿元

素的含量较高&具有初始预富集特征&为侏罗纪成矿

活动提供部分物质来源&因此二叠系具有预富集成

矿的地质意义%

B

!

成矿潜力分析

%#!

!

控矿因素分析

#

$

$地层与内生矿产的关系%区内地层有二叠

系浅变质岩系(侏罗系陆相中 酸性火山岩系和白垩

系中性火山岩系%从地层的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来

看&二叠系(侏罗系中铜(铅(锌(银等成矿元素含量

较高&具有较明显的初始预富集特征%由此说明&二

叠系(侏罗系在内生矿产形成过程中起矿源层的作

用&具有地球化学控矿意义%主要的赋矿地层有二

叠系大石寨组(哲斯组(林西组&侏罗系满克头鄂博

组(玛尼吐组"发育其中的断层(裂隙(构造破碎带等

断裂构造是主要的容矿空间&而且上述赋矿地层均

分布于构造 岩浆穹窿或火山机构中&说明地层的控

矿作用实际上表现为火山构造和断裂对内生矿产的

控制%

#

!

$岩浆活动与内生矿产的关系%包括侵入活

动(喷发活动与矿化两个方面%区内的岩浆侵入活

动主要发生于中生代侏罗纪&其次是白垩纪和二叠

纪&形成了多个独立岩体或侵入杂岩体%侵入杂岩

体中铜(铅(锌(银等成矿元素含量普遍较高&岩浆演

化侵位过程中产生了含铜(铅(锌(银的成矿热液"在

侏罗纪侵入杂岩体的接触带或内部的断裂构造中成

矿%因此&在一定的构造 岩浆穹窿部位(具有一定

的岩浆演化分异特征的侏罗纪侵入杂岩体是本区内

生矿产的重要控矿因素之一&为内生矿产的形成提

供成矿物质(热源和容矿空间%侵入杂岩体既是成

矿母岩&又是赋矿围岩之一%区内的火山活动主要

发生于中生代侏罗纪&其次是白垩纪&形成了大量中

酸性火山岩和次火山岩%火山岩广泛分布于火山

基底隆起的边部或火山岩盆地内&次火山岩仅产出

于火山机构中%在火山机构中普遍发育细脉状硅

化(绿帘石化和少量绿泥石化(磁铁矿化(镜铁矿化

等"二朗山火山穹窿中有较强的叶腊石化&在花井英

乌拉火山穹窿中有老道沟铜多金属小型矿床%由此

说明&火山机构内有成矿热液活动%二朗山火山穹

窿中的叶腊石化(硅化(镜铁矿化值得进一步研究&

因为该火山机构中出现弱小钼(铅(锌(银的水系沉

积物异常&可能指示其深部存在与火山活动有关的

钼(铅(锌(银成矿富集作用%另外&在兴隆地破火山

的西部姜台)南坝筒子一带&水系沉积物异常比较

发育&可能存在与火山岩浆活动有关的铜多金属成

矿作用%

#

%

$构造与内生矿产的关系%区内构造类型主

要有火山构造(褶皱(断裂等&它们是晚华力西期(燕

山期构造 岩浆活动的综合产物"受大断裂控制的多

级火山构造体系中的构造 岩浆穹窿和火山机构对

内生矿产的形成和空间分布起控制作用%在不同的

构造 岩浆穹窿和火山机构中分布着不同的矿化集

中区&而构造 岩浆穹窿和火山机构中的构造扩容区

则是成矿热液的就位空间&控制着内生矿产的空间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定位%

%#"

!

找矿标志

一定空间范围内分布的地质(矿产(物化探和遥

感异常等多种异常组分构成了成矿地段的指示标

志%这些异常组分对寻找内生矿产具有直接或间接

的找矿意义&主要分为
%

类%

#

$

$蚀变和矿化标志%蚀变和矿化是热液成矿

活动的产物&是直接找矿标志%区内与铜多金属成

矿有关的主要蚀变有硅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叶

腊石化(绢云母化(黄钾铁矾化等"矿化有孔雀石化(

磁铁矿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硬锰矿化(黄铜矿

化(蓝铜矿化和铜蓝等%与铅锌银多金属成矿有关

的主要蚀变有硅化(绿帘石化(绿泥石化(黄钾铁矾

化(碳酸盐化等"矿化有赤铁矿化(磁铁矿化(镜铁矿

化(褐铁矿化(黄铁矿(白铅矿化(方铅矿化(闪锌矿

化等%多以脉状蚀变矿化体产出&且具有多期叠加

特征%

#

!

$物化探和遥感异常标志%具有蚀变矿化线

索的物化探和遥感异常具有找矿指示意义&是间接

找矿标志%区内弱磁异常(低 高阻高极化激电异常

为物探找矿标志%水系沉积物异常(土壤剖面组合

异常是化探找矿标志%色异常是遥感找矿标志%

#

%

$构造扩容区标志%构造扩容区是内生矿产

的赋存空间&构造应力作用和岩浆侵入 喷发活动都

能够形成构造扩容区&如主干断裂旁侧的次级断裂

密集区(侏罗纪侵入杂岩体的接触构造带(火山隐爆

角砾岩筒等&均为间接找矿标志%

不同类型的找矿标志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叠加分

布&构成具有一定找矿意义的综合异常区*

$"

+

%综合

异常区是寻找内生矿产的成矿地段&通过进一步解

剖和研究其成矿特征&确定成矿潜力%

%#$

!

成矿系统分析

综合研究区的控矿因素(找矿标志分析结果&可

将区内的内生矿产成矿活动定义为-构造 岩浆成矿

系统.&包括构造 岩浆穹窿型和火山机构型两类%

区内所有内生矿产的形成与分布均与这两类成矿系

统有关%它们是一定时空域内构造活动(岩浆活动(

成矿活动的综合体*

$A!$

+

%

区内的构造 岩浆成矿系统是由中生代构造活

动(岩浆侵入 喷发活动(成矿活动多级耦合而成的&

具有
(

个构成要素!

"

构造 岩浆穹窿!即出露侏罗

纪侵入杂岩体的隆起火山构造单元"一般来讲&构造

岩浆穹窿的规模比较大&处于张性应力状态&是构

造和岩浆活动十分活跃的成矿构造单元&多数内生

矿产分布于其中或边部"

#

火山机构!区内火山机构

主要分布于火山岩盆地中&个别产出于火山基底隆

起内"在火山机构形成过程中发生的火山岩浆活动

常伴随火山热液成矿作用&如二朗山火山穹窿(花井

英乌拉火山穹窿是区内重要的火山机构型成矿系

统&有叶腊石化和铜多金属小型矿床的形成"

$

侏罗

纪侵入杂岩体!由中性#闪长岩$

'

中酸性#花岗闪长

岩$

'

酸性#花岗岩$侵入岩演化序列组成的复杂岩

体组合&产出于构造 岩浆穹窿或火山机构中的侏罗

纪侵入杂岩体是内生矿产的成矿母岩和赋矿围岩"

%

环形构造#群$!往往是由火山 侵入岩浆活动形成

的&是构造 岩浆穹窿或火山机构的指示标志&具有

一定的成矿指示意义"

(

二叠系!一是成矿系统内的

矿源层&为内生矿产的形成提供部分成矿物质"二是

构造 岩浆穹窿或火山穹窿的指示标志&出露二叠系

的部位&必定是构造隆起区%

根据以上成矿系统构成要素&在区内圈定了哈

德营子(呼日格(团结(双山子等构造 岩浆穹窿型成

矿系统和二朗山(花井英乌拉等火山机构型成矿系

统%

%#%

!

成矿潜力评价

从区内综合异常分布特征来看&可划分出陶廷

达坂(二朗山(花斯特(团结(老道沟(新立屯(太平

川(南坝筒子等
"

个成矿潜力区%通过对各个成矿

潜力区的蚀变矿化(物化探和遥感异常(容矿构造特

征等的综合研究&确定老道沟(陶廷达坂(团结(新立

屯成矿潜力区的成矿潜力大&花斯特成矿潜力区的

成矿潜力较大%主要成矿潜力区的成矿特征如下!

#

$

$老道沟成矿潜力区%处于花井英乌拉火山

机构型成矿系统内&区内火山热液型铜多金属矿已

具小型规模%产在玛尼吐组安山岩中的脉状矿体地

表已圈定
!#

余条&大部分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楚&按

成矿元素组合可分为铜银矿体和铅锌银矿体&另有

单元素矿体&个别矿体中含锡&矿体长
!#

&

!##E

&

宽
#>$(

&

$!>!E

&延深大于
&"E

&走向大部分为

?U

向&倾向
RU

#个别
?C

向$&倾角
(&X

&

"'X

&矿体

地表矿物成分以褐铁矿(孔雀石为主&次为沥青褐铁

矿&深部以方铅矿(闪锌矿为主&次为黄铜矿(毒砂

等&硅化较强处成矿物质比较富集&矿石品位!

B

#

)0

$

f#>%[

&

&>$B[

&

B

#

H/

$

f#>([

&

(>AA[

&

B

#

e+

$

f#>'[

&

!>&"[

&

B

#

I

5

$

fB#c$#

a&

&

B'!c

$#

a&

&

B

#

R+

$

f#>$#![

&

#>$$%[

%产在蚀变白岗

岩中的矿体主要为锌盲矿体&局部含铅(银&据钻孔

资料&见
$(

层矿&伪厚度
#>(B

&

$(>&'E

&控制斜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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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矿体倾角平缓"以细脉状(浸染状闪锌

矿化为主&含少量方铅矿和黄铜矿"在绿泥石化(硅

化强的地段矿化富集&锌品位
B

#

e+

$

f#>'[

&

B>([

&个别样品铅最高品位
B

#

H/

$

f(>'A[

&银最

高品位
B

#

I

5

$

f"">(c$#

a&

"矿体与围岩界线不清

楚&只能以样品分析结果圈定矿体边界%

#

!

$陶廷达坂成矿潜力区%位于哈德营子构造

岩浆穹窿型成矿系统内&区内岩浆热液型铜多金属

和铅锌银多金属成矿活动范围较大&具有明显的矿

化分带!在铜多金属矿化的外围有铅锌银多金属矿

化%在铜多金属矿化地段的满克头额博组(哲斯组

中已发现
$A

条近
CU

向硅化蚀变带&延长
%#

&

&(#

E

&宽
!

&

%(E

&主要蚀变为硅化(绿泥石化(绢云母

化&褐铁矿化非常普遍&局部见孔雀石化(蓝铜矿化&

显微镜下见少量磁铁矿(黄铁矿(黄铜矿&矿石品位!

B

#

)0

$

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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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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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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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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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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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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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

a&

%

#

%

$团结综合异常区%处于团结构造 岩浆穹窿

型成矿系统内&岩浆热液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化蚀变

范围较大&在大石寨组变质安山岩和侏罗纪碱长花

岗岩中已发现
$!

条矿化蚀变带&出露长度为
B(

&

!!#E

&宽度
$

&

$#E

&走向
?U

#个别
CU

向$&具有

强烈铁锰染&硅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化(

黄钾铁矾化较强&偶见星点状方铅矿化(少量白铅矿

化和星点状孔雀石化&显微镜下见少量黄铁矿(闪锌

矿&矿石品位!

B

#

H/

$

f#>##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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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e+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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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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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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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

a&

&

!$>Bc

$#

a&

%

#

B

$新立屯成矿潜力区%位于双山子构造 岩浆

穹窿型成矿系统内&具岩浆热液型铜多金属矿化蚀

变&在林西组(侏罗纪石英闪长岩体中已发现铜矿化

体
$B

条(蚀变体
$A

条&总体呈
CU

向带状分布&矿

化蚀变体走向为
?U

向(

??C

向(近
CU

向(

??U

向&倾向不一&走向延长
B#

&

B%#E

&宽
#>$

&

$#>((

E

&蚀变主要为强硅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绢云母

化(黄钾铁矾化&矿化为孔雀石化(褐铁矿化(磁铁矿

化(硬锰矿化(镜铁矿化(电气石化(铁锰染等&局部

见少量黄铜矿化(黄铁矿化&显微镜下见少量闪锌

矿&矿石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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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达
&A"c$#

a&

%

#

(

$花斯特成矿潜力区%处于呼日格构造 岩浆

穹窿型成矿系统内&发现岩浆热液型铜金矿化蚀变

带
!B

条&赋存于侏罗纪花岗闪长岩(黑云母花岗岩

和花岗斑岩的构造破碎带中&蚀变主要为硅化(绢云

母化和绿泥石化&矿化主要为磁铁矿化(褐铁矿化&

局部流失孔发育&可见孔雀石化和黄钾铁矾化&显微

镜下见少量闪锌矿(黄铁矿和纤铁矿&矿化蚀变带长

&#

&

&B#E

&宽
#>B(

&

!A>$E

&走向以
?U

向为主&

主要倾向
?C

&矿石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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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陶廷达坂)团结地区的内生矿产的形成是中生

代盆岭构造体系中发育的构造 岩浆成矿系统长期

活动和演化的产物&通过对成矿系统内综合异常的

成矿特征分析&本区岩浆热液型(火山热液型铜多金

属和铅锌银多金属内生矿产具有较大成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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