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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承德市位于华北地台北缘金银多金属成矿带东段，是河北省重要的金属矿产基地，目前探

明的铜铅锌矿床达２０余处，尤其近十年来，通过地质大调查项目的实施，相继发现了黑山铁矿、小

寺沟含矿岩体外围的金银矿及云雾沟银多金属矿床等。文章在综合分析研究前人科研资料和找

矿成果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铜铅锌成矿地质条件和找矿标志，认为本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化

集中区有利部位物化探异常清晰，找矿标志明显，显示出铜铅锌矿产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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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承德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地理坐标东经１１５°

５４′—１１９°１５′，北纬 ４０°１１′—４２°４０′，面积 ３９８００

ｋｍ２。本区地处华北地台与内蒙地槽结合部位，华

北地台北缘燕辽铜钼多金属成矿带东段，构造岩浆

活动发育，是河北省金属矿化集中区［１４］之一。目前

区内共发现铜铅锌矿产地１７１处，其中矿床２１处，

探明的资源量列河北省前三位。

１　成矿地质条件

１．１　赋矿地层

１．１．１　地台基底变质岩系

区内的新太古界红旗营子群、元古宙变质闪长

岩和变质斑状二长花岗岩是铜铅锌矿床含矿层

（体），其所含成矿元素特征见表１。

其中，中新元古界的含矿性：铜、锌元素含量低

于地壳丰度值，铅含量除常州沟组和串岭沟组低于

地壳丰度值外，其他各组地层中高于背景值，而且，

高于庄组狑（Ｐｂ）＝５９×１０－６，是地壳丰度值的４．２

倍。

从区内的铜铅锌矿床产出来看，铜铅锌矿主要

分布在兴隆—平泉一带，即马兰峪复背斜北翼的长

城系和蓟县系碎屑岩 碳酸盐岩区；西起兴隆县土城

头，经高板河到平泉县下营坊，共发现高板河、梓水

林、榆树沟、沙窝店等矿床（点）１０余处。高板河硫

铁铅锌矿产于长城系高于庄组的含燧石白云岩层

中，蘑菇峪铜钼锌矿、毛家沟铅锌矿和东山银铅矿产

于长城系或蓟县系白云岩中，反映了中元古界是成

矿的“矿源层”。

１．１．２　中生代赋矿地层

从表１可以看出，中生代地层中铜元素含量偏

低，铅、锌含量较高，是铅锌多金属矿床的初始矿源

层。经统计，本地区３２％的铜铅锌矿床集中分布在

上黄旗—棋盘山岩浆岩带中的晚侏罗世张家口组和

早白垩世大北沟组。岩性以酸性 亚碱性火山熔岩

和火山碎屑岩为主；大北沟组火山岩属偏碱性碱钙

质岩石。围场县满汉吐和小扣花营锰银铅锌矿、丰

宁县双井子银铅矿及隆化县北岔沟门铅锌矿的围岩

皆为张家口组火山岩［５７］。



表１　地层（岩石）成矿元素含量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Ｇｒａｐｈｙ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ｏｃｋ）

地层 地层（岩石）／样数
成矿元素质量分数

Ｃｕ Ｐｂ Ｚｎ Ｍｏ Ａｇ Ａｕ
资料来源

中生界

下白垩统

侏罗系

新元古界 青白口系

中元古界

蓟县系

长城系

上太古界

九佛堂组／２１ １４ ３１ １０５ ５．９８ ０．０５３ １４

义县组上部／３９ １２ ２８ ９９ ３．４９ ０．０６３ １６

义县组下部／３０ １４ ３９ ７９ ２．３３ ０．０５９ ２１

大北沟组／３１ ９ ３８ ７７ ２．３４ ０．０５６ ２２

张家口组／２１ ４ ３０ ９４ １．９６ ０．０４５ ２１

土城子组／５０ ５ ２８ ８６ ２．００ ０．０４８ １２

髫髻山组／２６ １０ ２５ ７３ １．４６ ０．０４４ ５８

九龙山组／２２ ８ ３４ ６９ ２．８６ ０．０４９ ６

下花园组／１５ １７ ３８ ９０ ２．８７ ０．０５３ １４

南大岭组／４０ １８ ２９ １００ ２．４７ ０．０５９ １９

杏石口组／１２ ３２ ２９ ８２ １．８６ ０．０７９ １９

井儿峪组／３ ２１ ３８ ３４ １．８３ ０．０２７ ５

下马岭组／２ １６ ３４ ４３ ３．２７ ０．０３３ ８

铁岭组／５ ６ ６６ １８ １．５３ ０．０２３ ８

洪水庄组／２ ３５ ３５ ５８ ２．１３ ０．０３２ ６

雾迷山组／５ ７ ５３ １４ １．５０ ０．０３１ ５

杨庄组／５ １５ ５１ １６ １．５０ ０．０３４ ４

高于庄组／６ １６ ５９ １４ １．６７ ０．０４０ ／

大红峪组／６ １９ １９ １４ ２．００ ０．０３５ ／

团山子组／２３ ２１ ３８ ２７ ２．３５ ０．０３７ ／

串岭沟组／４ ４１ １２ ７０ ３．３０ ０．０４８ ／

常州沟组／３ １ １ ５ １．５３ ０．０３１ ／

变质岩／１３０ ２８．５ １６ ５２ １．４７ ０．０６６ ／

刘益丰，

秦正永（１９９１）

量的单位：其中狑Ｂ／１０－６，狑（Ａｕ）／１０－９；分析单位：河北省区测二队、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１．２　构造与矿化

１．２．１　深大断裂控矿

图１　尚义—哈尔套断裂带略图

Ｆｉｇ．１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ｈａｎｇｙｉＨａｅｒｂ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①大庙深断裂；②丰宁—隆化深断裂；③承德—平泉大断裂；④赤城—古北口—平泉大断裂

区内产出的铜钼矿床及铅锌矿床分布在深断裂带

旁侧的次级断裂交叉处（寿王坟）或转折部位（小寺沟）。

近ＥＷ向断裂构造自北向南依次为丰宁—隆化深断

裂、大庙—娘娘庙深断裂、承德—平泉大断裂及赤城—

古北口—平泉大断裂（图１）。

ＮＷ向断裂是重要的控岩、控矿构造：寿王坟东南

有五凤楼、马家沟、兰旗营、北沟等中酸性岩体及脉岩

沿ＮＷ向断裂分布，向东有转山子、乱石窑、水帘洞—

莫利上等岩体；从崖门子、小寺沟、轿顶山、刘巴店到下

营房，含矿岩体亦沿ＮＷ向展布形成网格状构造形式。

１．２．２　中生代断陷火山盆地控矿

区内ＮＥ走向的中生代断陷火山盆地发育。断陷

火山盆地多以几组不同走向的次级断裂为界，ＮＥ向断

裂控制盆地长轴方向；盆内发育侏罗纪—白垩纪火山

熔岩及碎屑岩，有中酸性小岩体侵入。

火山活动产生的环状断裂、放射状断裂，隐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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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月明山中生代火山盆地控矿略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Ｙｕｍｉｎｇｓｈａｎ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ｖｏｌｃａｎｏｂａ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ｎｔｈｅｏｒｅ

１．上侏罗统张家口组；２．中侏罗统；３．下古生界；４．中新元古界；５．晚侏罗世石英正长岩；

６．晚侏罗世流纹岩；７．早白垩世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８．断层；９．不整合界线；１０．铜铅锌矿点及编号

形成的隐爆角砾岩筒（体）与矿化关系密切。如，寿王

坟铜铅锌银矿、北岔沟门铅锌矿、小扣花营子锰银矿等

矿床，都受古火山构造控制；轿顶山铅锌矿、牛圈 营房

银铅锌矿，矿化产在隐爆角砾岩体内［８９］。

盆地内的燕山中晚期中酸性小岩株为含矿岩体。

如，月明山断陷火山盆地及其边缘，在东西长５０ｋｍ、南

北宽１５ｋｍ范围内，有寿王坟中型铜矿、蘑菇峪中型锌

钼矿床、柳树洼、大水泉等金多金属矿产地２０余处（图

２）。

１．３　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控矿

区内岩浆岩发育，出露面积多达８２００ｋｍ２。前中

生代侵入岩多沿ＥＷ向深断裂产出，岩性从超基性、基

性、中酸性岩体均有分布；中生代燕山期侵入岩多呈

ＮＥ向岩带出现。燕山期构造 岩浆活动，特别是燕山

中晚期中酸性岩浆活动对区内的多金属矿化具有明显

的控制作用［１０１１］。

１．３．１　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特征

（１）岩浆岩分布特征。区内的中生代断裂构造、侵

入岩及次火山岩成带分布，形成了ＮＥ向上黄旗—棋

盘山构造岩浆岩带和ＮＥ向兴隆—宽城构造岩浆岩

带，并横跨丰宁—隆化ＥＷ向断裂 岩浆岩带，百余个

侵入体出露在中生代火山盆地的边缘隆起区。

（２）岩石类型特征。燕山早期岩浆岩以酸性岩为

主，岩性为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闪长岩和

石英二长岩。燕山中期岩浆岩岩性为碱性花岗岩，斑

状二长正长岩、石英正长岩、中粗粒石英正长岩。燕山

晚期岩浆岩以酸性岩为主，包括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

岩、花岗斑岩及石英斑岩，多呈岩株产出；部分为次火

山岩，呈岩筒、岩脉产出。

（３）岩石化学成分特征。ＳｉＯ２ 含量：酸性侵入岩的

狑（ＳｉＯ２）＝７１．０７％～７４．５７％，中性侵入岩的狑（ＳｉＯ２）

＝６０．６８％～６３．１５％。Ｋ２Ｏ＋Ｎａ２Ｏ的含量变化不大，狑

（Ｋ２Ｏ＋Ｎａ２Ｏ）＝７．０４％～８．７８％。时间上，从早侏罗世

到早白垩世，由中性侵入岩逐渐变化为酸性侵入岩。

１．３．２　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控矿

区内的中性—酸性岩体的铜铅锌含量高于维氏

值。撒岱沟门、寿王坟、小寺沟、磴上、双井子、云雾沟等

侵入岩或次火山岩与银多金属矿关系密切［１２１６］。

区内对成矿有利的岩性为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

岩、石英斑岩和花岗岩［１７］。小寺沟花岗闪长斑岩中Ｃｕ

含量高而变异系数小，形成斑岩型铜钼矿床［１８］；寿王坟

花岗闪长斑岩中的Ｃｕ含量低而变异系数大，形成接触

交代型铜矿床。

１．４　围岩蚀变与成矿

（１）硅化。指石英化、玉髓化、碧玉化和蛋白石化。

区内的中 酸性火山碎屑岩、侵入岩、次火山岩中的硅

化发育，花岗岩裂隙常被硅质充填，与黄铁矿、重晶石

和碳酸盐矿物共生，并与金、多金属矿化有关。

（２）青磐岩化。蚀变矿物有绿泥石、碳酸盐矿物、

黄铁矿、绿帘石和钠长石，有时出现绢云母、石英、黝帘

石。在火山岩、次火山岩分布区，青磐岩化发育，与银

铅锌矿化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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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夕卡岩化。区内的夕卡岩化发育在南部台褶

带内的中酸性侵入体与中新元古界碳酸盐岩接触带，

与铁铜钼锌金矿化关系密切。

（４）钾化。钾化主要包括钾长石化和钠长石化。

在斑岩型铜钼矿顶部发育。

２　找矿标志

２．１　区域找矿标志

受区域性深大断裂控制的中生代构造 岩浆岩带；

中生代断陷火山盆地边缘隆起区；燕山期中酸性侵入

岩、次火山岩发育部位［１９］；中新元古界碳酸盐岩区，断

陷火山盆地边缘与中生代盖层呈断层接触部位；蚀变

构造带及岩浆岩接触带青磐岩化强烈地段。

２．２　矿化及围岩蚀变标志

与已知矿床控矿条件近似的矿（化）点；地表铁帽、

锰帽、黄铁绢英岩化发育地段；侵入岩接触带发育钾

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硅化、高岭土化等中

低温热液蚀变地段；灰岩、白云岩中大理岩化、蛇纹石

化、夕卡岩化，碎屑岩中的角岩化，中酸性次火山岩内

硅化、钾化发育部位；伴有金属矿化的构造角砾岩、侵

入角砾岩、隐爆角砾岩体；受断层控制的动力变质岩叠

加热液蚀变地段。

２．３　物化探异常标志

ＮＥ向重力梯度带（深断裂引起）。

１!２０万航磁异常出现正负交替的带状异常是成
矿有利地段；夕卡岩矿床引起的局部磁异常，航磁异常

往往是寻找铜铅锌矿床的间接找矿标志［２０］。

１!２０万、１!５万化探扫面、水系沉积物测量成
果反映铜铅锌元素、矿物组合异常套合较好，具有浓集

中心，主要成矿元素有２级、３级浓度分带，为直接找矿

标志。

３　结论

（１）承德地区成矿地质条件优越。铜铅锌矿赋矿

地层（体）为新太古界红旗营子群变质岩、中元古界长

城系和蓟县系白云岩、上侏罗统张家口组酸性火山岩、

燕山晚期中性—酸性岩浆岩。本区在燕山晚期构造

岩浆活动频繁，以中酸性火山 侵入活动为主，沿ＥＷ

向或ＮＥ向断裂形成构造岩浆岩带，对铜铅锌矿产具有

控制作用［２１］。

（２）本区铜铅锌矿床成因类型有岩浆热液型和层

控型两大类，以岩浆热液矿床为主，又有斑岩 夕卡岩

复合型、火山 次火山热液型及隐爆角砾岩型。硅化、

青磐岩化、钾化等热液蚀变发育，找矿标志明显，成矿

有利部位物化探综合异常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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