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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查干哈达庙块状硫化物型
铜矿床类型的确认及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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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研究确认,内蒙古查干哈达庙铜矿床属于块状硫化物型富铜矿床。该矿床类型的首

次确认 ,为华北陆块北缘寻找古生代块状硫化物型富铜矿床提供了例证。查干哈达庙铜矿床位于

华北陆块北缘, 赋矿地层(即含矿岩系)为石炭系上统本巴图组流纹质凝灰岩、凝灰质板岩,其上为

条带状结晶灰岩、生物碎屑结晶灰岩。含矿岩系中存在硅质岩、含铁硅质岩、碧玉岩及萤石重晶石

矿层。硫化物矿体呈层状、似层状, 产于流纹质凝灰岩、凝灰质板岩岩层中,产状与岩层产状一致。

矿床含矿岩系具有 火山碎屑岩、硫化物矿体、碧玉岩 的 三位一体 特征。矿石具有条带状、层纹

状构造。矿石中主成矿元素为 Cu, 伴生有益元素为 Au, S, Pb, Zn, 铜矿石品位较高, 属富铜矿。矿

床地质特征表明其属块状硫化物型铜矿床。该类型矿床的找矿标志是, 在海相酸性火山岩及碳酸

盐岩之间,地表存在与硅质岩共存的黄钾铁矾、铁帽型硫化物氧化带; 具有以铜为主的铜、锌组合

的化探异常;具有低阻高极化的物探异常。

关键词 : 查干哈达庙铜矿; 块状硫化物矿床;地质特征; 华北陆块北缘;内蒙古

中图分类号: P611; P618. 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1412( 2009) 04 0272 04

0 引言

查干哈达庙铜矿床是一个以铜为主,伴生有金、

铅锌的多金属矿床。前人研究认为, 该矿床属于细

脉浸染型或受糜棱岩控制的脉状铜矿床 。

由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联合组成的 内蒙古自治区大矿、富矿成矿系统

及找矿预测研究 项目组于 2007年 6月对查干哈达

庙铜矿床进行了野外地质调研。通过对查干哈达庙

铜矿床地质特征的观察与研究, 确认其为古生代块

状硫化物型铜矿床。在华北陆块北缘中西段目前尚

未见此类型的矿床。该矿床成因类型的确认, 为在

华北陆块北缘断续延伸 1 600 km 的石炭系本巴图

组分布区和下二叠统大石寨组分布区寻找晚古生代

块状硫化物型富铜矿床提供了一个新的实例。

1 成矿地质背景

内蒙古达茂旗查干哈达庙铜矿床所处的大地构

造位置,属于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对接带之华

北陆块北缘晚古生代陆壳增生带。区域内出露地层

以上古生界浅海相碎屑岩- 碳酸盐岩夹海相中基

性、中酸性火山岩建造为主。上石炭统本巴图组为



活动陆缘类复理石、碳酸盐岩夹火山岩建造; 下二叠

统大石寨组为陆缘弧火山岩、火山岩屑复理石建造;

中上二叠统哲斯组为残留陆表海碎屑岩、碳酸盐岩

夹火山岩建造。北部中蒙边境索伦山一带有近 EW

向展布的志留纪- 石炭纪基性、超基性岩,构成著名

的索伦山蛇绿岩带。

2 含矿岩系特征

矿区主要地层为上石炭统本巴图组一段, 岩层

走向 NE,倾向 SE,倾角 40 ~ 60 。根据其岩性组合

特征可为三部分:下部为灰紫色、灰白色流纹质含角

砾岩屑晶屑熔结凝灰岩、流纹质晶屑凝灰岩、流纹质

凝灰岩及凝灰质板岩,夹有结晶灰岩透镜体; 中部为

灰白色、青灰色条带状结晶灰岩,夹有含锰生物碎屑

结晶灰岩; 上部为灰紫色、灰白色流纹质凝灰岩, 含

砾变质粗砂岩, 局部夹有结晶灰岩和少量绿泥石化

安山岩。铜矿体主要赋存于上石炭统本巴图组一段

下部流纹质凝灰岩、凝灰质板岩中(图 1,图 2)。

在含矿岩石中常见硅质岩、含铁硅质岩(碧玉

岩)、萤石、重晶石矿等, 层纹状构造明显, 是一套典

型的热水沉积岩组合。即使在地表, 也可见灰黄色

层纹状硅质岩与黄钾铁矾、铁帽型硫化物氧化带共

存。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含矿岩石中的萤石含量局

部可达 40% ,重晶石达 50%。黄铁矿、黄铜矿等硫

化物与萤石、重晶石呈明显的带状相间分布。

图 1 内蒙古查干哈达庙铜矿床地质图 (据内蒙古地质调查院, 2005,略有修改)

F ig. 1 Geolo gica l sket ch map of the Chaganhadamiao copper depo sit, I nner Mongolia

1. 第四系 2. 本巴图组一段流纹质凝灰岩、变质含砾粗砂岩夹结晶灰岩 3. 本巴图组一段青灰色结晶灰岩夹生物碎屑结晶灰岩(含锰矿层)

4. 本巴图组一段灰白色凝灰质板岩、灰紫色流纹质晶屑凝灰岩、流纹质含角砾岩屑晶屑熔结凝灰岩,局部夹有结晶灰岩透镜体 5. 早二叠

世闪长岩 6. 超基性岩(变质方辉橄榄岩) 7. 次(变)英安(斑)岩 8. 石英脉 9. 花岗斑岩脉 10. 铜矿化体及编号 11. 含锰矿化层 12. 褐铁

矿化 13. 高岭土化 14.断层 15. 糜棱岩化带 16. 地质界线 17. 产状 18. 探槽 19. 浅井与竖井及编号 20. 钻孔及编号 21. 旧采坑

3 矿床地质特征

3. 1 矿体形态特征

矿区现已圈定铜矿(化)体 15 个。其中 Cu6 矿

体规模最大,为该矿床的主矿体。该矿体长 475 m,

宽 5~ 11. 45 m。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 矿体

产状与地层产状一致(图 3)。矿石品位: w ( Cu) =

0. 013%~ 2. 32% , w ( Au) = 0. 12 10- 6 ~ 0. 77

10
- 6
, w ( Ag) 4 10

- 6
~ 35. 6 10

- 6
。

3. 2 矿石物质组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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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中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 次为斑

铜矿、辉铜矿、闪锌矿、方铅矿。其中黄铁矿达

60% ,黄铜矿 25% , 闪锌矿、方铅矿含量达 10% ~

15%。矿物生成顺序为: 黄铁矿 闪锌矿 黄铜矿

方铅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绢云母、石英、萤石、重

晶石及碳酸盐等。

矿石有用成分以 Cu 为主, 伴生有益元素为

Au, S, Pb, Zn。

3. 3 矿石结构、构造特征

矿石中的黄铁矿以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为主,

而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等其他硫化物则以他形粒

状结构为主。

矿石具有块状(图 4A)、条带状、纹层状、浸染状

(稠密浸染状)等构造。如黄铁矿呈砂糖状, 黄铜矿

及闪锌矿呈他形粒状,三者呈近似平行的条带分布,

构成条带状、层纹状及层状构造(图 4B,图 4C) ) ;或

者呈自形- 半自形粗粒黄铁矿与自形- 半自形细粒

黄铁矿平行分布,形成韵律层, 表现出条带及层纹构

造特征(图 4D)。

图 4 块状与层纹状矿石

F ig. 4 T he o res w ith massive and laminat ed structures

A. 块状、层纹状构造:上部由黄铜矿构成的块状矿石,下部由黄铁

矿构成的层纹状矿石 B. 层纹状构造:由他形黄铜矿与他形黄铁

矿相间分布构成的层纹状矿石 C. 层纹状构造:由他形黄铜矿与

他形黄铁矿相间分布形成层纹状构造 D. 层纹状构造:他形黄铁

矿呈层纹状分布

3. 4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有褐铁矿化、高岭土化及硅化, 分布于

矿体两侧。

褐铁矿化: 是矿化带中的主要蚀变类型, 地表呈

铁帽出露, 是硫化物次生变化的产物,褐铁矿呈肾状

及土状构造。矿物成分为褐铁矿、石英、黄铁矿、孔

雀石、蓝铜矿及少量重晶石;褐铁矿占 80% , 与铜矿

化关系密切。

高岭土化: 发生在凝灰质板岩及凝灰岩中,蚀变

范围较大, 可能为成矿期蚀变。

硅化: 发生在凝灰岩中, 般伴生褐铁矿化,强

烈蚀变地带为灰白色次生石英岩, 蚀变减弱地带形

成硅化带。铜矿化与该类蚀变关系亦较为密切。

4 讨论

查干哈达庙铜矿床的含矿岩系为石炭系本巴图

组流纹质凝灰岩、凝灰质板岩, 其上为条带状结晶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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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生物碎屑结晶灰岩。在含矿岩系发育含铁硅质

岩、碧玉岩、萤石、重晶石等典型喷流沉积岩。硫化

物矿体就产于流纹质凝灰岩、凝灰质板岩岩层中。

矿床具有火山碎屑岩、硫化物矿体、含铁硅质岩 三

位一体 特征, 与块状硫化物型铜矿床特征相一致。

在平面与剖面上均显示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

状,与地层产状一致。矿石具有特征的条带状、层纹

状构造。矿石中主成矿元素为 Cu,伴生有益元素为

Au, S, Pb, Zn, 且矿石 Cu 品位较高, 属富铜矿石。

由于该矿床具有国内外一些典型块状硫化物型铜矿

床的特征[ 1- 8] ,故其属于块状硫化物型铜矿床。该

矿床新成因的确认, 为在断续延伸 1 600 km 的石炭

系本巴图组分布区寻找晚古生代块状硫化物型富铜

矿床提供了例证。

致谢: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原内蒙古地质矿产局

总工程师邵和明教授级高工的具体指导,同时得到

了矿山企业的大力支持,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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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haganhadam iao ore deposit in Damao County, Inner M ongolia is a new ly discovered r ich

copper deposit and f irst ly ident ified as VM S ore deposit and w ill pro vide impo rtant clues to Paleozoic VM S

rich copper deposit s in the northern marg in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The ore is ho sted by r hyolit ic tuf f

and tuf faceous slate of the Benbatu formation o f U pper Series of Carbonifer ous System that is overlain by

st riped crystalline limestone and bioclast ic crystalline limestone. Layers o f siliceous rock, ferrous cher t,

jaspilite and f luorite barite ores are discovered in the host st rata. Sulfide o re bodies ar e in layer or layeroid

conformably in rhyo litic tuff and tuf faceous slate. Ores are characterized by banded and laminar struc

tures. Copper is the main ore element and Au, S, Pb, Zn the by products. Copper grade is rather high.

Geolo gical and ore forming characterist ics show that the deposit should be a vo lcanogenic massiv e sulf ide

copper depo sit . Major pro specting indicator s are the surfacial jaro site gossan ox idizat ion zone coex ist ing

w ith chert betw een the mar ine acidic v olcanic rocks and carbonates, high copper Cu Zn composite g eo

chem ical anomalies and low r esistance and high polarizat ion geophysical anomalies.

Key Words: Chaganhadam iao Cu deposit ; VM S deposit ; g eo logical feature; no rthern margin o 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Inner M ongo 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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