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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南部曼莱苏木铜金矿区地质特征

与找矿远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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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曼莱苏木铜金矿区是蒙古国南部曼莱#曼达赫成矿带上一个新发现的铜金矿区&对曼莱

苏木铜金矿区与该成矿带上的欧玉陶勒盖铜金矿床)查干苏布尔加铜钼矿床的分析对比%认为它

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成矿地质特征%表明曼莱苏木铜金矿区成矿地质条件十分有利%并圈定了乌

兰敖包和奥尤特两个成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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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蒙古国南部的铜金资源巨大%其中世界级超大

型铜金矿床"欧玉陶勒盖$的发现%是
!#

世纪最为轰

动的找矿成果%也使该成矿区带成为全世界的找矿

热地&随着区内陆续发现了欧玉陶勒盖)查干苏布

尔加)苏廷)嘎顺)曼达赫)卡马戈泰等一系列斑岩型

铜钼金矿床"点$%在蒙古南部地区寻找斑岩型铜多

金属矿床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

+

%并开展了一

些研究工作&

前人的研究工作多见于查干苏布尔加铜钼矿&

查干苏布尔加铜钼矿是
#'*$

年发现)至今尚未开发

的蒙古国第三大"截至目前为止$斑岩型铜钼矿床&

前人对该矿床的矿床地质特征)矿化蚀变分带和成

矿时代等方面有过许多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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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对查干苏

布尔加铜钼矿床及含矿二长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

岩进行精确同位素定年和系统地球化学研究%从成

矿环境)成矿物质来源和形成机理方面进行了探讨%

对深化南蒙古成矿带及中蒙边境斑岩型矿床的认识

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曼达赫铜矿床西侧新发现的曼莱苏木铜金

矿区的研究工作%目前还未见报道&本次工作是在

对曼莱苏木铜金矿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力图对曼

莱苏木铜金矿区的成矿地质条件进行探讨%以期为

该区下一步的找矿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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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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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层

蒙古国南部地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泥盆系)石

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第四系&

"

#

$泥盆系&区内的泥盆系为广阔的海盆沉积

建造%是构成古生代陆缘增生带的主要组成部分%主

要由海相安山 英安岩)英安 流纹岩和深海相硅质

岩)碧玉岩及凝灰碎屑岩组成%局部夹碳酸盐岩&下

部为一套安山岩及其凝灰岩%厚
'""-

!上部为凝

灰 沉积岩%厚达
#"""-

&该地层分布广泛%化石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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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整合覆于志留系之上%并常与志留系呈逐渐过渡

关系&

"

!

$石炭系&在南戈壁地区广泛分布%主要为玄

武岩)玄武安山岩)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以及砂

岩)粉砂岩等%厚达
!#""-

!岩性在横向上和纵向

上变化较大&属海相火山岩)陆源碎屑岩和陆相火

山岩)碎屑岩建造&

"

%

$二叠系&在南戈壁地区分布较为广泛%大部

分为陆相沉积%少数为海相沉积%个别地区化石丰

富&属陆相偏碱性基性火山岩)正常系列的中 酸性

火山岩)碎屑岩建造%厚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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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侏罗系&主要为上侏罗 下白垩统%属陆相

碎屑岩)含煤碎屑岩及中 酸性火山岩"包括安山岩)

英安岩)流纹岩)火山碎屑岩$%厚度变化较大%一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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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戈壁地区有小面积分布%多为

角度不整合覆盖在上古生界之上%或被下白垩统沉

积不整合覆盖&

"

)

$白垩系&主要为上白垩统红色陆源碎屑岩)

泥质灰岩)页岩)有机质页岩等%厚度约
#"""-

&

在南戈壁地区分布较为广泛%属盆地沉积建造&

"

*

$第四系&主要为河谷冲积层%在高山区为冰

川和冰水沉积&局部有风成黄土及富含砂金的河流

相沉积)沼泽及湖相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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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构造

蒙古国南部地区位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陆块

之间古生代造山带东蒙古地幔异常区"构造隆起带$

南缘%区内发育有蒙古中央大断裂"

EEJ

$)蒙东断

裂"

+EK

$&蒙东断裂是区内的重要控岩)导矿构造

"图
#

$&

蒙古中央大断裂)蒙东断裂"

H+

向走滑断裂$

控制着西伯利亚板块和华北板块的演化&中晚古生

代时期%随着南蒙古洋向北俯冲的进行%陆上火山

岩浆活动发育%局部发育弧上盆地%形成岛弧&在岛

弧内部发育的次级深大断裂分割了其内岛弧火山岩

浆构造带)弧间盆地或弧上盆地或弧上盆地火山 沉

积构造带等不同次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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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岩浆岩

蒙古国南部地区晚古生代的火山活动特别强

烈%二叠 石炭纪火山岩组成了巨大的南蒙古火山

带%近
+L

向延伸长达
#$""M-

%宽约
*"

"

#$"M-

&

区内侵入岩分布广泛%以中二叠世#晚石炭世

花岗岩)花岗闪长岩以及晚石炭世花岗闪长岩为主%

呈近
+L

)

H++

)

H+

向展布%其分布受弧形断裂带

的控制&部分地区有古生代纯橄榄岩)橄榄岩)蛇纹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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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南部曼莱苏木铜金矿区地质构造位置图

"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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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单元名称!

!5

巴嘎地体!

%5

平移断层!

$5

蒙古主线性构造!

)5

金属矿床及编号!

*5

研究区!

(5

首都!

&5

省府!

'5

铁路

构造单元'

EEJ5

蒙古主线性构造!

+EK5

蒙东断裂!

R,LN5

哈

尔克仁#西赛彦单元!

ST5

扎纳亚单元!

U,E5

图瓦#蒙古单元!

R,R5

杭盖#恒特单元!

NB5

南戈壁单元!

NE5

南蒙古单元

矿床名称'

#

额尔登特铜钼矿!

$

白山铜锌矿!

%

图木廷敖包锌

矿!

&

欧玉陶勒盖铜金矿!

'

查干苏布尔加铜钼矿!

(

曼达赫铜

矿!

)

苏廷铜矿!

*

善赫(嘎顺铜矿!

+

巴彦乌拉铜矿!

,

曼莱苏

木铜金矿"研究区$

岩分布&

!"%

!

区域矿产

蒙古国南部地区矿产以铜)钼)金)铅锌)钨)锡

等多金属为主&在蒙东断裂"

+EK

$北西侧南蒙古

单元"

NE

$巴嘎地体及其周围发育有查干苏布尔加

大型铜钼矿)欧玉陶勒盖大型铜金钼矿和纳林呼都

格铜矿等多处矿床%其中查干苏布尔加大型铜钼矿

床和欧玉陶勒盖大型铜金钼矿床具有重大的经济意

义和重要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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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曼莱苏木矿区位于中蒙边境蒙古南戈壁#中国

东乌旗多金属成矿带西段%南蒙古成矿区曼莱#曼

达赫铜钼成矿带&矿区紧邻
A8@=442

"苏廷$铜矿和

新近发现的
V>72Q4K79W/A=>/6=

铜金矿%距
UA.

3

..2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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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干苏布尔加$铜钼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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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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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地层

曼莱苏木铜金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泥盆系)石

炭系)二叠系)第四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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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系&分布矿区南部边缘%主要为火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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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岩%由粉砂岩)凝灰质砂岩)安山玢岩)及凝灰熔

岩)角闪岩)凝灰质角闪岩组成&

"

!

$石炭系&为一套较厚的夹海相火山熔岩的

沉积物%由浅灰 深灰)褐色凝灰质砂岩)凝灰质砾岩)

粉砂岩组成&主要分布于矿区的南东部和中西部&

"

%

$二叠系&主要为海相 陆相沉积岩和火山

岩%属于造山型磨拉石堆积&下部以偏碱性的中基

性火山岩为主%中部为海相或海陆交互相碎屑 碳酸

盐岩建造%上部为陆相碎屑岩建造&地层中盛产蜓

类)腕足类)珊瑚)苔藓)有孔虫及古植物等多门类化

石&主要分布于矿区的中北部和南西部&

"

$

$第四系&河谷冲积层%高山区有冰川和冰水

沉积&有风成黄土及富含砂金的河流相沉积)沼泽

及湖相沉积&主要分布于矿区的中南部和北部&

#"#

!

矿区构造

曼莱苏木矿区地处蒙古中央大断裂"

EEJ

$的

南缘%蒙东断裂"

+EK

$的北西部位"图
#

$&矿区内

断层及次一级构造发育%多见
+L

向)

H+

向)

HL

向断层和次一级小构造发育&矿区中部有山前断裂

带贯穿矿区%走向近
+L

%可见断层三角面%多见次

一级
+L

向)

H+

向断裂%断裂倾向多为
N+

或
NL

%

倾角
$"Y

"

*"Y

!南中部多见
+L

向构造蚀变破碎带)

孔雀石化石英脉发育%一般宽
#

"

%-

"孔雀石化石

英脉一般宽
)

"

#)6-

$%长
#"

"

!""-

!北部多见

+L

)

H+

向构造蚀变破碎带)矿化石英脉发育%一般

宽
!

"

)-

%长
#"

"

!""-

&

#"$

!

矿区侵入岩

曼莱苏木矿区岩浆岩主要为花岗闪长岩和花岗

岩&主要分布于矿区的南中部%呈
+L

向带状&花

岗闪长岩为粉灰至灰色%半自形粒状结构%似斑状结

构%岩石中斜长石含量
$"Z

"

*"Z

%石英
#)Z

"

!)Z

%暗色矿物角闪石)黑云母含量达
!"Z

%以及少

量磷灰石)锆石)榍石等&花岗岩中长石斑晶"粒径

"5(

"

#5)6-

$的含量可达
!"Z

"

$"Z

&

矿区南中部地表的花岗岩多见近
+L

向的石

英脉%脉宽一般
%

"

!"-

%长几十到几百米%石英脉

多向
N

倾%倾角
*"Y[

%局部近直立!局部地段可见孔

雀石化石英脉群!在南西部浸染状孔雀石化蚀变较

为明显&

%

!

矿体地质特征

曼莱苏木铜金矿床的铜金矿"化$体多见于石炭

系火山 沉积岩"石炭系凝灰岩)泥岩$)花岗闪长岩)

花岗岩中%受断裂构造和石英脉控制&矿"化$体出

露宽从几米到四五十米不等%长几米到几百米&矿

化主要有孔雀石化)褐铁矿化和黄铁矿化!黄铁矿化

呈立方体嵌布于石英脉和凝灰岩中%局部黄铁矿呈

薄膜状充填在裂隙面!褐铁矿化常成带状展布%与金

矿关系密切&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云英岩化)碳酸

盐化&硅化常呈带状分布%碳酸盐化常呈脉状出现%

岩体接触带多有云英岩化&矿石组构多呈细网脉)

致密浸染状&

曼莱苏木铜金矿床矿化类型分为石英脉型)斑

岩型及蚀变带型
%

种&

"

#

$石英脉型&主要分布于矿区南中部花岗岩

中%通过地表拣块样和槽探揭露共圈连出
(

条铜金

矿"化$体%矿"化$体厚
"5#)

"

#5'"-

不等%长几米

到
!""-

%倾向大多为
N

%倾角较大%有些近直立&局

部石英脉及围岩中铜金品位较富%多见硅化)孔雀石

化蚀变现象%局部可见蓝铜矿)自然金"图
!

$&

图
#

!

孔雀石化"褐铁矿化石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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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型&主要分布于矿区南西部花岗岩

"脉$中%宽
)

"

#"-

%长约
'""-

%近
+L

走向&矿

石矿物以黄铜矿)孔雀石为主%黄铜矿及孔雀石呈微

细粒浸染状均匀分布在花岗岩体内%并有分带现象&

黄铜矿颗粒肉眼较少见%孔雀石肉眼观察比较明显&

矿石品位相对较贫"图
%

$&在此花岗岩"脉$南西侧

还见有矿化石英脉发育%脉宽约
"5#)-

%长十几米%

走向
*"Y

%倾向
N

%倾角近直立&

"

%

$蚀变带型&主要分布在矿区北部远离岩体

的位置%受断裂构造控制&以构造蚀变岩型金矿为

主要成矿类型%规模较大的有
)

条%宽约
)

"

$"-

%

(#!

第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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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王伟等'蒙古国南部曼莱苏木铜金矿区地质特征与找矿远景研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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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石化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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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几百米到
$M-

不等%多为近
+L

向%见硅化)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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