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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赤峰 朝阳地区金矿可分为金厂沟梁式、安家营子式和柴胡栏子式 ,金矿体均受断裂构

造的直接控制。区域太古宙变质岩的潜在含金性、多期次多成因花岗岩类的活动、长期活动的断

裂系统是金矿集中区的主要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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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赤峰 朝阳地区位于内蒙大兴安岭华力西地槽

与华北地台的交接地带,是华北地台北缘重要的金

矿化集中区之一,区内已知金矿点近百处,已探明并

开采的金矿床十几处, 较著名的有金厂沟梁、红花

沟、莲花山、安家营子、柴胡栏子、撰山子、热水、东风

等金矿床,总储量达 10 105 kg 以上。本文在总结

该区金矿控矿因素的基础上, 提出只有加强对控矿

构造的研究,特别是对隆起带及其边缘地带的深入

研究,才有望发现新的矿床或实现新的金矿类型的

突破。

1 金矿地质特征

赤峰 朝阳矿化集中区位于内蒙 兴安华力西

地槽与华北地台的交接地带,二者大致以近 EW 向

的赤峰 开原深大断裂为界。区内次一级构造单元

为 3个 NE向的隆起和介于其间的坳断带。它们均

斜切槽台界线伸入到槽区(图 1)。隆起区出露有太

古宇建平群、上古生界和燕山期花岗岩类。金矿床

(点)均产在隆起带内,台区和槽区内均有分布。

1. 1 地层

本区出露地层主要有太古界建平群、上侏罗统、

图 1 赤峰- 朝阳金矿化集中区地质略图

F ig . 1 Geolog ical sketch o f the Au-deposit- concentrated

Chifeng-Chaoyang area, L iaoning pro 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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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三系和第四系。

太古宇建平群为一套古老的变质岩系。岩性以

斜长角闪片麻岩、角闪斜长片麻岩为主, 并夹有大量

斜长角闪岩、大理岩、石英岩和条带- 条痕状混合

岩、均质混合岩及混合花岗岩、石墨片岩、石榴石片

岩等。建平群为本区金矿的主要赋矿岩系。

上侏罗统为酸性- 中酸性火山岩, 夹河流相粗

碎屑沉积岩。总厚度达 5 000余 m。



上第三系下部为一套河- 湖相砾岩和泥砂质岩

石,夹少量煤层; 上部为一套玄武岩, 岩性以橄榄玄

武岩和辉橄玄武岩为主。总厚度达 260 m。

第四系分布广泛, 主要为风成黄土、冲积、洪积

和坡积物。

1. 2 构造

区内断裂构造极为发育。EW 向构造因受到燕

山期构造的强烈改造,自西向东形成了铭山、马鞍山

和努鲁儿虎山 3个 NE 向花岗岩- 变质岩隆起带与

2个中生代坳陷相间展布的构造格局。区内金矿床

主要分布在隆起带的变质岩和中生代花岗岩中。

区内主干断裂有 3条: 近 EW 向的赤峰 开原

深大断裂、NNE 向的八里罕断裂和 NE 向的承德

北票大断裂。其中赤峰 开原大断裂横贯全区, 是

本区的控岩、控矿构造, 岩浆岩、金矿床多沿此断裂

及其次级断裂分布, 构成 EW 向展布的金矿化带。

在赤峰 开原大断裂南侧分布的主要断层有:

永和营子 铁沟门断层, 走向 NNE,倾向 NWW,倾

角陡,延长近 20 km; 大二道沟正断层, 走向 NE-

NEE, 倾向 SE- SSE,倾角陡, 延长大于 10 km; 唐家

窝辅 温珠沟推测断层, 走向 NEE, 延长亦> 10

km。

1. 3 岩浆岩

本区岩浆岩分布广泛, 主要有印支和燕山两期

(徐贵忠等)。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呈岩基产出的

改造型花岗岩; 另一种为受大断裂控制的呈岩株产

出的同熔型花岗岩。燕山期岩浆岩分布较广, 主要

有牛家营子岩体、铭山岩体的东段及花岗斑岩岩株、

永和营子基性岩床等,均为酸性岩浆岩, 属高钾钙碱

性岩系,与成矿作用关系密切;印支期岩浆岩出露面

积较小, 多为基性岩, 属辉长闪长岩; 岩脉则多为遭

受了较强烈蚀变的闪长玢岩。

1. 4 主要矿床的地质特征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本区主要金矿的地质特

征见表 1。

由表 1可见,本区主要金矿床均受断裂构造控

制, EW 向、NNW 向和 NE 向断裂是主要的容矿构

造,多组断裂的交汇处是矿化的有利部位;所有矿床

都有脉状矿体产出; 矿床规模、金的品位变化较大;

矿石中硫化物以黄铁矿化为主,并伴有黄铜矿产出;

围岩具不同程度的硅化、黄铁矿化、绿泥石化等热液

蚀变。

1. 5 矿床类型

根据金矿的容矿围岩类型, 借用典型矿床的名

称,可把本区金矿划分为金厂沟梁式、安家营子式和

柴胡栏子式 3种型式(表 2)。

2 区域金矿控矿因素

( 1) EW 向和 NE-NNE向断裂的交汇控制了金

矿的分布格局。

表 1 主要金矿床地质特征

Table 1 Geo log ical featur es o f majo r Au deposits

矿床
主要控矿
构造

矿体形态
矿体规模( m)

长度 厚度 延深

金品位

(10- 6)
矿石矿物 围岩蚀变

红花沟
NNW 向和
NE向断裂

脉状、板状、
透镜状

< 300 < 4 300 > 10
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

磁铁矿等

绿泥石化、黄铁矿

化、硅化、绢
云母化等

安家
营子

NNE 向韧脆
性剪切带

脉状、扁豆状、
透镜状

数百米 10
银金矿、黄铜矿、黄铁矿、
方铅矿、闪锌矿

硅化、黄铁矿
化、绿泥石化

撰山子
NW 向剪切
断裂

脉状
20~
100

0. 1~ 1
46~
700

黄铜矿、黄铁矿、方铅矿、
闪锌矿、辉铜矿等

硅化、黄铁矿
化、绢云母化等

金厂

沟梁

EW向平缓断
层组、NNW、NNE

向断层
脉状

700~

800

0. 4~

0. 8

250~

600
较高

银金矿、黄铜矿、黄铁矿、

方铅矿、闪锌矿、自然金等

硅化、黄铁矿化、

绢云母化、绿泥石化

柴胡
栏子

EW 向、NE向
两组断裂控制
角砾岩筒

不规则脉状、
扁豆状、透镜状、

团块状

最长
800

数百米 1~ 20
黄铜矿、黄铁矿、磁黄铁矿、

褐铁矿、白铁矿

硅化、黄铁矿化、绢云
母化、绿泥石化、
夕卡岩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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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矿床型式一览表

Table 2 Schedue showing Au depo sits styles

矿床
型式

容矿
岩石

主要围岩 有关的岩体 矿化类型 矿脉特征
成矿
时代

矿床
规模

代表性矿床

金厂
沟梁式

建平
群

角闪斜长片
麻岩、斜长角
闪片麻岩、混
合岩化角闪

斜长片麻岩

中小型酸性 -
中酸性岩体

石英脉型、蚀变
岩型、混合型

一般宽 0. 3~ 1. 0m。近矿围岩多具片理化,
含金黄铁矿呈细脉或细网脉状分布在早期
无矿石英脉的两侧及内部。可见少量方铅
矿和黄铜矿,一般 Au/ Ag> 1。自然金呈裂
隙金和包裹金赋存于黄铁矿、方铅矿中, 成

色高。矿脉和闪长玢岩岩脉有密切的附生
关系

燕山
期

大中
型

金厂沟梁、

热水、红花
沟、莲 花
山、五家子

安家
营子
式

岩体 花岗岩
岩株或分异较
好的岩体

石英脉型、蚀变
岩型

大多宽 0. 1~ 0. 5m, 含较多的硫化物, 特别
是存在硫盐矿物。矿石的 Au/ Ag 值一般小
于 1, Au的成色低。矿床和同熔型花岗岩

有关,金矿产于岩体中或环绕其周边。

燕山
期和
华力

西期

中小
型

安家营子、
梅林和朝
阳二道沟

柴胡

栏子
式

建平
群

绢云母片岩、
变粒岩

燕山期辉长闪
长岩体

以蚀变带型为

主,次为石英脉
型

矿化主要发育在接触变质带晕圈内, 辉长闪
长岩体的边侧, 常见蚀变为硅化、绢云母化
和黄铁矿化。矿石组成较为复杂, 金矿物主
要以自然金形式存在

柴胡栏子

赤峰 开原 EW向超岩石圈深大断裂和 NE向

承德 北票岩石圈断裂围限着内蒙地轴的东部边

界,同时也基本控制了赤峰 朝阳金矿集中区的范

围。受上述两断裂控制,赤峰 朝阳金矿集中区总

体上呈 EW向延伸,并形成南北两个金矿带。

本区金矿床(点)分布于内蒙地轴及北侧的槽台

过渡带中。受燕山运动的影响, 内蒙地轴被分割成

3个较大的残块, 由西向东分别为铭山隆断带、马鞍

山隆断带和努鲁儿虎山隆断带, 其间分别被锡泊河

拗断带和老哈河拗断带所分隔。隆起区出露建平群

变质岩系和燕山期花岗岩类, 金矿床即赋存于被侵

入体强烈分割的结晶基底上。拗陷区在结晶基底之

上堆积了巨厚的中生代火山- 火山碎屑- 沉积岩

系,其中金矿点极少。这样原来统一的 EW 向构造

成矿带也相应被分割成了 3个呈 NE 向延伸的次级

构造成矿带,形成了东西成带、北东成行的金矿床分

布格局。金矿床多集中于隆起区,受构造- 岩浆岩

- 矿源层三体一位控制。NE 向、NNE 向区域性断

裂切割基底,并延伸到地槽区,沿断裂带岩浆活动强

烈,构成一系列构造岩浆活动带和火山岩带。对本

区金矿影响最大的是八里罕 乌敦套海断裂带。

八里罕 乌敦套海断裂带由一组平行的 NNE

向左行扭裂带组成, 为马鞍山隆断带与老哈河拗断

带的分界断裂,区内出露长 60 km。其与 EW 向十

家断裂(赤峰 开原断裂的一部分)交汇形成的锐角

区控制了安家营子(大水清)金矿田及其外围一系列

金矿点的分布(如乃林沟、长皋沟、大坝梁、小三家和

大北山等)。安家营子金矿田的主要控矿构造南在

洼 漏风卯和夹壁墙扭裂带即为上述断裂的同方向

次级断裂。

八里罕断裂与宁城芝麻山 EW 向断裂的交汇

区控制了八家子矿点群,其南端与 EW 向黑里河断

裂的交汇区控制了热水金矿田, 该断裂的北东延长

部(地槽区)则控制了小五家金矿田(如莫家沟、上烧

锅等金矿点) , 且该断裂经美丽河由 NNE 向转为

NE向,一直延伸到建平烧锅营子和敖汉四德堂, 其

与烧锅营子隆起 EW 向大哈拉海 后公地和苍

子 井上断裂的交汇控制了撰山子 霍家地金矿

田。

区内 NE-NNE向断裂与 EW向断裂的交汇,形

成了区内 3个隆断带, 亦即 3个金的成矿带。断裂

交汇位置(特别是交汇的锐角区)是成矿的有利部

位,矿脉是受低序次的断裂裂隙的控制。金矿床几

乎全赋存于次级隆断带中,拗断区的金矿化较少见

及,仅在拗断区的局部隆起部位偶见金矿床(如东

风)产出。

基底性 EW 向构造(如内蒙地轴、赤峰 开原

深大断裂)控制着整个矿带的分布;而 NE 向的区域

性压扭断裂则控制了区内金矿田(床)的产出; 与之

配套产出的 NW向、NN E向断裂非常发育、密集排

列,以张性为主,为成矿提供了有利的容矿构造。

( 2)区域基底金的高丰度值为金矿成矿提供物

源保证。

含金地质建造决定了区域潜在含金性, 是造成

金矿化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和时间上的继承

性,从而形成金矿化集中区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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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已探明储量金矿床中有 80%与建平群变

质岩系有关:金矿化或直接产于变质岩中,或产于附

近的岩浆岩中。富镁铁质的斜长角闪岩、角闪斜长

片麻岩类往往是金矿的直接围岩。本区太古宇建平

群变质岩金的质量分数是地壳平均丰度的数倍(表

3) ,是有利的矿源层, 表明本区具有较大的成矿潜

力,建平群可以作为后生金矿的原始矿源层, 也为以

后的地质时期中金质活化、迁移、富集提供了丰厚的

物质来源。因此, 建平群变质岩系的存在是本区金

成矿的前提条件。

表 3 太古宇建平群变质岩含金性统计表

T able 3 Statist ics o f Au content for A rcheon rocks

岩石 w ( Au ) / 10- 9 岩石 w ( Au) / 10- 9 岩石 w ( Au) / 10- 9 岩石 w ( Au ) / 10- 9

基性岩 11. 06

中基性岩 5. 64

中性岩 7. 50

中酸性岩 7. 12

酸性岩 7. 09

磁铁石英岩 4. 50

大理岩 8. 40

角闪绿泥片岩 10. 7

长英质片岩 18. 7

长英质片麻岩 10. 2

变安山质凝灰岩 6. 0

黑云混合片麻岩 9. 4

黑云二长片麻岩 7. 0

建
平
群

长
皋
组

下
段

绢英绿泥片岩 21. 4

片状石英岩 22. 4

泥砂质板岩 24. 6

长石石英
绢云片岩

27. 8

含屑绿泥绢云
钠长片岩

32. 0

建

平

群

长

皋

组

中
段

上

段

条带状结晶
灰岩

11. 5

黑云斜长
片岩

31. 2

长石石英
片岩

59. 1

变安山质晶
屑凝灰岩

16. 9

平均值

( 124件)
7. 25

平均值

( 394件)
14. 21

平均值

( 500件)
25. 6

平均值

( 500件)
35. 7

( 3)燕山期岩浆作用为金矿成矿提供了充分的

热动力条件和成矿流体。

区内燕山期花岗岩类多为壳源重熔成因, 岩浆

的侵入活动是热液的主要来源, 是金活化的主要热

源。

本区金矿的时空分布与岩浆岩密切相关, 金矿

体多产于岩体接触带或附近的围岩中, 有的直接产

在岩体内, 一般产于距岩体 4 km 的范围内。如柴

胡栏子金矿床的 4个金矿体均分布于辉长闪长岩体

南东侧的蚀变带中; 大水清金矿产于花岗岩体内;红

花沟金矿床距花岗岩体 1. 5 km, 莲花山金矿距岩体

4 km, 且莲花山和红花沟矿区的绝大多数含金石英

脉与闪长玢岩脉密切伴生,产在同一条断层破碎带

中,二者大致呈平行展布。此外,有时闪长玢岩脉局

部也能构成工业矿体。

区内金矿床围绕岩体有分带的现象。如金厂沟

梁矿区,以对面沟岩体为中心, 向外 300~ 500 m 范

围内分布有高中温的热液脉状铜钼矿化, 1~ 3 km

范围内分布有放射状金矿脉。上述事实不仅说明金

矿体的分布在空间位置上与岩浆岩相互伴随, 而且

反映了成矿作用发生于岩浆期后热液活动阶段。

稳定同位素研究表明, 本区热液主源于附近的

岩浆岩,而且岩浆水与大气降水形成的环流系统能

在大范围内萃取围岩中的成矿物质。燕山期岩体

207件样品测定其含金性, w ( Au)平均值 8 10- 9 ,

与本区太古宙变质岩的金丰度接近, 为地壳丰度值

的 2~ 3倍。本区金矿脉无一例外地与岩脉相伴产

出,二者在时、空上的一致性显示出金矿与岩浆岩成

因上的紧密联系, 同时也说明矿化时代发生在燕山

期。

综上所述, 区域太古宙变质岩的潜在含金性,多

期次多成因花岗岩类的活动、长期活动的深大断裂

系统是金矿化集中区的三大控制因素。

3 找矿方向

( 1)金矿的找矿应该注意隆起带及边缘地带,对

拗陷区内局部基底隆起也应予以注意。

( 2)隆化 锦山断裂为锡泊河拗断带与马鞍山

隆断带的分界断裂。该断裂呈向北微凸的弧状, 在

区内出露长 80 km。锦山多金属- 萤石成矿带受其

控制。其南西延长部位美林乡一带建平群变质岩系

集中出露区应是一个金矿找矿远景区。

( 3)新地 红花沟 NE 向断裂为铭山隆断带与

锡泊河拗断带的分界断裂,其与 EW 向西路戛河断

裂的交汇处控制了红花沟 铭山金矿田。喀喇沁旗

南台子乡官村沟、梨树沟等地一系列金矿点即位于

该矿田的南部边缘上,且与红花沟金矿一样, 矿脉皆

受近 SN 向断裂控制,是一个金矿找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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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视地表铁帽金的找矿工作。目前的找矿

实践发现本区地表存在多处含金的铁帽(如柳条沟

等处) ,因此通过工作, 掌握地表铁帽金与原生含金

硫化物矿床之间的依存关系, 就有可能查明其深部

是否存在原生的含金硫化物矿床。如有突破, 将进

一步带动本区金矿新类型的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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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feng-Chaoyang area is an Au-deposit-concentrated area in Liaoning prov ince. Several

styles of Au deposit occur in the ar ea, such as Jinchanggouliang style, Anjiay ing style and Caihulanzi sty le.

Au ore bodies are direct ly controlled by faults. The Au-bearing capacity of the regional Archean metamor-

phic rocks, the mult-i staged and mult-i genet ic g ranilic activit ies and long- liv ed fault system are facto rs con-

tro lling the Au-deposit- concentr ated ar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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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S technolo gy has been used as a method in the explo ration o f o re deposits f rom the end of

20th centur y, and have obtained achievements. T he applications of RS techno logy have been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direct applicat ion of RS is the ex t ract ion o f RS alter at ion anomaly informat ion and indirect

geolog ical st ructur e info rmat ion, vegetat ion and ore deposit r ew or king info rmat ion, etc. RS technolog y is

of gr eat development prospect in hyper-spect ral RS data, data fusion technique, combinat ion of 3S and the

development o f computer techno logy .

Key Words: RS techno log y; geolog y and o re deposit searching ; direct applicat ion; indirect applicat ions;

development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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