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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宁城县热水

金矿床控矿构造及外围成矿预测

王传泰 曾玖吾 高玉民

王曼社 陆志军 杨德敏
(天津地质研究院) (热水金矿 )

提 要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宁城县热水金矿床矿区构造
、

矿床构造的详细研究
,

提出了热水金矿床

系发育在韧性剪切带被脆性断裂叠加地段 ; 向东倾伏的塘前营子倒转背斜东倾伏端是有利的成矿

构造部位 ; N N E 向压扭性断裂是主要的容矿构造
。

探讨了热水金矿床外围找矿间题
。

同时
,

对比了

相邻地区的有关古构造应力场资料
,

为研究华北地台北缘古板块运动提供了有关资料
。

关钮词 华北地台北缘 热水金矿 控矿构造 成矿预测

热水金矿是一个地方国营小型矿山
,

由于探采比例失调
,

发生了严重的储量危机
。

近三年

来
,

我们在热水矿区做了一些地质研究工作
,

现就控矿构造及外围找矿预测方面的间题
,

在此

与同行们商讨
。

l 矿区地质概况

热水金矿位于内蒙古宁城县西南约 7 0k m 处的热水乡塘前营子南山
。

大地构造位置属华

北古陆板块 ( I )北缘
, “

早古生代辽冀蒙地体 ( 亚户〕”喀喇沁断隆 ( l )东南边缘与宁城中生代

断陷盆地 ( l )接壤部位
。

区内出露地层为建平群片麻岩系
、

中生界上侏 罗统中酸性火山岩及火

山碎屑岩
。

建平群按其岩性组合
,

可分为上部热水组¹ 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夹大理岩
、

二云母

片岩
,

下部长青组斜长角闪岩夹磁铁石英岩
。

区内构造岩浆活动强烈
,

断裂构造
、

燕山期花岗侵

入岩和中基性脉岩发育
。

热水金矿床产在热水组下段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中
。

黑云角闪斜长

片麻岩原岩恢复为中基性火山岩
。

金矿化受 N N E 向断裂控制
。

围岩蚀变有硅化
、

绢英岩化
、

黄

铁矿化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
。

黄铁绢英岩化为近矿蚀变
。

¹ 1/ 5万头道营子幅资料
,

可以与区域上的大营子组对比
。



第八卷 第一期 王传泰等
:

内蒙古宁城县热水金矿床控矿钩造及外围成矿预测

2 控矿构造特征

2
.

1 矿区构造特征

前人认为热水矿区是一个向北倾斜的单斜构造
,

经我们实地观察
,

热水矿区应是一个向北

倒转的紧闭同斜褶皱带
。

区内发育轴迹近 E w
、

N w w
、

N N E 向三组褶皱构造
,

其中发育在热水

组下段地层中的 E w 向紧闭同斜褶皱规模大
、

形成时间最早
,

发育 在上侏罗统地层中的 N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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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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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状“顷向/倾角) 3
.

褶皱轴迹延展方向

向开 阔褶皱形 成最晚
。

它 们分 别为

S N
、

N N E 一 S S W
、

S E E 一 N W w 向区

域挤压应力所形成 (图 1 )
。

热水金矿

床受以热水组下段黑云角闪斜长片麻

岩为核部
.

呈 F w 向展布的塘前营子

短轴北倾倒转背斜东倾伏端控制
。

一

方面
,

上覆的二云母 片岩及大理 岩可

能对矿液的运移起着隔挡层的重要作

用
。

另一方面
,

背斜核部有利于成矿物

质富集
,

对金矿床形成有利
。

l/5 万 T M 卫片和 l /5 万航磁解

译¹ ,

反映区内断裂构造非常发育 (图

2)
.

有 E w
、 N N E

、

s N 、

N w w
、

N E E 向

五组构造
。

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 切割

关系
,

以及所切割地质体的时代特征
,

E w 向断裂形成时 间最早
,

而 s N 向

断裂形成时间最晚
; N w w

、N E E 向断

裂 属配套 的剪切 断裂 (图 3 )
。 E w

、

N N E 、

SN 向主 干断裂 构造
,

分别 由

S N 向挤 压
、 N N E 向力偶左行 剪切

、

E w 向区域挤压应力形成
。

矿区既有韧性变形的糜棱岩
,

又

有脆性变形的碎裂岩
。

韧性变形的王

要表现为 E w 向片理化 (带 ) 。

从中心

、
.

A P 向两侧
,

局部有分带现象
,

分别为糜棱

岩
、

粗糜棱岩
、

糜棱岩化岩石
。

糜棱岩
热水地区褶皱构造应力分析和褶皱特征

F ig
.

1 S t r u e t u r a l s t r e s s a n a zy s is o f fo ld a n d fo ld e h a r a e t e r s in

R e s h u i A r e a ¹ 1/ 5 万 航磁解译由长春地质学 院刘安洲

教授协助解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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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可见石英核慢结构
、

石英拔丝条带
、

石英变形纹和斜长石双晶弯曲
。

粗糜棱岩可见石

英亚晶粒
,

长英质矿物
“

蟒抖状
” 。

脆性变形的碎裂岩镜下也可以看到各种矿物具有韧性变形现

象
,

说明脆性变形属韧性变形后的叠加
。

热水矿区早期遭受过韧性变形变质作用
,

是一个韧性

剪切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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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热水矿区遥感航磁解释构造及综合预测图

F ig
.

2 S t r u e t u r a l a n d in t e g r a t e d Pr e d ie tio n m a P o f s a t e llit e im a g e r y a n d a e r o m a g n e t ic d a t a

综合上述特征
,

并与西邻的温都 尔庙
、

白 云鄂博地区古构造应力场资料冈对比
,

本区从晚

元古宙末期一中生代末期
.

至少经历了四次构造运动 (表 l )
。

第一次南北 向挤压
,

系内蒙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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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板块向华北 占陆板块俯冲消

减挤压的结果
,

它导致建平群

变形变质
,

产生 E w 向紧闭同

斜褶皱
、

E w 向主干 压性 断裂

及其配套的 N E E
、

N W W 间剪

切断裂
。

第二次 N N F 一 S S w

向挤压
,

可能是 晚古生代末一

中生 代初
,

西伯利业古极块 向

南俯冲
、

太平洋板块早期 向西

俯冲挤压的联合应 勺成玫
,

对

本区的影响主要是在雨
L

}
;

主界

地层中产生了轴迹近 入w w 一

s E E 向褶皱
。

第三次 介、N 口 向

力偶左行剪切
,

系西 伯利 龙古

板块与华北古板块 灯按准 合

后
,

西伯利亚古板块
“

{住土机

式
”

由北向南的挤压 作用列燕

山晚期达到顶峰
.

它使得燕山

早期产生的 N N 厂 向 , ;、里旱断

裂 (新华夏系
,
产 乍

一

三行 劈 切
.

而与其配套的 N 厂F 向南 顺的

热水河断裂带
。f l

、

f )发 生右

行扭动 入 N 仁 向热水河断裂带

控制了晚燕 山 期 」
、

花岗岩体

臼{)的产 出
,

其 南
一

汇两侧的次

级 N N E 问 压扭性断裂控制了

金矿脉的产出
.

形 成 近东 西向

展布的成矿带
.

热水 金矿床就

犷面 应 力 分 析 断 裂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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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热水地区断裂构造应力分析及断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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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s h u i A r e a

产在热水河南侧第二成矿昔中 (见图 2 )
。

与此同时
,

太平洋板块 向亚洲板块俯冲作用到了晚燕

山期也达到顶蜂
、

sI
·

E 一 N w w 向的挤压应力场
‘

使八里罕断裂以东的上侏 罗统地层发生褶

皱
。

第四次东西向挤压 叮能属燕山期后至今太平洋板块 向亚洲板块继续挤压的结果
,

使得区内

sN 向压性断裂及其配套的 N w w 向剪切断裂发育
,

N E E 向剪切断裂改造和利用了早期的热

水河断裂汗
, , 、

。

2
.

2 矿床构造特征

前已述及
,

N E E 向的右行热水河断裂 (带 )是热水金矿床的导矿构造
,

其南北两侧发育的

次级派生的 N N E 向压扭性断裂是主要的容矿构造
,

少量利用了 N N w 向剪切断裂和早期的

E W 向压性断裂(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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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加广

热水金矿床 N N E 向容矿

构造走 向 1 5
0

一 2 5
0 ,

倾 向为

2 8 5
0

~ 2 9 5
0 ,

倾角 6 5
0

~ 8 0
0 。

平

剖面上均呈舒缓波状
,

延深大

于延长
,

具有左行逆冲特征
。

N N E 向容矿构造平面展布呈

左行右列
、

平行等距 (26 0m )呈

带出现
;
剖面上呈叠瓦式

、

西高

东低
。

热水金矿床的 23
”

脉
,

就

是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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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特征

,

从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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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矿脉
。

受 N N ￡ 向容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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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气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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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 、

2 1 # 、

2 3 # 、

2 3
-

l” 脉
,

单脉长 1 0 0一 3 0 0m
,

宽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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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矿化主要集中在

容矿断裂中段
,

向两端无矿
。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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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热水金矿床控矿断裂构造系统

Fig
.

4 o r e 一 d e Po s it一 eo n tr o lin g 丘a e tu r e s
邓 te m in R e s h u i A r e a

脉由破碎蚀变带和含金石英脉组成
,

含金石英脉出现在容矿断裂剪切引张部位
,

平剖面上均呈

透镜状尖灭再现
。

破碎蚀变带含金品位低
,

构不成工业矿体
。

工业矿体为含金石英脉
。

受 N N W 向容矿断裂控制的矿脉有 1 5气 1 5
一

1 ”
、

2 2 #

脉
,

走向 3 4 0
0

~ 3 5 0
。 ,

倾向 2 5 0
0

一

26 00
,

倾角 65
。

一 7 50
。

单条矿脉长 1 00 m 左右
,

宽 0
.

2一 Zm
。

金矿化类型主要为蚀变岩型
,

品位

低
。

E w 向容矿断裂主要出现在矿床北部
,

属早期的 E w 向片理化带控矿
。

它仅在与 N N E 向

主要容矿断裂交汇处有含浸染状粗粒黄铁矿的石英脉充填
,

含金品位低
,

构不成工业矿体
。

2
.

3 构造控矿作用

热水金矿床的形成
,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

早期的韧性变形变质作用促使热水组黑云角

闪斜长片麻岩岩石中的 A u
等元素释放出来

,

迁移到韧性变形这一构造薄弱部位
。

到了中生代

燕山期
,

由于西伯利亚 古板块不断继续向南挤压
,

发生了一系列的构造岩浆事件
,

原韧性变形

岩石抬升叠加了脆性断裂
,

大量岩浆热液
,

加上岩浆热能驱动的地下水
,

循环淋滤早期活化迁

移到韧性变形岩石中的 A u
等成矿物质

,

形成
“

岩浆热源热液
” ¹ ,

向容矿构造迁移
,

在有利的

构造部位富集成矿
。

热水金矿床容矿的脆性断裂构造
,

有多阶段脉动式活动特征
,

含金石英脉破碎
、 “

砂糖化
” ,

矿化多阶段叠加
。

¹ 含金石英脉中的石英氢氧同位素组成反映成矿热液有雨水加入
; 矿石的铅同位素组成

、

稀土元素配分型式与围岩
、

花岗岩 (馆)相似
,

说明花岗岩
、

矿石都继承了围岩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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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热水矿区构造要紊特征及构造期次
、

应力方位

T a b le 1 C h a r a e t e r s o f s * r u et u r a l e le m e n t s a n d s t r u e t u r a l e Piso d e s a n d s 宜r e s s d ir e e tlo n s

口口口
第一期构造造 第二期构造造 第三期构造造 第四期构造造

成成成矿前构造造 成矿期构造造 成矿后街造造

组组组构特征征 应力方位位 组构特征征 应力方位位 组构特征征 应力方位位 组构特征征 应力方位位

热热热 褶皱皱 发育在热水水 南北挤压压 发育在热水水 北北东向挤挤 发育在九佛佛 南东东一北北北北
水水水水 组下段地层层层 组上段地层层 压压 堂组 (J3 : f ))) 西西挤压压压压
金金金金 中

,

褶皱轴轴轴 中
,

褶皱轴
_____

地层 中
,

褶褶褶褶褶
矿矿矿矿 迹 总体上呈呈呈 迹 总体呈北北北 皱轴迹 总体体体体体
区区区区 东西向展布布布 西西 一南东东东 呈北北东向向向向向

东东东东东东向展布布布 展布
。。。。。

断断断裂裂 产状要素素 南北挤 压压压压 北北东向压压 北北东一南南 矿床南部发发 近东西 向向

为为为为 0
0

匕 7 0
0 、、、、、

扭性结构面面 南西向力偶偶偶偶偶偶偶偶偶 挤压压

11111117 8
0

艺 5 5
000000000

发育
。

在矿矿 左行对扭扭 育产状要素素素
((((((( 1 6 1 个 数数数数数 区西部切过过过 为 0

0

匕 8 0
0 、、、

据据据据 ) 的 压 性性性性性
r 若“ ’ 岩体

,,, 1 8 8
。

匕 8 5
00000

结结结结 构 面 发发发发发 并具有左行行行 的 张 性 断断断
育育育育

。

在矿区区区区区 扭 动特征
。。。

裂
。

错断矿矿矿
南南南南部

,

北东东东东东 矿区内北北北北 脉
。

矿区北北北

东东东东 向
、

北 西西西西西 东向断裂切切切 部南北向压压压
西西西西向片理化化化化化 过早期东西西西 性 断 裂 发发发
闪闪闪闪 长 岩脉

、、、、、

面 断 裂
,

次次次 育
,

具逆 冲冲冲
片片片片麻状斜长长长长长 级北北东向向向 特征

。

北东东东
花花花花岗岩脉发发发发发 的断裂控制制制 (东 )

、

北 西西西

育育育育
。。。。。

着矿脉的产产产 (西 )向的剪剪剪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切 断 裂 发发发

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育
,

三角面面面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显

。

次级级级
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裂在矿区区区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错矿脉

。。。

3 外围找矿预测

3
.

1 找矿预测标志

从热水金矿床的控矿特征可以看出
,

热水矿区的金矿化受一定的地层岩性段
,

一定的构造

岩浆事件的控制
。

建平群上部热水组下段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
,

含金背景值(0
·

1 9 5 PP m )高出

区域背景值(0
.

0 2 p p m
,

1 9 8 7 年长春黄金研究所 )10 倍
,

是区内找矿预测的地层标志
。

建平群下

部长青组上段斜长角闪片麻岩
,

也是区内找矿预测的地层标志
。

金矿形成与岩浆活动热事件及

热液提供金源有重要的关系
,

中基性脉岩发育
,

是找矿预测的岩浆热事件标志
。

绿泥石化
、

碳酸

盐化是矿脉外围标志
。

硅化
、

黄铁绢英岩化是矿脉的近矿围岩蚀变标志
。

N E E 向右行扭动的热

水河导岩
、

导矿构造南北两侧的东西向褶皱轴部是有利的成矿部位
。

热水河断裂带派生的次级

N N E 向西倾压扭性断裂
,

是主要的容矿构造
。

3
.

2 外围找矿预测

根据以上找矿预测标志
,

并结合热水金矿床外围的实地踏勘
,

我们认为热水金矿床外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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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找矿远景区是
“ 0 矿段

” 、

塘房沟东矿点和塘房沟西矿点 (见图 2 )
。

3
.

2
.

1 “
O矿段

”

位于热水金矿床 I 矿段 2 3 #

脉东 2 6 0m 处
,

系根据主矿脉平行等距 2 60 m

呈带出现
、

叠瓦式西高东低的控矿特征推测的预测点
。

它与热水金矿床同位于向南倾的热水河

导岩
、

导矿断裂南侧和塘前营子北倾倒转背斜东倾伏端
,

是热水矿床的东延部分
,

具有与热水

矿床相似的成矿地质条件
。

地表观察
,

中基性脉岩发育
;
在一个民采坑见石英脉露头

,

有褐铁矿

化
、

黄铁矿化
,

显微镜下见自然金 (裂隙金和晶隙金 )
。

石英脉走向 N N E
,

总体上向西倾
,

倾角大

于 6 00
。

上覆的二云母石英片岩及大理岩为有利成矿的隔挡层
,

向深部进入片麻岩系
,

可能有

较好的隐伏工业矿体
。

3
.

2
.

2 塘房沟东矿点 塘房沟东矿点位于热水矿床东南 1
.

sk m
,

赋存在建平群下部长青

组上段斜长角闪片麻岩中
,

围岩普遍绿泥石化
。

区内闪长岩脉发育
。

地表已发现 3 条石英脉
,

其中 1 号脉
、

2 号脉走向 150 ~ 25
。 ,

总体上向西倾
,

倾角 46
“

一 8。
。 。

从目前民采揭露的矿脉看
,

矿

化类型与热水本区相似
。

1 号脉地表氧化带石英裂隙中
,

可见到 自然金网脉
。

本区是有望的找

矿远景区
。

3
.

2
.

3 塘房沟西矿点 位于热水金矿床南部 Zk m 处
,

区内出露地层为长青组上段斜长角

闪片麻岩
。

地表踏勘发现 3 条含金石英脉
,

其中 53 号脉断续出露长达 30 0 余 m
,

走向 5o 左右
,

倾向西
,

倾角 75
’ 。

石英脉中可以看到细粒黄铁矿
、

黄铜矿及其次生矿物
,

其矿化类型等特征均

与热水本区十分相似
,

是有望的成矿远景区
。

此外
,

热水河断裂 (带 )北侧的东喇嘛沟一大吕沟一带
,

N N E
、

N N w
、

E w 向石英脉发育
,

虽然本次研究没有采到高品位矿样
,

但前人资料反映在西喇嘛沟有个别样含金高达 6 0 9 八
,

鉴

于这一带目前工作程度太低
,

应进一步工作
。

为了使热水金矿摆脱目前的储量危机
,

应尽快开展对塘房沟东矿点的详查和勘探工作
,

提

交工业储量
。

同时对塘房沟西矿点进行评价和对
“O 矿段

”

开展大比例尺的物化探研究
,

提供后

备勘探基地
。

4 结束语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

本区的成矿作用主要与西伯利亚古板块向南与华北古陆板块对接缝

合后在 中生代燕 山期继续挤压作用有关
,

早期 的 E w 向褶皱带
、

韧性剪切变形带被燕 山期

N N E 向脆性断裂叠加部位
,

对成矿有利
。

以上是仅从控矿构造方面来进行预测
,

若有不妥之处
,

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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