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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达茂旗满都拉地区铜矿地质特征

及找矿方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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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满都拉地区地处达茂旗)白乃庙
)0DI0

多金属成矿带&区内地层主要为古生界及中新生

界&断裂构造主要为
?C

向(

?U

向及近
UC

向&岩浆岩以华力西晚期为主%区内铜矿床类型较丰

富&有斑岩型(热液型和火山块状硫化物型%铜矿床主要产于上石炭统本巴图组及下二叠统大石

寨组中&受
?U

向及近
CU

向断裂控制&与华力西岩浆活动密切相关%文章认为区域上近
CU

向

的上石炭统)下二叠统火山岩 碎屑岩 碳酸盐岩系&是本区的最佳找矿地段&华力西晚期岩浆岩

及其与地层的接触带是找矿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

铜矿床"地质特征"找矿方向"内蒙古达茂旗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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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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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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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蒙古达茂旗满都拉地区地处中蒙边境附近&

位于达茂旗)白乃庙
)0DI0

多金属成矿带内&成矿

条件十分优越*

$

+

%区内已发现有查干哈达庙小型铜

矿及查干诺尔(哈尔陶勒盖(乌珠新乌苏铜矿点%近

年来&相继在该地区开展了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普

查工作&但找矿一直未有重大突破%本文在前人工

作的基础上&系统总结满都拉地区铜矿床地质特征

及控矿因素&并探讨满都拉地区的铜矿找矿方向%

$

!

区域地质背景

满都拉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板块与西伯

利亚板块的聚合带附近&属华北板块北缘古生代陆

缘增生带*

!(

+

%以索伦山)满都拉南)林西深大断

裂为界&南部和北部分别为不同的晚华力西地槽褶

皱带*

&

+

"上述深大断裂在本地区表现为阿尔乌苏)

查干哈达庙构造混杂岩带*

'

+

&沿该构造带有大量超

基性岩和部分花岗岩侵入#图
$

$%

区内地层主要为!上石炭统本巴图组&岩性为砂

岩(凝灰质砂岩(火山岩及灰岩"下二叠统大石寨组&

为中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夹灰黑色灰岩"下二叠

统哲斯组&为长石砂岩(粉砂岩及生物碎屑灰岩"上

侏罗统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白垩系砂岩(粉砂岩(

砂砾岩及泥岩%古生代地层总体呈
CU

向带状展

布&其中上石炭统本巴图组及下二叠统大石寨组地

层为本区的赋矿围岩%

区内断裂和褶皱构造发育&以
?C

向展布为主&

并发育有伴生的次生断裂&按走向可分为
?C

向(

?U

向(近
CU

向
%

组%

区内岩浆岩分布广泛&主要为华力西晚期岩株

和岩脉%岩性有闪长岩(花岗闪长岩(黑云母花岗

岩(二长花岗岩及基性 超基性岩%其中&研究区西

侧索伦山一带出露近
CU

向的基性(超基性岩构成

了著名的索伦山蛇绿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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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茂旗满都拉地区地质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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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生界"

!>

下二叠统哲斯组"

%>

下二叠统大石寨组"

B>

上石炭统本巴图组"

(>

阿尔

乌苏深水沉积"

&>

胡吉尔特基性火山岩"

'>

查干诺尔序列花岗岩"

">

沙尔陶勒盖序列

花 岗岩"

A>

早二叠世次火山岩"

$#>

哈勒陶勒盖序列花岗岩"

$$>

超基性岩"

$!>

韧性剪

切带"

$%>

断层"

$B>

不整合界线"

$(>

铜矿床#点$

!

!

含矿岩系特征

"#!

!

地层

本区铜矿赋存于上石炭统本巴图组#

)

!

7

$浅海

相碎屑岩 碳酸盐岩夹中酸性火山岩及下二叠统大

石寨组#

H

$

F.

$陆缘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中#图

$

$%

#

$

$上石炭统本巴图组#

)

!

7

$%该组出露广泛&

分布在查干哈达庙及阿尔乌苏一带%岩性主要是

灰(灰紫色火山岩(碎屑岩及灰岩%总体呈
CU

向

展布&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可进一步划分
!

个岩性段!

第一岩性段#

)

!

7

$

$为灰紫色(灰白色流纹质角砾熔

结凝灰岩(流纹质凝灰岩(凝灰质板岩夹安山岩及结

晶灰岩透镜体&岩石普遍具绿泥石化&铜矿床主要产

于该层位"第二岩性段#

)

!

7

!

$为灰紫色长石砂岩(凝

灰质砂岩(硅质板岩夹安山岩及灰岩透镜体%本巴

图组火山岩的岩石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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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钙碱

性系列岛弧火山岩*

'

+

%

#

!

$下二叠统大石寨组#

H

$

F.

$%

分布在工作区北侧&面积较大&可分

B

个岩性段!一段#

H

$

F.

$

$分布于满都

拉苏木以东及以北一带&以成熟度较

低的碎屑岩为主夹中酸性火山岩"二

段#

H

$

F.

!

$出露于满都拉苏木一带&

以中性)酸性火山岩为主夹火山碎

屑岩及成熟度较低的碎屑岩"三段

#

H

$

F.

%

$出露于满都拉苏木以东&为

火山碎屑岩(火山沉积碎屑岩(成熟

度较低的碎屑岩及灰黑色灰岩组合"

四段#

H

$

F.

B

$分布于哲斯敖包一带&

为成熟度较低的碎屑岩组合%该组

属中酸性火山岩建造&是活动陆缘火

山弧沉积物%

"#"

!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较发育&总体呈带状分布&岩石类型

主要以中酸性侵入岩为主&另有部分基性 超基性岩

脉出露%其时代以华力西晚期为主%自北向南分布

有!查干诺尔杂岩体&沙尔陶勒盖)赛尔音呼都格侵

入体&胡吉尔特超基性脉岩群&查干哈达庙侵入体%

#

$

$查干诺尔杂岩体%分布在研究区北部&主要

由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及钾长花岗岩组成&被侏

罗纪火山岩不整合覆盖%根据侵入关系及岩性组合

特征可划分为
!

次侵入!第一次为花岗闪长岩&呈岩

株产出&

?U

向展布"岩石主要由斜长石#

&#[

&

'#[

$(钾长石#

!#[`

$(石英#

!#[`

$及少量角闪

石或黑云母组成%第二次为二长花岗岩&侵入到花

岗闪长岩中&岩石呈似斑状构造&在岩体中常见大石

寨组安山岩捕掳体%该杂岩体与查干诺尔铜矿关系

密切%

#

!

$沙尔陶勒盖)赛尔音呼都格侵入体%分布

在研究区中部&总体呈
?U

向带状分布&为一系列

串珠状分布的侵入体构成一复式岩体%岩性主要为

花岗闪长岩(黑云母花岗岩及碎裂花岗岩%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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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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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汤超等!内蒙古达茂旗满都拉地区铜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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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吉尔特超基性脉岩群%分布在中部胡吉

尔特)阿尔乌苏一带&主要为硅质(碳酸盐(钙质角

砾岩屑组成的-风化壳.及橄榄岩&多侵位于本巴图

组火山岩及碎屑岩中%

#

B

$查干哈达庙侵入体%分布在研究区南侧&其

与地层的北接触带产出查干哈达庙铜矿%该侵入体

岩性主要为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普遍发育绿泥石

化(绿帘石化%

图
"

!

达茂旗查干哈达庙铜矿床地质图

#引自王守光等&

!##A

年&略有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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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

本巴图组一段流纹质凝灰岩(变质含砾砂岩夹结晶灰岩"

%>

本巴图组一

段青灰色结晶灰岩夹生物碎屑灰岩#含锰矿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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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夹有结晶灰岩透镜体"

(>

早二叠世闪长岩"

&>

超

基性岩"

'>

变英安岩"

">

石英脉"

A>

花岗斑岩脉"

$#>

铜矿#化$体及编号"

$$>

含锰矿

化层"

$!>

褐铁矿化"

$%>

高岭土化"

$B>

断层"

$(>

糜棱岩化带"

$&>

地质界线"

$'>

地

层产状"

$">

旧采坑

%

!

矿床地质特征

$#!

!

查干哈达庙铜矿地质特征

#

$

$矿区地质特征%查干哈达庙铜矿是一个以

铜为主&伴生金(铅锌的多金属矿床%矿区内主要出

露本巴图组一段&地层走向
?C

&倾向
RC

&倾角
B#X

&

&#X

"主要为灰紫色(灰白色流纹质角砾凝灰岩(流

纹质凝灰岩(凝灰质板岩夹灰岩透镜体%上述岩石

普遍具不同程度的矿化蚀变&其中凝灰质板岩具较

强的高岭土化(褐铁矿化&流纹质凝灰岩具较强的孔

雀石化(硅化(褐铁矿化(黄钾铁钒

化及蓝铜矿化&并呈
?C

向带状展

布%矿区侵入岩主要为华力西晚期

闪长岩及辉长岩&呈岩株(岩脉状侵

入于本巴图组中&并在外接触带形

成宽
%#

&

'#E

的褐铁矿化(硅化(

碳酸盐化等叠加蚀变带&与铜矿化

关系密切%近
CU

向断裂是查干哈

达庙地区主要构造&韧性剪切构造

极为发育且规模大&部分韧性剪切

带及次一级破碎带与铜矿体具有密

切的时空关系#图
!

$%

#

!

$矿体特征%地表发现矿化

带长度
B##

&

'(#E

&宽
$(

&

'#E

&

矿化带受破碎带控制&走向
B#X

&

(#X

&倾向
RC

&倾角
((X

&

'#X

"铜矿化

主要赋存在褐铁矿化(硅化等蚀变

强烈的地段%已圈定铜矿#化$体

$(

个&矿#化$体长
$##

&

'##E

&宽

#>%&

&

!E

"矿体呈层状(透镜状&矿

体产状与地层一致%矿石品位!

B

#

)0

$

f#>#![

&

!>%![

&最 高

">%[

"

B

#

I0

$

f#>!c$#

a&

&

!>$c

$#

a&

%矿体向深部产状变缓&品位

增高&具明显的变厚变富的趋势%

#

%

$矿石组成特征%由于矿化围岩性质不同&矿

区内形成了
!

种不同的矿石类型&矿石中相应的金

属矿物也有一定区别!交代型矿石的金属矿物主要

有孔雀石(黄铜矿(辉铜矿(铜蓝(黄铁矿(方铅矿及

闪锌矿等"细脉浸染型氧化矿石的金属矿物主要有

铜蓝(孔雀石&偶见黄铁矿%矿石中脉石矿物有石

英(绢云母(重晶石(铁碧玉及碳酸盐岩等%矿石中

有益组分主要为
)0

&另伴生有益组分为
H/

&

e+

&

I0

&部分
R

也可综合利用%其中&

B

#

H/

$

f#>#![

&

#>([

&

B

#

e+

$

f#>#%[

&

#>%[

&

B

#

R

$

f%>B$[

&

(>A$[

%

#

B

$矿石组构特征%矿石结构以粒状(碎裂状及

糜棱状为主&黄铜矿常呈他形微细粒状#

+

#>#$

EE

$&少数呈团块状"黄铁矿以自形(半自形粒状为

主&部分黄铁矿呈立方体状%矿石构造以块状(条带

状为主&次为浸染状(角砾状(碎裂状等构造%

#

(

$围岩蚀变%围岩蚀变主要受构造控制&蚀变

带宽度一般
(

&

$##E

不等&主要有褐铁矿化#黄铁

矿化$(高岭土化(硅化#次生石英岩化$(绿泥石化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图
$

!

达茂旗查干诺尔铜矿床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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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

!>

下白垩统李三沟组砂砾岩夹薄层灰岩"

%>

下二叠统

大石寨组二岩段火山岩夹碎屑岩"

B>

钾长花岗岩"

(>

二长花岗

岩 "

&>

石英脉"

'>

英安斑岩脉"

">

铜矿#化$体及编号"

A>

产状"

$#>

角岩化带"

$$>

地质界线

等&褐铁矿化在地表常成铁帽产出%矿化强度与褐

铁矿化关系密切"与高岭土化(硅化关系次之%由矿

体中心向外依次为褐铁矿化带(高岭土化带%

$#"

!

查干诺尔铜矿地质特征

查干诺尔铜矿为近年来新发现的铜矿床#点$%

通过系统的地质评价工作&发现该矿床#点$具备良

好的找矿前景%

#

$

$矿区地质特征%矿区地层主要出露下二叠

统大石寨组二岩段&岩层走向
?C

&倾向
RC

&倾角

$(X

&

'(X

%下部为灰紫色(灰绿色蚀变安山岩(气孔

状安山岩"中部为青灰色(灰黄色生物碎屑灰岩(变

质沉凝灰岩(凝灰岩"上部为变质灰绿色凝灰岩夹青

灰色生物碎屑灰岩%区内出露大面积华力西晚期侵

入岩&岩性为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及钾长花岗

岩%铜矿化产在上述岩体内的构造蚀变破碎带中&

其中钾长花岗岩和二长花岗岩为铜矿#化$体的直接

围岩%在矿区北侧乌华南推覆构造带的影响下&岩

体内发育
?U

向次级挤压破碎带&宽
$#

&

%#E

&成

为良好的导矿构造&也为铜矿的富集提供容矿场所

#图
%

$%任军平等*

$#

+认为&矿区范围内可能存在

??C

向(

??U

向断裂构成的
S

型共轭剪切断裂构

造体系&其构造的交汇部位为成矿的有利地段%

#

!

$矿体特征%在矿区范围内共圈定
(

条铜矿

#化$体&分别为
Y

)

=

号矿#化$体%

Y

号矿体分布在

矿区东部&沿
??U

向破碎带产出&破碎带内蚀变作

用强烈&有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及高

岭土化等%

Y

号矿为矿区主矿体&已控制长度
((#

E

&宽
$

&

BE

"矿体东南段为
$

条矿体&中段分为
!

支&北段分为
%

支&总体走向
?U

&倾向
RU

&倾角

'#X

&

'(X

&矿石平均品位
B

#

)0

$

f#>!([

&

#>"%[

%

YY

&

YYY

&

=

号矿#化$体分布在矿区西侧&长
$##

&

$(#

E

&由于地表覆盖厚&加之地表已被采空&规模未得

到控制&矿石平均品位
B

#

)0

$

f#>%&[

%

Y=

号矿

#化$体分布在矿区东南部&长约
$##E

&规模还未控

制%

#

%

$矿石组成特征%查干诺尔铜矿矿石中金属

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孔雀石(辉铜矿(方铅矿(闪

锌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钾长石(斜长石(绢云母(

绿泥石(绿帘石等%矿物组合以黄铁矿 黄铜矿 黝

铜矿 孔雀石 辉铜矿 蓝铜矿 石英为主%

#

B

$矿石组构特征%矿石结构以粒状为主&次为

碎裂状(包含结构%黄铁矿多呈自形(半自形晶出

现&往往被磁铁矿(黄铜矿(方铅矿等交代%黄铜矿

常呈他形细粒#粒径
#>#(

&

#>!EE

$状分布在岩石

中&而分布在石英细脉中的黄铜矿颗粒较大&多沿石

英颗粒间隙分布&构成细脉或团块%矿石构造主要

有块状(浸染状(网脉状构造%

#

(

$围岩蚀变%岩石蚀变强烈&主要蚀变有钾

化(绢英岩化(角岩化(高岭土化(青盘岩化等%钾化

较为普遍&主要发育在花岗岩中"高岭土化分布在矿

化带两侧&其强弱与构造破碎带关系密切"绢英岩化

主要发育在内外接触带附近&与铜矿化关系密切"角

岩化发育在岩体与地层的接触带附近"青盘岩化普

遍发育&主要表现为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等%

B

!

控矿因素与矿床成因讨论

区内控矿因素及矿床成因研究较少&前人只对

单个矿床#点$进行过论述%

$A"#

年内蒙古区调队

进行的
$

!

!#####

区调#查干哈达庙幅$&对乌珠

新乌苏铜矿#点$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认为铜矿

#化$体产于花岗闪长岩与大石寨组砂岩(粉砂岩的

外接触带&矿床为斑岩型矿床"刘晓雪等*

A

+认为&查

干诺尔铜矿#点$的成矿作用与华力西晚期高钾钙碱

性钾长花岗岩有关&铜矿#化$体均成细脉状(浸染状

产于钾长花岗岩中&蚀变具有明显的分带性&该铜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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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点$为斑岩型铜矿床"王守光等*

"

+曾指出&查干哈

达庙铜矿产于流纹质凝灰岩(凝灰质板岩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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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查干哈达庙铜矿为一典型火山块状硫化

物矿床%上述认识反映本区铜矿类型具有多样性!

斑岩型(热液型(火山块状硫化物型%

%#!

!

控矿因素讨论

#

$

$地层控矿%从研究区已知铜矿床#点$的地

质特征可以发现&矿#化$体主要赋存于上石炭统本

巴图组一段#

)

!

7

$

$凝灰岩(凝灰质板岩中&或下二叠

统大石寨组二段#

H

$

F.

!

$砂岩(粉砂岩中%这两组地

层可作为本区的找矿标志%区内阿尔乌苏)查干哈

达庙一带出露近
CU

向的本巴图组&该组地层向西

可延伸至索伦山&现已在索伦山地区发现有克克齐

火山块状硫化物铜矿床*

$$

+

&构成克克齐)查干哈达

庙重要铜成矿带%

#

!

$构造控矿%根据研究区已知铜矿#化$体多

数赋存于构造蚀变带中呈脉状(透镜状(层状&空间

上有尖灭再现的现象&结合区域构造&认为区内存在

%

个层次的构造!一级断裂为途经本区南部的索伦

山)满都拉南)林西深大断裂&该断裂对本区地质

构造 岩浆活动 成矿作用起主导作用&是矿源的必

备通道"二级构造带为本区近
CU

向构造带&该方

向构造带是上述深大断裂的产物&区内阿尔乌苏)

查干哈达庙韧性剪切带控制了查干哈达庙地区矿

化(蚀变及异常的分布"三级构造为区内
?U

断裂

破碎带&它可能是上述断裂引发的次一级断裂&在研

究区北部尤为发育&控制了北部铜矿#化$体的产出%

#

%

$岩浆岩控矿%尽管本区铜矿床类型多样性&

但从已知矿床地质特征分析可知&其成矿均与华力

西晚期中酸性侵入体有关%如查干诺尔铜矿直接产

于钾长花岗岩中&乌珠新乌苏铜矿产于花岗闪长岩

与地层的外接触带&查干哈达庙矿区东侧出露有闪

长岩%可以认为岩浆活动为本区铜富集提供了足够

的物源及热源%

%#"

!

矿床成因讨论

达茂旗满都拉地区地处华北板块和西伯利亚板

块的对接带&火山(次火山活动极为强烈&尤其在二

叠纪早期&本区处于火山岛弧环境&形成了大面积的

火山岩%本文认为满都拉地区铜矿床#点$成矿物质

可能为同一来源&都来源于深部&只是成矿作用和类

型不一样%特别是华力西晚期&本区岩浆活动达到

顶峰&强烈的岩浆活动带来了大量的热源和深部成

矿物质&同时在岩浆沿构造上侵过程中活化了石炭

系和早二叠统中的铜&使成矿物质逐渐富集&并在不

同的有利成矿部位形成不同类型的铜矿床%

(

!

找矿方向

#

$

$区内本巴图组为重点找矿层位&岩性应以凝

灰岩及凝灰质板岩为主&找矿类型以火山块状硫化

物型为主%另外&沙尔陶勒盖)乌珠新乌苏一带的

大石寨组也是本区的主要找矿层位&尤其是与岩浆

岩的接触带附近是赋矿的有利部位%

#

!

$研究区南部近
CU

向构造&特别是查干哈

达庙韧性剪切带内的矿化蚀变带应为重点找矿地

段"北部以
?U

向断裂为主&对花岗岩内的破碎带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

%

$查干诺尔杂岩体及沙尔陶勒盖)赛尔音呼

都格一带岩浆岩分布区为主要找矿地段&重点在岩

体内及岩体与地层的接触带寻找铜矿#化$体%

#

B

$本区与铜矿有关的蚀度较单一&主要为褐铁

矿化(孔雀石化(硅化%因此&地表铁帽(褐铁矿化(

孔雀石化可作为直接的找矿标志%

#

(

$从查干诺尔(乌珠新乌苏铜矿的矿床地质特

征(矿石组构(矿化蚀变特征分析&认为目前发现的

矿化为浅部矿化&向深部可能矿化增强"向深部寻找

斑岩型铜矿体为本区今后的重点地质找矿方向%

致谢!在研究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部分前人勘

查与科研成果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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