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松辽平原东缘大连 " 沈阳 " 长春 " 哈尔滨 " 佳

木斯一线以东至中朝、中俄边界，面积约 #$ 万平方公里 %图 ! & ’
构造环境隶属西伯利亚古板块和中朝古板块以及之间的中亚造

山带东端，中、新生代处于西太平洋大陆边缘，为由多个微陆块

及其造山带所包围的复合构造区 ’ 前苏联学者称其为 “阿穆尔

古陆”，近年国内有些学者称之为 “块带镶嵌结构区”或 “东北拼

贴板块”!!，(" ’ 早、中三叠世主体为龙岗 " 和龙复合地块及其北

部陆缘活动带与松嫩地块、佳木斯地块及南部陆缘活动带；兴凯

地块及西部陆缘活动带 %即东北亚微联板块及其南部陆缘活动

图 ! 中国大地构造分区及研究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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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东北部陆缘区是古亚洲洋构造域与滨太平洋构造域叠加复合部位 ’ 区内构造、岩浆与成矿作用复杂，是我国重

要的有色金属、贵金属矿产地之一 ’ 在总结研究该区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成矿系统理论，划分了区内有

色金属、贵金属成矿系统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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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或松 ! 佳 ! 兴微联板块及其南部陆缘活动带 " 体系 # 中、新生

代进入滨太平洋大陆边缘构造体系 !$，%" # 由于处于特殊的大地

构造环境，故本区成为大陆地质及大陆成矿作用最为复杂、最有

争议也最可能有创新的研究区之一 #
&# & 区域地层发育概况

太古宙表壳岩系出露在鞍本、辽北、吉南隆起区，在鞍本、吉

南、夹皮沟等地，主要是一套新太古代表壳岩，而辽北、龙岗地区

主要是一套古太古代表壳岩系 # 太古宙表壳岩呈大小不等的残

块 ’体 " 分布在隆起区的太古宙 “(()”岩系内，其岩石类型较为

复杂，为麻粒岩、斜长角闪岩、黑云 * 角闪变粒岩、长英质片麻岩、

黑云斜长片岩、绢云绿泥片岩、磁铁石英岩及大理岩等 #
古元古代地层主要分布在辽吉古裂谷以及黑龙江东部地

区，前者不整合于太古宙陆块之上，而佳木斯 ! 鸡西地区为一套

孤立的中深变质岩系， 目前区域岩石地层划分尚未统一 # 应用

盆地分析原理，从沉积建造的时空格局入手，对其进行了区段划

分清理，认为古元古代早期为绿片岩相 ! 低角闪岩相的斜长角

闪岩、电气石变粒岩、含墨变粒岩、蛇纹石化大理岩等，原岩为拉

斑玄武岩建造、中酸性火山岩建造、陆源碎屑岩 ! 碳酸盐岩建

造；晚期为绿片岩相的浅粒岩、变粒岩、长英质片麻岩夹大理岩，

底部为石英岩，原岩为含碳富铝陆缘碎屑岩建造和碳酸盐岩建

造 #
中—新元古代地层主要分布在辽东和吉南及黑龙江东部等

地 # 地层的发育特征与华北地台北缘基本一致 # 在辽宁和吉林

发育的地层有长城系、蓟县系、细河群、五行山群、金县群、色洛

河群、浑江群等 # 但对于吉林与黑龙江东部区的某些中—新元

古代地层确定 ’如光华岩群、色洛河岩群、机房沟岩片、 西保安

岩片、青龙村岩片等 "，尚有争议 #
辽东 ! 吉南台区发育寒武系、中、下奥陶统、中、上石炭统、

二叠系地层，岩性为陆缘—浅 ! 表海沉积产物，原岩建造为浅海

碳酸盐建造、陆源碳酸盐岩建造、海陆交互相含煤含铝土矿建造 #
吉林中东部及黑龙江东部为地槽及陆缘增生带，地层发育较齐

全，下古生界为一套变质碎屑岩夹火山岩及碳酸盐岩，上古生界

为碳酸盐岩 ! 火山碎屑岩和陆源碎屑岩等海陆交互相沉积 #
中生代地层主要发育在大小不等的盆地内，主要为陆相火

山岩和碎屑岩沉积 # 其中辽吉地区三叠系主要为杂色碎屑岩、

钙碱性火山岩和含煤碎屑岩；下、中侏罗系主要为火山岩 ! 碎屑

岩 ! 含煤碎屑岩沉积；上侏罗统—下白垩统为中酸性火山岩和

碎屑岩、含煤 ’油、油页岩 "陆源碎屑岩以及杂色碎屑岩 # 黑龙江

东部地区三叠系大佳河组为深海相硅质岩、硅质板岩、碧玉岩夹

粉砂岩和板岩，该组赋存有沉积型锰矿；下白垩统穆棱组主要分

布于东宁县、宁安县，岩性为粉砂岩、泥岩、凝灰砂岩等 # 而四平

山组上部为灰色、红褐色硅质岩、硅质角砾岩，下部为砾岩、粗砂

岩、细砂岩 # 大塔山林场组分布于虎林市神顶山、四千山、东方

红镇附近，上部为流纹岩夹流纹质凝灰熔岩，下部为流纹质火山

集块岩、角砾岩等 #
新生代地层主要分布在大小不等断陷盆地内 # 辽吉地区第

三系主要为含煤有机岩建造、硅藻土建造和基性火山岩建造 #

黑龙江第三系富锦组分布于饶河、鸡东等地，以陆相细碎屑岩为

主 # 第四系均为河流相沉积，基性火山岩喷发主要沿敦 ! 密断

裂带、依 ! 舒断裂带发育 #
&# + 岩浆岩发育概况

辽 ! 吉 ! 黑陆缘侵入岩 ! 火山岩发育，而且镁铁 ! 超镁铁

质岩亦发育，其发育程度可与东非和加拿大西部的海岸岩基相

媲美 #
太古宙深成岩浆作用主要发育在辽南、辽北 ! 靖宇、和龙古

陆区，岩性除 “(()”岩系外，还有基性、超基性岩类以及钾长花

岗片麻岩、伟晶岩等 # 岩石普遍遭受强烈的区域角闪岩相到麻

粒岩相的变质作用，局部叠加韧 ! 脆性构造作用，表明岩石曾发

生过多期变质变形作用 # 在靖宇古陆块、和龙陆块区地球化学

特征表现奥长和钙碱性双重演化系列特征 # 太古宙火山作用以

拉斑玄武质为主，伴生钙碱性火山作用 #
古元古代深成岩主要分布在辽东南 ! 吉东南地区的通化、

桦甸以及黑龙江鸡西等地；元古宙花岗岩在空间上多与元古宙

地层紧密共生；火山岩主要分布在辽吉裂谷区以及黑龙江东部

地区，为碱性或钙碱性玄武岩 ! 安山岩以及火山碎屑岩等；在辽

吉区为裂谷拉张环境形成，而在鸡西、太平岭一带可能是陆缘张

性环境形成 # 五台期侵入岩主要是同熔型混合花岗岩 ! 片麻状

花岗岩、壳幔混合型花岗闪长质 ! 花岗片麻岩及幔源型角闪石

岩 ! 辉石岩 $ 类 # 火山岩早期以拉斑玄武质火山作用为主，晚

期以钙碱性玄武岩 ! 安山岩浆作用为主；吕梁期有幔源型基性

岩墙或超基性 ! 基性岩、同熔型巨斑状花岗岩等；中条期为环斑

石英闪长岩 ! 花岗岩等；晋宁期主要为混合型片麻状花岗岩 !
混合花岗岩，晚期发育壳源型二云母花岗岩 # 火山作用主要是

拉斑玄武岩、碱性玄武岩及少量酸性火山岩 # 张广才岭期主要

是壳源型白云母花岗岩 ! 钾长花岗岩等 #
古生代花岗岩在研究区并不发育，属于加里东期的侵入岩

只有伴生早古生代地层的橄榄岩 ! 辉石岩 ! 辉长岩 ’ %&, -. "、
碱性花岗岩 ’ %&/ -. "类；但海相火山作用发育，吉林四平 ! 伊通

一带的寒武—奥陶世以及呼兰群底部的浅变质岩系以及原黑龙

江群顶部变质火山岩系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 海西期也只是晚

二叠世有少量橄榄岩 ! 橄辉岩 ! 辉长岩 ’ +01 -. "、闪长岩 ! 花

岗闪长岩 ! 二长花岗岩和偏碱性花岗岩，局限于佳木斯以及张

广才岭东侧；二叠纪早期为海相高铝、富碱中基性火山 ! 中酸性

火山岩作用，晚期出现陆相火山作用 # 吉黑古生代花岗岩不发

育以及火山作用的海相性质，说明此时的环境属于洋壳发展阶

段；而晚期出现陆相火山作用以及古生代地层层序紊乱、具混杂

堆积的特征说明，古生代吉黑地区是由拉张性过渡性洋壳逐渐

向陆壳转化或克拉通化以及最终拼贴造山，海西期末的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二长花岗岩出现标志强烈的对接，碱性花岗岩

的形成则标志古生代造山结束，即表明该区拉张型过渡壳已转

化为挤压型过渡壳或初始成熟陆壳 #
印支期侵入岩分布在辽东太子河 ! 浑江台陷南部边缘、通

化、延边、吉林等地 # 岩石类型较多，有橄榄岩 ! 辉石岩 ! 辉长

岩、花岗闪长岩 ! 二长花岗岩、碱长花岗岩 ! 碱性花岗岩以及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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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辉长岩 ! 碱性岩，多为印支晚期就位形成 " 橄榄岩 ! 辉石岩

! 辉长岩表现幔源岩浆张性环境就位的性质；花岗闪长岩 ! 二

长花岗岩表现壳幔混合岩浆在挤压造山环境的岩浆特征 " 碱长

花岗岩 ! 碱性花岗岩以及碱性辉长岩—碱性岩属 # ! $ 型花岗

岩性质 " 指示地壳运动是减薄&挤压的动力学过程 " 印支期晚

期火山岩为陆内中酸性火山岩，由流纹岩、英安岩及其火山碎屑

岩组成，为大陆边缘活动带环境 " 在完达山地区发育海相火山

岩，枕状熔岩与放射虫硅质岩、镁铁岩、超镁铁岩共生，细碧岩、

橄榄拉斑玄武岩发育，属“蛇绿岩套”的一部分 "
燕山期岩浆侵入作用十分频繁，主要是各种类型的花岗质

岩岩浆或钙碱性岩浆活动，常形成一些较大的复式岩体，以中侏

罗世最为发育 " 早侏罗世为石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二长花

岗岩，中侏罗世为石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二长花岗岩，晚侏

罗世—早白垩世为中酸性花岗杂岩和碱性花岗岩，晚白垩世为

二长花岗岩和碱长花岗岩 ! 钾长花岗岩 " 此外，沿某些断裂带

尚见有少量的超基性、基性及碱性岩类的出现 " 这一时期的岩

浆活动对区内内生金属成矿意义极大 " 火山作用亦是钾玄质 !
高钾钙碱性为特征，常与燕山期侵入岩伴生，与之有关的浅成岩

是区内重要金铜、钼矿的母岩 "
新生代侵入岩的空间展布 %以桦甸永胜屯为代表的石英正

长岩 ! 霓霞正长岩岩体带 &，明显受控于敦密断裂带的磐石 ! 桦

甸段 " 基性火山岩喷发主要沿敦 ! 密断裂带、依 ! 舒断裂带发

育，著名的有黑龙江五大连池、吉林长白山天池等 "
’" ( 区域构造发育概况

研究区构造作用十分复杂，是一个经历多期构造作用的复

合构造区!)"" 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以及叠加的程度不同，其构造

形式和特征有明显的差异 "
发育在鞍山、辽北、龙岗以及板石沟一带 % *+ ! ,- 等时线年

龄 (.(/ 01 & 的古、中太古代表壳岩和灰色片麻岩，总体构造形

态呈片麻状穹形隆起 ! 卵形构造，新太古代以线形构造型式展

布 " 具体表现在，太古宙早期：在 (... 01 前，辽宁清原、吉林龙

岗地区可能存在一些彼此互不相连的原始古陆块，呈东西向展

布；在距今 /2.. 01 前后，发生一次变质热事件——— 鞍山运动，

造成了鞍山群下部或龙岗群的强烈变质变形，形成各种类型的

褶皱构造、穹状隆起或卵形构造，并发生混合岩化 ! 花岗岩浆

% 334& 作用，致使太古宙早期地层呈孤立的残留体出现，形成古

老陆壳 " 太古宙晚期 % /2.. 5 /).. 01 &：以鞍本、夹皮沟地区最

为典型，以中酸性火山岩与基性火山岩和火山 ! 沉积作用为主；

鞍山运动使其褶皱变质并遭受混合岩化作用，形成同斜倒转乃

至扇形褶皱，褶皱叠加式样复杂多变，面理置换显著，结果形成

卵 ! 线形构造 %如夹皮沟 &，局部混合岩化作用产生混合岩构造

之卵圆形穹隆 %如海城卵圆形穹隆等 &；晚期出现二长 %钾质 & 混

合花岗岩，同时使太古宙地质体固结 "
古元古代时期克拉通化逐渐扩大，但成核面积相对较小 "

在裂谷区形成了巨厚的碎屑沉积，随后封闭发生强烈变形和角

闪岩相或低于角闪岩相变质作用，以小型多期叠加褶皱的线形

构造为主 " 麻山古陆的变质程度高达麻粒岩相，构造形态与太

古宙特征相似 " 中—新元古代变质变形较古元古代次之，主要

展布在辽 ! 吉陆间盆地或裂谷 %张秋生，’627 &、佳木斯 ! 牡丹江

! 兴凯陆间盆地，为绿片岩相变质变形的陆间盆地型建造，构造

上多为大型褶皱构造以及发育韧性剪切带及大型逆冲推覆构

造，且后两者多发育在与太古宙陆块接触部位，动力变质作用较

显著 "
古生代地层主要展布在铁岭 ! 靖宇古陆、和龙古陆内部及

其北缘与佳木斯 ! 牡丹江 ! 兴凯陆间盆地之间 " 古陆内部盆地

变形较弱，但在古陆边缘 %吉中 ! 延边 & 的古生代地层多为不同

层次的构造混杂岩，显示是俯冲推覆作用过程堆积而成的增生

楔 " 作者认为辽北 ! 龙岗陆核北部的古生代地层以及黑龙江东

部地区的古生代杂岩是西伯利亚板块向南俯冲过程，海盆内沉

积的古生代地层被运移最终形成增生楔、混杂岩等 %磐石 ! 桦甸

一带 &，并于海西期末回返抬升结束北部造山运动，转入环太平

洋构造体系 "
自太古宙克拉通化后，构造作用由韧性变形逐渐转化为深

部为韧性、浅部为脆性的深断裂构造作用，特别是自晚三叠世以

来，全区进入环太平洋构造域，处于陆缘活动构造演化阶段 " 在

太平洋板块的驱动下，先后形成一系列幔源岩浆、壳源岩浆以及

壳 ! 幔岩浆混合型岩浆 !7" " 在区域深断裂控制下，形成铁岭 !
吉林 ! 牡丹江、大连 ! 丹东 ! 通化 ! 白山 ! 绥芬河构造带和饶

河或锡霍特 ( 个北东向岩浆 ! 构造带，早期多为开阔的平缓褶

皱，晚期往往被后期断裂或岩浆活动破坏而残缺不全 " 这些构

造形态整体受控于区内的深大断裂 %图 / &，其特征如下：

% ’ & 开原 ! 清原 ! 辉发河 ! 古洞河断裂 " 为赤峰 ! 开原构

造带的一部分 " 该断裂带西起辽宁开原至清原，越过敦 ! 密断

裂与古洞河 ! 辉发河断裂对应，再向东进入朝鲜，规模巨大，有

一定的地球物理异常梯度显示 " 它是在西伯利亚板块向华北板

块俯冲作用形成的俯冲带基础上于海西晚期发展起来的近东西

向深断裂带，虽被中生代北东向构造切割，但在该带两侧的岩石

强烈片理化带，形成剪切带，航磁异常、卫片影像反映都很明显，

显示平行、密集的线性构造特征 " 北侧是吉中—延边准陆块 !
混杂岩带或古生代增生楔，为海相火山 ! 碎屑岩及陆源碎屑岩、

碳酸盐岩为主的火山沉积岩系8 南侧前寒武系广泛分布，基底为

太古宙、古元古代的中深变质岩系以及新元古代—古生代的稳

定浅海相沉积岩系 "
（/ & 依兰 ! 伊通断裂 " 是西部松辽拗陷与长白山 ! 张广才

岭隆起的天然界线，呈北东方向延伸，南起渤海湾经沈阳 ! 伊通

! 依兰 ! 萝北进入俄罗斯境内，有明显的地球物理异常 " 由两

支相互平行的北东向断裂带组成，断裂中间为大黑山地垒 " 走

向 ). 5 ))9，倾向 ,:，倾角 ;.9，近地表陡，而往深部变缓，局部

地段向南东倾；伊舒断裂带与郯庐断裂连续起来更接近在一条

直线上，于燕山早期发展起来，早期为张性，沿断裂带分布有巨

厚型中生代断陷沉积盆地；后为压扭性，有多条糜棱岩带和逆冲

断裂带；在早白垩世，断裂带横向拉张，地壳变薄，地幔物质上

涌，沿断裂带发生强烈的火山喷发和中酸性偏碱性串珠状岩浆侵入 "
对中生代矿产形成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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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敦化 $ 密山断裂 % 该断裂带是我国东部一条重要的走

滑构造带，它对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及金、有色金属成矿具有重要

的意义 % 该带西起辽宁省沈阳、抚顺一带，向北东延伸经吉林省

辉南、桦甸、敦化等地进入黑龙江省，并一直向北东延伸至密山

以远，全长 &’’’ ()，宽 &’ * +’ ()，走向 ,’-，地球物理重、磁异

常条带清晰 % 该断裂带属郯庐断裂分支，活动时间较长，可能在

早古生代就开始发育，中、新生代沿该断裂带岩浆活动强烈；其

演化具明显的阶段性，早期左旋平移走滑、侏罗纪造山阶段、晚

白垩世—新生代裂谷阶段、新近纪—第四纪逆冲推覆阶段 % 该

断裂控制了燕山期岩浆活动及有关的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产的

形成，是本区重要的控矿断裂 %
! . # 鸭绿江走滑断裂 % 是辽吉东部规模较大的北东向断裂

带之一，在长白山区被新生代玄武岩覆盖，在安图两江一带出

露，向北经明月镇、天桥岭等地进入黑龙江省，断续延长 /’’ ()，

由多条断裂组成，断裂带宽 "’ * 0’ ()% 总体走向 .’ * 0’-，倾向

南东，倾角 ,’ * /’-，以压剪性为主，沿断面有逆时针滑动，相对

位移为 &’ * +’ ()% 断裂控制侏罗纪地层、岩浆岩的分布 % 带内

糜棱岩化、碎裂岩化明显，可见北东向叠瓦构造，次级构造发育，

晚期活动切割中生代及早期地层、岩体，同时又被较新的东西向

断裂切割 %
综上所述，该区区域构造演化划分为 . 个重要的阶段 % 第

一阶段为鞍山 $ 辽北 $ 龙岗太古宙古陆核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特点是以强烈的基性、超基性火山喷发 $ 沉积作用和深成花岗

岩浆侵入作用为主，并发生强烈的变质变形作用 % 第二阶段为

元古宙裂谷及断拗盆地形成阶段，集中发育在陆块两侧或边缘 %
裂谷的打开和闭合为重要特征，以拉斑玄武质、钙碱性火山 $ 沉

积作用为主，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质变形作用 % 第三阶段为古

生代古亚洲洋形成与封闭阶段，即从早古生代海盆形成到晚二

叠世—早三叠世对全球超大陆聚散的积极响应所经历的主要地

质事件 % 在南部前寒武纪区域，发育浅海稳定型沉积建造；在北

部地区则处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之间的微板块对接环

境，形成海相火山沉积建造，于晚古生代对接结束 % 第四阶段为

中生代洋 $ 陆俯冲阶段，指本区在全球 1234252 联合古陆裂解的

影响下，直至新构造运动时期，进入滨太平洋构造域叠加发展阶

段所发生的陆缘火山弧和盆岭构造的演化进程 % 印支期进入环

太平洋火山弧构造 $ 岩浆体系，有广泛的钙碱性岩浆活动 % 燕

山期为大陆边缘或岛弧性质的构造 $ 岩浆活动作用，集中发生

在区域深断裂!6"、盆地内部，火山岩与侵入岩在空间、时间上的

密切共生 %

+ 区域成矿系统划分

+% & 区内有色 $ 贵金属矿产概况

区内有色 $ 贵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目前的研究表明，辽北地

区的太古宙陆核区赋存火山 $ 喷气、变质的块状锌 $ 铜硫化物

矿床，元古宙主要发育古元古代的层控型铅 $ 锌矿床，古生代赋

存火山热液块状硫化物矿床，中生代既有典型的斑岩铜钼矿床、

又有典型的热液金 !铜 # 矿床以及叠加在太古宙、元古宙、古生代

的矿床之上的脉状铜硫化物矿床、脉状铅 $ 锌、银矿床、金矿床

等 %
区内有色金属资源主要有铜、铅 $ 锌、钼、镍等 % 铜矿床类

型有块状硫化物型、斑岩 $ 热液、岩浆型以及热液型等 % 块状硫

化物型主要产在辽北太古宙陆核区、古元古代裂谷区、古生代凹

陷区 % 这类矿床主要是海底火山喷流形成的硫化物，后经变质

变形与叠加热液改造形成的矿床；斑岩 $ 热液型主要分布在燕

山期火山 $ 浅成斑岩体发育区，岩浆型主要发育在区域超壳断

裂体系晚印支期超基性 $ 基性杂岩内部；而热液型矿床发育在

花岗岩体边部与古元古代、古生代地层接触带内以及中生代断

裂体系内；铅 $ 锌矿床类型主要有块状硫化物、热液型，前者主

要产在古元古代、古生代地层内部，后者主要分布在与古元古

代、古生代地层接触带内以及中生代断裂体系内；此外，还有伴

生矿 % 钼矿主要与燕山期火山 $ 浅成斑岩体有关 % 镍矿主要是

铜镍硫化物矿床，成矿作用与晚印支期超基性 $ 基性杂岩有关 %
区内贵金属矿产资源主要有金、银及 178 等矿 % 金矿主要

是热液型矿床，包括岩浆热液矿床、火山热液矿床、低温热液矿

床等，形成时代主要是中生代，如五龙、夹皮沟等脉状、细脉 $ 浸

染状热液金矿床，其次是伴生的矿床 % 银主要以伴生矿种形式

存在，相对独立的矿床有山门、高家堡子、小佟家堡等 % 178 矿床

主要是岩浆型，主要产在超基性 $ 基性杂岩内部，与铜镍硫化物

矿床伴生 %

图 + 研究区主要断裂分布图

9:4% + ;2<=> ?2@ABC :3 BD5 CB@E:5E 2>52
A—走滑断裂带 ! CB>:(5FCA:G ?2@AB H5AB #；+—断裂带内中新生代断陷盆地

!;5C=FI53=J=:K ?2@ABFE5G>5CC:=3 H2C:3 :3 BD5 ?2@AB H5AB #；"—逆断层 ! >5L5>C5

?2@AB #；.—断裂带横剖面及位置 ! A=K2B:=3 =? K>=CC G>=?:A5 =? ?2@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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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类成矿系统

应用成矿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从矿集区典型矿床的地

质、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入手，系统总结了东北陆缘区有色 & 贵

金属矿床的不同矿集区以及同一矿集区不同性质的矿化和蚀变

的地质特征，结合区域地质背景，首次建立了两类巨型成矿系

统，即“简单成矿系统”和“复合成矿系统”，并相应地划分了不同

构造背景下的成矿系统以及亚系统 " 简单成矿系统是指在一个

热构造动力学过程、不同构造环境下形成的具有独立成矿性质

的一组或几组矿床，每组矿床是由控制成矿诸要素结合而成的

具有成矿功能的统一整体，它包括成矿物质由分散到富集的制

约因素、作用过程及各种地质矿化产物 "
简单成矿系统为辽吉黑中生代陆缘成矿系统，包括 ’ 个成

矿亚系统，即幔源岩浆成矿亚系统、深成岩浆热液成矿亚系统、

浅成岩浆热液成矿亚系统、火山热液成矿亚系统 (表 $ ) "

成矿系统

辽

吉

黑

中

生

代

陆

缘

成

矿

系

统

成矿时代

燕山晚期

燕山期

$$* + $$% ,-

$$* + $$% ,-

$$* + $$% ,-

$$* + $$% ,-
燕山早期

$!* + $!% ,-

$!* + $!% ,-

!!. + !%. ,-

!!% ,-

!!% ,-

!!% + !$% ,-

类比矿床

鸡东 .*/ 高地、先锋北山

黑龙江连珠山

吉林九三沟

吉林四道河子

吉林四道羊岔、二道沟等

吉林天宝山、北山等

四山林场、新立以及东宁金厂等

白云

吉林海沟、沙窝沟等

板庙子、香炉腕子、金厂等

红旗岭层透镜状铜镍矿床

茶尖、漂河川等

红旗岭 0 号脉状矿体等

类型

简

单

型

热

动

力

成

矿

系

统

典型矿床

刺猬沟金矿床

五凤五星山碲金矿床

闹枝沟铜金矿床

小西南岔金铜矿床

二密斑岩金铜矿床

大黑山斑岩钼矿床

老柞山石英脉金矿床

四道沟细脉浸染金矿床

五龙石英脉金矿床

夹皮沟石英脉金矿床

五星透镜状铜镍矿床

红旗岭层状铜镍矿床

赤柏松脉状铜镍矿床

成矿类型

低温热液金矿床

低温热液碲金矿床

岩浆热液金铜矿床

斑岩金铜矿床

斑岩钼矿床

中温热液金矿床

铜镍 & 123 矿床

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

成矿亚系统

火山热液成矿亚

系统

浅成岩浆热液成

矿亚系统

深成岩浆热液成

矿亚系统

幔源岩浆 & 热液

成矿亚系统

复合成矿系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热动力构造过程形成

的一组或几组矿床，包含了每组矿床的控制成矿诸要素总和，具

有成矿功能的统一整体以及成矿物质由分散到富集的制约因

素、作用过程及各种地质矿化结果 " 复合成矿系统主要为鞍山

& 辽北 & 龙岗太古宙陆核与叠加动力成矿系统 (海底火山与区

域变质变形成矿亚系统与叠加热液成矿亚系统 )、辽 & 吉古元古

代裂谷演化与中生代叠加动力成矿系统 (海相沉积与区域变质

变形成矿亚系统、叠加热液成矿亚系统 )、吉黑古生代裂陷与中

生代叠加热液动力成矿系统 (火山喷流成矿亚系统、叠加热液成

矿亚系统 )，见表 !"

. 结论

综上所述，本区太古宇为具华北地台性质的深变质变形地

体，以强烈的基性、超基性岩火山喷发 & 沉积作用和深成花岗岩

浆作用为主，并发生强烈的变质变形作用 " 元古宙岩浆活动和

变质变形作用相对较弱，以裂谷的打开和闭合发展为重要体系

的钙碱性火山 & 沉积作用为主，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质变形作

用，集中发育在陆块两侧或边缘 " 古生代时期的前寒武纪基底

区，以多岛、小洋盆的沉积作用为主4 凹陷区则是处于西伯利亚

板块与华北板块之间的微板块对接环境，于晚古生代对接结束，

形成混杂岩，局部发生强烈的变质作用，形成古生代陆块；进入

华力西期再次被打开，岩石圈地幔脱气，并发生规模较大的基

性、超基性岩浆及其花岗质岩浆活动 " 中生代属环太平洋火山

弧构造 & 岩浆体系，有广泛的钙碱性岩浆活动 "
本区固体矿产资源丰富，有色 & 贵金属矿产主要是铜、铅 &

锌、钼、镍、金、银以及 123 等 " 矿床类型复杂，形成时代具有明

显的多阶段性和叠加性 " 结合区域地质背景，首次建立了两类

巨型成矿系统，即“简单成矿系统”和“复合成矿系统”，并相应地

划分了不同构造背景下的成矿系统以及亚系统 " 期望这些认识

对于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和指导找矿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本文写作过程中，辽宁地调院、吉林地调院和黑龙江地调院

提供了有关资料，王长峰教授级高工给予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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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6魏斯禹，滕吉文 " 中 国 东 部 大 陆 边 缘 地 带 的 岩 石 圈 结 构 与 动 力 学

5, 6 " 北京：科学出版社，$##%"
5 * 6李东旭，温长顺 " 构造复合系统分析 5 8 6 " 地球科学，$#/.，!! ( . ) 9

表 $ 研究区内生重要有色金属 & 贵金属矿简单成矿系统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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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时代

燕山期

燕山期

燕山期

!"" # !"$ %&
古生代

燕山早期

中生代

燕山中期

中生代

晋宁期

中生代

中生代

古元古代

和晋宁期

中生代

太古宙

类型

复

合

型

热

动

力

成

矿

系

统

成矿系统

吉黑古生代裂陷

与中生代叠加热

液动力成矿系统

辽 ’ 吉古元古代

裂谷演化与中生

代叠加动力成矿

系统

鞍山辽北龙岗太

古宙陆核与叠加

动力成矿系统

成矿类型

夕卡岩金矿床

热液铜多金属

矿床

热液脉状银矿床

块状硫化物矿床

脉状锑矿床

金矿床

脉状银矿床

脉状铅 ’ 锌矿床

层状铅 ’ 锌矿床

脉状铜 ’ 金矿床

块状铜硫化物

矿床

成矿亚系统

叠加热液成矿亚系统

火山喷流成矿亚系统

叠加热液成矿亚系统

海相沉积与区域变质

变形成矿亚系统

叠加热成矿亚系统

海底火山与区域变质

变形成矿亚系统

典型矿床

兰家夕卡岩型金矿床

新兴多金属矿床

放牛沟多金属矿床 (脉状 )

山门银金矿床

东风块状硫化物矿床

青沟子锑矿床

荒沟山金矿床

猫岭细脉浸染金矿床

东风山金矿床

高家堡子脉状银矿床

正岔脉状铅 ’ 锌矿床

东胜脉状铅 ’ 锌矿床

青城子层状铅 ’ 锌矿床

红透山脉状铜 ’ 金矿床

红透山块状硫化物矿床

类比矿床

辽宁桓仁等

放牛沟 (层状 )等

南岔、小佟家堡子、林家三道沟等

王家崴子、金厂沟、二道甸子等

亮子河、大栗子等

小佟家堡子等

复兴屯、荒沟山 (脉状 )等

青城子、北瓦沟、张家堡子 (脉状 )等

张家堡子、二棚甸子、北瓦沟、王家

崴子、荒沟山、西岔等 (层状 )

树基沟、红旗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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