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宝山 ! 宽河铜金成矿带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兴蒙地槽褶皱

区大兴安岭地槽褶皱系罕达气优地槽褶皱带 " 该成矿带内分布

有多宝山、铜山大型斑岩铜 #钼 $矿床，近几年又发现了争光岩金

矿床、三道湾子岩金矿床，又一次引起地质界同行的重视 " 因此

研究矿带成矿规律，进行成矿预测，对以后的铜、金矿找矿将起

重要作用 "

% 区域地质背景与控岩控矿构造格局的形成

研究区是黑龙江省地层出露最全的地区，从前寒武到古生

代、中生代，直到新生代时期均有较系统、完整的地层出露，于早

奥陶世形成的 “四隆四拗”构造格局!%"，经后期构造运动的不断

强化和改造，在 & 个拗陷区形成北东向为主、伴有 ’ 条北西向裂

解的断裂带，它基本控制了此后各地质时期地层、构造、岩浆演

化及矿产的分布格局 " 主要在 & 个拗陷带，地层沿古隆起增生，

构造岩浆活动频繁，为金、有色金属成矿提供了有利条件 "
本区构造演化从新元古代至中生代，可划分为 ’ 个明显不

同的构造发展阶段 ( ) *，即陆缘增生地块形成阶段、板块裂解迁移

碰撞阶段及滨太平洋大陆边缘活动阶段 "
（%）陆源增生地块形成阶段

新元古代早期，本区属古西伯利亚陆核新增生陆壳的东南

缘活动带，接受了落马湖群、风水沟河群沉积 " 晚期本区抬升隆

起，遭到剥蚀 "
早寒武世，本区发生块断下降，为西伯利亚广海浸漫，接受

了下寒武统兴隆群沉积 " 显示地块早期盖层特点 " 中、晚寒武

世，本区继续隆起遭受剥蚀 "
（)）陆源板块裂解迁移阶段及早奥陶世 “四隆四拗”构造格

局的形成

早奥陶世初，新开岭断裂两侧分别进入了不同构造演化阶

段 " 由于深断裂北西侧在下降的同时兼有向南西斜滑的性质，

沿先成的北东向、北西向构造脆弱地段形成了宽河 ! 白石砬子

拗陷、落马湖隆起、新立屯微隆起、多宝山 ! 裸河断陷；独立山水

下高地；刺尔滨 ! 新生村拗陷、霍龙门 ! 罕达气 ! 桦树排子断陷

及新开岭 ! 柏根里隆起，构成一个复杂的“四隆四拗”格局 #图 % $ "
中奥陶世—晚泥盆世经历了海槽稳定发展阶段，形成了中

奥陶统、下—中志留统浅海 ! 深海相陆源碎屑岩和岛弧型多宝

山组火山沉积岩建造，上志留统浅海 ! 潮汐带砂泥质复理石建

造，下泥盆统海底火山喷发岩建造 #罕达气组 $、深海、浅海相碎

屑岩和中上泥盆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建造 "
早石炭世末，在西伯利亚板块与中朝板块碰撞影响下，本区

各微陆块发生强烈的碰撞，使奥陶系 ! 早石炭统一并褶皱，并环

绕原陆块边缘展布，沿断裂有酸性 ! 中性火山喷发及花岗闪长

岩侵入 " 多宝山斑岩铜、钼矿化与该期花岗闪长岩岩浆活动有

密切关系 "
# ’ $滨太平洋大陆边缘活动阶段

沿区内 & 个断陷带喷发了塔木兰沟期等 + 期基—酸性火山

岩 "

) 侵入岩与成矿的关系

区内岩浆侵入强烈，华力西期、燕山期侵入岩与区内金、有

色金属矿化关系密切 " 主要沿区内罕达气 ! 桦树排子断陷、多

宝山 ! 裸河断陷、刺尔滨 ! 新生拗陷、宽河 ! 白石砬子拗陷分布 "
华力西期侵入岩在区内分布最广、出露最多，多呈岩株、岩

基状产出，分为早、中、晚 ’ 个侵入亚旋回 " 主要岩性有石英闪

长岩、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英云闪长岩 " 其中中、晚期花岗

闪长岩及花岗闪长斑岩复式侵入岩与区内 ,-、./ 矿化关系密切 "
区内仅出露印支期基性、酸性及碱性侵入岩 " 多呈岩株状，

岩基状产出 "
燕山期侵入岩主要沿北东向及北西向断裂带侵入，特别是

沿罕达气断陷呈串珠状分布的碱性花岗岩小岩株、花岗斑岩、闪

长玢岩脉体与区内铜金成矿关系密切，为区内大多数岩金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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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多宝山 ! 宽河成矿带 !"#$" 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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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龙江省多宝山 ! 宽河成矿带铜金矿产十分丰富 " 区内于早奥陶世初形成的“四隆四拗”构造格局控制了以后各地

质时期地层、岩浆演化及矿产的分布 " 通过对矿带成矿地质背景、物化探异常、典型矿床特征的分析与归纳，总结了铜金成

矿规律、成矿条件与找矿标志，预测出 1 个找矿重点靶区 "
关键词：多宝山 ! 宽河；四隆四拗；北东向深断裂带；北西向裂解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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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权等：黑龙江省多宝山 ! 宽河成矿带 !"#$" 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

图 " 中奥陶世岩相 ! 古地理

#$%& " ’$(()* +,(-.$/$01 )$23-40/$*5 01( 60)*-%*-%,0637
"—剖 面 位 置 及 地 层 厚 度 8 6,-4$)* 01( 52,029: 23$/;1*55 <；=— 等 厚 线

8 23$/;1*55 /-912*, <；>—沉积岩相界线 8 ?-91(0,7 -4 5*($:*120,7 40/$*5 <；

@—火山岩带界线 8 ?-91(0,7 -4 .-)/01$/ ?*)2 <；A—中、中酸性火山岩

8 $12*,:*($02* -, 0/$( ! $12*,:*($02* .-)/01$/ ,-/; <；B—基性火山岩 8 ?05$/

.-)/01$/ ,-/; <；C—滨海砂泥质沉积 8 )$22-,0) 501(7 01( 0,%$))$/ 5*($:*12 <；

D—浅海砂泥质沉积 8 1*,$2$/ 501(7 01( 0,%$))$/ 5*($:*12 <；E—深水硅泥灰

质沉积 8 0?7550) 5$)$/*-95 :0,)7 5*($:*12 <；"F—古陆 8 -)( )01( <；""—水下

高地 8 91(*,G02*, 3$%3)01( <；"=—同沉积盆缘断裂 8 ?05$1 :0,%$10) 5715*($H

:*120,7 409)2 <；">—同沉积内断裂 8 5715*($:*120,7 $11*, 409)2 <；"@—剖面

线 8 5*/2$-1 )$1* <

图 = 多宝山及其邻区航磁)! 等值线平面图

#$%& = I)01$:*2,$/ :06 -4 0*,-:0%1*2$/)! $5-6)*235 -4 J9-?0-5301
01( 1*$%3?-,$1% 0,*05

"—)! 正等值线 8 6-5$2$.* .0)9* -4)! <；=—零值线 8 K*,- .0)9* <；>—)!
负等值线 8 1*%02$.* .0)9* -4)! <；@—一级场区界线 8 ?-91(0,7 -4 4$,52 )*.*)

4$*)( <；A—二级场区界线 8 ?-91(0,7 -4 5*/-1( )*.*) 4$*)( <；B—铜矿 8L9

-,*5 <；C—金矿 8 M9 -,*5 <；D—铅锌矿 8 I?HN1 -,*5 <；E—钼矿 8’- -,*5 <；!—

罕达气优地槽 8O01(0P$ *9%*-571/)$1* <；!"—落马湖隆起 8 Q9-:039 96H

)$42 <；!=—独立山隆起 8 J9)$5301 96)$42 <；!>—罕达气断裂 8O01(0P$ 409)2 <；

!@—新立屯微隆起 8 R$1)$291 :$/,-H96)$42 <；"—沐河屯隆起带 8’93*291

:-)* 2,0/; <；""—新开岭隆起 8 R$1;0$)$1% 96)$42 <

成矿母岩 &

> 地球物理场与构造及成矿的关系

>& " 罕达气优地槽重磁场区特征

该重磁场区为!级场区，由不稳定的正场、负场和跳跃乱磁

场组成 & 其中正场多强度较高，负场多为平静无波动的低值区，

正负场反差较大 8图 =、> < &
在该!级重磁场区中进一步划分了新开岭隆起、落马湖隆

起、独立山微隆起 > 个"级场区，) ! 为平静负场、正场，) " 以

负场为主，边缘出现重力梯度带 &"级罕达气断陷) ! 场为正负

相间异常带组成，为正负相间异常带组成，) " 为正负相间带状

场，南缘为北东向重力梯度带 &
>& = 矿床 8点 <分布与区域地球物理场关系

区内已知内生铜、钼、金等有色贵金属矿产多集中分布在"

级重磁场区所反映的几处陆块、微陆块的边缘地带 & 拗陷、陆块

或微陆块等地球物理场特征明显 & 矿床 8点 < 多分布于布伽重力

梯度带上或其转弯部位、平静负磁场中的正场 & 这些地段反映

基底相对隆起和拗陷的接壤部位是地壳结构脆弱地段，是岩浆

热液活动的通道和矿液活动与聚集的场所 &

@ 地球化学场与构造及成矿的关系

@& " 元素地球化学场分布特征

根据 "S =F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资料整理，各元素地球化学场

分布特点如下：

（"）区内 L9、’- 两元素地球化学场分布特征相近，高含量带

"E>第 > 期



图 ! 多宝山及其邻区布格重力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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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多宝山及其邻区水系沉积物测量铜地球化学图

"#$% > ?)’@6)0#@+1 0+: ’2 A( 4. 5-*)+0 5)7#0)/- 5(*,). ’2
3(’4+’56+/ +/7 /)#$64’*#/$ +*)+5

8—A( 含量 <B C 8D E F G !D C 8D E F 9 A( @’/-)/-5：<B C 8D E F G !D C 8D E F ;；<—

A( 含量 !D C 8D E F G >D C 8D E F 9 A( @’/-)/-5：!D C 8D E F G >D C 8D E F ;；!—A(

含量 H >D C 8D E F 9 A( @’/-)/-5 H >D C 8D E F ;

基本集中分布在多宝山 E 裸河构造带与独立山 E 桦树排子构造

带上 9图 > ; %
（<）I(、I5、J4 三元素地球化学场特征相近，高含量带主要

分布在独立山 E 桦树排子与宽河 E 白石砬子 < 个北西向构造带

与新开岭深断裂带中（图 B ; %
（!）I$、K4、L/ 三元素地球化学场较接近，K4、L/ 主要集中

分布在北东、北西向构造交叉部位，以独立山 E 桦树排子和宽河

E 白石砬子 < 个构造带相对突出 %
上述各元素地球化学场分布严格受北东向新开岭断裂带和

! 条北西向裂解带控制，并且构造交叉部位多元素富集强烈 %
总体看来，! 个北西向带由西向东，显示了由 A(、M’ 为主过渡

到 I(、A(、M’ 为主、再过渡到 I(、I5、J4 为主的元素分带特征 %
>% < 地球化学场分布与成矿关系

地球化学场的分布反映了成矿分布，即矿产也主要分布在

北东向新开岭断裂带和它的北西向 ! 条裂解带上，元素的分带

严格控制了成矿的分带，且在构造交叉部位矿床 9点 ; 分布相对

集中 %

B 成矿规律、找矿标志与成矿区带划分

B% 8 成矿规律

B% 8% 8 成矿空间分布规律

前已叙述N 区内 I(、A( 等多金属矿产及 8O <D 万化探异常，

主要沿北东向新开岭深断裂带及 ! 条北西向裂解带分布，因此

这 > 条构造带构成了 > 个成矿带 9图 F ; % 其宏观成矿规律是：自

西向东由 A(、M’ 成矿为主，渐变为岩金成矿为主 % 即三矿沟 E
多宝山 E 争光矿带以 A(、M’ 成矿为主；I( 居次；独立山 E 桦树

排子成矿带 I(、A( 成矿具佳；宽河 E 白石砬子 E 洪业家成矿带

以岩金成矿为主，伴生 A( 矿 %
在西部两条北西向裂解带上，由北向南亦表现为由 A(、M’

成矿为主，渐变为以 I( 成矿为主的规律 % 如在三矿沟 E 多宝山

E 争光矿带上，北部三矿沟以 A(、") 成矿为主；中部多宝山、铜

山以铜钼成矿为主，伴生 I(；南部争光为独立金矿 % ! 条北西向

裂解带南部与新开岭深断裂带交汇，因此，北东向新开岭深断裂

带以 I( 成矿为主，A(、M’ 次之，且由西向东 I( 矿化不断加强 %
B% 8% < 成矿时间分布规律

研究区主要有两大成矿期，第一是中—晚华力西期，以铜成

矿为主，伴生钼、金、锌，目前在三矿沟 E 多宝山 E 争光矿带发现

最多，以多宝山铜矿、铜山铜矿为代表；第二是燕山期金、铜多金

属成矿期 % 该期形成的矿床在各个矿带上均有分布，代表矿床

有争光岩金矿、三道湾子岩金矿 %
B% < A(、M’ 成矿条件与找矿标志

B% <% 8 A(、M’ 成矿作用

地 质 与 资 源 <DDB 年8P>



图 ! 多宝山及其邻区水系沉积物测量金地球化学图

"#$% ! &’()*’+#),- +,. (/ 01 23 456’,+ 4’7#+’85 4169’3 (/
:1(2,(4*,8 ,87 8’#$*2(6#8$ ,6’,4

;—01 含量 <% ; = ;< > ? @ A% < = ;< > ? B01 )(85’854C <% ; = ;< > ? @ A% < =

;< > ? D；A—01 含量 A% < = ;< > ? @ E% < = ;< > ? B01 )(85’854C A% < = ;< > ? @

E% < = ;< > ? D；F—01 含量 G E% < = ;< > ? B01 )(85’854 G E% < = ;< > ? D

图 H 多宝山及其邻区矿产分布图

"#$% H :#456#215#(8 (/ +#8’6,-4 #8 :1(2,(4*,8 ,87
8’#$*2(6#8$ ,6’,4

;—三种异常元素组合异常区 B ,6’, I#5* 5*6’’ ,8(+,-(14 ’-’+’854 D；A—

四种异常元素组合异常区 B ,6’, I#5* /(16 ,8(+,-(14 ’-’+’+4 D；F—五种

异常元素组合异常区 B ,6’, I#5* /#9’ ,8(+,-(14 ’-’+’854 D；E—成矿带、矿

田范围 B (6’ 2’-5 ,87 (6’ /#’-7 D；!—矿化带、矿田范围 B+’5,--($’8#) 2’-5

,87 (6’ /#’-7 D；H—化探异常区 B $’()*’+#),--3 ,8(+,-(14 ,6’, D

区内 J1、K( 成矿的典型地区为多宝山 > 铜山，前人曾作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表明，多宝山矿田至少经历 F 次成矿

作用 L; M C 与中华力西期花岗闪长岩侵入活动有关的产于岩体与

多宝山组围岩接触带的接触带热液型 J1 矿化，是矿田内各矿床

奠基性 J1 矿化；与中晚华力西期花岗闪长斑岩 B!"#E
A D 侵入活

动有关的产于中晚华力西期花岗闪长斑岩外接触带花岗闪长岩

及多宝山组中的斑岩型 J1 矿化，是矿田内最重要的一期铜矿

化，在多宝山矿田居主导地位N 与晚华力西期英云闪长岩活动有

关的产于北西向弧形片理化带中的热液脉型 J1 矿化，亦是矿田

内重要的一期 J1 矿化，在铜山、多宝山表现都很明显 % F 期矿化

的强烈叠加，才造就了著名的多宝山、铜山两大矿床 %
!% A% A J1、K( 找矿标志

前人对多宝山矿田已作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总

结了 J1、K( 成矿找矿标志 L A M % 我们认为这些找矿标志是恰当

的，兹说明如下 %
B ; D 地层标志：中奥陶统多宝山组 BOA ! D、铜山组 （OA "）地

层，主要是多宝山组安山岩及中性凝灰岩、中酸性凝灰岩 %
（A）侵入岩标志：由花岗闪长岩、花岗闪长斑岩构成的复式

岩体；岩体规模小，形态复杂，岩石富碱；岩体含铜较高 %

（F）构造标志：优地槽中陆块边缘的北西向裂解带；北东向

深断裂旁侧，北西向断裂带；北东、北西向构造交叉部位 %
（E）物探标志：平静负磁场背景中的磁异常带：北西向重力

正负场之间的梯度带 %
（!）化探标志：J1 元素区域高背景场中 J1 高含量带；J1、

K(、01、0$ 异常重合部位 %
!% F 岩金矿成矿条件与找矿标志

（;）地层条件：下泥盆统罕达气组 B:; # D 或泥鳅河组 B:; $ D、
霍龙门组 B:; #% D P 中奥陶统多宝山组 BOA ! D、铜山组地层，中上侏

罗统塔木兰沟组地层，均是区内岩金成矿的有利赋矿围岩，也是

区内寻找岩金矿地层标志 %
（A）侵入岩条件：燕山期多期次的岩浆侵入活动与 01 矿化

密切相关，燕山期小侵入体含 01 背景高，常常构成 01 矿化的矿

源体或成矿母岩，是区内寻找岩金矿的侵入岩标志 %
（F）构造条件：陆块边缘裂解带，北东、北西向构造交叉部

位，是区内岩金矿体赋存的构造标志 %
此外 ;Q A< 万、;Q ! 万、;Q A 万、;Q ; 万化探以 01 为主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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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多宝山及其邻区矿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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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是寻找岩金矿直接标志 %
4% 5 金铜多金属成矿区带划分

区内金 6 多金属矿床 7点 8 及化探异常集中分布在北东向新

开岭深断裂带及 9 条北西向裂解带上，因此 5 条断裂带，即为 5
条成矿带 7!级 8，在同一矿带根据不同地段成矿特征及 :; <= 万

化探异常特征进一步划分 > 级成矿区 :4 个 7图 ?、! 8 %

? 找矿战略靶区确定

重点靶区要在上述 :4 个成矿区中优选 % 为准确比较各找

矿靶区找矿潜力，采用赋值打分法，即根据各预测标志对成矿指

示作用的大小，制定赋值标准，然后以每一成矿区各找矿标志得

分总和，来比较各成矿区成矿有利程度，最后优选出各种类型找

矿重点靶区 %
通过评比打分确定出本区寻找 @+ 矿重点靶区 % A 类靶区：

多宝山 6 争光成矿区、独立山 6 西古兰河成矿区和龙音山 6 桦

树排子成矿区；B 类靶区：野猪沟 6 霍龙门、纳金口子 6 三道湾

6 上马厂以及罕达气 6 泥鳅河 6 狼母猪沟成矿区 %
寻找 A+ 矿重点靶区：纳金口子 6 三道湾 6 上马厂、宽河 6

二十四号桥及龙音山 6 桦树排子 9 个成矿区，均为 A 类靶区；其

次是多宝山 6 争光、小沟南山 6 洪业家、罕达气 6 泥鳅河 6 狼母

猪沟、五道沟 6 猪肚子河 5 个成矿区 %
综合前述，区域找矿重点靶区如下：

（:）A+、@+ 找矿的重点靶区是纳金口子 6 三道湾 6 下上马

厂及龙音山 6 桦树排子成矿区，其次是多宝山 6 争光和罕达气

6 泥鳅河 6 狼母猪沟成矿区 %
（<）寻找金矿的重点靶区是宽河 6 二十四号桥成矿区，其次

为小沟南山 6 洪业家和五道沟 6 猪肚子河成矿区 %
（9）寻找 @+、C, 矿伴生 A+ 矿的重点靶区是独立山 6 西古

兰河成矿区，其次是霍龙门 6 野猪沟成矿区 %
<==5 年，齐齐哈尔矿产开发总院地勘院在本区工作时，已

经在纳金口子 6 三道湾子 6 上马场成矿区发现了上马场岩金矿

点、三道湾子铜、金异常、三道湾子岩金矿床；在独立山成矿区已

圈定出独立山 @+、C, 乙 : 类异常；五道沟 6 猪肚子河成矿区已

经圈定出了猪肚子河乙 : 类 A+ 异常，表明研究区成矿预测是科

学而准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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