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板块北部边缘成矿带是我国重要的铜、铅、
锌、金、银等多金属矿化带之一，已探明多处超大型、
大型金属矿床，如白云鄂博稀有稀土矿床、白乃庙铜

金矿床、哈达门沟金矿床等，成矿带内金属成矿特征

及成矿作用机制研究受到地学界的广泛关注. 毕力赫

金矿床是近年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发现的金矿床，矿

床处在成矿带之北东向的白乃庙构造岩浆活化带［1- 2］

内，目前已获金储量达到小型规模. 对毕力赫金矿床

成矿地质特征的研究，将对华北板块北部边缘成矿带

多金属的区域找矿起到指导作用.

1 矿区地质

1.1 地层

矿区地层主要为下二叠统额里图组（P1e），上侏罗

统玛尼吐组（J3mn）、白音高老组（J3b）火山岩系（图 1）.
下二叠统额里图组岩性主要为砾岩、硬砂岩、长石砂

岩、粉砂质板岩夹灰岩. 上侏罗统玛尼吐组是毕力赫金

矿床的赋矿岩系，主要岩性为安山岩段、晶屑凝灰岩、
含砾长石石英粗砂岩、薄层状沉凝灰岩；白音高老组主

要岩性为流纹岩、晶屑岩屑凝灰岩、熔结凝灰岩、流纹

质凝灰熔岩和含砾凝灰质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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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cently found Bilihe gold deposit is located in the Bainaimiao tectonomagmatic mobilized bel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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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canic complex intrusion and its wall rock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allrock alteration of silicification and K-
feldspathization. The orebodies, dipping to southeast,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altered belt, in lenticular, sack-like and
plate shapes. The ore-forming fluid is in low salinity. The metallogenesis is achieved in low to medium temperat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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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毕力赫金矿床产在华北板块北部边缘成矿带之白乃庙构造岩浆活化带内，是近年新发现的金矿床. 金矿化发生在火山杂

岩侵入体与围岩接触的破碎蚀变带中，与硅化、钾长石化围岩蚀变作用密切相关. 矿体严格受蚀变带控制，呈透镜状、囊状、板状

等，向南东方向侧伏. 成矿流体为低盐度流体，成矿温度属于中低温. 矿床成因类型为与次火山岩有关的浅成低温热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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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岩浆岩

矿区出露地表的侵入岩主要为加布切尔敖包单元

钾长花岗斑岩 （γπ），以及沿断裂侵入的流纹斑岩脉

（λπ）（霏细岩脉）. 钻孔显示，在第四系和新近系覆盖

物下分布着以花岗闪长玢岩为主的次火山杂岩体，岩

性 主 要 为 花 岗 闪 长 玢 岩 （γδμ） 和 二 长 花 岗 斑 岩

（γηπ），该杂岩体与矿化关系密切.
1.3 构造

矿区位于都仁乌力吉－巴彦得力格火山盆地的东

南部，断裂构造和火山构造发育. 断裂构造以北西向为

主，次为北东向. 火山颈构造（环状构造）发育，且火山

颈构造已被次火山岩岩体侵入充填，伴随有次火山岩

边缘冷缩裂隙带、层带状裂隙带、钟状构造、水压裂隙

等. 火山颈构造是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

2 矿床地质

2.1 矿体地质

毕力赫金矿区内已发现主要破碎构造破碎蚀变带

（金矿化带）5 条（图 1），以其中的 I 矿带、II 矿带为主

要金矿带，金矿体均产在蚀变带内.
Ⅰ矿带总体走向北西，倾向北东，总体产状（63～

71°）∠（43～52°）. 下盘为玛尼吐组安山岩，上盘为花岗

斑岩脉. 富矿地段明显受北东和北西向构造交汇部位

的一个火山机构控制，总体呈扁豆状，并被后期活动的

次火山岩墙（脉）和构造切割成多个部分. 矿体产在构

造破碎带内，并严格受构造破碎带控制，形态复杂，多

呈透镜状、脉状或囊状，矿体向南东侧伏延深. 共圈定

Ⅰ-1、Ⅰ-2、Ⅰ-3、Ⅰ-5 号 4 个矿体，其中Ⅰ-2 矿体规

模最大，控制长 140 m，平均宽 7.78 m，延深 65 m，矿石

平均品位 4.41×10-6.
Ⅱ矿带位于矿区中部，受北西向构造控制，与Ⅰ

矿带基本平行，产状（65～75°）∠（42～55°），总体呈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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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北西方向展布，北西端宽大，向南东逐渐变

窄，呈火炬状. 矿体赋存于花岗闪长玢岩与上覆侏罗

系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内外接触带中，矿体产在构造

破碎带内（图 2），并严格受构造破碎带控制，呈大透镜

状、板状、板柱状. 圈定出 1 号、2-①、2-②、2-③号 4
个矿（化）体.

2.2 矿石成分特征

矿石矿物成分较简单，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次

为自然金，少量银金矿、自然银、毒砂、黄铜矿、黝铜矿、
闪锌矿、方铅矿、辉钼矿、辉锑矿等. 脉石矿物主要为斜

长石、石英、钾长石，次为绢云母、黑云母、白云母、绿泥

石、绿帘石、黝帘石、碳酸盐矿物、电气石、高岭土、黏土

矿物、电气石等.
矿石类型有含石英网脉-团块状的蚀变花岗闪长

玢岩型金矿石，含石英网脉-团块状的蚀变沉凝灰岩-
凝灰质砂岩型金矿石，含石英细脉的蚀变花岗闪长玢

岩型金矿石，含石英细脉的蚀变沉凝灰岩-凝灰质砂

岩型金矿石，含石英细脉的蚀变安山岩型金矿石.
矿石具有粒状结构、粒状变晶结构、网脉状结构，

主要有块状及浸染状构造，次为条带状、网脉状、角砾

状等构造.
2.3 围岩蚀变

矿体的蚀变类型主要有钾长石化、硅化、绿泥石

化、绢云母化、伊利石化、碳酸盐化. 围岩蚀变作用发育

在构造破碎蚀变带及其两侧围岩中，带内蚀变以钾长

石化、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为主，围岩中见有弱的

绿泥石化、绢云母化、伊利石化及硅化. 围岩蚀变无明

显分带现象，金矿化与钾长石化、硅化关系密切.
钾长石化：以发育细网脉状钾长石-石英脉为特

征. 在构造破碎带内，沿岩石破碎裂隙充填细脉-网

脉状钾长石-石英细脉，这些细脉是金属矿物的主要

载体.
硅化：主要表现为沿破碎岩石裂隙充填形成石英

细脉-网脉，多与钾长石化共生，形成钾长石-石英细

网脉. 硅化作用分为 3 期，早期、晚期均形成乳白色

石英脉，中期则形成青灰色石英细脉及钾长石-石英

细网脉. 其中中期硅化与金矿化密切相关.
绿泥石化：形成交代蚀变绿泥石和沿裂隙填充的

与石英脉共生的脉状绿泥石. 分布在安山岩和花岗闪

长玢岩中，以叶绿泥石为主，多呈辉石、角闪石、斜长石

假象.
绢云母化：矿带中岩石绢云母化普遍，以花岗闪长

玢岩、花岗斑岩绢云母化蚀变作用表现较强. 绢云母

多沿着斑晶边部、双晶纹、斑晶裂隙交代，形成绢云

母细脉.
碳酸盐化：分为热液交代原岩产生的碳酸盐化和

沿裂隙充填的碳酸盐化 . 热液交代形成的碳酸盐化

蚀变常与绿泥石、绢云母共生，在岩石中呈团块状分

布；沿裂隙充填的碳酸盐化蚀变多形成碳酸盐脉，既

有分布在石英脉中间部位的碳酸盐脉，也见有切穿石

英脉的碳酸盐脉，说明沿裂隙充填的碳酸盐化具有多

期性.

3 成矿作用

3.1 成矿流体及成矿温度

Ⅰ、Ⅱ矿带矿石石英、方解石中流体包裹体丰富，

但包裹体个体较小，类型单一，有气相、气液两相和含

子晶包裹体，包裹体主成分为 NaCl 和 H2O. 均一温度

测试结果显示，包裹体形成温度具有 320～340℃、220～
280℃和 160～1900℃三个峰值，暗示成矿分 3 个阶段.
其中 220～280℃为主成矿温度，说明成矿温度为中低

温. 盐度（NaCl）结果显示，含子晶包裹体的盐度较高，

在 34.74%～38.24%（质量分数），推测为岩浆流体的残

留；气相包裹体、气液两相包裹体流体盐度在 2.07%～
13.04%之间，平均值 5.65%，在 2.5%～4.5%和 4.5%～
9.5%出现两个峰段，主成矿阶段包裹体盐度为 3.39%～
3.87%，具有低盐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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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成矿阶段

根据矿床成矿地质特征及流体包裹体分析，将矿

床成矿作用划分为石英-黄铁矿阶段、石英-多金属硫

化物阶段和石英-碳酸盐阶段. 其中石英-多金属硫化

物阶段为金矿化的主阶段.
石英-黄铁矿阶段：形成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钾

长石、钠长石、绢云母、伊利石. 石英、钾长石形成石

英-钾长石细脉.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黄铜矿、自
然金、磁铁矿，其中黄铁矿粒度较大，为立方体晶体，晶

体边缘及表面多被后期矿物溶蚀或交代.
石英-多金属硫化物阶段：形成脉石矿物主要有

石英、钾长石、钠长石、电气石、绢云母、伊利石、绿泥

石、方解石、高岭土. 石英、钾长石紧密共生，构成石

英-钾长石细-网脉脉. 金属矿物有黄铁矿、黄铜矿、毒
砂、自然金、自然银和磁铁矿. 黄铁矿为半自形—他形

粒状，与黄铜矿、毒砂、自然金等矿物交生，磁铁矿常呈

细脉状分布在石英脉中或脉的边缘.
石英-碳酸盐阶段：形成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绿

泥石、方解石和高岭土. 金属矿物有黄铁矿、磁铁矿（赤

铁矿）等.

4 矿床成因

毕力赫金矿床金矿化发生在构造破碎蚀变带内.
金矿体呈透镜状、囊状、板状等，均严格受构造破碎的

控制. 构造破碎带均为侵入岩体与火山沉积岩系的接

触带，赋矿围岩为（破碎的）安山岩、花岗闪长玢岩、花
岗斑岩等. 含金石英-钾长石细网脉为金的主要载体.

围岩蚀变无明显分带性，蚀变类型有钾长石化、硅化、
绿泥石化、绢云母化、伊利石化、碳酸盐化等，其中硅

化、钾长石化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区域性的北西向、北东向断裂构造控制了与都仁

乌力吉－巴彦得力格火山盆地演化相伴随的火山机构.
在火山活动晚期，火山机构被岩浆充填或侵入形成次

火山杂岩体，火山通道及侵入体与围岩的接触部位不

仅为成矿流体提供了运移通道，而且为金矿化提供了

有利空间 ［3］. 综合研究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及毕力赫金

矿床成矿地质特征认为，毕力赫金矿床成矿作用与内

蒙白音哈尔金矿床相似［2，4- 5］，矿床成因类型为与次火

山岩有关的浅成低温热液型.

本文得到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卿敏总工程师，唐

民国、赵玉锁工程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致表示深深的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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